
中国式现代化需要新的“三大法
宝”，那就是改革、开放、创新。开放
是最重要的。开放是改革和创新的
基础或者前提条件。

从历史经验来看，一个经济体越
开放，越能实现高质量发展。美国的
优势在哪里？一是有开放的科教人
才系统。可以说，美国制造不是美国
人制造，美国在用全世界的人才进行
制造、进行研发，我们的目光也必须
投向国际人才市场。二是有开放的
企业系统，美国有开放的企业制度，
我在美国从来没听到过企业讲自己
的市场份额有多少，他们只讲附加值
有多高，但是中国的企业家都讲市场
份额。开放不仅是一个国家向另外
一个国家开放，内部各个要素之间的
开放也很重要，所以我们要建设全国
统一大市场。三是有开放的金融系

统。金融很重要，没有金融支持，经
济很难发展。

美国现在对我们“卡脖子”也好、
“脱钩”也好，只是个政治逻辑、行政
逻辑，并不符合市场逻辑、资本逻
辑。所以我们绝对不要帮着美国去

“脱钩”，不能随逆全球化浪潮起舞，
我们需要的是一次新的开放，我称之
为“第三次开放”。

“第一次开放”是鸦片战争以后
的被迫开放，“第二次开放”是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后实行改革开放的主
动开放，“第三次开放”不仅是一场主
动的开放，而且是诸多领域的“单边
开放”。什么叫“单边开放”？就是不
管你开不开放，我都开放。

从内部来看，我们已经提出一些
新的概念，比如“双循环”。实践上，
粤港澳大湾区、长江经济带、海南自

由贸易港都在发展。不过，尽管我们
设立了很多的开放地区，但开放还是
相对碎片化的，不同区域之间存在壁
垒，且缺乏统一的规则和标准，在不
同程度上阻碍了全国统一大市场的
形成与更高层次的开放。党的二十
大提出要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
标准等制度型开放，以国内大循环吸
引全球资源要素，增强国内国际两个
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如果没有
全国统一大市场就很难实现国内大
循环。

国际大循环我们也很重视，《区
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
已正式生效，我国也已正式提交申请
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
协定》（CPTPP）和《数字经济伙伴关
系协定》（DEPA）。我们要解放思想，
不要认为国际规则就是西方的规则，

我们内部市场暂时缺乏统一的规则，
通过对国际标准、规则的衔接，可以
帮助我们弥补不足，完善内部规则。

作为开放大省的浙江，如何实现
省域现代化先行，我认为可以打造地
域嵌入型的世界级经济平台。地域
嵌入型经济平台最著名的如旧金山
湾区、纽约湾区、日本东京湾区，它们
吸引了全世界优质资本、优质技术、
高端人才。浙江也完全可以建立这
样的平台。

总之，中国要继续保持开放，才
能化解美国两极分化世界的企图，同
时要争取国际话语权和掌握规则制
定权，变被动为主动，让中国真正与
国际社会和市场接轨，这是中国实现
现代化，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
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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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制度型开放与中国式现代化
党的二十大报告对中国式现代化作出了系统的定义，包括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

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以制度型开放融入世界经济，是我们在新征程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我们要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

源要素，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

一、对中国式现代化内涵的理解

中国式现代化可以从三个层面、
三个维度来看。

第一个层面是物质现代化。世
界各个文明国家对物质现代化是有
一定共识的。物质现代化是可以看
得到的，比如高楼大厦、公路桥梁以
及各种高科技技术。物质现代化的
衡量标准也是基本统一的，尤其是技
术的先进与落后。比如我制造一台
车时速 100公里，你制造一台车时速
200公里，大家都会说你的车比我的
更现代化。

第二个层面是人的现代化。现
代化的终极目的是为了人，为了人的
进步。没有人，我们探讨现代化就是
不全面的。尤其是在中国的文化背
景里，人的现代化显得特别重要，因
为我们具有几千年的人本文化传统。

第三，制度层面的现代化。是介

于物质层面和人层面的现代化中间
非常重要的变量，或者说最重要的变
量。物质层面的现代化一方面是看
哪一种制度更能推进物质的现代化，
看哪一种制度更能推进人的现代化，
还有更重要的是，看哪一种制度能推
进物质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协调发
展。物质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里面，
有相向而行的方面，但也有矛盾的方
面。我们看到西方很多国家、中东国
家、亚洲国家随着物质现代化的推
进，对社会造成很大冲击，对人产生
很大的影响。所以要靠制度来协调
物质的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党的
二十大报告提出“五位一体”的中国
式现代化定义非常重要，是具有世界
性意义的。

中国式现代化为什么要强调共
同富裕，是因为我们接受了西方的深

刻教训。资本主义释放出了劳动生
产力，但在帮助人类社会实现物质现
代化的同时，却使人本身异化了，使
社会变得越来越不公平，越来越不稳
定。所以我们提倡的是全体人民共
同富裕的现代化。

我们也提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现代化。我在英国待了 3年，他们
的科学家还在恢复维多利亚时代遭
到破坏的生态，他们是先破坏后整
治，但是成本太高太大。所以现在我
们提倡人与自然要和谐共生。

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也是
非常重要的。西方在现代化的过程
中，先实行殖民主义，后实行帝国主
义，牺牲了其他国家的利益，牺牲了
很多人。但是我们不能学西方，我们
必须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我们也确实
是在和平发展。

我们选择走中国式现代化的道
路，也源于我们自己的经验教训。从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到 1949
年，我们花了100多年，终于找到了社
会主义这个制度形式。中国的成功
是非常少见的成果，因为我们既跟西
方接轨，融入了世界经济体，但我们
又是独立的。可以说中国的现代化
模式为那些既要追求发展又要保持
独立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除了西方
现代化之外的另外一个选择。

经验地看，凡是符合本国文明、
文化和国情的现代化就会是成功的，
不符合本国文明、文化和国情的现代
化就会是失败的。中国式现代化既
是中国实践经验、世界实践经验的总
结，也是“永远在路上”的目标。

二、中国式现代化实现路径探析

如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在我
看来，旧的发展模式依赖的“三驾马
车”——投资、贸易和消费，现在面临
非常大的挑战。

首先，投资很难再像以前那样拉
动增长。东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
基本完成，当然以后还可以改善，西
部正在建设基础设施，但是西部经济
总量不大，经济活动也不多。我们现
在需要的是有助于国民财富增长的
GDP 增长，而不是单纯的 GDP 增
长。我们不要为了GDP而GDP，那
样不是高质量的发展。

消费的挑战也很大。从学术上
说，消费社会就是中产社会。如果一
个经济体的中产阶级占比跨过了
50%的门槛，到 60%、70%时，才能成
为消费社会。我们国家中产的比例
还不到 30%，也就是说我们的消费能

力还是有限的。所以如果要建设消
费型社会，还是要继续把“饼”做大，
实现“扩中”。

贸易方面，前几年，西方国家因
为新冠疫情管控不力，刺激了我们的
增长。但现在，由于美国等西方国家
跟我们搞贸易摩擦，加上世界经济形
势总体不好，我们的对外贸易受到很
大影响。

当然，旧的“三驾马车”也还是有
很多空间的。比如城市更新就需要
投资。我们提出一个“软基建”的概
念，基础房屋、建筑、公路、桥梁、5G
科技都是硬基建，社会保障、医疗、教
育、公共住房则是软基建。

在旧的“三驾马车”动力不足时，
实现高质量发展，就要更加重视科创
的力量，我称之为新的“三驾马车”：

一是具有基础科研能力的大学、

研究所。实现高质量发展，迫切需要
我们加强基础研究，从源头和底层解
决关键技术问题。但我国尚未完全
区分基础科研和应用技术，国内不少
所谓的基础科研，其实是应用技术。
恐怕我们还要改革教育体制、科研系
统甚至是两院，尤其是中国科学院。

二是一大批能够把基础科研转
化成应用技术的企业或者机构。改
革开放以后，我们的企业有很强的技
术转化能力，但我国的工业实验室大
部分是国有的，应当考虑如何让国家
工业实验室与民营企业实现“国民”
融合。

三是支撑基础科研和技术转化
的金融系统。中国能不能真正成为
经济大国，不仅取决于制造业的崛
起，更取决于金融的崛起。我们没有
像美国华尔街那样的金融体系，那我

们能不能搞一个双金融中心？以上
海或者北京为中心的，用来支持实体
经济发展，以香港为中心的，用来构
建一个能和华尔街竞争的金融体系。

我们可以把近代以来的科技比
作一座山，这座山是世界各个文明都
有贡献的，但西方国家一直把持着这
座山。改革开放以后，我们进入了这
座山，从山下很快地往上爬，用了 40
年的时间走过了西方 150年的道路。
但现在美国感受到了来自中国崛起
的压力，不让我们往上爬了，甚至要
把我们赶出这座山。所以现在我们
要用新型的举国体制进行创新，这种
创新一定是开放状态的。因为创新
有自己的特点：第一，需要思想市场，
大家互相辩论，产生新思想；第二，要
有商品市场，投入产出以后，投放到
市场，回收成本，科研才能继续。

三、以开放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据《浙江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