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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成为开放合作的
国际公共产品

中国一直探索创新开放方式，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以下简称“进博会”）

就是一个重要创举。2018年以来，进博会已经成功举办三届，举世瞩目、成果

丰硕，为世界各国开拓中国市场搭建了开放合作平台，为实施扩大内需战略、

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了重要窗口，为维护自由贸易和多边贸易体制提供了国际

公共产品，为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和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了中国力量，具

有非凡的时代价值。

一  进博会是新时代扩大开放的创举

举办进博会，是中国着眼于推动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作出的重大决策，

是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重大举措。

（一）传承中国开放思想

民族复兴之路必然是开放之路。经历过开放包容的盛唐辉煌，也经历过闭

关锁国的落后苦难，中国更加懂得“开放出盛世，封闭致衰落”。1957年，中

国创办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打开了通向世界的窗口，成为中国对

外开放的生动缩影。进入新时代，中国与世界的互动更为全面、更为深刻，面

对逆全球化和保护主义抬头，习近平主席宣布从 2018年起举办进博会，主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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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开放中国大市场，展现了负责任大国的担当。这与 60多年前创办广交会、

20年前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样，是我国对外开放的里程碑事件，也是国际贸易

发展史上的一大创举，让中国人不出国门，就能“从中国看世界，从世界看中

国”。中国通过开放看到了差异，增强了自信；也看到了差距，明确了努力方

向。中国的开放，越开越大，越开越好，越开越自信。

表11.1  中国外贸情况对比

1957年 2001年 2018年 2020年

国内生产总值（亿元） 1071 110863 919281 1015986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元） 168 8717 65534 72000

出口总额（亿美元） 16 2661 24867 25906

进口总额（亿美元） 15 2436 21357 20556

进出口总额（亿美元） 31 5097 46224 46462

贸易占GDP比重（%） 9.8 38.1 33.2 31.6

资料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

（二）推动发展自由贸易

创新国际自由贸易理论。从重商主义理论到新型国际贸易理论，从来就不

乏鼓励出口、限制进口、发展本国经济的理论。进博会是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

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是由中国主办、各国参与、世界共享的“买全球、卖全

球、惠全球”的开放型平台，是国际自由贸易发展理念的重大创新，在世界贸

易史上独树一帜。中国主动扩大进口，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面向世界、面向未

来、促进共同发展的长远考量。特别是当前，经济全球化来到十字路口，中国

主动开放显得尤为珍贵，这是超越重商主义、进口出口并重、推动自由贸易的

理论创新，是促进增长联动、实现共同发展、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中国方案。

激活自由贸易新动能。2020年，中国进口总额为20556亿美元，预计未来10

年，中国累计商品进口额有望超过22万亿美元，拥有14亿人口、4亿多中等收入

群体的中国市场是国际贸易重要引擎。中国主动扩大进口，以自身开放带动世界开

放，将有力提升全球贸易自由化水平，为世界开放发展创造新需求、注入新动力。



143第十一章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成为开放合作的国际公共产品

（亿美元）

（年份）

30000

25000

20000

15000

10000

5000

0
2251

12593
11326

21695

20556

24075

1860

111

19
78

19
80

19
82

19
84

19
86

19
88

19
90

19
92

19
94

19
96

20
00

20
02

20
04

20
06

20
08

20
10

20
12

20
14

20
16

20
18

20
20

19
98

中国 德国 法国 美国 日本

图11.1  1978年以来主要国家进口情况对比

资料来源：世界贸易组织。

（三）推动中国开放发展

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中国中等收入群体不断扩大，消费结构加快升级，多

样化消费需求日益增长。近十年来，境外消费每年两位数增长，2020年，全年消费

品进口额同比增长8.2%，比整体进口增速高8.6个百分点。海南免税店销售额增长

1.27倍，部分中高端品牌销售额增长30%以上。举办进博会，合理扩大高品质商品

和服务进口，有利于丰富国内消费选择、优化消费结构、推动消费升级，满足人民

群众个性化、多元化、差异化消费需求，更好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探索中国对外开放新路径。对内适应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为深化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推动形成开放融合的大市场、大贸易、大流通注入动力；对外成

为中国更高水平开放新平台，习近平主席连续三年在进博会开幕式上宣布中国

扩大开放举措，表明中国以更自信的心态、更积极的姿态向全球扩大市场，在

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上发展开放型经济。

增强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能力。贸易强国必然是进口大国。中国贸易要

实现由大到强、高质量发展，坚持进口与出口并重、国内国际市场融合是应有之

义。进博会既重视发达国家等传统市场，也重视发展中国家等新兴市场，增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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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大市场的辐射能力，拉紧了同各国的利益纽带。进博会已成为中国开放“风

向标”，彰显出从“要我开放”转向“我要开放”、从“自己开放”转向“共同开

放”、从“要素开放”转向“制度开放”、从开放“有没有”转向开放“好不好”。

（四）推动世界开放发展

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重大行动。近年来全球经济增长动力不足，“逆全球

化”思潮涌动，贸易投资保护加剧，多边贸易体制遭遇挑战。进博会充分体现

了中国支持多边贸易体制、发展自由贸易的一贯立场，明确释放了反对保护主

义、建设和维护开放型世界经济的积极信号。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际行动。进博会为国际合作提供了新的综合

性公共平台，欢迎其他国家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便车”。“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参加进博会，推动了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大家共商共议，共谋发

展，共解难题，有利于引领经济全球化更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进博会交易

的是商品和服务，交流的是文化和理念，既展示了中华文明“立己达人”“怀柔

远人”“协和万邦”的优秀理念，也展示了其他文明的独特魅力。进博会促进了

经济与人文的良性互动，诠释了“人类优先”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刻内涵，

打出了一张亮丽的“文明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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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进博会是全球共享的综合开放平台

进博会坚持展览、论坛、外交、人文“四合一”，国际公共产品属性不断增

强，国际采购、投资促进、人文交流、开放合作“四个平台”的综合外溢效应

不断显现。

（一）“国际采购平台”推动对外贸易

进博会“买全球、卖全球”，为全球企业拓宽了进入中国市场、开展国际合

作的渠道，办成了国际一流展会。

展会规模持续扩大。首届进博会共有151个国家和地区参加企业商业展，参

展企业达到3617家。第二届进博会共有155个国家和地区的3893家企业参展；采

购商数量大幅超过首届，组建了39个交易团、近600个交易分团，专业观众50.6

万人；累计意向成交711.3亿美元，比首届增长23%。第三届进博会在疫情全球蔓

延形势下，仍有来自124个国家和地区的企业踊跃参展，参展商人数与第二届基

本持平，采购商近40万名；意向成交额达726.2亿美元，增长2.1%；展览面积近

36万平方米，比第二届扩大3万平方米。第三届进博会是2020年全球规模最大、

国别最多、线上线下结合的展会，充分体现了国际采购交易平台的强大影响力。

专栏11-1  “中国首发、全球首展”精彩纷呈

第三届进博会成为全球创新产品主要展示平台。首发新产品、新技术、

新服务411项，其中全球首发73项，“行业领军”企业踊跃参展。

最“干”的造纸机——爱普生，采用全球首创的干纤维技术，无须用水

即可将废纸再生为环保新纸，同时确保涉密信息彻底销毁。

最智慧的“建筑大脑”——江森自控Open Blue数字化平台，集合定制化、

嵌入式人工智能技术，整合建筑的内外部数据，打造最高端智慧楼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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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先进的自动驾驶系统——小马智行第五代 L4 级别自动驾驶软硬件系

统，实现标准化生产和验证过程，为未来规模化生产奠定基础。

中国首发、全球首展，说明中国市场竞争很激烈，想在中国市场占有一

席之地，需要拿出核心竞争力。

参展质量持续提升。进博会吸引了一大批全球知名企业，展示了丰富的新

产品、新技术、新服务。首届进博会就有220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一

大批“隐形冠军”和“小而美”的中小企业踊跃参展。第二届进博会上，参展

的世界500强和龙头企业达到288家，全球或中国大陆首发新技术、新服务、新

产品超过400项。第三届进博会共有274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参展；全

球前十大医药企业、工业电气企业，前六大工程机械企业，前七大整车集团，

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悉数参展；展览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达到411项。

（二）“投资促进平台”带动对华投资

进博会展示了中国市场的巨大魅力，增强了对跨国投资的吸引力，在促进

贸易往来的同时带动了投资合作，贸易投资互动效应更加明显。

成为各地招商引资的新平台。中国各地利用进博会平台，开展了大量招商

引资、项目推介活动。如第二届进博会上，浙江中欧数字经济和高新技术对接

会上有33个项目签约，上海召开城市推介大会，与瑞典阿特拉斯、比利时然颂

集团等一批企业达成合作协议，山东联通与爱立信、海克斯康，海南博鳌乐城

与美国辉瑞公司等企业都成功签约。第三届进博会的大型贸易投资对接会共促

成合作意向861项。

专栏11-2  进博会上签约的部分投资合作项目

匈牙利750MW光伏项目

中国电建国际公司与土耳其波拉特集团就匈牙利 750MW 光伏项目签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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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备忘录。作为中国电建在匈牙利国别市场的首个项目，该企业相关人士

表示，未来将充分利用中国电建整合国内外资金、技术和人力资源的优势，

与项目业主强强合作，确保项目取得成功。

加纳可可农业综合设施项目

可可农业综合设施项目框架协议是中国和加纳两国在农业领域开展的最

大规模单项合作，内容包括可行性研究、规划设计、农田灌溉、仓储、加工、

配套设施的建设、产品销售及相关技术合作等综合性服务，有助于推进中加

两国在农产品领域长期合作。

中伊能源合作项目

振华石油和伊拉克国家石油销售公司签署合资合作协议，振华石油与天

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振华石油

公司与伊拉克国家石油销售公司共同出资在天津自贸试验区成立合资公司，

并将其打造成集原油、成品油、天然气的贸易、仓储、运输等产业投资于一

体的伊拉克巴士拉原油在华贸易平台。项目落地后，预计年进口伊拉克石油

800万吨，年贸易额260亿美元。

成为全球企业布局中国的新窗口。众多国际机构和跨国公司表示，进博会

为外资进入中国、投资项目对接合作提供了机遇。比如，海克斯康将投资20亿

元在上海青浦区建设华东区总部，花王（上海）化工有限公司追加投资4.3亿元

人民币开展二期建设，乐高投资5.5亿美元在上海建设主题乐园度假区，阿斯利

康宣布将上海的研发平台升级为全球研发中心，意大利直升机在浙江平湖投资

128亿元人民币，实现“首届后投资、第二届生产、第三届交付”。

（三）“人文交流平台”增进文明互鉴

进博会不仅是商品交易的国际展台，更是文化交融的世界平台、文明互鉴

的多彩舞台，人文交流内涵十分丰富。

国家展呈现多元文明画卷。国家展是进博会一大亮点，成为有关国家发展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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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展示、经济合作、旅游推介和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首届共有82个国家、3个

国际组织参加。第二届共有64个国家、3个国际组织参展，其中亚洲国家24个，

非洲8个，欧洲17个，美洲12个，大洋洲3个。第三届进博会上，俄罗斯等6个

国家举行了线上国家主题推介，意大利还以视频方式展示了55个世界遗产项目，

尼泊尔展示了唐卡作品。国家展包含了美食美酒品鉴、特色文艺表演，整体布展

水平和视觉氛围不断提升，充分展示了五洲特色和多彩文化，令观众流连忘返。

专栏11-3  国家展打开新的世界文化之门

柬埔寨展示“发展与机遇”

柬埔寨国家馆具有浓郁的本国文化特色，整个展馆“照搬”柬埔寨皇宫，

吴哥窟和其他柬埔寨著名寺庙的图片随处可见。柬埔寨各界参展热情更高，

馆内展示的木薯、胡椒、腰果、棕榈糖、鱼露、咖啡、手工艺品等特产，吸

引了许多参观者购买。

牙买加热切期盼中国投资

牙买加馆内的“酒吧”前很是热闹，等着品尝牙买加蓝山咖啡和朗姆酒

的观众排起了长队，整个牙买加馆都飘着诱人的咖啡香和酒香。

俄罗斯馆人气爆棚

俄罗斯馆通过现代媒体技术和艺术表现，让所有参观者可以欣赏到伟大俄

罗斯作曲家的作品，欣赏俄罗斯令人惊叹的风景；同时还可以了解很多最先进

的科学技术和文化成果。俄罗斯国家馆设计成画廊风格，以醒目的红色为主旨

颜色，通过开放式展览和一系列艺术装置，组合成一个统一的俄罗斯全景——

“我宽广的祖国”。展馆的整体形状类似一座凉亭或宝塔，在设计理念和意义

上，希望创造一个娱乐轻松的区域，让观众感受像是在俄罗斯人家里做客。

展演互动成为“五洲”大联欢。中国各省区市精心设计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和

“中华老字号”展示及互动体验，如第二届进博会上的陕西皮影戏、浙江龙泉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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瓷器、福建寿山石雕、上海顾绣等，充分展示了中华文明的无穷魅力，增进了文

化交流与理解。第三届进博会上，共有国内81个“中华老字号”、12条“全国试

点步行街”和100个“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展示和体验，25个省区市带来“地

方综合形象展示”，49场文化公益演出精彩纷呈，促进了经济与人文有机结合。

专栏11-4  非遗和老字号点亮进博会文化交融

进博会设置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暨中华老字号”文化展示项目，在世界

各国商品进入中国的同时，也为中国文化走出去提供不可多得的机会，旨在

打造一个面向世界、弘扬民族文化的展示平台。

上海借助展区，进行了老牌新品展示、非遗故事挖掘、匠人表演、伴手

礼销售等，充分展示了上海的文化特质和城市特质。国家级非遗石库门里弄

被搬到了进博会的现场，用上海人家的客堂间、书房间展示市民最日常的生

活，又于平常中透露出非遗技艺的精彩。龙凤旗袍挂在角落里，精巧的钩针

花瓶装饰一角，蝴蝶牌缝纫机就在旁边，海派盆景摆在茶几上，墙上挂的是

海派剪纸的老上海人物，走进“石库门”，点滴之处都是上海风情。

走进陕西展区，设计以中国红、古典黄、晴空白三种色调为主色调，借鉴

并使用汉唐时期长安的建筑设计元素，代表了陕西汉唐盛世历史积淀和文化建

设的发展成果，彰显了陕西在新时代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绽放出的绚丽光彩。

（四）“开放合作平台”促进共同繁荣

进博会为支持经济全球化、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搭建了国际公共平台，唱响

了各国开放合作的大合唱。

发出多边合作声音。虹桥国际经济论坛高举多边主义旗帜，成为碰撞思想、

凝聚共识的国际高端对话平台，成为弘扬多边主义的制高点。首届论坛上，主

论坛1500人与会，平行论坛和国际媒体论坛近3000人与会，20多名外国政要发

表演讲，30多位知名企业家、智库专家和国际组织负责人参与讨论互动。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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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论坛上，4位外国元首和政府首脑、1位外长、1位国际组织负责人致辞，50位

世界500强企业代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等担任嘉宾，主论坛有1500人与会，

5场分论坛有3000多人与会，媒体与会4000多人。各方嘉宾围绕全球经贸发展

前沿问题开展交流，呼吁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凝聚更多共识。第三

届论坛有8位外国元首和政府首脑、4位国际组织负责人致辞，支持世界卫生组

织更好发挥作用，坚定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推动国际治理变革，响亮发出全球

团结抗疫、开放合作的时代强音。

推动全球共同发展。进博会让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有更多机会搭乘中国发展

“快车”，加快融入全球化进程。以“一带一路”国家为例，各国企业通过进博

会，对接了贸易投资需求，不仅分享了中国市场和发展红利，也做大了共同发

展的“蛋糕”。同时，进博会还帮助最不发达国家参展，第一届为35个、第二届

为 40个，向每个最不发达国家提供 2个免费展位等必要扶持。第三届进博会在

延续前两届对最不发达国家的支持政策外，还针对全球疫情大流行，新设公共

卫生防疫专区1.1万平方米，参展企业48家，集约化展示了15分钟核酸检测系

统、全球首款新一代ECMO（人工肺）等国际先进防疫产品和技术，以实际行

动助力国际抗疫合作。

专栏11-5  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企业拓展市场创造机遇

首届进博会，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参展商品不仅包括当地传统

优势产业，也有近年来取得新突破的特色产品和优质服务。参展的“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企业，都希望把握住机遇，展示形象、打响品牌、发现商机，

进而走进中国、走向世界。

第二届进博会，物流企业DHL宣布推出了连接中国西安与德国汉堡及诺

伊斯的最快捷铁路货运服务，把传统运输所需17天的行程缩短至10—12天。

DHL在其进博会展台上还架设了一面互动墙，向观众介绍近年来企业在“一

带一路”倡议下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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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进博会，吸引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主要港口服务机构参展，包

括迪拜环球港务集团、新加坡PSA国际港务集团等。这些港口和物流服务机

构希望借“一带一路”互联互通，在进博会平台寻找新的发展机遇。进博会与

“一带一路”倡议这两大国际公共产品同频共振，给行业和企业带来发展信心。

三  共同推动进博会“越办越好”

习近平主席强调，进博会“不仅要年年办下去，而且要办出水平、办出成

效、越办越好”。(1)进博会已成功举办三届，树立了国际一流展会的形象和地位。

放眼未来，中国将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聚焦“越办越好”，让

“展品变商品、展商变投资商”，持续放大进博会综合效应和外溢效应，发挥进

博会在全球资源配置、推动产业合作和创新交流、扩大制度型开放等方面的示

范窗口作用，在更高开放水平上促进国内国外市场相通、产业相融、创新相促、

规则相联，更好地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

（一）确保大国开放承诺“说到做到”

进博会已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宣示平台，一定程度上发挥着开放的“棘轮效

应”。习近平主席在首届进博会上宣布的中国扩大开放的五方面措施，已经基本

落实。第二届进博会上，习近平主席郑重宣布，中国将继续扩大市场开放、继续

完善开放格局、继续优化营商环境、继续深化多双边合作、继续推进共建“一带

一路”。第三届进博会上，习近平主席宣布，要建设开放新高地，促进外贸创新

发展，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深化双边、多边、区域合作。中国以自身开放推动世

界开放，让开放之光普照全球。中国政府积极推动以上举措尽早落地见效，开放

承诺“言必行、行必果”，可以有效提升进博会“中国开放窗口”的品牌价值。

(1) “进博会要办出水平、办出成效、越办越好”，新华网，2019 年 10 月 24 日，http://www.

xinhuanet.com/video/2019-10/24/c_121032399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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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推动各国共享开放合作机遇

中国既是“世界工厂”，也是“世界市场”。据麦肯锡研究预测，2035年中

国消费市场规模将超过欧美总和。中国坚持走开放融通、互利共赢之路，秉持

正确义利观，将通过进博会等平台与各国共享庞大市场空间，拉紧彼此利益纽

带，不断扩大国际合作“朋友圈”。一方面，中国将继续充分发挥进博会主场外

交优势和元首外交引领作用，落实好习近平主席与相关国家领导人达成的重要

经贸成果，深化多双边经贸合作；另一方面，通过积极扩大进口，让更多国家

分享中国大市场和发展红利，化解贸易分歧和摩擦，促进贸易基本平衡，推进

大国协调和合作，深化同周边国家经贸关系。

（三）提升国际公共平台功能

进博会不仅提供货物和服务交易，而且承载了国家形象展示、全球性重大

问题探讨等多重功能。要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更好发挥进博会的

四大平台功能，打造一个包容性更强的国际合作新平台。例如，做深做实虹桥

国际经济论坛，提升国际化水平，各方可以借助虹桥国际经济论坛平台，推动

世界贸易组织进行必要改革，支持多边主义，充分反映世界经贸各参与方的利

益诉求，引领经济全球化前进方向；又如，加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的贸易投资需求对接，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四）持续打造国际一流博览会

进博会不是中国的独唱，而是各国的大合唱。进博会要在认真总结经验和

广泛听取意见的基础上，坚持开放合作创新发展，确保越办越好。要坚持政府

引导、市场运作、企业运营，完善办展办会模式，放大综合效应。要提升虹桥

国际经济论坛水平，着力在论坛功能、主题议题、运行机制、论坛成果等方面

实现提升，扩大国际影响。要发扬钉钉子的精神，持续打造国际一流博览会和

世界级高水平论坛，使进博会成为各国共同参与的“百花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