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序　言  聚开放之光　照前行之路

普遍向往，俨然照亮黑暗的永恒灯塔，为开放之路指明方向。

我们呼吁各国基于各自的资源禀赋，高效培育可开放资源，在

扩大国际合作中提升开放能力，精准把握对外开放与现代化、扩大

开放与推进更高水平现代化的黄金结合点，推动实现合意开放乃至

最优开放，明开放之道，聚开放之力，举开放之策，纾开放之困，

努力扭转世界开放下行之势。《世界开放报告 2024》前三章展示的

最新开放指数和开放态势表明，世界开放压力仍在，道阻且长，唯

有不懈努力方见曙光。

开放趋势现状堪忧。2023年，世界开放指数为 0.7542，同比下

降0.12%。历经持续数年的寒冬凛冽、震荡下行，世界开放仍未恢复

到新冠疫情前的水平，与2019年相比，世界开放指数下降0.38%，比

2008年下降 5.43%。虽然社会开放指数提高 1.7%，但是经济开放指

数下降0.2%，文化开放指数下降2.4%，开放收缩的趋势明显。

开放成效不及预期。2023年，世界开放政策指数上升0.7%，但

开放绩效指数下降 1%，说明开放政策虽有改善提升，但政策力度

不足、效果不彰，来自市场的开放内生动力依然羸弱，社会交往和

人文交流的“心相通”仍存芥蒂。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开放指

数提高 0.3%，发达经济体则下降 0.3%，发达经济体对促进开放的

作用仍待更好发挥。

开放环境寒意渐浓。世界开放面临的矛盾问题、风险挑战依然

存在甚至加剧，阻碍开放的各类因素花样翻新。借助“超级大选

年”，保护主义、民粹主义更加不择手段。地区冲突和战乱持续，

安全局势进一步动荡，全球产供链合作遭遇瓶颈。2020—2023年，

全球贸易干预措施数量保持在 4700项以上，显著高于 2020年之前

的水平。世贸组织模型预测，如果世界陷入全面地缘政治竞争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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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其对开放的影响，提出未来发展的政策建议。

“数字”脉动愈加有力。数据堪比数字化世界的石油，其价值

在于流动和共享。全球数据市场平台交易量2023年达11.92亿美元，

同比增长 22.6%，预计 2028年将达 32.66亿美元，2024—2028年平

均复合增长率将达 22.3%。全球数字开放合作更趋活跃，据联合国

贸发会议测算，2023年全球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进出口同比增速达

8.5%，占全球服务进出口的比重升至 56.8%。跨境电商平台迅速崛

起，海外仓等新业态蓬勃发展。数字化以其独特的力量，成为逆全

球化背景下的一抹亮色。

“绿色”引领日渐凸显。全球环境与气候治理合作持续向前推

进，绿色产业在各国宏观发展战略中的作用进一步凸显。主要经济

体绿色转型提速，截至2023年年末，140多个国家已宣布或正在考

虑实现净零目标，覆盖近 90% 的全球排放量。2023年，全球可再

生能源装机容量同比增长近 50%，是过去 20 年来最高增速；全球

低碳能源投资激增17%，氢能投资增长两倍，碳捕获和储存投资翻

一番；全球绿色债券销售额增长超过 10%，达 4923 亿美元。绿色

发展理念已经深入人心，开放共识正在凝聚，全球性解决方案将加

快形成。

“服务”开放更为突出。服务业现已成为全球经济的重要支柱，

世界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2/3，全球服务进出口总额超过15

万亿美元，增速远高于货物贸易。2023年国际航空连通性（全球航

班频率）增长28%，全行业国际客运量增长41.5%。服务贸易限制指

数（STRI）在震荡中下行，显示服务业在波折中扩大开放。2023年

世贸组织收到的包含服务业的区域贸易协定通报，占当年新增总数

的75%。服务业的开放涉及更深层次的社会与文化交往，更能破除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