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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溢出和辐射效应分析① 	

 

 

摘要：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在世界经济形势复杂多变，经济全球化

面临一系列新挑战背景下举办的重要活动。博览会通过内容丰富的国家展、

企业展以及高端的经贸论坛，彰显中国主动开放市场、构建开放性世界经

济的主张；引领全球贸易治理、树立反映国际贸易发展趋势的风向标；以

主动扩大进口战略推进贸易强国建设，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助力上海构

建新一轮对外开放的示范新高地，发挥溢出和辐射效应。 

 

                                                             
①东艳，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贸易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刘杜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贵

州省社会科学院联合培养博士后，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对外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本文已发表于《人民论坛》，发表时有删改。 



 
 

 2 / 10 
 
 

关键词：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贸易强国 全球贸易治理 

 

一、 构建推进开放型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平台 

 

当前，世界经济呈现复苏态势，根据 2018 年 10 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的预测，2018 年和 2019 年，全球经济增速预计将达到 3.7%，发达

经济体将继续以超过潜在增长率的速度来扩张，随后经济增长将面临减速，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增长将加快，随后趋于稳定。2018 年 10 月中

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世界经济预测与政策模拟实验室的预测指

出，全球经济在 2018 年 1 季度后开始高位下行，未来几个季度有望持续

保持下行态势。支撑本轮经济反弹的主要力量并非技术进步、 人口红利、

制度改革或者其他长期可持续的因素，而是工业品价格上涨、主要经济体

较低的利率环境。 。贸易保护主义带来的不确定性对全球经济平稳发展带

来了挑战。 

 

    近年来，一些发达经济体无法解决内部收入不平等严重加剧的问题，

面对金融、高技术、信息业等产业在全球化中赚得盆满钵满，而传统劳动

密集型制造业产业却因产业转移而面临凋亡的困局，逃避对自身经济制度、

经济结构、收入分配机制、教育制度等的反思，反而将责任抛给其他国家，

导致民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反一体化、反对移民、国家利己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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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诉求越来越响亮，给全球经济发展带来了更多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在

此背景下，2018 年以来，美国相继发布了《基于 1974 年贸易法 301 条款对

中国关于技术转移、知识产权和创新的相关法律、政策和实践的调查结果》

（即《301 报告》）及一系列单边的贸易政策措施，并通过重新签订新的区

域和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如《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USMCA）等方式，

按美国的价值观和理念来冲击现有的国际贸易格局，，发动了针对中国的贸

易战，妄图“拉拢”别国“孤立”中国，完全无视当今全球经济一体化、

各国深度参与全球价值链各环节的客观事实，为世界经济复苏蒙上阴影。 

中国一直致力于推进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通过举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明确宣示主动扩大进口，坚定不移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便利化；同时为各

国提供展示国家发展成就、开展国际贸易的开放型合作平台，也为各国开

辟中国市场提供了更多机会。这充分表明，中国以更开放的眼光和胸襟来

应对全球经济面临的挑战，做大蛋糕，努力构建包含更广泛领域和区域的

新型全球价值链，探索全球化发展的新模式，体现了中国同各国分享发展

机遇的包容理念和大国担当。这也是中国为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拿

出的实际行动，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的中国贡献。 

 

因此，博览会既是中国重大政策的宣示平台，更是一个彰显中国具体

行动的平台。博览会发挥与其他论坛不同的更高层次的特殊作用，通过开

放政策切实落地，与世界共享“看得见，摸得着”的中国开放红利。在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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览会开幕式上，习主席发表了主旨演讲，阐述了中国推动更高水平开放、

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坚定信心。并提出中国

进一步加大开放的五项主张：激发进口潜力、持续放宽市场准入、营造国

际一流营商环境、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推动多边和双边合作深入发展。 

 

本次博览会是落实五项举措的具体行动的重要实践，也是国际贸易发

展史的重要创举。 

 

二、 树立引领全球贸易发展趋势的新风向标 

 

全球贸易在经历了 2009 年的危机后的持续低迷期，于 2017 年恢复了

增长势头，根据世界贸易组织（WTO）2018 年 9 月 27 日发布的最新消息

显示，2018 年全球商品贸易的增速将继续保持 3.9％的速度，而 2019 年略

有下降，为 3.7％。但是，WTO 总干事阿泽维多表示，尽管贸易仍在扩张，

增速下降反映了主要贸易伙伴之间紧张局势的升级。各国政府必须采取措

施解决之间的矛盾并保持克制。 

 

与美国通过“拉拢、抱团”，用国内市场和繁琐的规则协定“威逼利诱”

少数国家相反，中国正在用实际行动践行扩大进口来源地多样性的承诺。

根据海关总署公布的统计数据计算 ，2018 年前三季度，中国商品进口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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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分布于全球 200 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进口值在 100 亿元以上的有 70

个，比去年同期增加 5 个，进口市场结构多元化程度更趋完善。未来的发

展中，中国将通过一带一路建设等方式，加强等相关国家的经贸合作，促

进贸易倡通，加强资源类等商品的进口。根据商务部部长钟山的介绍，预

计未来 5 年，中国将从沿线国家和地区进口２万亿美元的商品。  

 

当前，全球贸易治理结构正面临变革和重构时期，各国迫切需要国际

性的对话平台，共商贸易发展大计，发出权威和前沿的声音,探寻激发全球

贸易新动力的渠道，树立全球国际贸易风向标，引领全球贸易治理。中国

国际进口博览会国际贸易论坛汇集了来自五大洲的 172 个国家、地区和国

际组织。各国参展的 3600 多家企业与中国境内外采购商充分对接洽谈、共

谋发展。同时，博览会还为各国政府、企业及专家学者搭建了一个共商全

球经贸问题的高层对话平台。中国进口博览会不仅标志着中国初步完成了

从主要出口国向主要进口国角色的初步转换，更为世界各国商品、资金和

服务树立了权威信息发布与价格制定的全球性“风向标”。 

 

三、 打造促进中国贸易强国建设的新实践平台 

 

根据海关总署公布的统计数据，2018 年前三季度中国货物贸易进口总

额为 10.42 万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增长 14.1%，对进出口增长的贡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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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64.2%，成为拉动外贸增长的主要动力。其中，进口额占比较大的商品

如机械及运输设备、矿物燃料、润滑油及有关燃料、非食用原料等同比均

实现了 13.4%至 32.1%的快速增长。服务贸易方面，根据商务部公布的统计

数据，2018 年前三季度金融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等高端生产性服务进口

实现 20%以上的快速增长，增速分别达到 22.1%和 24% 。从能源到机械再

到最终消费品和服务，中国的进口贸易覆盖了全球价值链各个环节，显著

提升了国内生产者效率，明显改善了国内消费者福利，有力助推贸易强国

目标的实现。 

 

一方面，主动扩大“产业所需、有利发展”的进口，有利于推动我国

产业转型升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稳定大宗商品供应。基于中国进口的

实证研究表明，进口有助于通过提高工业行业的技术效率，从而促进了全

要素生产率的发展。 与此同时，稳步扩大资源性产品进口，将在保障我国

国内市场需求基础上，进一步提升中国在大宗商品市场上的影响力。 

 

另一方面，主动扩大“多样化、特色优质”的进口，有助于扩大消费

者福利，更好地适应居民消费升级趋势，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

新向往。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消费已经成为

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8 年前三季度，

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78%。居民消费持续平稳较快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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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逐步增强，并成为保持经济平

稳运行的“稳定器”和“压舱石”。 

 

本次进口博览会的主题是“新时代、共享未来”。主动扩大进口是适应

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形势和新要求的政策选择。扩大进口可以满足人民群众

对消费升级，享受美好生活的向往，能够促进开放、创新和发展。扩大进

口也为世界各国分享中国发展收益提供了机遇。中国经济坚持新发展理念，

倡导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发展。中国更重视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强调进出口平衡发展，促进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主办中国国际进口

博览会，是落实主动扩大进口政策的重要路径，既为各国商品进入中国提

供便利，也为不同国家商品交易提供了一个新型的国际化平台。 

 

四、 推进上海成为新一轮对外开放示范和辐射新高地 

 

十九大报告提出，赋予自由贸易试验区更大改革自主权，探索建设自

由贸易港。对上海而言，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建设将全面提升上海新一

轮对外开放水平，发挥博览会的溢出效应和辐射效应，使上海成为贸易引

领、制度创新、信息聚集中心。2010 年，上海举办了世界博览会，从世博

会到进口博览会，上海一直站在世界开放和创新的前沿。上海自由贸易试

验区的建设，通过一系列制度创新，发挥了深化开发的探索和引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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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来，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负面清单”已从最初的 190

条减至 2018 版的 45 条；保税区的进出境时间较全关水平缩短了 78.5%和

31.7%，仅集装箱设备交接单全面电子化一项改革，就可为企业降低单证成

本 4 亿元；截止 2018 年 6 月，共有 56 家金融机构累计开立自贸账户 7.2 万

个，获得本外币境外融资总额 1.25 万亿元；截至目前，累计有 127 个创新

事项以及“证照分离”改革试点制度创新成果在全国复制推广。 2018 年 9

月底，2018 上海自贸区推出了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于 2018 年 11 月 1

日实行，构建自贸试验区服务贸易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

为服务贸易领域进一步扩大开放进行压力测试，为建设国际经济、金融、

贸易、航运、科技创新“五个中心”，服务“一带一路”倡议和长江经济带

建设提供支持。  

 

此次进口博览会通过以进口为引擎，可以推进上海自由贸易港的建设，

加强制度创新、提升贸易和投资开放度，加强信息交流，汇集各方企业和

商户，打造适应时代发展的新型世界商贸都市和国际化的展会品牌。博览

会的举办还将进一步提升上海服务业发展的水平，通过一系列通关便利化、

服务保障等措施以及创新线上线下，展会与平时结合的新型的营销和贸易

模式，将上海打造成为新一轮对外开放的示范新高地。 

 

五、 结语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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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世界正在经历新一轮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各国经济社会发展

联系日益密切，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同时，世界经济

深刻调整，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经济全球化遭遇波折，多边主义和

自由贸易体制受到冲击，风险挑战加剧。在这种形势下，各国迫切需要国

际性的对话平台，共商贸易发展大计，发出权威和前沿的声音。中国国际

进口博览会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一方面，它是中国打造的

新一轮对外开放政策的国际化平台，传递中国声音、分享中国红利；另一

方面，它为全球树立起反映国际贸易发展新趋势的风向标，发布经贸信息、

共谋蓬勃发展；更重要的，博览会将有力助推中国贸易强国建设，提升生

产效率、改善消费福利。对国内区域经济发展而言，博览会再次巩固了上

海作为新一轮对外开放新高地的“桥头堡”地位，未来将发挥更大的辐射

和外溢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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