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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西部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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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评价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区域的开放型经济发展状况，首先应明确开放型经济的内涵及评价标准。从思想

观念、国际化人才、基础设施、开放通道、区域合作、营商环境六个角度进行比较分析可以发现，中国东、中、西部地

区之间的开放型经济发展状况呈现东高西低、南强北弱的特点。与中东部地区相比，西部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存

在诸多短板。为此，中央应加大政策扶持力度，东、中、西部地区之间应加强分工协作，同时西部地区要更新观念，

创新体制机制，建设高素质人才队伍，营造一流营商环境，争取在新一轮改革开放和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走在全国

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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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型经济是与封闭型经济相对应的一种经

济体制模式。从全球范围来看，在开放型经济中，要

素、商品与服务可以较为自由地跨国界流动，国内经

济与国际市场高度关联，各国以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

工，从而实现最优资源配置和最高经济效率。就一

个地区而言，外向型经济不仅指对国外开放，还包含

对国内其他地区开放，各地区之间通过分工合作，

实现优势互补、协作共赢。因此，开放型经济既包

括国与国之间，也包括国内各地区之间的商品、服

务以及资源和要素等的双向流动。因此，开放型经

济除外向型这一特点外，另一大特色就是双向互

动。比如，对外贸易既包括出口也包括进口，资本

流动既包括对外投资也包括引进外资等。

一、开放型经济的评价标准

评价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可以从人的思想观

念是否开放、人才队伍是否能够满足经济社会发展

需求、开放型经济规模、开放型经济平台/通道是否

完善、区域合作机制是否健全，以及营商环境是否

优良等六个方面入手。

1.思想观念开放度

一般来说，开放型经济主体是由人组成的各种

组织或机构。思想观念的开放度影响着一个区域

对外开放的深度和广度，决定着开放型经济发展的

成效。对开放型经济的评价，实质上也是对人的评

价。较高水平的思想观念开放度，具体体现为，一

是兼容并蓄、公平公正的开放心态；二是破除禁锢、

标新立异的创新精神；三是优势互补、分工协作的

合作精神；四是力争上游、只争朝夕的创业精神；五

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科学精神；六是尊重规则、

诚实守信的契约精神。

2.高素质国际化人才队伍建设

开放型经济发展不仅取决于创新、开放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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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还依赖于是否具有一支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

相匹配的高素质人才队伍。高素质国际化人才具

体包括涉外经贸政策制定、涉外经贸事务管理、国

际经贸研究、国际市场营销、国际商事法律纠纷解

决、国际金融、跨国企业管理、国际文化交流、各种

服务贸易领域以及前沿科技研发等多个方面的人

才等。人才队伍具有国际化、复合型、高端化特点，

其规模大小、结构是否合理以及素质高低对一个区

域外向型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3.开放型经济规模、结构

评价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既要考察其数量、

规模和增速，又要考察其质量、结构和效益。比如，

对外贸易既要分析货物贸易，又要分析服务贸易发

展状况；既要分析产品、服务结构，又要分析市场、

企业结构。评价服务贸易既要考察国际旅游、国际

运输、国际劳务合作、国际工程承包等传统服务贸

易，又要考察技术贸易、版权贸易、数字贸易等新型

服务贸易。全面、准确评价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

离不开一套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在贸易业绩评

价方面，曾任北京市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副主任的

陈泽星先生从出口角度研究制定出一套中国贸易

业绩评价指标体系。该体系对贸易业绩的评价不

仅考虑到出口的规模，还将出口优势、出口稳定性

和出口潜力作为贸易业绩评价指标，与贸易规模相

提并论。该体系对贸易业绩的评价克服了唯规模

和增速论存在的缺陷，不仅为贸易业绩评价，也为

开放型经济发展评价提供了参考和借鉴。

4.开放型经济载体的数量、质量

各种开放经济平台、通道等载体建设的数量和

质量，也是评价开放型经济发展成就的重要依据。

中国开放型经济载体多种多样，具体包括经济特

区、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边境经

济合作区以及自贸试验区、自由贸易港等各种形

态。具体来看，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是中国第一

批经济特区，之后又陆续设立了海南、霍尔果斯、喀

什等经济特区，建立了若干高新区、保税区、出口加

工区、保税物流园区、保税港区和综合保税区；接下

来是上海浦东、天津滨海新区、成渝等综合配套改

革试验区陆续推出；之后又在浙江省温州市、广东

省珠江三角洲、福建省泉州市、广西壮族自治区和

山东省青岛市设立了 5个“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

以及中国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21个自贸

试验区，并提出把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建设成为重要

国际区域经济合作区，把防城港打造成为国际医学

开放试验区。有关部委还以基地、试验区、示范区

等名义在各地命名建设了大量开放型经济载体。

经济带、经济圈、贸易通道、经济走廊也成为各

地着力打造的开放型经济载体。仅是丝绸之路经

济带就有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冰上丝

绸之路、空中丝绸之路等不同载体。国际性载体则

是由两个或数个国家共同打造的经济走廊或区域

合作平台，比如中巴经济走廊、中缅经济走廊、孟中

印缅经济走廊、中蒙俄经济走廊等；国内开放型经

济平台则包括各种类型的经济圈、经济带、合作区

等，比如一些省（区、市）在沿河、沿海、沿高铁线路

地带打造了若干经济带、经济走廊等开放型经济载

体。近几年积极推进的西部陆海新通道目标就是

打造西部地区外向型经济发展新引擎。

此外，开放型经济载体还包括各种类型的展

会。除了广交会、进博会、服贸会等国家级、国际性

大规模展会外，各部委、各省（区、市）也陆续组织和

创建了一大批区域性展会。

5.区域经济合作机制

外向型经济发展离不开健全的区域经济合作

机制。从国际上看，各国之间已签署了数百项多双

边区域贸易协定，协定签署国（方）之间相互消除关

税、非关税措施，极大地促进了人员、资金、技术以

及信息和数据等要素的自由流动。2020年 11月，

中国与东盟十国、日本、韩国等 15国之间签署的

RCEP，为建立世界上人口最多、经贸规模最大、最

具发展潜力的自由贸易区奠定了基础。从国内看，

京津冀协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长江经济带、成渝

城市群等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深入推进，跨区域经

济合作、园区合作等各种层次的合作模式不断出现。

从合作内容看，区域经济合作既包括有形的硬

件基础设施的对接，也包括无形的观念、规则、标

准、政策等的对接。具体来看，一是发展理念、发展

规划对接；二是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三

是规则、标准和政策对接；四是产业对接与融合发

展；五是生态环境保护对接等。

6.营商环境优劣程度

营商环境的优劣既是影响一个区域外部企业、

技术、资金等资源和要素进入的关键因素，也是评

价外向型经济发展质量和水平的重要指标。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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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内容广泛，具体包括基础设施环境、产业配套

环境、生活服务环境、政策政务环境、公平竞争环

境、科技创新环境、金融服务环境、财税服务环境、

人力资源环境、通关环境、诚信环境、法治环境等。

其中，政策环境的公开、公正、透明以及政策的稳定

性与可预期性，行政服务的方便、快捷、高效，是打

造法治化、市场化、国际化营商环境的着力点。

二、西部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差距与不足

近年来，中国对外开放持续扩大，西部地区开

放型经济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尤其是随着“一带

一路”建设的深入推进，开放型经济的规模、质量都

有了长足进步。但受各种主客观因素影响，与中东

部地区相比，西部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仍存在一定

差距，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思想观念不够解放

一是缺乏主动作为意识。作者在西部地区进

行营商环境调研时发现，一些基层行政人员过分强

调固有的资源和优势，而面对疑难问题则存在畏难

情绪，缺乏“无中生有”、引进外部资源的勇气，存在

“等靠要”心理。二是创新意识不够。在对上位政

策的认识上，一些西部地区干部认为只能遵守而不

能结合本地实际进行创新，向中央政府争取优惠政

策不够主动、积极，缺乏制度创新、先行先试勇气。

部分干部怕担责任，害怕政策创新，往往按部就班

拘泥于常规性日常业务，缺乏创新意识和大局谋划

思路。三是服务意识不强。招商引资项目落地缓

慢；一些基层行政人员素质较低，“吃、拿、卡、要”问

题仍然存在。

2.中高端人才短缺且流失严重

近年来，中国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人才荒、用

工荒等问题日趋严峻。中国贸促会的 2020年企业

调研结果表明，人力资源环境在12个一级营商环境

指标中分值最低、排名最后①，成为营商环境的最大

短板（见图1）。
相对来说，西部地区普通劳动力供应较为充

裕，为承接东部地区及国外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奠

定了基础，但适应资本、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需求

的中高端研发人才、适应企业国际化发展需求的管

理营销人才比较匮乏。疫情期间，一些西部地区企

业斥巨资建设口罩生产线，但当国内市场出现过剩

准备开拓国际市场时，却发现企业自身十分缺乏外

贸人才，不了解出口渠道和方法。西部地区政府部

门熟练掌握外语的人才较少，具有国际视野的战略

性新兴产业人才、海外项目运营管理人才严重不

足。同时，西部地区不仅存在人才“引不进”问题，

而且还有“留不住”困难。在一些西部省份，副高以

上职称人才流失严重，近年来不仅中青年人才外

流，甚至还出现白发人才外流现象，西部地区的一

些退休官员、知名学者也成为东南沿海地区竞相挖

掘、引进的宝藏。

3.开放型经济的产业结构有待优化

在西部地区一些省份的产业结构中，第一产业比

重较大，第二产业中重工业较发达，高新技术产业和

轻工业比重较低。由于产业上下游产品配套不健

全、不完善，增加了当地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本，也降

低了对外部投资的吸引力。总体而言，西部地区外

中国西部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对策研究

图1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2020年中国营商环境细分指标评价分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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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型经济规模较小，2020年，西部12个省（区、市）货

物进出口总值占全国的比重仅为9.16%（见表1）；尽
管西部地区11个省（区、市）（缺少西藏统计数据）实际

利用外资金额占全国的比例为23.53%（见表2），但区

域分布高度集中，重庆、四川和陕西三个省（市）实际

利用外资金额合计高达288.16亿美元，占西部11个
省（区、市）总量的84.82%，其余8个省（区、市）占比不

足15%。

同时，受产业结构影响，西部地区外向型经济

结构也有待优化。在一些西部省份，对外贸易依赖

少数几家国有大型企业，易受国际市场波动影响；

出口产品中初级产品、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产品比

重较大，国际竞争力不强；服务贸易中生产性服务

业和技术密集型、高附加值服务业竞争力较弱。

4.开放型经济平台数量少、影响力弱

大部分西部省份开放型经济载体数量较少。

以自贸试验区数量为例，在全国已获批的21个自贸

试验区中，西部地区仅有陕西、重庆、四川、云南、广

西5个省（区、市）入围，占西部地区12个省（区、市）

比例仅四成略高，占全国自贸试验区数量的23.8%；

而东部地区自贸试验区省份基本连接成片，中部地

区除个别省份外，也都成功获批。有关部委授予的

各种基地、示范区等开放型经济平台，西部地区数

量也较少，而且其影响力与东部地区相比存在较大

差距。以会展业发展为例，广交会、进博会、服贸会

等规模和影响力都比较大的国家级、国际性展会分

别位于东部地区的广州、上海和北京。另外，无论

是办展数量，还是办展面积，西部地区占全国的比

重都较低。以举办经贸类展览数量为例，2020年，

华东地区共举办822个，全国占比41.4%；华南和华

北地区分别为334个和259个，占比分别为16.8%和

13.1%；西南和华中地区分别为 192个和 169个，占

比分别为9.7%和8.5%；东北和西北地区分别为144
个和64个，占比分别为7.3%和3.2%②。

5.区域合作尚处于较浅层次

与东部地区相比，西部地区区域经济合作存在

较大差距。东部地区区域经济合作内容广泛而深

入，包含了区域规划统筹错位发展、道路交通等基

础设施互联互通、产业跨区域协作、公共服务一体

化、生产要素跨区域自由流动等诸多方面，跨区域

体制机制性障碍逐步消除，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日

益提升，区域统一大市场逐渐形成。一些中部省份

大胆创新，积极推动跨区域合作，提出了融入京津

冀协同发展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计划；一些东部

省份开始在发达国家设立研发中心，在海外建立生

产加工“飞地”；一些北方省份提出对接长江经济

带，一些南方地区也提出对接京津冀的计划。

西部地区的区域合作存在若干短板：一是缺乏

纳入国家级战略层面的区域合作规划，西部大开发

多是从中央以及东中部支援西部角度加以规划的，

表1 2020年中国西部地区商品进出口情况

地 区

四川省

重庆市

广西壮族自治区

陕西省

云南省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内蒙古自治区

贵州省

甘肃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青海省

西藏自治区

西部地区合计

全 国

西部地区占全国比重(%)

进出口总
值（亿元）

8081.90
6513.40
4861.30
3772.10
2680.40
1484.31
1043.30
546.52
372.80
123.17
22.80
21.33

29523.33
322169.72

9.16

出口总
值（亿元）

4654.30
4187.50
2708.20
1929.60
1518.80
1099.06
349.10
431.65
85.70
86.68
12.30
12.94

17075.83
179291.24

9.52

进口总
值（亿元）

3427.60
2325.90
2153.10
1842.50
1161.60
385.25
694.20
114.87
287.10
36.49
10.50
8.39

12447.50
142878.47

8.71
注：本表数据来源于海关总署、国家统计局、商务部及

有关省（区、市）统计局网站。

表2 2020年西部地区实际利用外资情况

地 区

重庆市

四川省

陕西省

云南省

贵州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西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内蒙古自治区

西部地区合计

全 国

金额（亿美元）

102.72
100.60
84.84
7.60
4.39
13.17
0.90
0.26
2.50
—

2.16
20.60
339.74
1443.70

占全国比例（%）

7.12
6.97
5.88
0.53
0.30
0.91
0.06
0.02
0.17
—

0.15
1.43
23.53
100.00

注：本表数据来源于海关总署、国家统计局、商务部及

有关省（区、市）统计局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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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部之间的产业合作有待加强，西部地区之间的

区域合作也需要进一步有效开展。二是强有力的

跨区域合作机制尚未有效建立。区域之间的合作

需要建立明确的、强有力的跨区域合作机制，这既

包括建立由国务院牵头、有关部委参与的部际协调

机制，也包括建立跨省份之间的协作机制，还包括

建立地市之间、行业之间的协调机制。三是青海、

四川、宁夏、陕西、新疆等各个省（区）之间的合作多

处于探讨和规划阶段，实质性启动较少。四是已开

展的区域合作，无论是合作领域，还是合作深度，大

多处于较浅层次，与实现区域一体化发展、融合发

展、建立区域统一大市场的目标，还有较大差距。

6.营商环境存在较大差距

西部地区的营商环境与东部地区也存在一定

差距。从中国贸促会企业问卷调查结果看，2019年
西部地区营商环境在东、中、西部地区评价中分值

最低。2020年西部评价虽然高于中部，但与东部地

区相比仍有较大差距（见图2）。

根据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的企业调研结

果，西部地区营商环境差距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

面：一是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从地理区位看，西部

地区地处偏远，交通基础设施落后，而主要的产品

市场多为中国东部地区或海外，企业货物运输成本

较高。2020年以后受疫情影响，运费大幅上涨更是

提高了企业运输成本。二是一些园区的生产和生

活配套不完善。一些西部地区产业园区产业配套

不完善，能提供齐全零部件配套的园区较少，一些

机械装备制造所需零部件需要到山东、江苏、浙江

或广东等东南沿海地区采购，不仅增加运输成本、

延长交货时间，也使得产业链安全难以有效保障。

产业园区一般处于城市边缘地带，优质学校、医院

等服务资源短缺，电影院、商场、饭店等生活服务配

套设施不全，职工对娱乐休闲设施的需求难以得到

有效满足。三是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尚未解决。调

研中发现，民营企业普遍存在流动资金紧缺问题，

且因为抵押物不足，难以获得银行贷款。融资贵问

题也很突出，根据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2020年
的企业问卷调查，企业融资成本居高不下（见图3），
其中，私营企业融资成本高达16.54%。

三、进一步促进西部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的

对策建议

针对西部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和

不足，建议采取如下对策。

1.创新思想观念，营造开放文化氛围

一是学习发达地区的创新意识和先进经验。

西部省（区、市）领导应组织各层次政府、园区官员，

赴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地区、发达国家交流考察，

学习其开放思维、市场化理念及先进管理模式，借

鉴先进经验，开阔眼界视野，拓宽发展思路。二是

加强与东部发达地区的干部交流。西部地区争取

与珠三角、长三角地区有关地市建立结对帮扶关

系，协调派遣西部地区干部前去东部地区挂职锻

炼，增强干部队伍开放意识，提升干部队伍业务水

平。三是打造开发开放政策思想交流平台。通过

举办论坛、研讨会和在媒体开辟专栏等，开展大讨

论，解放思想，分析制约因素，找出对策，形成共

识。四是营造鼓励开放创新的舆论氛围。西部地

区应加强成功案例以及思想解放先进典型的宣传

报道，形成强大的开放舆论导向和社会氛围，积极

鼓励为区域开放发展献计献策行为。

2.加大开放力度，夯实外向型经济产业基础

当前正处于全球新一轮产业转移高峰时期，随

着中国东部地区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成本的大

幅上升以及产业结构的升级优化，东部地区在继续

图2 2019—2020年中国营商环境问卷调查：不同地区企业

评价对照

图3 2020年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企业问卷调查：

不同所有制企业融资成本

中国西部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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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外资的同时，部分产业也开始对外转移，这为

西部地区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提供了良好契机。

一是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在招商方式上，建议

采取协会招商，与中国贸促会合作，与美国商会、欧

盟商会、日本贸易振兴机构、韩国贸易协会等外资

商协会联合举办跨国公司西部行等高端招商引资

活动，吸引外资企业投资西部。结合西部地区支柱

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及特色产业，对相关跨国公

司及国内行业龙头企业实施叩门招商。加大“以商

招商”力度，更好发挥已投资外来企业在招商中的

作用。运用云招商，结合“云展览”“云促销”，促进

产业承接招商，主动承接京津沪以及苏浙粤等地产

业转移。

二是着力提升产业创新能力。积极推进产学

研用相结合，提高产品科技含量，提升产业链现代

化水平和产业附加值。积极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

做大做强精细化工、新能源、新材料、电子信息、智

能制造、生物医药等高新技术产业。发挥龙头企业

的创新主体作用，推动地方特色产业做大做强。培

育加工贸易产业集群，大力引进电子信息、新材料、

纺织服装、食品加工等深加工企业，推动加工贸易

做大做强。

3.完善开放型经济平台，畅通国际贸易通道

一是大力发展通道经济。有序推进国际贸易

通道建设。推动国际贸易通道与西部地区交通主

干道互联互通。加大中欧班列建设力度，加强东西

部地区之间物流、商贸等领域的深度合作，共同打

造跨省区经济走廊。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交流合作，着力开拓东南亚等周边国家市场③、欧美

日韩等发达经济体市场以及南美、非洲等新兴市

场。西部地区要主动对接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

大湾区建设等国家重大战略，推动区域之间交通、

物流与产业、商贸等硬件设施和服务等软实力协同

发展，畅通资源要素流转大循环。尤其要重点加强

南向通道建设，坚持市场主导与政府共同推动原

则，把西部陆海新通道打造成为陆海统筹、贯通南

北的大通道以及带动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

引擎。

二是大力发展口岸经济。国家应在西部地区

增设一类口岸，积极推动综合保税区、航空口岸、铁

路口岸、电子口岸等开放平台建设，加快推进国际

贸易“单一窗口”建设，畅通开通国际货运航线。

三是大力发展会展经济。把区域性重点展会

打造成国际知名的博览会，进一步扩大展会规模，

提升参展企业的质量、参展商品的地方特色与技术

含量，不断增强展会的经贸实效。加强与国家部委

的沟通，引进更多国内外优质会展资源，促进西部

地区优势产品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4.健全合作机制，深化国际国内合作

一是形成多层次国际、国内合作机制。加强与

中东部地区、周边省份以及重要经贸伙伴的沟通与

联系，形成不同层次的国际、国内合作机制。

二是争取更多国际资源。加强与外交部、商务

部、中国贸促会等部委相关司局对口联系，充分发

挥贸促会国际多双边工商合作机制的作用，争取将

更多多双边经贸活动以及工商合作机制引入西部

省份，丰富企业国际交流合作渠道。

三是充分发挥友好城市作用。加大对外市场

开拓力度，建立健全友好城市筛选机制，围绕主导

产业和特色行业，结合贸易伙伴、投资来源、科技资

源以及市场潜力等因素，分析与国外相关城市缔结

友好城市的可行性与必要性，提升友好城市与西部

省份产业匹配度。

四是健全省际会商机制和跨省区城市间联席

会议制度。西部地区省份应协同争取国家政策支

持，探索构建规划制度统一、发展模式共推、治理方

式一致、区域市场联动的区域市场一体化发展新机

制，构筑要素跨省自由流动的统一市场。研究制定

更多区域性合作规划，促进区域之间交通、旅游、环

保、产业发展、园区建设等互联互通。鼓励跨区域的

行业协会商会发展，在更大范围搭建产业协作平台。

五是加强东西部园区合作，打造飞地经济。加

强与东部地区，尤其是京津沪、江浙以及珠三角等

地区之间的产业对接，吸引东中部地区企业、技术、

资金、人才到西部发展。加强西部高新区、经开区

与中关村科技园区、苏州工业园区、深圳高新区、北

京经济开发区、上海张江高科等功能区的交流合

作，促进上下游产业形成配套协作。积极对接北

京、天津、深圳、东莞、佛山等东部发达地区加工贸

易企业，主动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积极探索西部园

区或企业在东部地区设立研发中心、东部园区在西

部设立生产加工飞地。

5.打造高素质国际化人才队伍

一是创新人才管理体制机制。挖掘西部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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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力，发挥龙头企业优势，采取校企合作等方式，积

极申报国家级实验室，共建博士后流动站，培养一

批高技术人才。柔性使用外部人才，灵活采取兼职

聘任、退休返聘等方式，拓展人才获取渠道。

二是完善高端人才认定标准与激励机制。参

照海南、粤港澳大湾区人才政策，建立健全高端人

才分类及认定标准，认定对象应不受国籍、户籍以

及是否在职（公务员或及参公人员除外）或退休（70
岁以内）限制，争取 15%个税税率优惠，并在保险、

住房、子女入学、配偶安置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确

保外部人才招得来、留得住。

三是着力引进培育各类高端人才。与国内外

知名高校进行人才合作培养，吸引国家部委及东部

沿海地区干部到西部地区挂职锻炼以及与东部地

区结对进行人才帮扶，广纳天下英才来西部创新创

业。加强与美日韩以及比利时、新加坡等化工强

国，日韩以色列等农业科技强国，以及德日等制造

业强国进行科技与人才培养合作；积极开展与国内

一流科研机构合作，打造一支高素质人才队伍。

6.打造法治化、市场化、国际化营商环境

一是强化政企沟通，优化政策环境。深化“放

管服”改革，健全职能部门与企业沟通机制，广泛听

取各方尤其是外资企业、民营企业及中小企业的意

见和建议，畅通企业言路，增强政策科学性、一致性

和延续性。健全政策评价体系，建立涉企政策反馈

机制，完善“事前、事中、事后”评价体系，及时调整、

完善相关政策。

二是完善培训和考评机制，提升政务服务水

平。将“互联网+政务服务”工作纳入行政人员教育

培训体系，定期组织开展培训，切实提高其服务意

识、业务能力和办事效率。完善并严格执行绩效考

评和责任追究制度。

三是加大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树

立规划先行理念，加强与国家发改委、交通运输部

等有关部委及周边省份协调沟通，科学编制交通运

输规划。加大对边远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支持力度，

着力打通区域之间、区域内部、地区之间的断头路，

重点解决“最后一公里”问题，弥补基础设施环境短

板，促进各地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加快“新基建”

部署步伐，为企业提供高质量基础设施。

四是完善产业园区生产生活配套服务体系。

推动“产城融合”，实现城市服务与产业发展之间的

相互促进，使园区由单纯的生产区向功能齐备的城

市新区转型。瞄准高端产业链、供应链薄弱环节，

开展集成研究、协同攻关，增强产业链韧性。

五是完善金融服务体系。加大外资金融机构

引进力度，加强与境内外金融机构合作，申请增设

民营金融机构，为企业提供多元化金融服务方案。

注释

①引自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中国营商环境调查报告

（2020）》。②引自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中国营商环境

调查报告（2020）》。③根据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2020
年《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现状及意向调查报告》数据，东南亚

为中国企业优先选择投资的第一大目的地。

Research on the Countermeasures of the Open Economy Development in Western China

Liu Yingkui Ren Guoping Zhang Wenya
Abstract: It is essential to clarify the connotation and evaluation criteria of the open economy firstly when evalua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open economy in a country or a region. After comparing the open economy between the eastern,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from six perspectives of ideology, international talents, infrastructure, open platforms, regional cooperation and
business environment, this report finds out the characteristic of the open economy is that the eastern region is higher than the
western and the southern region is stronger than the northern. Compared with the central and eastern regions, the western region’s
open economy development has many weaknesses . The central government should increase policy support. The eastern,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need to strengthen the division of labor and cooperation. At the same time, the western region should update
the ideologies, innovate mechanisms, build a team of excellent talents, create a first-class business environment so as to ensure
the western region rank in front of the country in the new round of opening up and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dual-circulation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Key Words: Open Economy; Western Region; Business Environment;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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