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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开放型世界经济贡献“虹桥智慧”
《世界开放报告2023》发布

传递“中国好，世界会更好”理念
——中国馆馆长带你探馆

从中国空间站、国
产大邮轮等“大国重
器”，到智能仿生手、翻
译神器等“新奇尖货”，
从自贸试验区的“时光
隧道”，到中欧班列的
“成长密码”，今年进博
会，中国馆规模创下历
届之最，展品丰富程度
也远超往届。作为向世
界展示中国发展变化的
窗口，中国馆传递着怎
样的信息？本报记者随
商务部外贸发展局局
长、中国馆馆长吴政平
一同探馆。

本报讯（记者 谈璎 杨硕）

《世界开放报告2023》发布暨国际

研讨会昨天下午在第六届虹桥国

际经济论坛召开，积极为推动经

济全球化向前发展、建设开放型

世界经济贡献“虹桥智慧”。

《世界开放报告》是虹桥论坛

的旗舰报告。《世界开放报告

2023》发布暨国际研讨会由中国

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

所、虹桥国际经济论坛研究中心

主办，包括嘉宾致辞、报告发布、

“企业看开放”和专家研讨等环

节。昨天发布的《世界开放报告

2023》重点展示了新一年开放指

数研究的最新成果。

最新的世界开放指数研究显

示，2022年的世界开放延续了

2008年以来总体下降的走势，国

家之间、领域之间、区域之间的开

放态势分化加剧。积极开放与保

守封闭正激烈碰撞、胶着对立，维

护和扩大世界开放仍需各国共同

努力、相向而行。

相关数据显示，世界开放“寒

意”犹浓。2022年，世界开放指数

为0.7542，比2008年的0.7975低

5.4%，也是连续第七年介于0.75和

0.76之间，比2020年微升0.17%，

比2021年下降约0.4%，为2008年

以来第二低的水平，回升基础仍不

稳固。世界经济开放收紧，社会与

文化开放在较低位徘徊，开放政策

和开放绩效仍然低迷。

具体到各个经济体方面，开

放表现“温差”拉大。2008—2022

年，发达经济体开放指数从

0.8543降至0.7882，下降7.7%;新

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则从

0.6741升至 0.7067，提高 4.8%。

从领域看，2022年世界文化开放

指数和世界经济开放指数同比分

别下降2.9%和0.4%，而世界社会

开放指数上升0.46%。

不过报告也指出，开放动力

“破冰”有望。2022年世界开放政

策指数为0.7469，较前一年下降

0.9%，开放绩效指数为0.7618，在

2021年提升 0.1%基础上再升

0.1%。推动全球开放的积极动力

不断累积，比如科技进步、数字智

能、绿色发展，进一步减少了货

物、服务、信息等要素流动的阻

力，提升了开放绩效。同时，政策

领域也不乏进展，如签证开放指

数从0.76稳步提升至1.07，2023

年以来的国际航班客运量已经恢

复到2019年的90%以上。

嘉宾致辞环节由中国社会科

学院副院长王昌林主持，博鳌亚洲

论坛副理事长、中方首席代表，第

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人民

银行原行长周小川，法国前总理、

法国展望与创新基金会主席让-

皮埃尔 ·拉法兰，商务部原部长陈

德铭，联合国副秘书长李军华，国

际标准化组织（ISO）副主席贾维

尔 ·加西亚，非盟经济发展、贸易、

旅游、工业与矿业委员阿尔伯特 ·

穆昌加等国内外嘉宾分别发表致

辞，对《世界开放报告》及世界开

放指数给予充分肯定与赞赏，分

享了各自在世界开放理论、政策

和实践方面的体会与观点。

周小川在视频发言中表示，

一系列高水平开放的举措向纵深

推进，生动证明“开放是当代中国

的鲜明标识”“中国开放的大门不

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着眼当

下，开放是纾解发展之困的不二

法门。世界经济开放则兴，封闭

则衰。推动世界经济走向复苏和

发展的正轨，已经成为全球的焦

点和当务之急。

“《世界开放报告》测算了各

国的开放指数，提供了有关这些

国家对世界其他地区开放度的信

息。这些信息至关重要，因为它

为各国指出了它们的不足和需要

进一步采取行动的地方。”诺贝尔

经济学奖获得者皮萨里德斯教授

在视频发言中说，世界上存在着

丰富的多样性，开放使人们能够

利用这种多样性来造福人类。他

强调：经济发展的目的是消除贫

困、提高人类福祉。开放有助于

实现这一最终目标。一个社会、

文化、经济相互交融的，思维相互

碰撞的，人员相互往来的世界，比

封闭的体系更为优越。

大国重器 上天入海
中国馆扩容了！自首届进博

会即担任中国馆馆长，吴政平直

言今年展馆迎来全新升级：面积

从此前的1500平方米增至2500

平方米，规模创下历届之最，501

件展品囊括航天基建、人工智能、

医疗教育等多个领域，涵盖VR互

动、裸眼3D等新潮体验。

一批大国重器集体上新，展

示了中国智造的硬核实力。国家

级太空实验室中国空间站、已进

入详细设计的C929飞机、可编程

量子计算系统“祖冲之号”……几

款大型模型格外吸睛，让人一饱

眼福的同时，展现了我国高质量

发展的成就。

值得一提的是，11月4日命

名交付的国产首艘大型邮轮“爱

达 ·魔都号”也惊艳“亮相”，标志

着我国继大型液化天然气船、航

空母舰之后，成功摘取世界造船

业“皇冠上的最后一颗明珠”。在

中国馆现场，展示了“爱达 ·魔都

号”模型，通过操作台按钮，点亮

不同舱位，切换相应场景，观众可

以身临其境感受邮轮内部。“‘爱

达 ·魔都号’是首届进博会签约的

国际合作项目，以进博会为起点，

成为开放合作的重要典范。”吴政

平说。

共享机遇 双向奔赴
“中国馆和世界各国及国际

组织齐聚国家展，交相辉映，打造

了一个世界文化交流互鉴的国际

化平台。”吴政平介绍，今年中国

馆主题是“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

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重点

展示中国超大市场、共同繁荣、投

资贸易、绿色发展、国际合作五大

机遇。

今年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

提出十周年，中欧班列是“一带一

路”的旗舰项目和标志性品牌。

电子互动屏上，一组组数据展示

了中欧班列的发展历程：自2013

年开行以来，累计开行超过7.8万

列，通达欧洲25个国家，运送货物

超过740万标箱，开创了亚欧国际

运输新格局。本届进博会上，不

少展品就是通过“中欧班列—进

博号”直达上海。“数以万计的中

国商品通过铁路畅销全球，来自

世界各地的特色货物漂洋过海走

进华夏万家，实现了双向奔赴。

中欧班列携手进博会，跑出了互

利共赢的加速度，让中国大市场

成为世界大机遇。”

现场还展示了中外合作的典

型范例，例如塞尔维亚泽蒙—博

尔察大桥，是“一带一路”倡议下

中国建筑企业在欧洲修建的第一

座大桥，被塞尔维亚人称为“中塞

友谊桥”和“中国桥”。“我们想传

递一个理念：中国的发展离不开

世界，世界的发展也需要中国，中

国好世界会更好。”吴政平说。

科技加持 创新互动
“展品互动性更强，趣味性更

足，既要‘接天线’又要‘接地气’，

希望给观众带来全新的体验。”吴

政平介绍，“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

十年成就展”是今年中国馆的重

中之重，中国传统水墨山水画风

格的时光隧道，全景呈现了自贸

试验区十年建设历程。

在上海城市裸眼3D《绽放与

共生》展位，打造4米三面屏沉浸

式空间，用石库门串联起海派经

典元素；在“数字长城”全息投影

展台，足不出“沪”一览“万里长城

横玉带”的壮阔，跟随语音导航游

览古城墙，通过手势操作俯瞰墩

台，在数字技术加持下，四季苍穹

斗转星移，品味夜长城的独特风

韵；在三星堆智慧博物馆，展示了

AI人机协同修复的青铜文物之

美，引领观众探寻“沉睡数千年，

一醒惊天下”的历史奥秘；在“AI

照相馆”，通过一张照片实现换装

和穿越，体验古韵汉服漫步上海

街区……一系列科技赋能、创新

互动的应用，让不少参观者驻足

打卡。

“中国馆在服务国内观众的

同时，还吸引了大批国外观众，希

望通过这些展品，让大家感受到

中国的发展变化和大国形象。”吴

政平说。

本报记者 范洁 李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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