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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勤春来早，奋进正当时，2024
年全国两会如期而至。这个春天，
神州大地用一系列行动诠释着扩大
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态度。便利
外籍人员来华 5 项措施正式施行，
进一步打通外籍人员来华经商、学
习、旅游相关堵点；修订全国版外资
准入负面清单，全面取消制造业领
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外资24条”
加快落地见效，持续营造市场化、法
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海南省
儋州洋浦数字保税区通过验收，助
力海南自由贸易港发展“两头在外”
的数字加工产业；横琴粤澳深度合
作区正式封关运行，一体化发展再
上新台阶；上海东方枢纽国际商务
合作区建设方案获批，再添国际商
务交流合作平台……

不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是推
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坚定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不断提升参
与国际循环的能力，依然是今年全
国两会关注的热点。

作为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
“试验田”，自贸试验区扮演着重要
角色。区内的改革创新在区外得以
复制推广,形成了共享开放成果的
局面，有效发挥了改革开放综合试

验平台作用。
十年多的时间，自贸区负面清

单不断瘦身，特别管理措施条目由
最初的 190项缩减至目前的 27项。
如今，中国已有 22 个自贸区，覆盖
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对外辐射的
范围进一步扩大。这是一项制度创
新的探索。“自贸区应始终对标国际
最高标准、最好水平，为更高水平对
外开放‘试制度’，为高质量发展‘闯
新路’。”全国政协常委、民建中央原
副主席周汉民近日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说，他在全国两会上多次为自贸
试验区发展建言献策，对于当前自
贸区发展，他认为，适时推动国家层
面的自贸试验区立法时机已到，建
议及时制定自由贸易试验区法。

“所谓‘试制度’，就是要以更大
的开放，倒逼更深入的改革。自贸
试验区是我国对外开放的重要载
体，也是我国企业‘走出去’发展的
桥头堡。需要法治护航来有效应
对挑战、防范风险。有必要以法治
为核心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周汉
民说。

我国对外开放要探索出与中国
式现代化相适应的体制机制。全国
政协委员、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

作研究院院长顾学明表示，必须完
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顶层设计，
推动以制度型开放为核心的高水平
对外开放。

“一方面，要持续深化商品和要
素流动型开放，推动商品和要素更
大规模、更高质量的跨境流动。另
一方面，还要围绕推进高水平对外
开放，继续全面深化改革，稳步扩大
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
放，为高质量发展提供高水平的制
度供给，主动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
规则，以自贸试验区、服务业扩大开
放综合试点、自由贸易港建设为抓
手，在重点领域加大对外开放力度，
放宽注册资本、投资方式等限制。
也要坚持在法治基础上推进高水平
对外开放，在扩大开放中推进涉外
法治建设，不断夯实高水平开放的
法治根基。”顾学明说。

高水平对外开放也将团结新老
朋友，促进各类生产要素资源自由
流动。这种政策红利在边贸地区感
受更为深刻。“口岸是国家对外开放
的门户，是国内国际双循环交汇点，
是对外交往和经贸合作的桥梁，也
是打造开放型经济体系的重要支
撑。”全国人大代表、广西林业集团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超说。
广西是我国唯一与东盟陆海相

邻的省区，也是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
作的前沿和窗口，目前已实现口岸类
型全覆盖。随着近年来西部陆海新
通道建设加快推进和RCEP实施，经
广西口岸通关的人员和货物通关量
不断攀升，这对广西口岸智慧化、信
息化、现代化建设提出了新要求，实
现口岸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仍需
相关部门加大支持力度。通过多方
调研，黄超在今年两会上将提出创新
改革口岸通关、探索建设边境智慧口
岸、以口岸信息化手段提升贸易便利
化自由化水平等建议。

新征程上，中国加快构建共赢
开放的发展格局，不断以中国自身
的现代化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
比如，中国不断推动共建“一带一
路”高质量发展，与150多个国家和

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
路”合作文件，数千个务实合作项目
相继开展，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
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五通”
全方位推进。顾学明表示，中国支
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八项行动
已对外公布，下一步应抓好落实落
地，与共建国家深化贸易投资合作；
统筹推进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
美”民生项目，在提升自身开放水平
的同时，为世界经济和各国发展创
造互利共赢新机遇。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中
国对外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也
将主动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奉行
互利共赢的开放理念，推进中国式
现代化新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春
日里的中国，正乘着浩荡东风奋发
向前，播撒希望、只争朝夕，在时间
坐标上镌刻着新的奋斗足迹。

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发展
——写在2024年全国两会召开之时

■ 本报记者 张伟伦

全国政协十四届二次会议
于3月4日在北京开幕

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
于3月5日在北京开幕

新华社北京3月4日电 凝心聚
力共担复兴重任，奋楫扬帆建功崭
新征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
十四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4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开幕。2000多名
全国政协委员将紧紧围绕中共中央
决策部署，牢记政治责任，积极建言
资政，广泛凝聚共识，共同谱写中国
式现代化的壮美华章。

三月的北京，春回大地。人民
大会堂大礼堂灯光璀璨，气氛隆重
热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会徽
悬挂在主席台正中，十面鲜艳的红
旗分列两侧。

全国政协十四届二次会议应出
席委员 2162 人，实到 2093 人，符合
规定人数。

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全国政
协副主席石泰峰、胡春华、沈跃跃、
王勇、周强、帕巴拉·格列朗杰、何
厚铧、梁振英、巴特尔、苏辉、邵鸿、
高云龙、陈武、穆虹、咸辉、王东峰、
姜信治、蒋作君、何报翔、王光谦、
秦博勇、朱永新、杨震在主席台前
排就座。

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
赵乐际、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
在主席台就座，祝贺大会召开。

下午 3 时，石泰峰宣布大会开
幕，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歌。

大会首先审议通过了政协第十
四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议程。

王沪宁代表政协第十四届全
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向大会报告
工作。

王沪宁表示，2023年是全面贯
彻落实中共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
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
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
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接续奋斗、
砥砺前行，坚决克服内外困难，全面
深化改革开放，新冠疫情防控平稳
转段，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科技创
新实现新突破，安全发展基础巩固
夯实，民生保障有力有效，经济社会
发展主要预期目标圆满完成，社会
大局保持稳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迈出坚实步伐，极大增
强了全国各族人民信心和底气。

王沪宁总结了过去一年来人民
政协工作。他说，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政
协全国委员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坚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中共二十大
和二十届二中全会精神，深刻领悟

“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
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
个维护”，坚持团结和民主两大主
题，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坚持在
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谋划推进政协
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对人民政协
工作的全面领导、把牢履职正确政
治方向，强化政治培训、提高政治能

力和履职本领，完善工作制度体系、
夯实履职制度基础，贯彻中共中央
大兴调查研究要求、提高调研议政
质量，围绕中共二十大重大部署协
商议政、服务党和国家中心任务，践
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助推
保障和改善民生，守正创新、团结奋
进，在历届全国政协打下的良好基
础上，各项工作取得新成效，服务党
和国家事业发展作出新贡献。

王沪宁表示，2024年是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是实现“十四
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也是
人民政协成立75周年。人民政协要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中共二
十大和二十届二中全会精神，坚持
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有机
结合，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履职尽责，推进思想政治引领，积极
建言资政，广泛凝聚共识，加强自身
建设，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
标任务汇聚智慧和力量。

王沪宁表示，要坚持中国共产
党对人民政协工作的全面领导，坚
持不懈加强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发
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
焦中国式现代化目标任务献计出
力，致力于画好最大同心圆，同心同
德、群策群力，不断开创新时代人民

政协工作新局面，为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

全国政协副主席高云龙代表政
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会，向大会报告政协十四届一次会
议以来的提案工作情况。全国政协
十四届一次会议以来，共提出提案
5621件，经审查立案4791件。截至
2024年2月底，99.9%的提案已经办
复。各承办单位认真办理提案，许
多意见建议被采纳，并体现到党和
国家相关政策、发展规划和部门工
作中，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
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

局发挥了积极作用。
在主席台就座的领导同志还

有：马兴瑞、王毅、尹力、刘国中、李
干杰、李书磊、李鸿忠、何卫东、何立
峰、张又侠、张国清、陈文清、陈吉
宁、陈敏尔、袁家军、黄坤明、刘金
国、王小洪、王东明、肖捷、郑建邦、
丁仲礼、郝明金、蔡达峰、何维、武维
华、铁凝、彭清华、张庆伟、洛桑江
村、雪克来提·扎克尔、吴政隆、谌贻
琴、张军、应勇等。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
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应邀列席开
幕会。外国驻华使节、海外华侨等
应邀参加开幕会。

全国政协十四届二次会议在京开幕
习近平李强赵乐际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到会祝贺

王沪宁作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 石泰峰主持 高云龙作提案工作情况报告

3月4日下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这是习近平、李强、赵乐
际、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在主席台就座。

新华社记者 鞠鹏 摄

3月4日下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全国
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这是全国政
协主席王沪宁代表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会，向大会报告工作。 新华社记者 饶爱民摄

3 月 4 日，十四届全国人大
二次会议首场新闻发布会在北
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新闻发布
会上，全国人大新闻发言人娄
勤俭围绕本次大会议程和人大
相关工作回答记者提问。

娄勤俭表示，中央经济工
作会议已经对扎实做好今年经
济工作作出了全面部署。全国
人大及其常委会作为国家立法
机关，主要通过行使国家立法
权，为做好经济工作、推动高质
量 发 展 提 供 法 治 保 障 。 接 下
来，全国人大的立法工作将在
以下几个方面重点发力，落实
党中央的部署和安排。

（下转第2版）

加强法治建设
为高水平对外开放保驾护航

■ 本报记者 刘禹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