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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MENT 投资

高水平大开放和高质量大开
发是新时代西部地区增强发展动
力和内在活力的根本源泉。今年4
月 23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
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上指出，要
坚持以大开放促进大开发，提高西
部地区对内对外开放水平。这为
正确处理好大开放与大开发的辩
证关系、形成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
的开放动力、推动新时代西部大开
发取得新成效，提供了方向引领、
路径遵循和方法指引。

强化“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
然落后”发展理念的引领作用，深
度把握以大开放促进大开发的时
代特征。当前，世界经济不稳定性
因素增多，国内改革发展面临诸多
挑战，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必须
正确认识西部地区以大开放促进
大开发的时代特征。大开放就是
要摒弃传统的封闭观念，加强对外
交流合作和对内协作协同，实现资
源优化配置和经济互利共赢，通过
主动扩大开放吸引外部资金、技术
和管理经验，赢得发展主动权，促
进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大开发
就是要注重科学规划和合理布局，
推动政策、项目、资本、技术等关键

要素的深度融合，通过补足基础设
施、科技创新、人才培养等短板弱
项，为推进高水平开放奠定坚实基
础。以大开放促进大开发是新时
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取得新成效的
战略安排，既要体现国家战略布
局，也要注重西部地区内在需求，
通过扩大对内对外开放，促进东中
西部合作与交流，提升国际竞争力
和影响力，形成更加均衡的区域经
济布局，实现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可
持续发展目标。

强化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对
沿线地区扩大开发开放的推动作
用，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完
善西部陆海新通道基础设施布局，
提高多式联运物流效率，畅通国内
市场与国际市场联系，为沿线地区
创造便捷高效贸易环境。加快构
建通道、物流、贸易和产业间开放
互动体系，形成一批具有地方特色
和竞争力的产业集群，带动沿线地
区服务业、金融业、旅游业等多元
化产业发展。坚持西部陆海新通
道作为国际公共服务产品的价值
定位，加强国内发展规划与国际合
作方案有机衔接，聚焦提升互联互
通水平和扩大经贸合作主题，积极

谋划国际多双边合作项目，引导
“一带一路”合作伙伴加入共建机
制，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加
强与共建国家在技术研发、人才培
养、市场推广等方面开展务实合
作，深化产业融合和互利共赢。

强化开放功能区域对构建双
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带动作用，深度
推进西部地区发展高水平开放型
经济。以释放重点开放功能区域
引领带动功能为目标，健全推动开
放开发的政策集成体系，吸引更多
外资、技术和人才参与西部大开
发，推动产业高端化发展。优化升
级特色产业园区，提升吸引优质企
业入驻、促进产业链集聚能力。充
分发挥边境经济合作区作为国家
对外开放前沿阵地、连接国内外市
场桥梁纽带的定位优势，加强与周
边国家经济合作，推动区域经济一
体化进程。立足西部地区特色，推
动自贸试验区高质量发展，以对接
国家重大战略有效落地为目标，推
进高端高新产业发展和金融服务
创新，成为联结国内大市场与国际
市场的重要增长极和动力源。

强化制度型开放对构建高水
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的导向作用，

深度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
营商环境。聚焦服务精准扩大有
效投资、提供优质产品及高质量服
务、形成高端要素精准供给，在外
商投资、投资促进、对外投资等重
要领域探索构建与国际高标准接
轨的双向投资制度体系。聚焦提
升国际贸易发展质效，构建内畅外
联的现代流通网络，以口岸通关便
利化、多式联运流转顺畅、贸易方
式创新为主线，探索逐步消除产品
服务及资源要素跨境流动障碍。
聚焦服务贸易、数字贸易等新型贸
易方式制度创新，注重依托口岸开
放和物流枢纽建设，加快探索陆上
贸易规则，提升新型贸易方式的国
际影响力。聚焦打造市场化法治
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对标世界银行
国际营商环境评估标准体系，强化
要素配套保障，健全知识产权保护
体系，打破行政性垄断和市场壁
垒，建立更加符合国际规范和灵活
高效的开放管理体制，为各类经营
主体提供稳定、透明的制度环境，
增强西部地区对世界高端资源要
素的吸引力、整合力和配置力。

强化服务对接区域重大战略
对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支撑作

用，深度创新跨区域平台合作机
制。加强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
提升交通、物流、通信、网络便利
度，提高区域经济合作效率，在不
断夯实实体经济根基、持续增强产
业承接转移能力的基础上，激发对
内开放的动力与活力，推动西部地
区积极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做
好产业转移承接战略规划，加强各
类开放要素的系统集成设计，加快
出台新一轮支持东西协作产业转
移政策措施，引导京津冀、长三角、
大湾区相关产业领域过剩产能向
西部战略腹地实施有序转移，形成
配套完善、优势互补、竞争力较强
的产业链。创新开展“国内地缘转
移”战略行动，加强东中西部发展
规划、实施方案有机衔接，积极推
动西部地区与东中部、东北地区在
资金、技术、人才、市场、管理等要
素领域的务实合作，通过完善土地
保障和国土空间规划衔接，积极构
建东中西部协作利益共同体，形成
内外通畅、机制灵活、便捷高效、落
地平稳的区域协作产业转移新格
局。（作者系第十二、十三届全国政
协委员，重庆市政协港澳台侨和外
事委员会主任）

进一步提高西部地区对内对外开放水平
■ 王济光

“随着各行业和产业向更高质
量和效能的目标发展，以及中国人
才市场竞争环境的巨大变化，薪酬
部门的战略转型将是企业增长和提
升竞争力的关键战略之一。”全球薪
酬和人力资本管理企业 ADP 北亚
区总经理马莉近期在介绍《观往知
来：解构在华外企薪酬管理的挑战
与未来》（以下简称“报告”）时表示，
在华外企的中国员工在工作中最关
心的问题就是薪酬问题，企业实施
高效的薪酬管理可以提升团队能
效、员工敬业度，也能更好地控制成
本，提高企业的人才竞争力。

报告认为，对于在华外企而言，
随着中国市场的快速发展，制定一
个既符合全球标准又能顺应中国市
场特点的薪酬管理模式显得尤为关
键。调查显示，近半数（45%）的在
华外企的薪酬管理采取由总部与中
国区共同设计和制定的模式，这种
模式允许中国区在总部设定的成本
范围内享有一定的自主调节权。其
灵活性确保了外企能够在落实公司
总体财务和战略目标的同时，有效
应对中国市场的独特性，提高市场
竞争力，确保吸引和保留关键人才。

报告显示，超过六成的受访者

（62%）认为将薪酬管理目标与业务
目标紧密结合是当前的重要关注
点，同时，54%的受访者强调了通过
薪酬管理提升组织和团队效能的重
要性。这反映出，外企希望能够在
中国市场上建立更加稳固的竞争优
势，同时为员工提供更加公平、透明
和具激励性的工作环境，促进企业
与员工共同成长。

报告显示，随着数智化发展浪
潮迭起，外资企业正在通过技术升
级和薪酬数据战略化部署，加快薪
酬管理从后台支持角色转向战略
职能，增加在华经营中人才竞争力

和人才管理的韧性和活力。过去
一年中，外企在中国的管理层正在
尝试应用薪酬数据来支持人力资
源战略，尤其在成本管理（76%）、
人才保留（67%）和人才激励（53%）
方面。这显示出外企管理层对于
将薪酬数据作为战略工具的认识，
以及对于维持企业竞争力和可持
续发展的重视。

此外，在华外企计划在数智化
技术方面增加投入。近四成企业计
划增加在薪酬数据分析（37%）和新
兴技术（36%）方面的投入，51%的在
华外企考虑在未来 1至 3年将在华

的薪酬管理业务外包，以提升灵活
性和专业化水平。

马莉分析说，薪酬职能数智化
变革的趋势势不可当。它能帮助企
业弥合人才数据、流程、管理工具三
者之间断层，更能有效地支持外企
在中国本地市场持久深耕，实现与
中国本地化人才战略和业务发展的
双赢。

据了解，本报告团队调研了汽
车、化工、工业、生物制药、消费品、
高科技等 15 个行业的外资企业薪
酬管理者，80%以上受访者的企业
进入中国市场超过十年。

在华外企推进薪酬管理战略数智化转型
■ 本报记者 张凡

据巴布亚新几内亚《信使
邮报》近日报道，巴新咖啡部
长威廉·班多（William Bando）
表示，尽管国内许多种植园
处于荒废状态，巴新咖啡部
仍计划重振咖啡产业，他希
望咖啡产业可以维持其巴新
经济支柱的地位。目前，班
多正考虑制定与咖啡生产发
展相关的计划，包括改变咖
啡 工 业 公 司（CIC）的 法 案
等。班多表示，提高巴新国
内咖啡产量，提振巴新咖啡
产品的影响力，需要借着中
国市场对巴新未烘焙咖啡豆
开放的契机，在咖啡领域创
造更多的价值。

据 日 本《每 日 新 闻》报
道，日本厚生劳动省近日公
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综合考
虑物价变动因素后，今年 3 月
日 本 实 际 工 资 同 比 下 降
2.5%，已经连续 24 个月下降，
是有可比数据的 1991 年以来
的最长连降。此前最长的连
降 纪 录 是 从 2007 年 9 月 至
2009 年 7 月的 23 个月，其间
发生雷曼危机。此次与上次
的不同点在于，上次是名义
工资下降，这次是名义工资
上涨，但名义工资上涨速度
追不上物价上涨的幅度。报
道称，受原材料成本飙升和
日元贬值影响，3 月全国消费
者价格指数（不含生鲜食品）
同比上升 2.6%，涨幅连续 24
个月超过日本央行 2%的通胀
目标，实际工资降幅比 2 月的
1.8%有所扩大。

（本报编辑部综合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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