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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决策部署，加强政策协调，完

善对接机制，围绕口岸建设、中阿合作、外贸外资、跨

境电商等开放要素持续出台各类政策，有效提升了全区

开放型经济的引领作用。

2 0 2 1 年 以 来 ， 宁 夏 回 族 自 治 区 人 民 政 府 相 继 发 布

《 关 于 促 进 全 区 开 放 型 经 济 发 展 的 意 见 》 （ 宁 政 发 〔

2021〕26号）、《关于推进全区外贸新业态新模式发展

的若干措施的通知》（宁政办发〔2022〕17号）、《关

于推进全区内外贸一体化发展的若干措施》（宁政办发

〔2022〕49号）以及《宁夏回族自治区外资三年外贸五

年倍增计划》（宁政办发〔2023〕14号）等一系列有利

于扩大对外开放的政策措施，显著提升了内陆开放型经

济的发展水平，也为宁夏实施制度型开放营造了良好的

制度环境。

宁夏对外开放面临的挑战

（一）外贸依存度低，外向型经济发展不均衡

较 低 的 外 贸 依 存 度 反 映 出 外 贸 对 宁 夏 经 济 发 展 的

贡 献 相 对 有 限 。 根 据 外 贸 依 存 度 的 测 算 结 果 ， 近 十 年

（2013～2022年）来，除了2014年和2017年这两个例外

年份，宁夏的外贸依存度均维持在10%以下的水平。尽管

近年来全国的外贸依存度有所降低，但仍保持在30%以上

的水平（见图1）。因此，可以明显看出，宁夏在外向型

经济发展方面仍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需要进一步加强

外贸发展以提升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宁夏外向型经济发展在南北区域间呈现出不均衡态

势，各地发展水平存在显著差异。北部引黄灌区的产业

基础坚实，外向型经济相对发达，而中南部地区的产业

基础则较为薄弱，外向型经济发展相对滞后。2023年，

在全区五市的进出口贸易中，固原市表现突出，固原市

进出口总值2.6亿元，增长98.6%。然而，从外贸占比来

看，银川市依旧占据主导地位。面对宁夏回族自治区政

府 工 作 报 告 在 2 0 2 3 年 首 次 提 出 的 “ 加 快 建 设 开 放 型 省

区”的工作要求，中南部地区在构建高水平开放型经济

新体制的战略机遇中，如何提升外向型经济发展水平，

为“开放型省区”建设贡献力量，成为了一个值得深入

探讨的课题。

（二）“向西开放”面临一定挑战

从2023年外贸市场分布来看，宁夏与中亚和西亚地

区的国家进行外贸往来在全区进出口总额中所占比重较

小，分别为1.1%和2.2%。在对外开放的战略选择上，我

们曾长期强调“向西开放”，并积极推动与中亚、西亚

地区国家之间的经贸合作。然而，这些地区主要依赖投

资驱动型的发展模式，侧重于利用低廉的要素成本来推

动经济增长。这种模式往往是伴随着资源消耗和污染物

排放的快速增长，同时制度性交易成本整体偏高。

从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倡议的角度来看，宁夏确

实需要继续坚持“向西开放”的战略方向。但在这一过

程中，我们不仅需要考虑相关地区的自然和地理环境对

交通物流的影响，还必须充分考虑政策稳定性、金融开

放程度（如结算业务的便利化程度）等制度性因素对双

方合作的挑战。这对于确保宁夏与中亚、西亚地区国家

之间的经贸合作能够持续稳定发展至关重要。

（三）外商投资比重过低

各县（市）区利用外资水平不一，且普遍对引进外

资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具体表现为，国有投资在竞争领

域中占比较高，同时过度依赖国内贷款进行投资，而民

间投资和外资利用则相对较少。与全国尤其是东部沿海

省区相比，宁夏投融资结构显得不够合理，明显存在重

视内资而轻视外资的倾向。根据商务部外资统计数据，

2022年宁夏新设立企业中，外资企业占比仅为0.1%，而

在固定资产投资中利用外资的比重也仅为0.2%。这些数

据充分显示，宁夏在利用外资方面存在可持续发展动力

不足的问题，当前投融资环境对外资吸引力明显不足。

（四）国企向外发展能力不足

在推进更高层次对外开放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征程中，国有企业不应仅仅作为“旁观者”存在，而应

积极转型为关键的“参与者”。2023年数据显示，宁夏

外贸进出口份额中，国企占比14.5%，民企（民营企业）

占比71.1%。这一数据明显反映出宁夏国企在外贸领域的

贡献相对较少，其向外拓展的能力有待提高。

当前，“竞争中性”原则已成为保障国企与非国企

公平竞争的国际准则。[2]因此，国企遵循这一原则不仅是

实现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内在需求，也是衡量其能否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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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来源：《宁夏回族自治区202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宁夏统计年鉴（2022）》《中国统计年鉴（2022）》计算所得。

图1：2013-2022年宁夏与全国外贸依存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