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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万年来，杭州湾张开双臂拥抱着浩瀚太平洋。
改革开放号角吹响，钱江潮起，出湾向洋，奔竞不息。

得改革风气之先，拥开放地利之便，钱江两岸，
创业创新灿然勃发，发展传奇壮阔上演。

时光流淌到 2016 年初秋。秋水长天，钱江东去，
心潮逐浪。习近平总书记回到他风雨同舟六载、夙兴
夜寐耕耘的这片开放发展沃土，主持 G20 杭州峰会。
面对全球化遭遇挫折、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不确定
性，习近平春风化雨、汇聚共识，推动世界经济航船
满载“创新、开放、联动、包容”的“中国方案”，从
钱塘江畔再次扬帆启航。

也在金秋。2015 年 10 月，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届
五中全会上向世界宣示开放发展理念：“坚持开放发
展，着力实现合作共赢，开创对外开放新局面。”

“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引资和引技引智并举”“东
西双向开放”等等诸多新理念，以及他更早提出的

“设施联通”“民心相通”等“五通”理念，草蛇灰
线、伏脉千里，钱江两岸的干部群众倍觉亲切、备
受鼓舞。

又 到 初 秋 。 金 染 钱 江 ， 潮 平 岸 阔 ， 东 海 风 来
——今年上半年，宁波舟山港首次跻身全球集装箱吞
吐量前三，全年货物总吞吐量已连续8年蝉联第一，正
引领全球大港迈向“十亿吨时代”。这是习近平在浙江
播下的一颗“蓝色种子”，今天开枝散叶，无远弗届，
沿着“一带一路”，通达全球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600多个港口。

大港雄起，金桥飞架，接轨上海，融入长三角，
挺进大西南，抓住入世机遇，千方百计走出去、引进
来……

一步一履，一招一式 。 习 近 平 在 浙 江 工 作 的 6
年 ， 秉 持 开 放 发 展 理 念 ， 谋 篇 布 局 ， 妙 手 落 子 ，
提出许多重要思想，作出许多重大决策，取得许
多重要成果，载入史册、惠及后人，强劲支撑着
浙江这个资源小省、经济大省勇立潮头，走在前
列。这是我省开放发展迅猛提速，开放水平不断
提高的 6 年。

开放发展，浩浩荡荡。历史照进现实。回望来
路，习近平率领浙江人民开放图强，风雨兼程，迤
逦行来。前日萌芽小于粟，今朝草树色已足。正是神

州喜事时，本报记者沿着习近平在浙江的探索与实践
足迹，溯本探源开放发展新理念，重温谆谆教诲，聆
听动人故事。

一步一履 心系开放
发展开放型经济不是权宜之计，而是一个长远战

略，要抢抓当前发展开放型经济的历史性机遇。
——习近平

善弈者谋势。
“习近平总书记刚到浙江工作时，浙江经济正经历

阵痛。经过 20多年的高速发展，先发优势不再，资源
约束加剧，陆域小省的发展局限开始凸现。”时任省发
展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刘亭回忆说。而此前一年，中国
加入世贸组织，全球市场豁然洞开，广阔蓝海高远莫
测，战略机遇失不再来。在这一省情世情下，习近平
赴浙履新不久，启程赴 11个设区市展开首轮调研。他
每到一地，必讲开放发展，一路播撒思想火花，沧海
遗珠，烛照前路。

在嘉兴、杭州、湖州，习近平提出“特别要注重
‘北接上海、东引台资’，做好利用外资这篇大文章，
整体推进杭嘉湖地区外向型经济发展”，指出“如果说
中国经济是世界经济的一大亮点，那么长三角的发展
则是中国的最亮点”，“根据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整合
的发展趋势和我省实际，我们要着眼于‘主动接轨、
全面融入、发挥优势、实现共赢’，以更加积极的姿态
参与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合作与发展，全力推动我
省外向型经济再上一个新台阶”。并首次提出“在现有
基础上，建立三省市党政主要领导层的定期会晤机
制”。

在宁波、台州、温州，习近平叮嘱要紧紧抓住
“港口这个最大的资源”“开放这个最大的优势”；“要
进一步扩大开放，在利用内资和引进外资‘两条腿走
路’中加快推进经济发展”。他语重心长地指出“整个
浙江在吸引外资上是条‘短腿’”，多次强调“引进外
资不仅仅是引进一些资金，更重要的是引进国外的先
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引进新的理念、引进品牌和市场
营销网络”，谆谆告诫当地干部“用封闭的办法是保护

不了优势的，只有开放才能共赢”。
在金华、衢州、绍兴，习近平提出“对外开放这

个问题，各个地方都要去努力，跟国际接轨，提高国
际竞争力。加入世贸组织后如何应对，不管是东部地
区还是西部地区，不管离辐射中心远还是近，都要强
化，这是对外开放的内在素质问题”；“要以扩大开放
促发展，省内省外、国内国外，一切对我们加快发展
有用的生产要素，都要大力地吸收和引进，同时也要
千方百计地走出去发展”；“发展开放型经济不是权宜
之计，而是一个长远战略，要抢抓当前发展开放型经
济的历史性机遇”。

在舟山，习近平深刻阐述了发展海洋经济“三个
有利于”思想，他指出：大力发展海洋经济，有利于
我省扬长避短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实施可持续发展战
略，增强发展后劲；有利于我省抓住机遇，进一步拓
展新的发展空间，拓宽经济领域，增强综合实力；有
利于我省扩大开放，积极参与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合
作与发展，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增强国际竞争力。

在丽水，习近平提出利用好侨资的问题，强调
“要做好青田华侨要素的回流”，“为他们回乡创业创造
良好条件”……

与君初相识，犹似故人归。在这趟被他称为“登
门认脸”的首轮调研中，习近平以海纳百川的博大胸
襟，时不我待的历史自觉，着眼国际国内两个大局，
启发、感染着各地干部打开视野，谋划对内对外全方
位开放发展新思路。其中许多论及开放发展的观念思
想，大音希声，灼灼其华，成为后来“立足全局发展
浙江，跳出浙江发展浙江”这一开放发展重大战略决
策的思想源泉。

跳出浙江 发展浙江
“跳出浙江发展浙江”，是浙江经济发展的必然

要求，也是浙江在高起点上实现更大发展的战略选
择。

——习近平

鹰击长空，鱼翔浅底，市场经济“万类霜天竞
自由”。如何看待本地企业远走他乡、墙外开花？

这曾是摆在 21 世纪初浙江发展“十字路口”的一道
考题。

“2003 年 前 后 ， 一 些 民 营 企 业 家 面 对 资 源 瓶
颈，选择到外省投资，当时省内有不同看法，甚至
有所谓‘去浙江化’的批评，认为这是资本外流、
企业外迁。”刘亭回忆，“当时，省内对于要不要

‘走出去’，怎么‘走出去’，仍然思想不统一。”
面对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习近平敞开胸怀，

登高望远，辩证剖析，拨云见日。
2002 年 12 月 2 日，习近平在省经贸委调研时明

确指出：
——现在有很多民营企业家到外省去，首先我

们不能人为地限制他，而且他到外边去也未必是坏
事，企业做大做强后都有个扩张的需求，无可厚
非；

——任何事情都不是绝对化的，不是说不让人
家出去，要看在什么情况下出去，我们在国际上还
要“走出去”，外省当然可以去，何况还有帮扶西
部地区的政治任务。

同 月 ， 他 在 赴 台 州 调 研 时 就 企 业 外 迁 再 次 指
出：

——要高度重视企业外迁、资金外流的利弊。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和跨区域
流动，是一个必然的规律，无可厚非。但我们应着
重从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改进自身工作方面查找
原因，勿使出现因我投资环境不佳和工作没有做好
而出现的企业外迁和资金外流。

此后，习近平又在多个场合指出：
——民营企业要扩张、要“走出去”，是市场

经济规律使然，拦是拦不住的。对此，一方面要乐
观其成，为我所用；另一方面要改善我们自身的环
境，做到环境留人、政策留人、感情留人、事业留
人，留不住也要设法提高“浙江人经济”与浙江经
济的关联度；

——短期看，企业走出去，会造成一定程度的资
金外流，长远看，企业走出去，是产业结构升级的需
要。“腾笼”才能“换鸟”，壮大可以反哺，这更有利
于我们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新兴服务业，提高本土经
济整体素质和区域竞争力…… 【下转A4版】

钱 江 奔 涌 向 大 洋
——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的探索与实践·开放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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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7月12日，习近平在杭州湾跨海大桥嘉兴海盐段建设工地调研并慰问建设工人。 （浙江日报记者 周咏南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