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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世界开放指数简介

世界开放指数的构建包括如下内容：对外开放理论；指标体系、权重设置

和数据来源；指标的去量纲化；不同经济体之间的加总。

（一）对外开放理论

对外开放的内涵是明确且一致的，即至少两个经济体的特定主体之间展开

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的交往，形成货物、服务、人员、资金、信息、知

识、技术、数据等的流动。本报告所称对外开放的主体，主要指宏观层面的经

济体。

经济开放领域中，历史最悠久的当属跨境交换，包括但不限于跨境贸易。

对外经济开放长期以跨境贸易开放为主，跨境贸易的内容长期以货物为主，最

近数十年来服务的比重逐渐上升，并在部分经济体接近主导地位。对外货物贸

易的内容长期以初级产品和最终用品为主，后来中间品的比重逐渐上升，甚至

成为部分经济体中跨境贸易的主要部分。跨境贸易其实是一国资源（含自然资

源和人力资源）禀赋和生产技术禀赋的直接体现或者延伸。这正是国际贸易经

典理论所论述的基本原理。因此，本报告以跨境贸易理论为起点来构建对外开

放理论模型。

基于柯斯蒂诺和罗德里格斯·克莱尔(1)对各种前沿主流跨境贸易模型的总结，

经济体 i的产品在经济体 j的价格可表示为如下诸多变量的函数，包括同跨境开

放直接相关的变量，如一个经济体进入另一个经济体的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

这些成本及对其施加影响的跨境开放领域如下。

——可变贸易成本：最终品出口和中间品进口的可变贸易成本主要受进口

经济体贸易开放政策的影响；

(1)  Costinot, A., Rodríguez-Clare, A., “Trade Theory with Numbers: Quantifying the Consequences of 

Globalization”,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Vol.4, 2014, pp.197-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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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企业生产率，受东道经济体投资开放政策的影响；

——企业出口和跨境投资的固定成本，受金融开放政策的影响；

——全要素生产率，受知识和技术跨境扩散的影响；

——企业决策的可变成本，受契约完善和产权保护等制度质量的影响。

按此，影响跨境经贸的领域可归结为如下三类：其一，经济开放，主要是

贸易开放、投资开放和金融开放；其二，社会开放，主要是旅游、留学和移民

开放；其三，文化开放，主要是文化贸易和文化交流。这三类开放均包括相应

绩效和政策的开放。

为突出跨境政策开放，跨境开放可被分为跨境开放绩效和跨境开放政策两

类，各自均覆盖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开放。

（二）指标体系、权重设置和数据来源

1. 指标体系

对外开放测度指标体系是构建世界开放指数的核心内容，其设置遵循如下

原则：（1）科学性原则，包括双向开放的均衡性、开放数据的客观性、开放内容

之间的异质性；（2）代表性原则，包括开放领域的代表性、开放经济体的代表

性；（3）可持续性原则，包括数据可得性高、数据源稳定、数据质量高、拓展应

用前景广阔。

按上述概念、理论和原则，构成世界开放指数的指标体系分为四级，其

中第二、三、四级的指标明细参见如下“权重设置”或“数据来源”部分所列

表格。

相对于其他开放类指数，世界开放指数具有如下特点：其一，测度经济开

放及相伴生的社会开放和文化开放；其二，内向开放与外向开放兼重；其三，

开放绩效与开放政策兼重。

2. 权重设置

对各级指标体系的赋权基于专家调查法。在以问卷调查41名中国国际经济

学专家的基础上，指标体系的权重设置如随后式表1和式表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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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表1中的权重是各维度和指标在总权重1中的分布数值，直观显示各维度

和指标之间的关系，而且各维度和指标的权重之间直接可比。

世界开放指数的指标体系及其权重（式表1）

维度

指标与权重：政策类 指标与权重：绩效类 合计

指标 权重 指标 权重
指标

（个）

权重

经济

贸

易

加权应用关税率 0.1756 货物进口 0.0562

15 0.7988

本经济体施加的非关税壁垒措施数 0.1342 货物出口 0.0562

所参与的自贸协定中，本成员经济

体从其他成员经济体进口的开放度
0.0264 服务进口 0.0535

所参与的自贸协定中，本成员经济

体对其他成员经济体出口的开放度
0.0264 服务出口 0.0535

小计 0.3626 0.2194

直

接

投

资

所参与的投资协定中，本成员经

济体向其他成员经济体投资开放

的程度

0.0259 外商直接投资 0.0469

所参与的投资协定中，其他成员

经济体向本成员经济体投资开放

的程度

0.0259 对外直接投资 0.0469

小计 0.0518 0.0938

证

券

投

资

金融开放政策 0.0518

外商证券投资 0.0096

对外证券投资 0.0096

小

计
7 0.4662 8 0.3326

社会

出入境开放政策 0.0518

入境游客数量 0.0155

7 0.1337

出境游客数量 0.0155

入境留学生数量 0.0176

出境留学生数量 0.0176

入境移民数量 0.0078

出境移民数量 0.0078

小

计
1 0.0518 6 0.0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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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度

指标与权重：政策类 指标与权重：绩效类 合计

指标 权重 指标 权重
指标

（个）

权重

文化

（条件成熟时引入）

知识产权服务进口 0.0123

7 0.0675

知识产权服务出口 0.0123

境外居民在本经济

体申请专利
0.0115

本经济体居民在境

外申请专利
0.0115

科学文献的国际

引用
0.0074

文化货品进口 0.0061

文化货品出口 0.0061

小

计
0 0 7 0.0675

合计 8 0.5180 21 0.4820 29 1.0000

按维度或指标所在层级独立设置的权重，参见随后式表2中的权重，同式表1

的权重体系是完全一致的。

世界开放指数的指标体系及其权重（式表２）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四级指标

名称 权重 名称 权重 名称 权重

开放政策 0.518

经济开放

政策
0.90

加权应用关税率 0.3390

本经济体施加的非关税壁垒措施数 0.2590

所参与自贸协定中，本成员从其他成员进口的开放度 0.0510

所参与自贸协定中，本成员对其他成员出口的开放度 0.0510

所参与投资协定中，本成员向其他成员投资开放的程度 0.0500

所参与投资协定中，其他成员向本成员投资开放的程度 0.0500

金融开放政策 0.1000

社会开放

政策
0.10 出入境开放政策 0.1000

文化开放

政策
（条件成熟时引入）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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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四级指标

名称 权重 名称 权重 名称 权重

开放绩效 0.482

经济开放

绩效
0.69

货物进口 0.1690

货物出口 0.1690

服务进口 0.1610

服务出口 0.1610

外商直接投资 0.1410

对外直接投资 0.1410

外商证券投资 0.0290

对外证券投资 0.0290

社会开放

绩效
0.17

入境游客数量 0.1896

出境游客数量 0.1896

入境留学生数量 0.2150

出境留学生数量 0.2150

入境移民数量 0.0954

出境移民数量 0.0954

文化开放

绩效
0.14

知识产权服务进口 0.1830

知识产权服务出口 0.1830

境外居民在本经济体申请专利 0.1710

本经济体居民在境外申请专利 0.1710

科学文献的国际引用 0.1100

文化货品进口 0.0910

文化货品出口 0.0910

3. 数据来源

基础指标数据的来源，包括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世界旅游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经济与社

会事务司、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等，明细如下表所示。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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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开放指数基础指标的数据来源

数据源 基础指标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 世界银行

（IMF/WB)

货物进口

货物出口

服务进口

服务出口

外商直接投资

对外直接投资

外商证券投资

对外证券投资

知识产权服务进口

知识产权服务出口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

（UNDESA）

入境移民数量

出境移民数量

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
所参与投资协定中，本成员向其他成员投资开放的程度

所参与投资协定中，其他成员向本成员投资开放的程度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

入境留学生数量

出境留学生数量

文化货品进口

文化货品出口

世界银行（WB） 加权应用关税率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
境外居民在本经济体申请专利

本经济体居民在境外申请专利

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 /世界银行

（UNWTO/WB）

入境游客数量

出境游客数量

世界贸易组织（WTO)

本经济体施加的非关税壁垒措施数

所参与自贸协定中，本成员从其他成员进口的开放度

所参与自贸协定中，本成员对其他成员出口的开放度

Chinn-Ito Index 金融开放政策

Henley & Partners 出入境开放政策

SCImago 科学文献的国际引用

即使基于上述来源，部分基础指标的部分值仍然缺失。补充这些缺失值采

用了如下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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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经济体在整个样本期仅一个年份有数值时，所有其他年份均取

这一数值。

——当一个经济体在整个样本期有一个以上不间断年份有数值时，按照就

近原则将其他年份数据补齐。如，只有2011年和2012年有数值时，2011年之前

的年份取2011年的数值，2012年之后的年份取2012年的数值。

——对于一个经济体在整个样本期有一个以上年份有数值，且存在间断的

情况，两个间断年份之间按照就近原则取值（如，只有2011年和2014年有数值

时，2012年取2011年的数值，2013年取2014年的数值）；当间断年份为奇数时，

最中间的年份取两端的平均值（如，只有2011年和2015年有数值时，2012年取

2011年的数值，2014年取2015年的数值，而2013年取2011年和2015年数值的

平均值）。

——对于一个经济体在整个样本期都没有取值的，根据该经济体的经济发

展状况、社会文化状况、制度特征和地理特征，选取同其最为接近的其他经济

体，以相似经济体的取值将该经济体的缺失值补齐。

（三）指标的去量纲化

1. 原则

去量纲是基础指标数据处理的必要步骤，旨在消除不同类别指标之间的尺

度差异。去量纲化坚持如下原则：按经济学供给和需求原理来设计处理方法。

对外开放为双向开放。其一，内向开放，即经济体A向境外经济体开放自

己的市场，满足A自身的需求，表现为经济体A从其他经济体输入商品、资金、

技术、人员等；其二，外向开放，其他经济体向经济体A开放的市场，满足境

外经济体的需求，表现为经济体 A 向境外经济体输入商品、资金、技术、人

员等。

该原则本质上是基于市场供给和市场需求去除开放指标的量纲。其一，经

济体A的内向开放指标的数值如果为绝对值，就除以该经济体该指标的总值；

其二，经济体A的外向开放指标的数值如果为绝对值，就除以该指标的全球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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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扣除该经济体之后的数值。本报告规定，经济价值类开放指标的“相应总量

指标”为GDP，人头类开放指标的“相应总量指标”为总人口，余者类推。

2. 具体方法

（1）以价值衡量的流出值

这类指标包括货物出口、服务出口、对外直接投资、对外证券投资、知识

产权服务出口、文化货品出口6个指标。

计算公式如下：

     （1）

其中，yit为 t时期经济体 i指标的最终值，xit为指标的原始值， 为除

i之外世界其他经济体GDP的加总。

（2）以价值衡量的流入值

这类指标包括货物进口、服务进口、外商直接投资、外商证券投资、知识

产权进口、文化货品进口6个指标。

计算公式如下：

       （2）

其中，yit为 t时期经济体 i指标的最终值，xit为指标的原始值。

（3）以人头衡量的流出值

这类指标包括出境游客、出境留学生、出境移民3个指标。

计算公式如下：

       （3）

其中，yit为 t时期经济体 i指标的最终值，xit为指标的原始值， 为除

i之外世界其他经济体人口的加总。

（4）以人头衡量的流入值

这类指标包括入境游客、入境留学生、入境移民3个指标。

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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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其中，yit为 t时期经济体 i指标的最终值，xit为指标的原始值，POP为人口。

（5）专利申请

包括本经济体居民于境外申请专利和非居民在数据报告经济体境内申请专

利2个指标。

经济体 i的居民在境外申请专利的计算公式如下：

      （5）

其中，abroadit为经济体 i在境外申请专利数， 为除经济体 i

之外其他经济体所受理的专利申请总数（resi为居民，nonr为非居民）。

非居民在报告经济体境内申请专利的计算公式如下：

      （6）

其中，nonrit为境外居民在经济体 i申请的专利数，resiit + nonrit为经济体 i的

专利申请总数。

（6）科学文献的跨境引用

计算公式如下：

     （7）

其中，Citationsit为经济体 i在年份 t对科学文献的引用总数，Selfcitationsit

为自引次数，∑ Documentsjt为除经济体 i之外其他经济体科学文献总数。

（7）基于贸易和投资协定的对外开放指标

包括2个指标，计算公式如下：

       （8）

其中，Tit为经济体 i在年份 t基于贸易或投资协定的开放度指标；GDPpt为签

约伙伴的GDP；∑j≠i GDPjt为除经济体 i之外其他成员经济体GDP的总和；Tipt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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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变量，当经济体 i和p的协议在 t年份有效力时取1，否则取0。

（8）基于贸易和投资协定的对内开放指标

包括2个指标，计算公式如下：

        （9）

其中，Tit为经济体 i在年份 t基于贸易或投资协定的开放度指标；GDPit为经

济体 i的GDP；GDPpt为签约伙伴的GDP；Tipt为虚拟变量，当经济体 i和p的协议

在 t年份有效力时取1，否则取0。

（9）非关税贸易壁垒

计算公式如下：

                （10）

其中，Xit为经济体 i在 t年份发布的非关税壁垒指标，ntbit为非关税措施数量，

hsit为涉及产品数量。

（10）不需进行额外处理的指标

包括加权关税税率、金融开放指数、护照便利指数3个指标。

3. 指标的中心化

为实现指标量纲的一致性，对去规模化的指标进行如下处理：

               （11）

其中，yit 为经济体 i国 t年份中心化之后的指标，xit 为中心化之前的指标，

max(x)和min(x)分别为为整个样本期内x指标的最大值和最小值(1)。

对于部分反向指标，如加权关税水平、非关税措施等，取值越大则开放度

越小的，采取如下计算方式：

(1)  随着测度年份和样本经济体的增加，世界开放指数各基础指标新数据的加入可能会改变相应

时序数据的最大值和最小值以及由此决定的极差，最终可能导致开放指数数值发生系统性改变，但不

会改变各经济体基于开放指数数值的相对排名。为降低这种不确定性，各指标理论上的极值和极差可

用来代替现实的极值和极差，其可行性值得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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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这一计算方法将所有指标投射于 [0，1]。

（四）不同经济体之间的加总

世界开放指数的计算涉及两方面的权重。其一，特定领域（如维度和指标）

的权重，在此前的“权重设置”中已做详细说明；其二，特定组别经济体的权

重，在计算诸如“世界”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等的开放指数时会涉及，以

下特予说明。

1. 以定基价GDP数据计算各经济体的权重

经济体的权重最好以经济体的经济总量即GDP为对象来计算。经济体权重

的计算可以有多种视角，如地理面积、人口数量、经济总量等。但是，如前所

述，开放指数测度的是经济开放以及同经济开放相伴生的社会与文化开放，其

中经济开放是主要部分（经济维度在开放指数中的权重高达 0.7988）。所以，

GDP等经济总量指标比其他指标更适合计算经济体在开放指数中的权重。

以不变价GDP统计数据计算经济体的权重，既能够测度经济体真正的重要

性，也可以确保权重较为稳定。同现价GDP相比，特定时期内GDP的核算均选

用特定基年的价格，可以反映该时期内GDP的物量水平及其变动，而不会同时混

有物价水平的变动。此外，从经济活动的特点来看， 特定时期内物量变动的速度

一般不会较高，具有相对较高的稳定性。因此，基于不变价GDP统计数据计算的

经济体权重，较好地测度了相关经济体在特定组别经济体整体中的相对重要性。

世界开放指数所涉各经济体不变价GDP统计数据来自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

议（UNCTAD）(1)，系根据联合国经济和社会部统计司出版的《国民账户主要总量

数据库》（National Accocongunts Main Aggregates Database）估算。

世界开放指数2022年开始采用2015年不变价GDP数据作为经济体权重计算

(1)  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数据库（UNCTADstat），https://unctadstat.unctad.org/wds/ReportFolders/

reportFolders.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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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此前则采用2010年不变价GDP数据。截至本指数2022年数据编制之时，

部分经济体基于 2015年不变价核算的 2022年GDP数据尚未发布，各经济体本

币计价的2022年GDP实际增速（《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2023年4月发布）被用来推算该数据序列，缺失数据以2021年数值替代。

2. 经济体组内变动对开放指数计算的影响

按经济体组别编制开放指数，会遇到相关组别内部成员变动过频问题。

比如，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新增成员，高收入经济体（或中等偏上收入

经济体、中等偏下收入经济体、低收入经济体）内部成员增加或减少，都会使

相应组别开放指数的样本发生调整，进而降低这些指数在相关调整年份前后的

可比性。

为了读者及时跟踪经济体相关分组的最新实践，基于调整后的经济体分组

编制开放指数是必要的。当然，如有必要，我们会采取措施兼顾分组调整前后

指数序列的可比性。

四　世界开放指数样本经济体的相关分组

（以各经济体中文名拼音为序）

序

号
经济体

地理区域分组 收入分组 其他分组

北美

地区

东亚

与太

平洋

地区

拉丁美

洲与加

勒比海

地区

南亚

地区

欧洲

与中

亚地

区

撒哈拉

以南非

洲地区

中东

与北

非地

区

高收

入经

济体

中等偏

上收入

经济体

中等偏

下收入

经济体

低收

入经

济体

共建

“一带

一路”

国家

发达

经济

体

欧盟
欧元

区

二十

国集

团

七国

集团

金砖

国家

1 阿尔巴尼亚 √ √ √

2 阿尔及利亚 √ √ √

3 阿根廷 √ √ √ √

4 阿曼 √ √ √

5 阿塞拜疆 √ √ √

6 埃及 √ √ √

7 埃塞俄比亚 √ √ √

8 爱尔兰 √ √ √ √ √

9 爱沙尼亚 √ √ √ √ √ √

10
安提瓜和巴

布达
√ √ √

11 奥地利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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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经济体

地理区域分组 收入分组 其他分组

北美

地区

东亚

与太

平洋

地区

拉丁美

洲与加

勒比海

地区

南亚

地区

欧洲

与中

亚地

区

撒哈拉

以南非

洲地区

中东

与北

非地

区

高收

入经

济体

中等偏

上收入

经济体

中等偏

下收入

经济体

低收

入经

济体

共建

“一带

一路”

国家

发达

经济

体

欧盟
欧元

区

二十

国集

团

七国

集团

金砖

国家

12 澳大利亚 √ √ √ √

13 巴巴多斯 √ √ √

14
巴布亚新几

内亚
√ √ √

15 巴基斯坦 √ √ √

16 巴拉圭 √ √

17 巴林 √ √ √

18 巴拿马 √ √ √

19 巴西 √ √ √ √

20 白俄罗斯 √ √ √

21 保加利亚 √ √ √ √

22 北马其顿 √ √ √

23 比利时 √ √ √ √ √

24 冰岛 √ √ √

25 波黑 √ √ √

26 波兰 √ √ √ √

27 玻利维亚 √ √ √

28 伯利兹 √ √

29 博茨瓦纳 √ √ √

30 布隆迪 √ √ √

31 丹麦 √ √ √ √

32 德国 √ √ √ √ √ √ √

33 多米尼加 √ √ √

34 俄罗斯 √ √ √ √ √

35 厄瓜多尔 √ √ √

36 法国 √ √ √ √ √ √ √

37 菲律宾 √ √ √

38 斐济 √ √ √

39 芬兰 √ √ √ √ √

40 佛得角 √ √ √

41 冈比亚 √ √ √

42 刚果（布） √ √ √

43 哥伦比亚 √ √

44 哥斯达黎加 √ √ √

45 格鲁吉亚 √ √ √

46 圭亚那 √ √ √

47 哈萨克斯坦 √ √ √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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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经济体

地理区域分组 收入分组 其他分组

北美

地区

东亚

与太

平洋

地区

拉丁美

洲与加

勒比海

地区

南亚

地区

欧洲

与中

亚地

区

撒哈拉

以南非

洲地区

中东

与北

非地

区

高收

入经

济体

中等偏

上收入

经济体

中等偏

下收入

经济体

低收

入经

济体

共建

“一带

一路”

国家

发达

经济

体

欧盟
欧元

区

二十

国集

团

七国

集团

金砖

国家

48 韩国 √ √ √ √ √

49 荷兰 √ √ √ √ √

50 洪都拉斯 √ √

51 吉尔吉斯 √ √ √

52 加拿大 √ √ √ √ √

53 加纳 √ √ √

54 加蓬 √ √ √

55 柬埔寨 √ √ √

56 捷克 √ √ √ √ √

57 津巴布韦 √ √ √

58 科特迪瓦 √ √ √

59 科威特 √ √ √

60 克罗地亚 √ √ √ √

61 肯尼亚 √ √ √

62 拉脱维亚 √ √ √ √ √ √

63 莱索托 √ √ √

64 老挝 √ √ √

65 黎巴嫩 √ √ √

66 立陶宛 √ √ √ √ √ √

67 卢森堡 √ √ √ √ √ √

68 罗马尼亚 √ √ √ √

69 马达加斯加 √ √ √

70 马耳他 √ √ √ √ √ √

71 马拉维 √ √

72 马来西亚 √ √ √

73 马里 √ √ √

74 毛里求斯 √ √

75 美国 √ √ √ √ √

76 蒙古国 √ √ √

77 孟加拉国 √ √ √

78 秘鲁 √ √ √

79 摩尔多瓦 √ √ √

80 摩洛哥 √ √ √

81 莫桑比克 √ √ √

82 墨西哥 √ √ √

83 纳米比亚 √ √ √

84 南非共和国 √ √ √ √ √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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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经济体

地理区域分组 收入分组 其他分组

北美

地区

东亚

与太

平洋

地区

拉丁美

洲与加

勒比海

地区

南亚

地区

欧洲

与中

亚地

区

撒哈拉

以南非

洲地区

中东

与北

非地

区

高收

入经

济体

中等偏

上收入

经济体

中等偏

下收入

经济体

低收

入经

济体

共建

“一带

一路”

国家

发达

经济

体

欧盟
欧元

区

二十

国集

团

七国

集团

金砖

国家

85 尼加拉瓜 √ √ √

86 尼泊尔 √ √ √

87 尼日利亚 √ √ √

88 挪威 √ √ √

89 葡萄牙 √ √ √ √ √ √

90 日本 √ √ √ √ √

91 瑞典 √ √ √ √

92 瑞士 √ √ √

93 萨尔瓦多 √ √ √

94 萨摩亚 √ √ √

95 塞浦路斯 √ √ √ √ √ √

96 沙特阿拉伯 √ √ √ √

97 斯里兰卡 √ √ √

98 斯洛伐克 √ √ √ √ √ √

99 斯洛文尼亚 √ √ √ √ √ √

100 苏丹 √ √ √

101 泰国 √ √ √

102 坦桑尼亚 √ √ √

103
特立尼达和

多巴哥
√ √ √

104 突尼斯 √ √ √

105 土耳其 √ √ √ √

106 危地马拉 √ √

107 乌干达 √ √ √

108 乌克兰 √ √ √

109 乌拉圭 √ √ √

110 西班牙 √ √ √ √ √

111 希腊 √ √ √ √ √ √

112 新加坡 √ √ √ √

113 新西兰 √ √ √ √

114 匈牙利 √ √ √ √

115 牙买加 √ √ √

116 亚美尼亚 √ √ √

117 以色列 √ √ √

118 意大利 √ √ √ √ √ √ √ √

119 印度 √ √ √ √

120 印度尼西亚 √ √ √ √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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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经济体

地理区域分组 收入分组 其他分组

北美

地区

东亚

与太

平洋

地区

拉丁美

洲与加

勒比海

地区

南亚

地区

欧洲

与中

亚地

区

撒哈拉

以南非

洲地区

中东

与北

非地

区

高收

入经

济体

中等偏

上收入

经济体

中等偏

下收入

经济体

低收

入经

济体

共建

“一带

一路”

国家

发达

经济

体

欧盟
欧元

区

二十

国集

团

七国

集团

金砖

国家

121 英国 √ √ √ √ √

122 约旦 √ √

123 越南 √ √ √

124 赞比亚 √ √ √

125 智利 √ √ √

126 中非共和国 √ √ √

127 中国 √ √ √ √ √

128 中国澳门 √ √ √

129 中国香港 √ √ √

本表小计（个） 2 19 23 5 43 25 12 49 39 30 11 98 36 27 19 19 7 5

全球总计（个） 3 37 41 8 58 48 21 82 54 54 26 152 41 27 19 20 7 5

注：

1. 单元格内容为√者，说明相应经济体属于本表第2行相应单元格所示组别的样本，反之则

不属于该组别的样本。

2. 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统计截至2023年8月18日。

3. 全球经济体总数：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涵盖217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

展望》涵盖196个（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155个、发达经济体41个），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

议数据库“产出与收入”涵盖221个（https://unctadstat.unctad.org/）。

4. 同《世界开放报告2022》附录四相比：高收入经济体总数从80增至82，低收入经济体从

28降至26，中等偏下收入经济体数量和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数量仍各为 54，相关分组详情参见

如下数据来源1；发达经济体总数从40增至41（增列克罗地亚），相关分组详情参见如下数据来

源3。

数据来源：

1.区域分组和收入水平分组，来自世界银行：https://datahelpdesk.worldbank.org/knowledgebase/

articles/906519-world-bank-country-and-lending-groups；

2.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清单，来自中国“一带一路”网：https://www.yidaiyilu.gov.cn/

country；

3.发达经济体、欧盟、欧元区、七国集团成员清单，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https://www.

imf.org/en/Publications/WEO/weo-database/2023/April/select-country-group。

续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