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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辨析了关于中国对外开放起始时间的不同观点，指出关键在于对外开

放概念的模糊。 本文认为对外开放是与市场经济相联系的概念，是一国市场经济关系在对

外经贸领域的延伸，是一国为保障独立市场主体平等地参与国际市场竞争而做出的一系列

制度安排，其形成关键是该国经济体存在大量自主从事对外经贸活动的独立市场主体。 因

此，１９７８ 年才是中国从封闭半封闭状态转向全方位开放的历史转折点。 基于此，本文详细梳

理了 １９４９ 年至今中国外贸领域独立市场主体的消灭与再造进程，从经济史角度证实了 １９７８
年是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历史转折点，更证实了市场经济与对外开放的共生共存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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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改革开放”这一概念的形成、完善是一个历史过程。 但以 １９７８ 年为起点，是有据可查的，也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关于改革

开放概念的历史演变，参见胡国胜：《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概念的历史演变与话语建构》，《教学与研究》２０１８ 年第 １２ 期。

②　 赖海隆：《唐闻生：中国开放源头始于一九七二年》，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ｚｉｙｅｘｉｎｇ. ｃｏｍ ／ ｍａｏｚｅｄｏｎｇ ／ ｍａｏｚｅｄｏｎｇ＿３２. ｈｔｍ，最近访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９ 月 ２７ 日。

③　 江小娟：《新中国对外开放 ７０ 年：赋能增长与改革》，《管理世界》２０１９ 年第 １２ 期。 但江小娟也有观点认为对外开放从 １９７８

年开始。 参见江小娟：《对外开放：争议问题再讨论与未来展望》，《经济研究参考》２０２０ 年第 ２ 期。

④　 孙玉琴、赵崔莉：《中国对外开放史》第 １ 卷，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２ 年版，“前言”第 １ 页。

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 开放与改革并列，共同决定了 １９７８ 年以来

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方向，并成为我国此后的基本国策，也是这一历史时期的时代特征之一。 因此，
１９７８ 年，是中国从封闭半封闭转向全方位开放的历史转折点。 这一认识，不仅见诸于国家领导的讲

话以及中共中央有关决议和文件，①而且也是 ４０ 年来中国学术界较为普遍的共识。
然而，对于多年来被视为共识的上述判断，近年来却出现了不同意见：唐闻生认为“中国改革开

放始于一九七八年，但中国开放源头应从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八日中美签署《上海公报》算起”。②江

小涓认为，中国自 １９４９ 年起就始终是对外开放的。③孙玉琴等认为中国的对外开放始于西汉，１９４９—
１９７８ 年为封闭与半封闭的有限开放，１９７２—１９７８ 年是对外开放的准备期，１９７８ 年后才是自主对外开

放，是真正的对外开放。④

从这些不同意见可以看出，中国的对外开放到底始于何时，不是一个简单的时点问题，而是一个

关系到何谓对外开放的理论问题。 如果始于 １９７２ 年，那就意味着，对外开放可以是计划经济体制的

一个选择；如果认为中国自 １９４９ 年起就一直是对外开放的，那意味着中国的计划经济时期始终是对

外开放的。 那么，对外开放不仅与市场经济体制兼容，而且与计划经济体制兼容。 如果认为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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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开放始于西汉，则更意味着：对外开放是一个相容于任何经济制度的概念。
进一步讲，以上说法似乎也可以带来如下认识：如果人类历史上的任何时期、任何经济制度，不仅都

可以，而且都是对外开放的，那么将开放与改革并列，且作为一个时代的特征，就不准确了。 认为十一届

三中全会以来，中国仅仅进行了经济改革，似乎更合理。 然而，回顾 １９７８ 年以来的历史，似乎并非如此。
有感于此，本文拟从经济理论及经济史的角度对对外开放这一概念进行探讨。

一、对外贸易与对外开放：概念辨析

上述关于中国对外开放起始年份的不同看法应是基于学者们对对外开放概念的不同认知。 当

然，对外开放就广义而言，应当包括一个国家与外部世界的全面交流，包括商品、资金、技术等经济方

面，还有政治、文化、教育、体育、军事等方面，①正如有些学者认为，它“绝不是，也不可能只是一个经

济概念”；②要从发展战略、历史趋势和客观状态三方面内容统一认识，才能理解对外开放作为发展战

略的全部内涵。③ 但笔者认为，１９７８ 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其初衷是解决中国的经济发展问题，故其核

心内容应是经济层面的。 鉴于此，本文对对外开放的理解与探讨仅考虑经济层面的相关内容，即从

经济学的角度对其进行分析。
有学者认为对外开放就是按照客观规律办事，把我国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与世界商品经济挂钩，

充分利用国际市场（包括商品市场、货币与资本市场、科技和信息市场、劳务市场）上的各种有利因素

和条件，促进我国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④ 也有学者认为，新时期的对外开放则表现为生产的国际

化、国际贸易的全球化、金融的全球化、政策协调的国际化，以及信息、人员跨国流动的自由化。⑤ 但

笔者认为这些只是对对外开放概念的描述与归纳，或仅是意见和说法，作为社会科学的概念，还需要

更严谨的论证。
首先对对外开放始于 １９７２ 年、１９４９ 年及西汉的观点进行辨析。
对外开放始于 １９７２ 年的主张者认为，１９７２ 年尼克松访华，签署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中美《上海

公报》。 从此，中国逐步向世界打开了大门。 这里所说的，显然不能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对外开放。 因

为，尼克松访华之后，中国的经济体制及运行方式———不论是国内经济还是对外经贸领域———都没

有发生任何变化。 即使说“中国开放源头应从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八日中美签署《上海公报》算起”，
也值的商榷。 一国总统来访甚至两国建立外交关系，能否导致本国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上的

变化与开放，不是本文的研究内容。 但参考一下其他国家的情况，或有启发。 英苏建交于 １９２４ 年、
美苏建交于 １９３３ 年，当时的苏联并未因与英美建交而改变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体制。 相反，在此期

间内，苏联结束了新经济政策，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推行农业集体化，使本国经济全部转入计

划经济，各方面的开放与之前相比并无明显进步。 对外开放，是一个主权国家自主的政策选择，尽管

外因对它不无影响，但从来不是决定因素。
认为对外开放始于 １９４９ 年，甚至西汉的观点，是基于 １９４９ 年或西汉时期，中国就存在与外部世

界在商品、资本、技术、人才等方面的交流。 这种看法确实是从经济角度出发的，但仍值得斟酌辨析。
一个国家是否需要进出口商品、服务，首先是本国生产结构与消费结构的匹配问题。 即使在自

然经济条件下，基本上自给自足的家庭农户也存在着部分交换需要。 考古学研究指出：早在公元前

３０００ 多年，文字尚未诞生的新石器时代，商品交换就在亚洲大陆不同部族之间出现了。 在二里头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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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岗早期国家时代，“金属制品的生产和流通也促进了社会复杂化的发展。 金属饰品、工具和武器

显然在青铜时代受到珍视。 贵族阶层对这些物品的需求，导致其对相关资源和贸易路线的控制，从
而进一步促进了跨地区的交流。”“中华文明并不是孤立演化的。 在 ２０００ 多年前连接古代中国王都

和罗马帝国的洲际贸易路线（１９ 世纪以来被称为‘丝绸之路’）被开通之前，中国与其周边地区的交

流就已发生了。”①１５ 世纪的地理大发现，尤其是 １８ 世纪英国工业革命以后，世界范围的贸易往来日

益频繁，世界越来越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日益普遍。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

发展程度。 这个原理是公认的。 然而不仅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而且一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

部结构都取决于它的生产以及内部和外部交往的发展程度。”②“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
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
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取代了”。③ 在这样的时代，即使是计划经济国

家，也必须参与以使用价值交换为目的的国际经贸往来，苏联在其存在的 ７０ 多年里，即使在实行严

格的计划经济时期，也没有中断过进出口。 苏联的工业化更是严重地依赖从欧美发达国家成套的设

备进口，为此不仅大量出口谷物、木材和石油，而且还通过兴办全苏外宾商品供应联合公司，从国内

百姓手中大量收购艺术珍宝和金币、宝石、钻石、珠宝等，用于进口设备。④ 并且，随着大量进口成套

设备，大批的欧美技术专家也参与了苏联的工业化建设。
计划经济时期，中国不仅与苏东国家有广泛的经贸往来，同时也始终积极地与英国、荷兰、日本、缅

甸、印度等非计划经济国家开展经贸往来。 中国不仅从苏联、东欧，而且从日本、德国等进口引进了大量

成套设备、技术专利，这些国家也根据合同派出了大批技术专家提供技术服务。 同期，中国与一些计划

经济国家还合办了一些合资企业，如 １９５１ 年成立，发展至今的中波合资轮船运输公司（现名为中波轮船

股份公司），还有中苏金属公司、中苏石油公司、中苏民航公司和中苏轮船公司等。⑤ 该时期中国的对

外经贸往来，不仅是商品、服务的进出口，也包含了资本、技术、人才与信息方面的交流。⑥ 因此，从对

外经贸往来的内容上看，计划经济时期与非计划经济时期，并没有太大差别。
从对外经济联系的数量上看，即使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经济的贸易依存度也并没有远低于其

他大国。 １９７９ 年，我国的外贸依存度（进出口总额 ／国民生产总值）为 １２. ３９％ ，其中出口依存度为

５. ５５％ ，进口依存度为 ６. ８５％ 。 同年，美国与印度的外贸依存度分别是 １６. ８６％和 １４. ３２％ 。⑦ 可见，
即使与同期的非计划经济国家相比，无论是与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外贸依存度与其差

距都不大。 中、美、印都是幅员广大且人口众多的大国，它们的外贸依存度比较接近，说明对外经贸

往来的强度可能主要是与资源禀赋和技术水平有关，而并非对外开放与否所决定的。
但是，有对外经贸往来并不等于就是对外开放。 任何国家和地区，由于本国生产与需求上的不

匹配，都存在着与国外物质交换的需求。 如若将简单的互通有无，就视为对外开放，那么对外开放则

不能成为一种政策选择，对中国来讲，可能此种对外开放的起始时间要更早，远不止于西汉。 所以，
一个国家与其他国家是否存在着物质交换（进出口）以及其进出口数量的多寡，都不能证明其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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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了对外开放政策。
能够与改革并列，成为开创一个新历史时期基本国策的对外开放，应是一种政策选择、经济体制

安排。 作为政策选择和经济体制安排，对外开放之所以与改革连在一起，成为 １９７８ 年这个伟大历史

转折的标志，是因为经济体制是一个统一整体。 一国在国内经济领域实行何种政策、何种体制，它在

对外经济领域也就必须实行与之相匹配的政策和体制。 前者决定了后者，后者从属于前者。
“交换”和“组织”是人类长期实践，逐渐形成的处理社会成员互动关系的两种行为方式、制度类

型。 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是在整个社会经济制度层次上与之对应的两种资源配置方式。 计划经济

的特征在于实现全社会的单一科层化，用行政指令指挥整个社会经济活动。 为了实现统一计划，计
划经济必须禁止企业的自主交易。 如果允许自主交易，企业就面临着两种选择：是完成国家下达的

计划任务还是企业的自主交易？ 如果允许自主交易，在物资短缺情况下，必然诱使企业偏向计划外

生产，久之势必影响经济整体计划，最后使之瓦解。 企业国内的自主交易尚且如此，更何况与国外的

自主贸易。 但是，本国资源禀赋结构、生产与需求之间的结构性缺口又决定了该国必须与国外进行物

质交换。 因此，实行贸易统制与垄断就成为计划经济的必然选择。 现实做法是成立直属计划当局的外

贸公司，按照国家制定的进出口计划，收购出口产品，统一出口，按照计划，统一进口。 所有进出口产品

的价格涨跌、收支盈亏都与国内企业无关。 这样，就切断了国内企业与国际经济的直接联系，既实现了

与国外所必需的物质交换，又保证了国内企业能在一个封闭的经济环境里完成国家计划。 因此，计划经

济下的对外贸易，仅仅是外贸部门按国家计划对使用价值进行国际交换，并没有市场经济条件下独立市

场主体的市场行为，也就没有企业对价值、价值增值和利润的追求。 它尽管存在对外贸易，但仍然是封

闭经济。
闭关自守是计划经济的应有之义，是一个从属于计划经济体制的概念。 反之，对外开放应是一

个与市场经济相联系的概念，从对内、对外经济体制的内在一致性而言，对外开放也从属于市场经

济，二者共生共存。 因此，就中国的情况而言，改革必然与开放相联系，与开放并称。 这也就赋予改

革明确的概念规定性：改革是以市场经济为取向的。
市场经济要求对外开放。 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以大量篇幅描述了诞生于中世

纪末期新兴的市民阶级如何为追逐利润而扩大生产，拓展贸易，从本地市场迈向世界市场，他们走出

国门，奔走于世界各地，不断开拓市场，通过扩大市场，增加需求，推动技术变革，增加供给，彼此循环

往复，逐渐“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变成世界性的”，不断地把整个世界的经济都转变为市场经

济，使“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和各方面

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①

市场经济天然地要求对外开放，是因为市场经济产生于新兴市民阶级对利润的追逐，是一种为

价值增值而进行的生产与交易行为。 他是众多企业的行为，企业通过市场竞争而获利，为了能够低

买高卖，他们必须在更大市场范围寻找更低价格的要素供给，并通过扩大市场来增加需求，在更大的

市场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实现最大的价值增值，是参与市场竞争厂商的内在要求。 不断地拓展市

场的广度和深度，增加需求、发展供给，是以价值增值为目的的商品生产，发展成为市场经济的内在

要求。 市场经济必然是对外开放的，因此，市场取向的改革必然要求对外开放。
因此，从经济学的角度定义，对外开放是一国市场经济关系在对外经贸领域的延伸，是一国为保

障独立市场主体平等地参与国际市场竞争而作出的一系列制度安排。 对外开放真正成形的关键是

经济体存在大量独立的市场主体，对外开放和市场化改革的进程就是培育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独立

市场主体的过程，其阶段性结果就是多元独立市场主体的形成，其深化则是国内与国际市场竞争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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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安排的趋同，他们自主地在国内外市场竞争经营，追逐最大限度的价值增值。
根据以上认识，可以得出结论，中国的对外开放既不是始于 １９７２ 年，也不是始于 １９４９ 年或西汉

等。 因为，不管是在 １９４９ 年、１９７２ 年，还是在传统社会时期，中国主导的经济方式都不是市场经济，
这些时期对外经济交往的目的主要在于使用价值的交换，将其认为是对外开放显然略显牵强。 中华

人民共和国的对外开放，始于 １９７８ 年，因为 １９７８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改革是以市场经济为导向。
１９７８ 年，是从封闭半封闭转向全方位开放的历史转折点。 本文将从中国实践的历史事实对对外开放这

一概念作进一步的论述与证明。

二、从贸易统制走向封闭经济：１９４９—１９７８
近代中国“是在列强炮舰政策的压力下被迫开放的”，“外国的侵略使中国在不平等的条件下开

放”，①被动地卷入了西方列强主导的世界范围的市场经济，“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

建的社会”。② 一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长期坚持抗战，赢得举世尊重，为废除不平等条约创造

了条件，实现了主权的初步独立。 因此，１９４９ 年以前，中国对外经济关系的重点是争取主权独立与确

保国家权益。 这一历史背景深刻影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选择。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人民共和国的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没有对外贸易的统

制政策是不可能的。”“对内的节制资本和对外的统制贸易，是这个国家在经济斗争中的两个基本

政策。”而且，这不是一个短期临时的政策。 “只有待经济上获得了广大的发展，由落后的农业国变

成了先进的工业国，才算最后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而欲达此目的，没有对外贸易的统制是不可

能的。”③

１９４９ 年 ２ 月，《中共中央关于对外贸易的决定》中提出：“对外贸易应由国家经营和管制。 在目

前国家尚不能经营的某些贸易，以及由私人经营无害或害处不大的某些贸易，应该在国家管制之下

允许私人经营。”④１９４９ 年 １０ 月，中央贸易部成立（后改组为对外贸易部），统一管理全国的对外贸易

工作，“实行对外贸易的管制，并采用保护贸易政策”。⑤ 外商企业先后退出外贸领域或被收购。
１９５０ 年，外商直接经营的进出口贸易总额为 ４９９６ 万美元，１９５１ 年降为 １５９１ 万美元，１９５２ 年降至 ５２４
万美元，分别占对资本主义国家贸易总额的 ６. ５２％ 、１. ７０％ 、０. ９６％ 。⑥ 外资企业基本退出了中国的

对外贸易。 对于私营外贸企业，政府采取许可证制度、保护关税、海关货运监督等措施加强管理，并
推行公私合营。 据统计，１９５０ 年，私营企业进出口占外贸总额的 ３３. １２％ 。⑦ １９５２ 年，国营占 ９２％ ，
私营占 ８％ 。 私营外贸企业只限于对资本主义国家贸易，约占对资本主义国家贸易额 ５０％ ，并以出口

为主。⑧ １９５３ 年，国家开始了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加强对进出口货物、外汇的管控，对私

营进出口商采取转业与“包下来”的方针，将其逐步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轨道。 从此，私营进出口商已

不再是独立的市场主体，国家垄断的外贸体制基本形成。 １９５６ 年，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完成后，实行

国营外贸公司和公私合营外贸公司合署办公，中国的进出口业务完全由国营外贸专业总公司及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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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经营，形成了管理与经营合一的高度集中的对外贸易体制。①

与此同时，１９５３ 年，根据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一化三改”）安排，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

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 到 １９５６ 年底，“三大改造”完成，独立自主的市场主体不复存在，自上

而下地建立了计划经济体制，国民经济转入计划经济体制轨道，对外经贸活动由国营公司垄断。 此

时，尽管中国的对外贸易仍然存在，但是国内各经济单位与国外的直接经济联系被切断了。 国际市

场变化、价格波动，对国内企业的生产经营决策及盈亏不产生任何影响。

三、从封闭经济走向对外开放：１９７８ 年至今

１９５３ 年，中国对外贸易总额为 ２３. ７ 亿美元，占世界贸易总额的 １. ５％ ；１９６０ 年降至 １％ 以下，
１９７０ 年为 ０. ７％ ，１９７５ 年为 ０. ８％ ，１９７７ 年再降至 ０. ６％ ；②１９７８ 年，中国出口贸易占世界的 ０. ７６％ ，
在世界出口贸易中排第 ３１ 位，低于南朝鲜、新加坡、巴西和香港地区。③ 出口贸易世界占比的下降，
并非因为那时中国不需要外汇。 相反，外汇紧缺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

重要瓶颈，贸易占比下降，只能说明从 １９４９ 年到 １９７８ 年，近 ３０ 年间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是缩小

了，而是扩大了，“经济上的差距不止是十年了，可能是二十年、三十年，有的方面甚至可能是五十

年”。④ 对外开放成为改善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
（一）走向对外开放的思想前提

任何重大的体制变革，尽管有特定历史背景，是时代的需要；但是，面对着相同的社会经济问题，
决策者的价值倾向、对问题的认识、对政策的选择，仍然极其重要。

１９７６ 与 １９７７ 年之交，面对濒临崩溃的国民经济，尽管高层意识到中国经济出现了严重问题，但
政策取向却大为不同。 有观点要坚持“文革”时期的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以阶

级斗争治国；有观点认为是“文革”破坏了既有计划经济，要拨乱反正，把被“四人帮”颠倒的是非再颠

倒过来，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新八字方针，基本思路是完善计划经济，回到“文革”前去；有观

点则认为应反思“文革”前的计划经济的成败得失，必须改革开放。 １９７７ 年 ９ 月，邓小平指出，我们已

经损失了 ２０ 年，“不搞关门主义，不搞闭关自守，把世界上最先进的科研成果作为我们的起点，洋为

中用，吸收外国好的东西，先学会它们，再在这个基础上创新，那末，我们就是有希望的”。 １９７８ 年 ３
月，邓小平会见挪威外交大臣努特·弗吕登伦时指出：“战略上，我们的观点明确得很。 我们对自己

有清醒的估计，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需要同西方世界合作。”⑤１９８８ 年 ６ 月，邓小平总结历史经验，
要求进一步改革开放，更是直接点明：“从 １９５７ 年下半年开始，我们就犯了‘左’倾的错误。 总的来

说，就是对外封闭，对内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制定的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⑥

邓小平将“左”的错误表现之一总结为“对外封闭”。
反思不仅需要回顾过去，而且需要横向比较，需要睁眼看世界。 闭关自守不仅严重束缚了经济

发展，而且僵化了人们的思想。 从 １９７７ 年开始，中央领导人多次出访。 １９７８ 年 ２ 月，国家计划委员

·９５１·

论市场经济与对外开放：基于中国实践的经济史考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１９５２ 年 ８ 月，对外贸易部成立后，按照各大类商品分工经营原则，对原专业进出口公司进行调整，原中央贸易部所属茶叶、
丝绸、畜产、矿产等专业公司划归对外贸易部领导，经营对外贸易且兼营国内贸易，中国进出口公司专营对外贸易业务。 对外贸易部

还先后分别成立专营对外贸易业务的中国机械进口公司、中国五金电工进口公司（后改组为中国五金进口公司）、中国技术进口公

司、中国仪器进口公司、中国土产出口公司、中国粮谷油脂出口公司、中国食品出口公司、中国陆运公司和中国海运公司（后改组为中

国对外贸易运输公司和中国租船公司）。 这些专业进出口公司及其分公司承担中国所有的进出口业务。
Ｎ. Ｌａｒｄｙ，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 Ｃ：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１９９４， ｐ. ２．
《中国对外贸易经济概论》编写组编：《中国对外贸易经济概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１９８０ 年版，第 １１６ 页。
《邓小平文选》第 ２ 卷，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４ 年版，第 １３２ 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１９７５—１９９７）》（上），中央文献出版社 ２００４ 年版，第 ２１０、２８７ 页。
《邓小平文选》第 ３ 卷，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３ 年版，第 ２６９ 页。



会提出，“有计划地组织干部到国外考察”，以考察美国、西欧和日本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及改革

中的东欧国家为主。 如谷牧为团长的西欧五国考察团、李一氓为团长的南斯拉夫与罗马尼亚考察团

等，多个地方的各部门也多次组团考察发达国家。 出访之前，高层尚未充分意识到计划经济体制存

在问题，也意识不到对外开放的重要性。① 回国后，考察团实事求是地报告了发达国家情况，引起高

层思想震动与转变，②促进了对外开放的启动。
１９７８ 年 ５ 月展开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有力地冲破了“左”倾错误思想的束缚，为对外开放奠定了思

想基础。 大约 １９７８ 年 ５ 月间，邓小平对于实行对外开放的“决心已经下定”，“他正在思索和考虑的

不是‘要不要开放’，而是‘怎么搞对外开放’的问题”。③ １９７８ 年 ７—９ 月，国务院务虚会系统讨论了

与国外经济合作问题。④ 国务院全国计划会议确立了“从那种不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经济技术交流

的闭关自守或半闭关自守状态，转到积极地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利用国外资金，大胆地进入国际市

场”的政策。⑤ １９７８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邓小平会见西德新闻代表团时首次正式提出“实行开放政策”，
“现在是我们向世界先进国家学习的时候了”，“关起门来，固步自封，夜郎自大，是发达不起来的”，
“要引进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先进装备，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⑥ 决策层的思想转变推动了政策调

整。 外贸部长李强 １９７８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在香港向世界宣布了我国外贸、外资政策的重大转变：“今天我

们做贸易有了很大转变，采取了很多灵活的做法。 不久以前，我们在外贸上还有两个‘禁区’，第一，
政府与政府之间的贷款不干，只有在银行与银行之间的商业贷款；第二，外商在中国投资不干。 最

近，我们决定把这两个‘禁区’取消了。 基本上，国际贸易上的惯用的做法都可以干。”⑦此后，中国对

外贸与外资实行世界通行规则，“惯用的做法都可以干”。 随后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在自力更生

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⑧

（二）对外开放：再造多元独立的市场主体

计划经济下的封闭自守，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国营外贸公司垄断，切断了国内各经济单位与

世界经济的直接联系。 对外开放即是一国市场经济关系在对外经贸领域的延伸，也是一国为保障独

立市场主体平等地参与国际市场竞争而做出的一系列制度安排。 因此，从封闭自守走向对外开放的

过程中，一系列的体制改革、制度创新，最终目的就是再造直接从事国际经贸活动的独立市场主体，
使之成为中国从事对外经贸活动，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主体。

近 ３０ 年的计划经济，不仅使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独立自主的市场主体消失，而且使改革开

放之初的国人普遍缺乏从事市场经济活动的知识，更不用说参与世界市场经济活动的经验。 这是中

央决定实行对外开放之后面临的最大实践困难。 由于知识更新是渐进的，因此，对外开放也只能逐

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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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学习外国经验与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道路———访袁宝华同志（三）》，《百年潮》２００２ 年第 １１ 期。
１９７８ 年 ７ 月 ６ 日—９ 月 ９ 日的国务院务虚会上可以清晰看出高层的思想变化，并在此次会议和稍后的全国计划会议上达成

对外开放的一些共识。 曹普：《谷牧与 １９７８—１９８８ 年的中国对外开放》，《百年潮》２００１ 年第 １１ 期；于光远：《我亲历的那次历史转

折》，中央编译出版社 １９９８ 年版，第 ６７—７１ 页。
谷牧：《小平同志领导我们抓对外开放》，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回忆邓小平》（上），中央文献出版社 １９９８ 年版，第 １５６ 页。
李先念亲自主持了会议，他的总结报告首先提出了“在重点国家要设立经济贸易的常设机构”的意见。 《在国务院务虚会上

的讲话》，《李先念文选（１９３５—１９８８）》，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９ 年版，第 ３２４—３３６ 页。
马齐彬等编写：《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１９８９ 年版，第 ４３１ 页。
从上下文可以看出，“开放政策”是德国新闻代表团根据邓小平的谈话内容总结出的概念，邓小平对之予以肯定：“你们问我

实行开放政策是否同过去的传统相违背。 我们的作法是，好的传统必须保留，但要根据新的情况来确定新的政策。”《邓小平文选》第
２ 卷，第 １３２—１３３ 页。

李强：《突破“禁区”，为四个现代化大干贸易》，《经济导报》１９７８ 年第 ５０ 期。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委员会公报（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通过）》，《人民日报》１９７８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第 １—２ 版。



１. 在地域上，实行从四个特区向沿海全部地区，再向部分沿边地区，最后推广至全国的渐进开放

过程。 １９７９ 年 ７ 月 １５ 日，中央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试办经济特区，扩大广东、福建两省外贸

权限。 １９８４ 年初，邓小平先后视察了深圳、珠海和厦门特区，不仅做出判断，“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

策是正确的”，还要求“特区要办的更快些更好些”，而且决定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地区。 同年 ５ 月，
国务院扩大深圳等特区范围，增加开放天津、上海等 １４ 个沿海港口城市。① 同年 １０ 月，十二届三中

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将对外开放确定为我国的“长期基本国策”。②

经济特区和沿海港口城市的开放与成就促进了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的形成。 １９８５ 年，国务院

开辟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三角地带等为沿海经济开发区。 １９８７ 年 １０ 月，“十三大”报告指

出：“当今世界是开放的世界。 我们已经在实行对外开放这个基本国策中取得了重大成就。 今后，我
们必须以更加勇敢的姿态进入世界经济舞台，正确选择进出口战略和利用外资战略，进一步扩展同

世界各国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技术合作与贸易交流，为加快我国科技进步和提高经济

效益创造更好的条件。”年底，国务院将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三角地带由原来的“小三角”
扩大为“大三角”，完全开放珠江三角洲、闽南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 １９８８ 年 ３ 月，国务院正式确立了

沿海地区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战略决策，③将沿海经济区扩大到山东半岛、辽东半岛以及河北、广西等

沿海其他地区；设海南省，并将海南省辟为全国最大的经济特区。 １９８９ 年，国务院批准福建省在沿海

地区设置台商投资区。 至此，我国开放了全部沿海地区。
１９９０ 年，国务院决定开放浦东，带动了整个长江流域的经济发展。 １９９１ 年，又批准上海外高桥，

深圳福田、沙头角，天津港设立保税区，发展保税仓储、保税加工和转口贸易。 同年，国务院确定了沿

边开放政策，宣布开放满洲里、丹东、绥芬河和珲春四个北部口岸。 １９９２ 年，所有内陆省会城市与自

治区首府对外开放；正式开放吉林珲春，黑龙江绥芬河、黑河，内蒙古满洲里，广西凭祥、东兴等 １３ 个

沿边城市。 此后，又陆续开放了一大批符合条件的内陆县市。 ２０００ 年后，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到西

部地区。 加入 ＷＴＯ 后，中国形成了沿海、沿江、沿边与内陆地区相结合的东西南北中全方位、多层次

的对外开放格局。
２. 大力吸引外商投资，既引进了新的市场主体与竞争主体，也促进了国内市场主体的再度兴起

与发展。 １９７９ 年，我国开始采用国际通行的方式利用国际资本，尤其是外商直接投资。 １９７９ 年 ７ 月，
全国人大五届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④一周后即付实施，这是新中国第一部利用

外资的法律，它以法律形式向世界宣告：欢迎外商来华投资。⑤ １９８０ 年，第一批外商投资企业宣告成

立。 至 １９８１ 年底，经批准举办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有 ４８ 家（不包括经济特区的 ３５ 家）。⑥ 到 １９８２
年，我国对外借款协议金额累计达 １３５ 亿美元，建设项目 ２７ 个，签订举办中外合资企业合同 ９２２ 个，
协议金额 ６０ 亿美元。⑦ 此后，吸引外资数量不断增加。 １９８７—１９９１ 年全国吸收外商投资协议金额

３３１. ６ 亿美元，实际使用外资金额 １６６. ８ 亿美元。⑧ １９９１ 年，实际吸收外资首次突破 １００ 亿美元，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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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ｔａｔｓ. ｇｏｖ. ｃｎ ／ ｚｔ ＿１８５５５ ／ ｚｔｆｘ ／ ｑｚｘｚｇｃｌ６０ｚｎ ／ ２０２３０３ ／ ｔ２０２３０３０１ ＿
１９２０３８１. ｈｔｍｌ，最近访问时间：２０２３ 年 ９ 月 ２７ 日。

《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１９８４ 年 １０ 月），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ｔｅｓｔ ／ ２００８ － ０６ ／ ２６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１０２８１４０. ｈｔｍ，最近访

问时间：２０２３ 年 ９ 月 ２７ 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１ 年版，第 ２３、１６０ 页。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公厅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１ 年版，第 １７５ 页。
香港资本早在 １９７８ 年初就在珠海投资设立了香洲毛纺厂。 孙观华、邱靖基：《广东省国外来料加工工业情况和问题》，《经

济研究参考资料》１９７９ 年第 １４０ 期。
汪一鹤、许锷、周鉴平：《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１９８４ 年版，第 ９３—９４ 页。
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１９８８》，中国统计出版社 １９８８ 年版，第 ５５９ 页。
王子先：《利用外资对我国制度创新的重要意义》，《开放导报》２００８ 年第 ４ 期。



到 １１３ 亿美元。① ２０２０ 年，超过美国，居全球之首，我国已连续 ２９ 年吸引外资居发展中国家首位。②

加入 ＷＴＯ 后，跨国公司已将中国作为投资的首选地。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中国累计设立外商投资企

业达 １００. ２ 万家，累计实际使用外资金额达 ２. ２９ 万亿美元。③ 大量外资进入中国设立企业，成为国

内市场主体，带来大量新的知识、技术与人才，其运营与管理成为国内企业学习与模仿的版本，促进

了国内市场主体的再度兴起与发展，推动国内各种制度安排与国际接轨，向市场经济制度转变，推动

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逐步完善。④

３. 打破对外贸易的国家垄断经营，再造对外贸易的多元市场主体。 引进外来市场主体之外，更
重要的是再造本国直接从事国际经贸活动的独立市场主体。 与多数突变式转轨的经济体不同，中国

的市场化与对外开放是渐进的，故而其直接从事国际经贸活动独立市场主体的再造体现为从中央统

一管理的外贸公司垄断，到中央各部委及地方所属国有企业参与国际经贸活动，再到国内独立市场

主体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并最终发展成为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主体。
多元市场主体的再造离不开外贸管理机构的改革，与外贸管理权与经营权的逐步下放。 １９７９

年，中国开始改革外贸行政管理机构，１９８２ 年成立了对外经济贸易部，专门行使对外经贸行政管理职

能。⑤ １９７９ 年 ７ 月，中央决定试办经济特区，扩大广东与福建两省外贸权限，两省有权安排和管理本

省对外贸易。 １９８１ 年，外贸行政管理权下放扩大到京、津、沪三个直辖市和山东、辽宁、广西等沿海省

份。 １９８８ 年 ５ 月，为全面推行对外贸易承包经营责任制，国务院授予直辖市、沿海省份的外经贸部门

审批权，它们可以批准成立从事本地区进出口业务的外贸企业，并授予外贸经营权；另外，还相继扩

大了地方对外资企业的审批权、配额及许可证的分配权，对外贸行政管理实行分级制，对外经济贸易

部对外贸经营由直接管理转为间接管理。 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期开始，国家大幅度减少指令性计划，
实施指导性计划。 据世界银行统计，１９８６ 年，中国出口贸易的 ６０％受指令性计划控制，２０％受指导性

计划控制；进口贸易的 ４０％由指令性计划控制，３０％受外汇分配机制的调控。 到 １９９２ 年，受指令性

计划控制的进口商品占进口总额的比重降至 １８. ５％ 。⑥ 到 １９９４ 年，实现了汇率并轨，所有的指令性

计划全部取消，国家只对外贸企业进出口总额、出口收汇和进口用汇下达指导性计划。 ２００４ 年，即中

国加入 ＷＴＯ 后的第三年，国家全面放开外贸经营权，对外贸易从特殊行业变成了普通行业，并按照

国际通行规则管理。
随着外贸管理机构的改革，外贸管理权与经营权下放。 工贸公司、综合性贸易公司和隶属于不

同部门的外贸公司及其各类服务公司组成的外贸公司先后成立，并向民营企业开放外贸领域，打破

对外贸易国家垄断经营的局面，促进外贸企业相互竞争，形成多元市场主体。 该过程分 ３ 个阶段。
第一阶段，１９７８—１９８４ 年，主要是中央部委外贸公司的兴起，计划体制下的外贸体制开始松动。

１９７８ 年，国务院批准第一机械工业部成立中国机械设备出口公司，成为我国第一个工贸结合的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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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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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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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关于 １９９１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统计公报》 （１９９２ 年 ２ 月 ２８ 日），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ｔａｔｓ．
ｇｏｖ. ｃｎ ／ ｓｊ ／ ｔｊｇｂ ／ ｎｄｔｊｇｂ ／ ｑｇｎｄｔｊｇｂ ／ ２０２３０２ ／ ｔ２０２３０２０６＿１９０１９３５. ｈｔｍｌ，最近访问时间：２０２３ 年 ９ 月 ２７ 日。

１９９２—２０１８ 年连续 ２７ 年居发展中国家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之首。 ２０１９ 年吸收外资总额为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 ２０２０ 年

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位。 故统计为 ２９ 年。 中国国际投资促进会编著：《中国吸收外资四十年（１９７９—２０１８）》，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２０２０ 年版，第 ３３ 页；《商务部发布统计公报“十三五”时期吸收外资有望达 ６９００ 亿美元》，《人民日报》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７ 日，第 ２ 版；《联
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２０２０ 年中国成为全球最大外资流入国》，《人民日报》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２６ 日，第 ２ 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编印：《中国外资统计公报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 年印行，第 ２ 页。
李文溥、焦建华：《从开放走向市场———沿海开放地区经济体制转轨的一个案例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２００８ 年第 ４ 期。
１９７９ 年成立了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和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以加强对进出口、外汇平衡、引进技术和利用外资的管理。 １９８０

年，原属对外贸易部管理的海关管理局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直属国务院领导；原属对外贸易部的全国商品检验总局改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局，作为国务院下属的一个机构，委托对外贸易部代管。 １９８２ 年，对外贸易部、对外经济联络部、国
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和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合并，成立对外经济贸易部。

孙玉琴等：《中国对外开放史》第 ３ 卷，第 ３０６、３０９、３１０ 页。



企业。 此后，航空、科技、教育、文化、卫生和体育等部门及相关学会、协会都成立了经营某类产品的

进出口公司。 国务院先后批准了 １９ 个中央部委成立进出口公司，如中国机械设备出口公司、中国航

空技术进出口公司、中国冶金进出口总公司、中国原子能技术进出口公司、中国长城工业公司、中国

电子技术进出口公司、中国北方工业公司、中国船舶工业公司、中国丝绸公司等，对外经济贸易部所

属的专业进出口公司业务因此为其他部委所属的进出口公司所分享。 另外，特区的三资企业（指在

中国境内设立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商独资经营企业）也自动获得本企业产品

的出口权和所需设备、中间产品和原材料的进口经营权；少数大型企业（如武钢、首钢等）开始直接经

营外贸业务。 计划经济时期国家垄断经营的外贸体制开始松动。
第二阶段，１９８４—１９９８ 年，国内省级外贸公司大量兴起，拥有外贸经营权的公有制企业大量增

加。 １９８４ 年 ９ 月，国务院通知，允许其他部委成立各自领域的进出口公司，允许广东、福建、北京、天
津、上海、辽宁等省市分别成立外贸总公司，开展贸易活动。 另外，具备条件的国内大中型生产企业

也开始获得自营进出口权。① １９８６ 年，全国有外贸经营权的企业已达 １２００ 多家。② 据统计，从 １９７９
年下半年到 １９８７ 年，全国共批准设立各类外贸公司 ２２００ 多家，其中广东 ８１０ 多家、福建 ２００ 多家。③

中央部委和地方性贸易总公司尽管仍然是国有企业，但它们的出现，推动了国家独占外贸体制的瓦

解。 当然，国家对外贸的管制并未完全解除，除特区的外资企业之外，国内外贸公司全都是国有企

业。 １９９２ 年以前，国有外贸企业出口占比高达 ８３％ 。④ １９９２ 年后，中国开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更多的公有制生产企业获得外贸经营权。 到 １９９６ 年底，全国拥有外贸经营权的国内企业已有

１. ２ 万家，此外还有 １４. ５ 万多家外商投资企业拥有自营进出口权。⑤ 近 ２０ 年的对外开放，已形成了

国有外贸专业公司、地方外贸公司、工贸公司、拥有外贸经营权的公有制生产企业和三资企业并存的

格局。 它们相互独立，推动了外贸领域的市场竞争。
第三阶段，１９９９ 年至今，民营企业获得外贸经营权，逐步成为外贸进出口主力军。 １９９２ 年后，中

国开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多的生产企业获得外贸经营权。 但是，日益壮大的民营经济，
尤其是私营经济仍然被排除在外，外贸主体过于单一的传统模式没有从根本上改变。 １９９８ 年，全国

民营经济中“规模以上”⑥工业企业总产值为 １７３５８. ２０ 亿元，参与出口的民营企业有 ５６６９ 家，出口金

额达 １１１. ９ 亿美元。⑦ 但是，它们不能自营出口，只能充当国有外贸企业的货源单位，向外贸部门提

供出口货源或通过外贸代理等方式间接地参与对外贸易。 随着加入 ＷＴＯ 谈判的不断推进，国家逐

步向民营企业开放外贸领域。 １９９９ 年 １ 月，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首次批准私营企业自营进出口，⑧

分两批批准了 ６１ 家民营企业的自营进出口权，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 １９９９ 年，民营企业占全国工业

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３６. ４％ ，该年民营企业直接出口额 ６. ３ 亿美元，仅占当年全国出口总额的 ０. ３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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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８ 年，国务院批准 １９ 个中央部委成立进出口公司，均属试点性质，对外经济贸易部所垄断的专业进出口公司业务被其他

部委所属的进出口公司分享。 １９８４ 年后，国务院将成立外贸公司的权力全部下放给各个部委，对外经济贸易部的权力被大大削弱。
张幼文等：《面向世界：中国对外开放的战略选择》，高等教育出版社 １９９９ 年版，第 ８８ 页。
邓力群、马洪、武衡主编：《当代中国对外贸易》（上），当代中国出版社 １９９２ 年版，第 ７２ 页。
孙玉琴等：《中国对外开放史》第 ３ 卷，第 ３６２ 页。
张幼文等：《面向世界：中国对外开放的战略选择》，第 ８８ 页。
１９９８—２００６ 年，国家统计局将工业统计范围划分为“规模以上”和“规模以下”两部分，“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指全部国有和

年主营业务收入 ５００ 万元及以上的非国有工业法人单位。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ｔａｔｓ. ｇｏｖ. ｃｎ ／ ｚｔ ＿１８５５５ ／ ｚｔｈｄ ／ ｓｊｔｊｒ ／ ｄ１２ｋｆｒ ／ ｔｊｚｓｑｚｓ ／ ２０２３０２ ／
ｔ２０２３０２１６＿１９０８９２４. ｈｔｍｌ，最近访问时间：２０２３ 年 １０ 月 ５ 日。

尤宏兵：《民营企业出口的现状、发展环境与扩大出口对策》，《经济问题探索》２００１ 年第 ８ 期。
１９９８ 年 １０ 月 １ 日，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以 １９９８ 年第一号部长令的形式发布了《关于赋予私营生产企业和科研院所自营进

出口权的暂行规定》，１９９９ 年 １ 月 １ 日正式施行。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ｚｃｆｂ ／ ｚｃｄｗｍｙ ／ ２００２０７ ／ ２００２０７０００３１４５６. ｓｈｔｍｌ，最
近访问时间：２０２３ 年 ９ 月 ２７ 日。



进出口额仅占全国进出口总额的 ０. ５１％ 。① ２０００—２００５ 年，我国连续 ３ 次（２００１ 年②、２００３ 年③、
２００４ 年④）降低申请自营进出口权私营企业的注册资本额度，降低私营企业进出口经营资格的门槛。
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进入对外贸易领域。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全国共有 ５０２０５ 家自营进出口企业，拥有自

营进出口权的私营企业达 １０６０５ 家，占自营进出口企业总数的 ２１. １％ 。⑤

２００４ 年 ７ 月 １ 日，修订后的《对外贸易法》允许自然人从事对外贸易经营活动，⑥完全废除对非

公有经济进入外贸领域的限制，全面放开外贸经营权，外贸行业进入了完全意义上的市场竞争。
２００５、２００８ 年国务院先后采取放宽市场准入，加大财税配套等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

多种政策措施，民营经济在外贸领域强劲发展。⑦ 据统计，民营企业 ２００４ 年出口突破 １０００ 亿美元，
达到 １０１０. ４ 亿美元，较上年增长 ６８. ６％ ，高于同年整体出口增幅 ３３. ２ 个百分点，高于同年国企出口

增幅 ５７. ２ 个百分点。⑧ ２００６ 年，民营企业出口额达 ２１３９. ３ 亿美元，占全国出口总额比重的 ２２. １％ ，
首次超过国有企业，成为我国出口的第二大市场主体。⑨ ２０１５ 年，民营企业出口额占全国出口总额

比重的 ４５. ２％ ，首次超过外资企业，成为出口第一主力军。�I0 ２０１９ 年，民营企业进出口占我国外贸总

值的 ４２. ７％ ，超过外资企业 ２. ８ 个百分点，成为我国第一大外贸经营主体，民营及外资企业的进出口

总值占当年全国外贸总值的 ８２. ６％ 。�I1 积 ４０ 年改革开放之功，中国对外经贸领域初步实现了从计划

经济下的贸易统制、国家垄断向市场经济下的多元市场主体竞争经营的转变。 ２０２０ 年，民营企业进

出口并未因新冠疫情受阻，占外贸总值比重进一步上升到 ４６. ６％ 。�I2

（三）对外开放领域逐步扩大，开放水平持续提高，从制造业为重点转向以服务业为重点

加入 ＷＴＯ，使中国的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通过履行入世承诺，中国的对外开放水平不断

提高。 在制造业领域，外商投资准入限制不断缩减，基本实现全方位的对外开放。 ２０１７ 年版《外商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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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闻、岳昌君、蔡荣：《融入更宽阔的空间———我国民营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政策研究》，《国际贸易》２０００ 年第 １１ 期。
为了符合 ＷＴＯ 规定，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规定，自 ２００１ 年 ７ 月 １０ 日起，除外商投资等企业外，原来对进出口经营资格实行

的审批制度改为登记和核准制，这意味着从此完全取消了对非公经济外贸领域的准入限制。 申请外贸流通经营权的企业只须拥有

不低于 ５００ 万元的注册资金（中西部地区不低于 ３００ 万元）和其他条件；生产企业（包括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申请自营进出口权

只要具备注册资金不低于 ３００ 万元（中西部地区、少数民族地区不低于 ２００ 万元；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和机电产品生产企业不低

于 １００ 万元）及其他条件，即可申请办理。 参见李富勇：《进出口贸易放开经营》，《中华工商时报》２００１ 年 ７ 月 ３１ 日，第 １ 版。
自 ２００３ 年 ９ 月 １ 日起，申请外贸流通经营权企业的注册资本要求，由不低于 ５００ 万元（中西部地区不低于 ３００ 万元）降为不

低于 １００ 万元（中西部地区不低于 ５０ 万元），并取消原来成立时间须 １ 年以上的要求；申请自营进出口权的生产企业的注册资本要求

由不低于 ３００ 万元（中西部地区、少数民族地区不低于 ２００ 万元；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和机电产品生产企业不低于 １００ 万元）降为

不低于 ５０ 万元。 参见《我国企业申请进出口经营权“门槛“降低》，《对外经贸实务》２００３ 年第 ９ 期。
根据加入 ＷＴＯ 的协议，我国逐步修订、清理或废除很多与 ＷＴＯ 规定不符的法律、法规与政策等。 ２００４ 年 ４ 月，第十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修订）》，外贸经营资格由登记和核准制转为登记制，全面放开外贸经

营权，包括个企与私企在内的各类企业均可根据我国对 ＷＴＯ 履约的规定自主开展进出口业务，我国对外贸易逐步向自由贸易转变。
ｈｔｔｐ： ／ ／ ｆｍｓ．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ａ ／ ａｄ ／ ２００６０８ ／ ２００６０８０２８１３１７９． ｓｈｔｍｌ，最近访问时间：２０２３ 年 ９ 月 ２７ 日。

王元泉：《外贸出口新亮点———中国民营经济》，《西部论丛》２００３ 年第 ７ 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修订）》第 ２ 章第 ８ 条规定：“本法对外贸易经营者，是指依法办理工商登记或者其他执业手

续，依照本法和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从事对外贸易经营活动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者个人。” ｈｔｔｐ： ／ ／ ｆｍｓ.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ａ ／ ａｄ ／ ２００６０８ ／ ２００６０８０２８１３１７９. ｓｈｔｍｌ，最近访问时间：２０２３ 年 ９ 月 ２７ 日。

《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ｚｗｇｋ ／ ２００５ － ０８ ／ １２ ／ ｃｏｎｔｅｎｔ＿
２１６９１. ｈｔｍ，最近访问时间：２０２３ 年 ９ 月 ２７ 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发展改革委关于 ２００８ 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工作意见的通知》，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ｇｏｎｇｂａｏ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２００８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１０６５４６７. ｈｔｍ，最近访问时间：２０２３ 年 ９ 月 ２７ 日。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编：《２００５ 年中国商务发展研究报告》，中国商务出版社 ２００５ 年版，第 １２—１３ 页。
黄孟复主编：《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报告 Ｎｏ. ４（２００６—２００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０７ 年版，第 ９１、９２ 页。
王钦敏主编：《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报告 Ｎｏ. １３（２０１５—２０１６）》，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２０１７ 年版，第 １８３ 页。
顾阳：《２０１９ 年我国有望继续保持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量质齐升 民企成第一大外贸主体》，《经济日报》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１５ 日，第 ５ 版。
杜海涛：《２０２０ 年我国进出口总值 ３２. １６ 万亿元，同比增 １. ９％ ，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更巩固》，《人民日报》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１５

日，第 １ 版。



产业指导目录》显示，在制造业 ３１ 个大类、１７９ 个中类和 ６０９ 个小类中，对外资完全开放的已有 ２２ 个大

类、１６７ 个中类和 ５８５ 个小类，分别占比为 ７１. ０％、９３. ３％和 ９６. １％。① 根据 ２０２０ 年版全国外资准入负

面清单显示，我国在农业、采矿业、制造业、服务业等领域开放的负面清单已减至 ３３ 条。②

服务业成为加入 ＷＴＯ 之后我国重点开放的领域。 截至 ２００７ 年，我国入世时对服务贸易领域

的开放承诺已全部履行完毕。③ 此后，先后颁布开放服务贸易领域的法规和规章，涵盖金融、分销、
物资、旅游、建筑等几十个领域，包括通信、会展、旅游、国际货运代理、专业商务服务（会计、审计、资
产评估）等以往开放程度很低的行业。④ ２０１０ 年，我国为境外服务商提供《服务贸易总协定》中 １２
个服务大类 １６０ 个分部门中的 １０ 大类 １００ 个分部门的市场准入机会，开放范围已接近发达国家平

均水平。 至此，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所有承诺全部履行完毕。⑤ ２０１５ 年，国务院颁布了促进服

务贸易发展与开放的法规，明确推进金融、教育、文化、医疗等服务业领域有序开放，放开育幼养老、
建筑设计、会计审计、商贸物流等服务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探索对外商投资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

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水平。⑥ 此后，商务部还会同相关部门颁布了服务业发

展重点领域目录，２０１７ 年出台《服务贸易发展“十三五”规划》 《国际服务外包产业发展“十三五”规
划》等，在全国范围内复制与推广自贸试验区对外商投资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模

式，鼓励引进全球服务业跨国公司，加大服务业的开放度。 迄今为止，我国绝大多数领域已经开放，
甚至连比较敏感的金融自由化领域也已部分开放。 资本项目账户虽然尚未完全开放，但是，经常项

目账户已完全开放。 ２０２１ 年，我国对外开放的优先领域已经包括贸易便利化、投资、电子商务、环境、
政府采购等。

四、结论

改革开放是中国划分 １９７８ 年前后两个不同历史阶段的里程碑。 对于改革始于何年，似乎并无

太多分歧。 然而，对于对外开放始于何年，学界却有不同的认识。 但是这种分歧也使我们发现，对于

对外开放，无论是经济学理论或是经济史的研究，确实存在一些有待进一步明确的地方，其问题在

于：没有明确地界定作为物质交换的对外贸易和作为制度安排的对外开放，没有看到对内、对外经济

体制的内在一致性，以及对外开放与市场经济的共生共存关系，因而很少有关于 １９７８ 年何以被称为

改革开放起点的学理性探讨，从而导致了不同意见的出现。
在现代社会经济条件下，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都无法拥有它所需的一切物质资源，生产其所需

的全部产品，因此，为了实现正常的社会再生产过程，都必须与外部进行贸易，这是现代社会生产的

物质性所决定的。 但是，与国外的物质交换可以在不同的经济制度安排下进行，既可以在切断本国

各经济单位与外部世界直接联系的情况下，由国家垄断对外贸易，它以使用价值交换为目的，并不重

视价值增值；也可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独立市场主体自主地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以价值增值为目

标，通过对外贸易实现资源在全球范围的优化配置。 两种制度安排固然都可以实现对外贸易，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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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中国制造业开放层次不断提高》，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ｘｉｎｗｅｎ ／ ２０１８ － ０５ ／ １７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２９１５０１. ｈｔｍ，最近访问时间：２０２３ 年 ９
月 ２７ 日。

《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再“瘦身”》，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ｚｈｅｎｇｃｅ ／ ２０２０ － ０６ ／ ２５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５２１７３６. ｈｔｍ，最近访问时间：２０２３ 年 ９
月 ２７ 日。

《白皮书：中国切实履行加入世贸组织承诺》，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ｘｉｎｗｅｎ ／ ２０１８ － ０６ ／ ２８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３０１８９８. ｈｔｍ，最近访问时

间：２０２３ 年 ９ 月 ２７ 日。
夏杰长、姚战琪：《中国服务业开放 ４０ 年———渐进历程、开放度评估和经验总结》，《财政问题研究》２０１８ 年第 ４ 期。
《中国的对外贸易》（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ｃｉｏ. ｇｏｖ. ｃｎ ／ ｚｔｋ ／ ｄｔｚｔ ／ ６６ ／ ２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 １０６１０９２ ／ １０６１０９２＿２. ｈｔｍ，最近访问时

间：２０２３ 年 ９ 月 ２７ 日。
《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服务贸易的若干意见》，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ｇｏｎｇｂａｏ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２０１５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８２７１９０. ｈｔｍ，最近访问时

间：２０２３ 年 ９ 月 ２７ 日。



资源配置效率的高低及其对本国经济发展的影响之不同，显而易见。
根据这样的认识，我们简略梳理了中国 １９４９ 年至今的对外经济关系史。 发现 １９７８ 年之前与

１９７８ 年之后，确实存在着明显而且巨大的不同，并将其概括为封闭自守与对外开放。 两者的标志性

区别是：前一阶段，以使用价值交换为目的，并不重视价值增值，不存在多元独立市场主体的自主对

外经贸行为；而后者，是多元独立市场主体自主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以优化资源配置，以价值增值为目

标。 １９７８ 年以来我国的对外开放，是再造多元独立市场主体的历史进程，也是我国市场经济起步、发
展与不断完善的过程与体现。

在 １９４９ 年至今的历史里，我们看到了两个不同的历史进程。 在前一个阶段中，用了 ５ 年左右

的时间，完成了三大改造，国家整体的经济主体较为单一，实现了计划经济下的国家垄断对外贸易

和封闭自守；而在后一个阶段中，意识到必须实行对外开放，在渐进式改革之中，经历了三四十年的

艰苦努力，重新再造了对外开放的微观基础———多元独立的市场主体。 通过对外开放与对内改革

相互促进，再造多元独立的市场主体，初步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轨，实现了国民经济

的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以及综合国力的稳步增强，大大提高了我国在世界经济中

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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