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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从鸦片战争开始，无数中华儿女前赴后继，抛头颅、洒热血，力图探索出一条引领中华民族实现民族
独立、人民解放，实现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共同富裕的康庄大道，这一理想体现在中国近现代历史的
始终。
从太平天国运动到戊戌变法再到义和团运动，中华儿女始终在苦苦探索着。
辛亥革命结束了沿袭数千年的封建帝制，为近代中国革命进步打开了新的一页，但很快又陷入军阀混
战。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起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和社会主义基
本制度，开辟了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真正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为当代中国发展进
步创造了前提。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30年前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启动的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制
度得到巩固和完善的伟大革命，为当代中国发展进步探索了一条真正实现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共同富
裕的伟大道路。
正如胡锦涛同志强调的，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是我们党、我们国家发展进步的活力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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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为隆重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中央宣传部、新闻出版总署组织了《强国之路——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
重点书系》，目的在于从历史的角度，展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实践、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精神、
改革开放30年的伟大历程和辉煌成就，总结改革开放30年的宝贵经验，探索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
主义建设规律、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从
而深化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教育，使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提高坚持党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自觉性和坚定性，进一步坚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推进改
革开放、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和信心，为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
促进社会和谐营造良好氛围，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提
供强大思想保证，激励和鼓舞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万众一心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努力奋斗
。
    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的重要举措，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
大事。
该套书系内容系统、全面，立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从历史的角度全方位回顾和再现改革开放30年来
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具有较强的全局性和立体感；立足改革开放30年理论与实践中的一系列重点、
热点、难点问题进行理论分析和学术探讨，具有较强的思想性和学术性；关注相关行业或领域，理论
联系实际，以点带面，进行理论探索和经验总结，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现实感。
书系客观真实地记录了改革开放30年波澜壮阔的历史场景，景，全面回顾了30年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
，记录了30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展示了30年来中国社会、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面貌
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宣传了30年改革开放成就和中国对人类社会发展和进步所做出的伟大贡献，总结
了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经验，生动地阐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我认为，以书系的形式，全景记录我们这个时代的伟大精神和实践，是对历史负责，是对后人负责，
也是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增加了一份珍贵的宝藏。
她所载入的以改革开放为标志的时代精神，将永远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历史中闪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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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30年开放之路：全景描述与理论分析过去30年，中国通过对外开放，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
，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扩大就业和推动增长，推动改革进程。
实践表明，对外开放成就卓著，意义深远，是强国富民、实现现代化的根本举措。
本书概括总结我国开放的历史轨迹和标志性成就，描述开放促进发展和改革的重要作用，分析中国开
放道路的独特性及其理论意义，并对未来趋势做几点讨论。
一、历史轨迹：开放进程和标志性成就（一）思想解放和实践成就推动开放进程1.对外开放的认识基
础和政治决策实行对外开放的重大决策，是在必须加快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外部有重要机遇、
国际环境基本有利这三项基本判断的基础上形成的。
这三个判断，是决策层对国内国际形势判断和执政之本理解的重大转变，是对外开放决策的认识基础
。
1976年，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人民群众迫切要求加快经济发展和提高生活水平，如何推
进现代化建设的问题举国关注，有效回应这种需求的政治压力骤增。
人们发现，在国内出现接踵而至的经济和政治动荡的同时，世界经济持续增长，科技进步迅速，一些
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邻近的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的发展成就显著，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与我国
经济发展停滞、人民生活改善缓慢的局面形成鲜明对比。
这些国家/地区加快发展的一个重要经验，就是对外开放，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吸收外资和引进技术，
发展对外贸易，在国际竞争中提升竞争力。
这种现实表明，各国都在利用全球范围内的诸多机遇加快自身发展，中国单纯依靠自力更生加快发展
和迎头赶上是不可能的。
决策层还做出了国际局势趋于缓和、“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的重大判断。
这些观察、思考和判断，扫除了认为国际合作是“崇洋媚外”、“卖国主义”的思想障碍，为对外开
放决策奠定了认识基础。
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里程碑，会议
明确提出全党工作重点要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启动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
关于对外开放，指出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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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后几年的实践表明，对外开放对现代化建设有多方面的推动作用，地方政府、企业和消费者普遍称
赞开放政策，对开放积极作用的共识开始增加。
在这样的实践和认识基础上，1984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
改革的决定》，正式把对外开放确定为“长期的基本国策”。
2.经济特区：开放实践成就显著对外开放是新中国经济建设中的一项新事物，没有经验可循，经济方
面面对许多挑战和不确定性，政治方面面对许多质疑和担忧。
在这种环境下，全面、一揽子的对外开放不可行也不可能。
中央决定利用东南沿海地区毗邻中国香港澳门地区的特殊有利条件，在有限区域内先行先试，积累经
验，探索道路。
1979年7月10日，中央和国务院发出文件，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市划出部分地区试办经
济特区，利用它们地处沿海特别是毗邻香港澳门的地域优势，先行开放试点。
四个经济特区在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在对外贸易、利用外资、外汇使用、对外经贸管理体制等
方面都享有更加宽松和优惠的政策。
在经济管理上实行特殊的管理体制，对特区政府授予相当于省级的经济管理权限，允许采用市场调节
手段。
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发展，特别对外商投资提供优惠待遇，企业所
得税率减按15％征收。
经济特区的设立意义十分重要，是开放进程中迈出的第一步。
特区在设立之后短短几年的巨大变化，成为全国瞩目的发展典范，为坚持和扩大开放提供了最有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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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支撑。
3.开放在区域和内容上逐渐推进我国对外开放在区域和内容上都采取渐进方式。
在设立经济特区并取得成效之后，享有优惠政策的开放区域逐步扩大，从沿海地区到沿江、沿边地区
和内陆省会城市，再到中西部地区，逐步形成了区域上全方位的开放格局。
继四个特区之后，1984年5月，开放了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
、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14个沿海港口城市。
1985年2月，分两步开放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南厦漳泉三角洲和辽东半岛、胶东半岛。
1988年4月设立的海南省成为我国最大的经济特区。
1990年4月，决定开发和开放上海浦东新区，实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某些经济特区政策。
1991年，开放满洲里、丹东、绥芬河、珲春4个北部口岸。
1992年，我国对外开放再次迈出较大步伐，一是以上海浦东为龙头，开放芜湖、九江、黄石、武汉、
岳阳、重庆6个沿江城市和三峡库区；二是开放哈尔滨、长春、呼和浩特、石家庄4个边境和沿海地区
省会城市；三是开放珲春、绥芬河、黑河、满洲里、二连浩特、伊宁、塔城、博乐、瑞丽、畹町、河
口、凭祥、兴东13个沿边城市，鼓励沿边城市发展边境贸易和与周边国家的经济合作；四是开放太原
、合肥、南昌、郑州、长沙、成都、贵阳、西安、兰州、西宁、银川等11个内陆省会城市。
随后几年，又陆续开放了一大批符合条件的内陆县市。
2000年以来，伴随着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和中部崛起等战略的实施，对外开放进一步
向全国广大腹地扩展，由此，我国全方位、多层次、有重点的区域开放格局基本形成。
全方位对外开放地域格局更趋完善。
同时，对外贸易、利用外资、外汇管理等领域的改革也逐渐推进。
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对外贸易国家垄断，外贸计划、财务、经营、定价、行政管理和外汇分配管理等
内容都实行指令性计划管理，外贸公司统负盈亏。
外贸体制改革从放权让利开始，从1978-1987年，陆续实行了外汇留成，减少进出口审批管制、实行外
贸代理制等改革措施。
1988-1990年，实行了外贸承包经营责任制，企业和地方有了更多的自主权和利益激励。
1991年起，取消了国家财政对出口的补贴，对外贸易更多地依照市场信号运作，外贸企业自主经营、
自负盈亏。
1994年起，改革外汇管理体制，实施双重汇率并轨，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
动汇率制度，实行外汇收入结汇制。
同年颁布了《对外贸易法》，加快对外贸易管理制度化进程。
这一时期，为了配合“复关”和加入世贸组织谈判，进口体制改革成为重点，我国加快市场开放步伐
，进一步降低进口关税，规范关税和非关税措施，并实现了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的可自由兑换。
2001年11月加入世贸组织以来，我国全面履行多边规则和对外承诺，继续扩大开放市场，贸易自由化
便利化水平大大提高；同时全面规范外贸管理体制和非关税措施。
如今我国货物贸易领域市场开放水平大幅度提高，平均关税从曾经高达40％的水平降到了2006年的9.9
％，取消了绝大多数非关税措施。
吸收外资是从点到线再到面逐步开放的过程，开放初期，我国吸收外资限制较多，早期主要限于一些
“三来一补”项目，主要限制在几个经济特区内。
1982年以后，鼓励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和必要的关键设备，参与现有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改造，
引资区域也逐步拓展。
此后引进外资逐步放宽到整个制造业，放宽到各类企业包括国有大中型企业，放宽到各种方式包括新
设企业方式和收购兼并方式。
加入世贸组织以后，绝大多数服务业吸收外资也逐步放开。
经历了30年开放历程后，目前我国对外贸易管理体制已经基本符合WTO多边规则的要求，货物贸易的
自由化程度已经高出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对国外投资者的市场准入程度较高，管理体制和法律环
境基本做到透明规范，国民待遇基本落实，基本实现了我国对外经贸体制与国际经贸规则的全面接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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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外开放的标志性成就1.衡量开放程度的主要指标已经排名世界前列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经济
的开放度低。
1978年我国对外贸易总额仅为206.4亿美元，居世界第22位，占全球贸易总额的比重仅为0.79％，吸收
外资和对外投资都不到2000万美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涉外经济快速发展，对外贸易、吸收外资等增长速度均明显高出世界平均速度（
见图1-1）。
目前我国经济已经高度开放，2007年对外贸易总额已达2.17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三位，占全球贸易总
额的比重达到7.9％（见图1-2）；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分别达到835亿美元和187亿美元，
均居发展中国家第一位，分别居世界第五位和第十三位（见图1-3、图1-4）。
 随着开放程度提高，涉外经济在我国经济各领域中的地位得到显著提升。
1978年，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进出口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仅为9.75％，2007年达到66.6％。
开放初期，外商投资企业仅有少数几家，影响微乎其微，目前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2007年，外商投资企业的工业增加值占全国工业增加值的28％，税收占全国税收总额的20.17％，出口
占全国出口总额的57.1％。
目前我国涉外经济中的直接就业人数超过1亿人，占城镇就业人口的1／4左右。
3.在全球商品和要素两个市场上的竞争力增强长期以来，中国产业的竞争力主要表现在全球商品市场
上，最近几年.我国在全球要素市场上的竞争力快速增强，在国际资本市场、金融市场和技术市场中，
“中国因素”的影响开始显现。
国内企业通过海外上市大量融资，2007年有近120家中国内地企业在纽约、中国香港等9个资本市场上
市，筹集资金近400亿美元，这是国际资本市场对中国经济长期看好和企业竞争能力认可的体现。
我国对外投资快速增长，许多投资项目中含有技术和管理股，我们可以从中获得收益。
这些都表明，我国企业在全球要素市场上具备了竞争能力。
通过30年的开放竞争，我们已经具备了在商品和要素两类市场上全面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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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中国对外开放已经30年，对中国和世界都产生了广泛深刻的影响。
本书的主旨就是记述这样一段波澜壮阔、成就卓著的开放历程。
能与易纲、常清、王子先、刘世锦四位专家共同撰写此书，我深感荣幸。
中国的开放有独特的背景和推进模式，观察和评论的角度很多，争论不少。
金融、农业、汽车等行业的开放经历，以及开放对改革的推动作用，都是具有代表性、高度受关注和
解读角度差异大的问题，是书稿的难点和高点。
几位专家领衔撰写的这几章，既清晰表达了各自领域问题的独特性，又能将之嵌合到普遍的经济理论
框架中，使用要素禀赋、专业化分工、规模经济、竞争、企业制度等基本工具进行内在逻辑统一的分
析，显示出各位专家深厚的理论功底、准确的洞察力、长期的知识积累和冷静平和的专业心态，是各
位倾心倾力之作。
同时，也感谢姚战琪副研究员和两位王军博士的参与及贡献。
对外开放问题是我多年来研究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很希望能够系统回顾总结30年的开放历程。
书稿部分内容的研究撰写在一年之前就已经开始，但由于工作较忙，我只能用部分业余时间撰稿，姜
荣春、李蕊、王佳佳几位协助收集整理了部分文献和数据，这些工作耗时费力，没有她们的帮助，书
稿无法完成。
感谢商务部政研室、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深圳市政府、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中国纺织工业总会、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中国家用电器协会、中国
洗涤工业协会等单位为调研工作和数据收集提供的帮助。
感谢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为研究和撰稿提供了部分经费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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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开放30年:增长、结构与体制变迁》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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