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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1世纪是一个变幻难测的世纪，是一个催人奋进的时代。
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知识更替日新月异。
希望、困惑、机遇、挑战，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出现在每一个社会成员的生活之中。
抓住机遇，寻求发展，迎接挑战，适应变化的制胜法宝就是学习——依靠自己学习、终生学习。
　　作为我国高等教育组成部分的自学考试，其职责就是在高等教育这个水平上倡导自学、鼓励自学
、帮助自学、推动自学，为每一个自学者铺就成才之路。
组织编写供读者学习的教材就是履行这个职责的重要环节。
毫无疑问，这种教材应当适合自学，应当有利于学习者掌握、了解新知识、新信息，有利于学习者增
强创新意识、培养实践能力、形成自学能力，也有利于学习者学以致用、解决实际工作中所遇到的问
题。
具有如此特点的书，我们虽然沿用了“教材”这个概念，但它与那种仅供教师讲、学生听，教师不讲
、学生不懂，以“教”为中心的教科书相比，已经在内容安排、编写体例、行文风格等方面都大不相
同了。
希望读者对此有所了解，以便从一开始就树立起依靠自己学习的坚定信念，不断探索适合自己的学习
方法，充分利用已有的知识基础和实际工作经验，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潜能，达到学习的目标。
　　欢迎读者提出意见和建议。
　　祝每一位读者自学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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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世纪是一个变幻难测的世纪，是一个催人奋进的时代。
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知识更替日新月异。
希望、困惑、机遇、挑战，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出现在每一个社会成员的生活之中。
抓住机遇，寻求发展，迎接挑战，适应变化的制胜法宝就是学习——依靠自己学习、终生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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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继续推进第三节 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发展的新阶段一、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性突破二、进一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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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二、深刻的历史启示简短的结语后记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自学考试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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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外国列强控制中国通商口岸、剥夺中国关税自主权、对华倾销商品和资本输出，并逐渐操纵中国
经济命脉。
　　控制中国通商口岸。
鸦片战争前，清政府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只允许广州一地的公行即“十三行”与外国商人进行贸易。
1842年，《南京条约》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5口为通商口岸。
1858年，《天津条约》又开放牛庄（后改营口）、登州（后改烟台）、台湾（后定为台南）、淡水、
潮州（后改汕头）、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等10个口岸。
1860年，《北京条约》又开放天津为通商口岸。
陆路方面，开放伊犁和喀什噶尔为商埠。
这些通商口岸大多成为列强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基地，并控制口岸的工商、金融业，甚至设立租界
，实行殖民统治。
　　剥夺中国关税自主权。
1842年《南京条约》规定，英国商人进出口货物的税率，清政府“均宜秉公议定则例”。
1843年，中英《五口通商章程：海关税则》将英商进出口货物的具体税率，用中英协定方式固定下来
。
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进一步规定，倘中国以后要变更税则，必须得到对付“
议允”，正式把协定关税的条款写入条约。
中国逐步丧失了海关自主权。
1858年《天津条约》规定，洋船可自由往来中国各口岸，洋货只需在海关交纳2.5％的子口税，即可在
全国通行，而不必像中国商品一样“逢关抽税，过卡抽厘”。
外国商品本已廉价，又加上特权和低税，在中国大量倾销。
关税自主权是一个国家的重要经济主权，协定关税不仅起不到保护民族工商业的作用，反而成为外国
对中国经济侵略的重要工具。
　　对华倾销商品。
鸦片战争后，列强对华商品输出激增，1876年以后，中国对外贸易由长期出超转为大量人超。
1890年至1894年，每年平均入超额为770多万海关两。
1900年，中国进出口总值为3.7亿多海关两，入超5 000万两。
1906年，总值增为6.4亿多海关两，人超1.7亿多海关两。
外国商品的大量倾销，使中国民族企业的产品和传统手工业品受到排挤。
值得注意的是，直到19世纪末，鸦片依然占据进口货物的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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