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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发展相互经济往来是国家间关系的重要方面，并在当代国际关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作为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国，中国对外经济关系的发展，对世界经济及其发展具有与日俱增的重大意义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改革的深化和对外开放的扩大，中国对外经济关系呈现出崭新的局面
，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中国的对外经济活动突破了传统格局，拓宽了活动的领域和范围。
除了继续发展对外贸易和经济技术援助外，还积极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开展对外承包和劳务合
作及其他方式的经济合作。
中国不但继续保持和发展同传统贸易伙伴的关系，而且积极地拓宽同其他各种类型国家的经贸往来。
面对冷战后国际形势变化，中国还开展了全方位的经济外交活动。
改革开放后中国对外经济关系的迅速发展，有力地促进了我国国民经济的增长和现代化建设，并对持
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建设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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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修订版是从教学和实际工作需要出发，较系统地对中国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历程、方式、特点、问
题及前景，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与世界合作共赢的政策主张，中国与主要国家和地区的经贸关系等
对外经济关系方面的热点问题作了阐述和分析。
全书内容丰富，资料翔实，数据新。
适合有关专业学生用作教材及外交外事干部培训使用，也可供涉外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学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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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辽宁大学经济系研究生毕业，获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经济学硕士学位。

1985年获美国约翰.霍普金斯高级国际研究院国际关系硕士学位。

1994年应邀在韩国高丽大学国际大学院从事韩国经济研究半年。

曾先后八年被外交部借用在中国驻英国使馆、中国驻加拿大多伦多总领馆及外交部驻港公署工作。
历任三秘、二秘、一秘。

讲授世界经济概论、国际贸易和金融、西方经济学、市场经济概论（英语授课）、研究生英语经济学
原著选读、中国对外经济关系等课程，多次为外国外交官用英语讲授中国经济及世界经济专题。
目前的重点课程是本科及研究生的中国对外经济关系及专业英语教学。

研究领域：中国与主要国家及地区的经济关系  发达国家经济等。

周林外交学院国际经济学院 教授
1981年硕士研究生毕业，获武汉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

先后为本科生讲授《世界经济概论》、《国际贸易》、《国际经济合作》、《国际贸易实务》、《中
国对外贸易概论》、《期货交易理论与实务》；为硕士研究生讲授《中国对外经济关系》、《国际经
济》、《国际经济关系学》；为博士生讲授《国际贸易专题》等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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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中国对外经济关系的发展及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坚持建设有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发展对外经济关系，对世界经济及其发展具有与日俱增的重大意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这是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核心。
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是追求资源的合理配置和经济效率的最大化。
大力发展对外经济关系，能使我们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充分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最大
限度地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促进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促进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提高劳动
生产率，提高集约化生产与经营管理水平，从而早日实现我国四个现代化的目标。
因此，大力发展对外经济关系是我国对外开放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外经济关系的发展水平是
我国对外开放水平的重要标志。
对外开放30年来，我国对外经济关系持续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业绩。
　　第一节　中国发展对外经济关系历程的简单回顾　　一、中国近代史上有过被侵略和瓜分的痛苦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在对外文化和经济交流方面曾创造过举世无双的辉煌。
早在汉、唐时期，在我国就有闻名于世的张骞通西域、玄藏取经印度、鉴真东渡日本等伟大壮举。
以后又有马可波罗东来、郑和七次下西洋等中外交流的光辉篇章．但是，在近代的历史中，由于封建
统治者固守封建王朝，西方工业革命之后，清政府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妨碍了中国人民的对外交流
和现代商品经济的发展。
鸦片战争中，英国用战舰和大炮打败清政府的战马大刀，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强迫清政府接受“五口
通商”。
随后，列强瓜分中华大地，划分势力范围，设立租界，倾销商品，掠夺中国资源，中国对外经济联系
的控制权落入列强手中。
这不仅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受辱的记录，还对中国人民的感情造成极大的冲击和伤害，引发了某种排
外思想，造成了我国对外开放的一个感情障碍。
　　二、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在发展对外经济关系方面走了曲折的道路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政府
就昭告世界：内外交流是中国进行经济建设的基本政策之一。
然而，20世纪5。
年代和6。
年代，以美国为首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先后对中国采取了封锁、禁运或遏制的政策，我们只能和苏联
、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及一些发展中国家进行有限的交往。
在此期间，中国政府遵循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开始向朝鲜、越南、蒙古等社会主义国家及一些亚非
友好国家提供经济技术援助。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苏联撕毁了同中国的经济合同，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发生很大变化，这迫使中
国同苏东一些国家的经济来往大为减缩。
这种不利的国际环境使进出口总额在中国经济中所占的比重长期处于很低的水平。
中国人民被迫在几乎与外界隔绝的条件下从事经济建设。
然而，不屈不挠的中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了我党在革命战争时期的“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
传统，在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基础上搞建设，并取得了很大成绩。
这期间，我们尝过帝国主义封锁、禁运的苦头，吃过别国撕毁合同、撤走专家、逼迫还债的苦果，在
这个时期，对外开放不可能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这也在客观上助长了中国国内的一种忽视对外经济技术交流的倾向，这一倾向在1966年以后的一段时
间曾盛行一时。
　　20世纪70年代初，随着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中国对外关系开始大踏步发展，要求中国
提供经济技术援助的第三世界国家增多。
在此期间，越南、柬埔寨、老挝的抗美救国战争空前激烈。
作为中国对外经济合作的重要内容，对外援助在一段时间内急剧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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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中国对外提供的巨大援助与中国的国力不相适应，但总的来说，在国际事务中还是起到了重大的
积极作用。
同时，中国与西方国家的经济贸易往来也有了一定的发展。
1973年以后，中国通过延期付款的方式从西方国家引进了一批发展化工、冶金、能源所需的大型成套
设备。
　　20世纪60年代后期和整个70年代，是世界经济技术和国际经济联系迅速发展的时期，一些国家和
地区（如韩国、新加坡、泰国、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及时把握和利用了这个机遇，有效地利用了外
资和引进了技术，实现了经济腾飞。
而中国却处于“十年动乱”时期，经历了一场长达1O年的使党、国家和人民蒙受浩劫的“文化大革命
”，经济工作受“左”的指导思想影响，对外搞闭关自守，国内经济遭到破坏，贻误了大好时机。
那时，党的方针、政策受到严重的歪曲和颠倒，“自力更生”成了万事不求人的同义语，被奉为独立
自主的象征，“既无外债又无内债”成了社会主义的“气节”和“尊严”，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把
正常的对外贸易说成是“卖国主义”，把学习外国先进技术斥为“洋奴哲学”。
这些使我国在经济建设和外交上发生了许多失误，如在经济建设上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在外交
上把西方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都列入“帝、修、反”之列，并与它们进行“不调和”的斗争。
中国的自我孤立使得我国本来就没怎么打开的大门更加处于关闭或半关闭状态。
　　综上所述，从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中国在开展对外经济关系方面迈出了艰难的步子，在对外援
助工作方面则在国际上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但是，由于国际、国内多种因素的制约，中国在发展对外经济关系方面，无论在规模、内容，还是形
式上都有很大的局限，与发达国家经济来往很少，把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等同起来，盲目排外，自我
封锁。
而当时正是世界更加开放，经济迅速发展的时期，结果，中国同世界先进国家乃至一般国家之间的经
济技术差距进一步拉大了。
　　三、中国总结了古今中外的经验教训后提出了对外开放政策　　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需要改
革，闭关自守的对外政策需要改变，否则中国的发展就将受到极大的限制。
中国在1976年末粉碎“四人帮”之后已意识到对外开放的重要意义．当时已经有很多国家级和地方级
的代表团先后出国考察。
1978年5月，国务院派出了由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带队的新中国第一个赴西欧考察经济的代表团。
他们在法国、德国、比利时、丹麦和瑞士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考察。
1978年6月下旬，中央政治局专门开会听取考察团的汇报。
7月，国务院召开关于经济建设的务虚会，充分讨论了对外经济合作的问题，并在几个重要问题上达
成了共识。
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经济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日
新月异，资本主义有很多我们可以借鉴的地方。
二是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比，我国经济还比较落后，
我国与发达国家间的发展差距不是缩小了，而是扩大了。
三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于政治和经济的考虑也想和我们进行经济合作，它们需要投资的市场和产品
销售的市场。
四是在发展对外经济关系中，许多国际上流行的做法，包括补偿贸易、合作生产、吸收国外投资等，
我们都可以研究采用。
　　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指出，中国“如果从明朝中叶算起，到鸦片战争，有300多年的闭
关自守，如果从康熙算起，也有近200年。
长期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
“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
中国在西方国家产业革命以后变得落后了，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闭关自守”。
“根据中国的经验，把自己孤立于世界之外是不利的”。
回顾历史，闭关自守，闭目塞听，就必然在世界上落伍，而落后就意味着挨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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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纵观世界，人类社会由封闭到开放，从地方和民族走向世界，是由生产的社会化和国际分工形成
的各国经济相互依赖关系所决定的，是由资本主义条件下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所造成的。
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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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
”随着国际分工的发展，各国经济对国外资源和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新技术革命的发展，世界各国间的经济联系和相互依存更加突出，远远超越
了商品交换的范围，深深地渗透到技术交流、资金融通和生产协作等领域。
因而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都把对外开放、发展对外经济关系作为根本战略和基本国策。
　　环顾全球，战后经济发展较快的国家，无一不是面向世界的。
经济越是发达的国家，它们的国际经济联系就越广泛；经济越是发达的国家，它们在吸收外资、引进
技术、发展对外贸易方面下的工夫就越多，迈的步子就越大。
美国是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国家，它的对外经济联系也最为广泛。
战后日本、德国的经济能从战争的巨大创伤中很快恢复并取得迅速的发展，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它们利
用了国外的各种有利因素，吸收了外来的资本和先进的技术，积极开展了对外经济、技术、文化交流
。
发展中国家也是如此，亚洲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都是通过充分利用国际环境获得了资金、技术、
原料和海外市场等而发展起来的。
在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和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的情况下，各国的再生产过程已建立在国际范围内生产
要素优化配置的基础之上，建立在广泛利用国际市场的基础之上。
任何一个国家，不论是大国还是小国，不论其社会制度和经济发展水平如何，都不可能不同其他国家
发生经济联系。
对外开放已成为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潮流和必然趋势。
　　新中国成立后虽一直有对外贸易，但这并不意味着一直在实行对外开放。
这除了因为当时我国的对外贸易十分有限，主要以互通有无、调剂余缺为目的，以及外贸本身过去和
今天相比无论其规模还是性质都大为不同外，还因为单有外贸这一个渠道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对外
开放。
因为对外开放在一定意义上说应是面向世界市场的开放，而世界市场早已不仅仅是指商品市场，而是
一个多领域的世界市场体系。
因此，对外开放应该是多领域、多渠道的开放。
它应包括：通过对外贸易对国际商品市场开放；通过引进利用外资，对外投资，对国际资本市场开放
；通过国际技术交流和转让，对国际技术市场开放；通过对外承包工程、国际劳务合作、国际旅游等
，对世界劳务市场开放等。
也就是说，对外开放是要大力发展和不断加强对外经济技术交流，积极参加国际交换和国际经济竞争
，以生产和交换的国际化取代闭关自守、自给自足，促进经济改革，由封闭型经济转为开放型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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