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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７０年来的外贸体制变迁:回顾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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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７０年来,我国外贸体制的变革深深植根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之中,是中国

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缩影.改革开放前,我国建立了适应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外贸国家统制,由国家集中

决策、统一经营,外贸企业缺乏自主权,外贸主要起到调剂余缺的作用;改革开放后,我国以对内放权让利、激发

民营经济活力,对外开放市场、推动经济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为主线,建立起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外

贸体制,实现了外贸体制的根本变革.外贸体制的变迁释放了巨大的市场活力,促进了我国外贸的快速发展,成
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回顾我国贸易体制的变迁历程,与时俱进、不断改革是中国外贸体制变迁的重要特

征.面对当前复杂的国际环境,我国要继续加大对外开放的力度,加快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建设,以更加开放的心

态、更加自信的步伐融入全球经济发展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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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７０年来,我国贸易体制的演变历程呈现出一条清晰的历史轨迹.作为经济

体制改革的一部分,贸易制度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发挥了独特作用.改革开放之前,与我国高度集中的

计划经济一致,我国实行外贸统制,由国家集中经营,外贸主要起到调剂余缺的作用,对外贸易在国民

经济发展中一直处于附属地位;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通过多年的不断

努力,我国逐步建立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贸易体制,对外经贸作为连接国内经济和世界经

济的纽带,我国的贸易依存度以及占世界贸易额的比重都大幅上升,对外贸易逐渐成为国民经济发展

的重要推动力量.对外贸易体制的转变,促进了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繁荣,提升了资源配置效率以

及社会的生产水平,加强了中国与世界的融合,对外贸易实现了历史性跨越.当前,我国外贸面临着

复杂的发展环境,尤其是面对中美贸易摩擦加剧、世界经济发展不确定性增大等问题,我国将继续坚

持扩大对外开放,加快体制机制改革,朝着建设中国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方向发展.本文旨在系统梳理

我国贸易体制的变迁历程,总结贸易体制改革的经验,以更好地服务于我国未来的经济发展.

一、改革开放前中国外贸体制的确立与发展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在外贸领域一直受到西方列强的压制,严重破坏了中国的主权独立,再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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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官僚资本的压榨,严重制约了我国外贸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面临着复杂的政治经济环

境.从内部环境来看,多年的战争以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外贸体制严重制约了国民经济发展;就外部

环境而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对我国实施经济封锁.面对这种内外交困的局面,我国政府并没有

退缩,而是果断采取措施,废除了西方列强在华的各种特权,维护了我国主权的独立;没收了官僚资本

的外贸企业;并对私营企业进行了限制与改造.受当时国际政治局势的制约,中国积极发展与社会主

义国家间的经济联系,并效仿苏联的外贸制度,建立了国家统一领导和实行计划管理的外贸体制.此

后,我国陆续对外贸体制进行了适当调整,但总体上仍然维持高度集中的行政计划外贸管理体制.
(一)国民经济恢复与“一五”计划时期(１９４９~１９５７年)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为完成国民经济恢复任务,初步确立了新中国的对外贸易体制,保证了

对外贸易的通畅运行,促进了外贸的发展.在具体的实践中,我国逐步建立了统一的外贸管理机

构和管理制度.在外贸管理机构方面,我国于１９４９年１０月成立中央贸易部,专门负责对外贸易

事务,整顿当时混乱的外贸局面,相应的在地方也建立了外贸机构,此后,又设立了专门负责外贸

事务的国营外贸公司.１９５２年,我国对外贸机构进行了调整,撤销了原中央贸易部,新设立对外贸

易部,相应地在地方上也对外贸机构进行了调整,且受对外贸易部和地方政府的双重领导.此后,
我国撤销了各大行政区,在地方成立对外贸易局,至此,我国逐步建立起“条块结合,以条为主”的
集中统一的对外经济贸易管理体系,并逐渐形成了国家统负盈亏的外贸财务制度.在国营专业外

贸公司方面,自１９５０年起,根据业务需要,我国先后组建专门负责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以及西

方国家进行贸易的公司.１９５３年,根据我国经济发展需要,发挥外贸调剂余缺的功能,我国组

建了１４个专业外贸公司以及２个负责海陆运输的专业外贸公司.此后,各个专业外贸公司又

进行了多次调整,在各地方设立了分支公司.在外贸管理制度方面,我国于１９５０年先后颁布

«对外经济贸易管理暂行条例»«暂行海关法»等法律法规,逐步完善了我国外贸管理制度,改善

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混乱的管理局面,以立法的形式保证了中央在外贸领域的统一领导,逐步确

立了全国统一的对外贸易管理制度.在此期间,我国通过建立进出口许可证制度加强了对外贸

的直接管理;指定中国银行为外汇交易机构,出口所获外汇都要存入中国银行,强化了对外汇的

经营管理;通过在国有企业实行指令性计划,在私营和外资企业实行指导性计划,强化了计划管

理体制.
外贸体制的初步确立,为“一五”计划的顺利实施打下了坚实基础.总体来看,“一五”计划时期,

我国的外贸体制并没有发生太大变化,而是朝着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方向迈进.１９５３年６月,我
国颁布«全国对外贸易计划工作程序办法»,进一步完善了我国外贸计划体制.借鉴苏联经验,实行

“统一计划,分级管理”的制度,强化外贸专业总公司的作用,由对外贸易部制定全国的外贸计划,且国

营外贸公司的进出口业务要严格按照计划进行,不得随意更改.从１９５３年下半年起,我国对私营

外贸公司的进出口业务进行限制,采取公私合营等一些过渡性的经营方式对其进行社会主义改

造,进出口经营权逐步收归到对外贸易部所属的国营进出口总公司及分公司.随着三大改造的基

本完成,进出口业务都要按照国家主管部门的指令性计划实施,且主要集中在少数国营外贸公司,
由国家统负盈亏.经过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期以及“一五”计划的顺利实施,我国高度集中的外贸体

制得以完全确立.
新中国建立起了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计划外贸体制,改变了我国在外贸领域长期处于半殖民地

半封建的状态,恢复了国家主权,开创了一个新时代.这种高度集中的外贸体制适应了当时经济发展

的需要,通过从苏联以及东欧进口用于发展经济的物资,对促进国民经济恢复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

作用.但这种高度集中的计划外贸体制也存在明显的缺陷:重计划而轻市场的外贸发展模式,忽视了

供求关系,对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认识不足,不利于资源配置效率提高;实行指令性计划,使经济

缺乏灵活性;统负盈亏的财务制度,导致企业缺乏积极性;而国营外贸企业占据绝对统治地位,导致市

场竞争严重缺乏,不利于企业的长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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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民经济调整时期(１９５８~１９６５年)
总体来看,前一阶段建立起的外贸国家统制,规范了我国外贸业务,保障了外贸工作有序展开,为

后来我国外贸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但随后便开始了“大跃进”运动,对我国的外贸发展造成了一

定的冲击.１９５８年２月,外贸部门为了响应“大跃进”运动,提出了“大进大出”的政策,在此背景下,
我国在外贸领域走了一些弯路,造成了巨大损失.为了完成高额的计划指标,我国下放了一些外贸经

营管理权限,但负面影响很快便出现,各地区为了竞争,大打价格战,严重扰乱了市场秩序.面对这种

负面影响,１９５８年中央做出对外贸易必须对外统一的决定,要求除了对外贸易部所属的总公司及分

公司外,其他任何机构不得从事外贸业务.同时,也加强了对外汇的统一管理,这实际上强化了中央

对外贸的集中领导.随后,我国对虚高的外贸计划进行了一定的调整,纠正了冒进的、脱离实际的“大
进大出”政策.但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之后,根据“对外贸易必须积极地为国民经济继续跃进服务”的指

导原则,我国在外贸领域再一次出现冒进的现象,过高的计划指标在当时的生产条件下很难完成,再
加上中苏关系恶化,这无疑加重了经济发展的困难.从１９６１年开始,我国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在外

贸领域制定了“一吃饭、二市场、三基建”的政策,调整了进出口商品结构以及对外贸易对象,加强了与

西方国家的外贸联系,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中苏关系恶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对外贸易有了复苏的迹

象.此后,我国为了克服下放企业经营权所造成的分散问题,１９６４年又对外贸企业管理权限进行了

调整,并重组外贸各专业总公司,重新加强了国家集中统一领导.
此阶段,我国的对外贸易体制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动,只是对个别方面进行了适当调整,性质并

没有发生改变.总体来看,此时期的对外贸易经历了严重的倒退,并没有按照“二五”计划制定的方向

前行,这主要受外贸政策的失误以及国民经济发展的大环境所致.虽然此时期也对企业经营权进行

了适当地下放,但由于管理经验不足,导致了市场混乱局面.这种对下放外贸企业经营权的探索,虽然

没有成功,但也为后续的改革提供了经验和教训.从此阶段我国外贸发展状况可以看出,高度集中的计

划外贸体制存在严重的弊端,受“大跃进”的影响,我国制定的外贸计划严重脱离了实际,违背了实事求

是的优良传统,给外贸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困难.经过国民经济的调整,我国外贸重新出现复苏迹象.
(三)国民经济整顿时期(１９６６~１９７７年)
在国民经济调整收到成效之际,“文革”的爆发,给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带来了较大干扰.尤其在

“文革”的前期,经济生产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外贸发展几乎陷于停滞.进入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我
国在外交领域迎来了春天,重返联合国、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国际上掀起了与中国建交的热潮,为中

国的发展营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为适应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和促进外贸发展,我国对外贸体制进

行改革的尝试,适当下放了一些企业的经营权,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外贸企业的积极性,进出口业务

规模不断扩大.为了继续强化外贸对经济发展的作用,１９７５年我国新增了江苏、河北和广西为新的

外贸口岸;授权河南、湖北等省份可以直接出口到港澳地区,同时允许其他部门成立出口供应公司,负
责对外业务.这些调整很快收到了效果,对外贸易呈现快速发展之势,这些有益的尝试为我国改革开

放政策的提出提供了良好经验.但总体来看,上述调整并没有改变我国高度集中的行政计划外贸

体制.
尽管此阶段受到了“文革”初期的冲击,但经过整顿之后,我国的进出口贸易发展迅速,创出新中

国成立以来的历史新高.通过引进成套先进技术设备,有力地支援了国民经济建设.此阶段,增加新

的外贸口岸,扩大了对外贸易的范围;通过下放企业经营权,调动了企业的积极性,这些积极调整促进

了外贸的复苏,也为改革开放积累了经验.

二、对改革开放前我国外贸发展的总结

(一)对外贸易的总体规模与地位

随着我国外贸体制的逐步建立,我国的对外贸易也逐渐步入正轨,在１９５０~１９７８年间整体上呈

现波动上升趋势(见表１),年均增长率为１１％.作为国民经济的一部分,我国外贸发展受到整个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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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局势的影响,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几乎崩溃的国民经

济,我国积极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进口了大批原材料和设备,有力地支援了我国经济建设,摆脱了

西方列强的经济封锁.“一五”计划时期,随着三大改造的完成,外贸国家统制经营得以形成.我国以

苏联援建的１５６个建设项目为中心发展国民经济,并进口了我国生产和建设所需要的机器、工业器

材、原料以及其他物资.到１９５７年,我国进出口总额达３１０３亿美元,创历史新高.在新中国成立初

期,我国的对外贸易伙伴主要以苏联和东欧为主,且贸易主体为单一的国有企业.
　表１ １９５０~１９７８年我国对外贸易情况 (单位:亿美元)

年份 １９５０ １９５４ １９５８ １９６２ １９６４ １９６８ １９７２ １９７４ １９７５ １９７６ １９７７ １９７８

进出口总额 １１．３ ２４．４ ３８．７ ２６．６ ３４．７ ４０．５ ６３．０ １４５．７ １４７．５ １３４．４ １４８．０ ２０６．４
出口总额 ５．５ １１．５ １９．８ １４．９ １９．２ ２１．０ ３４．４ ６９．５ ７２．６ ６８．６ ７５．９ ９７．５
进口总额 ５．８ １２．９ １８．９ １１．７ １５．５ １９．５ ２８．６ ７６．２ ７４．９ ６５．８ ７２．１ １０８．９
差额 －０．３ －１．４ ０．９ ３．２ ３．７ １．５ ５．８ －６．７ －２．３ ２．８ ３．８ －１１．４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http://www．stats．gov．cn,本文数据未经特殊说明的,所有图表中的数据均来源于此.

１９５９~１９６２年我国进出口额出现了一定的下滑,经过调整,又有了短暂的提升.但随后“文革”
又对经济贸易产生了冲击.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国际局势朝着有利于我国的方向转变.我国政府

适时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在外贸领域也采取适当措施,如制定“四三方案”① ,大力引进西方国家先

进的技术设备,适当扩大开放口岸,下放外贸企业部分经营权,这些有力措施,快速地推进了我国外贸

领域的发展,进出口额呈现快速增长之势.随着中苏关系恶化,我国调整对外贸易的主要对象,开始

加强与西方国家的经贸合作,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中苏关系恶化的负面影响.
图１显示,１９５２~１９７８年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基本在６％上下波动,得益于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

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良好关系,我国积极开展与社会主义国家的经贸往来,进口了一大批用于生

产的物资、设备等,１９５２~１９６０年贸易依存度高于６％;受“大跃进”、中苏关系恶化以及“文革”的冲

击,在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我国对外贸易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对外贸易依存度在１９６１~１９７２年有所

降低;而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后,得益于我国对经济的调整,外贸领域呈现较快发展势头,对外贸易依存

度明显高于６％.整体而言,此阶段我国外贸依存度比较低,贸易只起到调剂余缺的作用,并没有成

为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
图２显示,改革开放前,我国贸易总额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重一直维持在１％左右.１９５０~１９５９

年所占比重在波动中呈现上升趋势,而１９６０年之后所占比重呈现下滑趋势,尤其是１９６７年以后所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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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１９５０~１９７８年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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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１９５０~１９７８年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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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重都低于１％.可以看出,改革开放前我国高度集中的计划外贸体制,一定程度上压制了贸易在促

进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该时期我国外贸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不高,占世界贸易的比重也很低.
(二)进出口商品结构

表２显示,我国的出口商品结构在不同的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１９５０~１９７０年农副产品出口

占重要地位,这与当时我国工业基础薄弱有很大的关系.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后,随着我国对经济的调

整以及在外贸领域采取有力措施,我国的出口商品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农副产品的出口比重开始下

降,而轻工业产品和重工业产品出口比重上升明显.
　表２ １９５３~１９７８年我国出口商品结构情况 (单位:％)

年份 １９５３ １９５６ １９５９ １９６２ １９６５ １９６８ １９７０ １９７２ １９７４ １９７６ １９７７ １９７８

农副产品 ５６ ４３ ３７ １９ ３３ ４０ ３７ ３１ ３６ ２８ ２８ ２８
轻工业产品 ２７ ３５ ４２ ５３ ４３ ４０ ４７ ５１ ４０ ４４ ４６ ４７
重工业产品 １７ ２２ ２１ ２８ ２４ ２０ １６ １８ ２４ ２８ ２６ ２５

　　资料来源:１９５２~１９８３年«中国贸易物价统计资料»

与此同时,我国的进口商品在不同时期也呈现出不同特点.表３显示,在进口机械设备方面,由
于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工业基础比较薄弱,为了迅速建立我国的工业体系,在国民经济恢复期以及“一
五”计划时期,我国从苏联和东欧国家进口了大批机械设备,这种状态直到中苏关系恶化才被改变,这
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工业体系的建立.受三年自然灾害以及“文革”的冲击,在１９５８~１９７０年间我国进

口机械设备的比重下降较快.进入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后,我国在外贸领域进行了调整,从西方国家引进

了一批机械设备,包括化肥设备、化纤设备、采煤机组等,有力地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在进口工业

原料方面,主要表现为未经加工的生产要素,从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占据较高的比重,到２０世纪７０
年代,几乎占据我国总进口的一半.这说明工业原料的进口并没有受到冲击,从另一方面也说明,我
国的工业生产并没有间断,但提供工业原料的能力还比较弱[１].在进口农业物资方面,进口的比例一

直不是很高,这与我国长期坚持优先发展工业的政策有关.在进口消费品方面,在１９６２年以前,进口

消费品的比重一直比较低,这与我国居民收入水平较低以及消费结构比较单一有很大关系,随着国民

经济调整以及我国居民生活水平改善,我国消费品的进口在１９６３~１９６６年达到了３６％,此后一直维

持在２０％左右.由此可见,进出口商品结构与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环境以及生产能力息息相关.
　表３ １９５３~１９７９年中国进口商品结构

时期
进口总值
(亿美元)

机械设备
(％)

工业原料
(％)

农用物资
(％)

消费品
(％)

１９５３~１９５７ ７４．３５ ４９．４ ３１．８ ３．８ ７．６
１９５８~１９６２ ８５．８１ ４０．１ ３８．７ ５．１ ６．１
１９６３~１９６６ ７０．７８ １６．３ ３９．４ ８．３ ３６．０
１９６７~１９７０ ８１．１６ １６．０ ５２．５ １１．３ ２０．２
１９７１~１９７５ ２４８．３ ２３．４ ４９．０ ７．０ ２０．０
１９７６~１９７９ ４０３．６５ ２３．０ ５２．３ ６．１ １８．７

　　资料来源:«１９８８年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１].

(三)外资引进与技术交流

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资金匮乏,我国主要从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引进外资,为新中国的

建设服务.１９５０~１９５６年间,新中国共举借外债５１４７亿元,有效地缓解了资金压力.为了迅速建

立起我国战略性支柱产业,我国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共同组建合资公司,主要分布在石油、航空、轮
船、金属等重工业领域,推动了我国航空运输业的较快发展,也是新中国在利用外资领域的尝试.由

于新中国的工业基础薄弱,技术水平落后,我国有计划地引进技术,在１９５０~１９５９年间,我国从苏联

以及东欧国家实际引进成套设备３２６项,单项设备１２２项.通过消化吸收,我国的技术水平有了明显

的提升,大大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此外,我国还积极引进大批科技人才,聘请外国专家对

我国进行技术指导,并向苏联和东欧国家选派留学生,学习先进技术.通过引进外资、举借外债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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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进设备等形式,有效地缓解了我国资金缺乏问题,提升了我国的技术水平,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工业

体系的建立以及经济社会的发展.受中苏关系恶化的影响,我国过度强调独立自主地发展经济,外资

引进工作一度处于停滞状态,直到２０世纪７０年代这种状况才有所改善,但此时期外资引进工作依然

较慢,处于半封闭状态.在举借外债方面,由于中苏关系破裂,打乱了我国建设步伐,我国痛定思痛,
强调自力更生,在举借外债方面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在１９５９~１９７７年间,中国没有举借任何外债.
而技术引进也呈现曲折的发展过程,中苏关系破裂后,我国开始把技术引进的重点转移到西方国家,
因受到历史条件限制,技术引进的整体规模也不大.直到１９７３年以后,我国通过整顿国民经济,在外

贸领域实施“四三方案”,才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技术引进工作.
改革开放前我国外资引进和技术交流分为两个阶段,前期主要以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为

主,中苏关系破裂后,逐渐转向西方发达国家.总体来看,外资引进和技术引进在推动国民经济发展

过程中的作用是巨大的,但限于当时的情况,外资引进规模不大,尤其受中苏关系恶化以及政治运动

的冲击,导致我国在利用外援方面存在明显不足.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政策的指引下,我国并没有

充分利用外部资源来发展经济,延缓了国民经济发展的步伐,这也成为改革开放后我国重点关注的

领域.
(四)对改革开放前中国外贸体制的评价

考察改革开放前我国贸易体制的变迁过程,作为经济体制的一部分,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此
阶段的外贸体制具有单一的公有制、统负盈亏的财务管理、对外贸易统制经营等特点.在新中国成立

初期,该外贸体制对于恢复国民经济以及“一五”计划实施起到重要作用,有利于集中统一对外,打破

西方国家的封锁,捍卫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独立,基本保持国际收支和财政收支平衡,促进了国民经济

的稳定与发展.但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这种高度集中的计划外贸体制的弊端开始显现,难以适应

中国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尤其是在外贸经营权方面,企业缺乏自主权,政策缺少灵活性,不利于调

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国家统负盈亏,导致外贸企业没有经营压力,缺乏激励机制,不利于调动企业发展

的积极性.这种高度集中的行政性外贸统制经营,容易导致产销脱节,忽视了市场供求关系,造成社

会资源配置效率低下;此外,外贸领域的单一国有所有制形式,致使企业之间缺乏竞争,不利于培育企

业的国际竞争优势.

三、改革开放后我国外贸体制的变革与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将国家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拉开了我国经济对内改革、对
外开放的序幕.１９７８年邓小平指出:“当前我国经济管理体制中的权力过分集中,应当有计划地大胆

下放,否则不利于充分发挥国家、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的积极性”,在外贸体制改革方面,他提出:
“有必要在经济计划和财政外贸等方面给予更多的自主权”[２](P１３５).进入新时代以来,在充分继承和

发扬开放型经济思想的同时,习近平总书记结合新时代新特点,提出构建我国经济全面开放的新战

略.在开放型经济发展思想的指导下,我国的外贸体制经历了一系列变革,有力促进了我国经济的高

速发展,对外贸易成为推动我国经济长期发展的重要引擎.
(一)改革初始探索阶段:放开搞活和下放外贸经营权(１９７８~１９８６年)
在此阶段,我国在“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政策指导下,进行了一系列下放外贸经营权

的改革.国家批准各部委和各省市地方政府组建对外贸易公司,加速与外界接洽,积极拓展海外市

场.国务院下属１９个部委组建了一批工贸结合的外贸公司.科教、文化和体育等部门组建了专营某

种商品的外贸公司,相关协会和团体组建了开展广告、展览等服务业外贸公司.同时大幅度缩小外贸

商品的指令性计划管理范围,实施指令性计划、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制度,取消外贸出口

收购和调拨计划.中央政府在下放外贸经营权时,对广东、福建等部分沿海省份给予特殊优惠政策;
北京、天津和上海等省市的外贸公司负责出口本地生产的产品,并负责本地生产和建设所需的物资及

技术的进口.１９７９~１９８７年间,全国组建了２２００多家外贸公司,是１９７９年的１１倍.在下放外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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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权的同时,适度下放了部分商品经营权,改变了１９７８年之前的国家统一经营的局面,开展了补偿贸

易及来料加工等外贸经营方式.在外贸管理机构的改革方面,加强了海关、商检和外汇管理等机构对

外贸的管理,实行政企职责划分,中央和省市政府两级管理体制.同时,还设立经济特区,引进外资,
批准外商独资企业,组建中外合资企业.实行工贸结合、技贸结合,开始推动外贸代理制.在外汇改

革方面,运用汇率、外汇留成和出口补贴等措施提高出口积极性[３].
此阶段我国外贸体制改革取得了一定成绩,并为后续改革积累了经验.首先,１９７８~１９８６年的

外贸体制改革为我国发展开放型经济奠定了良好基础,我国的外贸管理手段与国际惯例正式接轨.
其次,我国改变了外贸专业总公司垄断外贸经营的局面,允许中央各部委、部分沿海省市及部分团体

组建外贸公司,调动了从事外贸经营的积极性,有利于我国发挥比较优势,打破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

长期分割的状况[４].
(二)外贸承包经营责任制的第一轮推行阶段(１９８７~１９９０年)
为了与国际通行规则接轨,我国对经济体制进行了全面改革,其中在外贸体制改革方面,开始了

外贸承包经营责任制的推行.１９８６年７月１１日,中国向关贸总协定总干事提出要求恢复中国的合

法席位,从此开始了艰难的复关之路.１９８７年１０月,党的十三大提出:“为了更好地扩大对外贸易,
必须按照有利于促进外贸企业自负盈亏、放开经营、工贸结合、推行代理制的方向,坚决地有步骤地改

革外贸体制”[５].１９８８年２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和深化对外贸易体制改革若干问题的规定»,开
始全面推行外贸承包经营责任制,由各省、市、自治区向国家承包经营.具体措施有:实行财政包干,
省级以下大部分外贸公司财务关系下放并与地方财政挂钩;对外贸公司全面实行财政出口补贴、出口

收汇和上缴外汇包干的承包责任制,同时取消轻工、工艺和服装行业外贸公司的出口补贴,实行自负

盈亏的改革试点;在外汇改革方面,取消之前的对外汇使用的控制,增加外汇留成比例,开放外汇交易

市场.
第一轮外贸承包责任制改革是我国外贸体制改革的重要转折点,但同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首

先,企业未能完全实现自负盈亏,在过渡阶段,我国保留了一定额度的企业出口补贴;其次,造成我国

区域间外贸的不平等竞争,因为为了各区域都能达到一定的出口额度,实行了地区差异化的补贴标准

和外汇留成比例.
(三)实行自负盈亏的第二轮外贸承包责任制改革(１９９１~１９９３年)
为了弥补第一轮外贸承包责任制改革的不足,国务院于１９９０年１２月发布«关于进一步改革和完

善对外贸易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展开新一轮外贸体制改革.１９９２年１０月,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

会提出:“深化外贸体制改革,尽快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符合国际贸易规范的新型外贸

体制”[６].在第一轮外贸承包责任制改革的基础上,全面实行外贸出口企业自负盈亏,取消国家财政

对出口的补贴.对外汇留成比例进行改革,在全国范围按商品大类实行统一留成比例,改变区域间不

平等竞争的局面.加强对出口商品的分类管理,但同时调整出口商品的指令性计划、指导性计划和市

场调节范围,缩小配额和许可证管理商品的范围,使外贸出口企业的经营权大大加强,促进了对外贸

易的进一步发展.
为了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实行贸易自由化,我国在实施外贸承包责任制的同时,对关税结构和

进口管理制度进行了一系列调整,从１９９２年１月１日起降低２２５种税目商品进口关税;从１９９２年１２
月３１日起下调３３７１种税目商品的进口关税,使关税总水平下降了７３个百分点;１９９３年１２月３１日

下调了２９９８种税目商品的进口关税;１９９３年减少了５３种实行许可证管理的商品.此外,我国在更

大范围上鼓励外商来中国投资,设立外商独资和中外合资企业,先后出台了“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等
法律和政策.

外贸承包责任制改革标志着我国从长期实行贸易保护政策向实施自由贸易政策转变.经过本轮

改革,我国外贸企业实现了自负盈亏,使中央和地方在外汇留成、使用和管理上更加规范.外贸体制

更加符合关贸总协定的要求,为我国之后开展广泛的国际经济交流与合作打下良好基础,也为之后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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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WTO做了必要的准备.另外,取消出口补贴,实行全行业自负盈亏,打破“吃大锅饭”的局面,调动

了企业出口积极性,提高了企业生产率和国际竞争力.
(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时期的外贸体制改革(１９９４~２００１年)

１９９２年党的十四大确立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进行了一系列围绕建设市场经济的体制改

革.１９９４年７月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正式实施,这是我国新一轮外贸体制改革的起

点,从此我国的外贸管理进入法治化阶段,以法律形式规定具备条件的国企、科研单位等拥有外贸经

营权.废除对外贸公司的指令性计划,对少数实行数量限制的商品按配额招标、拍卖和规则化分配.
取消外贸公司承担的外汇上缴任务,外贸公司出口商品的外汇留成全部改为由银行统一结售汇.进

口管理体制改革方面,从１９９５年１２月３１日起,取消１７６个税目商品的进口许可证和进口配额制度,
同时,我国进口关税总水平从３５９％降至２３％.１９９５年我国开始申请加入 WTO,为适应 WTO 的

要求以及进一步融入国际市场,我国加快了外贸体制改革,进一步放开外贸经营权,１９９７年对５个经

济特区的进出口企业实行登记制,１９９８年对１０００家重点企业实行进出口经营权登记备案制,这些措

施调动了企业从事进出口贸易的积极性.从１９９９年１月１日起,国家开始允许非公有制经济从事进

出口贸易,标志着外贸企业成为市场化主体,这是我国外贸体制改革的重要环节.
此阶段改革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取消外贸财政补贴使外贸企业拥有更大的外贸自主权,外

贸企业能够在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体制下改善经营管理水平、提高企业经营和生产效率,增强国际

竞争力;另一方面,政府对外贸的行政干预大幅度降低,进出口商品的价格逐渐由市场决定,并逐渐向

用经济和法律手段进行宏观调控过渡.我国的市场经济地位逐渐得到世界认可,并于２００１年１２月

１１日正式加入 WTO.
(五)以 WTO规则为基础的开放型经济体制改革(２００２~２０１２年)
经过一系列外贸体制改革,我国在体制上基本符合了 WTO的多边贸易体制的规则要求,但我国

开放型经济体制依然存在改善的空间,对此,我国继续对外贸体制进行完善.首先,废除和修订一系

列外贸法律法规,并相继颁布«货物进出口管理条例»«技术进出口管理条例»«反倾销条例»«反补贴条

例»等与 WTO规则相契合的外贸法规.其次,将进出口经营资格统一划分为外贸流通和自营进出

口,其中外贸流通由商务部核准,自营进出口由省级外贸主管部门实行登记制.从２００１年开始,我国

进一步放宽进出口经营资格的准入企业注册资金要求.最后,进一步降低多达５３００种商品的进口关

税,取消多种产品进口数量限制,并于２００５年取消了所有机电产品进口数量限制.２００８年,我国开

启从中央到地方的政府机构的大部制改革,对职能相近的部门重新整合[７].
此阶段的外贸体制改革和调整使得我国经济体制更加完善,更加符合 WTO规则,成为我国经济

加速增长的催化剂.经过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使得我国进出口贸易和国际经贸磋商

均有法可依.经过改革,政府对经济的干预逐渐减少,外贸经营权全面放开,外贸经营主体实现多元

化,汇率、商品价格、利率等制度逐渐市场化,进一步加强了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我国的国际竞争力

在这一阶段得到大幅提升.
(六)新时期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建立(２０１３年以后)

２０１３年４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三个方面提高我国经济

开放水平[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坚决贯彻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方针,深化经济

体制改革,提出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初步框架.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
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赋予自由贸易试验区更大改革自主权,探索建设自由

贸易港,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９].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最重要的是通过开放

促进我国加快制度及法规建设”[１０].国务院在关于建立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意见中提出了１０项４６
条具体措施,包括建立新型外商投资管理机制,建立促进走出去战略的新体制,构建外贸可持续发展

新机制,优化对外开放区域布局,加快实施“一带一路”倡议,拓展国际经济合作新空间,构建开放安全

的金融体系,建设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加强保障机制建设和建立健全开放型经济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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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保障体系[１１].
自贸区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是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两大举措.２０１３年,中国(上海)自

由贸易试验区正式成立,并颁布«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条例».这部«条例»是我国外贸管理体

制的巨大进步:建立了以负面清单管理为主要内容的投资管理制度,实行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
加“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以贸易便利化为重点的贸易监管制度有效运行,以资本项目可兑换和金融服

务业开放为目标的金融创新制度有序推进,以政府职能转变为核心的事中、事后监管制度初步形成.
在较短时间内,上海自贸区就取得了良好的成效,这也为我国扩大自贸区的范围提供了参考.截至

２０１９年８月,我国共设立１８个自贸试验区、３５个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中国—东盟以及中国与

冰岛、瑞士、韩国、澳大利亚等国的自贸区目前已处在实施阶段.在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要求下,
中国自贸区建设一直朝着改善营商环境和创新环境、放宽外商投资准入、加强产权保护、促进国际公

平竞争等高标准方向持续努力[１２].“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同样是在建设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要求

下,为应对全球贸易环境的变化,为中国争取更大的国际舞台而设计.我国要依托“一带一路”国际合

作平台,对内要不断完善自身体制建设,对外要加强合作,以推动全球的共同繁荣与稳定.

四、改革开放后我国外贸体制改革的巨大成就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外贸体制的变革与完善,我国对外贸易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我国已发展成

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② 、第一大货物贸易国③ 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我国外贸的发展为本国和世界经

济的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使我国成为最具活力和潜力的新兴市场.我国综合国力与日俱增,对世界

经济增长的贡献大幅提升,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显著增强.
(一)对外贸易地位和规模提升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出口商品总额从１９７８年的２０６４亿美元逐年增加到２０１８年的４６２００亿

美元,增速快,增长幅度大,表明我国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随着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提高,对外

贸易逐渐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图３可以看出,我国外贸依存度从１９７８年的１０％左右

持续上升到２００６年的最高点６４％,我国对贸易的依赖逐渐加强,２００６年之后,我国贸易依存度逐渐

下降,但仍维持在３０％以上.可见,改革开放后,贸易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从改革

开放前的附属地位转为改革开放后的主导地位.近年来,我国进行了一系列体制改革,使得经济结

构、进出口结构和需求结构都在不断优化,虽然外贸依存度有所下降,但外贸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作

用不断强化,资源配置效率不断提升,贸易的地位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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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贸依存度的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积极实施出口导向型战略,为扩大出口打下了良好基础.在改革开放初期,
受经济活力较差、体制机制不健全、企业发展积极性不高等因素影响,１９７８~１９９３年,我国贸易顺差

和逆差交替出现,从１９９４年开始,我国再无贸易逆差出现.１９９２年我国确定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１９９４年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１９９５年为加入 WTO开始新一轮的贸易体制改革,从
此我国进一步融入国际市场,参与国际分工合作,发挥比较优势,使我国成为贸易大国.从表４中可

以看出,从１９９５年开始,我国进出口贸易顺差逐渐增加,从１６７亿美元增加到２０１５年的５９３９亿美

元,年均增长１９６％.２０１５~２０１８年,我国贸易顺差额逐年减少,在努力寻求进一步加大改革开放力

度的同时,我国的去产能、供给侧改革等举措初见成效,国内市场越来越受到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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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４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出口贸易差额 (单位:亿美元)

年份 １９８０ １９８５ １９９０ １９９５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５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出口总额 １８１．２ ２７３．５ ６２０．９ １４８７．７ ２４９２．０ ７６１９．５ １５７７７．５ ２２７３４．７ ２２６３３．７ ２４８７４．０
进口总额 ２００．２ ４２２．５ ５３３．５ １３２０．８ ２２５０．９ ６５９９．５ １３９６２．４ １６７９５．６ １８４３７．９ ２１３５６．４
差额 －１９．０ －１４９．０ ８７．４ １６６．９ ２４１．１ １０２０．０ １８１５．１ ５９３９．１ ４１９５．８ ３５１７．６

(二)进出口商品结构优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出口商品结构逐步优化.表５显示,我国初级产品进口占比在１９８６~
２０１０年间一直维持在较低水平,但２０１０年之后维持在３０％左右,说明在金融危机之后,我国初级产

品进口增多,更多地从国外进口原材料和初级加工产品来满足我国国内大规模生产的需要.工业制

成品的进口比例在１９８６~２００４年间基本维持在８０％以上的高水平,说明这一时间段我国工业化水

平较低,需要大量进口工业制成品来满足国内生产和生活需要,但２０１０年之后我国工业制成品进口

比例下降到７０％以下,体现出我国工业生产能力逐渐提高,产业链逐步完备.从出口商品结构来看,

１９８０~２０１０年,初级产品出口占比从５０％降到５％,而工业制成品的出口占比从５０％上升到９５％;

２０１０~２０１８年,初级产品出口占比维持在５％左右,工业制成品的出口占比维持在９５％左右.这表

明,伴随着我国贸易体制改革,我国的工业化水平快速提高.
　表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出口商品结构

年份

进口商品结构

初级产品
(亿美元)

占比
(％)

工业制成品
(亿美元)

占比
(％)

出口商品结构

初级产品
(亿美元)

占比
(％)

工业制成品
(亿美元)

占比
(％)

１９８０ ６９．９０ ３４．８ １３０．５８ ６５．２ ９１．１４ ５０．３ ９０．０５ ４９．７
１９８３ ５８．８０ ２７．２ １５５．８２ ７２．８ ９６．２０ ４３．３ １２６．０６ ５６．７
１９８６ ５６．９０ １３．２ ３７２．５５ ８６．８ １１２．７２ ３６．４ １９６．７０ ６３．６
１９８９ １１７．５４ １９．９ ４７３．６０ ８０．１ １５０．７８ ２８．７ ３７４．６０ ７１．３
１９９２ １３２．５５ １６．４ ６７３．３０ ８３．６ １７０．０４ ２０．０ ６７９．３６ ８０．０
１９９５ ２４４．１７ １８．５ １０７６．６７ ８１．５ ２１４．８５ １４．４ １２７２．９５ ８５．６
１９９８ ２２９．５２ １６．４ １１７２．１４ ８３．６ ２０６．００ １１．２ １６３１．５７ ８８．８
２００１ ４５７．４３ １８．８ １９７８．１０ ８１．２ ２６３．３８ ９．９ ２３９７．６０ ９０．１
２００４ １１７２．６７ ２０．９ ４４３９．６２ ７９．１ ４０５．４９ ６．８ ５５２７．７７ ９３．２
２００７ ２４３０．８５ ２５．４ ７１２８．６５ ７４．６ ６１５．０９ ５．０ １１５８５．５１ ９５．０
２０１０ ４３３８．５０ ３１．１ ９６２３．９４ ６８．９ ８１６．８６ ５．２ １４９６０．６８ ９４．８
２０１３ ６５８０．８１ ３３．７ １２９１９．１５ ６６．３ １０７２．６８ ４．９ ２１０１７．３６ ９５．１
２０１６ ４４１０．５０ ２７．８ １１４６８．７０ ７２．２ １０５１．９０ ５．０ １９９２４．２０ ９５．０
２０１７ ５７９６．４０ ３１．０ １２６１４．５０ ６９．０ １１７７．３０ ５．０ ２１４６５．４０ ９５．０
２０１８ ７０１６．１５ ３２．９ １４３４０．２５ ６７．１ １３４３．２０ ５．４ ２３５３０．８０ ９４．６

由表６可以看出,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额从１９９０年的２７亿美元持续增长到２０１８年的７４６９亿

美元,年均增长２１４％,高技术产品出口额占比从１９９０年的４３％增长到２０１８年的３０％.可见,我
国为适应 WTO规则进行的外贸体制改革、实施科技兴贸战略以及加入 WTO 之后进行的外贸体制

改革,对我国企业技术水平的提升起到了巨大促进作用.
　表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额及占比

年份 １９９０ １９９４ １９９８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６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高技术产品出口额(亿美元) ２７ ６４ ２０３ ６７９ ２８１５ ４９２４ ６６０５ ６７０８ ７４６９
占出口总额比重(％) ４．３ ５．２ １１．０ ２０．８ ２９．１ ３１．２ ２８．２ ２９．６ ３０．０

(三)外贸企业经营权强化,积极性与效率提高

外贸企业经营权的扩大是改革开放后我国外贸体制改革的重要特点之一.在改革初始探索阶

段,国家、地方和相关团体组建了一批外贸公司,国家大幅度缩小了外贸公司的指令性计划管理范围,
下放经营权,推行外贸代理制,并给予部分沿海地区特殊政策,市场调节作用加大,使得效率大大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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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１９８６年,我国开启复关之路,目的是融入世界经济,分享全球经济增长的红利.但我国企业的生

产水平和管理水平相对较低,很难与国际接轨.因此,我国推行了两轮外贸承包责任制改革,通过放

开经营、取消出口补贴、企业自负盈亏等措施,使得外贸企业自主经营权进一步加强,激发了企业的积

极性,提升了企业生产率和管理水平.１９９４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实施,大规模放开了进

出口商品经营权,废除对外贸公司指令性计划,并于１９９９年开始允许非公有制经济从事外贸活动,伴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调节作用得以充分发挥,进一步提高了企业

竞争力.加入 WTO后,我国全面放开外贸经营权,商品价格和利率等逐渐市场化,促进了民营企业

的成长.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对我国外贸造成了严重冲击,为了应对全球经济危机以及国内经济发展矛

盾,我国对内加大改革的力度,对外扩大开放水平,进一步强化了我国外贸企业经营权.综上可知,改
革开放以来,我国外贸企业经营权不断强化,一直朝着更加促进企业发展的方向迈进.

(四)吸引外商投资,促进技术进步,形成了“引进来”和“走出去”齐头并进的新格局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外贸体制改革,我国颁布实施了一系列利用外资、引进技术的法律法规,对
外商投资和引进技术给予优惠政策.伴随着管理体制逐渐完善,企业和市场活力逐渐提高,营商环境

逐渐优化,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来中国投资,通过外溢效应,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企业的技术进步和管

理水平提升.１９７９年我国颁布第一部外资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开始在引入外

资的同时鼓励引进先进技术.１９８６年颁布«国务院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规定»,随后发布了一些法

规,对外资进入做了技术引入的要求.从１９８７年开始,我国发布了一系列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外资

政策,并进一步扩大了对外商投资企业技术研发的优惠政策.这些政策和发展理念为我国企业技术

进步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做了良好铺垫.１９９５年颁布的«指导外商投资方向暂行规定»及«外商投资

产业指导目录»,扩大了外商投资行业范围,并对外商向中国企业转让技术、与中国企业合作技术开发

等给予不同形式的税费减免[１３].加入 WTO 后,我国政策体系和营商环境进一步改善,强化了对高

技术水平外资的引进.近年来,我国领导人多次向国际社会承诺中国未来将进一步开放市场,并欢迎

全球资本来中国投资④ .随着上海等自贸区的建立,众多跨国公司已经入驻,他们带来的先进技术和

管理经验为我国企业提供了良好的学习机会.２００２年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走出去”战略,我国对外

开放进入“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的新阶段,对外投资步伐加快,截至２０１８年底,我国对外直接投资

存量达１９万亿美元,由２００２年的全球第２５位跃升至２０１８年的第３位.

五、总结与展望

新中国成立７０年来,我国成功实现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转折,形成了全方位、多层

次、宽领域的全面开放新格局.总体而言,新中国成立７０年来的外贸体制变迁,实际上是中国整个经

济体制改革的缩影.作为整体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外贸体制的变迁更为充分地体现了中国经

济体制从资源配置的集中决策到逐步分散决策的变迁过程.新中国成立７０年的外贸体制变迁表明,
外贸体制的改革必须适应不同时期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才能更好地推动经济持续发展.无论是新

中国成立初期的国家外贸统制的建立,或是计划外贸体制内中央与地方的分权,还是外贸领域的市场

化方向改革,均是为了适应不同时期国民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与时俱进、不断改革是中国外贸体制

变迁的重要特征.而对内放权让利、激发民营经济活力,对外开放市场、推动经济融入世界经济一体

化进程,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贸体制变迁轨迹的主线.新中国成立７０年的外贸发展,给我们留

下了宝贵的经验:国家保持政治经济稳定,才能有利于经济的持续发展;不断深化对外开放,积极融入

全球国际分工体系之中,才能为本国发展创造更多机会;而自身体制的不断改革则是推动国民经济长

期稳定发展的持续动力.在此需要强调的是,为行文的方便,我们把７０年外贸发展分为改革开放前

后两个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两者绝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从
本质上来说,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

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的内外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从内部环境来看,我国的经济发展进入“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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叠加”的阶段.经济发展模式面临着综合转型:由于受资源约束,经济的数量型增长模式,必须逐步向

质量型增长模式转变;由于最终需求不足,主要依靠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必须逐步向依靠消费需求

拉动的增长方式转变;由于市场约束和国际间经贸摩擦加剧,以往依赖外需拉动的经济增长,必须逐

步向内外结合、以内需拉动为主的增长方式转变.而从外部环境来看,世界经济结构严重失衡、全球

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加大,贸易保护主义重新兴起,全球多边贸易体制受到了严重挑战.面对当今世

界复杂的政治经济形势,我国要构建开放经济新体制,实现对外贸易的高质量发展,需在以下方面加

快改革:
第一,转变外贸发展方式,培育外贸企业竞争新优势,走内生型外贸增长道路.传统粗放型外贸

增长方式具有不可持续性,我国要重塑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国际分工,推动我国传统优势产业转型升

级,同时,积极培育以竞争优势为主导的发展模式,走创新引领发展道路,创造良好的环境,推动企业

创新,增强我国企业发展的内生动力.在鼓励我国企业自主创新的同时,也要大力引进国外先进技

术,通过综合利用国内外有利资源,推动我国的企业创新.走外贸内生型增长之路,不断增强外贸企

业的核心竞争力,才会有助于我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的攀升,实现贸易强国的目标.
第二,发挥大国市场优势,走内外贸融合发展之路.我国要积极破除各地发展的藩篱,在体制机

制等方面进行改革,完善全国的统一大市场,发挥我国的大国市场优势.大国市场为我国产业发展提

供了肥沃的土壤,有利于培育产业竞争优势.此外,我国内需规模大,具有多层级内需的典型特征,因
此,企业要充分利用我国的市场优势,加强创新能力建设,打造自己的品牌,培育自身的竞争优势,立
足国内,走向国际.此外,我国也要建设开放融合的流通体系,积极搭建内外贸融合发展平台,促进内

外贸规则体系的衔接,为实现内外贸融合发展提供有利环境.
第三,建设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深化外贸体制改革,构建对外贸易开放新体制.我国要坚持改

革开放的基本国策,构建适应新时代发展需要的对外贸易新体制.具体来看,我国要坚持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发展方向,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要转变政府职能,进一步强化

政府的服务功能,优化我国营商环境,推动贸易投资便利化,完善我国政府监管制度与涉外法律体系;
逐步完善符合国际规则的贸易体制机制,构建互利共赢的开放格局,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

第四,面对现阶段的中美贸易摩擦及世界经济发展不确定性,要深化市场开放和加强对外经济联

盟.即进一步深化市场开放,降低市场准入条件,营造企业有效竞争环境,严格遵守国际经济规则;与
东盟和日本、韩国加速推进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形成深度融合的周边地区产业分工体系,避免与国

际产业价值链脱钩.积极推进和落实“一带一路”倡议,拓展国际经济合作的发展空间,使贸易伙伴日

益多元化,市场布局更趋平衡.由于中国自身的产业体系完整,国内市场容量巨大,经济发展韧性较

好,加上与东亚地区经济及其他区域的国际经济合作规模较大,我们理应可以承受现阶段中美贸易冲

突的负面效应或冲击,保持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进一步巩固经贸大国地位.

注释:

①“四三方案”是指１９７３年１月５日国家计委向国务院提交«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请示报告»,建议今后３~５年
内进口价值４３亿美元的成套设备,后简称为“四三方案”.

②１９８６年,我国经济总量突破１万亿元,２０００年突破１０万亿元大关,２０１０年达到４１２１１９亿元,超过日本并连年稳居世界第
二位.

③２００４年,我国货物进出口规模突破１万亿美元,２００７年和２０１１年分别突破２万亿美元和３万亿美元,２０１３年再突破４万亿美
元.２０１８年我国货物进出口规模超过４６万亿美元,以人民币计价首次突破３０万亿元大关.２００９年,我国成为全球货物贸易第一
大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２０１３年,我国超越美国成为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２０１４~２０１８年间,除２０１６年外,我国继续保持全球
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参见国家统计局贸经司．对外经贸开启新征程 全面开放构建新格局———新中国成立７０周年经济社会发展
成就系列报告之二十二[EB/OL]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２０１９０８/t２０１９０８２７_１６９３６６５．html．

④１９８３~１９９１年,我国实际使用外资由２２．６亿美元增长至１１６亿美元,主要以对外借款为主,期间外商直接投资从９．２亿美元增
长至４３．７亿美元.１９９２~１９９７年,我国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由１１０亿美元增长至４５３亿美元,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开始稳居发展中
国家首位.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积极营造更加公平透明便利、更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利用外资进入高速发展时期.２０１８年,我国
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１３８３亿美元,规模为１９８３年的１５０倍.我国已连续２７年成为外资流入最多的发展中经济体.参见国家统
计局贸经司．对外经贸开启新征程 全面开放构建新格局———新中国成立７０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二十二[EB/OL]
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２０１９０８/t２０１９０８２７_１６９３６６５．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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