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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I

摘  要

中国开放型经济经过 30 余年的快速发展，已站

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随着世界经济进入深度调整

转型期，近年来我国开放型经济面临的内外部环境

发生了深刻变化。从国际背景来看，受国际金融危

机和欧债危机的双重影响，国际需求萎缩和贸易放

缓成为新常态，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持续蔓延、势头

强劲，造成我国外贸出口稳定增长的压力增大；美

国和欧盟等发达国家纷纷实施“再工业化”等促进

制造业发展的战略，进一步加剧了我国制造业产能

过剩的困境；全球贸易模式正从传统的贸易模式向

以全球价值链为特点的新贸易模式转换；美国实施

重返“亚太战略”以及推动 TPP、TTIP 等自由贸易

协定，这必将对我国开放型经济外部环境造成进一

步的冲击。从国内现实情况来看，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以外贸和外资为主要内容、粗放型发展模式的

经济增长方式已难以为继，能源短缺与环境责任问

题日益加剧；近年来，我国生产要素条件也发生了

深刻变化，人口红利逐渐丧失，面临的土地、能源

约束日益加剧；同时，在我国开放型经济取得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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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背后所隐藏的不平衡性和结构性矛盾凸显，给我国开放型经济可

持续发展造成了严峻挑战。

因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适时提出了“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的科学论断。目前，在国际国内新形势下，我国广大学者和决策部门

已形成统一共识即：我国开放型经济只有实现成功的转型升级才能突

破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延长甚至拉升竞争优势曲线，实现我国经济

的稳定可持续发展。

本著作系统性地从多角度、多层面分析了中国开放型经济的发展

轨迹和现状，深入分析中国开放型经济转型升级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在开放型经济转型升级面临的内外部因素基础上，提出了中国开放型

经济转型升级的战略定位、实施路径与发展对策。

从国内外两个层面梳理了“开放型经济”这一词汇的历史由来与

内涵表述，界定了开放型经济的实质内涵与基本特征。研究认为“开

放型经济”是指在市场经济主导下，以商品、资本、劳务、技术等要

素的自由跨界流动为主要内容，以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分工为主要

形式的一种经济形态。开放型经济内涵的表述有四层含义，一是开放

型经济是与封闭型经济相对应的一种经济形态，两者之间有质的差别；

二是在开放型经济中，商品、资本、劳务、技术等要素可以自由跨界

流动，其流动性呈现不断增强，最终趋于和直至达到完全无限制；三

是参与国际分工，在全球范围内配置优化资源，生产效率不断提高；

四是开放型经济中，政府基本按照市场经济的机制和规则进行管理活

动，政府职能和市场机制不断协调。开放型经济具有其独特的优良特

性和基本特征，开放型经济具有开放性、动态性、高效性、相对性、

渐进性和区位性六大特征。

从历史的脉络全面梳理了中国开放型经济 30 多年的发展历程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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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发展特征。从历史发展的制度变迁角度将中国开放型经济的历史

演进划分为四个阶段：中国开放型经济政策的探索阶段（1978—1991

年）、中国开放型经济规范化制度形成阶段（1992—2001 年）、中国

开放型经济制度国际化完善阶段（2002—2006 年）、中国开放型经济

制度深化创新阶段（2007—今）。

从国家经济发展宏观层面、产业发展中观层面以及企业发展微观

层面分别对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的现实情况进行了深入分析，以此为

中国开放型经济转型升级的必要性提供分析基础。

对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绩效进行了实证评估。从经济发展绩效、

社会发展绩效以及资源环境绩效三大层面出发构建中国开放型经济发

展绩效评估综合指标体系，下设共 37 个具体指标。通过收集相关数

据以及数据预处理，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中国开放型经济的发展绩效

进行实证评估。实证结果得出：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总绩效已形成了

明显的倒 U 型曲线趋势特征。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总绩效基本经历了

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1985—1996 年），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绩

效呈现低速震荡前行的特征，位于倒 U 型曲线上升阶段的中低部。

在这一阶段，中国从完全的封闭型经济打开了对外单边开放的窗口，

从沿海开放向内陆延伸，初步形成了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格局，由于开

放经济发展的基础弱、单边性、探索性的发展特点，因此，这一阶段

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绩效呈现出了低速、震荡、前行的发展特征；第

二阶段（1997—2006 年），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绩效呈现高速、稳

定、增长的特征，这一阶段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绩效得分值由 1997

年的 -0.49 增长到 2006 年的 1.22，绩效得分翻了 2 倍有余，绩效年

平均增长率高达 66%。这一阶段，随着 1997 年香港回归和 2002 年中

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开放型经济在国际经济稳定大环境下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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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2006 年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绩效得分达到历史最大值，这一

阶段处于倒 U 型趋势线快速上升到顶部的阶段；第三阶段（2007—

今），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绩效呈现不稳定的下降趋势特征，除 2010

年绩效得分上升外其他年份均出现了绩效下降，下降速度在 2007 年、

2008 年和 2011 年均高达 28% 以上，2012 年下降速度有所减缓，为 3.7%。

2007 年美国次贷危机加剧并于 2008 年底全面爆发所引起的全球性金

融危机对近年来国际经济环境造成了巨大影响，国际经济发展低迷，

加之我国国内近年来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等因素影响，中国开放型经

济发展绩效呈现出了不稳定的下降趋势特征，形成了明显的倒 U 型曲

线下降趋势发展特征。因此，如何提高中国开放型经济的发展绩效、

促进开放型经济稳定持续增长是当前应重点关注的问题。

运用 SWOT 分析方法，深入分析和了解了中国开放型经济目前

所面临的外部机遇和风险、内部优势和劣势，以期为中国开放型经济

转型升级战略、实施路径与发展对策的制定提供研究基础。中国开放

型经济目前所面临的外部机遇有：国际分工新形势机遇、国际金融体

系改革机遇、世界低碳经济发展机遇、新形势下企业海外投资发展机

遇、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机遇、构建全球经济治理新机制机遇；外部

风险有：全球经济增长持续疲弱以及需求持续萎缩、国际贸易保护主

义盛行、世界经济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因素继续加大、全球经济“再平衡”

和发达国家“再工业化”构成了新挑战、气候变化谈判升温，我国将

面临国际环境约束进一步加剧、全球流动性过剩，金融动荡与通货膨

胀压力增大；内部优势有：人力资源新优势正在形成、国内巨大的消

费市场优势、坚实的物质基础以及产业集群和产业配套能力、不断完

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稳定的国内政治和体制改革优势；

内部劣势有：近年来经济增长速度持续下降、国内经济结构性问题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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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制造业产能过剩问题加剧、资源与环境问题日益突出、经济体制

建设的不平衡和不协调问题显现。

最后，本著作研究了中国开放型经济转型升级的战略定位、实施

路径与发展对策。明确我国开放型经济转型升级的战略目标有利于统

筹和制定开放型经济发展战略与对策，实现我国开放型经济的成功转

型和升级。在我国开放型经济内外部环境基础上，确定我国开放型经

济转型升级的战略目标为以下五点：①增长动力上实现由要素驱动转

向创新驱动；②发展模式上实现由低附加值、低成本、低技术、低收

益转向高附加值、高成本、高技术、高收益，攀升全球价值链中高端

模式升级；③发展结构上实现产业结构、区域结构和城乡结构的优化

升级；④发展方式上实现由传统粗放式发展转向集约高效型发展；⑤

发展体制上实现由政府主导型经济转向市场主导型经济。在战略目标

基础上，提出了中国开放型经济转型升级的实施路径与发展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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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一、 研究背景与意义

中国改革开放已有 35 年，从沿海开放到内陆开

放，从货物贸易领域开放到服务贸易领域开放，从

国外资本“引进来”战略到国内资本“走出去”战略，

中国经济成功地实现了由封闭型经济向开放型经济

的转变，带动了中国经济的“腾飞”。

开放型经济是对外开放在“量”和“质”方面

的深入和发展，近年来，中国开放型经济面对的国

内外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

从国际背景来看，一方面，全球经济发展进入

深度调整时期，世界经济低迷成为新常态，国际需

求急剧萎缩，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前景不明，美国等

发达国家呼吁“制造业回归”，利用反倾销、反补

贴以及碳关税、碳标签等新型贸易保护措施，对中

国开放型经济造成了巨大冲击，中国已经成为当今

世界最大的贸易摩擦对象国。据商务部统计，2012 年，

中国出口产品共遭遇 21 国（地区）发起的 77 起贸

易救济调查，涉案总金额达 277 亿美元，比上年增

长了 369%，并且在目前世界所有的反补贴措施中一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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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以上是针对中国。中国长期依靠低成本、低价格、处于全球价值链

低端的产品优势已难以为继，开放型经济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

另一方面，美国积极实施重返“亚太战略”以及推动 TPP、TTIP 等

自由贸易协定，这必将对我国开放型经济外部环境造成进一步的冲击。

同时，以企业和产品为基础、跨国公司主导的“要素国际分工”为主

要特征的新国际分工体系的发展以及全球经济失衡加剧及其调整，给

中国开放型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发展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和

风险。

从中国现实情况来看，一方面，中国经济总量迅速扩张的同时经

济结构问题日益累积，近年来结构矛盾突显，突出性的结构问题主要

有产业结构、生产要素结构、投资与消费结构和城乡结构问题等；另

一方面，中国充当“世界工厂”所面临的能源和资源约束以及环境责

任问题日益严峻。根据 BP 世界能源统计（2012），中国 2011 年一次

能源消费量达到 2613Mtoe，占世界的比重达到 21%，成为世界上最

大的一次能源消费国。中国获取能源和资源的方式、手段和价格，正

在成为世界关注和焦虑的中心。同时，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所带来的

的环境问题正日益凸显，2013 年 1 月 9 日以来，中国从东北到西北，

从华北到中部甚至黄淮、江南地区，都出现了大范围的雾霾和污染天，

给居民生产、生活、健康带来了严重的影响。资源与环境问题对中国

的开放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速放缓，2012 年 GDP 增速为加入世贸组织

后的最低值，为 7.7%，出口贸易持续疲软，2013 年上半年，中国的

出口贸易 6 月份出口额同比增速更是创下自 2009 年 10 月以来 44 个

月的最低值，近年来中国利用外商投资的效率也出现了明显的下降趋

势。中国开放型经济已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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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全面深化改革并提出了“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重要决断。

目前，在中国开放型经济深化改革大背景下，众多学者开始对中

国开放型经济 30 余年的发展情况进行全面性、历史性的深入审读和

研究，以期通过深入分析和查找问题来为中国开放型经济的进一步可

持续发展提供参考依据和发展对策。本研究正是在这一历史大背景下，

基于可持续发展理论、新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理论以及国际分工等理

论，深入探讨开放型经济的内涵及其特征，从历史演进的角度对中国

开放型经济的发展史进行阶段性分析，并通过宏观、中观、微观三个

角度梳理中国开放型经济的发展现状。在此基础上，通过构建中国开

放型经济发展绩效评估综合指标体系并对中国开放型经济 30 余年的

发展绩效进行实证评估，以期通过绩效评估查找发展问题以及判断中

国开放型经济转型升级之拐点。最后在深入分析中国开放型经济目前

面临的内外部条件基础上，提出中国开放型经济转型升级的战略定位、

实施路径与发展对策，从而为中国开放型经济的发展规划、转型升级

的对策导向起到参考依据和政策建议的作用。

因此，本研究“中国开放型经济转型升级的战略、路径与对策研

究” 对于构建中国开放型经济理论体系，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促

进中国开放型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二、研究内容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适时提出了“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科

学论断。目前，在国际国内新形势下，我国广大学者和决策部门已形

成统一共识即：我国开放型经济只有实现成功的转型升级才能突破制

约经济发展的瓶颈，延长甚至拉升竞争优势曲线，实现我国经济的稳

定可持续发展。

本著作系统性地从多角度、多层面分析了中国开放型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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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迹和现状，判断了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进入转型调整期之拐点，深

入分析中国开放型经济转型升级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在开放型经济

转型升级面临的内外部因素基础上，提出了中国开放型经济转型升级

的战略定位、实施路径与发展对策。研究的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章，开放型经济的内涵与基本特征。分别从国内外两个层面

梳理“开放型经济”这一词汇的历史由来与内涵表述，界定开放型经

济的实质内涵与基本特征。

第二章，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的理论基础。可持续发展理论是中

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的重要指导理论，国际分工和新开放经济宏观经济

学理论是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实践中的重要基础理论，新制度经济学

理论是指导中国开放型经济制度创新的重要理论依据。通过对以上理

论进行梳理与分析，从而为本著作的研究提供理论支撑。

第三章，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历史演进及其特征。从历史的脉

络全面梳理了中国开放型经济 30 多年的发展历程，从历史发展的制

度变迁角度将中国开放型经济的历史演进划分为四个阶段：中国开放

型经济政策的探索阶段（1978—1991 年）、中国开放型经济规范化制

度形成阶段（1992—2001 年）、中国开放型经济制度国际化完善阶段

（2002—2006 年）、中国开放型经济制度深化创新阶段（2007—今）。

第四章，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宏观、中观与微观分析。从国家

经济发展宏观层面、产业发展中观层面以及企业发展微观层面分别对

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的现实情况进行深入分析，以此为中国开放型经

济转型升级的必要性提供分析基础。

第五章，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绩效实证评估。从经济发展绩效、

社会发展绩效以及资源环境绩效三大层面出发构建中国开放型经济发

展绩效评估综合指标体系，通过收集相关数据以及数据预处理，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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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成分分析法对中国开放型经济的发展绩效进行实证评估，探求导致

绩效下降的内外部因素。一方面为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绩效作历史性

评价，另一方面为中国开放型经济转型升级提供实证支撑。

第六章，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面临的内外部条件分析。运用

SWOT 分析方法，重点深入分析和了解中国开放型经济目前所面临的

外部机遇和风险、内部优势和劣势，以期为中国开放型经济转型升级

战略、实施路径与发展对策的制定提供研究基础。

第七章，中国开放型经济转型升级的战略定位、实施路径与发展

对策。在以上分析基础上，为扭转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绩效下降的路

径依赖，突破制约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的瓶颈因素，通过深入分析中

国开放型经济转型升级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提出中国开放型经济转

型升级的目标定位、实施路径与发展对策。

三、研究方法

（一）历史演进与现状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本研究从历史发展脉络和宏微观指标分析相结合，从多层面研究

了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历程和现实情况。

（二）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可持续发展理论、国际分工理论、新开放经济宏观经

济学理论以及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为指导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的理论依

据，并通过计量方法对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绩效进行了实证评估，一

方面为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的“量”和“质”进行评价，另一方面为

中国开放型经济转型升级提供实证支撑。

（三）文献分析与专家咨询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本研究在对中国开放型经济历史发展特征以及开放型经济绩效

评价综合指标体系的设计等方面内容研究中，采取了国内外文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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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相关专家咨询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使本研究的写作赋予更高的科学

性、准确性和实践性。

四、依托的基金项目

本著作依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全球经济失衡与治理对

我国开放型经济转型升级的影响与对策研究”（14ZDA085），本著

作是该基金项目研究的部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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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开放型经济的内涵与基本特征

一、西方经济学关于开放型经济内涵的研究

( 一 ) “开放经济”（The open economy）思想的由来与发展

将开放经济作为一个专门范畴来研究最初始于西方经济学家。早

在 18 世纪中叶，随着资本主义农场取代小农经济，大量的破产农民

为资本主义工厂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廉价劳动力，随着西欧殖

民主义的不断扩张发展，西方不断膨胀的国内外市场需求均要求资本

主义经济进一步迅速发展，此时的时代背景迫切需要打破早期重商主

义所制定的保护国内市场的原则，从而释放资本主义工厂手工业的规

模发展。于是，1776 年，亚当·斯密适时出版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

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一书，《国富论》对市场经济的根源、

基础、功能和运行机制作了透彻的分析和论证，并提出了经济自由主

义观点，反对重商主义限制，主张国际贸易自由，提出了著名的“绝

对优势成本论”，即各国按照其绝对优势安排专业化生产并实行自由

市场经济，会使各国劳动生产率提高并且交易双方的物质财富增加。

同时，亚当·斯密主张经济自由但并非主张无政府主义，按斯密的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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