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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2∞3 年我从外经贸揭位上退下来以后，一直在想，如何让更多已

经从事、正在从事和将来有志从事外经贸事韭的同志特别是青年民志

以及长期关心和支持我 E外经贸事业的人信，能够全吉、系统、翔实地

了解中国对外经济贸易改革和发展的巨大变化。为此，几年前，经商斋

开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和商务部商量，自我组织上述两月号大学的教

援、专家以及曾经在外经贸部、商务部工作过的一些奇〈局)长的用业

余时向撰写了这本《中国对外经济贸易改革和发展史)，现在终于如愿

与广大读者见面了。我的高兴之情溢于言表。

本书采用编年体(1-5 章)与叙事体(6-8 章〉相结合的方式，以

中昌外经贸改革和发展变迁为主线，对不再砖黯各项外经贾体制改革、

政策捶施、发展变化等，进行了整理、编排，做了真实的历史记述，商对

于外经贸的实务等技术内容未曾着笔。本书按只写史，不写论的原黯

撰写，挖论证、评价、结论等空间留给读者，这样会更好。本书是历史读

本(窍容截至 2011 年年底) ，不同于个人的回忆录，可作为高校外经贸

专业资料翔实的教材。

全书共分八章。了解历史才能看清现在，把握未来。为让读者了

解新中图对外经济贸易是在怎样的基础上发展商来，我的用开篇之章

高度浓缩地分绍了新中罢成立曾几千年来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与演

变。中国是历史上最先开展对外贸易的国家之一，它起始于先秦，盛于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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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衰于晚清。 1840 年西方周炮火轰开了中国"问关锁雷"的大门，

中国从此沦为半建民地半封建社会，对外贾易也由此丧失主权，成为半

殖民地对外贸易。

第二章，新中型初期，在计越经济时期的对外经济贸易( 1949-

1978 年) 0 这一辈分绍了新中国成立后如何在半殖武地对外贸易基础

上，在西方国家对我虽封锁的条件下建立起薪中型自己的对外贸易体

系，以及这个对期中型对外贸易的方针、政策、体制、法律法规、主要贸

易伏停、贸易结椅等。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以计结经济方式管理下的

对外贸易得到了较块的发展，并发挥了其对国民经济应有的作用。

第三章，我望实施改革开放，对外经济贸易先有改革( 1979-1992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对

外经济贸易被确定为先行改革的领域。在这一时期，在外贸管理体制、

企业经营体制等方百进行了一系列的重大改革。哥时，中国制定并颁

布了吸枚外资的法律法挽，以法律先仔开应了中国吸收外资的新时期。

本章迈着重介绍了对外开放中设立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经济技术

开发区等特殊经济功能区议及外贺、外资在这些区域内享受的特殊政

策，进行先行体制攻革的实验，外经贸获得了快速发展。这些特殊功能

区在中国外经贸改革发震中发挥了枝特作用和贡献。

第四章，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下，中国外经贸体制改革

进一步深化( 1992-2∞1 年九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吕替。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中国外经贸体制进入深

化改革措凌，中国外经贾体制改革由政策性开放和改革，逐渐转变为机

制和制度性开放和改革，市场经济深化了外经贸的改革，而外经贸改革

反过来又促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曲建立和发展。与此!琶时，为了实

现外经贸可持费发展，蜀家先后提出了"市场多元化"、"~议~A贯贯取进

"科技兴贸"和"走出去"等重要发展哉略 O 也在此时，中理加块了"复

关"谈判进程，积极参与 APEC、中国与东盟吉贸区等多个区域和次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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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经济合作以及多边贸易体制。中国外经贸改革的方向更加明确，开

放的领域更如广酶，外经贸日益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五章，如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2001-

2011 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 10 年，市场经济改革继续深化

并释放出前所未有的活力，对外经济贸易得冀跨越式大发展。以加入

世贾组织为标志，中国进入全面、主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新时期。为震

行入世承诺，遵守世贸组织规则，中国对涉外经济法律法规、棋度、政策

进拧了全面的清理和修订，建立起一整套符合世贸组织规黯、蒋合中嚣

发展需要的法律法规体系，进一步如快了中 E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的步伐。加入世贸组织不仅为中国企韭创造了虽好的、可预见的

外部经济环境， 1哥时，中窜作为世贾组织成员，在极运蜀世贾规蹈维护

吉身权利，成功应对挑战，趋利避害;中国以更积极的姿态，参与区域经

济，挂动吉由贸易区的建立和协定签订。十年的变迁，中型外经贸赢得

了又一次跨越式发展。

第六章窍第八章，是三个专题篇章。

第六章，主要介绍中国复关和加入世贸组织谈判 15 年的历程、谈

判的窍容以及利弊分析等。该章还分绍了世贸组织历史沿革、基本规

则及与我嚣的历史关系等常识内容。

第七章，中国的对外援助。对外援助始于新中国成立之初，它既是

外经贾业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中国覆仔E 际义务的重要体现。搓

着中昌经济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升，对外援助的规模和匮别不断扩

大和增加，对外援助方式也适时进行了改革。中医对外援助从不附加

任何政治条件，中墨从来认为，援助是灰白的，中望在援助其他居家

(地区〉的同时，也得蛋了其他罢家(地区〉的支持和帮助。我钉对她专

门做了介绍。

第八章，中 E会展韭与电子商务。中医会展业是伴随着对外经济

贾易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它与对外经济贸易梧辅桔威、柜互便进、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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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益彰。说到会展业，不能不提及中 E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即"广交

会"。吉 1956 年起，每年定时、定点举杰窝嚣，从未闰断，至今已举舟

113 届，成为海内外外贸业内人士无人不晓的世界级会展品牌，在中国

对外贸易发展史上扮演了十分重要前角色。中吕会展业今后在我国才

外经济贸易发展中，一定还会发挥重要作屑。

电子商务虽诞生对窍不长，但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知、认可和

应用，正在成为对外经济贸易的一个新平台。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

和与之桔配套的政策、法律及服务的完善，电子商务在对外经贸发展

中的作扉肯定会越来越大。本章对电子商务的发展和相关知识做了

介绍。

中国对外经贸事业的亘大变迁，是伴撞着新中罢成立，特射是改革

开放以及国民经济由此获得巨大发展而兴盛的，它得益于中自共产党

的正确领导、政府的精心组织和有效的工作，全体直接和再接从事这项

事业的人创的辛勤劳动和在全社会的支持下取得的。中国人用了六十

余年的实践，把一个丧失主权的半殖民地对外贸易国家变成了一个名

居前茅的对外经济贸易大国并昂首向强自迈进，这在世界上是少有的，

真是令中国人骄傲和自豪!

机缘巧合，我本人有幸一辈子从事外经贸事业。从学习时期的耳

闻自睹，到工作以后的参与其中，以致后来捏任不同层级的领导工作，

无论是在政府部门、外经贸企业，还是常驻国外经商机构等多个岗位，

从未离开过这项事业。 50 年的时间让我与这个事业结下深厚的感情。

说实在的，我是带着感情组织撰写这本书的，从本书提纲讨论和编写、

史料嬉选、文稿一遍又一遍的第政校正中，我看到的是中医外经贸的历

史回鼓，在回放中感受着幸福和快乐，在国放中得到的是一次再学习、

再提高。我们这代人，能一辈子从事这项事业并能赶上这个伟大时代，

是幸运的，我有机会零距离感受了中望外经贾与共和国一起成长、发展

和壮大，备感骄傲和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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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出版之际，我要惑谢南开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大力和

热情支持，老!原们在繁忙的教学之余，为本书付出大量心血和劳动;感

谢参加撰写的奇〈局)长幻，他奇:为此奉献了许多经验和经历，为本书

充实了大量内容;感器商务部领导的关心和支持，以及政研室、外资司、

援外司、办公厅、人事司、条法司、外贸司、产业司、合作司、电子商务和

信息化司以及外事司对本书的贡献;感谢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国贸

中心、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皖、中昌会展经济研究会给予的热情支

持。我还要特别感谢王梦奎窍志对书稿提击的宝贵意见，我们一一作

了修改。对所有参与撰写、核枝、资耗和信息提供以及给予各方面支持

帮助的单位、个人，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虽然已竭尽努力，但由于我本人能力和水平所限，本书一定有很多

不完善、不准确、不全面之处，希望渎者就评捂正。

户底地
2013 年 5 月于北京

I 5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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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屋对外经济贸易 60 年变迁对比表 (单位:亿美元，别

指标 1949 年 1978 年 1992 年 2001 年 2011 年

外贸进出口总额 11. 4 206.4 1655.3 5096.5 36420. 岳

外贸占世界贸易比重 。.8 2.3 4.3 10.4 

外贸在世界排名 32 11 岳 2 

对外贸易 外贸占国民经济比重 8.8 33.9 38.5 48.5 

初级产品占出口比重 53 20 9.9 5.3 

制成品占出口比重 47 80 90.1 94. 7 

高新技术产品占出口比重 4. 7 17.5 31. 2 

吸收外商 年度 17.7 110. I 4岳8.8 1239.9 

直接投资 累计 360.7 3952.5 12318.8 

年度 746.5 
对外投资

累计 4247.8 

外汇储备 累计 1. 67 194.43 2121. 65 3181 1. 48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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