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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30年对外开放的成果及其前瞻

肖仲华    2008-12-24 14:49:02    来源： 光明日报     

   打印本页  关闭窗口

我国改革内在地包含着开放,开放本身就是改革。因此,欲加快推进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发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必须把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有机统一起来,在扩大开放中促进深化改革,在深化改革中推动

扩大开放。 

一  

我国的开放经历了一个由点、线到面,从沿海、沿江到内地,由单方位、低层次到全方位和深层次渐

进式扩展的过程。经过30年的开拓,我国的对外开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据资料显示,2007年我国进出

口总额达到2.17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三位;贸易伙伴已达220多个,占全球贸易比重由1985年的1.8%提高到

2007年的近8%;服务贸易总额由1982年的44亿美元发展到2006年的1917亿美元,占全球服务贸易的比重

从0.6%升至3.6%;外汇储备由1978年的1.67亿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1.5万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一大外汇储

备国;对世界贸易增长的贡献率从不到1%扩大到11%,并成为日本的第一、美国和欧盟的第二、东盟的

第四大贸易伙伴。利用外资几乎从零开始,到2007年年底累计外商直接投资逾7500亿美元,已连续15年

居发展中国家之首;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虽然较小,但已取得积极进展,截至2007年年底,我国从事跨国投资

与经营的各类企业已发展到3万多家,对外投资遍及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累计对外直接投资金额

1000多亿美元;对外经济合作也取得了长足发展,营业额由1992年的30亿美元增长到2006年的356亿美元,

增长了10余倍。更为重要是,透过这些抽象的数字,我们所看到是中国30年经济与社会所发生的历史性

变革。在中国大步走向世界的同时,其内部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生活方式乃至思想观念都发生了剧

烈嬗变。在开放的触动和催化之下,中国人从蒙昧中觉醒过来,并逐渐由狭隘的“地域性”个人成长为“世

界历史性”的主体;中国经济生产活动由于借鉴和引进了国外先进的技术设备和管理方法,开始改变了极

端落后的状况,并逐步与世界市场相连接,由狭隘的“地域性”实践活动向“世界历史性”实践活动转化;中国

社会传统的经济体制在现代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发生了根本变化,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转变为充满

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经济体制的改革又带动了政治和文化体制的改革,一个封闭的狭隘

的“地域性”社会存在正在转化为“世界历史性”存在。 

二  

  开放在当代中国社会变革中所起的作用决不仅仅是提供了一个外在的环境条件,它同时构成社会变

化和发展不可或缺的动力资源。对于一个长久处于隔绝状态的社会来说,如果没有外在要素的介入,它

还会照旧存在下去。一旦外来因素突破封闭的外壳,渗入到社会的机体之中,它就会转化为一种新的内

生要素,使旧的社会有机体发生根本的改变。在这里,与封闭相对立的开放成为消解封闭的一种先在的

必要条件,这种条件在与封闭体发生碰撞之后,又转化为促使封闭解体的内生机制。这是封闭系统转化

为开放系统的一般规律。普里高津创立的耗散结构理论用可靠的实证方法证明了存在于自然和社会的

这一规律的普遍性。  

当代中国社会的变革主要源于社会内部各种矛盾关系的运动及其交互作用,但是假如不通过开放从

外部世界吸取物质、信息和能量,并且把它们转化为内在要素,那么这种社会变革也就不可能发生,即使  



发生了,也不可能持续下去。这就是中国的改革和现代化建设一刻也离不开开放的深层原因。 

三  

  经过30年的发展,中国经济已经融入到世界经济体系之中,转化为这个体系中的一个有机构成要素,

但又自成体系地保持着自己的相对独立性。在这种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入分析中国在当代世界经济体系

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反思自身存在的矛盾和问题,是我们谋划如何在深化改革中扩大开放,发展开放型

经济的现实基础。  

  首先,就其地位来说,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体系中还处于弱势。尽管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三贸易大国,

而且贸易额度在持续上升,但经济效益不佳。其原因是我国出口增长走的仍然是数量扩张型的路子,属

于较粗放的增长方式。目前,在我国外贸出口中,加工贸易占55.3%,这种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不仅获利

少,而且易受世界经济的影响。中国对外贸易要想改变目前这种状况,提高自己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层

级,就必须在产品的质量和科技知识含量上下功夫。  

  其次,就其自身的状况来说,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需要进一步完善。一是市场法制环境

的改善问题。这突出表现在市场监管不到位,市场规则不健全,市场寻租和假冒伪劣未得到有效治理,市

场契约信用未得到有效保障。这种状况必然影响和制约我国对外开放的发展。二是进一步规范政府行

为的问题。我国作为转型中的市场经济国家,在一定的时期内特别是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期,政府

应当发挥其在指导改革和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中的主导作用,没有这种主导作用,市场体制就建立不起

来。但是,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和完善,政府的职能应当作相应的调整和转换。当前的主要任务是

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要通过改革,健全政府职责体系,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加快推进

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规范政府行为,减少行政审批和对微观经

济运行的干预。三是深化国有企业的改革问题。这些年来,通过对国有企业特别是大中型国有企业的改

制和改造,国有企业活力得到进一步增强,其整体素质得到进一步提升。但是,国有企业在体制上的深层

次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我国是公有制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主义国家,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有至

关重要的地位,如何搞活国有企业,完善国有企业的市场化体制,提高国有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不仅关系到

国有企业自身的发展问题,也关系到我国市场经济的整体素质和水平的提升问题。  

  再次,就其未来的走势来说,中国必须大力发展开放型经济。开放型经济和外向型经济是两个既有

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外向型经济是相对于内向型经济而言的,它以出口为导向,主要靠外需拉动经济

增长。开放型经济是相对于封闭型经济而言的,它并不排斥以进口替代战略为主的内向型经济,而是在

积极参与世界经济体系的分工和竞争的基础上,把“外向型”和“内向型”经济有机结合起来。经过30年的

发展,我国的经济已由封闭半封闭经济逐步转变为开放型经济。但是,无论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还

是我们自身的整体素质和水平,都还处在一个较低的层次。要实现“赶超”,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所以,在

未来的经济发展中,我国必须把发展开放型经济、提高开放型经济的水平作为总体目标。而要实现这一

目标,就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通过改革完善开放型经济的体制机制,通过改革拓展开放范围、提高开放

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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