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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9月]浅谈改革开放与国家经济安全 【字体：大 中 小】

作者：[袁 戬] 来源：[本站] 浏览：[] 评论：[] 

  引言 
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人民经过辛勤的奋斗和艰苦的努力，终于实现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第
一、第二步目标，使一个占世界1/4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摆脱了贫困，人民生活水平基本达到小康水平。
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但是，随着经济的快速稳步发展，伴生而来的诸多问题也日益凸现，其中，
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就成为一个重大和现实的课题。党和国家领导人曾多次在重要场合谈到：在新形式
下既要加快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又要使经济不出大的风险，保证经济主权、国家安全不出大
的问题。这显而易见地表明了改革开放与国家经济安全相互依存、“荣辱与共”的关系，也明确地指
出不让经济安全出大的问题以致干扰改革开放大局，是必须长期坚持的原则。所以，我们必须牢固树
立经济安全意识和风险防范意识，始终注意正确处理好对外开放、发展国际经济合作与维护国家利益
和安全的关系，并充分认识到我国经济安全问题长期性和复杂性，使经济安全稳步、健康地伴随着改
革开放的全过程。 
一、经济安全的地位 
随着冷战的结束，战后的国际环境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越来越多的国家将目光聚焦于以经济安全为核
心的国家综合安全，重视以经济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竞争，摈弃了以军事安全为主的传统国家安全概
念，因此经济安全在国家安全战略中的定位日益明确、地位显著提高。 
中国几代领导人都立足国情，从维护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出发，将经济发展视为国家的最高利益，突
出了经济安全在国家安全中的基础地位，并顺应经济全球化趋势，把经济安全提高到了关系国家总体
安全的战略地位。为此，邓小平同志曾尖锐地指出：“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一
语道破了经济发展是中国当前最大的安全问题，揭示了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对国家安全的基
础作用。 
国际上一直有一个普遍认识，那就是国家的贫弱是最大的不安全。因此，一个国家维护经济安全的能
力在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中显得尤为重要，它主要由经济的生存力、竞争力、国家对本国国民经济重
要部门的控制力和抵御内外威胁的能力等构成。对此，我国领导人也有着清醒的认识，他们视经济安
全为国家安全的“物质基础”，认为科技领先、国力强盛才是国家安全最可靠的基础。确实，只有经
济实力增强了，才能为逐步形成的经济安全机制、强化保障手段提供物质可能性。反过来，只有经济
安全机制功能正常发挥，才能为经济持续稳定增长进而促进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创造更好的条件。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各国经济、政治、军事等的相互依存度进一步增强，
我国也不可避免地卷入了世界一体化的洪流中。如今，各国间相互依存、共同繁荣的意识日益强化，
双赢和多赢思想被广泛接受，彼此都开始顺应全球化的要求，开始了相互关系的协调和国内经济政策
的调整。在此情况下，中国经济已不可争议地成为世界经济的一部分，在这样一个开放的世界里，中
国不可能也不应该置身事外地去发展自己的经济，所以国家领导人曾多次强调：为了更好地维护国家
经济安全，应将国家的经济安全与对外开放有机地结合起来。因此，中国未来的经济安全不是单方面
的经济安全，更不是以损害别国整体和长远利益为代价的安全，而是体现了地区视野和全球视野的共
同经济安全。 
二、改革开放和国家经济安全的关系 
经济市场化、自由化、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许多国家都在设法通过内部改革、扩大对外
开放来适应这一潮流，寻找最佳的利益结合点，维护自身的经济安全。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下，我国除
了顺应历史潮流，实行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高层次上参
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拓宽经济发展空间，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外，别无他法。可见，我国
的经济安全也必须以此大环境为背景，在这样一个变化、开放的过程中逐步地实现，因此它要求我们
持更开放的国家安全观，追求更全面融入国际经济、更多参与全球化的国家经济安全目标。 
经济安全作为国家安全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必定包含着社会稳定的内容，即维护经济稳定、
防止和解决社会经济冲突的能力。实行改革开放可以说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本身就是对中
国经济社会这一大系统进行的全面的、系统性的改造。因此，在这一过程中，出现经济的不稳定局面
和因素在所难免，表现在经济安全问题上就更加呈现出复杂化的趋势。比如：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
下，生态环境恶化、贫困失业、人口膨胀、疾病流行、毒品泛滥等都可能引发经济混乱、社会动荡，
危及经济整体安全，并进一步阻挠改革开放的顺行实施。所以，中国作为一个超大型国家，身处这样
一个复杂的环境，必须对自身经济系统的复杂性和特殊性有充分的认识，理智地挑战改革开放步骤和
力度，清醒地参与国际产业分工和国际竞争，应对日益凸现的经济、技术、政治甚至军事方面的对
抗，维护好国家经济安全。 
众所周知，中国改革开放走的是一条先经济市场化后政治民主化的道路。这一路径，使中国的改革开
放在初期呈现了一种良性循环：改革造就初步的经济繁荣，初步繁荣支持改革；深入改革造就进一步
繁荣，进一步繁荣促进改革深化。但是这一选择也并非是完美无缺的。中国可用资源的不足、粗放的
经济增长方式以及生态环境的恶化等都在改革的中期给深化改革带来了诸多不便，提高了改革的代
价，阻碍了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步伐。这一系列的问题，最终都给中国的经济安全埋下了隐患。联合国
开发计划署曾在2002年7月“警告”中国：如果继续坚持过去那种“增长优先”的发展路线，中国在21
世纪头几十年里将面临两大风险：社会继续不稳定、环境持续退化。我们相信，这并不是耸人听闻，
而是对我们的善意提醒。确实，中国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曾片面追求经济效益而忽略了政治、经济、
社会、安全等的协调发展，引发了一些弊端，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如：我国在追求高速发展阶段出现
了人口老龄化问题，而西方发达国家却是在完成工业化、经济高度发达的背景下出现的。这一问题看
似简单，却直接危险着中国的经济安全。这意味着中国必须在经济实力还不足以应对老龄化所要求的
社会福利增长的情况下，就运用财政政策，将用于经济增长的一部分资本转移到提供社会保障上来，
以缓和可能出现的矛盾。这样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所需的资金将进一步受到内部的“硬约束”，制约
未来经济的发展，进而反过来再度恶化人口环境，形成恶性循环，引发经济安全问题，钳制改革开放
的深入发展。 
而且，从改革开放的现状来看，经济的发展还导致出现了明显的不平衡发展格局，使得地区间的经济
发展和收入水平的差距进一步拉大。这种差距的扩大对经济的持续、和谐发展和国家安全稳定都会产



生不利的影响。同时，发展的不平衡必然带来利益分配的不均，进而导致各地区、各社会阶层和各利
益集团的矛盾，并使这种矛盾随着利益分配不均的加剧而进一步恶化。这一切如果真的变成现实，无
疑会给国家安全，尤其是经济安全带来巨大威胁，同时也抹杀了改革开放20多年取得的巨大成果，影
响党和国家的形象，削弱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 
三、结论 
改革开放的目的就是要使人民群众在这一过程中得到最大实惠，成为改革的主要受益者，从而取得人
民的信任和支持。同时，为他们创造最安全、稳定、适合发展的政治、经济、安全环境。所以，改革
开放和国家的经济安全相互依存、缺一不可。我们必须在这两者之间找到最佳的平衡点，以科学发展
观为指导，深化改革、更新观念、促进经济安全、保证社会主义经济事业的稳步、健康发展，为人民
群众的幸福生活作出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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