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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的“一个中心，两个基

本点”的党的基本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后坚持实事求是路线，依据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经济关系

发展的原理和国际、国内的历史经验作出的重大战略决定。

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总结了历史经验，中国长期处于停

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因素是闭关自守。经验证明，关起

门来搞建设是不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 实行对

外开放是我国的一项长期基本国策。它是关系到我国能不能

进一步发展和解放生产力，关系到国家繁荣富强、民族振兴

的重大战略问题。对外开放与经济体制改革一起构成发展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两个轮子。它

与经济体制改革相互促进、相辅相成，共同推动我国经济的

发展。 一、对外开放政策的基本含义与主要内容 (一)对外开

放政策的确立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国没有明确提

出对外开放的战略方针，这是由许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从

客观上讲，有历史的原因，有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影响.从

主观上考虑，在我国经济工作中长期存在“左”的倾向和几

千年封建社会所遗留下来的小农经济思想的影响。 党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后，1980年6月，邓小平同志第一次将“对外开放

”作为我国的对外经济政策公之于世。他说，我国在国际上

实行开放的政策，加强国际往来，应特别注意吸收发达国家

经验、技术，包括吸收国外资金，来帮助我们发展。1981



年11月召开的五届人大四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进一

步明确了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加强国际经济技术交流，是我

们坚定不移的方针。l982年12月，对外开放政策写入我国宪法

，我国的对外开放政策作为基本国策最终确立了。 (二)对外

开放政策的基本含义 对外开放是与闭关锁国相对而言的。我

国的对外开放是指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领导地位的

基础上，在独立自主、平等互利的前提下，根据生产社会化

、国际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利用国际分

工的好处，积极发展与世界各国的经济贸易往来，以及科学

、技术、文化、教育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以促迸社会主义

物质文明的建设和发展。因此，它不仅仅限于对外经济贸易

方面的交流与合作，而且包括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宗教艺

术等领域的广泛交流与合作。 但是，经济是基础。我国实行

对外开放首先是经济上的对外开放，也就是要实行对外开放

的经济政策。从这个角度上讲，对外开放的基本含义是：要

大力发展和不断加强对外经济技术交流，积极参加国际交换

和国际竞争，由封闭型经济转变为开放型 经济，以加速四个

现代化建设。 对外开放是向世界上所有国家和地区的开放：

即不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是发展中国家

，还是经济发达国家，是穷国还是富国，是大国还是小国，

我国都愿意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发展同它们的贸易经济联系

。我国的对外开放，是要吸收世界上各个国家和地区的长处

和优点，博采众长，尽为我用。因此，我们的对外开放是向

世界开放。当然由于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客观需要，由于各个

国家和地区情况各异，特别是经济技术发展水平的不同，在

一个时期，我们根据需要和可能，同一些国家和地区发展多



一些，快一些，这是国际上的通常现象。而且，这种情况也

是随着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 (三)对外开放政策的主要内容 

对外开放政策的主要内容是：大力发展对外贸易，特别是扩

大出口贸易.积极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特别是有助于企业技

术改造的实用先进技术.积极有效地利用外资.积极开展对外工

程承包和劳务合作.发展对外技术援助和多种形式的互利合作.

设立经济特区和开放沿海城市，带动内地开放。党的十二大

报告指出，实行对外开放的经济政策，主要是“要促进国内

产品进入国际市场，大力发展对外贸易。要尽可能多地利用

一些可以利用的外国资金进行建设⋯⋯要积极引进一些适合

我国情况的先进技术⋯⋯以促进我国建设事业。”由此可见

，发展对外贸易，利用外国资金，引进先进技术设备这三项

是对外开放政策的最主要内容。这三项内容中，发展出口贸

易是利用外资和引进技术的物质基础，是对外开放政策的最

根本内容。因此，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必然使对外经济贸易

在国民经济中处于重要的战略地位。 二、对外开放格局 我国

的对外开放，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在不断总结经验的基础

上，由点到线、由线到面，由边缘向纵深，从南到北，从东 

到西，形成了全方位、多渠道、多层次的开放格局。对外开

放基本格局的形成，显示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巨大力量，对我

国进一步利用国际分工，促进经济国际化，发展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

一)1992年以前，重点开放沿海地区，逐步向内地开放. 实行

对外开放，必须充分发挥沿海地区的优势，以沿海地区对外

开放带动内地对外开放。因此，沿海地区是我国实行对外开

放的前沿地带。 我国沿海地区包括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



、闽东南地区和山东半岛、辽东半岛等地区，有近2亿人El。

沿海地区具有有利于实行对外开放的特殊地理位置和自然条

件，有18000多公里的漫长海岸线，有许多深水泊位、港El。

沿海地区工农业基础雄厚，工业门类齐全，骨干企业多，加

工能力强，建立了机电、仪表、石油化工、钢铁、轻纺、能

源等各种工业体系，是我国出口商品的主要基地。沿海地区

的科学技术也比较发达，拥有相当数量的科研机构和人员，

技术熟练的工人多，加工工艺质量水平高，消化、吸收能力

强，为提高出口商品的竞争能力提供了较好的技术条件。沿

海地区有着悠久的对外贸易历史，有与世界各国和地区进行

广泛联系的经济专业人才，有比较丰富的组织管理对外经济

贸易、国际金融等方面的经验，信息传递快，是我国进行国

际经济技术交流的桥梁和纽带。 早在实行对外开放初期，党

中央和国务院就确定了“重点开放沿海地区，逐步向内地开

放”的经济发展战略。把我国经济发展进程划分为东部地区

沿海地区，中部地区中部各省，西部地区新疆、青海、西藏

等边远省、区三个地区。先发展东部地区，带动中部和西部

地区发展。按照此项战略，将我国地域的对外开放分为经济

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内地四个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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