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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6/2021_2022_2011_E5_B9_

B4_E5_9B_BD_c29_646397.htm 本文主要介绍改革开放后对外

贸易体制，供大家参考学习。 改革开放后的对外贸易体制 1

、改革开放与对外贸易体制改革 （1）改革开放与对外贸易

的关系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迈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从

改革与开放两者的关系来看，开放是改革的一部分，开放是

改革的对外延伸。对外贸易作为对外开放的前沿阵地，在改

革开放中必然首当其冲。 （2）对外贸易体制改革对改革开

放政策的落实 我国的改革开放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进行的新

的伟大革命，目的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

现代化，让中国人民富裕起来，振兴伟大的中华民族；就是

要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赋予社会主义新

的生机活力，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改革开放

的前沿阵地，对外贸易体制改革必然要全面落实与实践改革

开放政策和目的，因此，我国对外贸易体制改革的目标定位

为一是扩大出口，发挥比较优势；二是有选择地限制进口，

保护国内产业成长。 2、改革开放后对外贸易体制改革进程

与效果 我国原有的以国家统一经营、统负盈亏为主要特征的

对外贸易体制，是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在特定

历史时期，这一体制对我国经济建设和对外经济贸易发展曾

发挥过重要作用。但随着国内和国际形势的变化，特别是党

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改革开放和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原有外贸体制的垄断经营、大

锅饭、财政补贴的弊端日益显现，成为我国外贸发展的障碍



。对外贸易体制改革已经摆上历史日程。 从1978年至2001年

，我国外贸体制改革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1979年至1987年

的探索阶段，1988年至1990年的整体推进阶段，1991年至1993

年的攻坚阶段，1994年至2001年的继续深化阶段。 在探索阶

段，外贸体制改革主要采取了如下措施： 一是改革高度集中

的经营体制，包括 增设对外贸易口岸，下放外贸经营权； 二

是改革单一的指令性计划管理体制，实行指令性计划、指导

性计划和市场调节相结合； 三是完善外贸管理，重新实行进

出口许可证制度，建立外贸经营权审批制度； 四是探索促进

工贸(技贸 、农贸)结合的途径； 五是采取鼓励出口的政策，

实行外贸减亏增盈分成制度和地区差别的收汇分成制度，对

出口商品实行退税等，并在外贸管理上，实行中央统一领导

、统一政策、统一规划，中央和省两级管理。 相关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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