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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世界的发展需要中国，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
　　20世纪中叶以来，随着科学技术革命的突飞猛进，当今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社会生产力水平不
断提高，国际分工日趋明显，国际一体化趋势势不可挡。
世界各国之间互相开放，在一条世界范围的大&ldquo;供需链&rdquo;上，同呼吸，共命运，人类社会
步入了前所未有的&ldquo;互联&rdquo;时代。
当今世界的开放性特征成为人类进步的最鲜明特征，世界各国之间往来更加密切，互动更为紧密。
许多产品的生产、加工、组装、分配、销售环节分别设立在不同国家，成为国际分工合作的产物；许
多公司纷纷在世界各地设立分支机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成为吸引外资的重点，品牌国际认知度成为
衡量产品价值的重要标准，提升国际化水平正在成为世界共识；国家或地区的难题牵一发而动全身，
迅速升级为世界难题。
美国次债危机、欧洲经济下滑、日本核泄漏等问题，已不再是单纯的经济、政治问题；国内市场成为
国际市场的一部分，参与世界分配，俨然是世界经济大循环中必不可少的一环。
在此背景下，中国的对外开放成为顺应世界潮流的必然之举。
　　同时，中国若要在当今世界谋求发展，对外开放也是不二选择。
历史经验和教训反复证明，对外开放关乎国运兴衰。
国际视野，世界胸怀是一个奋进民族应有的气度。
纵观历史长河，着眼战略高度，把对外开放作为我国的基本国策，并且长期坚持，是我们面临的一
道&ldquo;必选题&rdquo;。
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步伐，也要求我们把这道&ldquo;必选题&rdquo;做好。
建国初期，我国资金短缺、技术落后、人才缺失、管理经验不足，这决定了我国参与国际化分工的迫
切性。
当前，我国加快现代化建设步伐，深入调结构、保增长、保稳定，更需要我们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
提高开放质量，提升开放层级。
同时，在对外开放布局上，要深化区域结构改革，实现沿海和内地百花齐放的格局。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大背景下，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史基础上，探讨改革开放的历史启示
和中国发展的道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即将出版的《对外开放的历史启示和中国道路》一书，以探索的视角和独到的眼光为大家呈现了一幅
对外开放的画卷，为我国对外开放提供了一种新的视野。
我曾在中央财经大学任教，作者也曾在那里学习、工作，当时作为我校最年轻的中层干部，他把高校
学生工作做的有声有色。
2001年他调任区县工作，成为改革开放第一线的基层商务工作者，书中提到的问题也多缘于该时期他
工作中遇到的困惑与求解。
今获悉他已获得博士学位，以自己亲历改革开放大潮的实践，结合工作中遇到的解散清算、企业并购
、贸易摩擦等问题，以及北京市建设世界城市、东城区建设&ldquo;国际商贸中心&rdquo;示范区等工
作背景，花费大量心血撰写了此书，通过对我国对外开放的历史性鸟瞰，提出了中国道路选择的思考
和启发，这是对我国新阶段对外开放的一种有益探讨。
　　对外开放的根本意义在于&ldquo;中国力&rdquo;的提升和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它与我们每个人
都息息相关。
对外开放不只是一项促进国家发展、民众富裕的宏伟决策，更是一种不断探索、不停关注、不止研判
、不懈追求的包容和发展心态。
只有以一种海纳百川的气魄、一种包容开放的胸怀去前行，我们整个民族才能保持恒久的活力，释放
源源不断的生机。
　　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　 郝如玉教授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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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对外开放关乎国运兴衰。
作为一个国家系统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对外开放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复兴的应有之意和必然选择。
中国自古就有对外往来，唐宋元盛极一时。
新中国成立60年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中国又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民经济快速增长
，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社会各项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对外开放道路的选择对中国经济社
会的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
同时，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我们也面临着许多新的挑战，如何破解这些难题成为亟待解决的
问题。
《对外开放的历史启示和中国道路》基于此回顾了中国对外开放的进程，总结了对外开放过程中的重
要节点和历史启示，分析归纳了对外开放的中国经验，从哲学角度进行了深度思考，认清了现实挑战
和国际环境，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对外开放的政策建议和中国道路选择，并最后对中国对外开放的未来
走向进行了展望。
本书从“历史启示”和“中国道路”两大起源点和落脚点出发，为我们呈现了一幅中国对外开放纵横
时空的宏美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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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新时期我国对外开放面临的国际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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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国家间合作与竞争并存，加剧我国对外开放战略选择疑虑
　　三、国际政治格局多极化继续深化，拓展我国对外开放战略空间
　　四、经济全球化趋势加强，推动我国对外开放加速发展
　　五、国际安全形势复杂，我国对外开放面临严峻安全挑战
第五章 新时期对外开放的政策建议与“中国道路”选择
　第一节 保证我国对外开放科学持续发展的政策建议
　　一、积极参与，应对金融危机
　　二、深入参与，应对贸易争端
　　三、主动参与，应对并购问题
　　四、自觉参与，应对产业结构升级问题
　　五、全面参与，应对解散清算问题
　　六、广泛参与，应对经济安全问题
　第二节 对外开放的“中国道路”选择
　　一、态度：坚定不移--在扩大内需战略的背景下
　　二、担当：使命与责任--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大实践的背景下
　　三、目标：开放强国--在改革开放30年取得伟大成就的背景下
　　四、旗帜：科学发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引的背景下
　　五、路径：战略升级--在经济全球化与全球产业重组的背景下
　　六、保障：协调互动--在综合国力不断提升的背景下
　　七、提升：文化软实力--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背景下
　第三节 我国对外开放的展望
　　一、“走出去”的战略地位日益显著
　　二、包容性增长成为我国参与国际竞争的主流方式
　　三、推动建设“世界城市”和“国际商贸中心”的步伐--以北京市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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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促进二元经济结构转化和城市化进程
　　五、“中国力”的提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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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绪 论　　中国自古就有对外往来，唐宋元盛极一时。
新中国成立60年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中国又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民经济快速增长
，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社会各项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回顾中国2000多年对外开放风雨历程，对外贸易长足进步，利用外资发展迅速，对外投资加速增长，
对外经济合作日益频繁，多双边经贸合作进一步深化，二元经济结构得到转移和优化，国民心态更加
成熟和自信。
我们可以看到，对外开放道路的选择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
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到，&ldquo;我们不断扩大对外开
放，使我国成功实现了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
我们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打开国门搞建设，加快发展开放型经济。
&rdquo;&ldquo;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
马克思主义；改革开放符合党心民心、顺应时代潮流，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成效和功绩不容否
定，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
&rdquo;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我们也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和新的挑战。
宏观层面，金融危机下的外贸出口出现变局，经济增长方式亟待转变，产业结构急需调整，国家经济
安全不容忽视；中观层面，贸易摩擦不断加据，并购成为吸引外资的新热点；微观层面，如何解散清
算已到期效率低下企业等一系列问题和挑战日益凸显，有必要总结对外开放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解
析对外开放实际运行中的难题和困惑，并在此基础上从国家政策角度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从国家战
略视野下探索中国对外开放未来的发展方向，为新时期继续扩大对外开放提供新的方略选择。
　　对外开放关乎国运兴衰，对外开放作为一个国家系统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是一个国家和民族
复兴的应有之意和必然选择。
对外开放越兴盛，国家则越强大；对外开放越保守，国家则越衰败。
因此，我国对外开放应在科学发展的旗帜下，保持坚定不移的对外开放态度，担当历史和现实赋予的
使命，围绕开放强国的目标，实施对外开放战略，充分利用各方保障力量，大力提升文化软实力，实
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一、选题的背景和研究意义　　（一）选题的目的和意义　　中国的对外开放始于秦，萌芽于两
汉，停滞于魏晋南北朝，推广于隋，兴于唐、宋、元，衰于明中期，败于清，徘徊于近现代，振兴于
新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
　　本文选题落脚&ldquo;中国对外开放的历史进程和创新方略研究&rdquo;，缘起于笔者对外开放工
作实践中遇到问题的困惑与求解。
三十年中国特色的改革开放之路，无论从理论、实践、政策上，都没有现成的模式可循。
我们在&ldquo;法无明令禁止不为过&rdquo;的开放视野下，&ldquo;摸着石头过河&rdquo;，取得了举世
瞩目的成绩，同时不断面临着新形势的挑战。
宏观上，金融危机下的外贸出现出口变局，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与产业结构作何调整，国家经济安全
不容忽视；中观上，贸易摩擦不断加据、并购成为外资新的热点；微观上，如何解散清算已到期效率
低下企业等等一系列问题和挑战日益凸显，为开放之路布下许多节点，也成为本文选题的逻辑起点。
笔者作为亲身实践在中国对外开放第一线十年的商务工作者，结合对外经贸、商务管理领域的工作经
验，力求从学术和国家宏观角度厘清中国对外开放的历史进程，反思对外开放过程中的经验教训，解
析实际运行中面临的难题和困惑，寻求对外开放政策建议和方略创新，探索中国对外开放未来的发展
方向。
　　选题的意义体现和贯穿在整个论文的思路框架中。
反思中国对外开放的历史，总结对外开放的启示和经验，认为对外开放关乎国运兴衰，前提是开明的
国家意志，要突破思维困局，走由点及面的梯次渐进道路，进行合理的制度设计，发挥资源配置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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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外开放有自己的特色之路，具有独具一格的中国式经验，是古老文明与现代化挑战的融合再造
，是对西方模式的超越创新，中国的和平崛起将构建和而不同的和谐世界。
以上启示体现了对外开放的特色化和中国化，鉴镜于中国现行对外开放面临的问题，启发于未来发展
。
当前，中国面临金融危机、并购、贸易摩擦、产业结构调整、国家经济安全等问题和新的国际大环境
，面对挑战应坚定不移，勇于担当，致力开放强国，坚持科学发展，实现战略升级，保障协调互动，
提升文化软实力，探索对外开放的新模式，为进一步明确对外开放政策提供了导向参考，为应对全球
化挑战提供了理性选择。
展望未来，走出去战略地位将日益提高，包容性增长将成为参与国际竞争的主流方式，世界城市和国
际商贸中心间色和步伐加快，二元经济结构和城市化水平将不断提高，&ldquo;中国力&rdquo;将实现
全面提升。
　　&hellip;&hellip;

Page 9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对外开放的历史启示和中国道路>>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