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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开放  硕果累累
茂 易

改革开放 30年来，我国坚持实行

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逐步扩大对外

开放地域和领域，不断提高对外开放

水平，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尤其是

加 入W TO 后，我国开放型经 济进入

到新的阶段，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 进

程，对外贸易规模持续扩大，吸收外

商投资稳步发展，对外经济合作保持

良好发展势头，实现了以 开放促发展、

促 改革、促创新、促 和谐，为推动经

济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

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对外经济进入全新发展时期

30年来，我国对外 开放成绩巨

大。1978年，我国对外贸易总额仅 为

206亿美元，居世界第 22位 ；吸收外

资和对外投资都不 到 2000 万 美元。
2007年，我国对外贸易总额已达 2.2

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三位，其中出口居

第二位；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直

接投资分别达到 748亿 美元和 187亿

美元，均居发展中国家第一位。
（一）外贸规模迅速扩大，短时间

实现了总量大跨越

改革开放之前，受经济发展水平

较低、国际环境限制等多种因素的影

响，我国进出口 贸易规模较小，改革开

放以后，进出口贸易规模由小到大，快

速扩张，不断跃上新的台阶。
货物进出口额从1978年的 206亿

美元增加到 2007年的 21738亿 美元，

年 均 增 长18.1% 。入世 6 年（2002—

2007年）来货物进出口 额 年均增速

更是 高达 28.5% ，其中出口 年均增长

30.2% ，进口 增长 26.5% ，这一时期我

国进出口 贸易累计总额已超过改革开

放到入世之前 23年（1979—2001年）

的总和，成为历史上发展最为迅速的

时期。

从实现的时间跨度看，我国在较

短的时间内就实现了一些发达国家需

用 几 十年 才 能 达 到 的目 标。1950—

1973 年，我国用了 24年时间实现了进

出口 贸易总额 突破百亿 美元 ；1974—

1988年，用15年时间跨上了千亿 美元

的台阶；1989—2004 年，再用16 年时

间跃上了万亿 美元的大关。尤其值得

关注的是，从千亿美元迈上万亿 美元

的大台阶，我国仅用了16年，就走完了

日本 30年、德国 25年、美国 20年的

路程。
（二）外贸结构不断优化 升级，发

展趋势与世界基本吻合

我国对外贸易结构经历了不断优

化 的过程，由 80年代初的以 初级 产

品 为主转变为以 工 业制成品 为主；由

90年代中期的以劳动密集型制成品 为

主，转变为以 资本、技术密集型制成

品为主。目前，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已

成为我国经济发展和贸易竞争的重要

力量，其发展趋势与世界贸易的总趋

势也是相一致的。一是初级产品 出口

比重下降，进口比重上升。在出口总额

中，初 级 产品 出口 额 所占比重由1985

年的 50.6% 下 降 到 2007年的 5.1% ；

在进口总额中，初 级 产品 进口 比重由

12.5% 提 高到 25.4% 。二 是工 业制成

品 出口 比重大幅上升，进口 比重比较

稳定。工业制成品 出口额占出口总额的

比 重由 1985 年的 49.4% 迅 速 上升到

2007年 94.9% ；进口 比重由 87.5% 下

降到 2007年的 74.6% 。在工 业制成品

中，机电产品 出口 额由 12.3% 提 高到

60.6% ，进口 额比 重由 49.8% 上升到

70%。资源型产品、技术密集型产品

的进口比重呈上升趋势，成为进口 的

主导产品。三是高新技术产品 进出口

比重均有提升。在工 业制成品中，高新

技术产品 进口 额所占比重由1985年的

16.5% 提高到 2007年的 40.3% ，出口

比重由 6.8% 上升到 30.1% 。

（三）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居世界前

列

对外开放使我国的投资环境不断

改善，吸引了大量外资不断涌入。外

商直接投资（FD I）由1983 年的 9.2亿

美元增加到 2007年的 748亿美元，年

均增长 21.1% 。加入W TO 后，FD I进

入全新发展期，1979—2007年，我国

累计外商直接 投 资金额 为 7667亿 美

元，入世仅 6年就占到 29年累计的近

一半，达到 48.4% 。这 6 年我国成为

发展中国家吸引 FD I最多的国家，居

于世界前三位，占发展中国家总额的

1/3以 上。

（四）对外投资和对外经济合作快

速发展

由于“走出去”战略的付诸实施，

使 对外投资出现了强劲的增长势头。
2002—2007年对外直接 投资流量分

别 为 27亿 美 元、28.5亿 美 元、55亿

美元、122.6亿 美元、176.3亿 美元和

187亿 美元。2007年的对外直接投资

流量是 2002 年的 6.9 倍，居发展中国

家的首位，从世界第 26位上升到第13

位。2007年末，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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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为 937.2亿 美元，是 2002年末的 4.1

倍，净增 707亿美元。目前，我国从事

跨国投资与经营的各类企业已发展到

3万多家，对外投资遍及世界160多个

国家。

对外开放已成为经济增长的

重要引擎

改革开放以 来尤其是 加 入W TO

后，对外贸易的飞速增长，利用外资的

迅猛增加，对国内经济和世界经济增

长产生了众多直接和间接的积极影响。

不仅使国家的综合国力增强，实力倍

增，而且 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不断增

强，贡献率也大为提高。
（一）对外开放带来了动力，对经

济的贡献率迅速提升

1978—2007年，我 国 国 内 生 产

总值年均增长 9.7% ，同期对外贸易

年均增长17.4% ，吸收外资年均增长

17.1% ，对外投 资年 均 增 长 27.4% 。
2007年与 1985年相比，按 不 变价 计

算，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贸易总额、出

口、吸收外资和对外投资分别增长了

6.7 倍、15.2 倍、22.1 倍、18.8 倍 和

14.4倍。对外开放各项指标均高于国

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表明开放是增

长的重要源泉。
货物净出口占 G D P（净出口 率）的

比重呈上升趋势，由1978年的-0.5%

上升到 2007年的 8% ，年均净出口 率

为 1.1% 。尤其是加入W TO 后，净出口

率由2002年的 2.1% 提高到 2007年的

8% ，年均净出口 率达到 4% 。净出口对

经 济的贡献率迅速提 高，从 2002 年

的 7.6% 迅速提高到 2007年的 21.5% ，

拉动 G D P 增长由 0.7个百分点提高到

2.5个百分点，表明外需对我国经济增

长的拉动作用较大。
对外贸易的快速增长，对中国经

济和世界经济增长产生了积极而重要

的影响。进出口规模扩大与结构优化

促进了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

增加了国内税收 及就 业，成为拉动我

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二）对外开放使中国融入了世界，

与世界经济的互动关系越来越紧密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我国外贸

依 存度持续上升，由 1978年的 9.7%

上升到 2007年的 67% ，其中出口依存

度由 1978 年 的 4.6% 提 高到 2007年

的 37.6% ，进口依存度由 5.1% 提高到

29.5% 。外贸依存度较高，表明中国经

济已经深深融入国际经济体系之中。
此外，我国的外贸依存度高于世

界平均水平。世 界平均外贸依 存度

从 1978 年 的 32.8% 上 升 为 2005 年

的 56.4% ，年均为 44% 。而我国年均

达到 45.9% ，上升速度 大 大快于世

界平均水平，年均水平也高于世界平

均水平。
（三）对外开放加快了我国经济全

球化步伐，对世界经济增长的拉动作

用扩大

自 1980 年以 来，我国 经 济持续

快速增长，经济规模逐渐扩大，经济

实力不断提高，在世界的地位明显上

升，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也越来越

大，已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

力量。1980—2005年，中国经济年均

增长 9.8% ，相当于世界经济平均增长

率（2.9%）的 3.4倍。据世界银行数据

显示，2003—2005年，中国经济增长

对世界 G D P 增长的平均贡献率高达

13.8% ，仅次于美国排名世界第二。据

预测，今年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 G D P

增长的贡献率将达到 16% 左右。

需要指出的是，我国进出口 贸易

的发展为 世 界各国提供 了巨 大的商

机，促进了世界经济贸易的持续发展，

成为全球国际贸易增量乃至全球贸易

总量的主要推动力量。一方面，我国

进出口 需求十分旺盛，为世界各国和

地区提供 了巨 大的市场。进口 总额由

1978年的 109 亿 元 增加 到 2007年的

9558亿 元，年均增长 17.3% ，进口 商

品 大量增加，为出口国创造了许多生产

和就业机会，为世界经济的稳定和繁

荣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另一方面，我国

出口 贸易扩大也给 世界各国带来了诸

多益处。我国出口总额由1978年的 98

亿元增加到 2007年的 12180亿 元，年

均增长 18.7% 。2002—2007 年，我国

累计出口额达到 4.3万亿美元，年平均

出口 增速达到 28.9% 。中国物美价廉

的商品 输往世界各地，提 高了进口 国

居民的实际收 入水平，促进了消费的

增长。
（四 ）对外开放促进了和谐，扩大

了就业，提高了收入

近 30年来，由于实施出口导向性

贸易战略，直接 带动了就 业 1.3亿 人

以 上，仅 加 工 贸易就 业 人数就超过

3000万；通过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到

2007年底外商在华投资共设立了63.5
万 家企业，直接 吸 纳就 业 人员超过

2500 多万人，占全国城镇劳动就业人

口 的 10% 以 上。目前外商投资企业的

就业人员已达 4200万人，再加上非外

资出口企业的就业和劳务输出等，涉

外经济中的直接 就 业人数超过 8000

万。我国出口 就 业密度远远高于进口

就 业 密度，特别是加 工贸易，大部分

是进口国外资源和资金密集产品 经再

加 工 后出口 的，这实质上是劳动力的

间接出口。涉外就业岗位的收入水平

也相对较高，外商投资企业员工的工

资水平在 2003年以 前是各类企业中

最高的，近几年也仅略低于少数国有

中央企业。此外，通过实施“走出去”

战略，也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为

有效 解决民生问题和构建和谐社会

发挥了重要作用。

（五）对外开放促进了创新，高新

技术产业助推经济发展

通过对外开放，我国引进、消化、

吸收了大量国外先进技术，国家自主创

新能力不断提 高，有效推动了国内高

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步伐。高新技术产

品出口 额占出口总值的比重由1995年

的 6.8% 上升到 2007年的 28.6% ，进

口 额占进口 总值的比重由 16.5% 提 高

到 30% ，这种变动趋势表明进出口 商

品 结构呈现逐步优化的趋势。通过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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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先进技术、设备的进口，快速提高了

国内高新技术产业的技术含量和技术

水平，加速推动了传统产业向高新技术

产业转移，为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了

强大的助推力。

（六）对外开放优化 了经济结构，

提高了国际竞争力

通过对外开放，国内企业进口 了大

量先进技术设备，外资企业大多数引进

使 用先进和比较先进的技术，在华外

资研发中心 已超过1100 家。在高技术

产业产值中，外资企业所占的比重超过

一半。2007年我国机电产品 和高技术

产品 出口额中，外资企业所占的比重分

别达到 73% 和 87% 。国内企业通过与

出口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的竞争与合

作，学习到先进经营理念、技术、管理

和营销模式，从 而大大提 高了企业的

国际竞争力。

当前，以 加 入W TO 过渡期结束

为标志，我国进入了全方位 开放的新

时期，在现有基础上全面推动新一轮

的对外开放 是我国不断提升发展质

量、加 快现代化 进程的必 然选择。下

一步，在推进新一轮对外开放时，还

需要把 握 好 以 下几 个重点 ：一是积

极扩大对外投资，加快推进经济国际

化 ；二是扩大服务业开放，全面促进

服务业 加 快发展和不断升级 ；三 是

不断加 强能源资源领域的国际合作，

为国家经济发展提供可靠保障；四 是

加强对外援助，实现与合作伙伴的互

利共赢。

（作者单位 ：国家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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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本刊记者

不 久前，在全国政协“ 防止 经 济

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

构性 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促

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专题协商

会上，国家统计局副局长谢鸿光通报

了 2008 年以 来国民经济运行的基本

情况。他指出 ：今年以 来，尽管连续

遭遇重特大自然灾害和面临复杂的国

际 经济环 境，但全国人民在党中央、

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积极应对各种

困难和挑 战，国民 经 济仍 保 持平稳

较快发展，朝 着宏观调控预 期的 方

向运行。

一、国内生产总值增幅有所

回落，国民经济仍在平稳快速

区间运行

今年一季度，我国一些主要经济

数据出现了 5年来的首次回 落。据初

步测算，国内生产总值达 61491亿元，

同比增长10.6% ，增速虽比上年同期

回 落1.1个百分点，但仍处于较快发展

的区间。这个回 落是在前5年快速增

长基础上的高位回 落，而且幅度不大，

符合宏观调控的预期目标。具体分产

业 看，一季度，第一产业增加 值 4720

亿元，增长 2.8% ，回 落1.6 个百分点；
第 二 产 业 增加 值 30778 亿 元，增 长

11.5% ，回 落1.7个百分点，其中工 业

增加值 28361亿元，增长11.8% ，回 落

1.5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增加值 25993

亿元，增长10.9% ，回 落0.4 个百分点。

二、夏收作物喜获丰收，工

业生产增速减缓

今年以 来，我国连续遭受重大自

然灾害，党中央、国务院 高度重视农

业和粮食生产，在年初预算大幅增加

的基础上，又连续出台十项重要政 策

措施，围绕灾后 重建、春耕生产和重

大动物疫病防控，支持农业 生产，并

取得良好效果，夏季粮油丰收已成定

局，夏粮生产实现连续五年增产，单产

将创历史新高，为全年粮食生产实现

连续五年增产奠定了良好基础，生猪

生产也逐步恢复。
1-5月份，规 模以 上工 业增加 值

同比增长16.3% ，比上年同期回 落1.8

个百分点。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

业增加值增长 12.4% ；集体企业增长

10.7% ；股份 制企业增长 18.6% ；外

商及 港澳台投资企业增长 14.6% 。重

工 业增长 17.3% ，轻工 业增长13.9% 。

主要能源产品产量增速有快有慢。能

源产量同比增长 14.6% ，比上年同期

加快 4.5个百分点。主要高耗能产品产

量增速均回 落。出口 交货值增速回 落。
1-5月份，规模以 上工 业完成出口 交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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