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对外贸易宏观管理

体制改革



教学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使学生在了解改革开放前

中国对外贸易体制特点及历史性作用的基

础上，把握改革开放以来对外贸易体制改

革的路径与成效，并进一步掌握入世后中

国对外贸易体制改革的成果与方向。



教学内容

一、对外贸易体制的建立与发展

二、改革开放与对外贸易体制的关系

三、对外贸易体制的改革进程与效果

四、加入世贸组织与对外贸易体制改革



第一节

对外贸易宏观管理体制的建立和发展



内容提要：

一、对外贸易体制概述

二、改革开放前，我国对外贸易体制的特征

三、对改革开放前我国对外贸易体制的评价



一、对外贸易体制概述

（一）对外贸易体制的含义

对外贸易宏观管理体制是指对外贸易的组

织形式、机构设置、管理权限、经营分工

和利益分配等方面的制度。



（二）对外贸易体制的性质

外贸体制和其他经济体制一样，属于上层

建筑的范畴，是由经济基础决定并为经济

基础服务的。因此，随着经济基础的发展

变化，应相应地变革对外贸易体制，使其

更好地适应国民经济与对外贸易发展的需

要。



内容提要：

一、对外贸易体制概述

二、改革开放前，我国对外贸易体制的特征

三、对改革开放前我国对外贸易体制的评价



二、改革开放前，我国对外贸易体制的

特征

（一）单一的公有制

（二）实行对外贸易统制

（三）统负盈亏的财务管理

（四）实行贸易保护政策



内容提要：

一、对外贸易体制概述

二、改革开放前，我国对外贸易体制的特征

三、对改革开放前我国对外贸易体制的评价



三、对改革开放前我国对外贸易体制的

评价

（一）积极作用

1、有利于集中调度资源，提高产品国际竞争力，扩大出口。

2、有利于统一安排进口，保证国家重点建设需要。

3、有利于集中统一对外，捍卫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独立。

（二） 严重弊端

1、独家经营，产销脱节

2、高度集中，统得过死

3、统包盈亏，缺乏利益激励机制



第二节

改革开放与对外贸易体制改革



内容提要：

一、经济体制改革与对外贸易体制改革

二、对外开放与对外贸易体制改革



一、经济体制改革与对外贸易体制改革

（一）对外贸易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对外贸易体制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

一部分



内容提要：

一、经济体制改革与对外贸易体制改革

二、对外开放与对外贸易体制改革



二、对外开放与对外贸易体制改革

（一）对外贸易体制改革是“改革”与“开放”的交汇点

1、无论是“改革”还是“开放”，其目标都是要解放生产力， 发展

生产力，要提高经济活动效率、加快经济发展。

2、“改革”和“开放”的合力对我国对外贸易体制改革市场取向的

牵引力比对其它领域改革的牵引力更强，因为对外开放的前

沿阵地就是商品市场的开放，实行对外开放，传统对外贸易

体制的改革必然首当其冲。

3、对外贸易体制改革的推进在许多方面(诸如价格改革、汇率

改革)推动了传统经济体制向以市场为取向的新体制的蜕

变，对对外开放向纵深发展起巨大的促进作用。



（二）对外贸易体制改革是对外开放的

基础与先驱

1、对外贸易是对外经济交流活动的主渠道，也

是其它各项经济交流活动的基础，对外贸易的发

展决定着对外开放的深度与广度。

2、对外贸易体制改革的成效不仅作用于对外贸

易活动本身，而且对其它以贸易为基础、与贸易

密切相关的各项对外交流活动都势必产生重大影

响。



（三）改革开放与对外贸易体制改革的目标

1、经济体制改革目标

党的十四大正式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要使市场在国家

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

2、对外贸易体制改革目标

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下，建立高效率的对外

贸易活动运行机制是对外贸易体制改革的目标。



第四章 第三节

对外贸易体制改革的进程与效果



一、中国对外贸易体制改革路径的特点

（一）国际上对外贸易体制改革的路径及次序

1、国际上讨论对外贸易体制改革主要是指贸易自由化过

程，即由保护型对外贸易体制向自由、开放的对外贸易体

制转变，其体制基础是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是政府干预

对外贸易的方式与力度。

2、关于对外贸易体制改革的次序，国际上一般认为：第一

步应将配额、外汇控制等非关税手段关税化；第二步再将

关税水平降低，进而实现贸易自由化。取消数量限制是进

行贸易自由化改革的不可逾越的步骤。



（二）中国对外贸易体制改革的路径

和次序
1、中国的对外贸易体制改革基本上是贸易自由化的过程。

2、由于中国原先保护对外贸易体制的基础是计划经济体

制，对外贸易自由化过程必须在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体

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过程中完成。

3、中国对外贸易体制改革的次序：首先，逐步松弛对外贸

易计划，代之以许可证、配额及其他行政控制手段。

之后，随着国内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市场扭曲的程度逐

步减少，对外贸易数量控制也随之减少，对外贸易制度

朝着“中性”演化。



二、中国对外贸易体制改革的进程
及成效

（一）中国外贸体制改革的进程
1、外贸体制的初步改革（1979-1987年）

（1）下放外贸经营权

（2）开展工贸结合试点

（3）简化外贸计划内容

（4）实行出口承包责任制

2、外贸体制的深化改革（1988—1993年）

（1）1988-1990年全面推行外贸承包经营责任制

（2）1991—1993年完善外贸承包经营责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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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994年以后至入世前的外贸体制改革

（1）外贸体制的改革方向

尽快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符合国际贸易

规范的新型外贸体制。

（2）外贸体制改革的主要措施

（3）建立、健全外贸协调服务体系

充分发挥进出口商会的协调、服务、纽带职能；发挥研

究咨询机构和学会、协会的信息指导和服务功能；完善

金融、保险、运输等配套体系。



外贸体制改革的主要措施

1）深化外贸宏观管理体制的改革

①强化经济手段

包括进行汇率并轨,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

动汇率制度；降低进口关税水平，取消部分进口减免税；改革所得

税制，由包干制改为分税制；完善出口退税制度，出口退税全部由

中央财政承担；实行鼓励出口的信贷政策等。

②加强立法手段

1994年5月12日出台对外贸易基本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

法》，并制定了与之相配套的《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等法规，标

志着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进入法制化轨道。

③改革外贸行政管理手段

按国际经济通行规则完善配额、许可证等行政管理手段，使其做到

规范化和制度化。



2）深化外贸经营体制改革

①进行企业制度改革

通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行企业股份制改革，转换企业

经营机制。

②进行经营制度改革

从单纯追求创汇数额，转向重视效益；从商品经营转向资

产经营；从单一经营转向一业为主、多种经营；从传统的

收购制度转向服务型的代理制；从分散经营转向规模经

营。



二）中国外贸体制改革效果的评价

1、下放对外贸易经营权，扩大地方政府对外

贸易自主权；

同时扩大地方政府对引进技术、进口商品的审批

权，给地方政府一定比例的外汇留成等，在一定

程度上改变了对外贸易的中央高度集权，加速了

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



2、扩大对外贸易经营渠道，打破垄断经营

（1）行业集中度大幅下降

（2）形成多种所有制结构

（3）仍保留对外贸易经营权的许可、审批制度

我国政府承诺，在入世后的3年内完全实行进出口权

自动登记制度。



表4－1：
十大外贸公司在我国进出口贸易中的比重

年 份 出 口(%) 进 口(%) 年 份 出 口(%) 进 口(%)

1981 81.3 76.6 1987 64.3 30.3

1982 78.5 71.5 1988 21.8 19.1

1983 77.9 60.6 1989 20.2 17.8

1984 74.0 51.0 1990 19.3 14.7

1985 76.7 42.3 1991 21.6 9.8

1986 65.7 37.6 1992 16.9 10.0

注：10大外贸公司为：机械、五矿、化工、技术、粮油食品、纺织、土畜、轻工、工艺、仪
器进出口总公司。
资料来源：商务部，转引自林桂军《人民币汇率问题研究》，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1997年。



表4－2：
国有、外资企业进出口额占贸易总额的比重（%）

年份 1990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国有
企业 81.9 56.18 52.67 47.88 45.42 42.53 38.23 32.95

外资
企业 17.43 46.95 48.68 50.78 49.91 50.83 53.19 55.47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网站及《中国统计年鉴》



图4—1：

2003各类企业进出口额占贸易总额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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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根据中国海关统计编制。



3、工贸结合，推行代理制，密切产销关系

工贸多种形式的结合，密切了产销关系，使国

内部分生产企业能直接面向国际市场，经受激烈国

际竞争的考验，这对提高我国出口商品质量、增强

产品的国际市场竞争力有十分积极的作用。对外贸

易专业进出口公司也逐步将部分产品的出口收购制

改为出口代理制，并开始开展代理进口业务。



4、逐步缩小外贸计划控制范围，启用多

种手段

（1）1988年以后，实行指令性计划、指导性计划和

市场调节三种管理形式。到1994年，对外贸易领域

全部取消了指令性计划，只有少数极重要商品由指

定外贸公司经营。

（2）逐步降低关税水平，调整关税结构

（3）启用和规范非关税壁垒



5、改革外汇管理体制，发挥汇率杠杆

对外贸的调控作用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汇率在逐步纠正汇率高

估的进程中，走过了从单一汇率──双重汇率

──单一汇率的螺旋式发展过程。但中国汇率制

度改革的过程并不是简单的循环往复，而是从单

一的官方汇率制演化为单一的市场汇率，二者存

在质的区别。在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

的、单一的浮动汇率制度下，国家对汇率的调控

要借助间接调控手段，与官方汇率的决定机制是

截然不同的。



6、改革统包盈亏的对外贸易财务体

制，外贸企业自负盈亏
通过实行外贸承包经营责任制，我国的外贸

体制在打破对外贸易统包盈亏的大锅饭体制，外
贸企业实现自负盈亏方面迈出了重要而坚实的一
步。

仍存在一些问题，如承包额度缺乏科学性、
外贸企业的经营活动仍受地方政府的行政干预、
汇率调整还没有到位等。

深究其本质特征，对外贸易承包经营责任制
并不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而只是
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
渡性体制形式。



第四节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与对外贸易体制改革



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主要承诺

根据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谈判中所坚持的

权利与义务平衡的原则，《中国加入世

界贸易组织议定书》中，对中国加入世

贸组织后享有的权利与义务作了规定：



（一）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方提供非歧视待遇

（二）贸易政策统一实施

（三）保持贸易政策透明度

（四）进行外贸经营权改革

（五）降低关税壁垒

（六）削减非关税措施

（七）关于出口补贴

（八）实施《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

（九）接受过渡性审议机制

（十）接受特殊保障条款

（十一）反倾销反补贴条款

（十二）关于服务领域的开放



二、中国履行入世承诺的情况

（一）对经济贸易体制进行了适应性调整

1、清理、修订法律法规，完成法律转换工作

2、保持外贸政策统一性和透明度

3、转变政府职能，深化经济贸易体制改革



二、中国履行入世承诺的情况<续>

（二）履行开放市场承诺，规范货物进出口

管理办法

1、减少关税和非关税措施

2、规范和调整进出口商品管理办法

3、履行开放市场承诺，扩大外资市场准入

4、积极参与世贸组织事务，运用多边规则处理贸

易纠纷



三、对外贸易体制改革的方向

中国对外贸易体制改革的未来方向仍应坚持既符合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又符合国际贸易规范的基本原

则。

（一）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

1、建立统一市场与公平竞争机制

2、依法行政，继续进行法律法规的清理、修订及新法的颁

布

3、运用世贸组织争端机制，争取公平、宽松的国际环境



三、对外贸易体制改革的方向<续>

（二）继续履行加入世贸组织所作的承诺

1、在货物贸易方面继续减少外贸经营权限制；

进一步降低关税总水平；降低实行国营贸易管理

的商品进出口比例等。

2、在服务贸易方面继续开放法律服务、广告服

务、速递服务、电信服务、零售服务、银行业、

保险业服务等。



本章重要概念

对外贸易宏观管理体制

对外贸易统制政策

工贸结合

进出口代理制

对外贸易承包经营责任制

过渡性审议机制

特殊保障条款



本章复习思考题
1、改革开放前，中国对外贸易体制的主要特点是
什么？

2、改革开放后，中国为什么要进行对外贸易体制
改革？

3、改革开放与对外贸易体制改革是何种关系？

4、中国对外贸易体制改革路径与国际上对外贸易
体制改革路径有何不同？

5、入世前中国外贸体制进行了哪些方面的改革？
其效果如何？

6、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主要承诺是什么？

7、说明中国入世后履行入世承诺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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