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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对外贸易这30年，是我国紧紧抓住战略机遇期、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不动摇的30年；是我国全面参
与经济全球化和国际竞争的30年；是我国国际地位和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的30年。
对外贸易30年的发展历史丰富多彩、波澜壮阔，值得我们认真回顾。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对外贸易下一步的发展，也需要在全面总结过去30年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按照
科学发展观的新要求，加快转变发展方式，迈向新的发展征程。
编者组织了一批外贸领域的专家学者以及从事外贸实务工作的有关同志，共同编写了这本书，对大家
了解中国对外贸易在改革开放30年中的发展历程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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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艰难起步：改革开放前的对外贸易　　第二节 改革开放前我国的外贸管理体制　　根据
当时我国国情并借鉴原苏联经验，从新中国建立到改革开放前，我国建立起了高度集中的对外贸易管
理体制。
在此基础上，构筑全国集中统一的外贸行政管理机构，通过各种管理机制，采取适当的贸易方式、经
营做法和民间贸易促进，来发展我国的对外贸易。
　　一、对外贸易管理体制的演变过程　　新中国建立后高度集中的对外贸易管理体制，基本上与国
民经济计划管理相适应，并随着各个不同时期国内外形势而有所变化。
1949—1978年，我国对外贸易管理体制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第一阶段：新中国成立到社
会主义改造完成时期（1949—1956年）　　根据1949年9月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中“实行对外贸易的管制，并采取保护贸易政策”的规定。
1950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了《对外贸易管理暂行条例》，中央贸易部颁布了《对外贸易
管理暂行条例实施细则》。
从此，我国对外贸易管理体制开始建立，依据国家对外贸易方针、政策、法规和计划，设立对外贸易
管理机构，采取了进出口许可证、外贸企业审批、外汇管制、货运监管、查禁走私、进出口商品检验
等措施，来实现对全国对外贸易活动的统一管理。
　　（二）第二阶段：社会主义改造到“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期（1957-1966年）　　1956年，我国基
本上完成了对私营进出口企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国家的对外贸易业务开始全部由国营进出口公司经营
。
同时，在实行集中统一的单一计划经济体制下，对外贸易全部纳入了国家的计划管理，国营外贸专业
总公司及其分公司完全按照国家的指令性计划开展进出口业务。
1957年1月，对外贸易部公布的《进出口货物许可证签发办法》规定，尽量简化申领进出15许可证的手
续，减少和放宽对国营进出121贸易的行政管理。
1959年2月，对外贸易部发出《关于简化对本部各进出口专业公司进出口货物许可证签发手续的指示》
，简化了各外贸专业总公司申领许可证的手续。
同年10月，对外贸易部又发出了《关于执行进出口货物许可证签发办法的综合指示》，明确规定“各
进出口的总公司及其分支机构进出口的货物，凭外贸部下达的货单或通知为进出口许可证”。
从此以后，对外贸易的管理职能和进出口业务经营结合成为一体，进出15许可证已失去管理对外贸易
的作用，只是在其他部门进口少量急需物资时才使用进口许可证。
　　（三）第三阶段：“文化大革命”到改革开放前时期（1967—1978年）　　“文化大革命”期间
，我国的对外贸易管理遭到了严重干扰和冲击，各项管理规章制度都被视为“管、卡、压”，受到批
判和全面否定。
但总体上，进出口贸易仍然在国家的集中安排下，继续根据国家计划的要求进行。
　　二、对外贸易管理机构和外贸企业　　新中国建立后，根据高度集中管理对外贸易的需要，从中
央到地方陆续成立了各级对外贸易行政管理机构、经营各项外贸业务的企业以及有关事业单位。
　　（一）对外贸易行政管理机构　　新中国建立后，在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成立了中央贸易部，负
责统一领导全国的国内贸易和对外贸易工作。
同时，在中央人民政府下面还设有海关总署，负责配合贸易部通过对进出口货物的监管和进出口关税
计征等工作，执行国家的对外贸易管制政策。
1952年8月，中央贸易部撤销，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对外贸易部。
1953年1月，海关总署与中央人民政府对外贸易部的对外贸易管理总局合并，称海关总署（后改称海关
管理局），归中央人民政府对外贸易部领导。
“文化大革命”期间，外贸业务工作受到严重干扰，对外贸易部的组织机构被大大削弱，1968年
至1972年间，只设有几个业务小组处理日常工作。
地方机构方面，1954年各大行政区撤销后，各省、市、自治区陆续成立了对外贸易局。
1955年12月以后，根据国务院的决定，内地各省、自治区对外贸易局改为对外贸易部特派员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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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4月，内地各省、自治区又撤销特派员办事处，改设为对外贸易局。
此后，我国各省（市、自治区）级的外贸行政管理机构一律名为对外贸易局。
　　（二）驻外商务机构　　驻外商务机构是由我国政府派出并代表我国政府在驻在国（地区）开展
对外经济贸易工作的统一代表机构，是驻外使领馆的一个组成部分，受驻外使领馆和对外经济贸易部
双重领导，在业务上以对外经济贸易部领导为主。
在未建交国家所设的商务机构，称商务代表处，直接受对外经济贸易部领导。
1971年10月，我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许多国家纷纷同我闰建交，我国驻外商务机构也迅
速发展。
到20世纪70年代末，共有56个国家同我国建交，大多数驻这些国家的使领馆设立了商务处（室），其
中包括日本和美国。
我国还于1975年5月与欧洲经济共同体建立正式关系，1978年4月正式签署了我国与欧洲经济共同体贸
易协定，并设立了驻欧洲经济共同体使团商务处。
　　（三）对外贸易企业　　改革开放前的对外贸易企业，是经国家对外经贸部门或国家授权部门批
准从事对外贸易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受国家或地方（省级）对外经贸主管部门的政策业务指导、行政
管理和监督。
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1949——1956年），国营外贸企业和私营进出口企业同时并存，经营分工的原
则是：国营外贸公司除经营统购统销的进出口商品外，在出口方面只经营出口商品的一部分；在进口
方面，国营外贸公司除了经营国家所需要的工业器材及军用器材外，对民用器材的进口仅以调整供求
和稳定市场物价为限，其余的进出口商品均由私营进出口商经营。
1952年9月对外贸易部成立后，对原有的国营外贸公司按进出口商品大类进行了调整，重新成立了16家
国营外贸专业总公司，在有关地方设立了分支机构。
同时，国家加强了对私营进出口商的利用、限制和改造，逐步停止了对私营进出口商的批汇。
在进口方面，除了个别商品，均由国营外贸公司统一经营；在出口方面，由于主要农副产品已由国家
实行统购统销，私营进出口商经营范围逐步缩小。
1956年，我国对私营进出口企业实行全行业的公私合营，进出口业务全部由国营外贸专业总公司及其
分支公司经营。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1957——1978年），对外贸易完全由国家经营，国家通过国营外贸专业公司集
中经营进出口业务。
在这20多年里，国营外贸专业公司曾多次进行机构调整，到1978年底全国共有外贸专业公司130多家，
其中国营外贸专业总公司11家。
　　三、对外贸易管理体制　　改革开放前，我国外贸管理机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计划
管理、财务管理、经营管理、价格管理、外汇管理、海关管理、商品检验管理等。
　　（一）计划管理机制　　外贸计划管理是对外贸易管理体制的核心。
内容包括：外贸收购、调拨、出口、进口、外汇收支以及其他各项计划的编制、下达和执行。
出口计划的编制实行外贸行政系统和专业公司系统双轨制，。
采取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程序进行。
进口计划以国家计划委员会为主，外贸部门参与编制。
各项计划批准下达后，严格组织执行。
在对外贸易由国家统一经营的情况下，国家外贸计划既是集中调节外贸经营的单一杠杆，又是代行进
出口许可等职能的集中进行外贸管理的主要手段。
　　（二）财务管理机制　　外贸财务管理是高度集中的外贸管理体制赖以维持和运转的基本支柱，
是一种集中的、由外贸部统一核算并由财政部统收统支、统负盈亏的财务机制。
其主要内容是：各外贸专业总公司负责核算和平衡本公司系统的进出口盈亏，其盈利和亏损一律上报
外贸部统一核算和综合平衡后，上报中央财政，盈利一律上缴财政部，亏损由财政部负责解决。
外贸公司不自负盈亏，生产供货单位或使用进口物资的单位对盈亏也不负责。
此外，外贸公司的流动资金也由财政部统一核拨。
　　（三）经营管理机制　　外贸经营管理机制包括外贸进出口经营机制和外贸对内经营机制两个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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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在外贸进出口经营上，实行国家外贸公司统一经营，即进出口经营权仅授予各外贸专业总公司及其所
属口岸分公司，特别是集权于外贸专业总公司，由各外贸专业总公司和分公司按经营分工，统一负责
进出口贸易的对外谈判、签约、履约等业务活动，其他任何机构都无权经营进出口业务。
内地省、市外贸分、支公司也仅负责出口货源的组织、收购、调拨等对内经营活动。
有进出口权的外贸公司也不是具有经营自主权的经济组织，其经营活动受多方面的限制和约束，特别
是受到行政管理机构的干预，形成政企不分的经营体制。
在对内经营上，实行出口收购制和进口拨交制。
外贸公司在对外洽谈出口贸易前，预先向供货部门或生产单位以买断方式购进商品，生产单位同国际
市场不发生直接关系，对出口商品的适销性、价格、盈亏等不承担责任。
外贸公司在执行进口计划中，按照国家计划委员会、外贸部下达的货单完成订货、承付、托运、验收
等对外业务后，调拨转交给用货部门；用货部门可派人参加技术性谈判，但同外商不发生合同关系，
不承担进口商品质量和效益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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