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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针对1976－1978年间经济领域的对外开放进行了初步探讨。
核心内容包括：本时期对国外状况的考察；积极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有条件地利用外资；大力发展
对外贸易，特别是出口贸易；发展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和合作等等。
作者通过对大量原始资料的比较深入的挖掘，建构了独立的体系，对1976-1978年的对外开放问题给予
了相对系统的探究。
2008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通过本书您会了解对外开放酝酿和起步的过程，而30年的变化，能使我们
更加坚定改革开放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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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妍，1986年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本科毕业，先后获黑龙江大学哲学硕士、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专
业法学博士学位。
现任中国矿业大学（北京）文法学院社科系副教授，政治学、思想政治教育硕士生导师。
长期从事中共党史、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研究。
在《当代中国史研究》、《光明日报》等报刊上发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对外开放酝酿和起步初探
》、《试述1976-1978年中国的对外贸易》等学术论文3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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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对外开放历史追溯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对外开放的论述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和继承者历来都认为，社会主义应该是一个开放的社会，要发展社会主义，就必
须对外开放。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对外开放的理论为后来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开放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础。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历史观及“开放性的社会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历来重视世界国家
之间的联系，他们从历史发展的规律出发，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观，并在此基础上指出社会
主义具有“开放性”的特征。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历史观　　马克思认为，随着美洲新大陆的发现和新航路的开辟，
早期世界市场形成，由此推动了西欧工场手工业的发展和资本原始积累的进行，促使封建生产方式向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
到18世纪后半期，英国率先发动了工业革命，在此基础上国际贸易迅速发展，其增长速度超过了工业
生产增长的速度，最终形成了在国际分工基础上的世界市场。
这时大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仅仅是本地的原料，而且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也
不再仅仅供本国消费，同时要供世界各地消费。
于是，历史由孤立的、民族的、狭隘地方性的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
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的：“由于机器和蒸气的应用，分工的规模已使大工业脱离了本国基地，完
全依赖于世界市场、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
”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
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
整个世界越来越相互联系、相互依存，使各个国家的发展变得水乳交融、密不可分。
由此可见，资本主义社会创造了社会化大生产和发达的商品经济，造就了世界普遍交往的状态，社会
主义社会应该在继承资本主义社会已有的物质文明和普遍交往状态的基础上进一步实行对外开放，把
国际经济活动推向一个新阶段。
　　（二）关于“开放性的社会主义”的论述　　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人类历史发展的高级阶段，
它同样具有世界历史性。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共产主义的实现应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无
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共产主义——它的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
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
不这样，“共产主义就只能作为某种地域性的东西而存在”，“它们会依然处于地方的、笼罩着迷信
气氛的‘状态’”，“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开放的世界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前提，而社会主义只有开放才能生存下去。
　　由此可见，马克思和恩格斯依据商品经济发展的规律，从世界市场的形成、商品的国际价值等各
方面，论述了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开放型的社会，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高于资本主义社会的人类社会
发展的最新阶段，理应是一个开放的社会，它应该吸取人类文明的所有成果，使社会生产力获得比资
本主义更快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观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给我们提供了分析对外开放的科学
方法论，而且为我们今天制定对外开放方针和政策指明了方向。
　　二列宁关于对外开放的思想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生产社会化程度的进一步提高，西方自
由资本主义过渡到了垄断资本主义，在帝国主义瓜分世界领土的同时，形成了一个世界范围内的经济
体系，各国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世界更加开放。
于是，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首次遇到了经济相对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道路及其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
关系这些崭新的课题。
　　列宁依据国际形势的变化，根据个别国家和个别民族的经济不再是独立自在的单位，已经变成世
界经济整个链条中一个环节的状况，从而在帝国主义战线链条最薄弱的环节进行了突破，在人类历史
上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对外开放的酝酿与起步>>

这个国家所面临的不再是马克思所预言的先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后搞社会主义，而是先建立无产阶
级和劳动人民政权，后搞现代化。
列宁把这一新的历史经验概括为：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
这是电气时代的社会主义。
　　为了完成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任务，列宁提出，必须把苏维埃俄国的生存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联系
起来，必须对外开放。
他指出：“看一种力量胜过任何一个跟我们敌对的政府或阶级的愿望、意志和决心，这种力量就是世
界共同的经济关系。
”这说明社会主义国家不同世界发生联系是不能生存下去的。
　　于是，他提出了一个著名的社会主义新公式：“乐于吸取外国的好东西：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
铁路管理制度+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等++=总和=社会主义。
”列宁甚至把学习西方资本主义提升到生死攸关的地位，认为“社会主义实现得如何，取决于我们苏
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管理机构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的好坏”。
　　列宁在对外开放的形式和途径方面进行了探索。
首先，租让制最集中、最典型地代表了列宁的对外开放思想的探索结果。
租让制在性质上看来是一种国家资本主义，是苏维埃政权同资本家订立的一种合同，资本家利用所承
租的工厂或矿山进行生产，以其资本赚取利润，并把一部分产品交给苏维埃国家。
它是较有吸引力、能较快直接利用外资的有效办法。
1918年5月，在列宁的倡导下，全俄国民经济委员会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实施租让的一般条件的文件
。
1920年11月，苏维埃人民委员会颁布了租让法令，用立法方式实施对外国资本家的租让制。
其主要内容是：由苏维埃政权同外国资本家签订合同，把企业、矿山、森林等租给外国资本家经营开
发，他们利用苏维埃国家的生产资料进行生产，把一部分产品交给苏维埃国家。
1923年3月，还成立了直属于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租让事业管理委员会，在此方面做出了理论和实践
的探索。
　　其次，强调必须充分利用外国资金为本国的经济建设服务。
对于如何利用外资加快本国现代化的建设，列宁提出要向资本主义国家借款。
在列宁的指导下，当时前苏联在英国、德国、瑞典、丹麦等国设立了银行，以便在西方金融市场筹集
建设资金。
　　第三，列宁还主张实行公私合营（实际上是内外合资企业）。
这种形式不仅可以引进外资和技术装备，而且更重要的是可以直接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
列宁说：“成立合营公司的办法是能真正改善对外贸易人民委员会这个糟糕的机关的唯一办法，因为
实行这个办法，外国商人和俄国商人就会在一起工作。
如果我们在这种条件下还不能多学一点、学会、学通，那么我国人民就是毫无希望的傻瓜了。
”在苏联，通过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吸引了外国资本家直接向前苏联投资办实业。
到1928年，前苏联合营企业发展为64个，参加合营的国家有德国、美国、英国、挪威、荷兰等国，其
经营范围主要集中在木材、交通、建筑等行业。
　　第四，学习外国先进的管理经验。
列宁指出，我们有社会主义的知识，但缺乏管理社会化大生产的知识，不会因为这个阶级是先进的阶
级于是一下子就有了管理本领。
因此，列宁在当时发出了“向德国人学习、向托拉斯的组织者学习”的号召，认为那种“不向资产阶
级学习也能够实现社会主义”的思想是“中非洲居民的心理”，必须予以克服。
他在《苏维埃政权当前的任务》一文中对当时资本主义国家中最先进的管理方法——泰罗制作了认真
的分析，既指出它是资产阶级剥削的最巧妙的残酷手段，又充分肯定它包含一系列的最丰富的科学成
就，并明确指示应该在俄国研究与传授泰罗制，并在苏联试行和借鉴这种制度。
　　此外，列宁还主张积极开展对外贸易。
在列宁看来，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实质上是在经济上极力利用、加紧利用和迅速利用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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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关系和对外联系=我国大工业的振兴。
”列宁还萌发了兴办经济特区的思想。
为了加快租让制的实行，列宁曾决定给予重要的租让企业和地区以特殊的自主权，与一般地区区别开
来，实行一种特殊的政策。
　　十月革命后，列宁依据马克思主义对外开放的理论，结合前苏联的具体情况和当时的国际形势，
第一次系统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国家对外开放的理论，他不仅详细地阐述了对外开放的必要性、可能性
，还对社会主义国家对外开放的形式、途径等进行了探索。
列宁的这些思想对于指导俄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也对后来其他社会主
义国家的经济建设实践，具有重要的启迪和借鉴价值。
　　第二节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交往思想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面对复杂的国际国内
形势，认识到必须加强与国际力量的联系，发展与世界国家的关系，以便战胜强大的敌人，这是取得
中国革命最终胜利的保证。
　　一　政治上争取国际援助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积极加强与共产国际及世界各国友好力
量的联系，以便获得政治上的支援，壮大革命力量。
这主要表现在争取国际无产阶级支持，发展与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关系上。
　　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与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的帮助密不可分。
1920年和1921年，共产国际派代表到中国来帮助中国的先进分子建立共产党，这无疑促进了中国共产
党的成立。
根据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中国共产党明确了中国革命的任务和性质，在此基础上
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指出：“无产阶级是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也是世界的，况且远东产
业幼稚的国家，更是要和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才足以增加革命的效力。
”在这次会议上，中国共产党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
后来在国共合作时期，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中国国民革命出现了高潮。
共产国际和苏联还为中国的抗日战争作出了贡献，它们同情和支持中国的抗战，通过给蒋介石提供军
事装备、军事顾问和飞行员的方式来援助中国的抗日战争。
1945年8月苏联出兵东北，帮助中国消灭了关东军，对于迫使日本接受无条件投降起了一定的作用。
　　除此之外，中国共产党还努力争取世界各国的援助。
抗日战争爆发后，毛泽东分析了中日双方力量的对比状况，认为争取国际援助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
一个必要条件，指出，要“争取英、美、法同情我们抗日，在不丧失领土主权的条件下争取他们的援
助。
战胜日寇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但外援是不可少的，孤立政策是有利于敌人的”。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青年代表大会演讲中指出，我们说外国是帮助我们的，第一个帮助我们的是苏
联，它是我们的第一个朋友；第二个朋友是帝国主义国家的老百姓、工人、学生等：第三个朋友是英
、法、美这些国家的政府。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提出要与英美等国建立国际统一战线，在《中
共中央关于太平洋反日统一战线的指示》中，要求全党“在各种场合与英美人士作诚恳坦白的通力合
作”。
当时，毛泽东希望通过与英美等国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争取与美英等国的军事合作，并在此
基础上建立与美英等国的政治合作、文化合作、经济合作。
由于美英等国的外交重点在国民党方面，这一设想只有极少部分实现，如批准美军在部分解放区设立
电台、在延安接待中外记者参观团等。
　　二　力争发展与外国的经贸关系　　在根据地建设时期，为了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中国共产党
强调发展与根据地以外地区的贸易，特别提出了发展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关系。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发表的对外宣言指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并不
反对与世界各帝国资本主义的政府重新订立完全平等的条约。
在苏维埃区域内，这些国家的人民在不违反苏维埃一切法令的条件之下，可以有经营工商业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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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1年5月1日，《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第21条规定：在尊重中国主权与遵守政府法令的原则
下，允许任何外国人到边区游历、参加抗日工作或在边区进行实业等。
1944年8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在对外经济关系方面规定：“在双方有利的
原则下，我们欢迎外国投资与技术合作。
”在与外国人进行交往时，“我们一方面应加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而不是排外，另一方面要学习人
家的长处，并善于与人家合作，决不是惧外。
”　　1946年5月，中共中央《关于解放区经济建设和财政金融贸易的基本方针》规定：“我们应有计
划地组织农民生产对外贸易的原料和制造品。
有些出口的原料尽量制成成品或半成品再出口，这对改善人民生活和活动内部金融有极大的作用。
”通过直接与国外进行贸易，“向外国交换必需的机器和物质”。
中共中央《关于解放区外交方针的指示》进一步指出：在不损害中国主权的前提下，“允许外国人来
经商、开矿及建立工厂或与中国人合作来经营厂矿”。
在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又指出：“关于同外国人做生意，那是没有问题的，有生意就
得做，并且现在已经开始做，几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商人正在互相竞争。
”从这些论述中不难看出，中国共产党积极发展与世界国家的经济交往，不仅主张同社会主义国家发
展贸易，而且也认为应该向资本主义国家开放，以便发展中国的经济。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实行友好合作，恢复和发展
国际问的通商事业，以利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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