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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东北地区尽管在对外开放中还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但从总体上看发展势头是良好的。
只要我们明确指导思想，制定战略目标，选准重点领域，采取得力措施，东北地区的对外开放一定能
迎来飞跃性的发展! 本书以中国东北地区(含东北三省及内蒙古自治区的东五盟)对外开放为主题，回顾
了中国东北地区对外开放的历程，总结了对外开放的现状与问题，分析了对外贸易、引进外资、对外
投资、国际合作、以及边境口岸体系建设等主要问题，提出了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战略与政策建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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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中国东北地区对外开放的历程　　在1978年未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正
式迈出了走向对外放的步伐，虽然在建国之后中国就已经开始了对外经济往来，但是由于世界政治经
济因素，中国对外开放的范围只局限在苏联和东欧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之内，而且都是一些规模较小
的对外贸易。
在与苏联关系恶化以后，中国几乎是在完全封闭的情况下关起门来搞建设，对外开放并没有作为我国
的一个重要发展战略。
因此，可以这样说，往改革开放之前，东北地区乃至全中国都　　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对外开放。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做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随着我国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上，对外开放也升始逐渐成为我国的重要发展战略。
1979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同意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试办出口特区。
1980年5月，中共中央将这四个出口特区改称为经济特区。
经过几年成功的实践，上述四个经济特区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对外贸易有了大幅度增长，吸引的外资
也在逐年增加，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也通过经济特区来到中国，特区成为中国国际交往的技术窗口
、管理窗口和知识窗口。
在此基础上，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从1984年开始，进一步开放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
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等14个港口城市和海南行政区，并在这
些城市开辟了经济技术开发区。
这是中国继建立特区之后在对外开放方面做出的另一重要举措，也是东北开始走向对外开放的起步阶
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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