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八章 经济全球化与我国经济的对外开放 

本章内容介绍 

 
 

第一节  经济全球化及其发展趋势 

【知识点】经济全球化及其发展趋势 

经济全球化是指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商品、服务、生产要素与信息跨国界流动的交易成本和制度障

碍不断减少，交易规模不断扩大，形式不断创新，各经济主体基于利益最大化的要求，按照一定的规则，通

过更广泛的国际分工，在整个世界市场范围内资本和生产要素的流动，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从而使各国间

经济交往更加紧密，相互依赖性也进一步加强的客观历史过程。 

1.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因素 

经济全球化的生产力因素：科学技术的进步 

经济全球化的生产关系因素：市场经济体制的拓展和完善 

经济全球化的市场因素：全球资源配置和各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经济全球化的主导力量：跨国公司 

2.经济全球化的类型 

贸易全球化、生产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 

3.经济全球化对世界和各国经济产生的影响 

①促进了国际产业结构的调整：为在竞争中确立优势地位，各国更加注重发展高技术产业。 

②加速了世界贸易自由化的进程。 

③使生产领域也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开始呈现全球化的趋势。 

④导致金融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使资本在国际间的流动更加便利。 

 

真题回顾 

【真题•单选】推动经济全球化的生产力因素是（  ）。 

A.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   

B.各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C.跨国公司的迅速发展   

D.科学技术的进步 

答案：D 

解析：本题考查经济全球化及其发展趋势。科学技术的进步是推动经济全球化的生产力因素。 

 

第二节  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挑战与机遇 

【知识点】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挑战与机遇 

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是经济规则制度的趋同、认同过程。 



  机遇 挑战 

贸易全球化 促进发展中国家进出口贸易的增长 受到国际贸易新规则的约束 

生产全球化 通过跨国公司产生的“溢出效应”促进本国生产力水

平的提升 

对发展中国家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造成危害 

金融全球化 更便捷地获取外资以弥补资金不足 对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构成威

胁，加大金融风险 

 

真题回顾 

【真题•单选】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是（  ）。 

A.社会经济制度的趋同或认同过程 

B.产品国际分工的协商过程 

C.经济规则制度的趋同或认同过程 

D.政治制度的趋同或认同过程 

答案：C 

解析：经济全球化实质上是经济规则制度的趋同、认同过程。 

 

第三节  经济全球化与我国的开放型经济 

【知识点】经济全球化与我国的开放型经济 

一、开放型经济 

1.开放型经济不仅指贸易的自由化，还包括资本、劳务和人员实行比较自由的流动。 

2.开放型经济还指一国所实行的经济制度与外部世界联系的倾向。 

【提示】一国经济开放程度的影响因素和衡量指标 

l 影响因素：资源禀赋、国家大小有关之外，最关键是其经济制度的性质 

l 衡量指标：出口占 GDP 比重、对外贸易额占 GDP 比重、资本流出入量、企业跨国经营情况 

二、开放型经济与外向型经济的不同 

1.外向型经济：以出口导向为主，总体上是一种政策性开放； 

2.开放型经济：以降低关税壁垒和提高资本自由流动程度为主，总体上实行中性化政策，是一种制度性开

放。    

三、我国实行开放型经济的现实意义 

1.保持我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内在要求。 

2.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 

3.同我国实行改革开放，特别是加入 WTO 后对外承诺的国际义务也是一致的。 

 

真题回顾 

【真题•单选】与外向型经济不同，我国实行的开放型经济从性质上属于（  ）。 

A.差别性开放 

B.政策性开放 

C.临时性开放 

D.制度性开放 

答案：D 

解析：外向性经济以出口导向为主，总体上是一种政策性开放；而开放型经济以降低关税壁垒和提高资本自

由流动程度为主，总体上实行中性化政策，是一种制度性开放。 

 

第四节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的涉外经济管理 

【知识点】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的涉外经济管理 

一、“一带一路”倡议 

为了顺应经济全球化这一历史潮流，秉承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基本原则，进一步推动我国经济   和

跨区域乃至世界经济的健康发展，2015 年我国政府提出来“一带一路”倡议。 



二、我国重视和加强涉外经济管理的重要意义 

1.通过正确处理政治和经济的关系，以维护国家主权，坚持平等互利原则，保护国家利益。 

2.及时调整对外经济活动的目标和政策，制定对外经济活动的战略和计划，促进涉外经济活动的健康发展。 

3.正确处理国内外两个市场的关系，实现开放型经济中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的大体平衡，保持宏观经济

稳定。 

三、我国涉外经济管理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1.必须有利于拉动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从整体上提升我国的综合国力。 

2.必须有利于促进国际收支的总体平衡，为我国实现社会商品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均衡创造有利条件。 

3.必须有利于带动国内经济结构的合理调整和升级，提高科技含量，发挥我国的比较优势和增强国际竞争

力。 

4.必须有利于提高国民经济的抗风险能力，保证国家经济安全。 

5.必须有利于实现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目标，重视资源的合理利用和环境保护。 

6.必须有利于扩大就业和缓解国内结构性矛盾，维护城乡社会稳定。 

 

本章内容总结 

主要因素 生产力、生产关系、市场因素和主导力量 

类型 贸易全球化、生产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 

实质 是经济规则制度的趋同、认同过程 

机遇 促发展、提生产力、补资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