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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麼是改革開放？

改革開放的教學資源

改革開放的目標？

改革開放的成果與前瞻



改革開放前 改革開放後

政治
取向

政治掛帥
階段鬥爭為綱
連串政治運動
(反右運動 文化大革命)

不再執著意識形態爭論
發展經濟 改善民生
現代化 工業化 城市化
三步走 奔小康

經濟
制度

共產主義 計劃經濟
公有制 平均分配
重視公平 財富分配
自力更新 進口替代

社會主義 市場經濟
財產私有 自由競爭
重視效率 財富創造
出口導向 引入外資

外交
方針

閉關自守 四面樹敵
冷戰思維 輸出革命

對外開放 (西方國家)
和平 合作 發展

改革開放前後比較



棋王 11:14-21:46 ; 33:3648:3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qz8_2dx4pQ

活著
47:02-1:16-39 (鎮反至三面紅旗)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0eiV_XALj1s

改革開放的措施影片1 

改革開放的階段一的得失影片3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FGxpJaUJY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kBuL-hujwc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uAGjD-kyuI

建國六十年 第二節

改革三十 (下) - 鳳凰重生 (1)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zNxMBqBUQ4

改革三十 緣起不滅 part1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yuVpzlTdQI

http://news.tvb.com/programmes/40yearsofreforms/

改革開放四十年

改革開放的歷程



1979年鄧小平會見當時的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時第一次提
出的用于現代化發展戰略的一個概念。"所謂小康社會，
就是雖不富裕，但日子好過。" 

1987年，鄧小平在<一切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實際出
發>對這目標作進一步闡述: 我國經濟發展分三步走，本
世紀走兩步，達到溫飽和小康，下個世紀用三十年到五
十年時間再走一步，達到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

第一步，從1981年到1990年，國民生產總值翻一番，解決人
民溫飽問題；

第二步，從1991年到20世紀末，國民生產總值再翻一番，人
民生活水準達到小康水準；

第三步，到21世紀中葉，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
家水準，人民生活比較富裕，基本實現現代化。



1978 1980 1985 1990 2000

GDP
(人民幣
億元）

3645 4545 9040 18718 98000

人均GDP   
(人民幣元)

381 463 858 1644 7858

•第一步，從1981年到1990年，國民生產總值
翻一番，解決人民溫飽問題；

•第二步，從1991年到20世紀末，國民生產總
值再翻一番，人民生活水準達到小康水準



新的“三步走”發展戰略

江澤民在十五大提出，再在十六大報告中重申：

「……建黨一百年（2020年）和新中國成立一百年（2049年) 
的發展目標，我們要在本世紀頭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

設惠及十幾億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會，使經濟更加發展、
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進步、文化更加繁榮、社會更加和諧
、人民生活更加殷實。經過這個階段的建設，再繼續奮鬥幾十

年（2050） ，到本世紀中葉基本實現 現代化，把我國建成

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國家。」



“兩個一百年”是黨的十八大會議中提出的一項奮鬥目標，和
“中國夢”相輔相成，是我國的奮鬥目標。

第一個一百年，到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年時(2020年)全面建成
小康社會的目標一定能實現；

第二個一百年，到新中國成立100年時(2049年)建成富強、民
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

兩個一百年



經濟持續增長  富強的現代化國家 強國夢
復興夢

人民共同富裕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均富夢
平等夢

生態可持續性  綠色發展 環境保育環保夢
美麗中國夢

國家治理體系  推動政治改革 民主夢
法治人權夢



改革開放的成就----綜合國力提高
經濟高速發展

2012年 中國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預計在 2030 年左右，中國和美國將在經濟比肩

1978年排名( 美元) 2017年排名(美元)

1美國(2.7萬億) 1美 國: 19.0萬億

2 日本(1萬億) 2中 國: 12.0萬億

3 德國 3日 本::4.8萬億

4 法國 4德 國: 3.6萬億

5 英國 5英 國: 2.62萬億

6意大利 6印 度: 2.61萬億

7 加拿大 7法 國: 2.58萬億

8 巴西 8巴 西 : 2.0萬億

9 西班牙 9義大利: 1.9萬億

10 中國(2千600億) 10加拿大: 1.6萬億



2013年世界銀行做出的收入組分類如下
未發展國家 (低收入):  人均GDP 1035以下
發展中國家 (中低收入): 人均GDP 1036至4085
發展中國家 (中高收入) : 人均GDP 4086至12615
已發展國家 (高收入):     人均GDP 12616以上

中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
中等收入陷阱”是指許多國家在成為中等收入國家之後，
將會進入經濟停滯期，出現貧富懸殊、環境惡化、社會動
盪等現象， 終永遠徘徊在高收入國家的門檻之外

根據世界銀行的研究，在1960年達到中等收入的101個經濟體中，到2008年只有13個
成為高收入經濟體

這13個當中有5個是歐洲國家。比如西班牙、希臘、葡萄牙、愛爾蘭、以色列等，本來
就跟西歐的發達國家差距不大，跨步進去很容易。另外5個，是日本跟包括香港在內的
亞洲四小龍。可見絕大多數發展中經濟體雖然自身努力，也有發達國家的援助，但效果
有限。餘下的是產油國。



一部 iPhone 6 Plus (128G)售價949美元

• 所有材料(零件)成本約為259美元, 這些材料/零
件來自韓國、美國、德國和日本的公司,其中
貴的是51美元由日韓製造的顯示屏 。

• 富士康為這些元件進行組裝，只能得到每台4.5
美元報酬。

• 除去這些成本，蘋果公司在每台iPhone5上獲得
686美元,當中包括利潤、研發、營銷。



重量 VS       重質

• 低技術

• 勞動密集

• 低端生產

• 粗放式

• 大規模生產

• 代工生產

• 高污染/耗能

• 中國製造

• 高新科技

• 技術/資本密集

• 產業升級

• 集約式

• 質量並重

• 中國品牌

• 節能減排

• 中國創造/智造



溫總理著名的「乘除法」

• 溫總理2003年在美國哈佛大學演講時說過

人多、不發達，這是中國的兩大國情。

• 中國有13億人口，不管多小的問題，只要
乘以13億，那就成為很大的問題；

• 不管多麼可觀的財力、物力，只要除以13
億，那就成為很低很低的人均水平。



討論:中國是否強大和富裕國家

國家 2017
GDP總量
(萬億美元)

排名

(佔全球)

2017
人均GDP
(美元)

排名

美國 19.0萬億 1 (24.3%) 59,501 7
中國 11.2萬億 2 (14.8%) 8,463 71
日本 4.8萬億 3 (5.9%) 38,440 23
德國 3.6萬億 4 (4.5%) 44,550 17
英國 2.62萬億 5 (3.9%) 39,735 22
法國 2.58萬億 6 (3.3%) 38,869 21
香港 0.34萬億 35 46,109 14



英國經濟學人《中國消費者2030年面貌前瞻》白皮書
https://www.eiu.com/public/topical_report.aspx?campaignid=
Chineseconsumer2030

指出中國高收入消費群體將迎來「井噴式」增長

中國年可支配收入超過1萬美元的中高收入群體,
其人數從現在1.32億人(10%)猛增至2030年4.8億人(35％)；

低收入群體比例則從37％急劇減少至11％。
屆時中國將大致進入中產社會，但貧富差距仍是一大挑戰。



中國貧困人口及其標準

1980年貧困人口為2.2億(206元)

1990年貧困人口8500萬(300元)

1997年貧困人口4962萬(640元)

2007年貧困人口1479萬(865元)

2008年貧困人口4007萬(1067元)

2009年貧困人口3597萬(1196元)

2011年中國提高貧困標準為2300 元人民幣/年
(即聯合國每日一美元的 低生活標準) 貧困人口總數擴大至1.22億人

2015年, 中國大力扶貧,貧困人口大減截至2017年末貧困人口3046 萬
未來三年內中國農村貧困人口平均每年減少1000萬人口。

2018-2020年期間中國還需投入5520億元

以聯合國每日1.25美元標準

1980年貧困人口為8.35億

1990年貧困人口為6.83億

1996年貧困人口為4.43億

2008年貧困人口為1.73億

2010年貧困人口為1.57億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rARXApMTWg

“农村淘宝”拉近城乡差距·村民靠网店年赚2亿



1978年 為 2.57 (城) :    1(鄉)
2001年 為 2.90 (城) :    1(鄉)
2005年 為 3.22 (城) :    1(鄉)
2009年 為 3.33 (城) :    1(鄉)
2012年 為 3.10 (城) :    1(鄉)
2015年 為 2.74 (城) :    1(鄉)
2017年 為 2.71 (城) :    1(鄉)

城鄉收入差距比率*



中國堅尼系數

• 1979年為城市家庭約0.16(WB)
• 1988年為0.382
• 2000年為0.412
• 2003年為0.479
• 2004年為0.473
• 2005年為0.485
• 2006年為0.487
• 2007年為0.484
• 2008年為0.491
• 2009年為0.490
• 2010年為0.481
• 2011年為0.477

*2012年為0.474

2013年為0.473

2014年為0.469

2015年為0.462

2016年為0.465

2017年為0.467

低於0.2 收入絕對平均

0.2-0.3 收入比較平均

0.3-0.4 收入相對合理

0.4-0.5 收入差距較大

0.5以上 收入差距懸殊



低工資 廣東 上海 深圳

2008 860 960 1000
2011 1300 1280 1320
2013 1550 1620 1600
2015 1895 2020 2030
2017 1895 2300 2130
2018 2100 2420 2200



• 中國社會階層的收入差距越來
越大，行業之間的差距也日漸
懸殊，呈現「金字塔型」結構，
上部是高收入和中高收入的人
群，底部是大量的低收入和中
低收入者。

• 這種收入結構給社會穩定構成
巨大威脅。中國將面臨社會結
構轉型的重大難題：通過收入
分配改革，擴大中產階層，令
社會結構向「橄核形」轉變。

高收入

低收入

中收入/
中產階層

中收入

高收入

低收入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7z3BuFdI3kM

我不是药神 ( 2018 ) 

我不是药神原型真实故事的报道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XCIum95Ebg



煤 石油 天然氣 其他*(核能及可再生能源)

2000 69.2% 22.2% 2.2% 6.4%
2004 69.5% 21.3% 2.5% 6.7%
2008 70.3% 18.3% 3.7% 7.7%
2012 66.2% 18.8% 5.4% 9.6%
2017 60.4% 18.8% 7.0% 13.8%

中國能源消費結構



但須繼續加強配套立法，如當環保相關部門到現場採集污染證據時，沒有明確的法
規保障他們的權利，導致廠商可以任意對於行政人員的「不當行為」提起訴訟
須加大監察執法投入，加強不同部門的執法合作，將環境監察執法編制轉為公務員
編制，並提高基層執法人員待遇。
同時需要進一步提升基層環境執法人員的專業能力和水準。過去環保機關人員的遴
選多非透過專業途徑，如今面臨大規模法規修訂，使得許多環保人員難以應對，仍
採行過去私下協調、不照程序取締等方式。

後則為外部因素干預，中央高層、地方首長包庇污染企業時有所聞，導致執法人
員無所適從。

2016年一年，全國法院
受理環境資源民事行政案
件達13.3萬起，超過了
2002-2011年十年間環境
資源案件總和。
2015-2016年間，各地嚴
厲執法打擊，使2016年
環境犯罪案件比2015年
下降了75%。雲南、廣東
、河北、山東、安徽的一
些地區已經有了專門的環
境員警隊伍。企業守法意
識有所增強，違法排污減
少，罰後改正率在提高



經濟持續增長  富強的現代化國家 強國夢
復興夢

人民共同富裕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均富夢
平等夢

生態可持續性  綠色發展 環境保育環保夢
美麗中國夢

國家治理體系  推動政治改革 民主夢
法治人權夢



中國領導人眼中的政治改革

• 漸進式改革
• 參與式和協商式民主；發展基層民主選舉
• 發展黨內民主,內部民主討論;自我監察,自我糾錯
• 黨政分開、政企分家
• 實行和優化官員選任、考察、問責、監督制度、
• 精簡行政，提高效率，依法辦事，提高施政透明度和

問責性
• 運用體制內（黨、政協、人大）機制對官員進行監督
• 逐步建立體制外的監督：輿論監督、司法監督、行政

監督
• 落實憲法，依法治國，強化司法機構威信及獨立性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