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家經濟概況

1978年12月，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
會議( 簡稱「十一屆三中全會」) 決定把工作重點轉移到
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具體方向是「對內改革，對外開放」
( 簡稱「改革開放」），標誌着中國推動現代化發展新階段
的開始。

當中，國家採取「三步走」經濟建設戰略部署。

目標:
國 民 生 產 總 值 比
1980年翻一番，解決
人民的溫飽問題。

目標:
二十世紀末，使國民
生產總值再增長一倍，
人 民 生 活 達 到 小 康
水準。

目標:
到二十一世紀中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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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產業結構

1. 改革開放

2. 人均國內生產總值

3. 國內生產總值 (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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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改革開放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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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首次突破
100,000億元

2001年
加入世界貿易
組織(WTO)

2008年
GDP超越德國

2010年
GDP超越日本，
躍居成為世界
第二大經濟體

2021年
整體上消除
絕對貧困

三次產業的產值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

第一產業對GDP的貢獻率(%)
第二產業對GDP的貢獻率(%)
第三產業對GDP的貢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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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三次產業劃分的就業人數佔總就業人數的百分比

國家今日的
經濟成就是

如何走過來的?

國家經濟的產業結構由以往以農業為主，逐步發展成工業大國，近年更高速發展第三產業。

原來上海、北京
等城市的經濟規模

超過了一些
已發展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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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020年地區生產總值排名首3位的城市

1980年
成立首批
經濟特區

深圳
27,670億元人民幣

北京
35,943億元人民幣

上海
38,963億元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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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在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後，世界商品貿易總值大幅增長。�
��2003年商品貿易總值排名，中國首次躋進第4名��
��自2013年，中國商品貿易總值於世界排名第1位。

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20年來，已深度融入了全球貿易體系當中，中國的
經濟規模佔世界經濟比重從2001年的4%，增至2020年的17.4%，貨物出口增長了
7倍多，促使中國一躍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及全球第一大貨物貿易國。

6. 國際貿易

脫
 貧

 之
 路

自改革開放以來，國家積極解決貧窮問題；
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十八大( 2012年)上任後，
承接並加強扶貧力度，提出「全面建成小康
社會」的目標，開展「脫貧攻堅戰」。

2021年國務院發布《人類減貧的中國實踐》
白皮書，指按照現行貧困標準計算註，中國
7.7億農村貧困人口擺脫貧困；按照世界銀行
國際貧困標準，中國減少貧窮人口佔同期
全球減少貧窮人口70%以上。
*註：脫貧攻堅以來，中國貧困人口識別和退出，都是以戶為單位，衡量
標準是「一收入兩不愁三保障」，「一收入」講的是年人均純收入穩定
超過現行國家扶貧標準，就是2020年現價約4,000元人民幣。「兩不愁
三保障」是穩定實現不愁吃、不愁穿和義務教育有保障、基本醫療有
保障、住房安全有保障，在具體落實過程中，還包括飲水安全有保障。

7.1 扶貧政策

對於貧困人口規模龐大的國家，找準貧困人口、實施
扶真貧是普遍性難題。脫貧攻堅貴在精準、重在精準，
成敗之舉在於精準。中國在脫貧攻堅實踐中，積極借鑒
國際經驗，緊密結合中國實際，創造性地提出並實施
精準扶貧方略，做到扶持對象、項目安排、資金使用、
措施到戶、因村派人、脫貧成效「六個精準」，實施
發展生產、易地搬遷、生態補償、發展教育、社會保障
兜底「五個一批」，解決好扶持誰、誰來扶、怎麼扶、
如何退、如何穩「五個問題」，增強了脫貧攻堅的目標
針對性，提升了脫貧攻堅的整體效能。

7.2 實施精準扶貧方略

中國商品貿易總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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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世界商品貿易按貿易總值計算的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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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課程發展處(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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