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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富有成效地建设“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张明

 2021 年是“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如何利用周期反

弹的机遇打开结构改革的空间，从根本上畅通国民经济循

环、提升经济发展质量、推动经济体系优化升级，是我国

经济确保持续增长、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保障，也是

进一步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举措。

 系统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一方面需要构建要素自由流

动与区域一体化、消费扩大与消费升级、产业结构升级与

技术创新的“三大支柱”，来实现以内循环为主体的新发

展格局；另一方面需要通过贸易、金融、开放、机制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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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调整，构建内外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格局。

2021 年是“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也进入新时代。在此背景下，如

何利用周期反弹的机遇打开结构改革的空间，从根本上畅通国

民经济循环、提升经济发展质量、推动经济体系优化升级，是

我国经济确保持续增长、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保障，也是

进一步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举措。

一、着眼“要素市场化”，发展五大区域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

建议》提出，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

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实现内外循环相互促进的一个

重要前提就是塑造国内统一大市场，并充分发挥我国内部需

求规模庞大的优势。而要塑造国内统一大市场，就必须打破

要素在我国境内流动面临的各种障碍，推动要素的自由流动

与市场化定价。这意味着，中国政府将会推动劳动力（人才）、

土地、资本、技术、数据等各种要素的市场化定价与自由流

动，打通要素流动面临的各种堵点。而一旦允许要素自由流

动与自由聚集，那么未来 10 年内中国将会出现新一轮“区

域一体化”。作为国内大循环的第三个支柱（另外两个支柱

分别为消费扩大与消费升级、产业结构升级与技术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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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自由流动和区域经济一体化非常重要，可能成为未来

5～10 年中国最重要的发展趋势。目前来看，围绕新一轮区

域经济一体化而开展的都市圈与城市群建设——粤港澳大

湾区、长三角、京津冀、中部三角、西部三角有望成为中国

“区域一体化”新的增长极。这五个区域在未来不仅是先进

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汇聚之地，其自身的房地产市场也有着

更加可持续的发展前景。

一是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城市为深圳、广州、佛山），

这一区域的市场化程度最高，并且已经形成了创新与金融的

两翼，将会演变为中国版的硅谷。二是长三角地区（核心城

市为上海、杭州、南京），这一区域的国有、民营经济发展

相对均衡，并且是区域发展程度最均衡的地区。三是京津冀

地区。此前，京津冀一体化的主要问题是河北一直没能发展

起来，而如果未来雄安新区作为新的城市崛起，就可能带动

河北的发展。京津冀地区既是中国的科创中心，也是资源分

配中心。四是由郑州、合肥、武汉构成的中部三角地区，这

一区域是中国的大通道，是高铁时代最大的获益者，未来也

将成为连接其他四个区域的中枢地带。五是由成都、重庆、

西安构成的西部三角地区，这一区域的教育、科研实力较强，

并且平均人力资本成本较低，可以很好地吸纳从粤港澳大湾

区以及长三角地区扩散出来的产业。从一体化角度来看，这

五大区域内部的 15 个核心城市之间优势互补，每个城市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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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有一个城市金融相对更发达、一个城市制造业相对更发

达、一个城市科研力量相对更发达。从梯度优势排列来看，

这五大区域之间形成了以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京津冀为

第一梯队，中部三角、西部三角为第二梯队，其他区域为第

三梯队的国内版“雁阵”模式。

值得注意的是，要素自由流动可能会带来新一轮地区发

展差异化，即区域发展不平衡在一段时期内将会加剧。例如，

上述五大区域都位于胡焕庸线（黑河-腾冲线）的东南，西

部只有西三角地区，秦岭淮河以北只有京津冀地区。但如果

“双循环”成为未来的发展方向，即使出现地区差距，先行

地区在发展好之后，也会形成产业的外溢、经济的扩张，加

上政府有目标的转移支付政策，这些机制将带动后进地区，

推动中国各地区更高水平的发展。

二、实施高水平开放，推动内外互促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绝不意味着闭关锁国、封闭发展，

打通内外双循环意味着更高水平、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可

以从以下四个层面分析如何实现内外互促。

（一）贸易层面

中国政府与中国企业应该抓住全球产业链在新冠肺炎

疫情后可能发生调整（如链条长度缩短、区域化等）的时机，

进一步强化中国在亚洲产业链、供应链与价值链中的核心位

置，坚守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枢纽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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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金融层面

中国政府应该基于新“三位一体”原则来推动新一轮人

民币国际化。所谓新“三位一体”，是指大力发展人民币在

大宗商品交易中的计价货币地位、加快向外国机构投资者开

放国内金融市场，以及在周边国家与“一带一路”沿线培养

对于人民币的真实需求。

（三）开放层面

中国政府应该尽快夯实省级自贸区与自贸港的内涵，并

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加快国内金融市场开放。在自贸区、自

贸港建设方面，下一阶段的任务是尽快夯实各自的内涵，结

合各省市的资源禀赋与比较优势，出台具有鲜明个性化与特

色的自贸区、自贸港建设方案，并以此带动区域经济更高层

次、更高水平的发展。

（四）机制层面

一方面，中国政府应充分利用好现有国际多边机制的作

用，例如联合国、二十国集团（G20）、世界贸易组织（WTO）、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

行、世界卫生组织、巴黎协定等；另一方面，应继续推动由

中国政府倡议的新多边机制建设，例如“一带一路”、区域

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金砖开发银行、丝路基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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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推动消费扩大与升级，均衡“三驾马车”

2020 年，我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恢复态势良好，

但“三驾马车”的恢复并不均衡。疫情抑制了消费倾向和消

费预期，相对于投资和进出口的恢复速度，消费恢复明显滞

后。今年乃至整个“十四五”时期，要推动消费扩大与消费

升级，需要做好以下六方面工作：

第一，当前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与改革开放初期

相比有很明显的下降，制约了消费扩大升级。应通过改革，

在初次分配时努力提高居民部门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

第二，过去十余年，中国社会零售商品消费增速与城乡

居民可支配收入均呈现出波动下行趋势，与此相应的收入分

配差距持续扩大。低收入人群边际消费倾向更高，但其拥有

的可支配收入份额却在不断下降，制约了消费扩大升级。应

通过征收财产税等措施，在国民收入再分配层面加大居民部

门的再分配政策力度。

第三，中国政府应该长期坚持“房住不炒、因城施策、

构建房地产调控长效机制”的房地产调控思路，避免中国居

民部门杠杆率因房地产价格上涨而继续显著上升，避免房地

产畸形繁荣对消费增速的挤压。

第四，应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与农

地有序流转，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扩大农民群体消费。

第五，要持续促进居民收入改善和消费扩大升级，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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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民营企业有更广阔的发展前景。中国民营企业承担着 80%

的存量就业和 90%的增量就业。如果民营企业没有发展前景，

居民收入改善和消费扩大升级就是无源之水。

第六，传统制造品（如汽车和家电等商品）消费已经达

到饱和，部分产品已供过于求。高质量的教育、医疗、养老

服务需求旺盛，均面临供不应求的局面。要加快向社会与民

营资本开放教育、医疗、养老等服务行业，在相关行业内形

成更完善的市场竞争体系。

四、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提升经济发展质量

在中美摩擦注定长期化、持续化的背景下，推动国内技

术自主创新是中国政府面临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随着中国

技术水平和全球先进水平越来越接近，中国经济的体量不断放

大，技术方面的后发优势越来越弱。近期，美国打压中国科技

企业的力度继续升级，对中国科技研发体系全面封杀与遏制的

目的就是要切断中国技术进步和国外顶尖技术之间的联系。换

言之，除了贸易与投资的“逆全球化”在加速，技术方面的

“去全球化”也在加速。在此背景下，推动新基建至关重要。

推动新基建的本质是推动技术进步，但更重要的是，新基建

的铺开有望成为推动新一轮国内技术创新的重要平台。

加快新基建投资对中国经济而言有两重含义。首先，有

助于经济增长。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全球经济深度衰退，

中国经济也遭受疫情重创，而新基建在短期内有助于提高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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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在长期内则有助于改善总供给。目前，无论从政府政

策还是市场资本动态都表明，新基建将对所有相关产业链迅

速发展带来诸多利好。其次，有助于提高长期经济增长质量，

推动经济体系优化升级。为了重振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速，既

要加快技术创新，也要推动结构改革。新基建是推动中国产

业结构升级与国内技术自主创新的重要基础设施建设，能够

在推动国内新一轮技术创新方面扮演重要角色。

统筹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必须以新基

建为重要抓手，推动相关产业迭代升级。以 5G、人工智能、

工业互联网、物联网为代表的新基建与传统基建拉动投资相

比，新基建更多是通过支持和推动数字经济等新经济发展壮

大，提升经济运行全要素生产率，带动社会发展。在实际工

作中，应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努力推动国内技术自主创

新。这意味着需要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扭转“国进民退”

的现象、实现教育理念从“工程师思维”向“创新思维”的

转换、继续努力推动国际技术交流等。同时，应建立更加完

善的市场化机制，强化对新基建项目的投入产出研究、总体

规划、绩效考评体系，及时反馈建设成效及其社会经济效应。

围绕全面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网络设备服务全面升级的

需求，加快建设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网络、新设施、

新平台以及新终端。在推动新基建的过程中，必须充分发挥

市场机制的作用，避免地方政府主导的低水平重复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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