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展战略落脚点
支撑点的重大转变

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包含哪些内容？

刘元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给“双循

环”做了很精确的界定，就是“逐步形成以国内大

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

格局”。

具体来说，我认为就是发展要以满足国内消费

需求作为立足点，以国内经济循环基本面的健康作

为核心，同时又要立足于国内和国际两大市场，促

进国内国际经济互补，这是在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市

场的说法上，往前更进一步地明确了经济发展战略

的落脚点、支撑点和政策核心。

怎么理解“双循环”发展格局提出的时代背景？

刘元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提出，首先有

很重要的国际大背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世界

经济步入到一个新时期新阶段。由于经济增长的

长期停滞，导致全球化的一些成本全面显化，收益

下降，进一步导致各种保护主义、民粹主义、孤立

主义等现象出现。今年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使

全球供应链出现了本地化、区域化、分散化的趋

势。在此背景下，简单地以世界市场作为经济发

展的重点变得不符合我国的实际，也不符合世界

发展的阶段性潮流。因此，全球化重构的时代，外

部环境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要求我们在战略和

政策上做出调整。

其次，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水平也需要我们

要以国内的经济循环为主，以更好地满足国内消

费和发展作为一个落脚点。从日本、德国、美

国、英国等这些大国经济成长的规律来看，一旦

发展到了一定阶段，必须逐步从外向型的发展模

式，演化成一个以内为主的发展模式。大国经济

发展的规律决定了中国必须形成以国内经济循

环为主体的发展格局，而不能将重心进行均匀分

布。

我国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格局具备什么基础？

刘元春：从供给层面，经过多年发展，中国已经

拥有了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工业供应体系，是全世

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

家。从消费层面，我国拥有超大的市场规模。这次

后疫情时期的经济复苏，我们看到，在世界经济出

现大面积停摆的情况下，我国在疫情阻击战取得阶

段胜利之后，整体经济的自我复苏还非常好，这就

说明我们有能力实现以国内经济为主的供求自我

循环的基础。

刘元春：国内国际双循环——
全球化重构时代的中国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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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要把满足国内

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着力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

费各个环节，逐步形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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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近日表示，“双循环”不是简单的出口转内销，简单地把国内经济循环

嫁接到国际循环上，而是使国内经济循环在不断提升产业水平技术水平的过程中，找到瓶颈问

题，在瓶颈问题上实现全面的突破，将产业链供应链的完整性和安全性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中国对外开放
基本战略不会变

构建双循环发展格局会对中国对外开放模式有何影响？

刘元春：“双循环”发展格局很重要的另一个方面，是

国内国际经济循环要相互促进。具体要求就是我们不能

放弃国际循环对于国内经济循环的补充、促进。

从人类历史来看，虽然经济全球化会遇到很多阻碍，

产生一系列波动，但全球化是一个不可阻挡的历史发展

趋势。人类全球化进程已经经历了四个阶段。虽然每个

阶段都出现了强劲的逆全球化现象，但总体而言，在全球

进行配置资源是人类发展和进步的必然方向。因此，中

国必须利用好世界市场，必须与发达国家进行科技文化

经济各方面的交流，才能够很好地弥补我国在发展中所

面临的短板问题。

从实践来看，在目前国际大背景发生变化的过程中，

我国并不是用孤立主义来迎接孤立主义，用保护主义来

迎接保护主义，而是进一步以更高水平的开放，以制度型

开放来应对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这样的一种新型开放

策略，不是为开放而开放，它要有落脚点，它必须以国内

经济循环为主，以更好地满足国内消费为立足点，以更好

地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生产力进步

作为一个立足点。因此，新的开放格局就要有新的理念、

新的模式，新的内涵，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上的布局也要

进行一系列重构。

开放策略下的产业链供应链重构指的是什么？

刘元春：美国在卡脖子技术上对我国进行战略性遏

制，这对我们有很大影响，因此，我们必须有新的战略举措

和开放理念。这个开放理念的新内涵就体现在产业链供应

链构建上不仅仅要注重效率，同时更要注重安全问题。

但“双循环”发展格局并不意味着我国的对外开放基

本战略发生了变化，而是我们开放方式和利用国际经济

循环的模式要有一些新理念、新举措。

我国构建“双循环”发展格局会对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产生

哪些影响？

刘元春：我国以内为主的发展模式，实际上从2008年

以来就已经进行了很好的自我调整，同时世界也在适应

中国的调整。首先，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地位不会变。

其次，中国作为未来全球创新中心的地位会进一步强

化。第三，未来一段时期，中国在全球价值链的提升速度

上也有可能会进一步加快，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占比会下

降，技术密集型产品占比还会进一步提升。第四，中国在

一些新市场开拓力度上将会持续提升。

目前中国的变化，以及外部环境的变化，都不会阻挡

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就是中国在未来几年会加速崛起。

（证券时报）

核心在于
增强抗风险能力

打通国内大循环会对国际市场形成替代效应吗？

刘元春：很多人都理解“双循环”就是要出口转内

销，这是误解，也把“双循环”的定位简单化了。我们不

能因为经济安全而闭关锁国。

构建国内经济大循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要使

国内经济循环在不断提升产业水平技术水平的过程

中，找到它所面临的瓶颈问题，在这些瓶颈问题上进行

全面的突破，这是核心。同时，未来具有很多不确定

性，我们要考虑到国际循环可能会发生一些极端的现

象。在一些极端情况发生之后，国内经济循环还要能

够保持相对稳定。稳定性的支撑来源于什么地方？这

就需要很好地对国内循环的短板进行更深入的梳理，

要求国内循环在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性方面有所提

升，这就是把国内循环的完整性和安全性上升到一个

新的高度，而不是简单地把国内经济循环嫁接到国际

循环上面。

调整不是简单地因为疫情出现而进行的一种短期

的、适应性的改变，“双循环”发展的立意更高。中国的

国内大循环是世界经济循环的一部分，我们不能以封闭

来应对目前国际市场发生的变化，而是以进一步的开

放、进一步的内外循环的重新布局，来迎接国际大循环。

构建国内大循环要补的短板包括哪些方面？

刘元春：构建国内经济大循环很重要的一点是，要

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使我们在结构性问题上有所突

破。

第一是在卡脖子技术方面有所突破，这要求我们在

科研创新体系上要有新的举措和战略。

第二是要使供应链产业链更有弹性，能够很好地管

控全球供应链和产业链波动带来的风险。包括：一是很

多的技术要有“备胎”，二是一些短板必须有所突破，三

是商品贸易的产业链价值链要有可控性，不能够简单地

受制于某一个供应商或者市场。在多元的体系下，要开

启多元供应链、多元价值链，从而保证国内经济循环的

完整性，为产业链提供很好的支撑，这样才能够使国内

经济循环建立在一个更加安全、更富有弹性的国际供给

和国际需求的基础之上。

第三是在微观上要使主体有活力，宏观上要有度、

有秩序。使微观有活力，很重要的就是要通过要素市场

化改革和市场经济体系的改革来解决一些体制性的问

题，使企业创新活力能够真正发挥出来。宏观有度，就

是要构建中国特色宏观调控制度体系，形成以国家发展

规划为战略导向，财政货币、产业、区域等政策协同发力

的有效机制，从而有利于加强新动力的构建和防止经济

波动中出现系统性风险。

◀中国人民
大学副校长
刘元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