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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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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是党中央作出的战略抉

择ꎮ 新中国成立以来ꎬ我国对外贸易发展战略可以分为三个阶段ꎬ即内向型发展战略、外向型发展战略和双循环

发展战略ꎮ 我国双循环发展战略的对外开放特征是高水平对外开放和双循环有机统一的对外开放ꎮ 高水平对

外开放的特点有高层次开放、制度型开放、全面开放、公平开放和安全开放ꎮ 双循环发展战略的对外开放路径有

全球治理路径、制度创新路径、产业国际化路径和企业国际化路径ꎮ
〔关键词〕对外开放ꎻ外贸发展战略ꎻ双循环发展新格局ꎻ制度型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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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０ 年以来ꎬ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提出

和深刻阐述了双循环发展战略ꎮ 我国“十四五”
规划把双循环发展战略进一步落实ꎬ战略导向部

分指出: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应对新发展阶段机遇

和挑战、贯彻新发展理念的战略选择ꎮ 我们可以

把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称

为“双循环发展战略”ꎮ 理解与贯彻双循环发展战

略ꎬ必须准确把握对外开放特征与路径ꎮ 本文在

考察我国对外贸易发展战略演变的基础上ꎬ系统

研究了双循环发展战略的对外开放特征与路径ꎮ

一、我国对外贸易发展战略的演变

外贸发展战略的类型多以内销和外销奖励

的平衡特征划分ꎮ 世界银行根据有效保护率、配
额和许可证、出口奖励、汇率定值等指标ꎬ把外贸

发展战略分为坚定外向型、一般外向型、坚定内

向型和一般内向型ꎮ〔１〕 Ｃｈｅｎｅｒｙ 等按照世界银行

的划分指标把外贸发展战略分为进口替代和出

口导向两种基本类型ꎮ〔２〕根据内需与外需关系的

重要性ꎬ可以把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外贸发展战

略演变划分为三个阶段:
(一)１９４９ 至 １９７７ 年内向型发展战略阶段

１９４９ 至 １９７７ 年ꎬ我国制定和实施了适应计

划经济体制的内向型对外贸易政策ꎮ “一五”计
划(１９５３—１９５７)期间至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末ꎬ为了

满足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需要ꎬ我国从苏联和东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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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先进技术与设备ꎮ 例如ꎬ从苏联和东欧国家

引进 １５６ 项重点工矿业基本建设项目(１５６ 项工

程)ꎮ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初期ꎬ中苏关系破裂ꎬ苏联

终止了与我国合作的大多数项目ꎬ我国开始转向

从其他国家进口先进技术与设备ꎮ １９６２—１９６６
年ꎬ我国从日本、法国、英国、联邦德国、瑞典、瑞
士、荷兰、比利时、奥地利等国引进多项先进技术

与设备ꎮ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初期ꎬ随着 １９７１ 年中美

关系缓和、１９７１ 年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和

１９７２ 年中日建交ꎬ进口外部环境改善ꎬ我国计划

大规模从西方发达国家引进先进技术与设备ꎮ
１９７３ 年国家计委建议今后 ３—５ 年内引进 ４３ 亿

美元设备(“四三”方案)ꎮ 之后ꎬ又陆续增加了

一些项目ꎬ计划进口总额达到 ５１. ４ 亿美元ꎮ 这

一时期ꎬ我国经济处于内向型发展战略阶段ꎬ实
行高度集中的对外贸易体制ꎬ排斥市场经济和私

营经济ꎬ强调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ꎬ立足于生产

发展对外贸易ꎬ贸易规模小ꎬ１９５０ 年对外贸易额

１１. ４ 亿美元ꎬ出口贸易额 ５. ５ 亿美元ꎻ到 １９７７ 年

对外贸易额增长到 １４８. ０ 亿美元ꎬ出口贸易额增

长到 ７５. ９ 亿美元ꎮ 出口贸易是为了换取国外先

进技术与设备ꎬ满足国内工业投资需求ꎮ
(二)１９７８ 至 ２０１９ 年外向型发展战略阶段

１９７８ 至 １９９２ 年ꎬ我国进行了以沿海沿边地

区开放为重点的探索ꎮ １９７８ 年 １２ 月党的十一届

三中全会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ꎬ对外贸

易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日益得到重视ꎮ １９７９ 年

我国在广东和福建试办出口特区ꎬ１９８０ 年我国

设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经济特区ꎬ先行探索

我国对外开放ꎮ １９８４ 年我国批准 １４ 个沿海开放

城市ꎬ沿海城市对外开放加速ꎮ １９９２ 年我国批

准 １４ 个沿边开放城市ꎬ沿边城市对外开放加速ꎬ
同年国务院批复设立上海市浦东新区ꎮ １９９３ 至

２０００ 年ꎬ对外开放加速向纵深推进和全方位开

放格局基本形成ꎮ １９９３ 年 １１ 月党的十四届三中

全会决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ꎬ提出“发
展开放型经济ꎬ使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实现互接

互补”ꎮ ２００１ 至 ２０１９ 年ꎬ对外开放步入历史新

阶段ꎮ 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ꎬ我国成为世界贸易组

织(ＷＴＯ)成员ꎬ对外开放进入在法律框架下全

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双向开放ꎮ 对外开放和

市场经济体制释放了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巨大

潜力ꎮ 这一阶段外向型发展战略的特征是出口

导向、加工贸易和招商引资ꎬ对外贸易发展迅速ꎮ
１９７８ 年对外贸易额 ２０６. ４ 亿美元ꎬ出口贸易额

９７. ５ 亿美元ꎻ到 ２０１９ 年对外贸易额增长到

４５７７８. ９ 亿美元ꎬ出口贸易额增长到 ２４９９４. ８ 亿

美元ꎮ 从 ２００９ 年起我国就成为世界货物贸易第

一出口国和第二进口国ꎮ 但是ꎬ在我国对外经济

贸易快速增长的同时ꎬ外向型发展战略暴露出对

外贸易粗放增长、产业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
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等严重的问题ꎮ 加上一些发

达国家逆全球化盛行和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流行ꎬ
这一战略难以为继ꎮ

(三)２０２０ 年以来双循环发展战略形成阶段

双循环发展是我国近十年来对外经济发展

战略的历史性拓展ꎮ 改革开放以来ꎬ外向型发展

战略对我国经济发展发挥了巨大的作用ꎬ到

２００６ 年这一战略的弊端和风险日益显现ꎬ国内

需求的重要性日益提升ꎮ 我国 ２００６ 年发布的

“十一五”规划强调立足扩大国内需求推动发

展ꎬ指出“把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作为

基本立足点ꎬ促使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和出

口拉动向消费与投资、内需与外需协调拉动转

变”ꎮ ２００８ 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危机ꎬ
世界市场需求下降ꎬ我国外向型发展的空间收

窄ꎬ迫使我国进一步扩大内需ꎮ ２０１１ 年发布的

“十二五”规划强调构建扩大内需长效机制ꎬ指
出“促进经济增长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

动转变”ꎮ ２０１６ 年发布的“十三五”规划强调改

善消费环境、创造消费需求和消费的基础作用ꎬ
指出“以消费环境改善释放消费潜力ꎬ以供给改

善和创新更好满足、创造消费需求ꎬ不断增强消

费拉动经济的基础作用”ꎮ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以来ꎬ习
近平关于双循环发展新格局的七次讲话精神标

志着双循环发展战略正式形成ꎮ 习近平首次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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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构建双循环发展新格局讲话的时间和场合是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１０ 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七次会议ꎮ
之后习近平六次重要讲话的时间和场合分别是: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１４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

议ꎬ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２３ 日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

三次会议的经济界委员并参加联组会ꎬ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２１ 日企业家座谈会ꎬ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３０ 日中共中

央政治局会议ꎬ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２４ 日经济社会领域

专家座谈会ꎬ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１ 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

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ꎮ 值得一提的是ꎬ有些研究

文献把习近平最早提出双循环发展新格局的时

间和场合误以为是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１４ 日召开的中

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ꎮ 实际上ꎬ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１０ 日习近平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七次会

议上就已经提出ꎮ

二、双循环发展战略的对外开放特征

双循环发展战略的对外开放特征主要有两个

方面:一是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ꎬ二是国内国际双

循环有机统一的开放ꎮ 在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政策

环境下ꎬ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ꎮ
(一)高水平对外开放

开放是我国的基本国策ꎬ是我国坚定不移贯

彻的五大发展理念之一ꎮ 习近平在许多场合都

说过“开放带来进步ꎬ封闭必然落后”ꎮ 高水平

开放是我国双循环发展战略的基本特征ꎬ主要特

点是高层次开放、制度型开放、全面开放、公平开

放和安全开放ꎮ
１. 高层次开放ꎮ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发展

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ꎮ〔３〕 高层次开放的含义

主要有:一是制度型话语权更高ꎮ 提升我国在国

际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ꎬ构建广泛的利益

共同体ꎮ 二是贸易与投资自由化程度更高ꎮ 实

行高水平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ꎮ 习

近平指出:“中国将采取一系列重大改革开放举

措ꎬ加强制度性、结构性安排ꎬ促进更高水平对外

开放ꎮ” 〔４〕搞保护主义和滥用贸易救济措施ꎬ损人

不利己ꎮ 三是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ꎮ 推

动全球价值链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ꎬ促使我国产

业向全球价值链的研发端和品牌营销端延伸ꎮ
２. 制度型开放ꎮ 制度型开放是商品和要素

流动型开放的升级版ꎬ本质上属于境内开放ꎬ强
调基本政策举措和规则体系与国际标准实现对

接乃至引领新一轮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制定ꎬ打
造吸引、集聚和培育高端生产要素所必需的软环

境ꎮ〔５〕与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相比ꎬ制度型开

放的本质是由“边境开放”逐步向“边境后开放”
的拓展和延伸ꎮ 拓展制度型开放ꎬ关键是对标国

际先进规则、规制、管理、标准ꎬ加快形成与国际

通行经贸规则相衔接的制度体系和监管模式ꎮ
从过去被动的“规制跟随”型开放转向主动的

“规则制定”型开放ꎬ通过深度参与全球经济治

理逐步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ꎮ
３. 全面开放ꎮ 全面开放的含义主要有:一是

陆海内外联动ꎬ加强一带和一路的联动ꎬ即“丝绸

之路经济带”和“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联动ꎮ
二是东西双向互济ꎬ强化东部深化开放和中西部

加速开放的联动ꎬ东部沿海地区发挥对外开放的

“领头雁”作用ꎬ率先实现高水平开放和产业迈

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ꎬ带动中西部、东北地区加

快对外开放和承接国内外产业转移ꎬ产生雁阵效

应ꎮ 三是产业开放更加深入ꎬ缩减外资准入负面

清单ꎬ巩固制造业开放措施ꎮ 重点推动服务业有

序开放ꎬ推进实施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ꎬ更广

泛地引入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商业模式ꎮ
４. 公平开放ꎮ ２０１３ 年习近平在二十国集团

领导人峰会上指出:“我们要维护自由、开放、非
歧视的多边贸易体制ꎬ不搞排他性贸易标准、规
则、体系ꎬ避免造成全球市场分割和贸易体系分

化”ꎮ〔６〕公平开放的含义主要有:一是非歧视性ꎬ
强调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ꎮ 非歧视性原则是

国际法中国家主权平等原则在国际贸易中的延

伸ꎬ强调无差别待遇ꎮ 二是公平竞争ꎬ反对倾销

和补贴ꎮ 公平贸易原则是关贸总协定(ＧＡＴＴ)和
ＷＴＯ 的一个基本原则ꎬ各成员和出口经营者都

不得采取倾销、补贴等不公正的手段进行国际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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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竞争或扭曲国际贸易市场竞争秩序ꎮ 同时加

强竞争政策的国际协调ꎬ遵循和实施礼让原则ꎮ
强化反垄断执法程序的国际合作ꎮ 三是互利共

赢ꎬ加强开放合作ꎮ 开放合作是增强国际经贸活

力的重要动力ꎬ是推动世界经济稳定复苏的现实

要求ꎬ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的时代要求ꎮ 习

近平指出:“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ꎬ不断创造

更全面、更深入、更多元的对外开放格局ꎬ是中国

的战略选择”ꎬ“中国倡导的新机制新倡议ꎬ不是

为了另起炉灶ꎬ更不是为了针对谁ꎬ而是对现有

国际机制的有益补充和完善ꎬ目标是实现合作共

赢、共同发展”ꎮ〔７〕 四是内外向国际化相互促进ꎬ
强调贸易平衡ꎮ 既重视出口贸易、对外直接投

资、对外技术转让ꎬ又重视进口贸易、利用外商直

接投资、引进技术ꎬ转变更加重视出口贸易、利用

外资和引进技术的现象和倾向ꎮ
５. 安全开放ꎮ 经济安全是我国高水平对外

开放的底线ꎬ必须严格控制ꎮ 当前ꎬ国际政治经

济环境日趋复杂ꎬ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ꎮ
一些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盛行ꎬ单
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对世界和平与发展

构成威胁ꎮ 同时ꎬ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ꎬ
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代表的供应链、产业链、价值

链和创新链受到严重冲击ꎬ特别是 ２０２０ 年德尔

塔(Ｄｅｌｔａ)变异毒株引发各国疫情的再次暴发和

蔓延对全球价值链重构产生重要影响ꎮ 一些发

达国家为了分散和转移国内压力与矛盾ꎬ对我国

高新技术企业采取一系列干预和打压措施ꎮ 我

国必须站在国家战略安全的高度ꎬ充分识别、防
范和化解对外开放引发的经济风险ꎮ “越开放越

要重视安全ꎬ越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ꎬ着力增强

自身竞争能力、开放监管能力、风险防控能力ꎬ炼
就金刚不坏之身”ꎮ〔８〕 牢牢把握金融安全在经济

安全中的重要地位ꎬ有效监管数字货币、互联网

金融、人民币国际化等快速变化引发的风险ꎬ确
保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ꎮ

(二)国内国际双循环有机统一的开放

经济循环是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有机统一

的系统ꎮ 双循环发展战略的对外开放是以国内

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有机统一的高水

平开放ꎮ
１.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ꎮ 国内需求对一国

经济发展具有基础性作用ꎮ Ｐｏｒｔｅｒ 的国家竞争优

势理论认为ꎬ国内需求市场是产业竞争优势的关

键要素ꎮ 国内市场最大的贡献在于ꎬ提供企业发

展、持续投资与创新的动力ꎬ并在日趋复杂的产

业环节中建立企业的竞争力ꎮ〔９〕而对于国内市场

规模大的经济体ꎬ国内需求对本国经济发展更加

重要ꎮ １９８０ 年 Ｋｒｕｇｍａｎ 提出本土市场效应ꎬ认
为企业为了实现规模经济ꎬ倾向于在国内市场规

模大的国家或地区组织生产和出口ꎮ〔１０〕 根据

Ｒｏｓｔｏｗ 的经济成长阶段论ꎬ经济发展有 ６ 个阶

段ꎬ依次是传统社会、准备起飞、起飞、走向成熟、
大众消费和追求生活质量阶段ꎮ〔１１〕 对于大国来

讲ꎬ起飞阶段和走向成熟阶段ꎬ投资主导型ꎬ强调

国际贸易对一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ꎬ出口导向作

用更加明显ꎻ到了大众消费阶段ꎬ投资主导型向

消费主导型转变ꎬ国内需求作用更加明显ꎮ 我国

正处于大众消费阶段ꎬ已经具备了国内经济循环

主导的基础条件ꎬ可以通过依靠超大规模市场需

求、多层级消费市场和国内统一大市场这三个特

色优势ꎬ打造独具中国特色的内生市场动力ꎬ为
双循环新格局的发展提供安全有效保障ꎮ〔１２〕 我

国具有规模广阔、需求多样的国内消费市场ꎮ
２０２０ 年中国有 １４ 亿多人口ꎬ人均 ＧＤＰ 达到

７２４４７ 元ꎬ折合 １０５０４ 美元ꎮ 超大规模内需市场

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显著比较优势和我国强

大的发展韧劲所在ꎬ孕育着巨大的潜力与活力ꎮ
２. 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相互促进ꎮ 必须看

到ꎬ中国虽然具备大国经济规模ꎬ但是国内有效

市场需求规模相对有限ꎮ ２０２０ 年全国居民年人

均可支配收入 ３２１８９ 元ꎬ月人均 ２６８２ 元ꎻ农村居

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只有 １５２０４ 元ꎬ月人

均只有 １２６７ 元ꎮ〔１３〕人均可支配收入不高决定着

低收入阶层尚处于潜在的市场需求阶段而非凯

恩斯理论提出的有效需求ꎮ 因此ꎬ相对于国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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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的有效市场需求者ꎬ更大的国际市场是非常重

要的ꎬ需要大力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实现真正互

促式发展ꎮ〔１４〕 双循环发展战略是高水平开放的

国内国际双循环ꎬ前提是高水平开放ꎬ落脚点是

推动国内的体制变革、经济结构优化和增长动力

转型ꎮ 对外开放通过扩大市场规模、促进技术进

步和分工专业化获取开放的利益ꎬ中国对外开放

取得的成就可以概括为得自贸易的收益、得自技

术进步的收益和得自制度完善的收益ꎮ〔１５〕 以国

内大循环为主体指的是以开放的国内大循环为

主体ꎬ更是以高水平开放的国内大循环为主体ꎬ
绝不是搞封闭经济ꎮ 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

促进的新发展格局ꎬ客观要求我国发挥巨大内需

潜力ꎬ实现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相互联通、国内

资源与国际资源互接互补ꎮ 需要继续开发本国的

能源、资本、人才和技术ꎬ同时积极利用世界的能源、
资本、人才和技术ꎬ在积极推进自主创新、发挥国内

全产业链优势的同时ꎬ积极布局全球产业链ꎮ

三、健全双循环发展战略的对外开放路径

对外开放路径主要有全球治理路径、制度创

新路径、产业国际化路径、企业国际化路径ꎮ
(一)全球治理路径

１. 积极参与 ＷＴＯ 改革ꎮ 维护 ＷＴＯ 在全球

经济治理中的重要地位ꎬ坚决反对单边主义和贸

易保护主义ꎮ 坚定维护非歧视性、互惠贸易、市
场准入、透明度、发展中国家优惠等基本原则ꎬ坚
定支持 ＷＴＯ 的争端解决机制有效发挥作用ꎮ 积

极推动国有企业、产业补贴、电子商务等议题的

谈判ꎬ积极引导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
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ꎮ〔１６〕

２. 建设开放透明、互利共赢的区域自由贸易

安排ꎮ 到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ꎬ我国已经达成 １９ 个自由

贸易协定ꎬ同 ２６ 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这些协定ꎮ
当前正在加紧形成一个立足周边、辐射“一带一

路”、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ꎮ 加速

推进相关国家核准并尽快实施«区域全面经济伙

伴关系协定» (ＲＣＥＰ)ꎬ积极推进中日韩自贸区

协定ꎬ推进中国和海合会ꎬ以及和以色列、挪威的

自贸协定谈判ꎮ 稳妥推进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

平洋伙伴关系协定»(ＣＰＴＰＰ)谈判ꎮ
３. 高质量推进共建“一带一路”ꎮ 自 ２０１３ 年

习近平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ꎬ“一带一

路”经贸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效ꎬ贸易畅通

不断深化ꎬ投资合作持续提升ꎬ合作项目落地见

效ꎬ机制平台建立健全ꎮ 据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２３ 日国

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会发布ꎬ２０１３—２０２０
年ꎬ中国与沿线国家货物贸易额累计达 ９. ２ 万亿

美元ꎻ中国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累计达 １３６０ 亿

美元ꎬ沿线国家在华新设企业累计达 ２. ７ 万家ꎬ
实际投资累计约 ６００ 亿美元ꎻ中国企业在沿线国

家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累计近 ６４００ 亿美元ꎮ 高

质量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需要继续坚持共商共

建共享原则ꎬ构建互惠共生的产业转移机制与路

径ꎮ 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ꎬ推进战略、规划、机
制对接ꎬ加强政策、规则、标准联通ꎬ构筑互利共

赢的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体系ꎬ健全多元化投融资

体系ꎮ
(二)制度创新路径

１. 加强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ꎮ 中国自由贸

易试验区建设始于 ２０１３ 年的上海自由贸易试验

区ꎮ 到 ２０２１ 年我国已经分 ６ 批建设了 ２１ 个自

由贸易试验区ꎮ 自由贸易试验区是我国经济高

水平开放、对接国际规则的试验田ꎮ 自由贸易试

验区是我国对外开放的高地ꎬ要发挥高地引领作

用ꎬ在贸易投资自由化、跨境服务贸易、数字经

济、互联网经济、人才政策、税收政策等领域更高

水平开放ꎮ 同时ꎬ２１ 个自由贸易试验区要因地

制宜、因时制宜ꎬ赋能技术创新、制度创新ꎬ赋能

产业集聚、产业升级ꎬ走差异化改革创新之路ꎮ
２. 扩大制度型开放ꎮ 以强大内需市场为依

托ꎬ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ꎬ形成有利于吸

引全球资源要素、更有效参与国际竞争合作的制

度创新ꎮ 在竞争中性、规则中性、政策中性、产业

中性、所有制中性等方面ꎬ出台一系列有利于国

内制度型开放的新政策举措ꎮ 注重制度对接、创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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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和引领ꎬ建立并完善以公开、规范为主要标志

的开放型经济体系ꎮ 注重制度对接ꎬ对标国际高

标准经贸规则ꎬ形成与国际经济制度高度衔接的

制度体系ꎻ注重制度创新和制度引领ꎬ积极为国

际经贸规则调整和完善作出“中国贡献”ꎮ
３. 提高营商环境竞争力ꎮ 世界银行«全球营

商环境报告 ２０２０»显示ꎬ中国营商环境总体得分

７７. ９ 分ꎬ排名全球第 ３１ 位ꎬ总体得分低于美国

(８４. ０ 分)、英国 (８３. ５ 分)、澳大利亚 (８１. ２
分)、德国(７９. ７ 分)等发达国家ꎮ 对标国际先进

水平、对接国际通行规则是我国提升营商环境竞

争力的重要任务ꎮ 要落实我国«外商投资法»和
«优化营商环境条例»ꎬ塑造市场化、法治化、国
际化营商环境ꎮ 以更低的关税水平、更短的负面

清单、更便利的市场准入、更透明的市场规则、更
有吸引力的营商环境ꎬ把庞大的中国国内市场和

中国以外的全球市场更紧密地联系起来ꎮ
(三)产业国际化路径

１. 促进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ꎮ 我国

要面向科技前沿、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面向

经济主战场ꎬ提升自主创新能力ꎬ不断突破关键

核心技术ꎬ持续提升全球价值链治理能力ꎮ 通过

研发补贴、进口税等措施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成

长ꎬ通过提升全球价值链核心企业国际竞争力获

取国际产业垄断租金ꎮ 加强协同创新和联合攻

关ꎬ以知识增值为核心ꎬ促进企业、政府、大学、研
究机构、中介机构等为了实现重大科技创新开展

协调创新ꎮ
２. 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ꎮ 我国

要科学规划产业链ꎬ确保重点产业有序发展ꎻ有
效提升价值链ꎬ提升重点产业核心竞争力ꎻ全力

稳定供应链ꎬ提高产业配套发展能力ꎻ协同打造

创新链ꎬ确保关键产业自主可控ꎻ着力筑造防护

链ꎬ增强产业的风险抵抗力ꎮ 实施产业链“强链

补链”工程ꎬ强化国内经济大循环ꎬ构建国内国际

产业链多环流体系ꎮ 重点围绕 ５Ｇ、半导体制造、
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产业部署创新链ꎬ逐步提

高上游研发设计环节的自给率ꎮ

３. 培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ꎮ 世界级先

进制造业集群是由核心企业、科研院所、高等学

校、中介机构、政府支持机构等高度集聚形成的

技术领先、协同度高、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先进制

造业网络和产业高地ꎮ 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

具有规模经济效应、网络经济效应、强者越强的

正反馈效应ꎬ具有旺盛的生命力ꎮ 美国“硅谷”ꎬ
英国剑桥工业园ꎬ印度班加罗尔高科技集群ꎬ我
国中关村高科技产业集群、深圳通信设备产业集

群、武汉“光谷”等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的成

功实践ꎬ为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提供了先

进经验ꎮ 培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需要在产

业集群国际化、区域创新网络、科技创新、营销创

新等方面入手ꎬ促进产业集群工艺升级、产品升

级、功能升级和价值链升级ꎮ
(四)企业国际化路径

市场规模扩大可以缓解消费者需求偏好多

样化和企业规模经济效应的矛盾ꎮ〔１７〕 市场空间

越大ꎬ规模经济效应越大ꎮ 大国庞大的国内市场

有利于本国跨国公司成长ꎮ 改革开放以来ꎬ我国

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催生出一批世界级一流企

业ꎬ石油、军工、船舶、航空工业等规模经济行业

的大企业在国际市场上已经占有一席之地ꎮ 在

«财富»世界 ５００ 强榜单中ꎬ２００２ 年中国大陆上

榜企业为 １１ 家ꎬ美国是 １３２ 家ꎮ 此后ꎬ中国上榜

企业数量持续增加ꎬ陆续超过德国、法国、英国与

日本的企业上榜数量ꎬ到 ２０１９ 年中国大陆上榜

企业数量首次与美国并驾齐驱ꎮ 必须看到ꎬ中国

大企业的整体盈利能力偏低ꎬ非银行大企业盈利

能力更低ꎮ ２０２１ 年«财富»５００ 强统计ꎬ中国大陆

企业(包括香港企业)上榜 １３５ 家ꎬ大于美国上榜

企业数量(１２２ 家)ꎮ 但是ꎬ与美国上榜企业比

较ꎬ中国企业盈利指标较低ꎮ １３５ 家中国大陆

(含香港)上榜企业平均利润约 ３５ 亿美元ꎬ低于

美国企业的平均利润(５１ 亿美元)ꎮ 中国大陆

(含香港)上榜企业平均销售收益率约为 ５. ４％ 、
净资产收益率约为 ８. ７％ ꎬ低于美国上榜企业的

销售利润率(６. ５％ )和净资产收益率(１１. ８％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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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提升制造业跨国公司盈利能力ꎮ 以国内

超大规模市场为依托培育制造业跨国公司ꎮ 从

银行盈利能力显著大于制造业企业看ꎬ国内的财

富分配是向资本倾斜的ꎮ 据 ２０２１ 年«财富»５００
强统计ꎬ进入榜单的中国 １０ 家银行利润总额占

全部中国大陆上榜企业利润总额的 ４１％ ꎮ 中国

大陆上榜的 １２５ 家非银行企业平均利润只有 ２３
亿美元ꎬ只有 １１３ 家美国上榜的非银行企业平均

利润(４７ 亿美元)的 ４９％ ꎮ 银行利润过高必然挤

压制造业企业的利润率ꎮ 如果虚拟经济企业赚

钱更容易ꎬ就会抑制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ꎮ 高房

价、高利率是国内大循环的重要障碍ꎮ 要从“以
资为本”转向“以人为本”ꎬ促进制造业跨国公司

发展ꎮ 通过避免贸易冲突的战略性贸易政策扶

持具有巨大规模经济的战略性新兴制造业ꎬ扩大

本国企业的国际市场占有率ꎬ在产业垄断利润的

国际分配中获得更大的份额ꎮ
２. 培育技术标准优势ꎮ 在产业国际竞争中

技术标准的引领者往往处于市场领导地位ꎮ 微

软的视窗标准和英特尔的芯片标准奠定了两家

公司巨大的规模和利润ꎮ 据 ２０２１ 年«财富»５００
强统计ꎬ微软公司销售收入 １４３０ 亿美元ꎬ利润

４４３ 亿美元ꎬ销售利润率 ３１. ０％ ꎻ英特尔公司销

售收入 ７７９ 亿美元ꎬ利润 ２０９ 亿美元ꎬ销售利润

率２６. ８％ ꎮ 我国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主要生产和

销售通信设备ꎬ５Ｇ 国际技术标准优势已经成为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重要的国际市场优势ꎮ
３. 培育核心能力优势ꎮ Ｐｒａｈａｌａｄ ＆ Ｈａｍｅｌ 把

核心能力的含义界定为多种技术流整合和组织

协调的积累性知识ꎮ〔１８〕 可以把核心能力看作企

业的无形资产和专用资产ꎬ具有价值性、独特性

和延展性ꎮ 要以核心能力为基础培育企业低成

本、差异化或集中一点的竞争优势ꎬ在专业化分

工领域做强做优做细分产业引领者ꎬ培育独角兽

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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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循环发展战略的对外开放特征与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