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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理论、历史和实践
郭　冠　清

（中国社会科学院 经济研究所，北京１００８３６）

　　摘　要：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 “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构建新发展格 局”，是 新

中国成立以来，根据中国生产力 条 件 和 国 内 外 环 境，统 筹 国 内 国 外 两 种 市 场 资 源 的 演 化 结

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 主 义 经 济 思 想 的 新 发 展。构 建 国 内 国 际 双 循 环 新 发 展 格

局涉及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 四 个 不 可 或 缺 的 环 节，如 何 从 学 理 上 给 予 解 释，并 为 中 国

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理论 上 的 指 导，依 然 是 一 个 难 题。围 绕 国 内 循 环、国 际 循 环 和 循 环

的运行机制这三个方面，本文从经济思想史的视角，以重新解读的唯物史观为方法论 基 础，

以剩余价值学说为理论基石，构造一个开放条件下国家变量内生的经济循环理论分析框架，

在此基础上对新中国成立以来 经 济 循 环 的 历 史 进 行 考 察，分 析 后 疫 情 时 代 构 建 国 内 国 际 双

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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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 “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并不是

一个偶然性命题，而是在我国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面对跨越 “中等收入陷阱”、中

美关系 “脱钩”危险、新冠疫情的持续冲击，世界出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做出的科学选择。对于这一时代命题，如何

从学理上给予解释，并为后疫情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理论上的指导，仍

然是一个迄今未解的难题。为了给予学理分析，本文首先从经济思想史的视角对经

济循环理论的演变进行梳理，重点对新的历史方位下，比较优势理论可能带来的危

害和李斯特的国民经济学的当代价值进行分析，然后以唯物史观为方法论基础，以

剩余价值学说为理论基石，构造一个开放条件下，国家变量内生的社会再生产理论

框架。在此基础上，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如何统筹国内国际两种资源的历史进行考察，
重点对改革开放前 “闭关锁国”的误解进行分析，最后对后疫情时期如何 “畅通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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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国际双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进行研究。

一、经济循环的理论基础

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涉及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四个不可或缺的环节，至

少包含三个命题：一是国内循环，对应政治经济学的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理

论；二是国际循环，对应西方经济学国际贸易理论；三是循环的运行机制，包括国

家的作用、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围绕这三个命题，我们从经济思想史的视角进行考

察，并以重新解读的唯物史观为方法论基础，以剩余价值学说为理论基石，构造一

个开放条件下，国家变量内生的经济循环理论分析框架。
（一）魁奈的 《经济表》：对社会总资本再生产和流通分析的尝试

作为重农学派的代表，魁奈是人类历史上首次试图对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

通做出科学分析的学者。尽管在魁奈之前，坎蒂隆已经作出尝试，并取得了不小的

进步，但是缺乏医学经历的坎蒂隆，很难像魁奈那样用 “血液循环”等医学思想来

深入研究经济问题，而且由于缺乏数学训练，坎蒂隆也很难构建经济研究中的数学

模型。魁奈对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的分析，集中体现在 《经济表》中。①

在 《经济表》中，魁奈将社会分成耕种土地的生产阶级、包括君主在内的土地

所有者阶级和从事农业生产以外的不生产阶级。② 生产阶级预付农业劳动上的开支，
并为土地所有者提供每年的收入，土地所有者阶级依靠 “纯产品”生活，不生产阶

级从生产阶级和土地所有者阶级那里获取收入。③

在区分了这三个阶级以后，为简化分析，魁奈假定每年的生产规模不变 （即简

单再生产），价格不发生变化，阶级内部不发生交换。魁奈还在流通 开 始 前 作 出 假

定：生产阶级在生产过程中，最初原预付为１００亿里弗尔，每年再投入２０亿里弗尔

的 “年预付”，每年创造出价值５０亿里弗尔的年总产品。在流通前，生产阶级将上

一年度流通中收回的２０亿里弗尔以地租形式交给土地所有者；２０亿里弗尔地租是

国内流通所需的货币总额，在流通中起着杠杆作用；不生产阶级在流通前的工业品

价值２０亿里弗尔。以下是经济表图示。
从图１可知，整个流通过程可以被分解为商品和货币流通的５次交换行为，每

次１０亿里弗尔的产品，共交换５０亿里弗尔的产品，其中包含２０亿里弗尔的工业制

造品和３０亿里弗尔的农业产品。具体过程如下：１．土地所有者阶级用１０亿里弗尔

向生产阶级交换他们所必需的生活资料；２．土地所有者阶级用１０亿里弗尔向不生

产阶级购买工业品；３．不生产阶级用从土地所有者处获得的１０亿里弗尔向生产阶

级购买生活资料；４．生产阶级向不生产阶级购买价值１０亿里弗尔的工业品 （生产

资料）；５．不生产阶级又用向生产阶级出售工业品所得的１０亿里弗尔购置农产品作

为工业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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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上面５次 交 换，形 成 了 这 样

的结果：土地 所 有 者 阶 级 用 他 们 在 流

通前所取 得 的２０亿 里 弗 尔 货 币 地 租，
换取 了１０亿 里 弗 尔 的 生 活 资 料 和１０
亿里 弗 尔 的 工 业 品，得 到 了 他 们 所

“应得”的 “纯 产 品”；不 生 产 阶 级 得

到了１０亿 里 弗 尔 的 生 活 资 料 和１０亿

里弗尔的农产品 （工业原料），保证再

生产的继续；生 产 阶 级 以 上 一 年 度 生

产中的价值３０亿里弗尔的农产品 （２０
亿里弗尔的生活资料和１０亿里弗尔的

工业原料）换得价值１０亿里弗尔的生

产资料和２０亿里弗尔的货币。除了这

３０亿里弗尔进入流通外，生产阶级还

有价值２０亿里弗尔的农产品作为种子和本阶级的生活资料，不参加流通。这样在本

年度，简单的再生产可以再进行，而在本年度生产全部结束后，同样的流通又可以

再进行。
魁奈创造的 《经济表》被他的信徒称为 “人类迄今为止的第三大发明”，经过马

克思的深入研究变成了 《资本论》中的 “再生产图示”，经过瓦尔拉斯的精心雕琢变

成了一般均衡体系，经过列昂惕夫的适度修改变成了完美的 “投入－产出表”，经过

斯拉法的认真研究变成了完整的商品 “价格体系”，而更令人叫绝的是，据说 《经济

表》是凯恩斯 “乘数理论”的第一个粗略表达，而且预示着计量经济学的诞生。由

此可以看出，在寻找双循环理论基础时，不研究 《经济表》一定是一个遗憾。可惜

的是，魁奈的创造性研究并没有在他的后继者那里得到发展，斯密在对社会总资本

的再生产和流通进 行 分 析 时，将 “原 预 付”和 “年 预 付”换 成 了 “固 定 资 本”和

“流通资本”，这是一大进步，但是在价值分解时，他忘记了马克思术语中的 “不变

资本”部分 （这就是著名的 “斯密教条”）。李嘉图也没有从 “斯密教条”的误区中

走出，只有马克思才走出了这个迷雾。
（二）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学说：国际贸易理论的经典

尽管亚当·斯密的贸易理论也包含比较优势原理，① 但是考虑到李嘉图第一次明

确提出了比较优势学说，本文仍将李嘉图作为比较优势学说的开拓者。对于比较优

势学说，李嘉图没有给出数学模型，而是通过英国与葡萄牙两个国家生产酒和毛呢

的例子进行说明。根据李嘉图的理论，即便葡萄牙在生产酒和毛呢方面都有绝对优

势，英国与葡萄牙各自按照相对优势进行生产，通过贸易可以使英国和葡萄牙的收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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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都提高。这意味着自由贸易才是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有利的贸易。
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学说是国际贸易理论中的经典与核心，当代的国际贸易学说

基本上都是围绕它展开的，我们熟知的赫克歇尔－俄林要素禀赋学说不过是为了解

释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而提出的，用来说明参与国际贸易交换的商品具有比较成本

优势的原因。对于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学说，里昂惕夫在１９５１年发表了一篇关于美国

贸易方面的论文，他指出，如果美国是物质资本丰裕和劳动力缺乏的国家，那么美

国应该进口劳动密集 型 产 品 而 不 是 资 本 密 集 型 产 品，这 就 是 著 名 的 “里 昂 惕 夫 之

谜”。对于 “里昂惕夫之谜”，里昂惕夫在后续论文中进行了解释，美国的劳动生产

率是其他国家的３倍，以此计算，美国是劳动相对充裕而资本相对短缺的国家，美

国的对外贸易并未违背比较优势学说。① 对于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学说，马克思是比较

认可的，这一点可以从 《资本论》第３卷第１４章中关于对外贸易的评价看出，其论

证逻辑与李嘉图的论证基本相同。②

比较优势学说为国家之间的贸易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是我国对外贸易的重

要依据，但由于 忽 略 了 “国 家”的 存 在，可 能 陷 入 三 种 “比 较 优 势 陷 阱”：第 一，
“萨缪尔森陷阱”。比较优势学说只考虑了静态的情况，它没有对贸易双方的收益情

况进行动态分析，没有考虑劳动力和土地资源等成本随着时间的变化。正如萨缪尔

森在一篇论文中所指出，贸易条件的改变对一国来说可能是永久性损失；第二，“李

斯特陷阱”。当暂时处于比较劣势的产品具有 “学习效应”时，实行自由贸易可能会

带来 “净损失”，这个分析来源于李斯特的国民经济学；第三，“中等收入陷阱”。按

照比较优势原理，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的贸易，一定是高端产品与低端产品的贸易，
考虑到路径依赖和转移成本较高，落后国家在技术进步、自主创新能力方面存在严

重不足，一般会跌入 “中等收入陷阱”。③

（三）李斯特的国民经济学：被忽视的经济循环理论

与忽略 “国家”存在的自由贸易学说不同，德国历史学派先驱李斯特融合当时

德意志地区流行的 “国民经济学”概念④提出的 “国民经济学”把 “国家”置于核心

位置，以 “国民经济学”对抗当时占统治地位的 “世界主义经济学”，在经济思想史

上开创性地提出了一套完整的统筹国内国际市场两种资源的经济循环理论。可惜的

是，李斯特的理论由于反对自由贸易而被西方主流经济学所抛弃，由于受到马克思

和恩格斯的严厉批判而没有得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认可，由于扫清一切阻碍国

内统一市场的政策主张而被封建当局迫害，以致于他的学术地位长期被低估，他的

思想光环长期被淹没。重新梳理李斯特的理论，对于统筹国内外市场两种资源，畅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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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１．李斯特理论中的 “生产力”地位

在李斯特看来，世界主义经济学主张自由贸易和自由放任政策不过是一套骗取

落后国家财富的骗术而已，世界主义经济学的主要问题是忽略 “国家”的存在，主

要对财富本身 （价值）而不是对产生财富的原因 （生产力）进行研究。由于 “财富

的生产力比之财富本身，不晓得要重要多少倍”①，“国民经济学”应该把主要精力放

在研究和分析财富的原因 上 来。② 在 《政 治 经 济 学 的 国 民 体 系》中，李 斯 特 提 出 了

“国民生产力学说”，构建了李斯特理论的基石。对于如何促进生产力发展，李斯特

列举了许多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因素，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１）教育、科技对生

产力的作用；（２）政治、经济和法律制度对生产力的影响；（３）产业部门间的协调

对生产力的影响；（４）民族精神对生产力的影响。
尽管在新的历史时代，我国的生产力水平总体有了很大提高，但是解放和发展

生产力依然是新时代的主旋律，“国民生产力学说”对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发展依然具

有借鉴意义。③

２．李斯特理论中的 “国际市场”问题

基于对当时德国生产力状况的深刻理解，对美国、俄国、法国等当时工业发展

很快的国家的深入 研 究 和 在 新 兴 体 美 国 “流 浪”期 间 的 亲 身 经 历，李 斯 特 提 出 了

“幼稚工业”保护学说。李斯特认为：“在与先进工业国家进行完全自由竞争的制度

下，一个在工业上落后的国家，即使极端有资格的发展 工 业，如 果 没 有 保 护 关 税，
就决不能使自己的工业力量获得充分的发展，也不能挣得圆满无缺的独立自主地位，
流行学派没有看到这一点。”④

需要说明的是，李斯特的贸易保护理论，与主张国家干预的重商主义理论不同，
它是按照国家发展的不同阶段，有选择性地进行 “保护”，它以促进国民生产力的发

展为前提。对此，李斯特强调，“保护制度必须与国家工业的发展程度相适应，只有

这样，这个制度才会有利于国家的繁荣。对于保护制度的任何夸张都是有害的；工

业的充分发展是只能逐步实现的。由于这个原故，在工业上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两

个国家，为了使各种不同的工业品得以进行交换而订立互惠商约是彼此有利的。这

时比较落后的国家，虽然自己还不能比较有利地从事于生产较精细的工业品，例如

高级棉织品和丝织品，但是先进国家对粗制工业品的部分需要，却可以在商约的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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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陈万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１年，第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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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下由比较落后国家来供应”①。对于 “幼稚工业”保护究竟是否有利于落后国家的

发展，《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 “自由贸易和保护”条目的撰写者芬得雷在

假设征税和支出没有成本的前提下，用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的原理证明，使国家福利

最大化的那些必要的补贴可以通过一次总付的税收这种非扭曲的方式获得。② 左大培

不同意这种观点，他的研究表明，即便在国际贸易中按照比较优势原理进行自由贸

易，然而在工业新产品制造部门中具有人均产出优势的国家也必定是一个富国。左

大培通过严密的数理逻辑证明，只有在对进口的新产品征收关税，促使国家人均资

源新产品生产率提高的情况下，保护关税才能够通过扶植一国新产品的生产而使落

后国家变为富裕的先进国家。对进口新兴产业产品征收保护性关税，是促进落后国

家发展的最有力手段。③

３．李斯特理论中的 “国内市场”问题

如果认为李斯特是一个保守主义者，反对自由市场，那一定是一个错误。从最

本质上来看，李斯特是一个坚定的自由主义者，说他是 “德国的斯 密”并 不 过 分。
正如杨春学所讲，在 《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我们随处可以看到他对自由的赞

美、对自由与生产力发展之间互动关系的强调、对封建主义的无情批判、对取消国

内贸易壁垒、建立国内统一市场的呐喊。④

李斯特以国家的生产力水平为基础，以促进生产力发展为目标对如何统筹国内

国际两种市场资源进行了开拓性研究。他的理论对于我国如何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

起决定性 作 用，如 何 更 好 地 发 挥 政 府 作 用，如 何 构 建 双 循 环 新 发 展 格 局，都 有 启

发性。
（四）经济循环理论：以国家为变量分析框架的构建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未来社会是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社会，自

由贸易扫清了生产力发展的障碍，为埋葬资本主义奠定了物质基础。⑤ 因此，尽管马

克思的 “六册计划”中包含 “国家”和 “对外贸易”，但是要从马克思已有理论中直

接寻找经济循环理论却是不可能的。下文尝试以重新解读的唯物史观为方法论基础，
以剩余价值学说为理论基石，构造一个开放条件下，国家变量内生的经济循环理论

分析框架。

１．以唯物史观为方法论基础

恩格斯曾经说过：“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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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提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① 这个方法就是

唯物史观，是分析经济循环的方法论基础。需要说明的是，迄今为止，我国对唯物

史观的理解还没有摆脱苏联教科书的影响，普遍把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

言》中的相关论述视为唯物史观的经典，② 在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

用于生产力”的 “生产力一元决定论”③ 中去理解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根据笔者的

考证，生产方式是一个独立的范畴，并不是斯大林定义的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

一”，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还存在生产方式中介，即 “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

关系”而不是 “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力是生产方式产生和变革的基础，但是生

产方式不是生产力的单调增函数，甚至也不是它的单调函数，生产力是生产方式的

一个滞后变量。④ 根据 “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原理，社会的发展都不能脱

离它的生产力基础，这是分析经济问题的出发点，但是我们可以寻找促进生产力的

制度安排，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每一个发展阶段，都面临着在生产力约束下选择

经济循环方式，以促进生产力发展的问题。重新解读的唯物史观提供了揭开经济循

环神秘面纱的方法，是本文理论的方法论基础。

２．以剩余价值学说为理论基石

剩余价值学说是马克思的两大发现之一，按照马克思本人的评论，《资本论》揭

示的是现代经济社会的运行规律，自然在一般意义上也适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对于 《资本论》是否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指导意义，习近平总书

记有一段耐人寻味的评论，在学理上发挥重要作用：“如果说马克思在 《资本论》中

揭示的关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原理和规律难以适用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计划经济

的话，那么，对于我们当前正在大力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却具有极为重要的

指导意义。这是因为，无论是私有制的市场经济，还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
只要市场经济是作为一种经济运行机制或经济管理体制在发挥作用，市场经济的一

般性原理及其内在发展规律同样都是适用的，诸如价值规律、竞争规律、供求规律、
积累规律、社会总产品实现规律、利润最大化原理、提高 利 润 率 和 积 累 率 的 方 法、
竞争与垄断理论、经济危机理论等，都同样适用于发展社会主义市 场 经 济 的 实 践。
正是从这一意义上来说，马克思在 《资本论》中所揭示的科学原理并未过时，马克

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依然闪烁着真理光芒，越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越是

要求我们必须深刻地去学习和掌握 《资本论》所阐述的这些科学的共性原理，并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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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运用这些原理去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实践。”①从上面论述可以看出，马克

思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底色，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石。②

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包括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供给和需求两

个方面，只要对它进行创造性转换，即把他对资本主义批判的分析转换到为社会主

义建设服务中来，就可以用它作为经济循环的理论指导。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可以

在马克思的社会总资本再生产和流通理论中，增加国际贸易条件，寻找经济循环的

理论支撑，但这只是对附加国际贸易条件的 “流通”环节的分析，不是经济循环的

全部，《资本论》第一卷中的 “剩余价值生产”依然是主要内容。
在以剩余价值学说为理论基石构建经济循环理论时，“国家”是一个不可或缺的

概念，我们要把 “国家”作为内生变量置于其中。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马克思和恩

格斯对李斯特等人的贸易保护理论的批判，是基于扫除阻碍生产力发展和社会革命

进程的因素之需要，他们设想的未来自由人联合体组成的社会是没有国家的。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还处于初级阶段，生产力的发展还没有达到马克思和恩格斯设想的高

度发达程 度，国 家 不 是 一 个 可 有 可 无 的 点 缀 物，而 是 必 须 考 虑 的 变 量，这 在 分 析

“国际循环”时尤其重要，否则很容易陷入比较优势的低水平陷阱之中。

二、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历史演化

在 “中国道路”成功的经验中，“统筹国内国外两种市场资源”是其中比较重要

的一条。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 “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正

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根据中国生产力条件和国内外环境的变化，统筹国内国外两种

市场资源的演化结果。
（一）新中国建立初期的出口替代和自力更生为主战略

众所周知，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领导集体，依据当时生

产力水平和国内外环境，选择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要把 “一穷二白”的农业国

变成工业化强国，除了实施 “出口替代”战略、引进技术和设备外，别无选择。在

“一五”计划时期，我国充分利用社会主义阵营的国际市场资源，以苏联帮助中国设

计的１５６个建设项目为依托，重点进行了６９４个大中型项目的建设，１９５７年中国工

业总产值比１９５２年 增 长 了１２８．６％，工 业 产 值 所 占 比 重 由１９４９年 的３０％提 高 到

５６．５％。③ 与大量引进技术设备相关，这一时期中国对外贸易增长较快，１９５３－１９５７
年进口总额年均增长率为７．５２％，出口总额年均增长率为１０．９４％，④ 出口增长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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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增长更快并不是为了扩大市场，而是为了提供必要的进口能力。
接下来的 “大跃进”和 “人民公社化运动”，产生的 “共产风”“浮夸风”将经

济循环彻底打乱，将中国经济引入灾难。对于这一灾难，仅仅把它归结为关键领导

人的错误判断并不客观，它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独立探索中国发展道路不可避免地要

付出的代价。中国共产党人独立探索中国发展道路也遭遇挫折，１９５８年中国与苏联

的关系开始出现裂痕，１９６０年７月，苏联中止了同中国的大多数合作项目，撤走专

家。在这种情况下，能利用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国际市场资源不复存在，以美国为首

的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继续进行经济封锁，除了走向 “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

辅”的道路外，别无选择，这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依据当时生产力状况

和国内外环境作出的必然选择。经过两年多的徘徊，１９６２年９月，中国从日本引进

了第一套设备，开 启 了 向 发 达 国 家 引 进 先 进 设 备 之 路。１９６３－１９６６年，中 国 与 日

本、英国、法国、意大利、联 邦 德 国 等 国 签 订 了８０多 项 引 进 合 同，用 汇２．８亿 美

元，同时也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引进成套设备和单项设备，用汇２　２００万美元。① 至

此，在新中国建设初期，我国的经济实现了从 “出口替代”向 “自力更生为主”的

转变，积极利用国际市场资源依然是这一时期的重要特点。
（二）改革开放新时期融入国际大循环的出口导向战略

虽然改革开放之前，我国通过实施 “出口替代”和 “自力更生为主”，初步建成

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工业生产力水平有了很大的 提 高，
但是依然没有走出 “贫困陷阱”。１９７８年我国的经济总量占世界的份额只有１．８％，②

经济水平仅相当于富裕国家的６．８％，③ 而且还处于半封闭状态。１９７８年，中国货物

进出口额仅排在世界第２９位，对外经济依存度为９．７４％。④ 在国际环境方面，美苏

两个超级大国经过越南战争和阿富汗战争，已无力再进行大规模的较量，亚洲四小

龙依靠出口导向战略迅速崛起，美国和欧洲的资本主义国家为摆脱衰退，迫切需要

在全球配置资源，而１９７９年中美建交，标志着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封锁被打破。

１９７８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率团考察西欧经济，１９７８年和１９７９年邓小平分别访

问日本和美国，通过对外开放改变中国落后状态的大气候逐渐形成，比较完整的工

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也为对外开放准备了物质条件和经济安全保障。１９７９年在时

任广东省委书记习仲勋的倡议下，我国开始尝试在深圳和珠海两地建立 “特区”，拉

开了对外开放的序幕。当时正值全球 “代工贴牌”生产的兴起时期，在外汇缺乏的

情况下，充分发挥我国劳动力成本较低的比较优势开展对外贸易成了一个自然选择，
于是在广东沿海地区出现了一大批 “三来一补”企业 （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

装配和补偿贸易），“来料加工”是指不需要用外汇买原材料和中间产品，由合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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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小娟：《新中国对外开放７０年》，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第４１－４２页。

武力：《改革开放４０年历程与经验》，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第３３７页。

王瑶、郭冠清、黄志刚：《新中国７０年党的领导集体对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探索》，《上海经济研究》２０１９
年第１２期，第１４－２４页。

武力：《改革开放４０年历程与经验》，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第３３７页。



外国投资者提供原材料、中间产品、图样，我们做的是利用这些原材料和中间产品

进行加工，加工后创造的产品通过外国投资者寻找的市场进行销售以赚取外汇，这

样 “三来一补”兴起了。１９８７年原国家计委副研究员王建敏锐地看到农村改革带来

的机会，提出 “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用换回来的外汇加快我国基础工业

和基础设施的建设，走 ‘两头在外，大进大出’‘国际大循环’战略”的建议。① 虽

然这个建议在当时也引起争议，但是由于受到了邓小平的肯定和支持，很快成为中

国的一个发展战略。１９８８年２月６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了 “国

际大循环”战略，标志着我国出口导向战略的正式形成。

２００１年中国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要素低成本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逐渐

融入 “国际大循环”之中，对外贸易总额以每年３　０００亿美元以上的数量增长。② 到

２００６年中国进出口贸易依存度已经达到６３％ （峰值达到６４％以上），中国出口额占

全球比重跃升至首位。２００８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大循环占主导地位的发展

模式的弊端开始显露。为应对金融风暴的冲击，我国出台 “四万亿”财政投资计划、
建立扩大消费的长效机制和扩展消费等政策，以扩大内需，转向国内循环。从结果

来看，我国经济一枝独秀，率先复苏，但是，这种刺激经济的副作用很大，出现了

房价飙升、产能过剩等严重问题，这些问题至今依然没有完全消除。
对于出口导向战略最大的误解莫过于认为对外开放影响了技术进步，并以此来

解释我国在关键技术上被 “卡脖子”的原因。事实并非如此，即使我们不熟悉美国

和德国在走上富强道路的 “保护”时期如何通过引进技术获得发展，我们应该清楚，
正是因为苏联专家的帮助，我国才得以在新中国建设时期建立了比较独立完整的工

业化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从此，我国在经济上 “站起来”了。在芯片技术上，一

些学者认为我国在改革开放前与世界的差距很小，正是因为对外开放，放弃了自主

研发，才使我国落后的。事实上，就笔者曾经从事芯片行业工作的切身体会来看，③

如果不从美国引进生产线，不对芯片技术进行引进和消化，我国在芯片技术方面或

许至少还落后美国３０年。韩国之所以能打破 “硅周期”，实现芯片技术方面的突破，
离不开美国高端人才的引进。④ 华为公司能成为５Ｇ技术领先者，离不开对世界顶级

人才的引进，也离不开与美国思科公司、美国国家半导体公司等的长期合作。
认为对外开放会影响技术进步，其逻辑无外乎是引进技术或设备会影响自主开

发，从而不可能掌握核心技术，其列举的事例之一是国产飞机的技术，而这也是一

个误解。在我国技术水平比较落后时期，我们应该以开放的思想引进技术，并在学

习的基础上创新和发展。试想，如果没有对外开放，一个国家的技术水平能成为世

界技术领先者吗？“闭关锁国”带来的普遍后果是与现代社会的隔绝。由于缺乏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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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谈走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可能性及其要求》，《农垦经济研究》１９８８年第２期，第３３－３６页。

江小娟：《新中国对外开放７０年》，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第７５页。

笔者曾经在清华大学微电子研究所 求 学 和 工 作。当 时，清 华 大 学 微 电 子 研 究 所 隶 属 于 清 华 大 学 电 子 工 程

系，是国内芯片技术引领者。

笔者曾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察团去韩国三星公司进行过专门的考察。



竞争的压力，必然带来创新动力不足；由于不能全球有效配置资源，必然带来生产

成本上升。高速铁路技术是我国一项伟大的成就，如果没有起点上技术的引进，何

谈后期的创新和发展？① 当然高速铁路的发展，除了技术引进外，也离不开我国超大

规模的市场容量。

三、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当代实践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 “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根据

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作出的战略决策，② 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经济思想的新发展。
（一）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统筹国内国外两种市场资源的创新与发展

从表面上看，新冠疫情的冲击、中美贸易摩擦、全球经济衰退是我国调整发展

战略，从 “国际大循环”为主转向 “国内大循环”的动因。事实上，这只是加速我

国发展战略转变的外因而不是根本的内因。就笔者的理解，根本原因在于我国的生

产力水平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国际大循环”为主的战略已从促进我国生产力的

发展转向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我们必须寻找新的经济循环方式以促进我国生产力发

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这迫切需要改变我国出口导向战略，统筹

国内国 外 两 种 市 场 资 源，构 建 新 的 发 展 格 局。第 一，适 应 国 际 循 环 特 征 的 变 化。

２００８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尤其是２０１０年我国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以来，全

球经济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经济循环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国际贸易对我国经济

的贡献大幅 度 降 低。例 如，我 国 的 外 贸 依 存 度，从２００６年 的６３％降 到２０１９年 的

３２％左右；③ 在我国按支出法统计的ＧＤＰ总量中，２０１９年最终消费占比 （消费率）
为５５．４％，而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占比 （外需比率）仅为１．５％；在２０１９年ＧＤＰ实

际增长率６．１％中， “三驾马车”中货物和服务净出口的贡献仅为０．７个百分点；④

第二，统筹发展与安全的需要。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我国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经济

实力相差较大，可以按照比较优势原理引进技术和设备，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实

现合作共赢。随着我国经济的腾飞，中国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和地位都受到了极

大挑战，技术壁垒不断出现，这时如果继续坚持 “国际大循环”为主，就会出现类

似中兴国际公司被美国任意宰割的局面，发展与安全都存在较大风险；第三，满足

“国际循环”更高层次的需求。随着我国生产要素成本的上升，过去劳动密集型产品

的优势已不复存在，传统的出口导向战略将可能出现 “出口失灵”，我们必须通过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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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风：《冲破迷雾———揭开中国高铁技术进步之源》，《管理世界》２００９年第９期，第１６４－１９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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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侧改革来调整产品的结构，在全球分工链条中从低端向高端转移，以满足更高层

次的需要，而这离开 “国内大循环”将无从谈起。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畅通国内

国际双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新中国成立７０年来统筹国内国外两种市场资源的

创新与发展，是唯物史观中国化的具体体现。
（二）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跨越 “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然选择

以 “发展是硬道 理”的 理 念 为 指 引，我 国 在１９９７年 人 均 ＧＮＩ达 到７５０美 元，
成功跨过了 “贫困陷阱”，① 迈 入 “中 等 低 收 入 阶 段”，并 在２０１０年 人 均ＧＮＩ达 到

４　３４０美元，成功跨过了 “中等低收入阶段”，进入了中高收入阶段，② 创造了人类经

济发展的奇迹。然而，在２０１０年，我 国 经 济 出 现 了 连 续１１个 季 度 的 下 滑，③ ２０１２
年ＧＤＰ的增长率更是创下了１２年的新低，而且没有迹象表明我国经济能回到原来

的增长路径，仿佛真的要跌入 “中等收入陷阱”④。这表明，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
要素价格上涨、环境和资源压力增大等，我国经济不可避免地出现下滑，面临着跌

入 “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和经济转型的困难。如何突破 “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

收入阶段，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坚实的基础，是新时代面临的重大难题。
适应新阶段发展的新变化，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引，从 “国际大循环”为主转向 “国

内大循环”为主， “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是跨越 “中等收入陷

阱”的必然选择。
（三）超大规模市场容量和生产能力为 “国内大循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经济发展为构建 “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奠定了坚实基础。在

生产环节，我国拥有３９个工业大类、１９１个中类和５２５个小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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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完整和规模最大的供应链条，可以使我国

独立于国外市场进行各类产品的生产，也可以为其他国家提供产品和服务；在流通

环节，我国拥有世界上距离最长的高速铁路、高速公路等交通基础设施，航线也四

通八达，拥有微信、支付宝、电子银行等便捷的支付结算方式，在互联网的普及程

度和网络速度方面也是世界领先的。而且，由于贯彻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不会出现根据资本的利益将一些地方置于文明社会之外的事件发生，这些条件

保证了流通环节的畅通；在分配环节，按劳分配为主和多种分配相结合的形式，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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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文献将我国跨越 “贫困陷阱”的时间节点定为１９９９年，可能是考虑到１９９８年我国又重新返回到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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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效率与公平，既调动了资本的积极性，也保证了劳动力再生产的顺利进行；在消

费环节，我国拥有１４亿人口和最大规模中等收入群体，人均ＧＤＰ达到１万美元以

上，具有超大规模市场容量，为再生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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