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廖群：稳定宏观经济大盘 着

眼“内需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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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领袖 | 廖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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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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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涵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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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党中央提出这一新发展格局，是审时度势的科学之举。以美国

为首的西方国家大力推行“贸易战”，这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我国只

能坦然应对，加速推进国内循环以保持经济的平稳运行和应有增长。  

第一，要进一步扩大内需。2021 年，我国人均 GDP、人均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和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分别为 80962 元、31206 元和 39139

元，与发达经济体相比差距较大。欲在今后 20-30 年内达到发达经济体的

平均水平，必然需要进一步扩大内需。 

第二，要加速内需循环。加速内需循环就是加快内需的正向或向上的

运动速度，也即消除内需运动的各种市场障碍，促使内需在更大范围内更

通畅地运动，进而促进内需循环。我国经济以内需为主导，循环空间巨大，

所以扩大内循环应成为“国内国外双循环”的主体。 

第三，“两个循环”要相互促进。对外开放是我国的基本国策，也是

促进外需循环的应有之意。所以，强调内需循环的重要性，并不等于不重

视外需循环，应力保“两个循环”相互促进、优势互补，以外需循环的质

量提升实现内需循环产业和技术升级。 

在疫情的反复扰动下，内外循环均面临不少压力。在全球视角下，目

前“双循环”还有哪些方面有待突破？疫情冲击后的修复路径是怎样的？ 

当前，受俄乌冲突、美国加息以及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全球供应链

受损、物价攀升，给内、外循环带来了很大的压力，但国家“动态清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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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针在有效控制疫情蔓延和保证人民生命安全的前提下，有效对冲了内、

外循环受影响的程度，并为疫情好转迅速恢复内、外循环复苏以及实现“稳

经济”目标奠定了基础。 

面对内、外循环面临的困难，应在内循环复苏方面取得突破。首先要

坚定信心，全力统筹好疫情防控与稳增长的关系。在坚持“动态清零”的

原则下，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各地有序恢复生产生

活秩序，使内循环能够得到迅速的恢复。其次，对内循环受影响最严重的

两个环节，即供给端的服务业和需求端的服务性消费，要采取切实有效的

扶助措施打好内循环复苏的基础。同时，对外循环的复苏，应加快出口与

外部投资的技术升级和经贸体制的规则升级，增强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

链和全球经贸规则高端的地位和话语权，防止出口及相关投资流失。  

世界各国都在为疫情后的经济复苏做准备。我国更应未雨绸缪，规划

好内外循环的修复途径。从内、外角度看应先内循环、后外循环；从总需

求角度看应先消费（尤其是服务性消费）、后固定资产投资（以信息基础设

施和绿色经济投资为要）；从总供给角度看应先服务业、后工业、再农业；

从机构角度看应先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后中型企业、再大型企业；从

行业角度看应先民生行业、后战略性新兴产业、再其他传统行业。鉴于疫

情防控形势逐步向好，只要把握时机、科学决策、积极应对，从 6 月起我

国经济形势就会有明显好转，全年经济增长目标仍可保持在4%到5%之间。 

近期中央提出《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这与构建国内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435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