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廖群：“统一大市场”与

“双循环”一脉相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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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领袖 | 廖群 

中央和国务院于 2020 年 5 月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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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今年 4 月

又发布《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文件，提出加快建设全国

“统一大市场“。两者相关，但又有所不同。那两者之间的关系到底如何

呢 ？实际上，两者是一脉相承的关系，后者是前者的关键部件 – 市场流

通机制的加速优化。 

 

“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是中央应因新的国内国外形势对我国今后

经济发展战略的深谋远化，一方面可以说是应对美国大力推动中美经贸脱

钩的被动或被迫之举，另一方面却是预防中美经贸大幅脱钩的主动或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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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美国大力推动与我国经贸脱钩并拉拢盟国这样做是其霸道本性使然，

“树欲静而风不止”，我国不愿看到而只能坦然应对，所以采被动或被迫

之举。但又要为脱钩的各种可能性做好准备，因而行主动或积极作为。逻

辑是显然的，既然中美脱钩必将造成我国经济的国际循环大规模受阻，当

然就应加速经济的国内循环以保持经济的平稳运行和应有增长。    

如果以经济学语言将经济的国内和国际分别表述为内需和外需，即内

部需求（国内消费和固定资产投资及库存增加）和外部需求（货物和服务

出口及外部投资）的话，“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内涵的要点有三，一是内

需要进一步做大，二是内需要加速循环，三是内需和外需的双循环要相互

促进。 

第一，内需要进一步做大，即不但要继续增长而且在经济中的占比要

进一步增加。这首先是逻辑使然，经济由内需和外需组成，既然外需由于

中美经贸脱钩而面临收缩或至少增长放缓的威胁，为弥补此损失而保持经

济增长，自然要求内需进一步做大。其实，从我国自身的经济发展和人民

生活水平提升的角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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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人民币，

与发达经济体相比仍差距很大，而我们的目标是这些指标在今后 20-30 年

内达到发达经济体的平均水平，进一步做大内需也是势在必然。 

第二，内需要进一步做大取决于加速其循环。所谓循环，就是不依赖

于外力而内生性或自我实现式地运动。则，内需循环，就是内需不依赖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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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需而内生性或自我实现式地运动。正向运动产生增量，运动越快增量就

越大，则加速内需循环就是加快内需的正向运动速度，其结果必将是内需

的增量不断加大，即内需进一步做大。如何加快内需的正向运动速度呢？

就是要消除内需运动的各种障碍，促使内需在更大的范围内更通畅地运动，

以至于充分循环。我国经济以内需为主导，内需的循环空间，无论是从深

度还是广度都是巨大的，所以是内需大循环，即国内大循环，为内需和外

需“双循环“，即国内国外“双循环”的主体。 

第三，内需与外需的“双循环“要相互促进，首先意味着，虽然强调

内需大循环，但并不能放弃外需循环。很多人认为，现在提出内需大循环

意味着要主动放弃或不得不放弃外需循环。主动放弃是没有理由的，对外

开放仍是我国的基本国策。至于不得不放弃，从预防角度值得深思。若从

经济角度，不值得担忧，即使是中美关系也不至于完全脱钩。当然，若从

政治角度，美国强行地不但自己也拉拢一些国家与我国完全脱钩，则我国

的外需将会大大减弱。但也不会消失，毕竟美国不可能拉拢到其所有的盟

友，而我国的友好国家队伍在不断壮大。所以我们仍应力保外需的现有循

环并寻找新的外需循环。内需和外需双循环相互促进还意味着，内需循环

和外需循环既竞争又互补。竞争体现在市场价格与份额的争夺上，客观上

将促进内、外需循环质量的双双提高。互补对我国这样一个快速发展的新

兴经济体来说更加重要，通过出口和对外投资形成的外需循环的收益支撑

进口和外商投资带来的内需循环的产业和技术升级；后者又将促进前者的

质量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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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三点中，重中之重是加速内需循环。内需循环实际上就是内需各

经济要素的循环；加速内需循环就是要提高经济要素循环的速度和效益。

笔者认为，现阶段我国加速内需循环应以三大加速为目标。一是加速市场

流通机制的优化，在劳动力/人才、资金/资本、土地、科学/技术与商品/

服务等各个领域打破阻碍经济要素流通的地区、行业及层级壁垒，形成统

一、竞争、有序、开放的市场流通体系。二是加速产业结构的升级。当前

我国经济，乃至全球经济正处于产业升级的关键时点，即信息革命和绿色

革命的爆发时刻。我国在这一革命中已处于领先地位，今后将向信息社会

和绿色社会升级。这一升级催生信息/绿色消费和投资，而信息/绿色消费

和投资又将衍生并改造一系列的新产业与新产品，是内需经济要素循环的

主要新兴力量；加速内需循环，就要加快这一升级过程。三是加速区域结

构的升级。我国经济的区域结构正处于城市群兴起的升级过程之中。城市

群兴起，则各经济要素随人口聚集而重新配置于城市群，是空间意义上内

需循环的新兴力量。我国正在兴起十九大城市群，其中，长三角、珠三角

（现为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长江中游和成渝已具相当规模，但与世界

级城市群比较发展程度上还有较大的差距，其余的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发展

程度上都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加速内需循环，就应加速这些城市群的兴起。 

应该指出的是，三大加速中市场流通机制优化的加速，是产业结构升

级和区域结构升级加速的前提，因而是加速内需循环进而“双循环”的关

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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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470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