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明：中国在全球化逆风时

期要继续坚定支持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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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

变。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来越大。”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中国共产

党第二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的讲话中强调，中国将坚定

不移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以自身发展为世界创

造更多机遇。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

张明看来，中国经济的成功之处，就在于通过持续发挥比较优势与持续推

动产业升级，已经在全球贸易分工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在全球“双

环流”分工格局下扮演着核心枢纽的角色。 

张明在新近出版的《中国攀升：长期经济增长的世界意义》一书中指

出，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是迄今为止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受益者，中

国过去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为其他新兴市场国家探寻发展道路提供了难

得的模板与范例。但也要看到，一个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之路是非常艰辛的。

在全球化逆风时期要继续坚定支持全球化，因为开放多元的环境才对自身

的赶超之路更为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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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仍需要进一步提高 

中国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与安全水平 

中国新闻周刊：二十大报告提出，“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

全水平”。你如何评估目前中国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张明：中国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在新冠疫情暴发之后经历了一次难

得的检验。自 2020 年年初疫情暴发之后，中国出口增速出现了持续上升

趋势，月度贸易顺差更是连创历史新高。究其原因，是由于在中国暴发疫

情之后，中国政府反应及时，在很短时间内遏制了疫情。以至于当全球疫

情集中暴发时，只有中国企业开始复工复产。这造成在短期内，中国企业

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上地位显著上升的格局。这次检验证明了中国产业链

供应链具有较强的韧性。当然，我们也要看到，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在大宗

商品、关键原材料、核心元器件方面依然高度依赖进口，最终出口市场也

比较集中于欧美发达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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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周刊：你和团队出版的《中国攀升》这本书提出，世界经济

一直处于“中心—外围”架构之中，发达国家处于全球贸易、金融、投资

体系的中心，新兴市场国家另起炉灶的可能性不大。但中国在欧美发达经

济体主导的环流和发展中经济体组成的环流中，起到了双重枢纽作用。一

些西方国家的“脱钩断链”，是否会影响到这种枢纽地位和功能？ 

张明：的确不能排除中国在全球分工格局下核心枢纽作用下降的可能

性。在新冠疫情暴发后，不少发达国家认识到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依赖

程度及脆弱性，开始着力调整全球生产网络。未来的全球产业链将会呈现

本地化、区域化、多元化的态势，这事实上意味着生产全球化与贸易全球

化在一定程度上面临退步，而中国在过去全球产业链上的核心地位可能会

被削弱。如何应对这一趋势呢？一是要增强中国在亚洲产业链的龙头地位；

二是要努力强化中国在 RCEP 与“一带一路”沿线产业链的核心地位；三

是要尽可能维持中国在全球产业链的中枢地位。 

中国新闻周刊：在贸易和投资“逆全球化”背景下，是否会打乱你所

描述的这种“双环流”格局，重新回到“中心—外围”模式？ 

张明：一方面，未来全球生产与贸易格局的演进依然存在不确定性，

目前的全球化仅仅是“退潮”，而非彻底逆转；另一方面，不排除未来全

球生产与贸易一体化在一定程度上被区域化、集团化取代的可能性。在这

种情况下，中国一方面要在自己所处的区域（例如亚太、RCEP、“一带一

路”等）继续扮演与强化核心枢纽的角色；另一方面应依然主动地与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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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例如欧美）的国家保持积极的经贸与金融互动。“双环流”格局与

“中心—外围”模式并非完全的非此即彼，而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即

使未来外部环境面临动荡与风险，中国也应继续努力在全球格局中向上攀

登。 

中国新闻周刊：你曾提到，实现国内国外双循环相互促进，核心在于

利用好中国国内市场庞大发展潜力的优势，实现“以内促外”。这与过去

“国际大循环”模式，有什么不同和新意？ 

张明：过去“国际大循环”模式的核心，是“以外促内”，是“以开

放带动改革”。这一发展模式实施的背景，是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低，在很

多方面与国际水平相比存在较大差距。在这一背景下，加大对外开放，引

入外商直接投资，大力发展“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加工贸易，一方面

可以充分利用我国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发展外贸外资，将我国建设成为世

界工厂，从而带动中国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也可以帮助我们引入外国先

进技术与管理经验，引入外部竞争，来促进国内改革进程。如前所述，“双

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出台背景，一是外部环境发生了不利变化，全球增速

持续处于低位，全球化进程出现“退潮”；二是中国经济体量今非昔比，

靠外需拉动难以为继。在这一背景下，如何通过加快国内改革来塑造全国

统一大市场，通过统一大市场的吸引力来吸收全球各类要素流入中国，实

现“以内促外”“以改革带动开放”，这是中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

在外部环境变化之下必然要采取的重大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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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481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