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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新发展格局重塑我国经济新优势
◇刘 伟

构建新发展格局由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决定

就我国经济发展本身阶段性特征而言，经济发

展进入新常态之后的突出特征，就在于要素成本全

面大幅上升，依靠要素成本低形成的国际竞争优势

明显减弱，要素禀赋发生深刻变化的同时，新动能和

新优势仍在培育过程之中，在许多方面具有较强的

不确定性。加之一些西方国家的限制和干扰，使得

我们在国际大循环中面临更多的风险和困难，迫切

需要一个能够重塑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新

格局。

构建新发展格局需要坚持的基本原则

一是构建供求不断趋向均衡的国民经济循环。

首先是总量均衡。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特

征，是宏观上经济增长的波动性低、周期性淡化、增

长稳定。这既能有效克服经济短缺，抑制严重的通

货膨胀，还可以有效缓解产能过剩，防止经济衰退和

就业问题。其次是结构均衡。包括产业结构、区域

结构、资源配置结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等方面的均

衡，尤其是在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发展的不

平衡不充分成为矛盾主要方面的条件下，结构性均

衡就更为重要。在总量和结构趋向均衡的基础上，

形成供给与需求之间的良性互动：一方面以需求牵

引供给，真正形成适应市场需求的有效供给；另一方

面以供给创造需求，真正以高质量高效率的供给开

拓市场需求。

二是构建以科技创新为动能推动的国民经济循

环。增强经济竞争力的关键在于提升自主创新能

力，不断突破关键核心技术，这既是形成国内大循环

为主体的关键，也是摆脱西方国家“卡脖子”、提高国

际竞争主动权、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关键。这就

需要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打好关键核

心技术攻坚战。在这一过程中，既要更好发挥政府

顶层设计、统一布局、组织协调的作用，又要充分发

挥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作用；既要夯实基础研

究，又要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既要大力

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又要坚持开放创新，加强国际科

技交流合作。

三是构建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战略方向的国

民经济循环。以供给侧为战略方向与以需求侧为战

略方向的根本不同，就在于供给侧改革直接影响生

产者，而从需求侧入手则直接影响消费者。提高效

率和竞争力也好，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也好，首要在于

生产者，包括微观上企业的竞争力、企业集合而成的

产业组织状况及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宏观经济体系

的完备和协调性等。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推动的

恰是增强企业竞争力、提升产业链水平、畅通国民经

济循环。而且，我国国民经济供给与需求之间存在

总量和结构性失衡，首先是供给方面的问题。所谓

的不均衡，主要是供给侧的结构性问题；所谓的不充

分，主要是供给水平，特别是质量问题。

四是构建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的国民经济循

环。实现国内大循环为主，重点在于扩大内需，以扩

大内需创造市场条件，形成战略基点。我们具有扩

大和释放内需的基础。从投资需求来说，关键在于

形成有效的投融资机制，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

定性作用与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统一起来。从消费需

求来说，关键要改善国民收入宏观分配格局，提高政

府、企业、居民、不同部门之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

合理性，保证持续提高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在此基

础上切实缩小收入差距，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要提高

社会保障水平，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稳定人们的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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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要抑制房地产泡沫导致过高房价对居民消费

的挤出效应，降低过高的子女教育成本和养老成本，

等等。在扩大内需的基础上，实现生产、分配、流通、

消费等国民经济各环节之间的畅通循环、相互促进。

五是构建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面临疫情冲击后一系列新的

变化，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同时促进开放的国

内国际双循环，必须以“一带一路”为重要支撑。“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互补性强，与以往国际产业转

移不同。以往是由发达国家主导向发展中国家转

移，形成发达国家主导并占据高端的全球价值链，转

移过程本身也是发展差距拉大的过程；“一带一路”

建设则是由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我国倡议推动，共商

共建共享，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

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进而构建新型

互利互惠的国际循环体系，实现中国与国际经济双

循环的优势互补。

构建新发展格局与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有机统一

从本质上来说，现代化经济体系体现新发展理

念，是新时代改革、发展、开放的有机统一，是由社会

经济活动的各个环节、各个层面、各个领域的相互关

系和内在联系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这种本质特

征，也恰恰是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

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根本要求。概括讲，现代化

经济体系的内涵主要包括七个方面：

一是建设创新引领、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新

发展格局最坚实的基础在于完备的产业体系，最需

要解决的是产业体系和产业链关键领域、环节的技

术缺失。为此，要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和完备产

业体系，创造有利于新技术快速大规模应用和迭代

升级的独特优势，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

提升产业链水平，维护产业链安全。

二是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

系。如果缺乏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部门

之间、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相互割裂，就不可能形成

国内大循环；如果与国际经济对接中缺乏以市场机

制为基础的开放，就不可能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

必须拿出更大的勇气、更多的举措，破除深层次的体

制机制障碍，以深化改革激发新发展活力，打造市场

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

三是建设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收入分配体

系。畅通的国民经济循环，体现在生产、分配、流

通、消费各个环节的相互协调和有机统一。脱离有

效、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既会严重抑制和扭曲消

费，又会严重削弱经济增长动力，不可能形成国内大

循环。

四是建设彰显优势、协调互动的城乡区域发展

体系。如果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缺乏协调互动，城乡

间二元经济差异显著，区域增长极缺乏优势进而对

其他地区缺乏带动效应，那么无论是从供给侧还是

从需求侧看，都难以形成国民经济循环，更不可能具

备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的发展能力。

五是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绿色发展体

系。脱离绿色发展体系，经济发展便不可持续，而国

民经济畅通循环本身就要求可持续发展，否则便不

可能形成国民经济循环。

六是建设多元平衡、安全有效的全面开放体

系。没有开放，根本不可能形成双循环；没有竞争优

势，根本不可能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的格局。我

们既要积极开展合作，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多元化

的开放合作，同时还要认识到，越开放越要重视安

全，越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着力增强自身竞争能

力、开放监管能力、风险防控能力。

七是要建设充分发挥市场作用、更好发挥政府

作用的经济体制，实现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

力、宏观调控有度。这就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

本经济制度，协调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脱离这种制度

基础，国民经济的微观主体活力和宏观调控能力都

难以保证，经济运行不可能畅通。

总之，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贯彻新发展理念、根本

转变发展方式、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迫切要求及

实践路径，以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为主构建新发展格

局则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新方

略，二者是有机统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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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经济日报》2020年09月24日00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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