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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外贸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加快形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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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近期市场关注的焦点。从宏观环境

看，双循环发展格局提出更多的是考虑“安全”问题，一则

立足于内部，防范人口老龄化加速、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带来

的“灰犀牛”事件；二则立足于外部，警惕贸易保护主义强

化，中美关系日益严峻引发的“黑天鹅”事件。一些学者认

为，以内循环为主的新格局是中国经济“破茧重生”的新契

机；但也有部分悲观者将之与封闭性经济划等。我们认为，

以内循环为主的发展格局是强国之路下的必然选择，但与全

球化并不矛盾，中国需要在经济外循环中不断提升在全球供

应链中的竞争优势，改变核心领域受制于人的局面。同时，

从“一带一路”到“稳外贸”，再到自贸区设定，中国始终

在为“外循环”畅通和扩大而努力。面对外部环境严峻挑战，

我国政府及时制定并出台一系列稳外贸政策措施，打出政策

“组合拳”，全力以赴稳住外贸基本盘，推动国内国际双循

环相互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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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外贸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加快形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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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近期市场关注的

焦点。从宏观环境看，双循环发展格局提出更多的是考虑“安全”问题，一则立足于内部，防范人

口老龄化加速、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带来的“灰犀牛”事件；二则立足于外部，警惕贸易保护主义强

化，中美关系日益严峻引发的“黑天鹅”事件。一些学者认为，以内循环为主的新格局是中国经济

“破茧重生”的新契机；但也有部分悲观者将之与封闭性经济划等。我们认为，以内循环为主的发

展格局是强国之路下的必然选择，但与全球化并不矛盾，中国需要在经济外循环中不断提升在全球

供应链中的竞争优势，改变核心领域受制于人的局面。同时，从“一带一路”到“稳外贸”，再到

自贸区设定，中国始终在为“外循环”畅通和扩大而努力。面对外部环境严峻挑战，我国政府及时

制定并出台一系列稳外贸政策措施，打出政策“组合拳”，全力以赴稳住外贸基本盘，推动国内国

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一、“双循环”提出背景：针对“十四五”时期的 “安全”问题 

2020年5月14日召开的政治局常委会首次提出了“两个循环”概念。5月23日，两会强调要“逐

步形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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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8日，刘鹤副总理在

陆家嘴论坛上表示“一个以国内循环为主、国际国内互促的双循环发展的新格局正在形成”。在7

月21日召开的企业家座谈会上，再次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的双循环发展格局。7月30日，中央政

治局会议提出，要“加快形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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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出-逐步形成-正在形成-强调补充-加快形成”构成了双循环战略形成的时间线。 

 “双循环”构想的提出，针对的是“十四五”时期的“安全”问题。7月30日召开的政治局会

议多次提到“安全”，在对“十四五”指导思想和发展理念的表述中，明确提出“统筹安全和发

展”。国内宏观环境方面：2020年是“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站在“十四五”时期的起点上，

中国面临一些结构性问题，如产能过剩、新兴产业发展、制造业的创新与产业链、服务业结构的优

化等问题。而随着人口老龄化加速，也需防范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带来的“灰犀牛”事件。国际宏观

环境：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贸易保护主义不断强化，中美关系日益严峻，美国

从加征关税、贸易战等方面挑起经贸摩擦，到以国家安全为由打击华为、中兴、字节跳动等中国科

技企业，冻结中国海外资产、对金融机构进行无端制裁，在香港、新疆、南海、台湾问题上单边挑

起争端，我们需要警惕“黑天鹅”事件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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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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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央充分结合当前

国内国际背景变化中的新变化，针对性提出的重要战略部署，将助力当前扎实做好“六稳”工作、

全面落实“六保”任务，护航中国经济稳中求进。 

二、 “双循环”的内涵：平衡而非取舍 

内循环自提出以来就引发市场热议。一些学者认为，以内循环为主的新格局是中国经济“破茧

重生”的新契机，一则可以充分发挥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挖掘潜在内需动能，二则深化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 通过补短板和锻长板，提高中国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和竞争力。但也有一些学者较

为悲观，将经济内循环看做封闭型经济，在实践中并不现实。我们认为，双循环发展的内涵重在“平

衡而非取舍”，从发达国家经验看，强国之路上中国经济内循环的比例必须扩大，但是内循环为主

与全球化并不矛盾，在全球产业链的分工中，中国仍处于中下游，上游核心技术高度依赖进口，一

旦断供，中国的内外循环都难以维系。因此，无论是“一带一路”、自由港建设、自贸区试点、“稳

外贸”提出、还是举办进口博览会，无不表明中国一直在为“外循环”畅通和扩大而努力。 

1、 “双循环”新格局下的内循环：强国之路的必然选择 

2008年以前，对外贸易为中国经济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外贸依存度从2003年的51.29%越过到

2005年的62.42%，2006年更是一度站上64.24%的历史高位，这个时期的中国以经济外循环为主。 

金融危机后，受中国经济转型、内外需结构调整、以及国际金融危机等多因素影响，中国逐渐

从以对外贸易为主的国家转向以内需为主，外贸依存度进入下降区间，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比例

持续提升。2014年，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改变过去以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中国从外循环

为主逐渐变为内外双循环。 

2019年，中国外贸依存度已经从2006年的64.24%降到31.85%，但相比其他发达国家，中国国内

大循环经济占GDP的比重仍旧较低。同期，美国的贸易依存度仅为19.32%，即使与欧盟（28.87%）、

日本（28.07%）相比，中国经济外向度仍然较高。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主任黄奇帆指出，外向

型经济支撑不起强国战略，当今发达国家没有一个靠外向型经济成为强国，而是把内需作为一个磁

铁，吸引天下的各个国家与其产生联系，由此奠定强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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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全球主要经济体贸易依存度 

 

来源：Wind，新华财经 

2、 “双循环”新格局下的外循环：提升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竞争优势 

内循环为主与全球化并不矛盾，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过程中，必须提升中国在全球供应链

中的竞争优势。目前，我国虽然拥有全球最完备的工业体系，但是技术水平大部分处于中低端，

高端产品供应能力不足。如在半导体、飞机制造等领域，我国高度依赖技术进口，中国企业在国内

和国际市场只占据较小份额，一旦断供，我国的内外循环都难以维系。以最近华为芯片断供为例，

据韩媒TheElec报道，2021年华为手机出货量预计仅为2020年的26%。 

从进口产品结构看，2019年中国进口产品主要集中在中高端机械和能源领域。其中，2019年

中国电气机械、器具及其电气零件进口额为2.95万亿元，占进口总额21.19%，进口规模最大，远超

其他各个行业。能源品位居第二，2019年石油、石油产品及有关原料进口额为1.86万亿元，占比

13.38%，过去三年原油、天然气的进口规模增速保持在40%左右，对国外能源品的依赖程度较深。

其他进口金额较高的商品还包括金属矿砂及金属废料、陆路车辆（包括气垫式）、专业、科学及控

制用仪器和装置等，占进口总额比例分别为8.77%、3.71%、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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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SITC分类：2019 年中国进口产品进口金额 

产品 进口金额（亿元） 占进口总额比例 

电力机械、器具及其电气零件 29478.03  21.19% 

石油、石油产品及有关原料 18616.49  13.38% 

金属矿砂及金属废料 12197.52  8.77% 

陆路车辆(包括气垫式) 5167.33  3.71% 

专业、科学及控制用仪器和装置 5151.98  3.70% 

电信及声音的录制及重放装置设备 4500.32  3.23% 

有机化学品 3928.12  2.82% 

办公用机械及自动数据处理设备 3910.15  2.81% 

初级形状的塑料 3670.46  2.64% 

特种工业专用机械 3652.16  2.63% 
 

来源：Wind，新华财经 

 

 

 

图表 3：我国部分关键原料和设备进口依赖度（%） 

 

来源：麦肯锡全球研究院，新华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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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麦肯锡全球研究院调查，我国技术市场近年来呈现出本土化趋势，但不同行业程度各异。

中国在高铁、电动汽车、光伏面板等领域占据国际领先地位，中国企业在本土市场占据的份额超过

90%，而在半导体、飞机制造等行业仍旧依赖进口。从核心原料和设备进口依赖度看，制造芯片、

半导体所使用的硅片、SOI、光刻胶95%依赖于进口，而CMP材料、靶材、集成电路芯片制造装备进

口依赖度也都高于80%。能源方面，石油和天气是重要的战备储存能源，且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炼油

国和石油消费国，第三大天然气消费国，原油对外依存度却接近70%，天然气对外依存度超过40%。 

出口方面，部分省市出口依存度偏高，出口转内销存在较大压力。一方面，我们测算了国内

各省份的出口依存度（地区出口依存度=地区出口总额/地区GDP），发现2019年我国各省份出口依

存度高于中国整体水平（17.39%）的共有六个，分别是广东、浙江、上海、江苏、天津和福建，其

出口依存度分别为40.29%、37.00%、35.96%、27.31%、21.40%和19.53%。2019年，上述六省的出口

总额为11.87万亿元，占全国出口总额的68.89%。另一方面，我们发现出口依存度较高的省份普遍

是以第二产业为主导型的地区，其过剩的生产力须通过对外贸易输出和消化。虽然，现阶段我国已

经出台政策大力支持“出口转内销”，但国内市场需求端恢复缓慢，难以消化现有的出口规模。 

 

图表 4：我国部分省市出口依存度 

 

来源：Wind，新华财经 

综合来看，内循环为主发展格局与全球化并不矛盾，既要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

也要拓宽外贸“朋友圈”，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加快关键技术攻破，打造未来发展新

优势。这也正是7月21日企业家座谈会上所强调的：“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绝不是关起门来封闭

运行，而是通过发挥内需潜力，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联通，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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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资源，实现更加强劲可持续的发展。” 8月9日，商务部党组书记、部长钟山再次表态“下半年

的主要任务是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促进国内消费发展，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 

三、 稳住外贸基本盘，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 

需要看到的是，虽然近几个月外贸有所恢复，但展望未来，世界经济下滑对需求的影响将进一

步显现，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思潮不断升温，外贸企业生存压力仍然很大。面对中国外贸发展的严

峻挑战，中国政府及时制定并出台一系列稳外贸政策措施，打出政策“组合拳”，全力以赴稳住外

贸基本盘，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一是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推动出台和落实出口退税、外贸信贷、出口信保、出口转内销等系

列稳企纾困政策，让政策惠及更多外贸企业，鼓励企业创新发展，激发企业活力。根据形势变化，

加强政策储备，推动出台新的政策措施。 

二是优化国际市场布局。巩固传统市场，开拓新兴市场，深化“一带一路”经贸合作。创新

办展模式，线上线下结合，办好广交会等展会，支持企业建设海外国际营销网络、海外仓。积极扩

大进口，办好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满足国内生产生活需要，提振全球市场信心。 

三是发展新业态新模式。加快推进跨境电商、市场采购贸易方式等试点，跨境电商综合试验

区，从原来的59个扩大到105个。大力支持这些贸易新业态新模式发展，加快推动新设电子商务综

合试验区落地，做好市场采购贸易方式扩围工作，培育外贸新动能。 

四是稳定加工贸易发展。暂停征收加工贸易企业内销缓税利息，暂免征收至年底。扩大内销

选择性征税试点，范围扩大至全国所有综合保税区。优化加工贸易结构，加快修订鼓励外商投资产

业目录。调减禁止类商品目录，将已不属于“两高一资”的产品从目录中剔除。 

五是稳定畅通国际物流供应链。利用中欧班列帮助疫情影响较大的外贸企业恢复进出口业务；

发挥中欧班列出口通道作用，保障中欧产业链、供应链畅通；指导企业用足用好中欧班列运输通关

便利化政策。搭建信息化平台，实现国际物流供需高效对接，持续优化提高国际航空货运能力。 

 

 

 



 

9 / 9 

重要声明  

  新华财经研报由新华社中国经济信息社发布。报告依据国际和行业通行准则由新华社经

济分析师采集撰写或编发，仅反映作者的观点、见解及分析方法，尽可能保证信息的可靠、

准确和完整，不对外公开发布，仅供接收客户参考。未经书面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

任何形式翻版、复制、刊登、转载和引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