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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通“双循环”堵点淤点，改善市

场环境是关键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国家应对百年变局的主动调

整。经济全球化退潮，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收缩，“近岸化”

特征明显。出于“效率”与“安全”平衡考虑，供应链产业

链区域化收缩，生产资源就近配置，消费市场大者为王，国

内经济仍有回旋余地。这是“双循环”构思的根本原因。“双

循环”的实质关注点不在国内外市场，而在于如何实现循环

流通。实现途径之一是要素市场化改革，推动创新创业、提

高财产性收入，从生产端和消费端疏通促进国民经济血液循

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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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通“双循环”堵点淤点，改善市场环境是关键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国家应对百年变局的主动调整。经济全球化退潮，全球产业链供应链

收缩，“近岸化”特征明显。出于“效率”与“安全”平衡考虑，供应链产业链区域化收缩，生产

资源就近配置，消费市场大者为王，国内经济仍有回旋余地。这是“双循环”构思的根本原因。“双

循环”的实质关注点不在国内外市场，而在于如何实现循环流通。实现途径之一是要素市场化改革，

推动创新创业、提高财产性收入，从生产端和消费端疏通促进国民经济血液循环。 

一、“双循环”是应对百年变局的主动调整，原因分三方面来看 

根本原因：经济全球化退潮，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收缩，“近岸化”特征明显，区域生产网络

内循环功能加强。出于“效率”与“安全”平衡考虑，供应链产业链区域化收缩，生产资源就近

配置，消费市场大者为王，国内经济仍有回旋余地，“内循环”早有征兆。鉴于中国地缘中心地位

以及在区域合作中融合引领作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是自然之举。 

即时因素：疫情影响下，国际贸易从自由流畅暂时变为困局，与此同时，数字经济驱动下的

内需和投资成为新亮点，国民经济被迫走向“内循环”。在疫情发生之前，国内工业企业利润已

经下降，成本上升，出口优势被削弱。突发的疫情迫使工业企业延期开工，资金链压力大。这对于

产业链供应链全球化的企业来说，其支付进口预付定金的能力下降，从而影响复工复产的原材料采

购和正常生产。贸易双向流通出现暂时性困难。疫情期间，线上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新亮点，出于

经营灵活性、参与门槛等因素的考虑，数字化从消费端延伸至生产端。数字技术本身以及传统产业

数字化都是投资亮点，数字经济占GDP三成之多，占比有可能再提升。简而言之，疫情使得外贸出

现暂时性困难，经济增长点由外转内。 

直接原因：外部摩擦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变数，“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现“经济发展重

心由外转内”的客观现实。外部摩擦主要包括三方面：经贸摩擦此起彼伏，科技脱钩已经开始，

金融施压或有可能。外部环境的深刻变化是国内经济增长不得不寻求“内循环”的直接原因。国

内早已走出“没资金、没市场”必须依赖出口的局面。外部不确定性难以预测、不受控制、无法被

根除，“以内循环为主体”是必然。“双循环”开局必定困难，质疑声虽多，但经贸摩擦此起彼伏，

科技脱钩已经开始，未来金融施压也有可能，“双循环”信心必须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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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双循环”重点在于流通循环，关键是市场环境改善 

“双循环”的实质关注点不在国内外市场，而在于如何实现循环流通。对于消费和投资来说，

改善市场环境是循环流通的根本，但这是长期的政策性和实践性难题，需要不断探索。疏通要素市

场化流通的体制机制障碍是改善市场环境的第一步。随后是以问题导向分类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 

国内社会尚未实现“橄榄型”收入结构，这是制约消费潜力释放的根本原因。扩大中等收入群

体比例、提高可支配收入是提升消费能力、消费意愿、消费预期的根本方法，实现路径之一是要素

市场化改革推动创新创业、提高财产性收入。 

据国家统计局保守测算，我国中等收入人群超过3亿人，占比约30%，收入结构呈“宝塔型”，

即中低收入人群占比偏高。而发达国家收入结构多为“橄榄型”，中等收入人群占比超过60%，中

等收入人群是拉动消费的主要群体。国内社会尚未实现“橄榄型”收入结构，是制约消费潜力释放

的根本原因，这也是为什么社会上有一些声音质疑“消费内循环”的可行性。 

收入来源无非是就业和创业，本质上都是市场环境改善的问题。只有当市场活力被唤醒，企

业生存环境得以改善，企业经营才能实现良性发展，具备良好职业素养的从业人员才能实现收入增

长。而市场环境改善的一个中长期政策支撑面就是要素市场化改革，五要素分别是土地、劳动力、

资本、技术、数据。疏通要素市场化流通的体制机制障碍是改善市场环境的第一步。高层就扩大要

素市场化配置范围、促进要素自主有序流动、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健全要素市场运行机制等

方面进行部署。 

改善就业环境与改善企业生存环境并重。打破劳动力市场分割、适度放宽就业限制，推动劳

动力流向最能发挥他们价值的经济部门，使有创新潜力的劳动者和企业家转向更活跃的生产部门，

这是改善就业市场环境的原则。激发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社会组织和自由职业者的积极性对于改善

市场环境具有积极意义。至于改善企业生存环境，常用措施包括：政府采购对各类所有制企业同等

对待；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创新活动和产学研合作项目,联合建立研发机构、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支

持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的科技型企业发展。 

在大国科技较量的当下，改善企业生存环境离不开技术要素市场化配置，通过产权激励制度

鼓励创新，推动科技成果价值转化。以知识产权激励为切入点，探索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改革，使

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处置权和收益权尽量向科研人员倾斜，打消科研人员的顾虑，主动将科研成

果进行转化，而不是“沉睡”在论文里。毕竟大国之间的较量终究是科技实力的较量，以知识产权

激励为切入点，疏通科技创新体制机制，精简价值转化链条，加快“科技内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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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要素的经济倍增效应是改善企业自身经营、驱动行业整体向上的力量，行业的利益相关

方均受益于此，产业链得以循环流通，从业者个体收入增长也能带动一部分消费。数据作为第五

大生产要素，其重要性在数字经济时代被提上新高度，掌握数据资源并将其应用得当的企业能抢占

市场机遇，改善自身经营。同时，驱动行业的整体性创新，行业整体向好，并与其他行业相互渗透，

诞生出新的数据。数据量增长、数据价值提升、数据复用带来的经济倍增效应是驱动产业链循环流

通的新生力量，数字经济时代的生产、消费才能支撑“国内大循环”。 

要素市场化改革是疏通“双循环”机制的关键，当市场环境得以改善，创新创业才能有立足

之地，市场活力释放能带动国内经济循环流动。区域发展靠人才，智力资源是创新创业的根本，

广州、杭州等地以开放包容的城市格局吸引了大批国内外人才。这些城市本身就是国内大循环的重

要生产、物流、消费平台，并凭借营商环境优势、人才政策优势、高校资源、产业平台载体资源，

成为创新创业高地。创新创业氛围高涨，是城市群经济发展的内生增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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