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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新征程  创造新伟业

如何理解“十四五”时期加快构建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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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议》在关于“十四五”时期经济

社会发展指导思想中提出，“加快构建以国

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的新发展格局”。这个新发展格局是根据当

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

件的变化提出来的，是重塑我国国际合作和

竞争新优势的战略举措。对此，可着重从以

下3个方面深刻体会。

第一，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是积极应

对国内外形势变化的主动选择。改革开放

以来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我国加

入了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国际大循环，市场

和资源“两头在外”，形成“世界工厂”发

展模式，这对我国抓住机遇快速提升经济实

力、改善人民生活发挥了重要作用。几十年

过去了，随着外部环境和我国发展所具有的

要素禀赋的变化，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

的国际大循环动能明显减弱，而经济安全风

险增大、关键核心技术受限、产业转型升级

压力大等问题均逐步显露。特别是近年来经

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上

升，国际经济政治格局复杂多变，不稳定性

不确定性明显增加。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经

济造成严重冲击带来的影响广泛深远。面对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

求，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

新挑战，我们需要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

略基点，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完善内需主导、

内生增长的新发展模式，加快培育完整内需

体系，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更

多依托强大国内市场实现良性循环，促进经

济持续健康发展，确保我国抓住机遇，应对

挑战，趋利避害，奋勇前进。

第二，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充分发

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的内在要求。大国

经济的优势是内部可循环。我国是全球超大

规模消费市场，强大的国内市场是我国最大

的竞争力，也是我国稳定经济发展和抵御外

部风险的根本依托。我国有14亿人口，有世

界最大规模的中等收入群体，人均国内生产

总值突破1万美元，消费总量扩大和消费结

构升级的空间广阔。我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

的发展中国家，城镇化建设、产业升级、中

西部发展都将不断释放投资潜力。我国物质

基础雄厚，产业体系完整，人力资源丰富，

发展韧性强劲。无论从需求侧看，还是从供

给侧看，加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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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具备

许多有利条件。事实上，自2008年国际金

融危机以来，我国经济已经在向以国内大循

环为主体转变。未来一个时期，国内市场主

导国民经济循环的特征会更加明显，经济增

长的内需潜力会不断释放。只要我们扭住扩

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全面促进消费，拓展

投资空间，同时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

战略方向，不断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

适配性，一定能够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

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形成新形势

下国民经济良性循环。

第三，新发展格局是坚持深化改革开

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统一体。扩

大内需同扩大开放并不矛盾。对外开放是我

国的基本国策，我国对外开放的大门不会关

闭，只会越开越大。我国产业链和需求市场

已经深度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目前是120多

个国家和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在新时代进

入新发展阶段，我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将

持续上升，同世界经济的联系会更加紧密。

构建新发展格局，要求处理好扩大内需和稳

定外需的关系。国内循环越顺畅，越能形成

全球资源要素的引力场，越有利于形成参与

国际竞争和合作的新优势。只要我们坚持立

足国内大循环，发挥比较优势，协同推进强

大国内市场和贸易强国建设，以国内大循环

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

市场两种资源，积极促进内需和外需、进口

和出口、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协调发展，必

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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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塑造我

国发展新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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