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准确理解“双循环”背后的发展战略调整（上）1

2020 年 7 月 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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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战略部署，如何理解双

循环？对于双循环可以从不同角度和维度加以理解。我本人更愿意把双循

环的提出看作是发展战略的调整。改革开放前，中国执行的发展战略是“独

立自主、自力更生”。改革开放后中国基本上执行了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

而中国的出口导向政策又具有两个突出特点：大力推行加工贸易和大力吸

引 FDI。

为了理解双循环的概念，需要对中国改革开放历史做一个简单的回顾。

在上世纪 70年代末和 80年代初，外汇短缺是中国实现经济起飞的最突出

瓶颈。第一，中国希望引进外国先进设备，但外汇奇缺。1978年中国的外

汇储备只有可怜的 1.67亿美元。第二，中国希望积极参与国际分工，通过

开展对外贸易，发挥中国的比较优势，但没有外汇难以起步。自然资源丰

富的国家，像沙特，有石油可以出口。它们凭借出口初级产品赚取外汇，

“有出有进”，即可以扩大贸易。中国虽然稀土资源丰富，有些石油，但

总体上是个资源贫乏的国家。中国具有较强的工业制造能力，特别是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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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大、廉价和技术熟练的劳动大军。中国应该出口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

集型产品。但是中国不了解海外市场，没有设计图纸，没有必要的原材料、

中间产品，因而生产不出在海外有市场需求的制造品，只能出口农副产品

和少数制造品。当然，中国也就无法通过大量出口制造品赚取足够的外汇。

但是，没有外汇就没法购买设计图纸、原材料和中间产品，从而扩大出口。

这是一个“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死结，用英文来形容就是“Catch-22”。

1978年 2月，中国和日本签署了能源换技术的协定，日本向中国出口

技术和设备来换取石油。1978 年 12月中国进出口技术总公司和新日钢铁

公司在上海签订了关于订购上海宝山钢铁总厂成套设备的总协议书。1985

年宝钢一期工程完工投产，总投资 85亿美元。在 1978年到 1985年中国对

日本出口石油、煤炭的总价值 100亿美元。1978年外汇储备不到 2亿美元。

1979年中国出口总额 137亿美元。1979年-1989年，除两年外都是贸易逆

差。外汇短缺使中国无法更多引进外国先进设备与技术。

中国也是幸运的。OEM（代工、贴牌生产）上世纪 70年代甚至更早的

时候在东亚国家和地区兴起。中国改革开放恰逢代工、贴牌生产的高峰期。

70年代末、80年代初，广东沿海地区出现“三来一补”企业（来料加工、

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这种企业最大的特点是不需要花外汇

储备买原材料和中间产品，外商提供图纸、技术、原材料、中间产品和销

售，我们的企业只负责加工这一环节。这样一种贸易方式正好能够帮助中

国解决由于外汇短缺而无法大规模开展对外贸易的问题。在来料基础上加

工，我们可以在出口后获得对应于价值增值的外汇。随着“三来一补”贸

易的发展，中国开始逐渐积累起一定的外汇。由来料加工，中国的对外贸

易又进一步提升为“进料加工”。 “进料加工”同“来料加工”的主要不

同是原材料、中间产品是由中国企业自己用外汇购买；提供原材料、中国

产品的外商也不一定是中国出口产品的买方。

对外贸易可分为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所谓加工贸易是境内出口商利

用本国的劳动力资源将自己进口或进口商提供的原料、材料或零件加工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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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成工业制成品后再出口至国外以获得收益的贸易方式。“来料加工”和

“进料加工”都是加工贸易的具体形式。

伴随“来料加工”和“进料加工”的发展，加工贸易在中国对外贸易

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按定义，加工贸易一定会形成贸易顺差。进口原材

料、中间产品，经过加工、装配，即经过在国内的价值增值之后出口。尽

管在改革开放初期，一般贸易量高于加工贸易量，但一般贸易一直维持逆

差，直到 2014年之后，这种情况才开始改变。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尽管有

多种形式的贸易，中国的贸易顺差基本上是由加工贸易提供的。

1987年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王建提出“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

国际大循环理论，受到了邓小平的支持，最后中央出了文件，成为了中国

的正式战略。王建表示，当年他提出国际大循环的初衷是解决外汇缺少，

难于解决国内技术改造的资金问题。可见王建的“大进大出”不仅指加工

贸易意义上的“大进大出”，而且包含了一般贸易的“大进大出”。

除积极发展加工贸易外，中国还通过建立合资企业大力引进 FDI。到

1982年底，成立合资企业 83家，外商投资 1.4亿美元2。在建立三资企业

的时候，中方特别强调两点：第一，三资企业必须保证自身的外汇平衡；

第二，产品是面向国际市场的。这又是因为只有通过参与国际市场竞争，

才能提高企业技术水平；同时合资企业的产品技术含量较高、价格较贵，

在国内市场不大，只能外销。总之，合资企业应该是创汇型的而不是用汇

型的。需要指出的是，在上世纪 80年代中国也通过借债的方式引入外资。

在 80年代， FDI 并不占主要地位。后来，由于拉美债务危机等因素的影

响，中国政府最终选择了以 FDI 为主的引资方式。与此不同，大多数发展

中国家是靠借外债引资的。

无论是开展对外贸易还是建立合资企业，一个指导思想就是要创汇。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最流行的经济口号就是建立“创汇经济”。通过发

展加工贸易和引入 FDI,中国外汇储备迅速增加，由 1978年的 1.67亿美元，

2 武力等：《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第 7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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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升到 1996年的 1050亿美元，超过了当时国际公认的外汇储备持有量的

安全线。

现在回过头来谈谈所谓的“双循环”的问题。即然是循环，就必须存

在一个周而复始的回路（loop）。“两头在外”的国际循环简单来看就是：

进口原材料、中间产品，经国内加工后出口，再用出口得到的外汇重复以

上过程。由于是在国内加工，循环一定是一个价值增值的过程，出口额一

定大于进口额，一定是有外汇净收入。与国际循环并存的另一个循环是“两

头在内”的国内循环：在国内市场购买原材料、中间产品，国内生产加工

销售，在国内市场出售。一定程度上，中国经济可以看作是这两个循环的

一个共同体（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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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定义的国际大循环是以加工贸易为特征的，因而在反映国际大循

环的左图的进口中并未包含设备（资本品）。在现实中，加工贸易企业也

必须进口机器设备。但是即便考虑到这点也不会影响加工贸易导致外汇储

备增加的结论，因为参与加工贸易的企业大多是合资企业，购买设备的外

汇是 FDI提供的。同时，以国内市场为主的企业也要从海外进口机器设备。

应该看到，国内、国际循环的划分只是一种理论抽象。一个企业或一个行

业很难被简单归类为国内循环或国际循环。事实上，国内、国际两个循环

相互影响，互相渗透，相辅相成，相生相克，又衍生出许多小循环（图 2）。

如图 2所示，国内企业（或产品）有四种基本循环形式。第一，国内

循环可以叫做“内-内”型，两头在内，封闭经济。这样一种循环，既不使

用外汇，也不创造外汇。第二，国际循环是“外-外”型，这种循环以加工

贸易为载体，创造外汇。这两个基本循环形式之外，还有四种相关的循环：

1. 外-内 a型，一头在外，一头在内。在国际市场进口原材料、中间产品等

等，在国内加工、组装，但在国内市场销售最终产品。例如，电子产业中

的大部分企业的循环形式为外-内 a 型。2. 外-内 b型，原来最终产品用于

外销，但由于某些原因变成了“出口转内销”。外-内 a和外-内 b型都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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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型的循环形式。3. 内-外 a型，一头在内，一头在外。传统的出口创汇产

业，稀土企业即是这种类型。4. 内-外 b型，原来最终产品用于内销，但由

于某些原因变成了内销转出口。外-外、内-外 a、内-外 b都是创汇型的循环

形式。2019年中国的两大出口产品是电气机器设备（占出口总额的 27％）

和含计算机的机器（占出口总额 17％）。由此可以推断，外-外型产品是中

国的最主要创汇产品类型。在执行国际大循环发展战略时期，我们的政策

是有倾斜的：鼓励创汇型企业，鼓励创汇型经济活动。当然，出口导向发

展战略不仅鼓励“两头在外”企业，而且鼓励传统出口企业的发展。但用

汇型企业则一般不享受更多的优惠政策。

这里还应该强调：国际大循环同国内大循环是相辅相成的。例如，国

际大循环企业可能会对国内循环企业产生技术溢出效应。比如我在外-外企

业工作，之后辞职到内-内企业工作，就可以把外-外企业的先进管理技术带

到内-内企业。虽然两种循环确实有不同特点/不同目的，但是它们相互影响，

互相渗透，是不可分割的。事实上，也很难把中国的经济截然分成两个循

环。另外，有相当多的经济活动，即不能归入外-外循环也不能归入内-内循

环。例如，从境外购入消费品在国内消费的纯进口活动，由于并不涉及国

内加工和装配，不能纳入任何循环过程。

外资企业在中国的国际大循环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事实上，在作

为国际大循环的主要载体的加工贸易中，外商投资企业占据绝对主导地位。

直到2019年，外商投资企业在加工贸易进、出口中的占比仍分别高达77.3％

和 80.7％。

FDI 企业或者合资企业也有这样四种基本循环形式：1.外-外型，两头

在外的，大部分的外资企业都是两头在外的。比如外资的电子产业中的企

业就是两头在外，富士康是两头在外的。2.内-内型，两头在内的，应该是

少数。3.内-外型，国内采购原材料、零部件，外销，比如纺织企业。4.外-

内型，进口原材料、零部件，内销，比如汽车企业。

以电子行业中的企业进、出口对总产值的比例为例，说明电子行业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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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在双循环中的地位。

第一，电子产业出口/总产值比≥50％，说明电子产品对国外市场有很

高依存度（例如同汽车等行业相比）。第二，电子产业进口/出口的比高达

2倍－5倍说明大部分或绝大部分电子产品进口用于国内最终消费，不参与

国际循环。第三，电子产品（作为最终产品和中间产品）严重依赖进口。

事实上，半导体出口的进口含量达 90％。因而可以推断：电子产品（或相

关企业）的循环类型是“外-外型”和“外-内 a型”。同时，还可以推断，

电子企业既有创汇企业（参与外-外型循环）也有用汇企业（外-内 a型），

电子产业则是用汇产业（进口大于出口）。在电子产业中，参与外-内 a型

循环和纯进口（不参与循环）的企业占支配地位。总之，在电子产业中中

国是消费者、组装者、用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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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在两个循环上没有很大不同，不同的是对国际收

支的影响不同。外资（合资）企业的外国投资者，拥有企业的股权，作为

股东在企业获利后取得投资收入。外国投资者的投资收入在国际收支平衡

表示为经常项目上的流出。而国内企业的进、出口则仅影响国际收支平衡

表的贸易项目。地方政府和企业非常欢迎 FDI， 用股份换取资金，好像我

们自己不需要花什么钱。但企业一旦盈利后，大量利润是要汇出的。任何

一种引资形式都有利弊。比如借债，债我还清就完了。但 FDI 只要工厂存

在，就要永远分享利润(表 1)。例如，德国汽车企业，靠它们在华合资企业

的盈利，弥补了它们在国内的亏损。所以，对中国而言，从长远来看，FDI

是成本更高的一种引资形式。

根据世界银行，贸易可以分成传统贸易和全球价值链贸易。后者又可

分为简单全球价值链和复杂全球价值链贸易（表 2）。在考虑到全球价值

链的“大进大出”的循环中，中国所进口的原材料、中间产品可能已经在

多个国家进行过加工。这个产品在中国加工后又出口到其他国家进行加工

或作为最终产品销售。才进入中国，才在中国组装、加工后出口。贸易品

可能要在经过多次跨境的加工后才能成为最终产品。

电子产品作为最终产品出现在市场之前要在不同国家完成不同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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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如日本（硅锭、裸晶圆）→美国（IC晶圆制造）切割成芯片→澳大利

亚（封装、测试）→新加坡（半导体最终商品）→中国（完成集成电路消

费品）→美国（消费者购买集成电路消费品）。

在执行国际大循环发展战略时期，我们的政策是鼓励创汇型企业，鼓

励创汇型经济活动。这些政策包括汇率政策、出口退税政策、金融支持政

策、保税区、自由贸易区等等。应该注意，出口导向发展战略不仅鼓励两

头在外企业，而且鼓励传统出口企业的发展。而用汇型企业则一般不享受

更多的优惠政策。

国际大循环战略成功克服了中国外汇短缺、缺乏现代化资本的发展瓶

颈，为中国经济走上高速发展道路做出了重要贡献。1979年中国 GDP 全

球排名第 11，荷兰之后，在世界经济当中的比重仅占 1.79％。1978年中国

出口 97.5亿美元，在世界出口当中的比例为微不足道的 0.78％3。2009年，

中国成为世界上的第一大出口国。2013年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大贸易国。

1995年中国进出口在世界贸易中的比重仅为 3％，2018年上升到 12.4％。

2010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8年中国 GDP总量达到

13.6万亿美元，在世界 GDP当中占比为 16％，是日本 GDP的 2.7倍。特

别值得注意的是 2020年 8月中国的外汇储备是 3.16万亿美元。在 2014年

的时候，中国外汇储备一度高达近 4万亿美元，世界上从来没有一个国家

曾经积累起如此之多的外汇储备。

既然如此，为什么中央提出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

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格局”？马克思曾指出，辩证法中对任何现存事物的

肯定理解中，必然包含着否定理解。任何事物都有一个度，过了这个度，

矛盾的主要方面就会发生转化。失败是成功之母，但成功也可能会成为失

败之母。我们的成功给我们提出了一系列的挑战，如果我们不能与时俱进、

处理好这种挑战，中国经济就可能陷入停滞。

3 武力：《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第 6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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