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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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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基于应对逆全球化趋势、新冠肺

炎疫情、经济发展转型的现实逻辑。基于此背景下，积极推动区域深度融合发展，拉动内需具有重大现

实意义。在西部大开发及长江经济带的战略背景下，成都和重庆作为西部现有经济基础较好，区位优势

明显，人口较为密集的城市，应当发挥双核增长极的辐射带动作用。中央近期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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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在梳理双循环逻辑的同时，将对成渝经济

圈发展方向提出相关建议和战略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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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stablishment of a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with the domestic cycle as the main body and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cycles reinforcing each other is based on the realistic logic of dealing 
with the trend of anti-globalization, the COVID-19 epidemic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is context,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actively promote the in-depth integration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stimulate domestic demand. Under the strategic background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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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of the western region and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Chengdu and Chongqing, 
as cities with good economic foundations, obvious geographical advantages and relatively dense 
population in the western region, should play a radiating and driving role of the dual-core growth 
poles. The central government has recently stressed the importance of “accelerating the formation 
of a new stage of development in which the domestic cycle plays the main role and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cycles reinforce each other”. While sorting out the logic of double cycle, this pa-
per will put forward relevant suggestions and strategic prospects for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the Chengdu-Chongqing economic cir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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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双循环格局内涵及路径 

1.1. 双循环格局的内涵 

新格局下“双循环”内涵的实质是改变外向型经济主导的发展格局，维护国家经济发展的效率与安

全，由出口导向型转为内需增长型。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把满足国内需要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

脚点，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和内需潜力[1]。从根本上讲，双循环的目标就是要改变中国经济中技

术与市场两头在外的现象，更多地依靠国内市场(即提升国内需求)和国内的技术(即强化国内技术创新及

其转化应用)。当下，必须改变过去长期依赖外向型发展战略的思想，集中力量解决我国当前市场经济体

制与高质量发展不匹配、国内有效需求不足、核心技术缺失、科技成果向生产力转化较慢等问题。以期

在稳定、畅通、提升国内经济大循环的基础上，促进高水平的“国际大循环”，提高我国参与全球化的

价值，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协调发展。 
运用双循环新格局发展格局，应对疫情冲击与贸易逆全球化。本次疫情因为时间长、跨度大，在多

个重要经济体迟迟得不到稳定控制，它对全球经济的冲击将会在今后一段时间逐步显现。其次是逆全球

化趋势抬头。疫情暴发前，逆全球化趋势就有所抬头，随着大量人流物流的减少，世界经济中的不确定

性因素就更加严峻。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是当前应对疫情冲击的需要，是保持我国经济长期持续健康发

展的需要。 

1.2. “双循环”发展战略的有效路径 

1.2.1. 持久拉动内需 
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着力点。要建立起扩大内需的有效制度，加强需

求侧管理，扩大居民消费，提升消费层次，使建设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成为一个可持续的历史过程[2]。
拉动居民消费具体有如下几条路径。 

1) 增加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是扩大居民消费的必由之路。 
第一，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特别是占绝大多数人口的农民群体的收入，以扩大中等收入群

体规模。在增收方面，完善农资产品价格稳定机制，确保农产品产销两旺；增强农民务工务农技能；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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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政策性农业保险，加大财政补贴投入，以补偿农民因自然灾害等遭受的利益损失。在降本方面，降低

中低收入者的税收；加大对低收入群体的保障力度，降低其在医疗、医保、医药等“三医”方面的费用，

减少“因病致穷”、“因病返贫”现象的出现。 
第二，改善收入分配格局，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当收入被更为均等地分配后，基尼系数下降，内需

增加，就可以减少对外部市场的依赖[3]。一方面，增加居民在初次收入分配中的份额和劳动报酬占比；

另一方面，完善收入再分配比例，缩小收入不合理分配、城乡分配以及层级(尤其是中等收入群体)分配的

差距。提升消费环境，开拓消费渠道。 
2) 积极创建优良消费环境，为扩大消费保驾护航 
为持续扩大消费需求，有效刺激消费潜力，应拓宽多样消费领域，营造良好的消费环境，弘扬积极

的消费文化等，让居民“能消费”、“敢消费”、“愿消费”。第一，从供需两个层面发展与建设新兴

消费领域(如“老龄化”消费)和消费工程(如信息消费、消费金融)，从而实现消费升级。第二，加强消费

品的安全立法监督，严惩“黑心”产品、“宰客”、泄露或贩卖个人信息等不道德甚至违法的行为。第

三，开拓农村消费渠道。针对农村消费的堵点，充分发挥当前电商、物流网络等发展优势，加快提升农

村农产品流通的现代化水平，特别是要将电子商业服务体系及快递物流配送体系向乡(镇)、村延伸拓展，

在推动农村农产品消费的同时，打通城乡经济交流和要素流动通道。 

1.2.2. 积极推进区域一体化及区域协同治理 
区域协同治理是在开放程度不断扩大的背景下，为实现整体竞争优势提升的现实需求。追求区域协

同发展的治理思维，将政府与政策的功能充分前置，既强调市场配置资源的核心作用，同时也努力探索

各种形式的政府合作与体制机制创新的有效空间。 
对于区域发展来说，更高质量的发展目标往往对应于更高水平的区域一体化[4]。这意味着，后者作

为前者的实现手段，承担着区域经济增长路径选择、管理和维护的重要任务，所以需要引入区域协同治

理的整体思维，并将制度安排、组织协调、主体培育、空间规划等职能充分前置，以确保区域协同治理

体系的高效运行。针对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出现的新情况、新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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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中央决策部署的战略新重点。 

2. 成渝城市群一体化发展的重大战略意义 

重庆市和成都市都是我国西部国家级特大中心城市，区位优势突出，战略地位重要，是西部大开发

大开放的战略支点，是“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的联接点。推进成渝城市群一体化发展可以成为我国

西部大开发大开放的有效载体，是经济新常态下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是城乡协调发展的重大

突破口。因此，推进成渝城市群一体化发展具有重大战略意义。一是成渝城市群是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

重要组成部分。截至目前，全国已经形成包括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珠江三角洲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

中原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关中平原城市群等 12 个国家级城市群，其中国务院专门为

成渝城市群等 7 个城市群出台发展规划，指导各大城市群协调发展。二是成渝城市群是西部大开发的重

要战略支撑。2017 年 1 月，国务院批复《西部大开发“十三五”规划》，规划强调，要推进新型城镇化

建设，加快培育重点城市群，发展壮大成渝城市群，打造西部地区经济增长重要引擎。三是发展好成渝

城市群是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四川重要指示精神的根本抓手。 
成渝经济区的定位是将以成都、重庆两个特大城市为龙头，共同争取成渝经济区列为国家重点开发

区，共同争取国家编制成渝经济区发展规划，共同争取国家加大投入、特别是基础设施的投入，在生产

力布局上加大对这个地区的倾斜和支持，进一步承接国外及东部优先发展区的产业转移，共同将成渝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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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区建成国家新的增长极。增长极的经济发展对周围地区产生两方面的影响一是回波效应，二是扩散效

应。前者使资本与人才不断向增长极聚集，并导致外围地区贸易条件日趋恶化，后者则借助核心地区的

快速发展，通过产品、资本、技术、人才、信息的流动，对其他地区的促进、带动作用，提高其他地区

的就业机会，增加农业产出，提高周围地区的边际劳动生产率和消费水平，引发周围地区的技术进步[5]。
在短期内回波效应应强于扩散效应，地区差距扩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二者会出现逆转。因此，在增

长中的区位选择、产业选择以及经济活动方面注重强化空间经济的扩散效应，既可以在较短时间内推进

特定不发达地区经济增长，又能够将其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传导到周边落后地区，带动后者共同发展。

针对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出现的新情况、新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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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中央决策部署的战略新重点。在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加快发展的

大背景下，中国国内的区域经济合作也进入了快车道。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三大经济区不必说，许

多省市政府间双边经济合作协议的频频签署，反映出打破行政区划，进行区域经济合作，已成为中国区

域经济发展的一个大趋势。在西部大开发的背景下，资金、技术、人力资源以及优惠政策向西部倾斜，

将促进成渝经济圈进一步融合与发展，由此，建设成渝经济圈将成为继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环渤

海地区之后所创造中国第四大增长极的务实性举措，必将对西部乃至全国的经济发展产生带动效应。 
成渝两地各具优势，重庆拥有完备的产业体系，工业实力雄厚，交通四通八达，是长江上游最大的

中心城市和我国最年轻的直辖市；成都拥有高度繁荣的商贸业，成都–绵阳–德阳高新技术产业强劲发

展，是西南地区的科技、金融和文化中心。相对其他西部地区，成渝两地具有科技教育实力强、人力聚

集、市场潜力大、产业基础好等优势。成渝经济圈的构建，可以将分散的局部地区优势迭加为综合经济

优势，使被行政区划分割的经济联系重新沟通；使整个地区相关的企业或行业有机联系，形成协作生产

力。同时，形成生产要素有效聚集的机制与通道，使人流、物流、信息流得以加强，从而促进商品经济

的发展，为在更广阔的地域内建立区域经济合作创造条件，进一步形成更大的协作生产力。 

3. 双循环背景下如何发展成渝城市群 

3.1. 消费角度：积极推进新型城镇化，为双循环提供动能 

扩大内循环需夸大内需来提供动能，需大力促进国内消费，实现消费升级。我国作为农业大国，农

村长居住人口位居世界前列。然而，农村地区消费呈现较为缓慢的增长速度及较低的占比。在乡村振兴

及双循环格局的战略背景下，提高农村地区消费是不可忽视的关键性问题。 
城镇作为乡村和城市之间的紧密连接，在城乡一体化中迸发出顽强的活力，是推进乡村振兴及扩大

乡村消费的必经之路。积极发展县域经济，实现从以乡村为依托、以农业和农村经济为主体的传统县域

经济，向以县城为依托、以非农经济为主导、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的新型县域经济转变，应以结构调整

为动力，并采取一些新的思路：以农村城镇化为支撑，增强县城城镇功能，培育县域经济发展的增长。

探索农业产业化的有效组织模式，完善农业产业化的服务体系，夯实县域经济发展的基础；以“扩权强

县”的改革为契机，实施积极有效的财政金融政策，调动县级政府发展城镇经济的积极性。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战略方向无疑是成渝一体化发展，而成渝一体化发展是成渝经济圈建设

的长远战略目标，首先需要促进川渝毗邻地区一体化发展、破解一体化发展难题。川渝毗邻地区一般指

在行政地理区划上交界的川渝两省市地区，四川省涉及到 6 个地级市 17 个县，重庆市涉及到 13 个区县。

这些地区横亘在成渝两个超大城市之间，是成渝两大城市发展中的“被边缘化”地区，经济发展缓慢，

被形象地称为“中部塌陷”地区。显然，没有这些川渝毗邻地区的一体化发展和经济跨越发展，就不可

能有真正意义上的成渝一体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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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产业角度：培育支柱产业，培养重点产业 

从生产的角度来看，经济“内循环”必然带动区域产业格局变革。基于对未来一个较长阶段全球经

济形势的判断，我国需要在关键领域、关键产业、关键环节实现产业链的内部完善，逐步降低这些环节

的对外过度依赖。而这种国内产业链的完善不可能由我国某单一的经济区域来实现，也没有任何一个区

域可以单独完成全产业链的最优配置。因此，越是强调经济“内循环”，“根据各地区的条件，走合理

分工、优化发展的路子”就越显得重要，区域间的空间结构重组和资源优化配置就越显得重要。 
地方政府应充分挖掘成渝经济圈内各城市子群的优势特色产业，大力促进子群间的产业融合与协作，

促进各子群的优势产业向集群化发展，实现成渝经济圈城市群的协同、共生发展；构建适合网络化发展

的成渝经济圈城市群治理机制，提高城市群整体的聚合力，形成实现良性发展的空间格局。 
依托重庆和成都两个特大城市，立足比较优势，促进结构调整，转变增长方式，提升竞争能力，加

强政府引导和政策支持，促进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和经济优势，逐步形成若干特色资源加工基地和

优势产业发展基地。重点发展重大装备制造、高技术、能源化工、特色农副产品生产加工、特色旅游产

业，加快建设长江上游生态屏障。成渝经济区产业发展将形成与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东北老工业基

地互补的、具有鲜明特色的产业结构，形成以能源工业、装备制造业、汽车摩托车工业和绿色食品工业

等四大优势产业，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并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一极。 

4. 结论 

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关键在于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实现区域内

部和区域之间的趋同发展。具体而言，要在中西部内陆地区以大城市或城市集群为载体培育一批新的经

济增长动力源，完善区域内部产业协同机制，推进产业更加合理地集聚与分布，带动周边地区趋同发展，

同时通过完善内陆地区高铁系统、互联网+、大数据、工业物联网等基础设施建设，便利资源流通与共享，

完善沿海内陆间的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空间布局，“缩短”内陆与沿海的地理与经济阻隔，加快形

成“板链拉动”的发展态势，推进全国一体化建设，实现全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而围绕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建设，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经济中心与科技创新中心，有利于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

域经济布局，是推动内陆与沿海地区均衡发展，畅通国内经济大循环，实现国民经济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的重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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