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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逆全球化和后疫情时代背景下，如何更好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当下中国社会经济建设的重要命题。新

发展格局是立足新发展阶段和国内国外环境新变化建立的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支撑

的新格局。面对疫情冲击，我国积极深化国家改革，稳定国内就业，强化内需市场，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后疫情时代下，还存在着消费转型升级能力不足、相关基础设施有待完善、市场治理能力现代化有待提

高、国内国际接轨化程度较低等问题。只有正确处理好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市场与政府、需求与供给以

及疫情防控与经济发展等的重大关系，方能为未来经济发展开辟新道路，为世界经济的复苏注入新活力。 
 
关键词 

后疫情时代，新发展格局，新发展理念，双循环 

 
 

Conceptual Interpretation, Practical 
Wisdom and Future Prospects of th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in the Post 
Epidemic Era 

Lu Han 
Shandong University, Weihai Shandong 
 
Received: May 2nd, 2022; accepted: Jun. 8th, 2022; published: Jun. 15th, 2022 

 
 

 
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anti-globalization and post epidemic era, how to better build a new 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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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lopment pattern is an important proposition for China’s social and economic construction. Th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is a new pattern based on the new development stage and the new 
changes in the domestic and foreign environment, with the domestic cycle as the main body and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double cycles supporting each other. Facing the impact of the epi-
demic, China has actively deepened national reform, stabilized domestic employment, streng-
thened the domestic demand market and improved the level of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 In 
the post epidemic era,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for example, insufficient consumption trans-
formation and upgrading capacity, relevant infrastructure needs to be improved, market gover-
nance capacity needs to be improved, and the degree of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integration is 
low. Only by correctly handling the major relationships between domestic and foreign markets, 
market and government, demand and supply,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and economic de-
velopment, can we open up a new path for futur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nject new vitality 
into the recovery of the world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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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面对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遭受重创，国际贸易、公共安全等不确定性风险叠加，民族保护主义、地

区主义回潮等严峻挑战，2021 年 1 月 11 日，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

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指出：“进入新发展阶段，明确了我国发展的历史方位，贯彻新发展理念明确

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指导原则，构建新发展格局明确了我国经济现代化的路径选择。”[1]这里的新发展

格局是指，立足新发展阶段和国内国外环境新变化建立的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支撑

的新格局。 
目前学术界针对新发展格局的研究主要围绕以下议题展开论述。一是新发展格局提出的现实背景。

学者们主要就复杂的国际形势，国际大循环战略的发展困境，以及国内发展改革面临的问题三个层面进

行阐释。二是新发展格局的逻辑内涵。学者们围绕国内大循环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相互关系，新发展阶

段、新发展理念与新发展格局的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三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点难点。学界从消

费能力与供给水平，市场治理与运行，国内与国际接轨程度等层面进行分析。四是新发展格局的时代价

值。学者们对其予以肯定，并从破解时代难题，指明经济发展方向，注入经济复苏活力等视角作一阐述。

五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建议和相关政策。学界从完善国内需求体系、产业链与供应链稳定、推动构建开

放型经济方面提供发展路径等角度进行分析。当前研究已初步建立起对新发展格局的宏观研究框架，涉

及到背景、内涵、难点、价值和建议政策等，但在国内国际方面，相关实践智慧及困境研究还有待拓展。

本文从新发展格局的理念出发，试论在后疫情时代下我国在此方面的实践智慧及其反思，以期助益新发

展格局的进一步建构。 

2. 后疫情时代下新发展格局的理念阐释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是立足于我国当前发展阶段、国内外经济条件变化所作的战略部署，有其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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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的内涵要义，清晰的实践主体，自身特征以及宏远目标，是后疫情时代下关乎我国发展全局的一项重

大战略任务。 

2.1. 新发展格局的内涵要义 

新发展格局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支撑的共同发展格局。在新发展理念指导

下，以国内大循环为前提，充分挖掘我国内需市场的强大潜力，优化产业结构，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

集中力量解决科技创新能力不足等问题。积极融入国际市场，实现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促进二者相互

融合、协同发展。 
新发展格局紧贴国内国际新发展和新变化。中国进入社会主义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日益

迫切，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深层次矛盾尚未得到充分解决，经济整体发展质量有待提高。放眼国际，受疫

情冲击，世界主要经济体自身复苏困难。各国出于自身经济安全的考虑，调整相关经济政策，影响各国

之间友好合作。随着疫情在全球蔓延并呈常态化趋势，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

的新发展格局显得至关重要。 

2.2. 新发展格局的实践主体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四个环节的有机衔接一定程度上构成国民经

济循环。在开放性经济体系下，其又可分为外循环和内循环。新发展格局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

国际双循环的战略理念，其中关于新发展格局的实践主体可从政府和市场角度出发深入分析。 
政府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决策者和引领者。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一项需长期坚持的战略决策，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新驱动”等判断，反思我国以往的经济发展格局。

2020 年，中央首次提出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2021 年，十九届六中全会强调立足

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长期来看，后疫情时代下构建新发展格局离不开政府

的方向引领和判断决策。 
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主力军和助力者。扩大内需不仅会加快市场中生产要素配置优化升级，促

进国内大循环，而且会推动国内市场向国际市场输出生产要素，提高参与国际循环主动性。后疫情时代，

我国要进一步提升自身发展水平，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实质是促进生产要素配置进一步优化，发

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2.3. 新发展格局的自身特征 

新发展格局具有其独特的理论特征和实践特征、本质特征和基本特征。这些特征共同体现出后疫情

时代下新发展格局在中国大地上的扎根成果。 
新发展格局的理论特征与实践特征。理论特征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结合。当前，

中国进入新发展阶段，应当用发展的眼光看待和处理我国的现实问题，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构建双

循环新发展格局是统筹“两个大局”的应有之义，是后疫情时代下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灵活运用的

产物。实践特征是坚持把握市场规律和深化体制机制改革的结合。上世纪七十年代，邓小平就对外开放

指出，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2]。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迅速发展，综合国力不断提

升，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奠定良好基础。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经济结构逐步优化，国

内生产总值从 2018 年 919281.1 亿元上升到 2020 年 1015986.2 亿元[3]。后疫情时代我国立足潜在的内需

市场，遵循经济发展规律，不断推进经济体制改革。 
新发展格局的本质特征与基本特征。本质特征是实现更高水平的自立自强。疫情爆发后，各国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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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链以保护自身经济安全。当前中国面临出口和进口双重受限的局面，部分产业的发展和涉及国家安

全领域的核心技术仍受制于他国。惟有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提升核心竞争力，才能掌握产业链和供应链

的发展自主权。强化内需市场和畅通国际国内经济双循环是新发展格局的基本特征[4]。疫情爆发以来，

我国经济受冲击，大众对未来消费信心不足。但同时要看到我国经济的显著优势是大国经济内部可循环。

2019 年起，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开始超过七万元，消费市场蕴藏巨大潜力。国内循环的主体地位的高低与

经济发展和收入水平有着密切联系[5]，在此形势下，需改变过去以国外大循环为重点[6]，强化国内市场

的可循环性。 

2.4.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目标 

当前我国的发展目标是在 2035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在本世纪中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基础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7]。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这一环节在

其中不可或缺，也符合对发展战略目标的新定位。这一时期人民对未来生活的美好向往愈加强烈，不单

单体现在物质层面，更多反映在精神层面。新发展格局正是立足于国内需求，以化解中国当前的主要社

会矛盾为落脚点，应对后疫情时代下的风险挑战，以保持我国经济正常运行和社会大环境总体稳定。 

3. 后疫情时代下新发展格局的实践智慧 

后疫情时代下，我国始终坚持党的领导，深化改革创新，稳定国内就业，激发内需市场活力，提升

对外开放水平，有效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中国治理体系和制度优势进一步彰显，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3.1. 坚持党的领导，深化改革创新 

党的十九大之后，主要矛盾发生变化，改革开放的着力点也发生相应的转移。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

深化改革的重中之重，疫情爆发后，我国以全面深化改革为抓手，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合理施策，进一

步深化改革创新。 
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离不开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是做好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工作的保证，

是人民战胜疫情的定心丸，是中国经济奇迹产生的根本保证。党坚持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开辟中国现代化

道路，用政治眼光看待和分析后疫情时代中出现的社会现象和问题，统筹调配社会大众各方面力量，应

对国内外风险危机，完善危机治理体制，将中央部署决策落实到经济工作各方面，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

在后疫情时代下取得发展先机的独特优势。 
立足新变化新问题，全面布局短期应对和长期战略。打好市场疫情防控阻击战，构建竞争有序的市

场体系，稳定市场价格，保障物资供应，深化要素市场配置改革，赋能要素有序流动和资源配置高效率。

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

保持经济平稳增长。不断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等，部署重大企业基础再造和重建传统制造

业的比较优势[8]。积极探索和推进实施新的体制机制，实现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中的改革新突破，沉

着应对后疫情时代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 

3.2. 稳定国内就业，激发内需活力 

疫情爆发后，国家积极颁布复工复产、技能培训等政策，稳定居民就业，激发内需市场活力。 
国家精准施策，多渠道稳就业。疫情爆发后部分企业出现亏损严重和减招裁员的现象，人们对未来

消费信心不足，消费行为偏向节制。国家采取简化审批程序、加大创业扶持力度等举措支持群众创业创

岗，拓宽高校毕业生就业渠道，稳定农民工就业，鼓励新业态企业拓展高质量岗位数量。搭建就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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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云端平台，突破后疫情时代下时空限制，打破企业与劳动者之间的信息壁垒。开展专项职业技能培

训，创新技能培训形式，优化培训专业服务，强化特殊群体就业培训，提高劳动者技能与其岗位的适配

性。加强劳动力市场监管在收入保障中的作用，保障劳动者权益，兜牢就业安全底线。自 2020 年末，我

国消费价格指数同比有所回升[9]。2021 年前十个月，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就业结构逐步优化，全国城镇

新增就业 1133 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基本持平[10]。 
经济政策与就业政策相互协调，激发内需市场活力。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日益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推

动力，孕育出庞大的产业体系和产业需求，这是中国经济韧性的重要来源、应对逆全球化的坚强屏障。

居民消费与居民收入直接挂钩，虽然近年来我国经济总体不断增长，但国内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速并不同

步，劳动报酬在收入初次分配中的比例有待提高。面对群体收入不均问题，国家拓宽受益群体范围，创

新商业产业发展模式，鼓励后疫情时代下发展地摊经济，畅通产业链供应链，提升国内循环速度和质量，

带动就业，稳步提高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进一步激发内需市场的活力，完善内需体系，培育人们对未

来经济发展和消费信心，发挥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 

3.3. 提升对外开放水平，有效融入世界体系 

国内国际循环不是两个孤立封闭的圆，而是一个互相联系的有机整体，庞大的国内市场与高水平的

对外开放二者相互促进。 
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不动摇，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开放发展理念是新发展理念的重要体现，是国

内经济结构调整升级的现实需要，也是推进建设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基本遵循。后疫情时代下，正确处

理好引进来和走出去的关系，在以国内循环为主体，保障自身经济安全的发展前提下，积极培育中国经

济发展新动能，挖掘超大规模市场产业潜能，推动开放向更广范围、更宽领域和更深层次的方向迈进。

同时，重视外循环和对外开放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优化内外联动的开放发展新模式，实现社会

经济健康发展，构建高质量“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开创共赢新局面。 
积极参与全球治理，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疫情爆发以来，国家努力构建安全的对外营商环境，完善

现代治理制度，将高水平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提高开放质量作为工作着力点。正确认识与发达经济体

既合作又竞争的良性关系，搭建与沿线国家的国际经济交流合作新平台，发挥“一带一路”连接作用，

打破地域限制，共享在后疫情时代下中国的改革创新和开放发展成果，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

种资源，培育在国际合作和竞争中的新优势，积极承担大国责任，参与全球治理，丰富后疫情时代下赋

予新发展格局的新内涵。 

4. 后疫情时代下新发展格局面临的困境与未来展望 

在后疫情时代，我国仍面临众多结构性矛盾，仅依靠拉动内需难以解决这类问题。在此情况下，进

一步处理好诸多关系，对于打破当前发展困境，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4.1. 后疫情时代下构建新发展格局所面临的困境 

目前尚且面临着消费能力不足，基础设施存在短板，市场治理现代化水平有待提高，国内国际接轨

程度不高等发展困境。 
第一，消费能力增长缓慢，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偏低。近两年，居民总体收入虽呈增长趋势，但速度

有所放缓。疫情对低收入群体冲击巨大，中等偏下收入群体大量存在，消费能力增长受限制。需要注意

的是，构建国内大循环的核心思想在于提高质量[11]，当前我国有效和中高端供给较不足，部分产业供需

结构矛盾问题尚未得到有效解决，所生产的产品无法跟上需求变速，产业转型慢，创新投入低，导致产

能过剩和消费外流，这是影响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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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市场发展环境相对不完善，相关基础设施需补足短板。民营经济发展偏粗放，发展环境便利

化相对不足，基础设施绿色安全性较低，应对风险能力有待提高，国际竞争能力偏弱。当前基础设施和

市场发展环境在全国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发展尚未平衡，部分城市群、城市各区之间互联互通水平不高，

公共服务的区间分配和供给质量需进一步强化。 
第三，市场竞争公平性和市场治理现代化水平有待提高。受疫情冲击，市场生产要素使用不平等、

地方保护、数字时代平台垄断等问题不断涌现，市场准入限制仍然较多，各种不适应产业发展、阻碍技

术进步的标准依然存在，部分企业发展受影响，失信现象时有发生，严重影响市场发展和竞争公平性，

市场尚且存在规则空白，后疫情时代下有关数字平台的市场治理现代化水平有待提高，市场法治化、制

度化建设需长期被纳入规划范围。 
第四，国内国际市场接轨程度不高。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现代化市场体系建设相对不完善。新冠

肺炎疫情使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流通受阻，逆全球化趋势愈加明显，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因素日益增加，随

之而来的外部冲击和外需下降严重威胁我国供应链安全，同时也强化了后疫情时代下西方企业家、研究

者及政客“去中国化”的主张和决心[12]。 

4.2. 后疫情时代下中国要处理好的四大关系 

后疫情时代下，需要处理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政府与市场、供需平衡以及疫情防控与经济发展等

四个方面关系。 
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国内循环是基础，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发挥国内经济大循

环主体作用，提高国内循环的生产力和持续性、效率和水平。将国内循环作为扩大内需的重要手段，把

扩大内需作为战略落脚点，中国具有庞大市场和产业体系优势，有利于支撑双循环发展格局，为中国在

后疫情时代下的经济发展困局提供新的思路。“双循环”的目的在于中国经济同世界经济和谐共生，是

对原“国际大循环”出口导向政策的调整，也是内外循环关系之间主次矛盾的重新划分[13]。努力构建区

域经济一体化，进而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开放发展，更好推动各国文明交流融合发展，落实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实践。积极应对国际市场上各种风险挑战，提出有效的全球治理方案，处理好与

主要经济体、新型经济体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关系，这是在后疫情时代下应对同西方国家贸

易摩擦的有力举措之一。 
市场与政府。习近平指出，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14]。一方面，推进现代化企业制度改革，完善中

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尤其是完善国有企业治理结构，营造风正气清的经商环境，使市场在面对疫情冲

击仍保持常有活力，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发挥政府的宏观决策和引领作用，

重视创新驱动发展，增强政府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度，完善创新体制，培育我国原始创新能力，加强核心

技术攻关，集中力量补齐短板。从经济政策上来看，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要以满足国内需求为出发点，以

科技创新为政策重点，以改革开放和区域协调发展为实施路径，推动后疫情时代下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需求与供给。在需求方面，把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作为需求侧改革的目标。提高居民

持久性收入，有效结合扩大内需战略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升级传统消费，培育新型消费，适当增加公

共消费，既要遵循生产决定消费的客观规律，融入科技进步的最新成果，将其转化为消费者喜爱的产品，

使新型消费引领消费升级。同时遵循生产为了消费，把握消费对生产和技术进步的引领，重视消费在社

会再生产过程中作为目的的关键作用。从供给侧来看，提高供给体系质量、提升创新能力是后疫情时代

下供给则改革的“定海神针”。需进一步深入我国现代化市场经济建设，推进乡村振兴，推动我国东西

双向开放格局建设，协调东部与中西部发展，畅通国内大循环，通过区域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共享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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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构建后疫情时代下的新发展格局。 
疫情防控与经济发展。疫情常态化下，一方面既要警惕当下疫情变化，建立健全疫情防范机制。另

一方面，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保持经济在合理区间内稳健运行。经济发展过程是螺旋式的上升和

波浪式的前进，中国在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中国走向更高层次开放型经济过程中必将面临众多新问题

新挑战，这需克服后疫情时代下诸多结构性矛盾，不断推进经济改革，完善危机防范体系和处理机制，

尽快形成新的发展动能，为世界经济复苏注入新的活力。 

5. 结论 

综上所述，后疫情时代下构建新发展格局所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繁杂多变，需合理把握新发展格局

的理论特征、实践特征、本质特征和基本特征，立足其时代内涵，发挥中国智慧，弥补当前实践不足，

正确处理国内国际两个市场、政府与市场、供需平衡以及疫情防控与经济发展等的关系，使新发展格局

在中国经济发展和世界经济复苏的作用变得更加有力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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