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Capital and Market,财经与市场,(5)2022,8
ISSN:2661-3263(Print);2661-3271(Online)

DOI:10.12361/2661-3263-05-08-115510

“双循环”对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影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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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前我国对外贸易发展面临着愈发复杂的国内外环境，而“双循环”发展格局的构建对我国外贸的稳定高质量发展

具有重大意义。基于对“双循环”发展格局的认识，重点探究了“双循环”对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影响，并提出了进一步促进我国

贸易发展的优化路径，旨在为助推我国对外贸易发展再上新台阶提供一定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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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China's foreign trade development is facing more and more complex domestic and foreign environment, and the construc-
tion of the dual circulation development pattern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stable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our country's foreign trade. Based
on the understanding of "double circulation" development pattern,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impact of "double circulation" on our country's foreign trade
development with emphasis, and proposes the optimization path to further promote our country's trade development, in order to provide certain
reference for helping our foreign trade development to get to a new step ag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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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全球贸易在2008年之前保持长达20余年的快速发展趋势，

但此后在全球金融危机大环境的影响下陷入了中、低速增长期。

在2019年，其增速仅为1.2%，且连续4年在5%以下。欧盟27国

的贸易增速仅为2.4%，美国、印度及巴西等国家则呈现负增长的

情况[1 ]。而我国外贸发展在新冠疫情和全球经济衰退的影响

下，面临的国内外环境也愈发复杂且不确定性进一步增强。而

“双循环”的提出不仅有助于我国更好地应对国内外复杂环境对

贸易发展的不利冲击，而且有利于助推我国贸易结构的升级并实

现高质量发展。

1  “双循环”发展战略概述

“双循环”是由我国习总书记于2020 年 4 月在中央财经委

员会第七次会议上提出的发展新格局，不仅是近10年来我国对

外经济发展战略的历史性拓展，而且是稳定并促进我国对外贸易

发展的重要战略。“双循环”发展战略的特征是更高水平的对外

开放和有机统一的开发[2]。其中，高水平开放是基本特征，以

高层次开放、公平开放、全面开放、安全开放、制度型开放为主

要特点[3]。有机统一开放是指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与国际循

环相互促进的有机统一开放。

2   国内循环对贸易发展的影响

我国目前已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但却并非是贸易强

国。无论是从对外贸易产品质量方面来说，还是从产品竞争优势

方面来说，进步空间都较大。我国外贸依存度在1995年至2010

年期间，总体呈迅速提升趋势，最高达62.2%。然而，从长远角

度来看，既往依赖国际循环发展的经济模式对于外贸增长的作用

日趋乏力，呈下降趋势。相较于欧盟、美国的贸易依存度，我国

相对较高。如表 1 所示。

表 1 贸易依存度情况（单位：%）

注：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数据库（UNCTAD）。

2.1 对重点行业贸易的影响

在高端制造产业中，芯片占据重要地位，目前其已成为国际

贸易战争中的常用武器。然而，我国的芯片产业却具有较高的进

口依赖度，对我国信息产业以及其他高端制造业发展产生了严重

的制约。如，我国的HS4位编码8542进口额在2010年是出口额

的5倍多，2015-2019年的总进口比重高达12.3%。如表2所示。

由此可见，借助国内循环大力发展我国芯片产业是重中之重。

2.2 对数字贸易发展的影响

数字贸易作为未来贸易发展的必然且重要趋势。据UNCTAD

2021年的数据显示，我国的数字服务贸易比重相较于欧盟、美国

及日本等还处于较低水平，仅为37%。新型服务贸易占比远低于

传统服务业，且数字贸易发展的速度滞后于经济发展的速度。在

疫情常态化背景下，对国内循环和数字经济予以大力发展，能够

在缩减中间环节的同时促使协同成本、交易成本得到降低，还能

够推动我国智能互联网产业得到快速发展。

2.3 对外贸企业发展的影响

国内循环不仅可以通过内需在拉动国内企业发展的同时，缩

     国家 
年份      

欧盟 美国 中国

进口 出口 总贸易 进口 出口 总贸易 进口 出口 总贸易

1995 8.7 8.5 17.3 10.0 7.6 17.6 18 20.3 38.2

2000 10.7 8.7 19.4 11.8 7.6 19.4 18.6 20.6 39.2

2005 11.0 9.0 20.0 13.2 6.9 20.1 28.8 33.3 62.2

2010 13.3 10.8 24.1 13.0 8.5 21.5 22.9 25.9 48.9

2015 13.0 12.3 25.3 12.6 8.2 20.8 15.3 20.6 35.9

2020 13.9 12.8 26.8 12.1 7.7 19.8 14.7 17.8 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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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出口、非出口部门间的差距，而且能够缓解行业间发展不平

衡的问题。相较于加工贸易企业而言，参与国内循环的企业能

够实现利润率再升高，能够促使企业拥有更多的资金加大研发

投入，提高创新能力和企业盈利能力。除此之外，国内循环

对于增强企业的抗国际风险能力，提高经济稳定性也有重要作

用。因此，依赖国内循环的外贸企业在国际竞争方面占据更大

优 势 。

3   国际循环对贸易发展的影响

全球经济发展近年来出现了一些新变化，以全球化发展受

阻较为突出。其中，CPTPP、EPA、USMCA 等系列自由贸易协

定的签署不仅强化了亚洲、欧洲、北美板块的区域化属性，而

且进一步加剧了全球贸易秩序的新变化。全球区域性贸易协定

数量近20 余年来已从82 项（2000 年）增长到305 项（2020

年），约为 2000 年的 3.8 倍，对我国贸易发展产生了巨大的

影响。“双循环”尽管以国内循环为主体，但仍不可忽视国

际循环。

3.1 “一带一路”战略对贸易发展的影响

“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与落实不仅为我国对外贸易打造了

高效的平台，而且在为外贸企业开拓新市场规避潜在风险的同时

提供了诸多优惠政策。不仅如此，该战略对于增加沿线国家区域

人民对我国的好感度也有重要意义，而这为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

奠定了良好的基础。2019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额高达

1.35万亿美元，在对外贸易总额中占比达29.6%。可见，该战略

在稳定我国对外贸易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3.2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对贸易的影响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下简称亚投行）于2015年建立。

在投资项目、总额方面，已从2016年的8项、16.9亿美元，增

长到2020年的45项、99.8亿美元。亚投行投资的领域主要包括

交通、金融中介等11个领域。2020年，亚投行60%的项目与疫

情防治及经济恢复有关，对于促进投资国从疫情中恢复起到了重

要的作用。

表 2 2016 年至 2020 年亚投行的投资领域变化情况

（单位：项目，亿美元）

注：同上。

3.3 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对贸易的影响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于2020年签订，2022

年1月正式生效。RCEP中所涉及的区域共包括15个国家，其经

济体量约是世界经济总量的30%。该协定的签订，是我国首次与

排名前10的经济体在双边关税减让方面达成安排。RCEP的签订

不仅有助于对外开放空间的进一步扩大，而且新一轮关税减让承

诺的落实更是对货物贸易流动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4  “双循环”新格局下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实现路径

为促进我国对外贸易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基于“双循

环”新格局对我国的对外贸易发展实现路径展开了探讨，具

体如下：

4.1 注重内需潜力的挖掘并充分发挥超大市场规模优势

在挖掘国内潜在需求时，可通过对中小微企业予以扶持，

还可通过职业技能培训等的加大促进就业稳定，以对居民生活

水平予以保障。居民生活水平的保障，能够增强其购买力，扩

大国内市场对国外中间品、最终品的需求，以对国际内循环产

生促进作用。与此同时，还可通过传统农业产业布局的优化升

级等，在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同时，切实将农民的收入水平予

以提高，以促使农民的消费需求得到释放。除此之外，还应

对社会保障制度予以完善，如养老制度、医疗制度等，以起

到松绑消费的作用，从而畅通双循环，更好地适应并应对多变

且复杂的国际环境。

4.2 注重供给侧结构的改善并进一步提高对外贸易质量

我国为实现贸易强国，必须改善供给侧结构。这也是双循环

新格局的重要要求。只有提高对外贸易产品的质量，方能促进我

国对外贸易的健康发展。因此，应在国内循环中，通过政策优惠

等大力扶持高新技术产业，并逐步将高污染、高耗能的落后产能

予以淘汰，以提高国内制造业的产品质量。同时，在国际循环中，

应注重引进关键设备和核心技术，增强附加值，以在市场竞争中

占据更大份额。

4.3 注重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并提升创新成果转化能力

贸易强国的实现最为关键的是产品质量。而产品质量离不开

科技创新。因此，应注重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并强化成果的转

化能力。如，在国内循环中，要对创新型研发企业予以大力培育，

并通过减负降税等政策，大力推动数字技术、人工智能以及大数

据技术等行业的快速稳健发展。同时，还应鼓励企业与研发机构

或高校等展开通力合作，以加速科研成果的转化能力。另外，还

应以国际知识产权保护标准作为参考，对我国的知识产权法律法

规予以完善。除此之外，政府还应在一些资金需求量大且高精尖

的项目（如高端芯片等）中发挥主导作用，以在尽快补足产业短

板的同时在国内实现产业化。

5  结论

在“双循环”背景下，我国对外贸易为再上新台阶，不

仅要在内需潜力方面予以挖掘，而且要在供给侧结构、自主创新

能力等诸多方面予以持续完善。只有多措并举，方能在新格局下

助推我国对外贸易的高质量发展。

参考文献：
[1]万永坤,海茹欣,赵小靓.双循环视角下交通可达度对我国

进出口贸易的空间影响及作用机理研究[J].兰州财经大学学报,
2022,38(4):54-65.

[2]郑磊.内外"双循环"新发展阶段我国全球价值链提升路
径探讨[J].商业经济研究,2022(2):189-192.

[3]李婧.双循环发展格局下我国对外贸易动能转换与产业竞
争优势——兼论国内消费市场的贸易反哺效应[J].商业经济研
究,2021(13):142-145.

作者简介：

刘心缘（1 9 9 2 - ）女，满族，北京人，大学本科，研究

方 向 ： 国 际 贸 易 。 对 外 经 济 贸 易 大 学 国 际 经 济 贸 易 学 院 在 职

人 员 高 级 课 程 研 修 班 学 员 。

   投资领域及指标 
年份（年）

交通 金融中介 ICT产业 其他

数目 金额 数目 金额 数目 金额 数目 金额

2016 3 3.9 0 0 0 0 5 13

2017 3 7.8 3 4 1 1.5 8 11.7

2018 3 6.5 3 8 0 0 6 18.6

2019 4 11.1 9 13.8 1 0.8 14 19.8

2020 5 11.6 3 4.5 3 2.1 15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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