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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各地区内外贸模式及其融入新发展

格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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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各省（区、市）如何融入新发展格局，需要深刻认识各省（区、市）对内对外贸易特征。综合定性分析和

定量分析结果，中国各省（区、市）的内外贸模式可以划分为双循环经济、外向型经济、自洽型经济、均衡型经济、内

贸型经济、沿边型经济、输入型经济等七种类型。随着中国各地区经济发展形势的不断分化，外向型经济地区的外

贸依存度大幅下降，多数地区基础设施投资能力降低，中国经济发展格局面临重塑。各地区要融入新发展格局，一

是要提升国际大循环的质量和水平，二是要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动力，三是要增强经济双循环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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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4 月，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七次会议

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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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各地区如何融入新发展格局，需要深刻认识各省区

对内对外贸易特征，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

靠性，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

中国区域经济分析主要是东部、中部、西部、东

北四分法，体现了地理等因素的影响，经过改革开

放后沿海、沿边、内陆地区的陆续开放，东部地区依

然是中国对外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区域。

近年来，受中国劳动力成本迅速上升、中美贸易脱

钩等影响，中国各地区对外贸易依存度大幅度下

降，外向型经济对国内经济带动作用降低，中国各

地区内外贸模式面临深刻变革。目前，由于缺乏数

据资料，学界对融入双循环研究更多地是以定性研

究为主，基于此，本文利用中国地区投入产出表数

据，定量分析国内经济循环问题，采用出口、进口、

国内省外流出、国内省外流入、对外贸易依存度、内

贸依存度等指标，对各省（区、市）内外贸模式进行

了聚类分析，形成七大经济循环模式，将国内经济

循环与国际经济循环分析相结合，深入研究各地经

济循环关系，并提出了构建国内国际经济双循环新

发展格局的对策建议，对于中国各地区深度融入双

循环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中国各地区内外贸模式的总体特征

利用《中国地区投入产出表—2017》，选取全国

各省（区、市）总产出、GDP、出口额、进口额、国内省

外流出额、国内省外流入额、内外贸比、外贸依存

度、内贸依存度、流出率、流入率等指标，经过聚类

分析，并采取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方法，可

以将中国各省（区、市）内贸外贸模式划分为以下若

干类型：双循环经济、外向型经济、自洽型经济、均

衡型经济、内贸型经济、沿边型经济、输入型经济

等。其中双循环经济、外向型经济属于外向型经济

的两种形态，其他类型均为不同类型的内向型经济

为主的经济形态（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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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投入产出资料分析（见表 2），中国参与国内

国际经济大循环具有以下特征：一是中国国内贸易

额是比进出口额更大的市场。2017 年，中国各省

（区、市）国内省外流出流入额合计为150.9万亿元，

是全国进出口额 31.6万亿元的 4.78倍。二是外向

型经济、双循环经济、自洽型经济三个地区是我国

的经济中心。2017年，中国GDP中，双循环经济地

区占 9.22%，外向型经济地区占 34.11%，自洽型经

济地区占 21.13%，三个地区合计占全国 GDP 的

64.46%，是我国主要的经济中心。三是外向型经济

地区和双循环经济地区是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地

区。外向型经济地区出口额、进口额分别占全国出

口额的62.43%、进口额的46.74%，双循环经济地区

出口额、进口额分别占全国出口额的 14.53%、进口

额的 32.38% ，两个地区合计占全国出口额的

76.96%，占全国进口额的 79.12%，是中国对外贸易

的主要地区。四是外向型地区和双循环经济地区

是中国国内贸易的主要地区。外向型经济地区国

内省外流出额占全国比重为25.91%，国内省外流入

额占全国比重为27.88%，双循环经济地区国内省外

流出额占全国比重为29.42%，国内省外流入额占全

国比重为 23.56%，两个地区合计占国内省外流出额

的55.33%，占国内省外流入额的 51.44%，也是中国

国内贸易的主要地区。

表1 中国各地区内外贸模式及特征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类型

双循环经济

外向型经济

自洽性经济

均衡型经济

内贸型经济

沿边型经济

输入型经济

地区

北京、上海、重庆

天津、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新疆

四川、山东、湖北、湖南

河北、河南、安徽、山西

陕西、宁夏、吉林、江西、贵州、海南

黑龙江、辽宁、内蒙古、云南、广西

西藏、青海、甘肃

特征

具有高外贸依存度和高内贸依存度，高流出率和高流入率，重庆内贸依存度高

具有较高的外贸依存度和一定的内贸依存度，新疆内贸依存度较高

本省人口及产业配套高，本省形成资本积累和居民消费、流出率和流入率较低

以内陆地区为主，靠近沿海地区，具有中等的外贸和内贸依存度

以内陆地区为主，以参与国内经济循环为主，内贸依存度高

边疆地区，边贸经济相对活跃，但内贸依存度依然较高

青藏高原及其周边地区，自然条件较差，商品流入率远高于流出率

表2 中国各经济循环类型基本情况（2017年）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地区投入产出表—2017》中数据计算得到。

总产出

GDP
出口

国内省外流出

进口

国内省外流入

内外贸易比

外贸依存度

内贸依存度

流出率

流入率

全国

数值

2463092.5
847140.14
162560.4
720300.9
153113.5
789028.5

4.78
37.26

178.17
104.22
111.21

双循环经济

数值

234208.1
78072.64
23627.1
211884.5
49571.6
185871.8

5.43
93.76
509.47
301.66
301.57

比重

9.51
9.22

14.53
29.42
32.38
23.56

外向型经济

数值

847918.6
288956.61
101482.4
186607.1

71562
219980.9

2.35
59.89

140.71
99.70

100.90

比重

34.42
34.11
62.43
25.91
46.74
27.88

自洽型经济

数值

537415.2
178995.5
16352.7
35762.3
11836.6
52789
3.14

15.75
49.47
29.12
36.10

比重

21.82
21.13
10.06
4.96
7.73
6.69

内贸型经济

数值

211936.1
78296.54
6268.5

110236.4
7073.7

123069.7
17.49
17.04
297.98
148.80
166.22

比重

8.60
9.24
3.86

15.30
4.62

15.60

均衡性经济

数值

385015.6
121115.52

8723.8
100507.2
5310.4

112995.4
15.21
11.59

176.28
90.19
97.68

比重

15.63
14.30
5.37

13.95
3.47

14.32

沿边型经济

数值

219218.1
90307.68
5968.7

70271.6
7544.4

86007.3
11.56
14.96
173.05
84.42
103.59

比重

8.90
10.66
3.67
9.76
4.93

10.90

输入型经济

数值

27380.8
11395.65

137.2
5031.8
214.8

8314.4
37.92
3.09

117.12
45.36
74.85

比重

1.11
1.35
0.08
0.70
0.14
1.05

单位：亿元，%

二、中国各地区内外贸模式的区域特征

根据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地理区位和板块特

征，可以从四大板块、沿海沿边、流域经济等不同

维度对各地区的贸易模式进行具体分析。

1.四大板块分析

按照四大板块分析（见表3），东部地区是中国主

要经济中心和对外贸易中心，2017年，东部地区GDP
占全国比重为52.9%，出口额占比为81.9%，进口额

占比为81.6%，东部地区外贸依存度为57.63%。东

部地区也是国内贸易的重要地区，东部地区国内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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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流出额占全国比重为 49.1%，国内省外流入额占

比为46.6%。另一个国内贸易的重要地区是西部地

区，西部地区国内省外流出额占全国比重为24.8%，

国内省外流入额占比为 27.0%，西部地区内贸依存

度是 232.5%。东北地区外贸依存度和内贸依存度

都比较高。中部地区流出率和流入率均相对较低。

表3 中国四大板块内外贸模式分析 单位：亿元，%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地区投入产出表—2017》中数据计算得到。

总产出

GDP
出口

国内省外流出

进口

国内省外流入

内外贸易比

外贸依存度

内贸依存度

流出率

流入率

全国

数值

2463092.5
847140.14
162560.4
720300.9
153113.5
789028.5

4.78
37.26

178.17
104.22
111.21

比重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东部地区

数值

1371249.6
447835.61
133170.4
353567.7
124895.1
367340

2.79
57.63
160.98
108.69
109.91

比重

55.7
52.9
81.9
49.1
81.6
46.6

中部地区

数值

522119.9
176486.6
12671.6

114240.7
6760.5

132381.3
12.69
11.01

139.74
71.91
78.84

比重

21.2
20.8
7.8

15.9
4.4

16.8

西部地区

数值

427124.1
168561.48
13131.3

178786.6
12906.3

213118.5
158.05
15.45

232.50
113.86
134.09

比重

17.3
19.9
8.1

24.8
8.4

27.0

#西北地区

数值

114200.7
46309.1
3769.5
46912.5
5401.3
60856.9
11.75
19.80

232.72
109.44
143.08

比重

4.6
5.5
2.3
6.5
3.5
7.7

东北地区

数值

142598.9
54256.45
3587.1
73705.9
8551.6
76188.7
12.35
22.37

276.27
142.46
156.18

比重

5.8
6.4
2.2
10.2
55.6
9.7

2.沿海、内陆、沿边地区分析

按照区位分析（见表 4），2017 年，沿海地区出

口额占全国比重为 79.75%，进口额占比为 70.5%，

外贸依存度高达 53.56%。沿海地区也是中国重要

的内贸地区，分别占全国国内省外流出额的41.1%，

国内省外流入额的 41.0%。内陆地区是中国最重

要的内贸地区，其 GDP 总量占全国比重为 36.6%，

国内省外流出额占全国比重为 45.8%，国内省外

流入额占比为 44.3%。内陆地区外贸依存度和内

贸依存度分别为 20.14%和 219.40%。沿边地区出

口额和进口额占全国比重分别仅为2.8%和7.4%，边

贸是沿边地区最重要的对外贸易形式，但边贸额

占比并不高。沿边地区的内贸依存度和商品流入

率均较高，对内地制造业产品的输入依赖较大。

表4 中国沿海、内陆、沿边地区分析 单位：亿元，%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地区投入产出表—2017》中数据计算得到。

注：甘肃依据其绝大多数市县区位实际列入内陆地区。

总产出

GDP
出口

国内省外流出

进口

国内省外流入

内外贸易比

外贸依存度

内贸依存度

流出率

流入率

全国

数值

2463092.5
847140.1
162560.4
720300.9
153113.5
789028.5

4.78
37.26

178.17
104.22
111.21

沿海地区

数值

1348092.3
443229.9
129482.5
296070.5
107891.7
323880.4

2.61
53.56
139.87
96.01
97.41

比重

54.7
52.3
79.75
41.1
70.5
41.0

内陆地区

数值

881240.1
309874.3
28488.1
329997.1
33913.6
349858.1

10.89
20.14
219.40
115.69
123.85

比重

35.8
36.6
17.5
45.8
22.1
44.3

沿边地区

数值

233760.1
94035.9
4589.8
94233.3
11308.2

115290.0
13.18
16.91

222.81
105.09
134.63

比重

9.3
11.1
2.8
13.1
7.4
14.6

3.黄河流域与长江经济带分析

黄河流域中，山东和四川属于自洽型经济，省

内人口较多，居民消费、资本积累和中间消耗比例

高，其产品流出率和流入率较低，以省内产业配套

为主。陕西和宁夏属于内贸型经济，内贸依存度

高，主要为沿海地区等提供能源、化工原材料和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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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制造业等产品。青海和甘肃等青藏高原及其周

边地区，属于输入型经济，由于自然条件较差，输出

产品优先，大量外地产品输入。河南和山西属于均

衡型经济，作为内陆地区，一方面较多地承接了沿

海地区的产业转移；另一方面内贸经济依然占据较

大比重，各方面都属于中等水平。内蒙古属于边贸

型经济，但内贸额是外贸额的31.5倍。黄河流域中

内贸型地区较多，具有明显的内向型经济特征。

2017年，黄河流域九省区国内省外流出额为11.9万

亿元，国内省外流入额为 15.3 万亿元，出口额为

1.97 万亿元，进口额为 1.45 万亿元，外贸依存度为

15.6%，内贸依存度为123.8%（见表5）。
表5 黄河流域内外贸经济循环状况 单位：亿元，%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地区投入产出表—2017》中数据计算得到。

总产出

GDP
出口

国内省外流出

进口

国内省外流入

内外贸易比

外贸依存度

内贸依存度

流出率

流入率

黄河流域

671539.5
221218.9

19742
119398.2
14548.4

153256.6
7.95
15.6
123.8
62.9
75.9

青海

6493.2
2624.8
28.8
535
15.7

1822.7
52.98
1.7
89.8
21.5
70.0

四川

98995.5
36980.2
2107.4
9455

1264.6
10618.6

5.95
9.1
54.3
31.3
32.1

甘肃

17877.1
7459.9
90.5

4004.2
196.6
5004
31.38
3.8

120.8
54.9
69.7

宁夏

8863
3443.56
289.5
2688.8
119.1
6319.7
22.05
11.9

261.6
86.5

187.0

内蒙古

35668.6
16096.2

326
13907.9
608.3

15484.8
31.46
5.8

182.6
88.4

100.0

山西

37700.6
15528.4
690.1
7189.6
472.5
7789.8
12.88
7.5
96.5
50.7
53.2

陕西

54144.7
21898.81
2089.9
30776.5
1130.1
34488.8
20.27
14.7
298.0
150.1
162.7

河南

149932.8
44552.8
3714.6
44702
2059.3

55981.8
17.44
13.0

226.0
108.7
130.3

山东

261864
72634.2
10405.2
6139.2
8682.2

15746.4
1.15
26.3
30.1
22.8
33.6

长江经济带中，上海和重庆属于双循环经济，

江苏和浙江属于外向型经济，上海、江苏和浙江是

中国外向型经济的龙头地区，其外贸依存度分别为

129.1%、44.3%、56.0%，重庆市外贸依存度为31.3%，

内贸依存度更是高达 805.7%，是以内贸为主、外贸

为辅的开放高地。四川、湖北、湖南属于自洽型经

济，江西和贵州属于内贸型经济，安徽属于均衡型

经济，云南属于边贸型经济。长江经济带是以上

海、江苏、浙江为龙头，交通顺畅、经济协同性高的

经济带，是中国重要的经济增长极。2017年，长江

经济带国内省外流出额为31.7万亿元，国内省外流

入额为34.9万亿元，出口额为7.4万亿元，进口额为

5.8万亿元，分别是黄河流域九省区的2.7倍、2.3倍、

3.8倍、4倍。长江经济带外贸依存度为35.6%，内贸

依存度为179.5%。在全国经济中，黄河流域九省区

占全国比重为 26.11%，长江经济带占比为 43.8%；

黄河流域九省区国内省外流出额占全国的 16.6%，

长江经济带占比为44%；黄河流域九省区国内省外

流入额占全国的19.4%，长江经济带占比为44.3%；

出口额中，黄河流域和长江经济带分别占 12.1%、

45.7%；进口额中，黄河流域和长江经济带分别占

9.5%和37.7%（见表6）。
表6 长江经济带内外贸经济循环状况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地区投入产出表—2017》中数据计算得到。

总产出

GDP
出口

国内省外流出

进口

国内省外流入

内外贸易比

外贸依存度

内贸依存度

流出率

流入率

长江经济带

1066446.9
370998.5
74309.6

316602.2
57717

349353.6
5.04
35.6
179.5
105.4
109.7

上海

94053.3
30633

13493.4
56570.3
26063.1
43111.7

2.52
129.1
325.4
228.7
225.8

江苏

259205.3
85869.8
23677.8
50655.5
14375.8
55780.5

2.80
44.3
124.0
86.6
81.7

浙江

152428.6
51768.3
21467.6
41879.8
7506.9
60533.2

3.53
56.0
197.8
122.4
131.4

安徽

98306.7
27018
2177

24136.4
1548.7

22709.8
12.57
13.8

173.4
97.4
89.8

江西

59624.1
20006.3
2249.8

18044.6
790.2

19485.9
12.34
15.2

187.5
101.4
101.3

湖北

94458
35478.1
2328.3
5078.8
1069.3
8885
4.11
9.6
39.4
20.9
28.1

湖南

82097.7
33903
1511.8

15089.3
820.5
17539
13.99
6.9
96.2
49.0
54.2

重庆

55914.6
19424.7
3488.4

77282.8
2597.9

79220.5
25.71
31.3

805.7
415.8
421.2

四川

98995.5
36980.2
2107.4
9455

1264.6
10618.6

5.95
9.1
54.3
31.3
32.1

云南

38771.2
16376.3
731.4
5430
761.5

15016.5
13.70
9.1

124.9
37.6
96.3

贵州

32591.9
13540.8
1076.7

12982.7
918.5

16462.9
14.76
14.7

217.5
103.8
128.4

单位：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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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发展格局下中国各地区经济形势变化

的具体表现

2007 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受到欧美经济危

机、中美贸易摩擦、国内经济新常态、新冠疫情等诸

多内外部因素的影响，经济发展内外部环境发生深

刻变化，经济发展格局产生深刻变革。中国各地区

经济形势在此过程中呈现出新的发展特征。

1.外向型经济地区外贸依存度大幅下降

近年来，中国外向型经济发展面临挑战，对国

内经济大循环形成较大冲击。2007—2023年，全国

外贸依存度从 60%下降到 33.1%，其中双循环经济

地区外贸依存度从143.2%下降到70.8%，外向型经

济地区外贸依存度从 107.4%下降到 49.4%。2023
年，中国进出口大省（市）依然是广东、江苏、浙江、

上海、北京、山东、福建等，但增长率并不高。增长

率较高的是西藏、新疆、内蒙古、海南、黑龙江等沿

边地区，降幅较大的是云南、陕西、甘肃、湖南、重庆

等地，以内陆地区为主。可能的原因主要是外向型

经济地区外商投资、企业外流对出口影响较大，也

影响了国内配套的内贸型经济发展；并且高能耗地

区在原材料进口、化工原材料等加工品出口方面受

贸易摩擦等的影响较为深远。

2.外向型经济地区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趋弱

2019—2022年，中国GDP增长率从 6%下降到

3%，新冠疫情对各地经济影响较大。2023年全国

GDP增速为 5.2%，经济增长有所恢复，工业增加值

增长较快的是海南、宁夏等经济小省，而福建、广

东、陕西等工业经济增长缓慢。中国作为世界工

厂，积极主动融入国际经济大循环，东部沿海地区

长期承担着中国经济发展的引擎职能，如今外向型

经济增长拉动能力趋弱，将对国内经济大循环产生

重要影响。外向型经济地区在对外开放、创新驱

动、引领内陆发展等方面具有关键的作用，一方面

外向型地区产业链转型升级需要内贸型地区重新

配套；另一方面，近年来外向型经济地区的钢材、水

泥、布匹、化工产品，甚至电冰箱、电视机等耐用消

费品产能也大幅度减少，传统产业急需向欠发达地

区转移。

3.多数地区基础设施投资能力下降

近些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呈现低速增长态

势。2023年固定资产投资仅增长 2.8%，其中，基础

设施投资增长 5.9%，东北地区固定资产投资下降，

中西部地区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缓慢。中国土地财政

模式弱化、地方财政困难是基础设施投资能力下降

的重要原因。2016—2022年，全国土地成交价款仅

增长0.4%，其中北京、上海、浙江三省（市）分别增长

81.6%、1.24倍、77.1%，安徽、湖北、青海、宁夏、新疆

等地区土地收入增加，其他地区均有不同程度减少。

房地产是影响全国经济的重要因素之一。

2023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 9.6%，下降幅度

较大的是沿边地区、东北地区和西南地区等。随着

全国房地产市场形势的变化，上海、北京、广东等少

数发达地区的中心城市房地产可能还有一定的上

涨空间。

4.部分沿海、沿边地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减少

一是中国消费市场主要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

及中西部人口大省。2023年全国全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达到471495亿元，增长7.2%，市场虽有所恢

复，但低于预期。2022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全

国比重中，外向型经济地区占比33.2%，自洽型经济

地区占比 22.4%，双循环经济地区占比 10%，合计

65.6%，比2007年降低1个百分点。2007—2019年，

中国共有16个省（区、市）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

重下降，主要是沿海地区的北京、上海、天津、浙江、

广东、山东等省市，辽宁、吉林、黑龙江等东北地区，

内蒙古、新疆、广西等沿边地区，河北、山西、甘肃、

青海等北方地区，这些可以统称为受经济新常态影

响地区，其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合计占全国比重从

2007年的68%下降到2019年的54.7%。

二是部分地区受新冠疫情影响市场水平依然

没有恢复。2019—2022年，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增长 7.77%，11 个省（区、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绝对减少。其中天津市、北京市分别减少15.3%、

8.4%；东北地区受经济衰退影响，吉林减少9.6%，黑

龙江减少7%，辽宁减少1.5%；西北地区市场依然没

有恢复到新冠疫情之前的水平，其中青海减少

11.2%、新疆减少10.4%、宁夏减少4.4%，内蒙古、湖

北、西藏等地也出现零售额减少状况。总体上，沿

边型经济地区和输入型经济地区的市场有所萎缩，

北方地区市场比重下降，南方地区和内陆地区比重

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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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社会商品零售市场网络化水平越来越提

高。2016—2022年，中国网上零售额增长 1.67倍，

电商率从 15.5%提高到 31.3%。2022 年，外向型经

济地区网上零售额占全国总零售额的比重达到

51.6%，电商率高达 48.7%。网上零售额较大的广

东、浙江、江苏、上海、北京5个省市合计占全国比重

为61%。电商类超过50%的有北京、上海、广东、浙

江、天津 5省市，超过 20%的还有福建、河北、江苏、

海南、辽宁、山东、江西等 7省。双循环经济地区和

外向型经济地区比重在逐步降低，而自洽型、内贸

型、均衡型、沿边型经济地区比重均有所提高。

四、中国各地区融入新发展格局的对策建议

中国各地区要基于自身内外贸模式的鲜明特

征，在经济双循环格局中，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大力

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例如，沿海地区要继续发挥开放和创新的带动作

用，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努力促进创新驱动的动力

转换，提高高质量发展水平。总体来看，改革开放

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得益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

体系，从而带动国内经济大循环。如今，随着国内

外环境的复杂多变，要继续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

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地位，尤其是要重

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安全性和可靠性，努力提高

国际大循环的质量和水平，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

动力。

1.努力提升国际大循环的质量和水平

一是积极扩大制度型开放，坚持融入世界经济

体系。瑞士信贷分析师佐尔坦·波尔兹萨尔认为，

前些年全球化的供应链是低通胀高增长世界的基

石，这个体系有三个支柱，其中中国制造的便宜商

品提高了美欧实际工资的购买力，廉价的俄罗斯能

源为德国乃至更广泛的欧洲工业体系提供了能源

和竞争力，全球化建立在信任基础之上，近年来逆

全球化思潮盛行，随着中美经济脱钩和俄乌冲突，

原来的全球化陷入信任危机，在欧亚大陆上正在形

成一个中国、俄罗斯、伊朗等国家组成的“被制裁者

联盟”（TRICKs）（佐尔坦·波尔兹萨尔，2022）。正如

孙立平教授所提出的观点，在全球化时代，通行的

是比较优势逻辑和资本逐利逻辑，而在后全球化的

大拆解时代，安全逻辑和价值逻辑将会取而代之

（孙立平，2020）。中国目前面临的问题是供给大于

需求，经济过冷及投资过剩等问题，长远问题是美

西方与中国科技脱钩，中美是否各自发展自己的科

技体系，中国的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充满风险和挑

战的新阶段。中国应该积极寻找降低中美冲突的

平衡点，从深层次上化解中美根本矛盾，把稳定中

美关系作为关键和重点。应主动对接高标准国际

经贸规则，积极维护世界贸易组织（WTO）、亚太经

济合作组织（APEC）、《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

定》（RCEP）等多元稳定的国际经济格局，推进中

国—东盟自贸区3.0版谈判，争取加入《数字经济伙

伴关系协定》（DEPA)、《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

系协定》（CPTPP），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

加强国际经济联系。继续扩大同金砖国家、上海合

作组织等经济合作，继续提高对外开放质量和

水平。

二是提升“一带一路”建设质量，加快建设西部

陆海新通道。“一带一路”改变了西方主导的海洋经

济格局，在欧亚大陆上促进了陆上丝绸之路的复

兴，是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加快与亚洲、欧洲、非洲

等地区合作发展的新方案。应该继续提升“一带一

路”发展质量，优化中欧班列运行，加快开拓亚欧大

陆、非洲、南亚东南亚、中东地区等新市场。陆上丝

绸之路经济带具有运输时间短的优势，中欧班列货

物当前依然以东部沿海地区产品为主，要充分发挥

陕西西安、河南郑州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重要起点

的作用，强化亚欧经济论坛、中国—阿拉伯国家博

览会等平台作用，在西北地区适当建设面向中亚等

地市场的生产基地，继续重视天津港、青岛港、连云

港等沿海口岸作用。

三是加快服务业扩大开放。2022年，中国服务

业占 GDP 比重为 52.8%，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

41.8%，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达到 8891 亿美

元，连续第九年位居全球第二位。服务业已成为中

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点领域。未来，应继

续推进世界贸易组织（WTO）服务贸易国内规制谈

判成果在国内的生效实施，放宽服务业外资准入，

实施更高水平的数字贸易开放措施，增强大数据、

云计算、人工智能等领域的自主创新能力，深化

“一带一路”国家服务贸易和数字贸易合作。对外

开放从中国制造升级为中国服务，促进中国经济

动能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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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

随着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的日益凸显，以国

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

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对于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

和水平意义重大。一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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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出现过

剩经济，既有国际因素，也有国内因素，并非都是落

后产能。应对过剩经济，需求端扩大市场和供给侧

转型升级不可偏废。要严格落实“六保”“六稳”政

策，把保市场主体、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作为重要

内容。努力增强投资对扩大内需市场、优化供给结

构的关键作用。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加强国家重

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积极弥补

中西部地区“铁公机”等传统基础设施短板，扩大教

育、医疗、社保等公共服务投资，发挥中流砥柱作

用。要积极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努

力提高居民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

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把就业放在更加重要的

地位，努力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增强消费对经

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

二是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积极培养内生原始创

新驱动力。创新是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的关

键。构建以国内经济大循环为主的新发展格局，必

须警惕中美经济脱钩影响，积极应对美西方对中国

技术封锁的冲击，实施创新驱动战略，这是中国式

现代化建设的长期艰巨任务。2023年，中国进出口

额虽然只增长了0.6%，但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

电池“新三样”出口增长近30%，特别是新能源汽车

增长 77.6%，广东、江苏、浙江、上海、北京、山东、福

建七个外贸大省（市）作出主要贡献，以东部沿海地

区为龙头的新质生产力逐步形成。各地区充分发挥

比较优势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如山东提出“壮大十

强产业，建设先进制造业强省”；河南强调坚定以制

造业高质量发展为主攻方向，建设制造业强省；宁夏

提出聚焦“六新六特六优”产业，打造现代产业基

地。内贸型地区主要为国内外产业提供能源原材

料等配套，要积极抓住数字经济、储能产业发展机

遇，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黄河流域青海、甘

肃、宁夏、山东等储能产业发展迅速，宁夏锂电池等

储能装机规模位居全国第二位，宁夏、内蒙古、甘肃

等要大力发展“东数西算”产业，积极落实碳达峰碳

中和目标，大力发展绿色经济，构建绿色制造体系，

努力实现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要推动东

北地区全面振兴，加快构建具有东北特色优势的现

代化产业体系，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加

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加快建设现代化基础设施

体系，逐步提高东北地区开放和发展水平。

三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提高生产要素使用效

率。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改革的边际效应越来越

小，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不

断提高生产要素使用效率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方

面。例如，近年来，宁夏深入开展用水权、土地权、

排污权、山林权、用能权、碳排放权等“六权”改革，

努力激发市场活力，为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环境

友好型社会形成良性循环机制。具体来看，构建以

国内循环为主的经济，要在深化城乡关系改革上下

功夫，稳妥推进农村宅基地改革；在教育、医疗、养

老保障等改革上下功夫，提高城乡居民社会福利水

平。要继续优化区域开放布局，积极关注沿海外向

型经济地区和经济大省的稳定发展，中国经济是国

内国际经济双循环，没有外向型经济地区的经济增

长，国内配套生产就没有市场，西北地区的电力、煤

炭、原材料等也就缺乏外部需求。目前，北京、天

津、上海等地的经济功能在逐步疏解，未来将重点

在科技创新、现代服务业等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

作用。必须巩固东部沿海地区开放先导地位，充分

发挥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京津冀等引领作用，积

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内陆地区中心城市要推进

产业集聚集群、产城融合发展，带动黄河流域和长

江经济带等广大腹地发展。自洽型经济地区要进

一步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种资

源两个市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3.增强经济双循环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中国目前劳动力价格上升，一些劳动密集型产

业开始流向南亚、东南亚等地区，由于美西方的封

锁和制裁，高技术产业也面临着脱钩风险，部分西

方投资企业也陆续退出中国，如何规避中等收入陷

阱，是中国经济安全性保障的主要问题。

一是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

上。从开放引领型经济向创新驱动型经济模式转

换过程中，要积极推动劳动密集型等产业向中西部

地区转移，也要避免形成经济空心化。实体经济和

中西部地区要为向高新技术产业转型升级争取时

间和空间，通过机器人应用来降低劳动力成本。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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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要关注电商平台的垄断化和集中化，防止网络

化对边远地区、实体商店和菜农的挤压。

二是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和安全性水

平。中西部地区具有资源优势，要将资源优势转化

为经济优势。与此同时，中部地区对部分矿产资源

的对外依存度较高，对国内外核心技术和高端设备

的需求也较大，必须提高战略性资源保障能力，防

止关键技术“卡脖子”和断链“风险”。

三是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越是大国经济，越

具有国内市场为主的特征。中国经济高外贸依存

度是一种非常态状况。在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下，

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越来越表现出巨大市

场的影响力。随着外部环境不断发生深刻改变，努

力克服内需严重不足，是化解过剩经济的重要措施

之一。要加快实施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

换新行动，积极扩大内需。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

破除地方保护和行政垄断，促进商品和生产要素的

自由流动和市场化配置。各地区在全国的分工各

不相同，要重点在推进市场规则制度共通、供应链

区域合作共促等方面加强合作。

四是要统筹发展和安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统筹好地方债务风险化解和稳定发展，进一步落实

一揽子化债方案。要高度重视沿边地区发展与安全

的统筹协调。沿边地区承担着国防安全任务，青藏

高原等输入型经济地区也承担着“中华水塔”等重大

生态使命，不能只算经济账，要统筹考虑，积极加强

政府在人口布局、基础设施、经济安全、社会和谐、民

族团结等方面的作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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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Foreign Trade Pattern and Integration into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of Various
Regions of China

Duan Qinglin
Abstract: How does Chinese provinces and regions integrate into th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requires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the internal and foreign trade characteristics of each province and region. Based on the qualitative analysis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results, the domestic foreign trade patterns of China’s provinces and regions can be divided into seven types: double
circular economy, export-oriented economy, self-consistent economy, balanced economy, domestic trade economy, border economy
and import economy.With the continuous differentiati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various regions in China, the dependence on
foreign trade of export-oriented economic regions has declined significantly, and the capacity of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in most
regions has decreased, and the pattern o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facing reshaping. All regions should integrate into th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by improving the quality and level of the international great cycle, enhancing the driving force of the
domestic great cycle, and enhancing the security and reliability of the economic double cycle.
Key Words: Domestic and Foreign Trade Mod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Export-Oriented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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