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外交评论　２０２１年 第２期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与中国
对外战略的升级

钟飞腾

＊ 钟飞腾，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北京１００００７）。

＊＊ 本文得到国家 社 会 科 学 基 金 重 大 项 目 “东 北 亚 命 运 共 同 体 构 建：中 国 的 思 想 引 领 与 行 动”
（项目编号：１８ＺＤＡ１２９）和中宣部 “宣传思想文化青年英才”项目的支持。

ＤＯＩ：１０．１３５６９／ｊ．ｃｎｋｉ．ｆａｒ．２０２１．０２．００１

摘　要　在当前国际 形 势 下，中 国 发 展 战 略 调 整 与 对 外 政 策 的

关系正重新受到关 注。中 国 政 府 强 调，要 立 足 新 发 展 阶 段，以 新 发

展理念加快形成 “双 循 环”新 发 展 格 局。新 发 展 格 局 从 过 去 倚 重 国

际大循环转向平衡国内 循 环 和 国 际 循 环，同 时 更 加 重 视 国 内 市 场 需

求这个战略基点。本文认为，人均ＧＤＰ是研判发展阶 段 的 最 关 键 指

标。中国提出新发展阶段，正是立足于人均ＧＤＰ连续 两 年 突 破１万

美元并将很快成为高收 入 国 家 这 个 趋 势。不 同 的 发 展 阶 段 需 要 不 同

的发展战略。中国不会转向进口替代战略，而将更加侧重运用２０世

纪８０年代后期以来的内生增长理论。中国已经从 “小国经济”转 变

为 “大国经济”，具有改变比较优势的能力。随着新发展格局的逐 步

形成，中国对外战略将 更 加 重 视 安 全 与 发 展 的 关 系，并 将 出 现 五 种

明显的变化：第一，内政 对 对 外 政 策 的 影 响 力 相 对 下 降，两 者 的 分

离性将增强；第二，中国生 产 和 消 费 并 重 的 特 色 将 影 响 对 外 关 系 中

的身份定位；第三，发展中 国 家 和 新 兴 市 场 在 中 国 对 外 政 策 中 的 地

位有更大的上升空间；第 四，经 贸 模 式 和 规 则 更 有 利 于 发 展 中 国 家

和新兴市场；第五，“全人类共同价值”将成为中国对外政策的价 值

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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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年５月中央提出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引 发 各 方 关 注，特 别 是 有

关国内和国际两 个 大 循 环 的 关 系。 “双 循 环”新 发 展 格 局 强 调 将 扩 大 内 需 作

为战略基点，但并不是说中国要完 全 退 回 到 自 力 更 生、闭 关 自 守 的 状 态。中

国政府反复 强 调，新 发 展 格 局 的 一 个 重 要 方 面 是 积 极 主 动 构 建 新 的 国 际 循

环。２０２１年３月，“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被写入 “十四五”规划 和２０３５年 远

景目标纲要，确立２０３５年实现人均ＧＤＰ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① 这

意味着２０２１—２０３５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需保持在年均５％左 右，双 循 环 新 发

展格局的核心目标仍然是维持一 个 中 高 速 的 经 济 增 长 率。随 着 “十 四 五”规

划的通过，“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成为中国国家发展的一项中长期战略。

中国是一个大国，在经 济 意 义 上 也 已 成 长 为 “大 国 经 济”，因 而 中 国 主

动推进发展战 略 的 转 变，将 对 外 部 世 界 产 生 重 要 影 响。中 国 推 进 “双 循 环”

新发展格局也受到国际环境的影响。几 乎 所 有 的 经 济 学 家 都 注 意 到，中 国 政

府提出 “双循环”的国际背景之一是 国 际 循 环 的 动 力 在 减 弱，并 且 也 都 将 中

美关系的变化视作重要原因。事实上，发 展 战 略 与 对 外 关 系 是 密 切 联 系 的。②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以来的 改 革 开 放 之 所 以 取 得 重 大 成 就，离 不 开 一 个 开 放 稳

２

①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２０３５年 远 景 目 标 纲 要》，《人 民 日

报》，２０２１年３月１３日，第５版。
在对外关系类型的相关文献中，有关发展战略与对外 关 系 两 者 联 系 的 研 究 并 不 丰 富。原 因 之

一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以来，绝大多数国家采取了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而发达国家 基 本 上 采 取 了 开

放战略。但在此之前，我们都知道存在进口替代模式，在发展理论上有主张和发达国 家 （资 本 主 义 世

界体系）脱钩的战 略，这 一 战 略 对 一 些 发 展 中 国 家 的 对 外 政 策 产 生 了 重 大 影 响。早 期 文 献 可 参 考

Ｒｏｂｅｒｔ　Ｌ．Ｒｏｔｈｓｔｅｉ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ｏｌｉｃｙ：Ｆｒｏｍ　Ｎｏｎａｌｉｇｎｍｅｎｔ　ｔｏ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ｌａｓｓ
Ｗａｒ”，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Ｖｏｌ．５２，Ｎｏ．４，１９７５，ｐｐ．５９８－６１６；Ｗｉｌｌｉａｍ　Ｊｅｓｓｅ　Ｂｉｄｄｌｅ，“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Ｊａｍａｉｃａ”，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Ｖｏｌ．３３，Ｎｏ．４，
１９８９，ｐｐ．４１１－４３４。发达国家将发展战略推广到发展中 国 家，美 国２０世 纪６０年 代 现 代 化 理 论 所 蕴 含

的对外政策最可称著。有研究甚至认为，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起，为了同苏联模式竞 争，美 国 政 府 就 已

经开始致力于将以私人资本为核心的美国模式强加于巴西，并在对外政策领域支持 独 裁 政 权、适 用 秘

密行动、订立军事援助协定，并在紧急情况下提供援助，以确保整个区域的政治稳 定，但 无 论 是 推 广

现代化理 论 还 是 辅 以 对 外 政 策，美 国 的 行 动 并 不 成 功。参 见 Ｂｅｖａｎ　Ｓｅｗｅｌｌ，“Ｅａｒｌｙ　Ｍｏｄｅｒｎｉｓ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Ｔｈｅ　Ｅｉｓｅｎｈｏｗｅｒ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Ｂｒａｚｉｌ”，Ｅｎｇｌｉｓｈ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ＣＸＸＶ，Ｎｏ．５１７，２０１０，ｐｐ．１４４９－１４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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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国际环境。邓小平在推动形成改 革 开 放 时，就 极 为 注 重 国 际 环 境 和 周 边

环境。１９８０年１月１６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 指 出，“我 们

的对外政策，就本国来说，是要 寻 求 一 个 和 平 的 环 境 来 实 现 四 个 现 代 化。”①

当时，我国人均ＧＤＰ约占美国的３％。在 这 样 一 个 低 水 平 的 发 展 阶 段，中 国

只有与外部世界搞好关系，才能通过 开 放 获 得 发 展 所 需 要 的 资 金、技 术 和 市

场。此后，在中国共产党历届全国代 表 大 会 政 治 报 告 中，维 护 良 好 的 外 部 环

境都是重要目标。从政治经济角度看，当 初 确 立 这 一 战 略 的 重 要 基 础 是 国 际

力量对中国实现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至关重要。

当前，传统的国际秩序呈现 重 构 的 迹 象， “世 界 正 处 于 百 年 未 有 之 大 变

局”。② 在中国政府形成和出台有关新发 展 格 局 的 理 念 和 政 策 部 署 时，国 际 环

境最为显著的变化是中美关系的恶化，美 国 将 崛 起 的 中 国 视 作 比 鼎 盛 时 期 苏

联更胜一筹的战略竞争对手。与此同 时，中 国 经 济 增 速 也 从 高 速 发 展 阶 段 的

１０％下降到目 前 的６％左 右，未 来 仍 将 继 续 下 降。而 实 现２０３５年 的 既 定 目

标，却需要维持一个中高速的 经 济 增 长 率。中 央 多 次 强 调，新 发 展 理 念、新

发展阶段和新发展格局是密切 相 关 的。目 前 来 看，对 “双 循 环”新 发 展 格 局

的讨论，基本上是从经济学角度展 开 的，主 要 关 注 的 问 题 是 “双 循 环”是 否

可行以及如何实现，而对新发展格局 与 对 外 政 策 两 者 之 间 的 关 系，相 关 讨 论

还不够充分。鉴于中国的国际地位，中 国 发 展 战 略 的 调 整 势 必 影 响 到 对 外 关

系。那么，需要聚焦的问题是，中国试 图 推 动 形 成 的 新 发 展 格 局 到 底 需 要 并

将会产生一种怎样的对外关系？与以 往 相 比，新 发 展 阶 段 的 对 外 政 策 将 呈 现

哪些新的特点？

一、“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战略考量

２０２０年５月１４日，习近平 总 书 记 在 主 持 中 共 中 央 政 治 局 常 务 委 员 会 会

议时指出：“充 分 发 挥 我 国 超 大 规 模 市 场 优 势 和 内 需 潜 力，构 建 国 内 国 际 双

３

①

②

邓小平：《目前的形势和任务》，载 《邓小平文选》（第 二 卷），人 民 出 版 社，１９９４年，第２４１
页。

《坚持以新时代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外 交 思 想 为 指 导，努 力 开 创 中 国 特 色 大 国 外 交 新 局 面》，
《人民日报》，２０１８年６月２４日，第１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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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① 这是 中 央 高 层 首 次 正 式 提 出 “双 循 环”新 发

展格局。会议的主要内容有两项：一是 研 究 部 署 常 态 化 疫 情 防 控 措 施 落 地 见

效，二是研究提升产业链、供应 链 的 稳 定 性 和 竞 争 力。由 此 可 见，提 出 “双

循环”新发 展 格 局 的 背 景 与 新 冠 肺 炎 疫 情 全 球 大 流 行 有 密 切 关 系。５月２４
日，习近平在看望参 加 全 国 政 协 十 三 届 三 次 会 议 的 经 济 界 委 员 时 再 次 指 出：

“逐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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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育新形势下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②７月３０日，中 共 中 央 政 治

局召开会议，研究 关 于 制 定 国 民 经 济 和 社 会 发 展 第 十 四 个 五 年 规 划 和２０３５
年远景目标的建 议。会 议 认 为， “我 们 遇 到 的 很 多 问 题 是 中 长 期 的，必 须 从

持久战的角度加以认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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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在两个月 内，中 央 对 “双 循 环”新 发 展 格 局 的 表 态

更趋紧迫，从 “逐步形 成”提 升 为 “加 快 形 成”，并 结 合 “十 四 五”规 划 和

２０３５年远景目标，表明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一项中长期发 展 战 略。２０２０
年１０月２９日，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通 过 《中 共 中 央 关 于 制 定 国 民 经 济 和 社

会发展第十四个五 年 规 划 和 二 〇 三 五 年 远 景 目 标 的 建 议》，文 件 第 五 部 分 写

明要 “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构建新发展格局”。④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引 发 了 国 内 外 广 泛 的 关 注 和 讨 论。事 实 上，绝 大

多数人都同意将扩大内需作为 “双 循 环”新 发 展 格 局 的 战 略 基 点，但 是 国 内

外在两个重要问题上的认识仍存在 一 些 分 歧。一 种 意 见 认 为，中 国 倡 导 以 国

内经济循环为主，可能意味着不再 重 视 国 际 经 济 循 环。对 于 这 种 论 调，中 央

明确加以否定，中国学 术 界 也 基 本 不 认 可。２０２０年７月２１日，习 近 平 在 企

业家座谈会上强 调， “以 国 内 大 循 环 为 主 体，绝 不 是 关 起 门 来 封 闭 运 行，而

是通过发挥内需潜力，使国内市场和 国 际 市 场 更 好 联 通，更 好 利 用 国 际 国 内

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更加强劲可持续的发展。”⑤８月２４日，习 近 平 在

经济社会领域专 家 座 谈 会 上 指 出， “随 着 外 部 环 境 和 我 国 发 展 所 具 有 的 要 素

４

①

②

③

④

⑤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人民日报》，２０２０年５月１５日，第１版。
《坚持用全面辩证长远眼光分析经济形势，努 力 在 危 机 中 育 新 机 于 变 局 中 开 新 局》，《人 民 日

报》，２０２０年５月２４日，第１版。
《决定召开十九届五中全会》，《人民日报》，２０２０年７月３１日，第１版。
本书编写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

目标的建议〉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第３０—３２页。
习近平：《在企业家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２０２０年７月２２日，第２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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禀赋的变化，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 国 际 大 循 环 动 能 明 显 减 弱，而 我 国 内 需

潜力不断释放，国内大循环活力日 益 强 劲，客 观 上 有 着 此 消 彼 长 的 态 势。对

这个客观现象，理论界进行了很多 讨 论，可 以 继 续 深 化 研 究，并 提 出 真 知 灼

见。”①８月１６日，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在一次公开演讲 中 认 为，中 国

理论界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期就提出应 调 整 国 际 大 循 环 战 略，中 国 政 府 也 在

２００６年发布的 “十一五”规划中提出，促使经济增长由主要 依 靠 投 资 和 出 口

拉动向消费与投资、内需与外需协 调 拉 动 转 变。中 央 现 在 提 出 “双 循 环”新

发展格局，“并 不 是 对 国 际 大 循 环 战 略 的 否 定，而 是 对 它 的 扬 弃，是 对 它 的

补充和发展。”②

与国内认为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并 不 否 定 国 际 大 循 环 不 同，国 际 上 对

两个循环的关系持有更 加 复 杂 的 看 法。２０２０年８月２５日，北 京 大 学 金 融 学

教授、卡内基清华中心高级研究员迈 克 尔·佩 蒂 斯 在 英 国 《金 融 时 报》发 表

评论认为，“双循环”并不是一种新 的 战 略，至 少 从２００７年 起 中 国 政 府 就 提

出了类似看法，当时即强调要把内 需 作 为 “再 平 衡”的 重 中 之 重，但 是 这 种

“再平衡”并未取得 良 好 成 效。例 如，２０１９年 消 费 占 ＧＤＰ的 比 重 仅 比２００７
年高出２个 百 分 点。佩 蒂 斯 进 而 强 调，如 果 要 扩 大 内 需，势 必 提 高 工 人 工

资，而这将削弱以低工资为核 心 竞 争 力 的 出 口 能 力。因 而，在 他 看 来， “国

内大循环”和 “国际大循环”存在此消彼长的矛盾。③

第二种意见认为，中国提出 “双循 环”新 发 展 格 局，本 来 是 基 于 对 中 美

关系出现巨大断裂并可能形 成 “脱 钩”局 面 的 反 应，一 旦 “双 循 环”格 局 形

成将加速中 美 的 分 裂。如 果 说２０世 纪８０年 代 后 期 中 国 提 出 参 与 国 际 大 循

环，是以全球化特别是以融入经济全 球 化 为 重 要 国 际 框 架，那 么 在 当 前 中 美

博弈加剧、全球化退潮的局势下，作为 全 球 第 二 大 经 济 体 的 中 国 执 行 一 项 新

的发展战略，既是对新形势的回应，也 必 然 对 全 球 格 局 产 生 重 大 影 响。美 国

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两位中国问题 专 家 朱 迪·布 兰 切 特 和 安 德 鲁·波 尔

克认为，“双循环”新战略体现出中国的新理 念，“表 明 中 国 将 进 入 一 种 新 的

发展模式，这种模式将不断上升的全球 不 确 定 性 和 日 益 敌 对 的 外 部 环 境 下 可

５

①

②

③

习近平：《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２０２０年８月２５日，第２版。
余永定：《怎样实现 从 “国 际 大 循 环”到 “双 循 环”的 转 变》，搜 狐 网，２０２０年８月２２日，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ｓｏｈｕ．ｃｏｍ／ａ／４１４５０６１６６＿７２９２６３。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Ｐｅｔｔｉｓ，“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ａ’ｓ‘Ｄｕａｌ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Ｍｏｄｅｌ”，Ｔｈ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Ｔｉｍｅｓ，Ａｕｇｕｓｔ　２５，２０２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ｆｔ．ｃｏｍ／ｃｏｎｔｅｎｔ／ａ９５７２ｂ５８－６ｅ０１－４２ｃ１－９７７１－２ａ３６０６３ａ００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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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的新机遇相结合，将全球供应链的 持 续 脱 钩 视 为 一 种 持 久 的 趋 势，平 衡 国

际化和自给自足，标志着中国版本的 ‘对冲整合’（Ｈｅｄｇｅｄ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①

在中国提出 “双循环”新发 展 格 局 时，中 美 关 系 正 面 临２０世 纪７０年 代

建交以来最大的 冲 击。美 国 现 任 总 统 拜 登 在２０２０年３—４月 号 的 《外 交 事

务》上曾发表竞 选 文 章 《拯 救 特 朗 普 之 后 的 美 国 外 交 政 策》，其 对 华 政 策 基

本可以概括为如下三条：第一，美国 将 与 其 他 西 方 国 家 联 合 起 来，凭 借 占 据

全球ＧＤＰ一半以上的分量，塑造从环境到劳动力、贸易、技术以及透明度领

域的规则；第二，美国对华将采取强 硬 措 施，不 让 中 国 主 导 未 来 的 技 术 和 产

业发展；第三，美国打算在气候变 化、防 核 扩 散 和 全 球 卫 生 安 全 等 “中 美 利

益交汇的问题”上与中国合作。② 与此同时，２０２０年５—７月，美 国 特 朗 普 政

府高官很罕见地密集发表攻击中国的 政 策 言 论，其 污 蔑 的 内 容 涉 及 中 国 共 产

党、中国 “盗窃”知识产权。特朗普政 府 直 接 将 中 国 定 位 为 比 鼎 盛 时 期 的 苏

联更有能力的竞争对手。③

中美关系和国际权力格局的 变 化 对 中 国 加 快 形 成 “双 循 环”新 发 展 格 局

产生持续的影响。事实上，中国改革开 放 成 功 的 一 条 重 要 经 验 就 是 维 护 良 好

的外部环境，既包括开放的全球经济，也 包 括 稳 定 的 大 国 关 系 和 良 好 的 周 边

环境。按照权力转移理论，中国力量 的 快 速 崛 起 将 引 发 权 力 格 局 的 重 组，权

力相对下降的国家更可能采取好 战 行 动。④２１世 纪 初，在 中 国 加 入 ＷＴＯ时，

经济总量约占全球４％。２０２０年在新冠疫 情 冲 击 下，中 国 成 为 唯 一 实 现 经 济

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中国经济总量占全球比重接 近１８％，而 美 国 占 全 球 经

济的比重从２００１年的３１．４％下 降 至２０２０年 的２４．８％。２００１年 中 国 经 济 总

量为１．３万亿美元，美国为１０．６万 亿 美 元，中 国 占 美 国 的１１．８％。２０２０年

６

①

②

③

④

Ｊｕｄｅ　Ｂｌａｎｃｈｅｔｔｅ　ａｎｄ　Ａｎｄｒｅｗ　Ｐｏｌｋ，“Ｄｕａｌ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ｓ　Ｎｅｗ　Ｈｅｄｇｅｄ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ＣＳＩＳ，Ａｕｇｕｓｔ　２４，２０２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ｃｓｉｓ．ｏｒｇ／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ｄｕａｌ－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ｈｉｎａｓ－ｎｅｗ－
ｈｅｄｇｅｄ－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Ｊｏｓｅｐｈ　Ｒ．Ｂｉｄｅｎ，“Ｗｈｙ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Ｍｕｓｔ　Ｌｅａｄ　Ａｇａｉｎ：Ｒｅｓｃｕｉｎｇ　Ｕ．Ｓ．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ｆｔｅｒ　Ｔｒｕｍｐ”，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Ｖｏｌ．９９，Ｎｏ．２，Ｍａｒｃｈ／Ａｐｒｉｌ　２０２０，ｐｐ．６４－７６．

这几篇讲话于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日被美国国务院编为 《特 朗 普 论 中 国》文 件 集，文 件 集 开 宗 明

义声称其 “类 似 于 美 国 外 交 官 乔 治·凯 南１９４６年 给 国 务 院 的 ‘长 电 报’”。参 见 Ｔｈｅ　Ｗｈｉｔｅ　Ｈｏｕｓｅ，
“Ｔｒｕｍｐ　ｏｎ　Ｃｈｉｎａ：Ｐｕｔｔｉｎｇ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Ｆｉｒｓｔ”，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２０２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ｗｈｉｔｅｈｏｕｓｅ．ｇｏｖ／ｗｐ－
ｃｏｎｔｅｎｔ／ｕｐｌｏａｄｓ／２０２０／１１／Ｔｒｕｍｐ－ｏｎ－Ｃｈｉｎａ－Ｐｕｔｔｉｎｇ－Ａｍｅｒｉｃａ－Ｆｉｒｓｔ．ｐｄｆ。

Ｄｕｓｔｉｎ　Ｔｉｎｇｌｅｙ，“Ｒｉｓｉｎｇ　Ｐｏｗｅｒ　ｏｎ　ｔｈｅ　Ｍｉｎ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Ｖｏｌ．７１，Ｎｏ．Ｓ１，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Ｔｈ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１７，ｐｐ．Ｓ１６５－Ｓ１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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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 总 量 为１４．９万 亿 美 元，美 国 约 为２０．８万 亿 美 元，中 国 占 美 国 的

７１．４％。① 显而易见，就经济层面而言，以 “中 国 快 速 崛 起、美 国 相 对 衰 落”

概括中国加入 ＷＴＯ近２０年后的全球经济新格局并不夸张。中美 实 力 对 比 的

快速转变，引发了美国对华政策的 巨 大 调 整。拜 登 政 府 上 台 之 后，中 国 仍 被

美国视作最大的对手，因而改革开放以 来 相 对 良 好 的 外 部 环 境 正 处 于 复 杂 而

高度不确定的发展趋势中，中国获取 技 术、资 金 和 市 场 的 潜 力 与 方 式 也 在 发

生较大的改变。

中国实力地位提升、加快形成 “双 循 环”新 发 展 格 局，势 必 对 处 于 转 变

中的国际秩序产生重大影响。对此，不 同 学 科 视 角 所 依 据 的 理 论 和 讨 论 的 路

径并不一致。例如，多数经济学家考 虑 的 是 外 部 环 境 变 化 对 “双 循 环”新 发

展格局的影响，而较少充分认识到中 国 作 为 一 个 大 国，其 调 整 发 展 战 略 也 将

影响外部关系。进而，这种外部环境的 变 化 也 会 再 次 影 响 中 国 形 成 新 发 展 格

局的前景。在经 济 学 文 献 中，绝 大 多 数 模 型 假 定 的 都 是 “小 国 经 济”，即 作

为全球市场的价 格 接 受 者，不 具 备 以 国 内 价 格 影 响 世 界 价 格 的 能 力。显 然，

中美贸易摩擦 表 明，中 国 已 经 上 升 为 与 美 国 一 样 的 “大 国 经 济”。国 际 关 系

学者从权力角度出发，长期认为中国 已 经 是 一 个 大 国，而 西 方 国 际 关 系 理 论

素来认为大国具有特殊利益和特殊 责 任。因 此，无 论 从 经 济 意 义 上 还 是 政 治

意义上，中国的行为都是一个大国 的 行 为。不 过，在 理 解 人 均 收 入 不 高 的 大

国的对外政策时，西方国际关系理 论 的 解 释 力 并 不 强。例 如，现 实 主 义 国 际

关系理论并不重视人均ＧＤＰ所界定的发展阶段，因而对新发展格局所具有的

外交含义重视也不够。我们需要加以 研 究 的 是，中 国 调 整 发 展 战 略 并 最 终 形

成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需要一 种 怎 样 的 对 外 关 系？ 事 实 上，就 此 中 央 已

经提出了大的方向，即 充 分 重 视 安 全 与 发 展 的 关 系。２０２０年８月２４日，习

近平在经济社 会 领 域 专 家 座 谈 会 上 指 出， “在 推 进 对 外 开 放 中 要 注 意 两 点：

一是凡是 愿 意 同 我 们 合 作 的 国 家、地 区 和 企 业，包 括 美 国 的 州、地 方 和 企

业，我们都要积 极 开 展 合 作，形 成 全 方 位、多 层 次、多 元 化 的 开 放 合 作 格

局。二是越开放越要重视安全，越要 统 筹 好 发 展 和 安 全，着 力 增 强 自 身 竞 争

７

① 此为国际货 币 基 金 组 织 （ＩＭＦ）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１３日 公 布 的 最 新 数 据。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Ｆｕｎｄ，“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Ｏｕｔｌｏｏｋ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ｉｍｆ．ｏｒｇ／ｅｎ／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ＷＥＯ／ｗｅｏ－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２０２０／Ｏｃｔｏｂ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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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开放监管能力、风险防控能 力，炼 就 金 刚 不 坏 之 身。”① 因 而，区 分 愿

意合作与不愿意合作的对象，统筹发 展 和 安 全，就 成 为 下 一 阶 段 我 国 对 外 政

策的重要内容，也应当是中国对外战略升级的方向。

二、奇迹增长时代的结束与新发展阶段的确立

加快形成新发展格局，需要 我 们 明 确 所 处 的 新 发 展 阶 段、树 立 新 发 展 理

念。从时间上看，“十 四 五”时 期 是 中 国 全 面 建 成 小 康 社 会、实 现 第 一 个 百

年奋斗目标之后，迈向第二个百年 目 标 的 第 一 个 五 年，意 味 着 中 国 “将 进 入

新发展阶段”。之 所 以 强 调 升 级，意 在 表 明 两 个 基 本 含 义：第 一，新 发 展 阶

段和前一个发展阶段的对外关系具有 很 强 的 延 续 性，但 不 能 停 留 在 前 一 个 阶

段，每一个发展阶段需对应特定的 对 外 政 策；第 二，随 着 国 内 和 国 际 两 个 循

环之间关系的转变，原先外交为内政 服 务 的 大 战 略 也 须 进 行 相 应 的 调 整。大

国的对外战略有时候并不完全受制于 国 内 利 益，而 是 具 有 相 对 独 立 的 全 球 和

地区利益。

在论述加快形 成 “双 循 环”新 发 展 格 局 的 国 内 动 因 时，习 近 平 强 调 指

出：“我 国 已 进 入 高 质 量 发 展 阶 段，社 会 主 要 矛 盾 已 经 转 化 为 人 民 日 益 增 长

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 展 之 间 的 矛 盾，人 均 国 内 生 产 总 值 达 到

１万美元，城镇化率超过６０％，中等收 入 群 体 超 过４亿 人，人 民 对 美 好 生 活

的要求不断提 高。”② 近 年 来， “高 质 量 发 展”是 中 国 政 策 部 门 频 繁 使 用 的 一

个政策术语，蕴含着多种经济学意义 上 的 变 化。余 永 定 早 在２０１０年 即 呼 吁，

中国应当提高增长的质量，调整促 进 经 济 增 长 的 来 源，从 出 口、投 资 转 向 消

费等，因为投资能力和出口空间最终 将 面 临 天 花 板 的 限 制，并 且 容 易 招 致 别

国的贸易保护和 贸 易 摩 擦。③ 也 有 学 者 从 发 展 经 济 学 的 演 化 范 式 出 发，认 为

高质量发展的实质是以创新引领发展。④ 多 数 学 者 在 评 估 一 国 的 创 新 能 力 时，

也主要依据研发投入 占 ＧＤＰ的 比 重，通 常 发 达 国 家 的 投 入 更 高 一 些。在 对

８

①

②

③

④

习近平：《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
同上。
余永定、田俊荣：《当务之急是提高增长质量》，《人民日报》，２０１０年８月１２日，第１０版。
黄阳华： 《战 后 发 展 经 济 学 的 三 次 范 式 转 换———兼 论 构 建 迈 向 高 质 量 发 展 的 发 展 经 济 学》，

《政治经济学评论》，２０２０年第２期，第１０９—１３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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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规 划 和２０３５年 远 景 目 标 建 议 稿 进 行 说 明 时，习 近 平 指 出： “到

‘十四五’末达到现行的高收入国家 标 准、到２０３５年 实 现 经 济 总 量 或 人 均 收

入翻一番，是完全有可能 的。”①可 见，我 们 已 经 习 惯 采 用 国 内 民 众 易 懂 且 为

国际社会所熟悉的人均ＧＤＰ概念来衡量新发展阶段。而且，在这些标识新发

展阶段的指标———人均ＧＤＰ、城镇化率和中 等 收 入 群 体 中，最 为 核 心 的 指 标

是人均ＧＤＰ。

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后期起，世界银行采用 人 均ＧＮＩ作 为 区 分 穷 国 和 富

国的基本指标，将全球经济体划分 为 低 收 入 经 济 体、中 低 收 入 经 济 体、中 高

收入经济体和高收入经济体。人均ＧＤＰ主要是指一国国界内生产出来的全部

产品，而人均ＧＮＩ指本国居民创造的产出，不包括在本 国 的 海 外 居 民 创 造 的

产出。但是，对大多数经济体而言，人均ＧＤＰ和人 均ＧＮＩ差 别 不 大，因 而，

人均ＧＤＰ也被广泛当作划分发展阶段的重要依据。而在进行跨国比较时，需

要将两国的本国货币换算成美元或其 他 国 际 货 币，研 究 人 员 通 常 采 用 购 买 力

平价法 （ＰＰＰ）。尽管学者们也都认识到，对于人口 众 多 的 发 展 中 国 家，采 用

ＰＰＰ法会有较大的误差，但相 对 而 言，ＰＰＰ在 描 述 国 与 国 之 间 相 对 收 入 水 平

时仍有普遍意义。②

目前在进行历史的跨国比较 时，使 用 最 为 广 泛 的 一 组 数 据 是 由 原 经 合 组

织 （ＯＥＣＤ）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开发的。③ 如 图－１所 示，以ＰＰＰ （２０１１
年国际元）衡量，２０１８年，美国 的 人 均 实 际 ＧＤＰ约 为５．５万 美 元，日 本 约

为３．９万美元，中国约为１．３万美元。１５０年来，美 国 人 均 实 际ＧＤＰ增 长 了

１２倍，日本增 长 了２４倍，中 国 增 长 了 近１４倍。图－１还 显 示，１９５０年 是 一

个重大的分水岭，此前８０年 美 日 两 国 的 人 均 实 际 ＧＤＰ分 别 增 长 了３倍 和２
倍，此后近７０年美日的经济增长速 度 更 快，分 别 达 到４倍 和１２倍。与 美 日

两国长达１５０年的经济增长不同，中国的 经 济 增 长 主 要 发 生 于２０世 纪７０年

９

①

②

③

习近平：《关于 〈中共中央关于制 定 国 民 经 济 和 社 会 发 展 第 十 四 个 五 年 规 划 和 二 〇 三 五 年 远

景目标的建议〉的说明》，《人民日报》，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４日，第２版。
对相关概念的解释可参考德怀特·Ｈ．波金斯、斯蒂芬·拉德勒、戴 维·林 道 尔：《发 展 经 济

学》，彭刚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８—１４、２７—３３页。
２０１０年麦迪森去世后，荷兰格罗宁根大学 增 长 和 发 展 中 心 （ＧＧＤＣ）的 学 者 对 数 据 库 进 行 了

数次更新，目前最新版本为２０２０年１０月更新，更加切合当前的发展水平。该数据基于 购 买 力 平 价 计

算。参考Ｊｕｔｔａ　Ｂｏｌｔ　ａｎｄ　Ｊａｎ　Ｌｕｉｔｅｎ　ｖａｎ　Ｚａｎｄｅｎ，“Ｍａｄｄｉｓｏｎ　Ｓｔｙｌ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ｙ．Ａ　Ｎｅｗ　２０２０ Ｕｐｄａｔｅ”，Ｔｈｅ　Ｍａｄｄｉｓｏｎ　Ｐｒｏｊｅｃｔ，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２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ｒｕｇ．ｎｌ／ｇｇｄｃ／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ｍａｄｄｉｓｏｎ／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ｗｐ１５．ｐｄ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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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以来的５０年。①１９７０—２０１８年，中国人均实际ＧＤＰ增长了１０倍。据 金 星

晔等学者修正麦迪森数据 的 有 关 研 究，１７００—１８２０年 中 国 的 人 均 ＧＤＰ年 均

增长率为０，１８２０—１９５２年中国的人 均ＧＤＰ年 均 增 长 率 为－０．１，而 欧 洲 在

这两个阶段的增长率分别为０．１４和１．０５，全 世 界 分 别 为０．０７和０．９３。② 经

过长时间的积累，即便是较小的增长率 差 异 也 会 造 成 经 济 总 量 和 发 展 水 平 的

分化。目前学术界公认的看法是，中国 与 西 方 世 界 的 差 距 发 生 于 工 业 革 命 以

前。③ 作为一项推论，造成中国近代以来衰落的原因主要应从内部寻找，而不

是从外部。更加合理的一种说法是，西方世界的崛起加速了近代中国的衰落。

图－１　１８７０—２０１８年主要经济体和区域的发展水平
资料来源：Ｍａｄｄｉｓｏｎ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２０２０。

０１

①

②

③

王绍光曾 利 用 中 国 统 计 局 数 据 计 算 了１９５０—１９７８年 的 经 济 增 长 率，认 为 可 以 达 到 年 均

７．５％。参考王绍光：《中国崛起的世界意义》，中信出版 社，２０２０年，第１０５页。不 过，在 比 较 改 革

开放前的增长率时，需要注意三点：一是前文提及当时我们的统计方法不同于今日，当 时 用 的 是 苏 联

的方法，主要依据工农业总产值；二是在这段时间内经济的平稳性欠佳，有时候负 增 长 也 极 大；三 是

人均ＧＤＰ增长率和ＧＤＰ增长率两者也有较大差别，人均ＧＤＰ增速考虑了人口的增减，在衡量经济社

会发展水平时，人均实际ＧＤＰ增长率更重要一些。
金星晔、管汉晖、李 稻 葵、ＢＲＯＡＤＢＥＲＲＹ　Ｓｔｅｐｈｅｎ： 《中 国 在 世 界 经 济 中 相 对 地 位 的 演 变

（公元１０００—２０１７年）———对麦迪逊估算的修正》，《经济研究》，２０１９年第７期，第２２页，表－４。
同上，第２７页。金星晔等学者认为，“以人均 ＧＤＰ衡量，中国从１８世纪上半 期 开 始 生 活 水

平落后于欧洲主要国家，中西大 分 流 已 经 开 始，而 非 加 州 学 派 认 为 的 工 业 革 命 后 才 出 现 大 分 流……
１９７８年改革开放开启的是公元１６００年以来中国经济的首次历史性复兴，也应该是中华文 明 的 首 次 历

史性复兴。因此，改革开放的历史意义应该得到充分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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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种视角是将当前中 国 的 发 展 水 平 与 东 亚 的 日 本、韩 国 相 比 较。国

际知名的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巴里·诺顿认为，１９７８—２００５年，中 国 从 一 个 低

收入国家成长为中等收入国家，支撑经 济 增 长 的 结 构 性 因 素 与 推 动 东 亚 经 济

“奇迹”的因素非常 相 似。但 是，２００５年 以 来，面 对 一 系 列 内 外 冲 击，中 国

经济增长取得了 罕 有 先 例 的 成 绩，无 法 用 外 部 因 素 来 解 释。① 诺 顿 更 加 值 得

引起重视的一个判断是，像日本、韩 国 那 样，中 国 经 济 高 速 增 长 的 时 代 结 束

了。按照人均ＧＤＰ衡 量，２０１７年 的 中 国 人 均 ＧＤＰ水 平 与１９７３年 的 日 本 相

当，１９５０—１９７３年，日本一直保 持 着 年 均１０．４％的 经 济 增 长 率，但 在１９７３
年之后再也没有出现过超过６％的增长率。诺顿认为，“奇 迹 增 长 时 代 的 结 束

要求以一种根本性的方式来重塑经济 格 局，即 有 必 要 采 用 全 新 的 方 式 和 政 策

来维持适度快速增长。”②

虽然学术界关于奇迹增长时 代 为 什 么 结 束 并 未 达 成 共 识，但 一 个 总 的 结

论是人均ＧＤＰ达到一定高度 之 后，就 会 出 现 这 种 现 象。根 据２００８年 世 界 银

行 “增长和发展委员会”发布的 《增 长 报 告：可 持 续 增 长 和 包 容 性 发 展 的 战

略》，自１９５０年以来，维 持２５年 年 均７％以 上 经 济 增 长 率 的 经 济 体 只 有１３
个 （大部分在东亚）。该报告将连续２５年实 现７％以 上ＧＤＰ增 速 的 经 济 体 定

义为 “经济奇迹”，但同时也强调这 种 奇 迹 并 非 不 可 复 制。③ 报 告 还 强 调，在

２０世纪后半期以前，人类从未出现过如此高速的增长，因 此 当 日 本 第 一 个 实

现 “经济奇迹”时，多数评论家认为 是 战 后 复 苏 的 特 殊 案 例。当 东 亚 四 小 龙

达到这类标准时，又有人说因为这些 经 济 体 的 规 模 比 较 小。而 当 中 国 实 现 这

一奇迹时，又有人说是因为规模大。更 加 引 人 关 注 的 是，这 些 经 历 高 速 增 长

的经济体，高增长 走 向 终 结 的 路 径 和 方 式 各 有 不 同。最 终 只 有 日 本、韩 国、

新加坡、中国香港地区和中国台湾地区 等 五 个 经 济 体 进 入 了 高 收 入 经 济 体 行

列，而其他几个仍 然 停 留 在 中 等 收 入 阶 段。④ 另 外，报 告 还 将 印 度 和 越 南 作

为可能出现 “经济增长奇迹”的 候 选 国。按 照 同 一 标 准 计 算，截 至２０１９年，

１１

①

②

③

④

巴里·诺顿：“中文版前言”，载 《中国经济：适应与增长》（第２版），安 佳 译，上 海 人 民 出

版社，２０２０年，第１页。
同上，第１０页。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Ｔｈ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Ｒｅｐｏｒｔ：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ｆｏｒ　Ｓｕｓｔａｉｎｅｄ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２００８，ｐ．１．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Ｔｈ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Ｒｅｐｏｒｔ：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ｆｏｒ　Ｓｕｓｔａｉｎｅｄ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２００８，ｐ．２０．其他经济体包括中国，东南亚的马来西亚、印尼、
泰国，西亚的阿曼，非洲的博茨瓦纳，欧洲的马耳他和拉美的巴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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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 并 未 达 到 （１９９５—２０１９年 年 均 ＧＤＰ增 速６．５％），而 越 南 初 步 达 标

（１９９２—２０１９年年 均 ＧＤＰ增 速６．９％）。从 这 个 角 度 看，也 的 确 印 证 了 诺 顿

的一个判断，与 其 他 经 济 体 相 比，中 国 和 东 亚 地 区 经 济 体 的 发 展 历 程 更 接

近、可比性更强。

在世界银行发布该报告之后，美 国 加 州 大 学 教 授 巴 里·艾 肯 格 林 等 关 于

高速增长何时放缓 的 研 究 引 起 极 大 的 关 注。根 据 艾 肯 格 林 等 学 者２０１２年 发

表的论文，所谓经济增长放缓，有三 个 基 本 条 件 需 要 满 足：一 是 在 经 济 增 长

放缓之前，人 均 ＧＤＰ增 速 连 续７年 平 均 不 低 于３．５％；二 是 以 购 买 力 平 价

（ＰＰＰ）衡量，连续７年人均ＧＤＰ增速 下 降 幅 度 超 过２％；三 是 以２００５年 购

买力不变价衡量人均ＧＤＰ已 经 超 过１万 美 元。按 照 这 一 标 准，人 均 ＧＤＰ达

到１．７万美元 时 （２００５年 不 变 价 国 际 元），增 长 率 至 少 会 下 降２个 百 分 点。

艾肯格林认为，日 本 出 现 过 两 次 明 显 的 增 长 放 缓，转 折 点 分 别 是１９７０年 和

１９９２年，韩国的转折点是１９９７年。艾肯格林还基于中国２００７年的人均ＧＤＰ
水平预测，如果今后１０年 中 国 以９．３％的 速 度 增 长，可 能 将 在２０１５年 出 现

增长放缓的转折点，如果增速是７％，转折点很可能是２０１７年。①

２０１４年底，艾肯格林等人根据新公布的数据又发 布 了 对 增 长 放 缓 现 象 的

后续研究。与２０１２年成果相比，新研究认 为 存 在 两 个 增 长 放 缓 的 转 折 时 期，

一个是人均ＧＤＰ达 到１００００—１１０００美 元 区 间，一 个 是１５０００—１６０００美 元

区间。根据新的设 定，韩 国 增 速 放 缓 的 第 一 个 转 折 点 是１９８９年。与 经 济 增

长经历放缓阶段的国家相比，中国在 两 项 指 标 上 更 有 优 势：一 是 中 等 教 育 的

平均受教育年限 高 于 样 本 国 家，二 是 高 科 技 产 品 出 口 占 比 更 高 一 些。因 此，

艾肯格林的一个重要结论是，如果中 国 能 够 继 续 增 强 这 两 项 优 势，那 么 中 国

必然会跨越 “中 等 收 入 陷 阱”成 为 高 收 入 国 家。② 事 后 看，艾 肯 格 林 的 分 析

基本符合实际情况。按照ＩＭＦ提供的数据，２０１１年中国ＧＤＰ增 速 为９．６％，

２０１２年即下跌至７．９％，以购买力平价衡量的人均ＧＤＰ为１．１万美元，此后

中国经济增速再没有回到８％。在连续 多 年 下 跌 之 后，２０１９年 的 经 济 增 长 率

２１

①

②

Ｂａｒｒｙ　Ｅｉｃｈｅｎｇｒｅｅｎ，Ｄｏｎｇｈｙｕｎ　Ｐａｒｋ，ａｎｄ　Ｋｗａｎｈｏ　Ｓｈｉｎ，“Ｗｈｅｎ　Ｆａｓｔ－Ｇｒｏｗｉｎｇ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　Ｓｌｏｗ
Ｄｏｗ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ａ”，Ａｓｉ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ａｐｅｒｓ，Ｖｏｌ．１，Ｎｏ．２，２０１２，

ｐｐ．４２－８７．列出两个增速是为了说明更高的增速将获得更高的人均ＧＤＰ水平，从而更 快 地 达 到 增 速 放

缓的转折点。
Ｂａｒｒｙ　Ｅｉｃｈｅｎｇｒｅｅｎ，Ｄｏｎｇｈｙｕｎ　Ｐａｒｋ，ａｎｄ　Ｋｗａｎｈｏ　Ｓｈｉｎ，“Ｇｒｏｗｔｈ　Ｓｌｏｗｄｏｗｎｓ　Ｒｅｄｕｘ”，Ｊａｐａ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ｙ，Ｖｏｌ．３２，Ｉｓｓｕｅ　Ｃ，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４，ｐｐ．６５－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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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６．１％，与２０１１年相比下跌３．５个百分点，符合艾肯格林界定的 连 续７年

下跌幅度 超 过２％。① 因 而，２０１１年 是 第 一 个 增 长 放 缓 的 转 折 点，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年可能是第二个增长放缓的转折点 （人均ＧＤＰ落入 第 二 个 区 间）。２０２０
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为２．３％，以购买力平价 衡 量 的 人 均ＧＤＰ相 当 于 美 国 的

２７．３％。② 从统计上 看，２０１２年 以 来 的 年 均 ＧＤＰ增 速 将 从 截 至２０１９年 的

７．４％下跌至６．６％，即 便２０２１年 恢 复 至８．１％，在 这 个 时 间 段 内 的 年 均 增

速也无法超过７％，因而也就结束了世界银行所界定的 “增长奇迹”时代。

因此，中国政府基于新发展 阶 段，倡 导 以 新 发 展 理 念 加 快 形 成 新 发 展 格

局，可以说是在经济增长迈入一个新 阶 段 之 后 确 立 一 种 新 的 发 展 战 略。正 如

前文指出，改革开放以来４０年 是 一 个 超 高 速 增 长 阶 段，无 论 是 人 均ＧＤＰ还

是经济总量都实现了数倍增长。随着 人 均 收 入 水 平 的 提 高，今 后 这 样 的 超 高

速发展很难重 现。未 来１５年，新 发 展 阶 段 的 主 要 经 济 特 征 包 括，经 济 增 长

率从改革开放以来年均１０％降至５％左右，人均ＧＤＰ翻一番，经济总量翻一

番。人均ＧＤＰ是确立发展阶段新旧与 否 的 最 重 要 指 标，过 去４０年，中 国 人

均ＧＤＰ占美国的比重增 长 了９倍，而 未 来１５年 仅 翻 一 番。改 革 开 放 时 代，

中国之所以能够显著缩小人均ＧＤＰ与美国的差距，很重要的经验是开放，国

际力量扮演了重要角色。未来１５年，我 们 的 目 标 要 比 过 去４０年 低 得 多，但

是否意味着国际力量不那么重 要 了 呢？ 为 此，就 需 要 进 一 步 考 察，新 阶 段 的

经济增长是更多来源于国内因素 还 是 国 际 因 素，也 即 “双 循 环”中 的 国 内 循

环和国际循环两者的关系。

三、发展战略制定的早期经验

以购买力平价衡量，２０２０年 中 国 人 均ＧＤＰ相 当 于 美 国 的２７．３％。正 如

下文将要指出的那样，此时中国的相对 发 展 水 平 与２０世 纪５０年 代 发 展 经 济

学兴起之时所考察的若干区域和 国 家 所 差 无 几。由 于 “双 循 环”的 一 个 基 本

背景是国际循环减弱，有人可能猜测，如 果 说 发 展 阶 段 对 内 政 外 交 具 有 决 定

性影响，那么中 国 会 不 会 重 复 当 时 处 于 同 一 发 展 水 平 的 发 展 中 国 家 的 选 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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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自ＩＭＦ的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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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比如进口替代战略以及依 附 论 等。事 实 上，在 改 革 开 放 之 前，中 国 的 发

展战略就被很多人认为是进口替代，如 果 说 与 拉 美 国 家 有 差 别 的 话，那 也 主

要是由于 中 国 属 于 社 会 主 义 阵 营，是 冷 战 的 一 方，因 而 被 迫 自 力 更 生。目

前，尽管外 部 环 境 发 生 了 重 大 转 变，但 中 国 也 无 意 与 美 国 进 行 一 场 “新 冷

战”，因而在思考发 展 战 略 时，需 要 甄 别 早 期 发 展 中 国 家 制 定 发 展 战 略 时 所

形成的发展格局。

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西方国家陆续进入持 续 增 长 轨 道，迈 入 了 被１９７１
年诺贝尔经济学 奖 获 得 者 西 蒙·库 兹 涅 茨 所 界 定 的 “现 代 经 济 增 长”时 代。

哈佛大学教授罗伯特·巴罗的研究表明，１９世纪初以来 的２００年，主 要 西 方

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速接近年均２％。① 其他国家要缩小与发 达 国 家 的 差 距，其

经济增长率必须超过２％。以 此 衡 量，世 界 上 绝 大 多 数 国 家 都 很 难 在 短 期 内

实现与发达 国 家 发 展 水 平 的 “趋 同”。事 实 上，正 如 世 界 银 行 《增 长 报 告》

所展示的，自二战结束以来，只有个别 国 家 和 地 区 实 现 了 “有 条 件 的 趋 同”。

这意味着，只有少数国家实现了跨 越 式 发 展，大 多 数 国 家 并 不 能 超 越 “发 展

阶段”。也正因此，我们在使用来自最发 达 国 家 的 一 些 理 论 时 需 要 格 外 谨 慎，

应当根据国情所 决 定 的 发 展 阶 段 加 以 创 造 性 利 用。中 国 政 府 提 出 “双 循 环”

新发展格局，与以往最为明显的区 别 是 更 加 重 视 国 内，那 么，我 们 至 少 应 该

从理论上识别，为什么到了新发展 阶 段 之 后，国 内 的 重 要 性 会 上 升？ 还 需 要

进一步考察的是，这种转变是一种短 期 性 的 策 略，还 是 立 足 于 阶 段 新 变 化 的

长期战略转变？

立足于发展阶段，我 们 可 以 重 新 表 述 发 展 经 济 学 相 关 理 论 的 发 展 演 变。

事实上，这种方法也曾被美国经济学 家 罗 斯 托 用 于 《经 济 增 长 理 论 史》的 研

究，罗斯托表示：“随 着 讨 论 的 深 入，我 越 发 感 到，把 作 者 与 他 们 观 点 形 成

的那段时间相连，甚至偶尔与其下笔 的 那 一 小 段 时 间 相 连 非 常 重 要。形 形 色

色的增长方 程 都 印 上 了 作 者 所 密 切 观 察 着 的 特 定 时 期 经 济 史 的 标 记。”② 通

常，经济学界把研究 经 济 问 题 的 发 展 历 程 分 为 两 大 阶 段：一 是 兴 起 于１８世

纪的古典经济学家 时 代，二 是１９世 纪７０年 代 以 来 的 新 古 典 经 济 学 家 时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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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Ｊ．巴罗：《经济增长的决定 因 素：跨 国 经 验 研 究》，李 剑 译，中 国 人 民 大 学 出 版 社，
２０１７年，第３０页。

Ｗ．Ｗ．罗斯托： 《经 济 增 长 理 论 史：从 大 卫·休 谟 至 今》，陈 春 良 等 译，浙 江 大 学 出 版 社，
２０１６年，第７页。罗斯托是现代化 理 论 的 开 创 者，也 深 度 参 与 了 肯 尼 迪 时 期 的 对 外 政 策，因 而 其 相

关论述对于理解发展战略与对外政策的关系具有更为直接的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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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７０年以来，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由于边际分析的崛起，转 变 为 更 加 重 视

消费和交换等问题的经济学，不再关 注 经 济 增 长 背 后 的 政 治、制 度 和 文 化 因

素，也即不再重点关注如何更好地 生 产 的 问 题。换 句 话 说，也 正 是 因 为 发 达

国家解决了生产问题，从而更为重 视 消 费。显 然，对 于 绝 大 多 数 发 展 中 国 家

而言，生产问题处 于 核 心 位 置。在 第 二 个 阶 段，则 又 进 一 步 区 分 为１９３０年

以前和之后。由于所面临的时代环境 几 乎 完 全 不 同 于 今 日，绝 大 多 数 古 典 经

济学家们的理论已经过时，但也有一 些 遗 留 至 今，比 如 古 典 经 济 学 家 所 信 奉

的阶级分析法，还 有 李 嘉 图 的 比 较 优 势 理 论。① 但 是，身 处 上 述 阶 段 的 几 乎

所有经济学 家，其 研 究 的 对 象 均 为 当 时 处 于 发 达 状 态 的 国 家。前 文 已 经 指

出，１８７０年，美国的人均ＧＤＰ接近５０００美元，甚至超 过 了 今 天 撒 哈 拉 以 南

非洲的平均水 平。１９５０年，美 国 的 发 展 水 平 也 超 过 了 今 天 的 很 多 亚 非 拉 国

家。如果以人均ＧＤＰ界定的发展阶段为主要依据，那么我们在解决发展中地

区的贫困问题时，仍 然 需 要 重 视 自１９世 纪 后 期 以 来 美 国 经 济 发 展 的 历 程 以

及根据美国经验所总结的理论。不 过，中 国 在 “十 四 五”期 间 将 跨 入 高 收 入

国家行列，需要的理论参考系与很多发展中国家不同。

１９５０年之后，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进入了遥遥领 先 于 其 他 社 会 的 经 济 发

展状态，同时出现了一批新独立的 第 三 世 界 国 家。由 此，有 关 经 济 增 长 和 发

展的理论呈现出明显的两极分化状态：一 端 是 美 国 经 济 学 家 索 洛 开 创 的 新 古

典经济增长理论，另一端则是研究各 个 相 对 落 后 于 美 国 的 区 域，以 及 主 权 独

立的新国家的发展经济学。就本文 所 需 要 的 文 献 而 言，在 发 展 经 济 学 中，依

据研究地区和国家的不同，我们可以 列 出 三 位 代 表 性 学 者。一 是 被 公 认 为 发

展经济学中 “大推进”理 论 的 创 立 者———出 生 于 波 兰 的 保 罗·罗 森 斯 坦—罗

丹，他于１９４３年发 表 《东 欧 和 东 南 欧 的 工 业 化 问 题》时 正 在 英 国 伦 敦 经 济

学院任教。他所研究的这个地区，１９４０年的人 均ＧＤＰ为２０００美 元，相 当 于

美国的２８．０％。② 罗丹当时试图 解 决 的 问 题 是，如 何 将 受 到 二 战 重 创 的 东 欧

地区的经济增长率从停 滞 状 态 提 升 至４％，从 而 解 决 劳 动 力 就 业 问 题，其 所

能获得的资本 包 括 国 内 储 蓄、外 资、德 国 的 战 争 赔 款 和 移 民 等 因 素。③ 从 理

论渊源看，罗丹基本与索洛相同，只是应用的对象国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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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夏准：《每个人的经济学》，李佳南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第８７—８８页。
数据来自麦迪森。
Ｗ．Ｗ．罗斯托：《经济增长理论史：从大卫·休谟至今》，第６２３—６２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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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创立 “二元经济论”的刘易斯。１９５４年，刘 易 斯 发 表 了 《劳 动 力 无

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一文，将一 个 封 闭 经 济 体 划 分 为 两 个 部 门———工

业部门和农业部门，劳动力从农村流 入 城 市 的 工 业 部 门，由 于 农 村 剩 余 大 量

劳动力，进入城市工业部门工作的 农 民 （工）的 工 资 增 长 十 分 缓 慢，甚 至 不

增长，因而无法带动农村发展。１９７９年，刘易斯因该文提出 的 思 想 获 得 了 当

年的诺贝尔经济 学 奖。刘 易 斯 的 研 究 基 于 加 勒 比 海 地 区，用 罗 斯 托 的 话 说，

刘易斯 “在１９５０年代 早 期 的 建 言 关 注 的 绝 大 多 数 是 低 级 阶 段 的 经 济 增 长 问

题。他也曾在一些地方 提 到 拉 丁 美 洲，但 不 是 很 多———在 拉 美，阿 根 廷 和 巴

西是在１９３０年代中期就已经进入起飞 阶 段，而 墨 西 哥 则 大 约 是 在１９４０年 开

始起飞”。① 按照 麦 迪 森 提 供 的 数 据，１９５０年 加 勒 比 海 地 区 的 人 均 ＧＤＰ为

２５００美元，相当于美国 的２６．３％。按 照 世 界 银 行 公 布 的 数 据，２０２０年 一 个

国家进入高收入 国 家 行 列 的 门 槛 是 人 均 ＧＮＩ超 过１２５３５美 元，２０１９年 的 标

准是１２３７５美元，该标准相 当 于 美 国 水 平 的１８．８％。② 虽 然２０世 纪５０年 代

初世界银行还未曾按照收入水平划 分 国 家 类 型，但 以 今 天 的 水 平 衡 量，当 年

刘易斯的研究对象也可被称为高收入经济体。

三是提出依附论的 普 雷 维 什。２０世 纪３０年 代 初，普 雷 维 什 曾 担 任 阿 根

廷的财政部副部长，亲身经历了阿根 廷 初 级 产 品 出 口 和 价 格 的 急 剧 下 跌，因

而从一个新古典主义者转向了保护 主 义，并 提 出 进 口 替 代 战 略。在 此 之 前 的

６０年，阿根廷事 实 上 执 行 的 是 出 口 导 向 战 略，只 不 过 出 口 品 主 要 是 初 级 产

品，而不是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东亚 “四 小 龙”崛 起 时 的 制 造 品。③ 如 图－２所 示，

阿根廷根据新的形势执行了新的发 展 战 略，在 一 段 时 间 内 取 得 了 成 效，至 少

在２０世纪５０—７０年代 初 这 一 时 期 内，其 人 均 ＧＤＰ占 美 国 比 重 维 持 在５０％
的水平，但从长时段看，其 发 展 水 平 还 是 从２０世 纪 初 接 近 美 国 的７０％下 跌

至２１世纪初的３０％。同 样，二 战 结 束 以 来，东 欧、加 勒 比 海 两 个 地 区 人 均

ＧＤＰ占美国的比重经历了 上 下 反 复，但 在２０世 纪 结 束 时 和 二 战 结 束 初 期 所

差无几。图－２还表明，上述三个地区自２１世 纪 开 始 呈 现 出 共 同 的 上 升 趋 势，

这个趋势正是目前被很多人重视的发 展 中 国 家 的 群 体 性 崛 起 的 组 成 部 分。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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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琦：《１８７０—１９３０年拉丁美洲的经济增长》，《世界历史》，１９９５年第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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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而言，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来说，国际因素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图－２　三个典型发展中地区 （国家）相对于美国的发展水平
资料来源：麦迪森。

目前中国人均ＧＤＰ占美国的比重，与２０世纪４０—５０年代发展经济学 理

论初创时所立足的东 欧、加 勒 比 地 区 所 差 无 几，但 显 著 低 于２０世 纪３０—４０
年代的阿 根 廷。如 图－２所 示，在 阿 根 廷 推 动 从 出 口 导 向 转 向 进 口 替 代 战 略

时，阿根廷的人均ＧＤＰ占美国 的 比 重 事 实 上 经 历 了 巨 幅 下 降，从３０年 代 初

的７５％下跌至４０年代初的４６％。二战结 束 后，美 国 及 其 盟 友 进 入 了 经 济 增

长的黄金时代，客观上也带动了拉美地区的发展，阿根廷人均ＧＤＰ占美国比

重又开始上升。因此，与后来很多人 对 进 口 替 代 模 式 评 价 较 低 不 同，拉 美 学

者对进口替代曾有过很高的评 价。例 如，依 附 论 的 第 二 代 学 者、曾 担 任 巴 西

总统的卡多佐在２０世 纪９０年 代 曾 这 样 论 述， “不 能 忘 记 替 代 进 口 模 式 曾 发

挥过积极作用，尤其是它 为 拉 美 各 国 以 后 的 发 展 奠 定 了 基 础。”①８０年 代 初，

普雷维什出版 《外围资本主义》一 书，回 顾 了 自 己 发 展 思 想 的 五 个 阶 段，从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之前赞 成 新 古 典 理 论、之 后 批 判 “外 向 型”发 展 模 式、提 出

进口替代再到 重 视 “中 心 国 家”的 技 术、霸 权 和 政 治 因 素 等。普 雷 维 什 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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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白凤森编译：《卡多佐总统谈拉美的经济、社会思想》，《拉丁美洲研究》，１９９６年第４期，第

６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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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二战以前的经济增长和发展理论 只 考 虑 中 心 地 带 的 发 展，外 围 国 家 需 要

自己进行理论创造。不过，他也 强 调， “不 是 要 抛 弃 中 心 的 理 论，而 是 要 承

认外围资本主义的特殊性。换 句 话 说，应 当 建 立 一 种 把 中 心—外 围 格 局 及 其

全部复杂性包括在内的理论。”①

从这个意义上说，尽管以购买力平价衡量的人均ＧＤＰ来 看，中 国 目 前 的

发展水平和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的东欧、加勒比地区相当接近，但中国不应重复

他们走过的道路。更进一步，中国目前的发展前景远好于当年这些地区。我们

可以从发达国家关于经济增长的国内和国际动因中寻找更加合适的思想资源。

四、新发展阶段经济增长的国内和国际根源

１９５６年，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罗伯特·索洛发表论 文 《对 经 济 增 长 理 论 的

一种贡献》，构建了 以 资 本 和 劳 动 力 为 核 心 的 生 产 函 数。该 模 型 假 定 在 一 个

封闭的经济体中，规 模 报 酬 不 变，资 本 和 劳 动 力 两 种 要 素 投 入 的 比 例 不 变，

而技术是外生的。一个国家的产出将 主 要 取 决 于 资 本 和 劳 动 力 的 投 入，如 果

能够投资更多，并且 保 持 更 低 的 人 口 增 长 率，该 国 就 可 以 提 高 劳 动 生 产 率。

根据该模型设定，与 垄 断 模 型 不 同，生 产 商 在 该 经 济 体 中 都 是 充 分 竞 争 的，

并不能决定商品的价格。１９５７年，索洛发表第二篇重要论文 《技 术 变 化 和 总

量生产函数》，将 产 出 的 增 长 划 分 为 资 本 的 增 长、劳 动 的 增 长 （劳 动 力 数 量

和劳动时间的总和）和技术变化的 增 长，开 创 了 经 济 增 长 的 核 算 方 法。索 洛

对美国１９０９—１９４９年的产出进 行 计 算 后 发 现，只 有１２．５％的 增 长 可 以 用 每

个工人占有资本的增长解释，而其余８７．５％的增长都被解 释 为 技 术 进 步，也

被称为 “索洛残差”（Ｓｏｌｏｗ　ｒｅｓｉｄｕａｌ）。②

索洛模型创立之初虽然主要 立 足 于 分 析 美 国，但 几 十 年 来 被 用 于 理 解 各

种发展水平国家的经济增长。按照 一 般 理 解，在 该 模 型 中，所 有 投 入 要 素 组

合的贡献，等于各投入要素增长率的 加 权 平 均，每 一 投 入 要 素 的 权 重 等 于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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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劳尔·普雷维什：《外围资本主义———危机与改 造》，苏 振 兴、袁 兴 昌 译，商 务 印 书 馆，２０１５
年，第３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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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ＧＤＰ中所占的 份 额。例 如，假 设 劳 动 所 占 的 份 额 为６０％、资 本 所 占 的 份

额为４０％，再假设劳动以年 均２％的 速 度 增 长、资 本 存 量 以 年 均１％的 速 度

增长，那么这些投入要素对产出增长的贡献为１．６％。根据 索 洛 给 出 的 方 程，

一般会出现 产 出 的 增 长 超 过 投 入 的 贡 献，这 个 差 额 被 归 结 为 全 要 素 生 产 率

（ＦＴＰ）（也即索洛残差）贡献的增长率。①

正是围绕ＦＴＰ这 个 “黑 匣 子”，２０世 纪７０年 代 有 关 经 济 增 长 的 理 论 研

究曾一度陷入停顿，原因在于新古典经 济 增 长 理 论 的 一 个 关 键 假 设 是 竞 争 性

市场，在给定技术不变或者说外生 的 情 况 下，厂 商 只 是 价 格 的 接 受 者，各 生

产要素的回报率呈现出边际递减的趋 势。而 技 术 本 身 的 发 展 很 多 时 候 取 决 于

发明创造，特别是新思想、新理念，后 者 通 常 是 非 竞 争 性 的。如 果 思 想 也 可

以被当作一种 生 产 要 素 投 入，那 么 很 可 能 是 取 之 不 尽、用 之 不 竭 的。因 此，

索洛模型所认为的投入一个单位的 资 本、再 投 入 一 个 单 位 的 劳 动，就 可 以 得

到同样的产出，这个假定就不一定 成 立。一 旦 加 入 了 新 的 思 想，产 出 可 能 会

有成倍的增长。如果无视思想的特 殊 贡 献，还 是 按 照 与 资 本、劳 动 力 同 样 的

回报率考虑，那么在生产思想的过程中 所 付 出 的 巨 大 代 价 就 找 不 到 等 额 的 回

报，或者说创造思想时的风险就得不到超额的回报，也会扼杀创新。

１９８７年，索洛在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奖演讲中提及，“１９５７年论文的

主要结论还是令人吃惊……在 ‘增长核算’得到大幅度改进的３０年间，主 要

改进之处是 ‘将广义的技术进步’分解成大量可以成为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

的人力资本变量和 ‘狭义的技术进步’。”经过这样的分解之后，索洛引用了经

济学家爱德华·丹尼斯分析１９２９—１９８２年美国经 济 增 长 来 源 的 研 究，结 果 发

现，“２５％的 增 长 部 分 可 归 因 于 教 育 水 平 不 变 的 劳 动 力 投 入，１６％的 增 长 部

分可归因于工人 平 均 教 育 的 能 力 提 高。 ‘资 本’的 增 长 解 释 了 产 量 增 长 部 分

的１２％。总增长部分的１１％归因于 ‘资 源 配 置 的 改 善’，１１％归 因 于 ‘规 模

经济’，剩余３４％最终归 因 于 ‘知 识 的 增 长’或 狭 义 的 技 术 进 步。”② 索 洛 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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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Ｅ．赫尔普曼：《经 济 增 长 的 秘 密》，王 世 华、吴 筱 译，中 国 人 民 大 学 出 版 社，２００７年，第

２１—２２页。全要素生产率的本质也可以进一步概括为技术进步和技术使用效率两者结合的程度。
罗伯特·索洛：《经 济 增 长 理 论———一 种 解 说》 （第 二 版），朱 保 华 译，格 致 出 版 社、上 海 人

民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第１２—１３页。索洛也指出，上 述 各 项 比 重 加 总 之 后 超 过１００％，原 因 在 于 有 的

因素会降低增长率，如改善环境的投资。在上述各项中，索洛认为 “资源配置的改善”主 要 是 指 劳 动

力从低生产率的农业部门转移到高生产率 的 工 业 部 分 （其 实 就 是 刘 易 斯 模 型），但 “规 模 经 济”的 估

算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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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时候，增长理论 正 在 酝 酿 “内 生 经 济 增 长 模 型”的 重 大

变革。

内生增长模型主要由保罗·罗 默 于２０世 纪８０年 代 中 后 期 创 立，罗 默 也

因此于２０１８年获得 诺 贝 尔 经 济 学 奖。简 单 来 说，罗 默 把 索 洛 的 两 种 要 素 模

型改造为三个部门的模型，其中资本 这 个 因 素 不 变，但 是 将 劳 动 力 分 解 为 两

部分，一部分与索洛模型一样从事 生 产，新 增 加 一 个 研 发 部 门，将 一 批 劳 动

力从简单的劳动力分类中抽离，作为 专 门 从 事 创 意 和 研 发 的 人 群。根 据 罗 默

的模型，经济的长期增长由研究者发现 新 创 意 的 比 率 和 研 究 者 的 增 长 率 所 决

定，而研究者的增长率最终取决于 人 口 增 长 率。需 要 注 意 的 是，罗 默 的 模 型

主要用于解释发达国家为什么实现以 及 如 何 实 现 可 持 续 的 经 济 增 长，而 不 讨

论发展中国家的 问 题。① 从 一 般 意 义 上 说，罗 默 将２０世 纪３０年 代 熊 彼 特 关

于 “创造性破坏”的思想模型 化 了。因 而，正 如 前 文 所 引 “高 质 量 发 展”是

创新引领的判断一样，中国政府希望进 入 新 发 展 阶 段 的 中 国 经 济 增 长 和 发 展

也将由创新 （技术）主导。

２００７年，索洛在回顾增 长 理 论 诞 生５０年 时 认 为 有 两 个 方 向 需 要 重 视。

一是罗默等人创立的 “内生增长理论”。另 一 个 最 为 显 著 的 创 新 点 是２０世 纪

９０年代初开始的采用横截面数据推断经济增长的决定 因 素，其 主 要 开 创 者 是

罗伯特·巴罗。② 根 据 相 关 学 者 对 有 关 增 长 文 献 的 统 计，竟 然 有 多 达１４５个

因素影响经济增长！每一个变量都至少 有 一 篇 文 献 可 以 证 实 在 统 计 上 是 显 著

的。③ 在横截面分析 上 有 两 种 应 用：一 种 是 国 内 层 面 的 各 省 或 者 各 州，事 实

上这是索洛最初开创增长核算时的主 要 研 究 对 象，只 不 过 后 人 将 此 拓 展 到 美

国各州或欧 盟 各 成 员 国 之 间 的 关 系；另 一 种 是 以 主 权 国 家 为 单 位 的 跨 国 分

析。根据巴罗本人及其合作者的研 究，在 第 一 个 方 向 上，对 发 达 国 家 国 内 层

面展开的分 析 表 明，通 过 经 济 增 长 消 除 各 地 区 之 间 的 差 异，过 程 是 很 缓 慢

的，可能长达３０年以上。④ 这似乎表明，如 今 发 达 国 家 国 内 层 面 贫 富 差 距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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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对该模型基本 要 素 的 介 绍，可 参 考 查 尔 斯·琼 斯、迪 特 里 奇·沃 尔 拉 特： 《经 济 增 长 导 论》
（第三版），刘霞译，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第６１—６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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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尔斯·琼斯、迪特里奇·沃尔拉特：《经济增长导论》（第三版），第４５页。
巴罗、萨拉—伊—马丁：《经 济 增 长》 （第２版），夏 俊 译，格 致 出 版 社、上 海 人 民 出 版 社，

２０１３年，第３９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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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需要更长的时间、更大量的资本投入和更加精细的教育水平的提升。

更加受到关注的是国际层面 的 增 长 来 源 核 算。巴 罗 本 人 的 研 究 是 这 一 类

研究的 典 范，基 于 对８７个 经 济 体１９６５—１９９５年 的 分 析，巴 罗 得 出 如 下 结

论：增长与投资率、教育水平、法治 水 平 和 国 际 开 放 程 度 正 相 关，与 政 府 消

费率、通胀等负相关。同时，增长随着 贸 易 条 件 的 改 善 而 提 高 （普 雷 维 什 当

年担心的是贸易 条 件 恶 化），随 着 生 育 率 的 提 高 而 下 降。民 主 对 经 济 增 长 的

影响则呈倒 Ｕ形态势，从非民主状态转向进一步民主 化 时，有 助 于 推 动 经 济

增长，但如果 民 主 程 度 已 经 较 高，那 么 再 进 一 步 的 民 主 化 则 不 利 于 经 济 增

长。同时，诸如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等 社 会 制 度 变 量 对 经 济 增 长 没 有 什 么 影

响。从影响的权重看，按 照 每 增 加 一 个 单 位 导 致 增 长 率 变 化 幅 度 的 百 分 比，

可排列如下：投资率 （０．７％）、教 育 程 度 （０．５％）、法 治 水 平 （０．５％）、国

家开放度 （０．２％）、贸 易 条 件 （０．２％），起 负 面 作 用 的 包 括 人 均 初 始 ＧＤＰ
水 平 （－２．６％）、预 期 寿 命 （－１．１％）、通 胀 率 （－０．７％）、生 育 率

（－０．６％）和政府消费率 （－０．４％）。由于各 类 因 素 在 不 同 发 展 阶 段 的 影 响

力差异极大，需要区 分 低 收 入 国 家 和 高 收 入 国 家 以 及 不 同 的 时 间 段。例 如，

不区分时间段，仅考虑收入水平，那 么 对 高 收 入 国 家 而 言，对 经 济 增 长 起 推

动作用的因素 从 大 到 小 排 列，依 次 是 民 主、投 资 率、贸 易 条 件 等，相 对 而

言，以贸易占ＧＤＰ比重衡量的国家开放度的重要性显著低于低收入国家。①

在巴罗开创国家间的 横 截 面 增 长 核 算 实 证 分 析 之 后，２０世 纪９０年 代 中

期围绕东亚经济体的增长来源曾发 生 过 一 场 著 名 的 争 论。尽 管 有 关 “东 亚 奇

迹”的理论争论由来已久，不过总是 缺 乏 相 当 严 谨 的 实 证 分 析。巴 罗 的 研 究

为从实证角度辨析 理 论 的 正 确 与 否 提 供 了 机 会。争 论 的 起 因 是１９９３年 世 界

银行发布 《东亚奇迹》报告，对政府 介 入 经 济 发 展 的 方 式 予 以 肯 定，这 一 观

点与当时欧美 社 会 的 主 流 舆 论 相 悖，因 为 后 者 认 为 “历 史 终 结”，资 本 主 义

将一统天下。１９９４年１１—１２月 号 《外 交 事 务》发 表 了 时 任 斯 坦 福 大 学 教 授

保罗·克 鲁 格 曼 的 《亚 洲 奇 迹 的 神 话》，认 为 东 亚 经 济 体 超 高 速 增 长 并 无

“奇迹”可言，只 是 高 投 入 高 产 出 而 已，西 方 无 需 为 之 恐 惧。克 鲁 格 曼 还 断

言，东亚经济增长模式很可能是当年 苏 联 经 济 高 速 增 长 的 翻 版，因 为 东 亚 经

济体的ＦＴＰ与苏联一样都很低。克鲁格曼这番言论很快就引发了太 平 洋 两 岸

１２

① 巴罗、萨拉—伊—马丁：《经济增长》（第２版），第４１２—４２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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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持久的争论。 “就 广 义 的 宏 观 思 考 而 论，我 们 也 可 于 这 场 激 辩 中 读 到 美

国对这个题目不懈热情 的 原 因 所 在，这 至 少 包 括：１．从 全 球 战 略 意 义 考 虑，

准确乃至 精 确 把 握 东 亚 特 别 是 中 国 经 济 发 展，对 于 制 订 未 来 国 家 决 策 （外

交、国防等）至关重要 （如克鲁格曼 所 表 达 的，中 国 方 面 几 个 百 分 点 的 年 增

长差异，将影响到下个世 纪 中 国 是 否 超 越 美 国）；２．东 亚 的 发 展，对 于 就 经

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历 史 学 等 的 理 论 研 究，是 否 提 出 新 鲜 的 经

验，激发新的思路，开拓新的领域，或带来新 的 动 力；３．在 意 识 形 态—思 想

层面，东亚的发展，是否构 成 了 西 方 的 社 会—文 化—信 念 体 系 之 外 的 独 立 参

照系。这样的 ‘大 是 大 非’，是 西 方 扩 张 史 上５００年 来 所 仅 见，我 们 由 此 不

难想见，上述激辩何以其热度、烈度远远超过一般学术讨论。”①

历史表明，这场争论对中国 政 府 进 一 步 认 识 发 展 方 式、增 强 融 入 经 济 全

球化的决心起到了一定作用。在这场 辩 论 后 不 久，中 国 共 产 党 十 四 届 五 中 全

会于１９９５年９月２８日制定了 “九五”计划和２０１０年远景目标的建议，认为

要实现 “九五”和２０１０年的奋斗目标，“关 键 是 实 行 两 个 具 有 全 局 意 义 的 根

本性转变，一是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 经 济 体 制 向 社 会 主 义 市 场 经 济 体 制 转

变，二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 约 型 转 变。”② 这 是 首 次 在 中 央 文 件 中 提

出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而所谓粗放 型 模 式 就 是 传 统 的 苏 联 模 式，也 是 被 克

鲁格曼等人批评的模式。１９９７年东亚金融危机爆发，似乎进 一 步 佐 证 了 克 鲁

格曼的预测。但从实证分析角度看，克 鲁 格 曼 的 批 评 来 源 于 时 任 麻 省 理 工 学

院教授阿尔文·杨对东亚 “四小 龙”经 济 增 长 的 实 证 研 究。杨 认 为，这 些 经

济体的经济增长主要来自于资本和劳 动 的 投 入，并 没 有 超 越 索 洛 的 新 古 典 经

济增长模式所框定的 范 围。③ 从 人 均 ＧＤＰ角 度 看，杨 立 足 于 东 亚 “四 小 龙”

的研究去否定内生增长模型，其实 是 犯 了 “张 冠 李 戴”的 错 误。罗 默 等 人 创

立内生增长理论，主要是为了解决发 达 国 家 的 难 题，而 发 展 阶 段 落 后 的 东 亚

２２

①

②

③

易水：《一场关于东亚发展评价的激辩———克鲁格曼引发的争论》，《战略与管理》，１９９５年 第

４期，第３５页。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九五”计划和２０１０年远 景 目 标 的 建 议》，《人 民 日

报》，１９９５年１０月５日，第１版。
Ａｌｗｙｎ　Ｙｏｕｎｇ，“Ａ　Ｔａｌｅ　ｏｆ　Ｔｗｏ　Ｃｉｔｉｅｓ：Ｆａｃｔｏｒ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ａｎｄ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ＮＢＥＲ　Ｍａ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ｎｕａｌ，Ｖｏｌ．７，１９９２，ｐｐ．１３－５４．巴罗和克鲁格曼参 加 了 ＮＢＥＲ
为该文组织的的研讨会。巴罗认为，虽然杨批评当时刚刚兴起的内生增长模型，但其 实 还 是 借 用 了 该

模型对创新的重 视，因 为 只 有 不 断 引 入 新 产 品 才 能 阻 止 报 酬 递 减。Ａｌｗｙｎ　Ｙｏｕｎｇ，“Ｌｅｓｓ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ＮＩＣＳ：Ａ　Ｃｏｎｔｒａｒｉａｎ　Ｖｉｅｗ”，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３８，Ｎｏ．３－４，１９９４，ｐｐ．９６４－９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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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小龙，并未达到发达国家２０世纪８０年 代 的 发 展 水 平。例 如，杨 的 论 文 所

使用的数据截至１９８５年，而 根 据 麦 迪 森 的 数 据，１９８５年 新 加 坡 和 中 国 香 港

的人均ＧＤＰ分别为 美 国 的５１．７％和６１．６％。从 更 深 层 次 角 度 考 虑，这 些 新

古典经济模型都不重视发展阶段，也不看重发展经济学所强调的结构性因素。

在克鲁格曼发起这场辩论后，虽 然 中 国 政 府 多 次 强 调 要 转 变 经 济 发 展 方

式，但并不十分成功，这似乎证明 跨 越 发 展 阶 段 十 分 困 难。不 过，改 革 开 放

还是不断取得成效。１９９８年８月２８日，在 第 九 次 驻 外 使 节 会 议 上，江 泽 民

指出，“经 济 全 球 化 作 为 世 界 经 济 发 展 的 客 观 趋 势，是 不 以 人 们 的 意 志 为 转

移的，任何国家也回 避 不 了。”① 在 制 定 “九 五”计 划 时 隔２５年 之 后，当 中

国的人均ＧＤＰ发展水平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上半期的韩国所差无几时，中国政

府制定了 “十四五”规 划 和２０３５年 远 景 目 标 纲 要，核 心 是 “双 循 环”新 发

展格局，试图调整国内和国际的关系，在 国 际 部 分 的 重 点 之 一 是 重 新 理 解 经

济全球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其实，贸易对 经 济 增 长 的 作 用 相 当 复 杂，尤 其 是 两 者 何 为 因、何 为 果，

学术界长期存在争议。一是源于模型和变量的选择。１９９５年，杰 弗 里·萨 克

斯和安德鲁·沃纳的一项著名研究指 出，决 定 一 国 经 济 增 长 的 关 键 因 素 是 贸

易，开放的国家要比 封 闭 的 国 家 更 容 易 获 取 更 高 的 长 期 经 济 增 长 率。② 随 后

这一结论遭到强烈质疑，认为开放的 程 度 还 受 制 于 地 理 因 素，地 理 对 收 入 的

影响更大一些。③ 罗德里克等人的研究 则 认 为，讨 论 贸 易 与 经 济 增 长 的 关 系，

关键是如何定义贸易的开放度，如果仅 仅 采 用 降 低 关 税 或 关 税 壁 垒 的 指 标 度

量开放度，那 么 开 放 贸 易 和 经 济 增 长 并 无 显 著 关 系。④ 新 近 的 研 究 则 表 明，

如果不考虑海运，而是利用空运作为 地 理 的 变 量，那 么 充 分 利 用 空 中 航 线 的

国家，更能从贸易中获益，因而贸易对收入会产生显著的影响。⑤

３２

①

②

③

④

⑤

江泽民：《当前的国际形势和我们的外 交 工 作》，载 《江 泽 民 文 选》 （第 二 卷），人 民 出 版 社，
２００６年，第２０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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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对不同发展阶段的国 家 而 言，贸 易 作 用 也 有 不 同 分 量。有 学 者 基 于

墨西哥和中国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表 明，墨 西 哥 从 贸 易 中 的 获 益 大 于 中 国 从

贸易中的获益。在经济增长的早期 阶 段，贸 易 相 对 更 重 要 一 些，但 在 收 入 迈

向高级阶段后，制度 （改 革）的 因 素 更 突 出。① 目 前，学 术 界 的 一 个 基 本 共

识是，贸易开放的增长效应取决于 经 济 发 展 水 平，门 槛 值 约 为 人 均ＧＤＰ７８０－

８２０美元 （１９６０年），低于这一门槛值，扩 大 贸 易 对 经 济 增 长 产 生 不 利 影 响，

高于这一门槛后，扩大贸易对经济增 长 具 有 积 极 影 响，主 要 是 通 过 促 进 新 技

术的采用和专业化来刺激经济增长。②

三是源于经济规模的差异。一个基 本 事 实 是，对 于 小 型 经 济 体 而 言，贸

易更重要，而一般来说，大型经济体的贸易占ＧＤＰ的 比 重 都 比 较 低。如 图－３
所示，美国、中国和日本等世 界 前 三 大 经 济 体，２０１８年 贸 易 占 ＧＤＰ的 比 重

分别 为２０．６％、３７．５％和３６．８％，而 小 型 经 济 体，如 卢 森 堡 （３８７．１％）、

中国香港 （３７６．９％）和新加坡 （３２６．９％），贸 易 对 经 济 的 重 要 性 不 言 而 喻。

在大型经济体中，除了德国之外 （２０１８年贸易占ＧＤＰ比重为８８．６％），其他

图－３　经济规模与贸易占ＧＤＰ的比重 （２０１８年）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数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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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经济 体 并 没 有 超 过７０％，且 前 十 大 经 济 体 贸 易 占 ＧＤＰ的 平 均 比 重 为

５３．０％。而德国也是在２００８年 国 际 金 融 危 机 之 后 上 升 至８０％，１９９３—２０１９
年，德国贸易占ＧＤＰ的年均比重为６８．６％。

五、大国经济与面向２０３５年的大国战略

正如艾肯格林等人和世界银行 《增 长 报 告》所 提 示 的，中 国 已 经 结 束 了

“增长奇 迹”时 代，但 中 国 在 若 干 指 标 上 并 不 是 一 个 样 本 式 的 发 展 中 国 家。

尤其值得指出 的 是，早 在２０１２年 的 论 文 中，艾 肯 格 林 等 人 就 强 调，世 界 上

从未看到如此庞大的国家经历如此之 长 的 高 速 经 济 增 长，中 国 巨 大 的 面 积 和

地理多样性不同于早期的高速增长经 济 体。如 果 中 国 内 陆 省 份 也 能 复 制 沿 海

地区的高速增 长，那 么 未 来 若 干 年 中 国 仍 将 保 持 中 高 速 增 长。① 因 此，国 家

规模对于经 济 增 长 也 是 重 要 的。上 文 提 及 的 罗 默 模 型 针 对 当 时 整 个 发 达 国

家，将当今世界的发达国家作为一个 整 体 加 以 考 虑，一 项 重 要 的 指 标 就 是 人

口规模，因为该模型表明，人口规 模 和 人 口 增 长 率 最 终 决 定 创 新 的 规 模。此

外，前文的相关分析也表明，除了以人均ＧＤＰ界定的发展阶段之 外，经 济 规

模对于理解发展战略及其国际政治效应也十分重要，特别是对理解国家间的安

全关系至关重要。对于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者而言，国家规模是第一位

的因素，随着实力地位上升，必将产生广泛的权力效应。对于这一点，即便罗

斯托本人也并不回避。在冷战结束前夕出版的 《经济增长理论史》中，罗斯托

展望了至２０５０年的全球形势， “从当前到２１世纪中叶这一整段时期，很有可

能是自１８世纪中叶以来，对资源和环境构成最大压力的时期，同时也是 人 口

聚集地、经济潜能和政治地位方面展开最大限度重新调整的一段时期。”②

事实上，在很多经济 学 模 型 中，大 多 数 讨 论 的 是 “小 国 经 济”，而 不 是

能够影响商品价格的 “大国经济”。所 谓 “小 国 经 济”（ｓｍａｌ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按

照多数经济学教科书的理解，指的是 这 些 经 济 体 的 出 口 供 给 和 进 口 需 求，都

不足以明显地影响这些商品和服务 的 价 格。也 就 是 说，这 些 国 家 只 是 世 界 市

５２

①

②

Ｂａｒｒｙ　Ｅｉｃｈｅｎｇｒｅｅｎ，Ｄｏｎｇｈｙｕｎ　Ｐａｒｋ，ａｎｄ　Ｋｗａｎｈｏ　Ｓｈｉｎ，“Ｗｈｅｎ　Ｆａｓｔ－Ｇｒｏｗｉｎｇ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　Ｓｌｏｗ
Ｄｏｗ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ａ”，ｐ．８１．

Ｗ．Ｗ．罗斯托：《经济增长理论史：从大卫·休谟至今》，第７４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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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上的价格 接 受 者。虽 然 有 些 发 展 中 国 家 能 够 影 响 一 些 初 级 产 品 的 出 口 价

格，但无法影响进口价格。需要注意 的 是，宏 观 经 济 模 型 通 常 将 澳 大 利 亚 视

作 “小国经济”的典型。澳大利亚的 对 外 贸 易 主 要 由 比 较 优 势 驱 动，出 口 以

初级产品为主，一半以上的进口是 制 成 品。但 是，澳 大 利 亚 对 其 出 口 产 品 的

价格几乎没有影响。因而，澳大利亚 的 宏 观 经 济 政 策 对 世 界 的 产 出、通 货 膨

胀和利率都不 会 有 明 显 的 影 响。① 与 此 相 比，美 国 显 然 是 一 个 “大 国 经 济”，

美国经济尤其是美联储的利率政策 将 显 著 地 影 响 全 球 经 济。因 而，在 借 鉴 西

方经济学中的理论总结，特别是其政 策 建 议 时，需 要 格 外 注 意 它 们 的 假 设 是

立足于 “小 国 经 济”还 是 “大 国 经 济”。上 述 发 展 经 济 学 的 文 献 多 数 是 “小

国经济”，例如，普雷 维 什 在 进 入 拉 美 经 委 后 一 直 致 力 于 推 动 拉 美 地 区 的 区

域一体化，因为在他看来，拉美地区 的 各 经 济 体 规 模 太 小，不 具 备 决 定 初 级

产品价格的能力。只有拉美地区形成 统 一 的 大 市 场，才 能 让 本 国 工 业 具 有 国

际竞争力。② 而新古 典 增 长 理 论 则 主 要 以 美 国 为 样 本，因 而 是 一 种 “大 国 经

济”研究，更一般性地适用于分析未来的中国经济增长。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宏观经济学意义 上 的 “小 国 经 济”、“大 国 经 济”与

国际政治文献中的国家分类差异非 常 大。例 如，澳 大 利 亚 在 国 际 关 系 文 献 中

被当作典型的 “中 等 国 家”，它 也 是 全 球 经 济 治 理 中 核 心 的 二 十 国 集 团 的 成

员之一。从面积上说，澳大利亚在很多有 关 大 国 的 研 究 中 被 当 作 分 析 对 象。③

对于绝大多数经济学者、一部分国际关 系 学 者 甚 至 一 些 决 策 部 门 而 言，经 济

规模、国土规模和人 口 规 模 被 视 为 区 分 小 国、中 等 国 家 和 大 国 的 重 要 依 据，

甚至是最重要的依据。从严格意义上 讲，西 方 国 际 关 系 理 论 并 不 存 在 这 种 划

分 “大国”的理论依据。无论是现 实 主 义、自 由 主 义 还 是 建 构 主 义，定 义 大

国的核心要素都 是 军 事 力 量。自１６世 纪 以 来，大 国 的 数 量 从 未 超 过１０个，

且并非所有大国都始终在大国的榜 单 上。冷 战 结 束 以 来，西 方 国 际 关 系 学 者

在对大国关系进 行 实 证 分 析 时，通 常 包 括 联 合 国 五 常 以 及 德 日 等 七 国。④ 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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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德怀特·Ｈ．波金斯、斯蒂 芬·拉 德 勒、戴 维·林 道 尔： 《发 展 经 济 学》，第６９２—６９３页。
Ｋｒｉｓｔｏｆｆｅｒ　Ｐ．Ｎｉｍａｒｋ，“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ａｓ　ａ　Ｓｍａｌｌ　Ｏｐｅｎ　Ｅｃｏｎｏｍｙ”，Ｔｈｅ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４２，Ｎｏ．１，２００９，ｐｐ．２４－４１．

劳尔·普雷维什：《外围资本主义———危机与改造》，第２７页。
郑捷：《如何定义 “大国”？》，《统计研究》，２００７年第１０期，第６０—６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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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国际秩序》，《外交评论》，２０１５年第６期，第７１—８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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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研究大国的国家间政治博弈得出 的 结 论，通 常 不 适 合 用 来 指 导 小 国 的 对

外战略。反过来说，如果一项研究 不 基 于 对 大 国 的 研 究，而 只 考 虑 人 口、国

土以及收入意义 上 的 “大 国”，那 么 基 于 前 文 在 讨 论 贸 易 与 增 长 关 系 时 的 变

量误差，其结论也不能轻易推广。

哈佛大学已故政治经济学家艾 尔 波 托·艾 莱 斯 那 在 解 决 领 土 规 模 和 市 场

规模不一致问题 上 做 出 了 重 要 的 理 论 贡 献。① 艾 莱 斯 那 认 为，可 以 从 贸 易 的

视角重新讨论国家规模和市场规模之 间 的 关 系，在 一 个 完 全 政 治 一 体 化 的 世

界中，一个国家的政治规模与市场 规 模 是 一 致 的。因 此，小 国 的 市 场 就 是 小

的。但是，在一个经济一体化的世界 中，一 个 国 家 的 市 场 规 模 可 能 远 远 超 出

其政治疆域限定的范围。在极端情况 下，边 界 与 政 治 的 互 动 可 能 是 完 全 无 关

的，单个国家的市场规模就是世界。在 经 济 一 体 化 和 国 际 开 放 程 度 较 低 的 情

况下，可以预期大国在经济上比小国 做 得 更 好，但 是 随 着 经 济 一 体 化 程 度 的

提高，政治规模的 作 用 就 下 降 了。当 然，即 便 是 自 由 贸 易 程 度 很 高 的 世 界，

国家边界也不会没有作用。例如，加拿 大 各 省 之 间 的 贸 易 要 比 加 拿 大 各 省 与

美国各州之间的贸易容易得多。在贸 易 完 全 自 由 化 的 情 况 下，国 家 规 模 与 经

济增长或人均收入水平的关系并不 大，但 是 如 果 贸 易 趋 向 于 封 闭，那 么 大 国

的表现会比小国更优。一个合理的 推 论 是，小 国 比 大 国 更 需 要 国 际 贸 易，更

愿意支持开放的世界经济。

从疆域和人口看，中国毫无 疑 问 是 个 大 国，但 仅 有 这 两 项 还 不 足 以 成 为

经济学意义上的 “大国”，也不被西 方 国 际 关 系 理 论 界 当 作 “大 国”。如 果 从

经济学界比较看重的影响价格这一指 标 来 看，那 么 鉴 于 过 去 十 多 年 来 中 国 经

济增长对全 球 大 宗 商 品 市 场 的 影 响，即 通 俗 说 “中 国 买 什 么、涨 什 么”，我

们也可以说 中 国 是 一 个 “大 国 经 济”。近 年 来，不 少 学 者 也 都 指 出，中 国 已

经是 “大国经济”，必 须 用 “大 国 思 维”管 理 大 国 经 济，特 别 是 强 调 “政 治

挂帅”！② 尽管从严格意义上说，这些呼 吁 使 用 的 概 念 界 定 还 可 以 商 讨，但 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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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大国经济”地位的判断显然也是 基 于 对 内 外 政 治 经 济 形 势 的 分 析，特 别

是对发展阶段以及经济规模变化所导致的国际经济和国际关系的影响。

目前，国内外经济学家对中 国 经 济 增 长 的 预 测 表 明，中 国 经 济 要 进 一 步

调整，才可 能 达 到 “十 四 五”规 划 和２０３５年 远 景 所 设 定 的 目 标。巴 罗 在

２０１６年发表的论文中认为，未 来 中 国 经 济 增 速 将 快 速 地 从８％下 降 至３％—

４％，但这一增速 如 能 维 持２０—３０年，也 足 以 帮 助 中 国 摆 脱 “中 等 收 入 陷

阱”。① 韩国高丽大 学 教 授 李 钟 和２０１７年 的 一 项 研 究 指 出，除 非 中 国 政 府 大

规模升级人力资源，调整经济结构，同 时 提 高 宏 观 经 济 管 理 水 平、降 低 金 融

脆弱性，否则未来十年 中 国 经 济 增 速 将 下 降 至５％—６％。② 根 据 复 旦 大 学 张

军教 授 ２０１７年 的 分 析，２０１５—２０３５ 年，中 国 的 人 均 ＧＤＰ增 长 率 可 达

４．８８％，加上人口增长率，潜在的ＧＤＰ增长率可以实现５％。那么，到２０３５
年，中国人均ＧＤＰ水平能够达 到 美 国 的５３．５％，届 时 中 国 经 济 总 量 大 约 为

美国的２倍。③ 正如前文所 说，未 来１５年，只 要 达 到５％左 右 的 ＧＤＰ增 速，

中国的人均ＧＤＰ就将翻一番，这意味着占美国 的 比 重 将 从２０２０年 的２７．３％
攀升至５４．６％。这个比重也恰好是１９８５年新加坡相对于美国的发展水平。

但是，新加坡毕竟是 “小国经济”，而 “小国经济”的最优发 展 战 略 从 根

本上说是基于比较优势的开放战略，比如利用全球的资源、地理区位以及特殊

的国家关系 （如国际关系中的结盟、准结盟等）。但是，对于一 个 大 国，特 别

是 “大国经济”而言，比较优势从来就不是占据主导性的，大国总是不断突破

既有的理论约束。例如，早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华西里·里昂惕

夫就提出了后 来 以 其 名 字 命 名 的 现 象 “里 昂 惕 夫 之 谜”。按 照 比 较 优 势 理 论，

由于美国拥有全世界最昂贵的劳动力和最密集的资本，其出口品应主要是资本

密集型产品，进口品是劳动密集型产品。但事实却相反，美国出口量最大的是

农产品等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量最大的却是汽车、钢铁等资本密集型产品。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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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８页。

Ｗａｓｓｉｌｙ　Ｌｅｏｎｔｉｅｆ，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Ｔｒａｄｅ；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Ｒｅ－
Ｅｘａｍｉｎｅｄ”，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Ｖｏｌ．９７，Ｎｏ．４，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８，１９５３，
ｐｐ．３３２－３４９；Ｗａｓｓｉｌｙ　Ｌｅｏｎｔｉｅｆ，“Ｆａｃｔｏｒ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Ｔｒａｄｅ：Ｆｕｒｔｈｅｒ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Ｔｈ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Ｖｏｌ．３８，Ｎｏ．４，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１９５６，ｐｐ．３８６－４０７．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与中国对外战略的升级

破解 “里昂惕夫之 谜”的 关 键 是 将 索 洛 模 型 中 的 生 产 要 素 进 一 步 细 化 分 类，

特别是重视技术因素。又比如，新古典 增 长 理 论 将 不 能 解 释 的 部 分 归 结 为 全

要素生产率，而要推动全要素生产 率 转 变，除 了 经 济 因 素 之 外，还 有 非 经 济

因素。贸易在推动收入转变的过程 中，其 实 施 机 制 是 比 较 复 杂 的，除 了 直 接

给劳动力的 高 工 资 收 入，还 有 带 动 技 术 升 级 和 提 升 管 理 水 平 等，直 接 投 资

（ＦＤＩ）则是比贸易更加重要的一个开放通 道 和 手 段，而 恰 恰 是 在ＦＤＩ和 经 济

增长这个问题上，索洛也承认，新古 典 理 论 的 研 究 并 不 充 分。他 特 意 提 到 中

国这样经济快速增长的国家，并认为当 一 个 经 济 体 有 机 会 通 过 外 国 投 资 吸 收

资本和已知技术时，会充分调整智 力 资 源 的 配 置。对 于 这 个 特 性，即 便 是 内

生增长模型的研 究 也 仍 不 够。① 事 实 上，有 关 中 国 吸 收 外 资 到 底 是 多 还 是 少

的问题，多年来一直都有争议。

从国际政治经济学角度看，中 国 迈 向 发 展 新 阶 段、加 快 形 成 新 发 展 格 局

将影响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从而改变 对 外 关 系。美 国 国 际 政 治 经 济 学 研 究 的

第二代领军人物、加州大学教授戴维·莱克早 在２００８年 即 指 出，“中 国 大 多

数政治和对外经 济 政 策 及 其 对 他 国 的 影 响 都 可 以 用 开 放 经 济 政 治 学 （ＯＥＰ）

来解释……不过，中国的崛起的确凸显了ＯＥＰ研究在国际市场力量与规模 收

益递增这两个假 设 上 的 局 限。”② 莱克所强调的 “国际市场力 量”即 上 文 说 的

“大国经济”效应，传统国际经济理论之所以喜欢用 “小国经济”，原因之一是

不太赞赏政府干预，而事实上国际市场上的价格很多时候是由政治和政策决定

的。至于规模经济效应，其实正是罗默开创的 “内生增长模型”所含有的，也

是对索洛模型的突破。按照罗默模型的预计，“大国经济”天然具有创新优势。

正是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美国形成了所谓的 “战略性贸易政策”，也是基 于 比

较优势可以被政府的政策创造这一理念。就连一贯倡导自由贸易理念的萨缪尔

森，在其晚年的文章中也直面规模经济效应所导致的国家间分配问题，认为美

国在与具有很强的技术创造能力的国家进行贸易时，不能完全执行自由贸易政

策。③ 杜克大学教 授 高 柏 甚 至 认 为，中 国 面 临 的 挑 战 虽 然 有 “修 昔 底 德 陷 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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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境，但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普遍存在更为深刻的 “萨缪尔森陷阱”。①

像美国这样处于经济增长前 沿 的 国 家 面 临 被 赶 超 的 难 题，中 国 在 很 长 一

段时间内并没有这个难题。因为中国并不像美国那样处于人均ＧＤＰ的前沿位

置，与发达国家存 在 相 当 大 的 发 展 差 距。美 国 自１９世 纪 末 以 来，无 论 是 经

济总量还是人均ＧＤＰ水平，都处于世界第一 的 位 置，２０世 纪５０年 代 后 期 虽

被欧洲和日本追赶，但经过美国的政 策 和 战 略 调 整，最 终 这 些 发 达 国 家 的 人

均ＧＤＰ水平处于美国的８０％左 右。由 于 较 高 的 发 展 差 距，美 国 执 行 以 企 业

（私人）为主的 国 家 发 展 战 略，更 加 侧 重 于 收 入 水 平 很 高 的 国 内 市 场，国 内

资本市场高度发展，因而占据着规则制定上的优势。

未来１５年，中国相对于美国的人均ＧＤＰ将从目前的２７％上升至５０％左

右。与美国始终处于收入最高位置所 执 行 的 对 外 政 策 不 同，中 国 强 调 安 全 与

发展并重的外交政策，至少在如下 几 个 方 面 将 形 成 自 己 的 特 点。第 一，内 政

对对外政策的影 响 力 相 对 下 降，两 者 的 分 离 性 将 增 强。 “大 国 经 济”模 型 显

示，在高度 开 放 水 平 下，政 治 边 疆 和 经 济 边 疆 是 一 致 的，经 济 利 益 到 了 哪

里，政治利益就需要走 到 哪 里。因 而，我 们 看 到，西 方 社 会 很 多 人 从２０世

纪８０年代后期开始讨论 “贸易跟着国 旗 走”，强 调 美 国 军 事 力 量 干 预 对 促 进

和保护海外利 益 发 展 的 作 用。② 显 然，中 国 并 没 有 像 西 方 国 家 那 样 实 施 “干

预内政”，而是通过 “政 策 沟 通”捍 卫 海 外 利 益。并 且，中 国 的 开 放 主 要 仍

然是促进国内的发展，而不只是专 注、单 方 面 侧 重 于 国 际 目 标，完 全 不 顾 及

国内层面的考虑。２０世 纪５０年 代 中 期，在 “马 歇 尔 计 划”结 束 之 后，美 国

对外政策和内政的联系开始显著分 离。美 国 维 持 第 一 位 的 收 入 水 平 后，对 外

政策的一个显著特色是单方面设定国 际 目 标，与 国 内 利 益 的 联 系 机 制 是 一 种

“内嵌的自由主义”。③ 这种机制的核心是说，只有说服了中下阶层才能让上层

人士主导外交政策。这种趋势导致的最终结果是出现了对外政策决定的两种基

本模型：一种是克拉斯纳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后期提出的在原材料领域实施国家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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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对外政策，减少利益集团 的 干 预，① 还 有 一 种 是 在 产 业 内、产 业 间 贸 易 的

利益集团博弈模型。前文的分析表明，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贸易的作用

趋于正面，从中国的经验看，早期阶段开放比国内的改革更加重要，因为通过

贸易参与国际市场，可以将庞大的劳动力和国际需求相结合，这个逻辑正是２０
世纪８０年代参与国际大循环的基础。由于需要将国际市场需求和本国劳动力

优势相结合，中国早期的对外政策非常重视构建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随着人

均收入的提高，经 济 增 长 的 动 力 逐 渐 转 向 国 内 层 面，这 种 政 策 将 发 生 显 著 变

化，国内和国际的分离也会进一步显现。不过，毕竟中国的人均收入还是低于

发达国家的水平，因而国内需求和国际政策分离的程度还是有限的。

第二，中国生产和消费并重 的 特 色 将 影 响 对 外 关 系 中 的 身 份 定 位。前 文

提及，从１９世纪后 期 起，美 国 的 经 济 理 论 从 生 产 理 论 转 向 消 费 理 论。二 战

结束后，美国不仅 为 发 达 国 家 提 供 资 金，更 重 要 的 是 提 供 市 场。２０世 纪７０
年代以来，东亚经济体的崛起也证明，提 供 消 费 市 场 有 助 于 夯 实 美 国 与 这 些

经济体的关系。事实上，二战后美国 对 外 政 策 中 的 权 力，很 大 一 部 分 来 自 于

美国是全 球 最 大 的 消 费 市 场 这 种 特 性。最 近，拜 登 政 府 强 调 “中 产 阶 级 外

交”，试图改变美国长期以来的这种基 础，不 仅 重 视 作 为 消 费 者 的 中 产 阶 级，

也开始重视其作为生产者的身 份，强 调 在 美 国 国 内 创 造 就 业。如 此 一 来，美

国政府就必须扭转传统的基于消费者 定 位 的 对 外 政 策 基 础，重 视 贫 富 差 距 问

题，提升国内消费者的生产能 力，在 国 内 创 造 生 产 机 会。显 然，中 国 虽 然 具

有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潜力，但并 不 纯 然 依 靠 消 费。中 国 也 很 重 视 生 产，因

为我们还有很 多 人 仍 处 于 低 收 入 阶 段。在 “十 四 五”规 划 和２０３５年 远 景 目

标纲要中，中国政府 进 行 了 如 下 变 更： “紧 紧 扭 住 供 给 侧 结 构 性 改 革 这 条 主

线，注重需求侧管理，形成需求牵引 供 给、供 给 创 造 需 求 的 更 高 水 平 动 态 平

衡。”② 这种转变表明，我们试图平衡生产 和 消 费 两 个 方 面，而 不 是 像 美 国 那

样在迈入高收入阶段之后，就一直倚 重 消 费。中 国 虽 然 长 期 试 图 转 向 内 需 促

进，但从２００６年 “十 一 五”提 出 之 后，经 过 三 个 五 年 规 划 也 未 完 全 转 变。

因而，我们不能完全像美国那样，充分 利 用 国 内 消 费 能 力 去 构 建 与 相 对 低 收

入国家的关系。由于要平衡生产者和 消 费 者 这 两 种 身 份 特 征，反 映 在 对 外 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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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领域，则表明中国既是发展中国家，同时又是高收入国家。

第三，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 在 中 国 对 外 政 策 中 的 地 位 存 在 更 大 的 上 升

空间。由于中国的人均ＧＤＰ总体上仍不高，因而在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

开展经贸活动时，比较优势原理在中 国 对 外 政 策 中 的 影 响 是 比 较 弱 的。虽 然

中国也利用相对于发达国家的比较 优 势 实 施 开 放 战 略，但 当 时 是 基 于 “小 国

经济”。随着中国经 济 规 模 的 扩 大，规 模 经 济 的 效 应 将 大 于 基 于 比 较 优 势 获

得的利益。中国企业在国 际 上 的 扩 张，也 还 达 不 到 雷 蒙·弗 农 在２０世 纪６０
年代后期所总 结 的 “产 品 周 期 论”阶 段，① 因 而 其 产 业 转 移 也 不 完 全 是 西 方

式的产业转移，后者基本上利用国外 的 低 端 劳 动 力 和 低 要 求 的 环 保，但 其 产

品却主要服务于 美 国 市 场。显 然，中 国 企 业 的 竞 争 方 式 与 美 国 当 年 不 一 样，

我们要利用巨大的产能优势，向外投 资 进 行 产 业 转 移，但 同 时 也 强 调 产 能 合

作中的能力建设，而不仅仅是利用 东 道 国 的 比 较 优 势。从 理 论 上 讲，以 往 很

少有国家在中国这个发展阶段，有这 么 大 的 对 外 投 资 规 模。对 中 国 对 外 直 接

投资的理论解 释 也 表 明，中 国 企 业 进 行 海 外 投 资 具 有 特 殊 性。② 实 质 上，与

很多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在人 均 发 展 水 平 上 并 不 具 有 比 较 优 势，也 可

以推断，比较优势在中国崛起过程中 的 作 用 要 比 美 国 小。西 方 发 达 国 家 在 对

外 （经济）政策上推行比较优势的一 个 政 策 后 果 是，发 展 中 国 家 被 锁 定 在 价

值链发展的阶段，比如殖民主义时期 的 单 一 种 植 物 经 济 体，比 如 拉 美 学 者 提

出的依附论。甚 至 像 澳 大 利 亚 这 样 的 “小 国 经 济”，即 便 在 人 均 收 入 水 平 达

到发达国家水平之后，也依赖于其他 国 家 对 其 资 源 的 进 口，而 不 是 源 于 国 内

的独立发展。由于中国并不存在将发展 中 国 家 和 新 兴 市 场 锁 定 在 某 一 个 产 业

链位置的潜在能力，也就不容易招致 政 治 上 的 攻 击，因 而 我 们 才 可 以 强 调 伙

伴关系和 “结伴不结 盟”。这 样 也 就 可 以 理 解，为 什 么 “十 四 五”规 划 相 应

地调整了中国的外交布局，首次将 “积 极 发 展 全 球 伙 伴 关 系”放 在 “推 进 大

国协调和合作”之前。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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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２０３５年远景目标纲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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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经贸的模式和规则更 有 利 于 发 展 中 国 家 和 新 兴 市 场。前 文 已 经 指

出，随着中国不断技术升级，加大 创 新 力 度，的 确 将 与 发 达 国 家 面 临 “萨 缪

尔森陷阱”的 挑 战。但 与 此 同 时，中 国 和 发 展 中 国 家 的 关 系 可 能 进 一 步 提

升。一方面，中国 （国有）资本的 利 息 回 报 可 以 更 低、时 间 更 长，融 资 规 则

可能改善得更快，发展中国家可以获 得 更 有 力 的 融 资。由 于 中 国 和 其 他 国 家

的发展差距并不大，因而传统的基于 利 息 差 距 的 国 际 资 本 流 动 不 会 出 现，而

卢卡斯曾经提出一个命题：资本之所以 从 穷 国 流 向 富 国 是 因 为 后 者 的 人 力 资

本因素。① 显然，中 国 并 没 有 达 到 卢 卡 斯 所 说 的 发 达 国 家 的 人 力 资 本 水 平，

因而也就不会导致发展中国家的资 本 流 回 到 中 国。从 中 国 方 面 来 说，转 向 高

收入发展阶段，意味 着 技 术 的 重 要 性 远 超 过 资 本，对 资 本 的 需 求 是 下 降 的，

中国市场的资本并不能产生很高的回 报 率，较 低 的 海 外 投 资 回 报 率 也 是 可 以

接受的。此外，对低收入国家而言，无 论 是 发 展 经 济 学 还 是 索 洛 模 型，要 获

得经济增长都需要非常重视资本的 作 用。但 对 于 低 收 入 国 家 而 言，市 场 的 开

放性和对资源品的出口更加重要，如 果 能 够 获 得 中 国 市 场，那 么 资 本 与 出 口

收益的结合就能创 造 发 展 能 力。事实上，这 个 逻 辑 正 是 改 革 开 放 时 期 中 国 发

展经济和对外关系的逻辑，我们同时开始贸易和吸收外资，通过卖资源强化基

础设施建设，通过出口和吸收外资获得技术升级能力，提升劳动力回报率。

第五，“全人类 共 同 价 值”将 成 为 中 国 对 外 政 策 的 价 值 支 撑。低 收 入 阶

层、中低收入发展阶段与高收入阶层 的 一 个 显 著 差 别 是，后 者 更 加 重 视 价 值

观的作用。西方产生 压 倒 性 的 意 识 形 态 和 价 值 观 的 影 响 力，主 要 是 在２０世

纪７０年代之后，当时西方 各 国 的 经 济 总 量 占 全 球 比 重 超 过７０％。按 照 前 文

提及的张军的预测，２０３５年中国经济总量可能将达到美国 的２倍。尽 管 无 法

达到西方在２０世纪５０—７０年 代 的 比 重，但 客 观 而 言，在 从１万 美 元 迈 向２
万美元的时代、经济总量相对于美国 再 翻 一 番 的 阶 段，中 国 软 实 力 的 影 响 力

会体现在诸多 方 面，当 然 也 会 影 响 我 们 对 外 政 策 中 的 价 值 观。２０１５年９月

２８日，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上首次提出，“和 平、发 展、公 平、

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 价 值，也 是 联 合 国 的 崇 高 目 标。”② 从 排

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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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携 手 构 建 合 作 共 赢 新 伙 伴，同 心 打 造 人 类 命 运 共 同 体———在 第 七 十 届 联 合 国 大 会

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人民日报》，２０１５年９月２９日，第２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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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上看，“发展”的地位是非常高的。２０２０年９月２２日，习近 平 在 第 七 十 五

届联合国大会上又再度强调这些 “全 人 类 共 同 价 值”。① 事 实 上，中 美 之 间 围

绕价值观在外交层面已 经 展 开 了 博 弈。２０２１年３月１８日，中 共 中 央 政 治 局

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杨 洁 篪 在 安 克 雷 奇 同 美 国 国 务 卿 布 林

肯、总统国家安全事 务 助 理 沙 利 文 举 行 中 美 高 层 战 略 对 话 时 指 出， “中 方 主

张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 人 类 共 同 价 值，主 张 维 护 以 联

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 基 础 的 国 际 秩 序，而 不 是 以 一 小 部 分 国

家制定的规则为基础的秩序。”②

六、简 要 结 论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中国政府 多 次 强 调，要 立 足 新 发 展 阶 段，以 新

发展理念加快形成 “双 循 环”新 发 展 格 局。众 所 周 知，２０世 纪８０年 代 后 期

提出的 “参 与 国 际 大 循 环”对 中 国 发 展 起 到 了 良 好 的 作 用。２００１年 加 入

ＷＴＯ之后，中国经济更获 得 了 迅 猛 发 展，人 均 ＧＤＰ从１０００美 元 增 至２０１９

年的１万美元，经济总量从２１世纪初的１０万亿人民币增至２０２０年的１００万

亿人民币。随着中国持续超大规模 的 崛 起，中 国 已 经 对 国 际 格 局、国 际 秩 序

产生了极为 重 大 的 影 响，并 招 致 美 国 的 恶 意 打 压。在 当 前 中 美 博 弈 加 剧 和

“百年未有之大 变 局”背 景 下，中 国 如 何 作 为 和 应 对 引 发 了 国 际 社 会 的 广 泛

关注。立足于国内发展成就和国际 形 势 的 变 化，中 国 政 府 主 动 应 对，积 极 求

变，提出 “双循换”新发展格局，表明 中 国 将 从 过 去 倚 重 国 际 大 循 环 转 向 平

衡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同时更加重 视 国 内 市 场 需 求 这 个 战 略 基 点。中 国 发

展战略的调整，必将产生重要的国际 效 应，因 而 中 国 对 外 政 策 下 一 步 怎 么 走

也成为重大问题。

因此，本文试图从学理上重 建 发 展 战 略 与 对 外 战 略 两 者 之 间 的 关 系。首

先，中国政府将新发展阶段、新发展 理 念 与 新 发 展 格 局 合 在 一 起 表 述，已 经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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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的讲话》，《人民日报》，２０２０年９月２３日，
第３版。

《杨洁篪在中美高层战略对话开场白中阐明中方有关立场》，《人民日报》，２０２１年３月２０日，
第３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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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有从理论上构 建 三 者 逻 辑 关 系 的 明 确 意 图。经 过４０年 改 革 开 放，中 国 即

将从一个低收入国家迈入高收入国 家 行 列。按 照 官 方 的 政 策 表 述，这 种 发 展

阶段的变迁源于改革开放，实际上就是 国 内 发 展 战 略 与 对 外 战 略 两 者 成 功 结

合的产物，而这种成功的结合也可 以 表 述 为 一 种 新 的 发 展 理 念。其 次，本 文

强调，从低收入发展阶段迈入高收入 发 展 阶 段，中 国 对 外 战 略 本 身 也 需 要 进

行相应的升级，以适应内外环境的 变 化。在 低 收 入 阶 段，对 外 战 略 的 调 整 包

含了发展战略成功的条件，通过引 入 外 部 的 资 金、技 术 和 市 场，优 化 了 国 内

的要素配置，使经济产生了结构性 的 变 化。这 一 战 略 之 所 以 成 功，很 重 要 的

原因在于，中国需要与拥有资金、技 术 和 市 场 的 一 方 保 持 良 好 的 关 系，因 而

稳定和开放的国际环境对于促进经济 的 高 速 增 长 至 关 重 要。而 到 了 较 高 的 发

展阶段，国际和国内环境呈现出两 种 变 化 趋 势。一 方 面，随 着 经 济 规 模 的 进

一步扩大，国际市场的竞争加剧，原 先 支 持 发 达 国 家 对 外 转 移 资 金、技 术 和

开放市场的动力显著下降，更由于中 美 关 系 的 恶 化，国 际 因 素 在 中 国 发 展 中

的参与度也随之下降。另一方面，随 着 国 内 收 入 水 平 的 提 升，国 内 有 更 多 的

空间促进本国经济发展，无论是资 金、技 术 还 是 市 场，国 内 的 占 比 都 将 显 著

上升。因此，对外战略也需要从原先 服 从 于 维 持 与 发 达 国 家 的 关 系，转 向 拓

展本国经济迈 向 高 质 量 发 展 所 需 要 的 对 外 关 系。而 “双 循 环”新 发 展 格 局，

正是从根本上对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进行动态调整的一种发展战略。

正如中国政府所反复强调 的，加 快 形 成 新 发 展 格 局，需 要 立 足 于 新 发 展

阶段和确立新发展理念，而人均ＧＤＰ和相对于美国的发展水平，是研判发展

阶段的最关键指标。中国提出新发展阶段，正是立足于人均ＧＤＰ连续两年突

破１万 美 元，并 将 很 快 成 为 高 收 入 国 家 这 个 趋 势。按 照 购 买 力 平 价 衡 量，

２０２０年中国人均ＧＤＰ相当于美国的２７．３％。与人均ＧＤＰ变化相伴而生的是

城镇化率，以及日渐扩大的中等收入 群 体。不 同 的 发 展 阶 段 需 要 不 同 的 发 展

战略。事实上，改革 开 放 以 来 的 四 十 年，中 国 走 过 的 道 路 和 东 亚 “经 济 奇

迹”的很多经济体极为 相 似。２０世 纪８０年 代 以 来，西 方 经 济 学 界 开 始 关 注

东亚经济发展，至９０年 代 初 引 发 了 有 关 东 亚 经 济 体 增 长 模 式 的 争 论。历 史

表明，这一争论以 及１９９７年 东 亚 金 融 危 机，对 中 国 政 府 的 改 革 开 放 政 策 产

生了重要影响，中国 决 定 拥 抱 经 济 全 球 化。中 国 与 东 亚 经 济 体 的 成 功 表 明，

在发达国家进一步开放的前提下，融 入 以 发 达 国 家 为 主 的 国 际 市 场，可 以 更

快地促进发展战略的成功。然而，我 们 也 应 当 看 到，各 经 济 体 在 收 入 快 速 提

５３



外交评论　２０２１年 第２期

升过程中都伴随着技术的显著进 步，特 别 是 “大 国 经 济”将 产 生 经 济 规 模 效

应，并引发权力竞争。一个显著的例 证 是，当 今 中 美 贸 易 摩 擦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美日贸易摩擦的转移，并促使美国保护主义势力抬头。

在中国迈入新发展阶段、逐 步 确 立 新 发 展 格 局 的 过 程 中，仍 需 要 重 视 促

进经济增长的国内和国际因素的变化。今 天 的 中 国 既 不 是 传 统 意 义 的 西 方 发

达国家，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发展中 国 家，需 要 理 解 和 借 鉴 双 方 不 同 时 期 的

历史经验。本文对早期基于东欧、加勒 比 海 和 阿 根 廷 等 地 区 和 国 家 发 展 经 验

总结的理论对比研究表明，这些地 区 和 国 家 在２０世 纪４０—５０年 代 相 对 于 美

国的人均ＧＤＰ大致在２８％左 右，和 今 天 中 国 相 对 于 美 国 的 发 展 水 平 所 差 无

几。不过，鉴于时代 背 景 和 国 际 格 局 的 不 同，中 国 不 会 转 向 进 口 替 代 战 略，

而将更加重视２０世 纪８０年 代 后 期 以 来 的 “内 生 经 济 增 长 理 论”。一 个 重 要

的原因是，中国已经 从 “小 国 经 济”转 变 为 “大 国 经 济”，具 有 改 变 比 较 优

势的能力，已经不同于一般的发展中 国 家。基 于 发 达 经 济 体 经 验 总 结 的 内 生

增长理论有一个重要观点，即为了摆 脱 报 酬 递 减 规 律 的 束 缚，在 经 济 发 展 的

高阶阶段需要依靠创新，而经济规模 和 人 口 规 模 是 创 新 的 最 终 决 定 因 素。就

此而言，中国的优势是毋庸置疑的。

立足于上述判断，本文认为，随着新 发 展 格 局 的 逐 步 形 成，中 国 对 外 战

略将更加重视安全与发展的关 系，并 将 出 现 五 种 明 显 的 变 化：第 一，内 政 对

对外政策的影响力相对下降，两者 的 分 离 性 将 增 强；第 二，中 国 生 产 和 消 费

并重的特色将影响对外关系中的身 份 定 位；第 三，发 展 中 国 家 和 新 兴 市 场 在

中国对外政策中的地位有更大的上 升 空 间；第 四，经 贸 模 式 和 规 则 更 加 有 利

于发展中国家和 新 兴 市 场；第 五， “全 人 类 共 同 价 值”将 成 为 中 国 对 外 政 策

的价值支撑。

（责任编辑：李　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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