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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下的世界经济形势与中
国新发展格局
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丁一凡

 

 

【内容提要】【内容提要】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经济冲击巨大，美欧发达国家

受疫情牵连，经济严重下滑。尽管它们采取了“超宽松”的货币政

策，但实体经济并未因此走出衰退，并且导致了全球性的“流动性

泡沫”。疫情在发达国家造成的经济衰退可能会延续多年。部分

美欧国家政府采取强硬的国家干预手段，管制企业的投资与贸易

行为，逼迫企业与中国“脱钩”。基于对当前国际形势的客观分析，

中国积极采取应对措施：一方面强调主要依靠“内循环”维持增长

动力，另一方面发展以我为主的“外循环”。中国加快构建以国内大

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实现经济

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战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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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冲击世界经济。尽管美欧等发达经济体采取了“

超宽松”的货币政策及财政政策，但这些非常规的经济政策难以

支撑中长期的经济复苏。与此同时，由于采取了科学严格的防控举

措，中国得以快速控制住疫情并较早实现复工复产，成为疫情引发

的全球经济衰退大环境中逆势增长的重要力量。然而，在担忧、嫉

妒等复杂心理的影响下，部分美欧发达国家呼吁与中国“脱钩”的

声势不减。面对这种局势，中国必须明确自身需求，坚持本国的国

际发展战略，避免被外部势力干扰。

             疫情改变了西方发达经济体的经济政策方向疫情改变了西方发达经济体的经济政策方向

疫情之下，曾经作为欧美国家经济政策指导方针的“新自由主义”

受到质疑，国家干预主义悄然回归。

第一，西方经济学界开始远离新自由主义并为国家干预主义正名。

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开始，西方经济学界不断出现重新回归国

家干预主义、为产业政策辩护的声音。自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

兴起后，部分西方经济学家却批判新兴经济体在工业化初期采取

类似的产业政策保护本国产业，甚至指责产业政策是导致发展中

国家腐败和生产效率低下的根源。讽刺的是，在2008年国际金融

危机中经济表现较好的德国，正是依靠产业政策才维持了本国的

制造业优势，并得以保持较强的经济增长。

第二，美欧国家不断运用法律手段加强贸易保护主义。这主要表

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所谓“国家安全”为由，对外国直接投资进

行严苛审查；二是直接制定相关法律，阻止外国企业对本国企业

正常的市场收购兼并行为。西方国家滥用法律手段特别是大幅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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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关税，这种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或将导致全球性的贸易集团大战，

最终或引发全球经济陷入大衰退、大萧条的境地。

第三，动用国家财政力量加大对企业的支持力度。尽管美欧国家的

财政收入已经不足以支持他们资助那些陷入流动性枯竭和资不抵

债困境的企业，但其通过“债务货币化”的方式，推动本国央行买

入国家债务，以向企业提供财政补贴。此外，为避免关键产业落入

外资之手，一些欧洲媒体甚至宣扬将部分企业国有化，以加强对相

关产业的保护力度。

发达国家借疫情加速与中国“脱钩”发达国家借疫情加速与中国“脱钩”

疫情暴发以来，中国在取得疫情防控阶段性成果的基础上，率先复

工复产，并向包括美欧等国在内的国际社会提供了大量的防疫物

资。然而，美欧国家部分政客持续利用疫情对中国进行“污名化”

，甚至无端指责中国利用“口罩外交”谋求扩大自身地缘政治影

响力。这些极右翼政客将对中国的经济依赖与所谓维护“国家安

全”进行捆绑，叫嚣在经济上加快与中国“脱钩”。同时，疫情使得

美欧国家意识到自己在医疗器械、药材原料等与防疫有关的物资

方面过于依赖中国。为降低被“断供”的风险，相关国家在上述领

域不断加大对本国企业的投资力度，意在减少对中国进口的依赖。

当前国际局势表明，美国已经不再坚持尊重市场经济、保护私有

产权的原则，更加表现出以国家强制力干预市场的大政府主义和

以美元霸权为基础的国际贸易霸凌主义。虽然中美达成了第一阶

段经贸协议，但美国政府依然坚持冷战思维，采取长臂管辖的方

式，推动美国企业及其他应用美国技术的企业对中国技术出口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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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障碍，旨在持续打压中国。然而中美仍然互为重要贸易与投资伙

伴，因而美国对华发起的所谓“新冷战”不可能成功。在美国执意

推动与中国“脱钩”的过程中，美国获得廉价工业制成品的机会也

在减少，其构建新供应链的成本也会增加，未来美国很有可能再度

陷入经济“滞胀”。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指出，受疫情影响，全球经济正在由原来扁

平的供应链向地区化发展。北美正在形成以墨西哥为制造业基地

的供应链；欧洲正在形成以东欧国家为制造业基地的供应链；东

亚正在形成以东南亚和中国为制造业基地的供应链。在这种背景

下，跨国公司不得不重新考虑自身的投资战略与产业链方案，然

而，相关企业考虑到中国产业在全球供应链中的优势地位，无法

舍弃庞大且成熟的中国市场。值得注意的是，2020年全球跨境投

资下降了约40%，但外国对华直接投资仍在增长。这些数据表明，

即使跨国公司希望通过减少在中国的投资来分散风险，中国仍然

是世界市场中不可忽视的投资目的地。

中国在经济全球化中不断成长中国在经济全球化中不断成长

中国的改革开放与西方发达国家在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经济全球

化进程同步推进，这使中国迅速地参与了全球化，大大提升了中国

工业化的速度与水平。中国的工业制成品产出与商品出口总额自改

革开放以来迅速增长。可以说，世界经济的开放及全球化的发展

大大促进了中国的工业化发展，外部需求的持续增长也支持了中

国经济的持续增长。

然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导致中国的外部需求大幅下降，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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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转而依靠自己庞大的内部市场来维持经济增长。在相关经济刺

激计划推动下，中国依靠对国内基础设施的投资与对消费市场的

刺激，实现了经济持续发展。

经济全球化的确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工业化的快速发展，使中国成

为全球产业分布最齐全的经济体。按照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统

计，中国成为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

家。在疫情期间，唯有中国有能力及时向全世界提供亟须的各种

医疗及其他生活用品。2018年中国的工业产值超过了美国、日本及

德国三国的工业产值之和，成为当之无愧的世界最大工业生产国。

因此，部分西方跨国公司撤出中国并不会阻碍中国的发展，反而会

给中国自己的企业腾出更多空间和更大市场。此外，疫情暴发后中

国表现出的韧性、组织能力与恢复能力都是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

因此西方跨国公司非但没有撤离中国，反而加大了对华投资力度。

中国开启“双循环”为未来发展护航中国开启“双循环”为未来发展护航

考虑到作为中国传统出口市场的美欧国家难以在短期内控制住疫

情，其经济也将持续在低位徘徊，中国需要改变包括出口结构在

内的经济发展结构。为应对当前国际格局，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

调，加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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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循环一方面要提高低收入人群的技能与收入，增加

中国内部市场的消费能力，减少中国经济对外部市场的依赖；另一

方面要健全中国的自主产业链，重视培养自主的产业生态，防止因

受制于人而陷入被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当今世界正经

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科技创新是其中一个关键变量。我们要于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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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必须向科技创新要答案。”

实现新形势下的外循环也是中国下一步发展的重要环节。中国不

仅要在全球产业链中继续保持重要地位，还要进一步向全球产业

链的上游攀升。新时期的外循环既要考虑中国市场如何高质量地

将美欧日等发达国家企业“引进来”，也要考虑中国企业如何更好

地“走出去”。应该看到，中国于2013年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不

仅是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造成的全球经济增长放缓问题，还是

中国为应对“逆全球化”所作的提前筹划。某种程度上讲，中国推

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及中国政府与众多外国政府签署的合作协

议本身就代表了中国版的新型全球化。“一带一路”项目是让市场

与政府都深度参与的世纪工程。中国的经济发展经验表明，对于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培育市场是本国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

如今，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得到众多国家的积极响应，成

为经济危机后推动全球经济复苏的重要引擎。而美国等西方国家

的部分政客为了制衡中国不断崛起的影响力，加大对非洲和中亚

等国的资金、人力等方面的投入，与“一带一路”建设开展直接竞

争，甚至开动宣传机器，极力抹黑“一带一路”建设的相关成果，

煽动部分沿线国家民众破坏“一带一路”建设项目。疫情期间，东

盟国家首次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凸显了中国外循环发展模

式的强大生命力。有了更大的“朋友圈”，中国的工业产能就会得

到充分释放，这不仅能够提高中国投资的效率，还能扩大市场，促

进世界经济发展更加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