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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参与国际大循环的历史演进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郑有贵

一、改革开放前中国参与国际贸易受阻与破冰

新中国积极参与国际贸易愿意极为明确。在帝国主义国家敌视中国人民

的情况下，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一方面明确

按照平等原则不给敌视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合法地位，另一方

面指出：“关于同外国人做生意，那是没有问题的，有生意就得做，并且现

在已经开始做，几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商人正在互相竞争。我们必须尽可能地

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

意。”
①

然而，新中国自成立起的较长时期内，遭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封锁禁运，

参与国际贸易遭受阻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上形成社会主义和资本主

义两大阵营，以美国为核心的资本主义阵营对社会主义阵营实施封锁禁运。

美国从多方面进行布局，谋求霸权和遏制社会主义阵营的发展。美国以强大

军事力量和经济实力，实施以服务其霸权为目的、以受援国参与其遏制社会

主义国家发展行动为条件的欧洲复兴计划（又称马歇尔计划)，并构建起以

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以此为基础，美国致

力于构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致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封锁禁运的体系，以维

系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发达的优势，从经济发展上遏制社会主义国家。先

是美国国会于 1948 年 3 月通过《经济合作法》，明确参加欧洲复兴计划的

国家必须与其共同对苏联及东欧国家实施贸易管理；1949 年 2 月又通过《出

口管制法》，以法律形式明确对共产党执政国家实施贸易管制。美国谋取西

方资本主义国家合作，发起成立由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荷

兰为创始国，以及之后加入的卢森堡、挪威、丹麦、加拿大、联邦德国、葡

萄牙、西班牙、日本、希腊、土尔其、澳大利亚 17 国组成的协商团体，并

设处理具体事务机构——对共产党国家出口管制统筹委员会，通称巴黎统筹

委员会。巴黎统筹委员会明确限制组成国向社会主义国家出口战略物资和高

技术，到 1952 年，其禁运清单项目占全世界国际贸易商品项目的一半。
②

①《毛泽东选集》第 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435 页。
②参见董志凯：《中国首次遭遇封锁禁运始末》，北京：北京出版集团、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1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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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组成部分，自成立起就遭受西方资本主义国

家的封锁禁运。1950 年朝鲜战争爆发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封锁禁

运更为严厉。美国操纵联合国通过《对华禁运劝告决议》，巴黎统筹委员会

还建立了亚洲分支机构中国委员会（这里所指的“中国”，并不是单指中华

人民共和国，还包括除苏联远东地区以外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
①
到 1953

年 3 月，参加对中国实施封锁禁运的国家增至 45 个，
②
还对中国实行贸易特

别禁运清单。20 世纪 50 年代初，巴黎统筹委员会禁止与中国贸易的项目多

达约 500 种，比对苏联、东欧国家实行的禁运清单项目更多
③
。美国等对中

国实施禁运封锁，试图使中国经济陷入困境，甚至导致经济崩溃。另外，到

20 世纪 60 年代初，由于中苏关系恶化，苏联中止对中国的技术援助。这些

都使中国失去了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的可能。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实行封锁禁运，既阻隔了中国经济参与国际大循环，

也自我封锁了其在中国的市场，对其自身发展有不利之处。巴黎统筹委员会各

组成国都是独立的利益主体，在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封锁禁运上存在利益矛

盾。一方面，从资本主义阵营扼杀社会主义阵营出发，要遵循巴黎统筹委员

会约定对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实施封锁禁运；另一方面，出于本国

发展利益，寻求扩大市场，与社会主义国家开展经贸合作的动力日益增强。

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通过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而日益发展，可

以向其他国家提供更广阔的市场。在这样一种发展态势下，中国市场对西方

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重要性日益显现。巴黎统筹委员会组成国为实现自身利

益，自 20 世纪 50 年代初起就或明或暗尝试越过封锁禁运约定，以多种方式

寻求与中国开展贸易合作。

20 世纪 70 年代是中国突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封锁禁运的时机。美国在长期

实施凯恩斯主义政策后，到 20 世纪 60 年代末起至 70 年代陷入滞胀困境。为

解决这一困境，美国开始寻求新的市场和为过剩资本寻找出路，也有改变对

中国实施封锁禁运政策的较强动力。这与新中国长期寻求国际合作，在这个

时间节点上开始对接。换言之，美国放弃对中国的封锁禁运，选择与中国合作，

不仅仅是由于美国与苏联争霸寻求相应环境。中国因势主动开展乒乓外交，以

①参见崔丕：《美国的冷战战略与巴黎统筹委员会、中国委员会（1945-1994）》，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

版社 2000年版，第 292-293 页。
②董志凯：《中国首次遭遇封锁禁运始末》，北京：北京出版集团、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9年版，第 18 页。
③参见董志凯：《中国首次遭遇封锁禁运始末》，北京：北京出版集团、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9年版，第 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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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除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贸易实施封锁禁运之冰。

综合考察 1949 年起到 20 世纪 70 年代的发展历程可见，新中国一方面自力

更生谋发展，另一方面为突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封锁禁运作出了极大努

力，经历了极为艰难的历程。

二、中国参与国际大循环的拓展深化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是一个工业化后发国家推进现代化的历史。在这一

进程中，中国参与国际大循环经历日渐拓展深化的 3个阶段，即由引进含先进技

术的成套设备（以下简称先进设备）为产业发展打基础，到参与国际产业分工，

再到全方位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

第一个阶段，新中国成立起至改革开放前，围绕国家工业化战略的实施，以

引进先进设备为主。新中国成立起的较长时期内，中国主要通过向东欧国家出口

初级农副产品和矿产原料等，以获取外汇，用于引进国家工业化发展所需要的先

进设备，为国家工业化发展打基础，消费品进口较少，加之参与国际贸易的路径

不畅通，进出口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极低，尚称不上参与国际大循环。中

国货物进出口额，1950 年为 11.3 亿美元，1978 年增加至 206 亿美元，但占全球

份额极低，仅为 0.8%。
①
在这个阶段，与社会主义国家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都有

合作，但都经历了艰辛的力争和曲折历程，又可分为 3个小的阶段。第一个小阶

段是，新中国在遭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封锁禁运的情况下，自成立起，特别是自

实施“一五”计划起，到 20 世纪 60 年代初，接受苏联技术援助，并与其他社会

主义国家合作，成功实施了 156 项重点工程建设，增强了中国的发展能力，工业

化快速推进。进入 20 世纪 60 年代，由于中苏关系的恶化，苏联中止了对中国的

技术援助，中国依靠自己的力量推进各项事业进一步发展，其中取得的标志性成

就是成功研制了反映综合国力的“两弹一星”。第二个小阶段是，打破西方资本

主义国家封锁禁运，实施了较大规模的“四三方案”，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引进

所需要的先进设备。第三个小阶段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至中共十一届三中

全会前，在较短时间内大规模引进先进设备，被称为“洋跃进”。

第二个阶段是 20 世纪 70 年代末起，在经过近 30 年建设而建立起独立的比

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基础上，中国抓住了 20 世纪 80 年代初到

21 世纪初经济全球化快速推进和世界贸易高速发展的机遇，在继续引进设备的

同时，逐步参与国际产业分工，积极开展国际贸易。与改革开放有所不同的是，

①《辉煌 70 年》编写组：《辉煌 70 年——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就（1949-2019）》，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169-1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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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方面引进先进设备，另一方面在以出口初级农产品和矿产资

源赚取外汇不能满足引进先进设备实现产业升级、经济增长的情况下，通过允许

发展“三资”企业，把引进外资与引进技术结合起来，以“三来一补”（来料加

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起步参与国际循环，由此获得外汇，并在

外汇短缺缓解后发展到“加工贸易”（境内出口商将进口商提供的原材料、零件

加工装备成工业制成品，出口到国外，以获得收益的贸易方式；加工贸易自 20

世纪 80 年代起快速发展，到 21 世纪初在贸易中占据半壁江山，之后其在贸易中

的比例才下降），再发展到一般贸易（基本利用本国生产的原材料、中间产品等

投入品在本国生产向国外销售）参与到国际产业分工。
①
特别是中国加入世界贸

易组织后，中国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基础上，更加广泛地参与到国际产业分工，到

2009 年成为世界货物贸易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
②
，2010 年成为全球制造

业第一大国。

第三阶段是自中共十八大起，基于经济发展到新的高台阶并融入国际产业链，

中国全方位参与国际大循环。中国积极推进经济全球化，倡导和坚持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理念，倡议和推动共建“一带一路”，积极创办自由贸易区建设，首创

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的经贸制度并坚持连年举办
③
，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

让各方分享发展机遇。中国以开放促改革、促创新、促发展，开放的大门越开越

大，高水平“引进来”和大规模“走出去”并进，全面深度融入全球经济。2013

年中国成为世界货物贸易第一大国。2018 年，中国货物进出口占世界份额为

11.8%，其中出口占 12.8%，进口占 10.8%。
④

中国参与国际大循环，实现了双赢。一方面，中国加入国际大循环，产生溢

出效应，促进了产业水平和经济效益的提升，对提升经济实力和改善人民生活发

挥了重要作用。

另一方面，中国加入国际大循环，为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做出贡献。一是构

建促进经济全球化的平台。倡议和推动以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创新

之路、文明之路为取向的共建“一带一路”，成为中国参与全球开放合作、改善

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促进全球共同发展繁荣、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平

①参见余永定：《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下的中国经济循环》，《金融市场研究》2020 年第 9 期。
②《辉煌 70 年》编写组：《辉煌 70 年——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就（1949-2019）》，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170页。
③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于 2018年 11 在上海成功举行，这是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
④《辉煌 70 年》编写组：《辉煌 70 年——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就（1949-2019）》，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1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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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二是从制度改进上促进经济全球化。包括：提出并践行共商共建共享原则，

这不同于强权独霸、丛林法则、零和博弈，开辟了一条合作共赢、共建共享的文

明发展新道路。在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经济全球化遭遇波折，多边贸

易体制的权威性和有效性受到严重挑战的背景下，中国积极践行多边主义，维护

多边贸易体制，推进世界贸易组织改革，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

三、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转变

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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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决策是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作出的，但绝不

是为应对特定的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导致世界经济下行的短期选择，是基于中国自

身发展阶段和发展条件，考虑经济全球化和外部环境变化，所作出的以调整完善

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和发展路径的抉择。

第一，构建新发展格局与形成经济发展新动能。中国自参与国际大循环初期

起的较长时间内，一个重要取向是发展外向型经济，实施鼓励出口创汇政策。这

其中的缘由主要有，一方面中国作为工业化后发国家，在推进工业化快速发展中

存在资本短缺问题，需要发展外向型经济，以实现创汇，为改变技术设备落后状

况创造条件；另一方面中国仍处于低收入发展阶段，尽管居民收入实现较大幅度

增长，但低于经济的更快增长，需求增长速度相对较低，需要出口的强劲拉动。

到 2006 年，受经济增长路径依赖，中国外贸依存度高达 67%。
①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扩大内需政策的实施，经

济增长内需潜力释放，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发展路径逐步改变。对于中国

这样一个大国，过高的外贸依存度，缺乏可持续性，必然要求对这一发展战略和

发展路径进行调整。2005 年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

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要进一步扩大国内需

求，调整投资和消费的关系，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②
2006 年 3 月，

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

年规划纲要》提出，“立足扩大国内需求推动发展，把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

需求作为基本立足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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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
2008 年爆发国际金融危机起，中国经济向以国

①习近平：《构建新发展格局 实现互利共赢——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对话会上的主旨演讲》，《人

民日报》，2020年 11 月 20日，第 2 版。
② 《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063-1064页。
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公报》2006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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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大循环为主过渡，经常项目顺差同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由2007年的 9.9%，

降至 2019 年的不足 1%，国内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有 7 个年份超过 100%；

①
外贸依存度由 2006 年的 67%，下降为 2019 年的近 32%。

②
把发展立足点放在

国内，更多依靠国内市场是能够实现经济新发展预期的。中国有 14 亿人，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突破 1 万美元，不仅如此，按照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关于

发展战略的安排，到 2035 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将提升至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中等收入群体也将显著扩大。由此，中国必然是全世界最大和最有潜力的消

费市场，可以为发展提供巨大空间。换言之，进入新发展阶段，构建新发展

格局，以扩大内需战略为基点，畅通国内循环，这样一种发展战略和发展路

径的调整完善，有利于新发展动能的形成。

第二，构建新发展格局与塑造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改革开放初

期，中国以劳动力众多及其价格低廉的优势参与国际大循环。在已有技术积

累和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的基础上，致力于创新发展，由跟跑发展为并跑，

在一些领域还处于领跑地位。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

示，中国创新能力在世界的综合排名，由 2012 年的第 34 位，上升到 2020

年的第 14 位，是位列前 30 位中唯一一个中等收入的经济体。
③
构建新发展

格局，就是要在已有优势基础上，推动形成宏大顺畅的国内经济循环，更好吸

引全球资源要素，既满足国内需求，又有助于提升中国产业技术水平，塑造起中

国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

第三，构建新发展格局与适应国际形势变化。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经济陷入持续低迷，全球市场收缩，

国际经济大循环动能弱化。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全球产业链、供

应链遭受冲击，世界经济深度衰退。如此接连危机态势下，西方主要国家单边主

义、保护主义、霸凌行径上升，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世界经济中的风险和不确

定性加剧。中国面对国际经济循环变化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统筹发展和安全，

顺势而为，改变过高对外依存度，建立自主、可控、相对独立的工业体系，既努

力打通国际大循环，又进一步畅通国内大循环，进而提升经济发展的自主性、可

持续性，增强韧性，以应对外部环境变化而立于不败之地。

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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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日，第 2 版。
②习近平：《构建新发展格局 实现互利共赢——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对话会上的主旨演讲》，《人

民日报》，2020年 11 月 20日，第 2 版。
③王葳译：《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2020 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 中国排名 14》，《互联网天地》2020
年第 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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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构建新发展格局与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中国参与

国际产业分工之初，“三来一补”的高质量产品很大一部分用于满足国外需求，

挣的是低价工资和获取外汇收入。中国居民生活水平随着经济发展而提升，但存

在供给与消费水平提升不匹配问题，导致一段时间内居民消费大量外移，最典型

的是曾发生中国居民在日本抢购智能马桶盖现象。扩大内需和畅通国内大循环是

基于国情和发展水平的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扩大内需战略为基点，畅通国

内经济循环，是对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切实践行。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

基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形成

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有利于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