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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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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新形势新

条件下对构建新发展格局提出的新的重大要求，是新时代新征程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需要采取的重大举措。具体要求可

从以下几个方面理解。

第一，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

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上升，世界经济复

苏乏力，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以强大国内市场对冲和化解外部

冲击与外需下降带来的影响具有现实紧迫性。同时，我国已经形

成拥有 14 亿多人口、4 亿多中等收入群体的全球最大最有潜力市

场，在市场规模、产业体系、人力资源、区域格局等方面具有巨

大发展优势和潜力，近年来我国经济内循环的比例在不断上升。

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可以从 3 个方面发力。一是提升供给能

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强化科技自立自强，强化企业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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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主体地位，以强大有效的供给能力穿透循环堵点，不断提高

供给质量和水平。二是激活需求潜力。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

点，深化消费和投资领域体制改革，不断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

基础性作用和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作用，增强国内大循环

的巨大需求牵引力。三是强化改革动力。加快构建全国统一大市

场，破除地方保护和行政性垄断，促进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和市

场化配置，完善公平竞争规则，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为实现供给

和需求高水平动态平衡提供有力制度保障。

第二，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可靠性。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我国

拥有了全球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工业体系和完善的配套能力，具

备较强的技术创新能力和强大的生产能力。但同时要看到，确保

国内循环畅通还有明显短板和弱项，主要是产业基础能力较弱，

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突出，存在“断链”风险；原始创

新能力较弱，基础研究缺少“从 0 到 1”的原创性成果；石油、

天然气、铁矿石等能源矿产资源对外依存度高等。特别是在世界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形势下，来自外部的打压遏制随时

可能升级，“脱钩”、“断链”风险加剧，这些短板会更显其短、

弱项会更显脆弱。需要树立底线意识、强化极限思维，坚决打赢

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不断提升战略性资源供应保障能力，切实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可靠

性，确保在极端情况下我国经济建设正常运行和社会大局保持稳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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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提升国际循环的质量和水平。近年来，在百年变局和

世纪疫情交织影响下，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区域化、本土化、短链

化趋势明显，我国推进贸易和投资对外合作面临不少挑战。要始

终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增强

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以中国开放的提速应对经

济全球化的失速。一是继续扩大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强化我

国国内市场形成的强大生产和消费能力，更好发挥其对全球商品

和要素资源的强大吸引力，更好推动其向提升对外整合产业链供

应链能力转换。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

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合理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营造市场化、

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优化区域开放布局，推动共建“一

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扩大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

维护多元稳定的国际经济格局和经贸关系。二是继续扩大制度型

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推动在

有条件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试点对接国际高标准经

贸规则，并充分发挥其改革开放高地作用，以深层次改革促进高

水平开放。三是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完善外资安全审查制度，

构建海外利益保护和投资风险预警防控体系，健全与开放相适应

的风险防范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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