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

卷第
#

期

!

!$!"

年
%

月

经 济 学 !季 刊"

&'()*+,-)-.(,/0*12314

5

6-47!"

#

8-7#

93

:

23.;31

#

!$!"

中国经济双循环的动态变迁与国际比较

***引入要素权属异质性的全球价值链分解新框架

倪红福
!

田
!

野"

$本文构建了纳入要素国民权属异质性的国内国际经济循环测度新

框架#测度分析了
!$$#

*

!$<M

年各国经济的国内国际循环#并对各类循环进

行因素结构分解%研究发现$中国纯国内经济循环比重逐渐接近美国和日本的

水平#呈现大国具有的国内经济循环特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

在体量层面基本成型&中国各行业内循环比重逐渐变大#但制造业外循环比重

依然较高&构建新发展格局不应仅是内外循环比重大小问题#更应该注重质

量#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同时也要利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

现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畅通国民经济循环%

$经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投入产出模型

!"#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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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7$!

一!引
!!

言

准确认识中国现阶段所处的经济发展格局#是制定中国未来较长一段时间经济发展

政策的重要参考%

!$$<

年加入
]Za

后#中国对外贸易迅速发展扩大#外循环 !或称国

际经济循环"呈现 +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特征#外循环对中国经济的增长做出了突

出贡献%但自
!$$=

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乏力导致其国内需求市场

缓慢增长#中国产品的外部需求失速%高级要素外部供给受阻也对中国经济产生重要影

响%美国对中国高科技企业的遏制#制约了中国对芯片等 +卡脖子,高科技产品这一类

高级要素的获取能力%全球疫情危机引致供应链断裂和重构#直接影响了中国产业链安

全%面对这一不利外部环境#世界各国都在寻求经济发展战略和方案#中国提出了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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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

从定性分析深入定量分析#是人类思想发展从一种思想规定向另一种思想规定的客

观转化%自然界中各种物质运动形式都是质和量的统一#人们若能从数量关系上去把握

事物#就能更深刻地认识它的质的规定性%因此#对中国经济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

科学和系统测度具有重要的认识论意义%科学测度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有助于

"

倪红福#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田野#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通信

作者及地址$田野#北京市东城区东厂胡同
<

号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

<$$$<$

&电话$

<=MN"!#N%"%

&

+O.*(4

$

<"L<%MN!%%!

!

<M"7,-.

%本文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

!!QRA$M"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专项项

目 !

N!<L<"$%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

N<=N"<L!

'

N!$N"<L!

'

N!!N"<!<

"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

N!<$"$<"

"的资助%作者感谢匿名审稿人和编辑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文责自负%



第
#

期 倪红福'田野$中国经济双循环的动态变迁与国际比较
<MM%

!

回答以下问题$中国经济的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演变趋势是怎样的) 如何从定量角

度定义和衡量中国是否已经实现了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 国内大循环与国

际循环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如何) 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都需要科学合理地测度国内

国际经济循环#以及对
CRF

增长进行国内大循环和国际循环的分解#并与世界先进经

济体进行比较#在此基础上#可以清晰地理解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新格局的状况#更为准

确地找到中国经济新发展格局的政策着力点%

当前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讨论多是基于经济理论的定性分析#对如何扩大内

需'新格局的实践路径是什么'如何通过供给侧改革实现对内需的有效供给'如何兼顾

外循环等内容进行了广泛讨论#如$刘鹤 !

!$!$

"'杨伟民 !

!$!<

"'黄群慧 !

!$!<*

#

!$!<;

"'

倪红福 !

!$!$*

"'倪红福等 !

!$!!

"等%对新发展格局的理论和政策关注推动了中国经

济 +双循环,的测度方法探讨#涌现出一些基于三驾马车'传统贸易统计和全球价值链

贸易统计数据的测度方法#且主要思想是基于一国经济对国内和国外的依赖程度来测度

+双循环,% +三驾马车,中的净出口 !倪红福#

!$!$*

"'对外贸易依存度 !江小涓和孟

丽君#

!$!<

"均以传统贸易统计数据来衡量一国经济的外循环比重%但是#全球价值链

时代的商品贸易包含了本国增加值或国外增加值#这将导致增加值重复统计问题%以传

统贸易统计数据来衡量的方法主要是总量层面的#忽略了经济循环的结构和环节的影

响#无法深入内外循环的结构#如无法分析中间品贸易的贡献%因此#这两种方法对一

国
CRF

对国外依赖程度的衡量容易造成偏误#如对外依存度 !进出口贸易总额(
CRF

"

易高估外循环的贡献#净出口占
CRF

的衡量方法易低估外循环的贡献%

全球价值链测度方法的发展为国内国际经济循环测度提供了理论基础%全球价值链

测度中的出口分解将一国出口品中所含外国要素和本国要素价值分离出来#为从增加值

这一净值概念分析一国经济对国内和国外的依赖程度提供了解决方案%

W--

:

.*)32*47

!

!$<L

"将总出口分解为不同类型的增加值项#并搭建起总出口与
CRF

核算之间的桥

梁%

]*)

T

32*47

!

!$<N

"将增加值按价值链活动类型分解#将一国增加值分解为生产和

消耗完全在国内的增加值'生产完全在国内而消耗在国外的增加值和涉及跨境生产的全

球价值链活动的增加值%随着
a+&R

的跨国公司国家间投入产出表 !

AH8+O\&\a

"的

构建成功#全球价值链测度向区分要素的企业权属发展%

H(1-0B-2*)Be3

!

!$!$

"利用

该数据将所有权维度纳入出口增加值核算框架中#从增加值视角来评估跨国公司在全球

价值链中的重要性%祝坤福等 !

!$!!

"提出了一个识别跨国公司活动的全球价值链核算

新框架#并识别出传统框架中 +被忽视,的
[R\

相关全球价值链生产活动#在增加值贸

易核算中实现了从 +属地原则,向 +属权原则,的转变%另外#

C*-32*47

!

!$!<

"'

H3)

T

*)Be3

!

!$!!

"等也在纳入企业异质性后分别测度价值链活动和 +微笑曲线,%基于此#

国内一些研究从不同角度将全球价值链测度方法应用于内外循环的测度%陈全润等

!

!$!!

"将一国的增加值在本国吸收的部分定义为一国
CRF

中的内循环部分#反之为外

循环%黎峰 !

!$!<

"在考虑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内涵及边界的情境下#以
W--

:

.*)

32*47

!

!$<L

"的出口分解框架为基础提出总产出分解模型#对本国局部
D3-)2(3̀

逆矩阵

和全局
D3-)2(3̀

逆矩阵所代表的生产活动区位进行识别#将一国总产出分解为国内循环

和国际循环%黄群慧和倪红福 !

!$!<

"从供给端和需求端出发#在对生产网络进行国内

和国际区分的基础上分解了
CRF

#并以中间品是否跨境来定义内外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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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内外循环测度有利于从定量角度认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但与经济循环的基本

内涵存在一定差距%王建 !

<%==

"将内循环理解为向国内市场提供产品服务和使用国内

生产要素#将外循环理解为向国外市场提供产品服务和使用国外的生产要素%这一对国

内国际循环的定义应该相对合理#但已有基于全球价值链的双循环测度思路与其不完全

相同%现有国内国际循环的测度方法要么没有基于
CRF

的视角#要么没有考虑生产活

动区位和最终产品的去向#特别是没有考虑外国要素投入的影响%此外#现有双循环的

测度研究中无时间维度的因素结构分解分析#从而也就无法探究内外循环对
CRF

增长

的贡献%

来自
a+&R

发布的跨国公司国家间投入产出表的数据显示#跨国公司增加值在全球

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

!$$#

*

!$<M

年间常年维持在
%7$$̂

左右%另据世界银行发展指

标数据显示#随着
!$<N

年以后中国外资净流入的比重又呈现出缓慢增长的趋势#在外

资存量和增量的共同增长作用下#跨国公司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不容小觑%

AH8+O\&\a

的开发#为我们提供了识别投入要素的国民所有权权属的可能性%跨国公司国家间投入

产出表将行业部门区分为本国公司和跨国公司的附属公司两大类#其中跨国公司的附属

公司 !或称外资企业"

" 所在行业的资本要素报酬应为跨国公司母国所有%从国民经济

核算原理来看#这部分增加值虽然是跨国公司母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的一部分#但属于东

道国
CRF

的一部分%

]*)

T

32*47

!

!$<N

"的前向分解框架给出了增加值投入所涉及的

生产活动区位以及最终产品去向#我们认为该框架是对双循环的一个较好的近似测度框

架%但
]*)

T

32*47

!

!$<N

"的生产分解框架没有考察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差异 !即企

业的异质性"#也就无法识别增加值投入的国内和国外影响%此外#祝坤福等 !

!$!!

"

提出了一个能够识别和测度跨国公司活动的全球价值链核算新框架#但没有用来测度内

外循环%基于此#本文基于
]*)

T

32*47

!

!$<N

"的生产分解框架#构建纳入要素国民权

属异质性的
CRF

分解新模型#从要素投入的国民权属'生产活动所涉及的区位'最终

需求的去向等
"

个方面来区分价值链条#并将这些价值链条对应一国
CRF

所包含的内

外经济循环%

本文的边际贡献是$第一#基于
]*)

T

32*47

!

!$<N

"的生产分解模型#构建了纳入

要素国民所有权属的增加值分解框架#拓展了从全球价值链视角测度国内国际经济循环

的分解方法#对中国经济依赖国内国际循环的程度进行测度%第二#从时间动态维度#

对中国
CRF

变动按照各类经济循环和因素进行结构分解%试图探究各类经济循环对中

国
CRF

增长的贡献#尝试探究增加值率变化'生产网络结构变化'最终需求变化等因

素对中国
CRF

变动的贡献%第三#形成了一套研究双循环的基础数据%本文测度了

!$$#

*

!$<M

年
L"

个国家或地区'

"L

个行业的双循环指标%这既有助于探究中国新发展

格局的历史和现状#也为后续的政策分析和实证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数据基础%

本文余下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测算模型框架&第三部分为测算结果分析&第

四部分为内外循环对
CRF

增长的贡献&第五部分为主要结论与启示%

"

在跨国公司活动数据库中#将外资所有权超过
#$̂

的外资企业定义为跨国公司的附属公司#或外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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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测算模型框架

!一"基本模型框架

为了便于理解本文的
CRF

分解模型框架#我们展示一个
I

国
@

部门
!

种所有权企

业 !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国家间投入产出模型 !如表
<

所示"%

表
$

!

典型的
A

国
B

种所有权企业
!

部门的国家间投入产出模型

投入

产出

中间品使用 最终需求 总产出

国家
<

国家
!

3

I < !

3

I

A 4 A 4 A 4

中间品

投入
!

<

!

4

C

A K

<<

AA

K

<<

A4

K

<!

AA

K

<!

A4

3

K

<I

AA

K

<I

A4

L

<<

A

L

<!

A

3

L

<I

A

M

<

A

4

K

<<

4A

K

<<

44

K

<!

4A

K

<!

44

3

K

<I

4A

K

<I

44

L

<<

4

L

<!

4

3

L

<I

4

M

<

4

A K

!<

AA

K

!<

A4

K

!!

AA

K

!!

A4

3

K

!I

AA

K

!I

A4

L

!<

A

L

!!

A

3

L

!I

A

M

!

A

4 K

!<

4A

K

!<

44

K

!!

4A

K

!!

44

3

K

!I

4A

K

!I

44

L

!<

4

L

!!

4

3

L

!I

4

M

!

4

4 4 4 4 4

#

4 4 4 4

#

4 4

A K

I<

AA

K

I<

A4

K

I!

AA

K

I!

A4

3

K

II

AA

K

II

A4

L

I<

A

L

I!

A

3

L

II

A

M

I

A

4 K

I<

4A

K

I<

44

K

I!

4A

K

I!

44

3

K

II

4A

K

II

44

L

I<

4

L

I!

4

3

L

II

4

M

I

4

劳动报酬
N'

<

A

N'

<

4

N'

!

A

N'

!

4

3

N'

I

A

N'

I

4

资本报酬
N=

<

A

N=

<

4

N=

!

A

N=

!

4

3

N=

I

A

N=

I

4

增加值
N?

<

A

N?

<

4

N?

!

A

N?

!

4

3

N?

I

A

N?

I

4

总投入 !

M

<

A

"

O

!

M

<

4

"

O

!

M

!

A

"

O

!

M

!

4

"

O

3 !

M

I

A

"

O

!

M

I

4

"

O

表
<

中各变量上标表示国家#下标表示对应国家的企业所有权#

A

表示本国公司#

即内资企业#

4

表示外资企业%

K

5C

A4

是中间品贸易流块矩阵#表示
5

国本国公司向
C

国

外资企业的中间品出口&

L

5C

A

是最终需求块矩阵#表示
5

国本国公司向
C

国出口的最终

品&

M

5

A

是总产出列向量#表示
5

国本国公司各部门的总产出&

N?

5

A

为
5

国本国公司总

增加值行向量&

N'

5

A

为
5

国本国公司劳动报酬行向量&

N=

5

A

是
5

国本国公司资本报酬行

向量%进一步可以定义直接消耗系数矩阵
?

5C

A4

g

K

5C

A4

M

C

4

#表示
C

国外资企业生产
<

单位产

出所需要
5

国本国公司的中间品投入价值&总增加值系数行向量
N

5

A

g

N?

5

A

M

5

A

#表示
5

国

本国公司生产
<

单位价值产出所需要
5

国本国公司的总初始投入价值%同理可得到本国

公司和外资企业的劳动报酬系数行向量'资本报酬系数行向量%

总产出平衡方程$

MgKhLg?MhLG

!

<

"

总产出
M

等于中间品贸易流 !

Kg?M

"和最终产品 !

L

"之和%对式 !

<

"移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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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得$

Mg )i?

! "

i<

Lg<LG

!

!

"

<

为全球
D3-)2(3̀

逆矩阵#表示生产一单位最终产品所需的直接和间接投入价值%

进一步地将总产出的中间品使用去向区分为本国使用和国外使用 !出口"#可以将式 !

<

"

写为$

Mg?MhLg?

P

MhLh?

-

M

# !

"

"

其中#式 !

"

"中
?

P 是本国中间品投入系数的对角分块矩阵#表示生产一单位产出时需

要来自本国中间品的价值%

?

- 是进口中间品投入系数矩阵的非对角分块矩阵#表示生

产单位产出时需要来自国外中间品的价值#

?

-

M

表示中间品出口%对式 !

"

"进行移项

处理#并将式 !

!

"代入#方程两边同乘
)i?

P

! "

i<

#整理可得$

<Lg )i?

P

! "

i<

Lh )i?

P

! "

i<

?

-

<LgPLhP?

-

<L

# !

L

"

其中#式 !

L

"中
P

为本国
D3-)2(3̀

逆矩阵%将增加值系数对角矩阵 !

N

5

"左乘式 !

L

"#

可以得到生产分解基本模型$

5IA9gN

5

<LgN

5

PLhN

5

P?

-

<L

# !

#

"

其中#

5IA9

为国家部门层面的增加值列向量%式 !

#

"中
N

5

PL

表示仅经历国内投入产

出联系而嵌入本国生产且供给本国最终需求的产品中的增加值%因其中间品不参与跨境

贸易活动#是生产活动全部位于一国经济领土内的生产形式#可称之为国内价值链活动

的增加值%

N

5

P?

-

<L

表示经历包含中间品出口的国际投入产出联系而嵌入最终需求产品

中的增加值%因为嵌入本国增加值的中间品参与了跨境贸易活动#这一完整价值链的生

产活动需要跨国协作#可称之为国际价值链活动的增加值%

!二"增加值的 +双循环,分解

生产分解模型将一国增加值分解成不同的价值链条%每条价值链描述的是以价值衡

量的从产品生产的上游投入下游产品销售的整个流程#与经济循环活动所刻画的从生产

到销售的流程极为相似%因此用价值链刻画经济循环活动具有可行性#进而衡量各类经

济循环对一国经济贡献的程度%

对于要素投入#可以依据是否属于本国国民所有将要素区分为本国要素投入 !

N

5

B&

"

和国外要素投入 !

N

5

4

#

=

"%从国民所有的角度来看#本国要素投入包括一国本国企业的资

本 !

N

5

A

#

=

"和劳动要素价值 !

N

5

A

#

'

"%对于同一国家内的外资企业使用的劳动要素投入

!

N

5

4

#

'

"#因一般雇用本国居民#故其为本国国民所有#也就应该属于本国要素投入%国

外要素投入包括外资企业提供的资本要素投入 !

N

5

4

#

=

"#其为外资企业的母国国民所有%

这样增加值系数可以表示为$

N

5

gN

5

A

hN

5

4

g N

5

A

#

'

hN

5

A

#

=

hN

5

4

#

'

! "

hN

5

4

#

=

gN

5

B&

hN

5

4

#

=

G

!

M

"

生产活动由位于国内生产活动和与国外相关的生产活动组成 !见式 !

N

""%与倪红

福等 !

!$<M

"区分国内生产阶段数与国际生产阶段数的思路相似#

P

被认为没有国际中

间品贸易联系#称之为纯国内投入产出联系&

P?

-

<

则存在国际中间品贸易联系#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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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国际投入产出联系#可视为与国际经济循环相关的部分%注意#这里我们对生产活动

不依据国内企业和外资企业区分国内和国外投入产出联系%因为这些企业都在本国经济

领土上生产#形成的生产资产存量难以外移%

<gPhP?

-

<G

!

N

"

根据最终产品的供给来源和使用去向#一国的增加值将最终嵌入以下
L

类最终需求

中$本国供给的最终需求 !

L

PP

"#即本国消费的最终需求中由本国最终产品供给的部

分#也可看作内需&外国供给的最终需求 !

L

-P

"#本国消费的最终需求中由国外进口满

足的部分&本国最终产品的出口 !

L

P-

"#本国所生产的最终产品不在本国消费的部分&

与本国没有直接贸易联系的最终需求部分 !

L

--

"#简称其他最终需求%在纳入企业所有

权属后#全球最终需求可以表示为$

L gL

A

hL

4

g L

PP

A

hL

-P

A

hL

P-

A

hL

--

A

! "

h L

PP

4

hL

-P

4

hL

P-

4

hL

--

4

! "

gL

PP

hL

-P

hL

P-

hL

--

G

!

=

"

将式 !

M

"'式 !

N

"'式 !

=

"代入式 !

#

"#可以基于要素投入国民权属'生产活动

区位'最终需求类别共同确定经济双循环测度模型$

5IA9gN

5

B&

PL

PP

$% &

纯国内经济循环

h N

5

4

#

=

PL

PP

$% &

外国国民所有要素投入的内循环

h N

5

B&

PL

P-

$% &

本国国民所有要素投入的简单外循环

hN

5

B&

P?

-

<L

PP

hN

5

B&

P?

-

<L

-P

hN

5

B&

P?

-

<L

P-

hN

5

B&

P?

-

<L

--

$% &

本国国民所有要素投入的复杂外循环

hN

5

4

#

=

PL

P-

$% &

外国国民所有要素

投入的简单外循环

hN

5

4

#

=

P?

-

<L

PP

hN

5

4

#

=

P?

-

<L

-P

hN

5

4

#

=

P?

-

<L

P-

hN

5

4

#

=

P?

-

<L

--

$% &

外国国民所有要素投入的复杂外循环

# !

%

"

其中#式 !

%

"将行业部门的增加值分解为
<M

项 !其中
L

项为
$

"#上述代表价值链条的

每项可看作一种类型的经济循环活动%总体上#我们将要素国民权属'生产活动和最终

品销售活动全部位于一国经济领土之内的分解项定义为国内经济循环 !或称内循环"&

将要素国民权属'生产活动和最终品销售活动任一涉及跨境的分解项定义为国际经济循

环 !或称外循环"%

具体地#根据式 !

%

"的分解结果#本文依据增加值的不同含义定义各类国内国际

经济循环%一是纯国内经济循环 !

N

5

B&

PL

PP

"#经历纯国内投入产出联系而嵌入本国供给

且本国消费的最终需求产品中的本国国民所有的要素 !资本和劳动"价值%此时要素投

入由本国国民所有#生产活动'最终品销售地点均位于国内%二是在本国经济领土上外

国国民所有要素投入的内循环 !

N

5

4

#

=

PL

PP

"#经历国内投入产出联系而隐含在本国供给

的本国消费的最终需求产品中的外国国民所有的资本要素价值%此时要素投入由跨国公

司母国国民所有#生产活动'最终品销售地点均位于东道国%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

考虑到跨国公司可以看作是东道国市场上的常驻单位#就经济领土而言不能将外国公司

的资本要素归为投入在外#所以可以看作是一国经济领土上内循环的一部分%另一方

面#又考虑到外国公司的资本要素确由资本的跨境而来#该部分
CRF

一定程度上与国

外有关#因此也可称之为一种最简单的国际经济循环%

同样也可定义
L

种国际经济循环%一是本国国民所有要素投入的简单外循环 !

N

5

B&

PL

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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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纯国内投入产出联系嵌入本国出口最终品中的本国国民所有的要素 !资本和劳动"

价值%此时生产活动位于国内#仅有最终品销售活动与国外有关%二是本国国民所有要

素投入的复杂外循环 !

N

5

B&

P?

-

<L

"

"

#经历包含中间品出口的国际投入产出联系而嵌入

全球最终需求产品中的本国国民所有的要素 !资本和劳动"价值%此时生产活动与国外

有关%三是外国国民所有要素投入的简单外循环 !

N

5

4

#

=

PL

P-

"#经历纯国内投入产出联

系而嵌入出口最终品中的外国国民所有的资本要素价值%外国国民所有要素投入用于本

国中间品的生产#中间品用作出口最终品的生产%此时要素投入和最终品销售活动均涉

及跨境#而生产活动位于东道国经济领土之内%四是外国国民所有要素投入的复杂外循

环 !

N

5

4

#

=

P?

-

<L

"#经历包含中间品出口的国际投入产出联系嵌入全球最终需求中的外

国国民所有的资本要素价值%此时中间品跨境#要素投入与生产活动与外国相关%

综上可知#以上
M

类经济循环活动中仅有纯国内循环不涉及与国外相关的经济协调

活动#其他
#

项均与国际经济循环有关%将国际经济循环按照是否涉及中间品跨境活动

分类#可以看到一国
CRF

对国外依赖的结构和路径差异#即到底是直接依赖于国外的

最终品市场#还是依赖于国外中间品市场 !也可以看作是对全球价值链的依赖"%此外#

从形式上看#本文的全球价值链生产分解模型与
]*)

T

32*47

!

!$<N

"的生产分解模型较

为相似#但是本文的生产分解框架包含了
"

类投入产出联系#本国公司之间'跨国公司

之间'本国公司与跨国公司之间#这就与不进行所有权区分的生产分解模型有了本质的

区别%

#

!三"数据说明和处理方法

本文以
a+&R

的跨国公司活动分析国家间投入产出表为基础#匹配
]\aR!$<M

版

社会经济核算数据库 !

9+A

"的要素结构信息#得到样本期为
!$$#

*

!$<M

年'

L"

个国

家或地区'

"L

个行业#同时区分要素投入类别 !劳动和资本"和所有权的国家间投入产

出表%在此基础上#对一国
CRF

!或部门增加值"进行基于要素国民所有'国内国际投

入产出联系'最终需求类别的分解#并利用
b

程序测度了各类经济循环%

三!测算结果分析

!一"中国经济双循环的演变及国际比较

<7

中国经济双循环的动态演变

为得到各类经济循环对中国
CRF

的贡献#我们计算并展示各类经济循环所含增加

值占
CRF

的比重%图
<

表明$第一#从体量上看#中国纯国内经济循环对
CRF

的贡献

大#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基本形成%

!$$#

*

!$<M

年间纯国内经济循环贡献

率呈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先下降后上升#至
!$<M

年中国经济中纯国内经济循环贡献率

达
="7L$̂

#略低于日本'美国 !见表
!

"%第二#是否区分要素国民权属的两种方法测

"

#

为了得到简洁的表达形式#我们将各类最终需求加总%

限于篇幅#两类模型的比较细节未在文中展示#具体见附录
$

#感兴趣的读者可在 -经济学.!季刊"官网

!

'22

:

K

$((

,3

@

7,,317

:

?073B07,)

"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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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的内循环比重存在一定差异%不区分要素国民所有权属的内循环测度未将属于外国国

民的资本要素价值剔除出来#从而造成了对国内经济循环的高估%

" 在国家层面两种方

法的差距较小#为
!̂

左右%然而在部分行业这一差异较大#如在机动车辆'拖车和半

拖车部门#其他商业部门服务部门两类内循环结果差异分别达
M̂

和
N̂

%第三#中国经

济的纯国内经济循环贡献率的这一变化趋势#与用商品进出口总额占
CRF

的比重衡量

的贸易开放度的变化趋势正好相反#二者具有一致性%然而#以增加值分解为基础测度

的内外循环更能体现中国内外循环的真实情况%贸易开放度指标面临着商品和服务中间

品在多次跨境中的重复核算和进出口不进行区分的问题#这导致了贸易开放度在衡量内

外循环时不准确和波动较大的问题#且无法对其结构进行分析%

图
!

给出与国外相关的中国
#

类外循环的动态变化%结果显示$第一#本国国民所

有要素的复杂外循环和简单外循环在整个样本期均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基本趋势#在
#

类国际经济循环中它们的贡献率分别排在第一'第二位置%以向国外出口中间品的本国

国民所有要素投入的复杂外循环#相比向国外出口最终品的本国要素投入的简单外循环

更为重要%

!$$#

*

!$<M

年#前者从
<<7M"̂

波动下降到
N7#=̂

#后者则从
%7=%̂

下降到

M7N%̂

%第二#

!$$#

*

!$<M

年间#外国国民所有要素投入的内循环'外国国民所有要素

投入的简单外循环'外国国民所有要素投入的复杂外循环的贡献率的变化趋势基本相

似#略呈下降趋势%例如#

!$$#

*

!$$=

年#外国国民所有要素投入的简单外循环和外国

国民所有要素投入的复杂外循环的贡献率都稳定在
<̂

左右#随后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下

降到
!$$%

年的
$7ML̂

#之后缓慢下降到
!$<M

年的
$7L<̂

%总之#国际经济循环对中国

经济的贡献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降#以本国国民所有要素投入简单和复杂外循环占据了

国际经济循环中的主导地位#总体而言中国经济领土上的外国国民所有资本要素的外循

环的贡献率并不大%

图
$

!

BCCD

"

BC$E

年国家层面两种方法计算的国内经济循环比较 #差异约在
BF

左右$

"

图
<

同时给出了不区分所有权的国内经济循环测度结果#这一结果直接基于
]*)

T

32*47

!

!$<N

"的增加值

分解框架中不涉及贸易的增加值 !

N

5

PL

PP

"占总增加值的比重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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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B

!

BCCD

"

BC$E

年
D

类国际经济循环对中国经济的贡献的动态变化

!7

国家层面各类经济循环的国际比较

理论上#由于各国的国情不同#难以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设定一个统一的数量标

准%但是通过与各经济体的比较#可以初步得到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大致比重#

以从国际比较和定量上认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表
!

给出了
!$$#

年和
!$<M

年各国内循

环对一国
CRF

的贡献率情况%结果显示$第一#总体上呈现出规模大的经济体具有大

国内循环的特征#一国人口规模和领土比较大的经济体的国内经济循环贡献率一般比较

大%如
!$<M

年国内经济循环最大的前
#

个国家为$美国'巴西'日本'中国'印度&最

小的
#

个国家为$卢森堡'爱尔兰'马耳他'匈牙利'爱沙尼亚%这与钱纳里 !

<%=%

"

的观点一致#即小国更依赖于国外贸易#而大国更依赖于国内市场规模%第二#中国经

济国内经济循环的贡献率迅速提高#相比于其他国家#中国经济的内循环化特征十分明

显%从
!$$#

年的第
<#

名上升至
!$<M

年的第
L

名%

!$<M

年中国的纯国内经济循环比重

为
="7L̂

#仅比日本低
!7#̂

#比美国 !

==7L̂

"也仅低
#7$̂

%据此可以判断#中国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经济发展格局在体量层面已经基本形成%

表
B

!

国内经济循环的国际比较

!$$#

年
!$<M

年

排名
\9a

纯国内经济循环
\9a

国内经济循环
\9a

纯国内经济循环
\9a

国内经济循环

<

美国
$7%$!

美国
$7%<=

美国
$7==L

美国
$7%$"

!

日本
$7=N!

日本
$7==$

日本
$7=#%

巴西
$7==%

"

印度
$7="<

巴西
$7=M"

巴西
$7=#=

日本
$7=MN

L

巴西
$7=!N

印度
$7=L!

中国
$7="L

中国
$7=L=

#

希腊
$7=!#

希腊
$7="%

印度
$7=!=

印度
$7=L$

L$

斯洛伐克
$7##M

斯洛伐克
$7M!<

捷克
$7L%!

爱沙尼亚
$7#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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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年
!$<M

年

排名
\9a

纯国内经济循环
\9a

国内经济循环
\9a

纯国内经济循环
\9a

国内经济循环

L<

捷克
$7##"

挪威
$7M<%

匈牙利
$7L=%

匈牙利
$7##M

L!

马耳他
$7#!L

马耳他
$7#""

马耳他
$7L<$

马耳他
$7L!%

L"

爱尔兰
$7LM%

爱尔兰
$7#"!

爱尔兰
$7""M

爱尔兰
$7"%#

LL

卢森堡
$7"M#

卢森堡
$7"%%

卢森堡
$7"""

卢森堡
$7"#"

为进一步比较各类国际经济循环的贡献情况#主要选取
CRF

排名前四的美国'中

国'日本'德国进行国际比较#试图找到中国与这些国家在国际经济循环上的差异%

" 总

体上#外国国民所有要素投入的内循环对各国经济贡献均不高%德国的外国国民所有要

素投入的内循环对经济的贡献最大#且在样本期波动增长#从
!$$#

年的
!7M#̂

增长到

!$<M

年的
"7L"̂

%中国外国要素投入的内循环对经济的贡献居于次位#在样本期呈现

缓慢下降趋势#从
!$$#

年的
!7M#̂

下降到
!$<M

年
<7L!̂

%总体层面#中国内需对国外

的依赖在下降%美国和日本的外国要素投入的内循环对经济的贡献分居第三和第四位#

在样本期基本保持稳定#美国在
<7#!̂

*

<7=%̂

范围内波动增长#日本则稳定在

$7M%̂

*

$7%M̂

之间%

从本国国民所有要素投入的简单外循环'本国国民所有要素投入的复杂外循环的国

际比较中#可以发现$总体上#各国本国国民所有要素投入的简单和复杂外循环变动趋

势相似#国家比较特征也基本相同#但后者对经济的贡献相对更大%在本国国民所有要

素投入的复杂外循环中#该经济循环对德国经济的贡献最大#明显高于其他国家#从

!$$#

年的
<!7%!̂

增长到
!$<M

年的
<L7=L̂

&对中国经济的贡献居于次位#且呈现明显

的下降趋势#从
!$$#

年的
<<7M"̂

下降到
!$<M

年
N7#=̂

&对日本和美国经济的贡献分

居第三和第四位#美国在
L7$=̂

*

#7L=̂

范围内波动增长#日本则稳定在
M7$L̂

*

=7M!̂

之间%另外#从外国国民所有要素投入的简单外循环和复杂外循环的国际比较来

看#外国国民所有要素投入的外循环的贡献率都较低 !均不超过
!7$$̂

"#并且其动态

变化趋势与对应本国国民所有要素投入的外循环极其相似%

总之#从国际经济循环的国际比较可以看出$德国经济具有典型的国际大循环特

征#而美国'日本经济则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中国经济的发展格局的体量特征正向美

国和日本趋近%

!二"行业层面中国经济双循环的演变及国际比较

<7

中国行业层面的双循环演变趋势

从
!$$#

*

!$<M

年中国农业'矿业'制造业和服务业的纯国内经济循环动态变化

看#

#总体上中国各行业的内循环特征在样本期持续加强#且制造业纯国内经济循环的

比重最低%农业从
!$$#

年的
=M7=L̂

增长到
!$<M

年
%$7#<̂

&服务业从
!$$#

年的

"

#

见附录
%

图
A<

%

见附录
%

图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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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增长到
!$<M

年的
=%7M!̂

&矿业从
!$$#

年的
MM7L#̂

增长到
!$<M

年的
NN7<<̂

&

制造业从
!$$#

年的
#=7$L̂

增长到
!$<M

年的
M=7=$̂

%矿业处于全球价值链最上游环

节#其增加值会随产品向下游流动#供给国内和全球市场%制造业产品一般是有形的'

贸易性强#是全球价值链分工特征最为明显的行业%

从各类技术水平制造业"的内外经济循环的动态变化来看#

#各技术水平制造业的纯

国内经济循环在持续加强#相较而言#中技术行业的纯国内循环比重最高#高技术则最

低%从
!$$#

年到
!$<M

年低技术'中和高技术制造业的纯国内循环的贡献率分别提高了

<!7!̂

'

<$7M̂

'

%7%̂

%高技术行业的国际循环贡献率在整个样本最高#其对国际经

济循环的依赖要更强%在高技术行业#外国国民所有要素投入的经济循环的贡献率
!$<M

年仍达
N7L̂

#其中外国国民所有要素投入的内循环贡献率从
!$$#

年的
!7#̂

增长到

"7M̂

%高技术行业内循环比重最小且唯一呈现上升趋势#可能不仅意味着跨国公司资

本投入在中国高技术产业的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也可能预示着中国在高技术产业自

身发展能力的不足#中国高技术产业的发展更多地 +受制于人,%通过对中国 +计算机

和电子设备行业,国际循环的变化趋势展示将会发现这一问题更为突出%

&

对于中国 +计算机和电子设备行业,这一深度参与全球价值链的高端制造行业#其

对国际循环依赖程度要显著高于高技术制造业平均水平%以
!$<M

年的数据来看#国际

经济循环占比达到
M<7!%̂

#远高于高技术行业的平均水平
"#7=̂

#其中本国要素投入

的外循环占
CRF

的比重为
#$7"%̂

%同时#除外国要素投入的内循环持续上升外#其他

均呈波动下降趋势%中国计算机和电子设备制造业国内循环对跨国公司的依赖程度在上升%

!7

制造业双循环的国际比较

制造业是全球价值链分工特征最为明显的行业#其对国际经济循环的依赖性强%从

各国制造业纯国内循环份额的比较来看#可以发现$第一#制造业大国具有大的国内循

环%大国的纯国内循环份额更高#而小国更低%从
!$$#

年和
!$<M

年的排名情况来看#

基本呈现出美国'日本'印度'巴西等大国纯国内经济循环贡献最大#东欧等小国家的

纯国内循环最小%第二#绝大多数国家的纯国内循环份额下降#中国是为数不多的纯国

内循环份额上升的国家%中国从
!$$#

年的
#=7$̂

增长到
!$<M

年的
M=7=̂

#增长幅度最

大%这表明绝大多数国家都在持续深度嵌入全球价值链#而中国制造业逐步从深度参与

到内向化发展的经济结构转变#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国内生产配套和中间品供给水

平上升%

同样#本文也对低技术'中技术'高技术制造业及典型高技术制造业进行了国际比

较%结果显示$第一#总体上各国国际经济循环的比重呈现出低
'

中
'

高技术制造行业

的基本特征%其原因可能是对于技术水平高的产品#一国独立完成所有生产环节的可能

性会越小#越倚仗国际生产分工%第二#中国制造业对国际循环依赖程度下降#而德

国'美国'日本在样本期都有不同程度的上升#中国低技术行业'中技术行业'高技术

行业的国际经济循环贡献率分别从
!$$#

年的
L<7#%̂

'

"M7=M̂

'

L#7ML̂

下降到
!$<M

年的
!%7"=̂

'

!M7!L̂

'

"#7N%̂

#中国逐步向美日的国际经济循环的贡献水平接近%

"

#

&

参考
a+&R

按各行业的研发强度对制造业细分行业的技术水平进行划分%

见附录
%

表
A<

%

见附录
%

图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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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从计算机和电子设备细分行业来看#中国该行业对国际循环的依赖程度高#而美

国和日本表现出明显的内循环特征%这可能与中国当前主要以加工组装参与全球价值

链#出口贸易技术含量仍较低的现实情况 !倪红福#

!$<N

"有关#现阶段自身仍无法主

导高端技术行业的全球价值链%一方面#这一现状容易受到贸易摩擦'新冠疫情和 +卡

脖子,技术制裁等外部不确定性的影响#易对产业链安全造成负面影响&另一方面#随

着中国高技术行业的升级#其对国际经济循环的依赖程度将会下降%

四!内外循环对
CRF

增长的贡献

本部分利用对各类经济循环的因素结构分解方法#分析要素投入'生产网络结构'

最终需求变化对
CRF

!或行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大小#以从动态的视角来看各类经济

循环对
CRF

增长的贡献%

!一"

CRF

增长的分解模型

<7

行业增加值增长的各类经济循环分解

基于式 !

%

"可以得到行业增加值变动按经济循环类型分解$

'

!

5IA9

"

g1

!

'

!

N

5

B&

PL

PP

""

h1

!

'

!

N

5

4

#

=

PL

PP

""

h1

!

'

!

N

5

B&

PL

P-

""

!!!!

h1

!

'

!

N

5

B&

P?

-

<L

""

h1

!

'

!

N

5

4

#

=

PL

P-

""

h1

!

'

!

N

5

4

#

=

P?

-

<L

""#!

<$

"

其中#式 !

<$

"将
CRF

增长分解为
M

个部分#可以依次看到不同的经济循环变动对
CRF

增

长的贡献$纯国内经济循环的贡献#

1

!

'

!

N

5

B&

PL

PP

""

g

!

N

5

B&*

P

*

L

PP

*

iN

5

B&*i<

P

*i<

L

PP

*i<

"&

外国国民所有要素投入的内循环的贡献#

1

!

'

!

N

5

4

#

=

PL

PP

""&本国国民所有要素投入的简单

外循环贡献#

1

!

'

!

N

5

B&

PL

P-

""&本国国民所有要素投入的复杂外循环贡献#

1

!

'

!

N

5

B&

P?

-

<L

""&

外国国民所有要素投入的简单外循环#

1

!

'

!

N

5

4

#

=

PL

P-

""&外国国民所有要素投入的复

杂外循环#

1

!

'

!

N

5

4

#

=

P?

-

<L

""%

!7

经济循环的因素结构分解模型

对于式 !

<$

"中每项都可以从要素投入'生产网络结构'最终需求等方面进行因素

结构分解#我们以第
<

项!

1

!

'

!

N

5

B&

PL

PP

"""为例进行说明%

纯国内经济循环 !

N

5

B&

PL

PP

"变动受本国国民所有要素的投入 !

N

B&

"#本国生产网

络结构 !

P

"和本国供给的本国最终需求 !

L

PP

"的影响%

P

的变化也体现了本国中间品

投入产出结构的变化#即可表示本国生产网络结构的变化%这一结构分解具有一定的政

策含义%国内生产网络结构主要由投入产出联系所代表的生产技术和偏好决定#一般情

况下政府难以干预%如果纯国内经济循环受本国投入产出结构的影响大#从生产要素投

入和最终品使用的方向进行政策实践将难有作为 !倪红福#

!$!$;

"%结构分解中分解形

式是多样的#本文参考了
R(32X3);*,'31*)BD-K

!

<%%=

"对两极分解取平均值的做法#

于是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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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N

5

B&

PL

PP

! "! "

g

<

!

'

N

5

B&

! "

P

*

L

PP

*

hP

*i<

L

PP

*i<

! "# $

$% &

本国国民所有要素投入变化
1

'

N

5

B&

! "

!!!!!

h

<

!

N

5

B&*

'

P

! "

L

PP

*i<

hN

5

B&*i<

'

P

! "

L

PP

*

# $

$% &

本国生产网络结构变化
1

!

'

P

"

h

<

!

N

5

B&*

P

*

hN

5

B&*i<

P

*i<

! "

'

L

PP

! "# $

$% &

本国供给的最终需求的变化
1

'

L

PP

! "

g1

'

N

5

B&

! "

<

h1

!

'

P

"

<

h1

'

L

PP

! "

<

G

!

<<

"

其他分项的因素分解思路相似#这里不再赘述%将各分项的对应结构项相加可以得

到国家部门增加值的因素结构分解公式%对各国所属行业加总#就可以得到各国
CRF

变化的因素结构分解结果%影响
CRF

增长的三大类因素#分别是要素投入的变化'生

产网络结构的变化'最终需求变化%具体地#要素投入变化又可以分为两类$本国国民

所有要素投入的变化!

1

'

N

5

B&

! "

"和外国国民所有要素投入的变化!

1

'

N

5

4

#

=

! "

"&生产网络

结构的变化也可以分为两类$本国生产网络的变化 !

1

!

'

P

""和国际生产网络结构的变

化 !

1

'

P?

-

<

! "! "

"&最终需求的变化则可以分为三类$本国供给的本国最终需求的变

化 !

1

'

L

PP

! "

"'本国最终品出口的变化 !

1

'

L

P-

! "

"'全球最终需求的变化 !

1

'

L

! "

"%

!二"因素结构分解结果分析

<7

各类经济循环对
CRF

增长的贡献及国际比较

表
"

给出了典型国家各类经济循环对
CRF

增长的贡献的分解结果%结果显示$第

一#中国和美国的纯国内经济循环对
CRF

增长发挥了主导作用#而德国和日本的
CRF

增长主要是由国际经济循环驱动%德国
#=7M̂

的
CRF

增长来自国际经济循环#而日本

的这一比重是
M<̂

&中国
=#7=̂

的
CRF

增长来自纯国内经济循环#而美国这一比重是

=L7!̂

%第二#国际经济循环对
CRF

增长的贡献中#本国国民所有要素投入的简单外

循环和本国国民所有要素投入的复杂外循环在各国都发挥了主要作用%在德国#本国国

民所有要素投入的简单外循环和本国要素投入的复杂外循环的贡献分别为
!$7"̂

和

!"7%̂

#日本的这两者分别占比
!%7L̂

和
!=7%̂

#美国的这两者的占比虽然低#但也达

到了
#7%̂

和
M7"̂

#中国与美国情况类似%国内与国际相互协调促进
CRF

增长的主要

渠道是将嵌入本国生产要素的最终品或者中间品出口#用于满足全球的最终需求#或者

嵌入全球生产网络中%

表
G

!

典型国家各类经济循环对
A!H

增长的贡献 #

BCCD

"

BC$E

年$

国家
CRF

的增长
纯国内

经济循环

外国国民

要素投入

的内循环

本国国民要素

投入的简单

外循环

本国国民要素

投入的复杂

外循环

外国国民要素

投入的简单

外循环

外国国民要素

投入的复杂

外循环

德国
< $7L<L $7$N" $7!$" $7!"% $7$"< $7$"%

日本
< $7"%$ $7$<! $7!%L $7!=% $7$$L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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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CRF

的增长
纯国内

经济循环

外国国民

要素投入

的内循环

本国国民要素

投入的简单

外循环

本国国民要素

投入的复杂

外循环

外国国民要素

投入的简单

外循环

外国国民要素

投入的复杂

外循环

美国
< $7=L! $7$!# $7$#% $7$M" $7$$M $7$$M

中国
< $7=#= $7$<< $7$M$ $7$MM $7$$" $7$$"

!7CRF

增长的因素结构分解及国际比较

表
L

为典型国家
CRF

增长的各类因素贡献的汇总结果%结果显示$

第一#各类经济循环中最终需求变动是各类经济循环对
CRF

增长影响最大的因素#

除日本外其他国家受本国供给的最终需求变化的影响更大%在本国供给最终需求的贡献

中#中国'美国'德国'日本的分别达到了
="7N̂

'

="7=̂

'

M!7<̂

'

MN7$̂

&在全球

需求变动的贡献中#四国依次为
!7#̂

'

M7N̂

'

"<7%̂

'

<%N7L̂

%这一结果预示着中

国和美国经济增长对本国需求的依赖程度更高#国内超大规模的需求市场在
CRF

增长

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对于日本和德国其受国际需求的影响较大#两者通过中间品出

口参与全球的生产活动中#其
CRF

增长易受全球经济景气的影响%

第二#生产网络结构贡献在各典型国家中的差异较大#中国是唯一生产网络结构变

化对
CRF

增长有促进作用的国家%中国本国生产网络结构变化和国际生产网络结构变

化对
CRF

增长的贡献都为正#两者对中国
CRF

增长的贡献达到
<!7M̂

%反观美国'日

本'德国#其生产网络结构变化对
CRF

增长的贡献分别为
i=7!̂

'

i<M!7%̂

'

i!$7$̂

%

值得指出的是#中国本国生产网络结构变化的这一表现与
W33*)BZ*)

T

!

!$<M

"关于本

地上游供应体系的发展导致出口中本国增加值提高的观点是一致的%

" 日本的
CRF

增长

受生产网络结构变化的影响较大#本国生产网络结构变化对
CRF

增长的贡献达到

=7#̂

#但国际生产网络结构变化对
CRF

增长的贡献则为
i<N<7L̂

%国际生产网络变

动 !

'

P?

-

<

! "

"体现了国内生产网络 !

P

"与全球生产网络 !

<

"的联系强弱变化#当

这一联系变强时会促进一国
CRF

增长%过去
!$

年以来#中国取代日本成为东亚全球价

值链中心%中间品出口是使国内生产网络嵌入全球生产网络的关键#其变动会影响国际

生产网络对
CRF

的拉动作用%

!$$N

*

!$<M

年#日本总出口从约
N"L$

亿美元下降到约

MN#$

亿美元#出口下降约
=̂

#其中的中间品份额基本维持在
#N̂

左右#

#日本中间品

出口额在样本期呈现明显下降趋势%事实上#国家层面日本的国际生产网络值 !

P?

-

<

"

从
!$$#

年的
M$7M=

下降到
!$<M

年的
"%7%<

#下降幅度高达
"L7!"̂

#日本与全球生产网络

的联系显著下降#其造成的
CRF

下降也会较大%

!$$#

*

!$<M

年#日本
CRF

增长额仅为

<"LL7$L

亿美元#国际生产网络变动导致
CRF

的下降额则达到
!"$"7#L

亿美元#从而

导致了其对日本
CRF

增长的负贡献大%

第三#在各类经济循环中要素投入一般不会成为推动
CRF

增长的主导力量#且本

"

#

根据笔者的测算发现$

!$$#

*

!$<M

年#中国的出口国内增加值 !

R6Ab

"从
ML7#̂

增长到
N!7#̂

#其中本

国公司的
R6Ab

从
#M7N̂

增长到
ML7=̂

#增长速度快于中国整体的
R6Ab

%这体现了中国本国生产网络的完善#

供给下游厂商的能力变强%

IA&\

提供了
J9M

层面的贸易数据#而
I+&#

可在
J9M

层面对贸易商品的用途 !中间品'固定资本'消费

品"进行区分%笔者通过
IA&\

与
I+&#

的匹配得到中间品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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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国民所有要素投入变化对
CRF

增长的影响要比外国国民所有要素投入变化大#总体

来看仅有美国国民要素所有要素投入对其
CRF

增长的贡献为正%在各类经济循环中#

除美国的纯国内经济循环的本国要素投入贡献达到
%7M̂

#其他国家各类经济循环中的

要素投入变化的贡献均较小#甚至为负%除德国外#中国'美国'日本的本国要素投入

变化贡献的绝对值都要显著大于外国要素投入变化贡献%中国要素投入变化的贡献为

负#与中国要素投入份额在样本出现下降的基本事实一致%

表
I

!

典型国家
A!H

增长的各类因素的贡献汇总 #

BCCD

"

BC$E

年$

本国供给最终需求

变化的贡献

本国最终品出口

变化的贡献

全球最终需求

变化的贡献

最终需求

变化的贡献

德国
$7M!< $7!N< $7"<% $7%MN

日本
$7MN$ $7"<L <7%NL !7%#=

美国
$7="= $7$M" $7$MN $7%M=

中国
$7="N $7$#M $7$!# $7%<=

本国生产网络的贡献 国际生产网络的贡献 生产网络结构的贡献

德国
i$7<#$ i$7$#$ i$7!$$

日本
$7$=# i<7N<L i<7M!%

美国
i$7$NN i$7$$# i$7$=!

中国
$7$NM $7$#$ $7<!M

本国国民所有要素

投入贡献

外国国民所有要素

投入贡献

要素投入

变化的贡献

德国
$7$$$ i$7$<$ i$7$<$

日本
i$7!MN i$7$M" i$7"!%

美国
$7<$N $7$$N $7<<L

中国
i$7$"% i$7$$# i$7$LL

为了分析中国不同发展阶段各类因素对
CRF

增长的贡献#我们也进一步考察了

!$$#

*

!$$N

年'

!$$=

*

!$$%

年'

!$<$

*

!$<M

年中国
CRF

增长的因素分解%研究发现$

在
!$$#

*

!$<M

年本国市场和本国生产网络对中国
CRF

增长做出突出贡献#本国供给的

最终需求变化和本国生产网络结构变化对中国经济的贡献要远超要素投入%

!$$#

*

!$$N

年#本国供给最终需求和本国生产网络对这一期间中国
CRF

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

N!7L̂

'

"7=̂

#而在
!$<$

*

!$<M

年间#这两者的贡献分别为
=M7L̂

'

!"7<̂

%这一变

化的出现可能是本国市场规模的扩大和生产配套体系的完善所致%本国市场规模的扩大

进一步提高了内需在中国
CRF

增长中的重要性#生产配套体系完善使得生产的上游中

间投入品可以更多地从中国本土企业获取%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国内产业升级#一

定意义上说明中国经济的内向性趋势明显#国内循环对
CRF

增长的重要性日益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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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构建了一个同时考虑企业所有权和要素投入国民权属异质性的
CRF

分解框架#

从全球价值链视角测度中国国内国际循环及其贡献#将
CRF

按价值链类型分解为纯国

内经济循环'外国国民所有要素投入的内循环'本国国民所有要素投入的简单外循环'

本国国民所有要素投入的复杂外循环'外国国民所有要素投入的简单外循环'外国国民

所有要素投入的复杂外循环%主要发现$第一#从数量上看#国内经济循环在中国
CRF

中的比重逐步接近美日等内循环特征明显的国家#中国基本上形成了以国内大循环为主

体的新发展格局%第二#从国际比较视角来看#总体上呈现大国具有大的国内经济循环

的特征%小国更依赖于国外贸易#而大国更依赖于国内市场规模%中国经济向内循环发

展符合大国经济发展的国际经济规律%第三#中国制造业的内循环相对较低#对国际经

济循环的依赖程度还较大%同时#各国制造业国际经济循环比重都比较高#这是由制造

业需要跨国分工以提高效率的属性所致%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国高技术制造业的内循环

化程度低于制造业的总体水平#高技术制造业的国际循环依赖程度相对较大%高技术制

造业在大国竞争背景下可能面临着较严重的产业链安全问题%第四#从
CRF

变动的因

素结构分解可知#在内循环经济中#中国内需和本国生产网络结构变动是推动经济发展

的主要力量#这意味着中国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的着力点应该是扩大国内

需求和构建完备'高质量的国内生产分工体系%

基于本文的研究可得如下启示$

第一#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不完全是国内循环'国际循环的规模和比重问题#而

是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的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自立自强问题%本文的价值链分解结果表

明#从数量上看中国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初步成型#其比重和贡献与美日

德等国家相差不大#但从质量上来看#中国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还没有达

到高水平高质量的循环%相对于美日等发达国家#中国的国内外经济循环的质量相对较

低%构建新发展格局最本质的特征是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中国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着

力点应该是扩大国内需求和构建完备'高质量的国内生产分工体系%

第二#作为制造业大国#实现高水平的国际循环是构建新发展格局题中应有之义%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并不是说不要国际循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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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构建开放型经济体系#实现更加强劲可持续的发展%一

般来说#制造业强国大国的国际经济循环对其经济增长的重要性相对较大#如德国是国

际循环特征最为明显的发达国家#德国经济对国际经济循环的依赖程度大于中国'日

本'美国等国家%因此#一定意义上#如果中国要实现制造业强国#并不是说要降低中

国经济对国际经济循环的依赖程度#而是实现高水平的对外开放#维护产业链安全和稳

定#推动自主创新#减少关键生产环节的对外依赖度#打造自主可控的全球产业链#实

现制造业国内国际良性互动%

第三#建设强大而有韧性的国民经济循环体系%在国民经济循环体系中#产业体系

发挥了生产和再生产的关键作用#具有驱动经济循环畅通无阻的基础地位%建设强大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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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韧性的国民经济循环体系#要加快推动产业体系现代化转型#要形成发达的商品市场

和完善的要素市场%营造公平开放'竞争有序的全国统一大市场%深入推进要素市场化

配置改革#创新要素供给方式#完善要素交易平台#深化要素价格改革%破除人口'资

本'土地'数据等要素在城乡之间'城市之间'区域之间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提

升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有效应对收入差距等挑战%

最后#本文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值得进一步讨论%如文中的数据和测算结果需谨

慎对待%基于全球价值链的分解方法#本文将
CRF

进行国内国际经济循环的分解具有

一定的合理性#但是投入产出模型方法本身存在一些缺陷#我们在分解中认为局部
D3O

-)2(3̀

逆矩阵 !

P

"代表着国内经济投入产出联系#实际上这是值得质疑的%从现实经

济来看#一种产品的生产既有国内中间品也有国外中间品投入%这样忽略国外中间品#

可能生产就无法进行%因此对
P

以及相关分解项的解释需要谨慎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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