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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外需协调关系是大同发展开放型经济进程巾不 可回避的基本 J ll论 问

题 ,它关乎经济整体发展战略的制定和长远发展 日标的实现。iⅠ 确处理内外

需协调发展的问题 ,可 以使我同既能够避免
“
屮等收人陷阱

”
9也可以平稳

地应刈国际经济危机。随着对外开放进程和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的 日益加

快 9我 国己不能把处理内外需孰轻勃1重 当做渡过危机的权宜之计 9而必须从

战略高度去把握内外需 良性互动的发展规律 ,并根据这些发展规律来制定发

展战略与改革路径。

当下中回而临着全新变化的目内外经济形势 9欧美债务危机和全球气候

变化所引发的新一轮各国经济发展战略调整初见端倪。经过 30多年改革开

放 9我 国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取得了举世瞩 目的成就 ,但同时在扩大国内有

效需求、拉动国民消费方面 9也遇到了困扰我国国民经济健康稳定发展的结

构性瓶颈问题 ,这些都需要重新审视和思考我因未来的刈
^外

经济贸易发展战

略,客观剖析我国内外需互动协调发展制约因素 ,研究这一问题的目的就是

建立起我国新的扩大内萧与稳定外需的良性互动机制 9转变我国外贸增长方

式 ,寻找到一条新型的内外需兼顾 、国内经济与对外经济良性互动协调发展

的新路径。

- 觞鲱 需 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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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 动 是 国 民经 济 长 期 稳 定 貘 展 的基 础

我同作为发展屮大国,维护内外需良性互动是保持国民经济长期稳定发

展的基础 ,内 需是外需发展的稳定器 ,外需是内需发展的助推器。⒛08年

的国际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震荡 ,使我们清楚地看到,仅仅依靠外需来



o

l
 
 
 
 
 
 
 
 
 

︱

中冈扩大内需与稳定外需战略

拉动经济增长是不全面的 ,也是不可持续的。而扩大内需 ,依托国内庞大市
场 ,促进内外需 良性互动才是未来我国经济发展战略调整的重点。因此 ,在
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都应当坚持内外需并重的战略发展方针 ,将努力扩
大内需与积极拓展外需相结合。这既符合世界经济发展趋势 ,也被当代各国
发展实践所验证。

首先 ,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趋势要求 中国必须处理好 内外需的互动关
系。内外需关系从本质上看 ,是国内经济系统和对外经济系统运行的相互耦

合 ,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开放型经济均衡增长要求国内经济与对外经济
协凋发展 ,实现经济发展中的比较优势互补。在世界经济一体化背景下 ,中
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系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忽视内需和外需的任何一方

都将影响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 ;同 时 ,人为阻隔内外需联系会导致经济波动
的不可控因素和风险系数加大 ,实现内外经济均衡发展的难度也就随之增
加。因此 ,我 国需要更加重视内外需 良性互动关系的调整 ,以实现贸易与经

济的可持续发展。

其次 ,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表明 ,中 国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是内外需协
调发展的结果。尽管二者的相对地位和具体功能在不同阶段存在差异 ,但改
革开放以来的内外需发展维持了相对协调的态势 ,方使我国实现经济总量不

断增长 ,并维持较高的发展速度。我国进人 21世纪以来 内外需结构的总体
特征表现为 :内外需共同增长 ,内需保持主体地位 ,外需增长更为迅速 ;总
需求中,投资需求所 占比重相对稳定 ,消费需求与出口需求的比重则此消彼
长。内外需互动模式也表现出渐进稳定协调的态势 ,无论是总量还是贡献
度 ,内 需都居于基础性地位 ,内需的稳定发展保证了外需在迅速拉动经济增
长的同时 ,不致使我国经济发展出现波动和失衡 ;同 时 ,外需发展反作用于
内需发展 ,30多年来外需的发展为内需的进一步提振升级创造了契机和条
件 ,总体而言 ,内外需实现了彼此依托、互相促进的局面。

最后 ,主要发达国家和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历史经验也分别表明 ,内外需
的良性互动是一国加快实现工业化、现代化和促进经济腾飞的基石和保障。
美国、德国和 日本的经验表明,发达经济体均以内外需的合理结构为基本特
征 ,以 内外需的良性互动为根本保障 ;印度、巴西和俄罗斯的经验表明,经
济腾飞可以通过内外需的共同发展和相互促进实现。此外 ,一些国家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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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表明 9忽视外需会成为一目经济发展的掣刖因素 9忽视内需则会给一囡经

济发展带来豇大的波动风险。

研究结果江实 ,巾 田的κ期稳定发展必须立足干 白身力童 ,关键是充分

依靠 lTl内 有效供给的不断增加。在扩大内需中9应 以扩大增加有效供给的投

资需求为先导 9合 fJ扩大消费需求 ,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 ;在积极争取外需

屮,应采取富有针对性的有效政策 9实施企业
“
走出去

”
战Ⅲ各和 自由贸易

区战Ⅲ各9促进货物贸易出口与服务贸易出口的持续憎长。

二  正 确 魅 哩 内钵 需 互 动 关 累 要 坚 掎

全 画 动 态 自g成略友 展 观

内外需互动关系具体表现为目内和对外经济变量的相互影响9这些影响

既有短期效应 ,也有长期效应,综合考虑两种效应是JJ确 看待内外需互动关

系的前提。囚此9科学把握内外需的良性Ⅰ动发展 9就要求我冈既要长期坚

持稳定的开放型发展战略 ,叉要相应进行政策调整,保持战Ⅲ各的顺利实施。

首先 ,处理内外需协调关系要与发展阶段紧密结合。一H经济发展阶段

不同,内 外需促进经济发展的作川也会存在差异 ,囚 此 9正确处则内外需瓦

动关系需要与经济发展阶段紧密结合 ,根据发展阶段的实际情况确定经济发

展战Ⅲ各。日本、德冈、关国等发达国家的发展/+n|迹 表明9在经济起飞|阶 段更

需耍依靠外需对经济憎长的拉动作川 ,从而制定出口导向卫发展战略 ,肖经

济逐步进人成熟阶段丿l9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战略调整。

判断经济发诞战略调格的基本依·lF之一是人均 CDP9屮 国人均 GI)P杓 :

⒛12午 已经达到 6100美 元 ,尽管憎长速度较快 ,但仍属于崛起的发屉屮囤

家 ,远未达到发达同家水平 9同 时我同收人分配仍不合理 ,若过度依赖网内

消赀可能寻致经济增长 lEl临 拉美等国的
“
巾等收人陷阱℃ Ku在 传统农业占

很大比重的情况下 ,特大型企、|L走传统的工业化战略。由于优先发展重化△

业且巾小个业数董少 ,导致失业率持续攀升 ,贫富悬殊 ,两极分化 9各种社

会矛盾丨丨h显 和激化 9这给政府的社会保障带来沉丑压力 9最终导致债务和财

政赤字居高不下 ,通货膨胀严重 ,金融潜伏危机 ,甚至发生社会动荡。另一

个基本依据是内外需之间影响作用的相对大小⊙实证研究表刖J,分离出汇率 O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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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重要影响因素的作用后 ,出 口增长对国内消费当期及滞后二期的动态综合
效应 ,要相对强于 (分离出汇率、收人分配公平程度和外商直接投资等影
响因素的作用 )内需对 出口的动态综合效应 ,这表明外需刈叫彐国经济增长
速度的促进作用相对有力。因此 ,中 国要想实现现阶段经济发展 目标仍需坚
持适度侧重外需的发展战略 ,不能有丝毫放松。

其次 ,处理内外需关系要与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紧密结合。研究内外需
互动发展规律 ,我们发现 ,经济周期的波动 ,特别是世界经济危机的发生会
对内外需互动关系产生显著影响。因此 ,科学看待和处理内外需互动关系需
要与经济周期和世界经济发展形势紧密结合 ,根据国际经济波动趋势演进来
适时调整内外需政策。1997年东南亚金融风暴和 ⒛08年美国金融海啸所引
发的两次较大危机 ,均促使世界主要经济体不同程度地调整了各 自的经济政
策 ,分别转而依靠扩大内需或外需的手段 ,来刺激本国经济复苏。

我们的实证研究也揭示了中国具有相同的政策取向:经济危机环境相对
于非危机环境会使内外需出现阶段性的变动。这表明经济危机条件下的内外
需政策调整是必要的 ,也是合理的,这种政策调整服务于经济发展战略 ,是
实现内外需 良性互动发展的具体体现。同时 ,当世界经济形势趋稳时 ,危机
环境下的政策还要继续进行再调整 ,以体现经济发展战略的侧重点。

三 内外需良性协调发展需要借鉴国际经验

我国应充分吸取世界主要国家内外需结构调整 ,以及各 自在经济增长中
作用的国际经验。将以日本 、德国和美国等发达国家为代表的,和 以巴西、
印度 、俄罗斯等

“
金砖国家

”
为典型的内需和外需在 国民经济增长中的作

用作为案例 ,进行实证 比较分析。研究这些国家的内外需结构特征 ,以及服
务业和服务贸易促进内外需互动的经验 ,可以为我国内外需良性互动关系构
建提供有益的借鉴。

第一 ,正确的内外需协调关系应定位为内需是经济发展的基础 ,外需在
一国实现经济赶超阶段中占据主导地位。这可从美国、日本和德国的内外需
结构变化规律中看出。而从内外需结构来看 ,我 国与美国一样都是内需占绝
对优势地位 ,但我国现阶段内需的有效需求明显不足 ,而充分有效需求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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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又是经济平稳发展的重要保障。因此 ,作为一个大国,中 国在今后较长时

期内应该主要依靠 自身的市场、资源和资金来发展经济。同时 ,保持外贸的

基本稳定也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无论是从德国、日本的经验 ,还是

从我国的实践来看 ,重视利用外部市场 ,大力发展对外贸易 ,是一个国家经

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 ,更是后进国家和发展中大国向强国实现经济赶超的

必由之路。

金融危机爆发后 ,各国重新反思本国的经济发展模式 ,相关国家也开始

在不同程度上显露出改弦更张的迹象 ,日 本、德国和美国在渡过危机时期对

经济发展战略都做出了不同程度的调整。 日本仍然坚持外向型的发展模式 ,

但更关注内外需兼顾互动发展的作用 ;美国在进一步刺激国内市场需求的同

时 ,积极鼓励出口贸易的发展 ;德国转而重视国内市场 ,考虑如何通过扩大

内需来抵消出口下滑对经济的拖累 ,并逐步实现内需驱动型经济发展模式的

转型。相比较 ,我 国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变与德国有相似之处 ,危机来临我国

也强调重视内需 ,试图通过扩大国内市场需求来弥补外需的不足。但由于中

德两国经济发展阶段不同 ,因此两国在处理内外需互动关系方面也有明显不

同:德国扩大内需是为实现经济增长模式的彻底转型 ,从而降低对出口的依

赖 ;但是对于中国而言 ,转变出口主导型的经济发展模式还为时尚早。中国

仍应坚持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战略 ,伺机不断地去积极拓展外需 ,同 时推

进内需的扩大 ,促进内外需相互协调发展 ,共同推动经济稳步增长。

第二 ,内外需失衡的结构性矛盾是一国在经济不同发展阶段相机抉择的

结果。印度开放时间相对中国滞后十余年 ,内需市场长期以来是国内经济稳

固的基础 ,也是经济发展的原动力。印度的经济增长在 ⒛ 世纪 90年代以前

属于经济体内部内生推动型的增长模式 ,长期形成的内需市场趋于成熟 ,基

础产业的发展、产业结构的布局以及居民消费在国内市场体系长期的自我循

环中一直保持相对缓慢的发展态势 ,内 需的消费结构趋于稳定 ,消费规模随

着经济的增长而同步扩大增长。相对于印度而言 ,中 国经济的发展道路存在

异同 ,中 国早期对外需市场开放是经济成长初期必然的选择 ,我 国从落后的

农业飞跃至工业化成长阶段 ,工业基础产业的形成需要充分发展制造业 ,当

时的内需受发展阶段所限,不可能提供大量的资本原始积累和投人 ,更无法

消化制造业过剩的产能。外需市场带动了中国制造业的成长壮大 ,并走向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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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 ,外需市场带动了中国经济
“
起飞

”
的 30年 ,经济总量大幅增长 ,每年

的增速均位于世界的前列。在中国经济未来发展 中,如 果产业结构调整到

位 ,外需的后劲在今后一段时间内仍可保持一定的增长态势。

第三 ,内外需均衡发展的政策着力点 ,应以内外需协调、互动、促进为
主 ,最终依靠市场力量来平衡内外需结构。外需可以促进一国投资规模的增

长扩大 ,相应带动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 ,国 内产业的传递效应可以引致一国

消费结构的变化以及消费规模的变动。印度 自⒛ 世纪 90年代开放以来 ,可
借鉴的经验路径表现在外需对内需形成了有效的传导和促进 ,表现在 FDI的

引资导向方面 ,将外资引人国内急需发展的产业和高端的服务业 ,如服务外

包 ,发挥外需的传导效应 ,带动国内服务业 (如 外包产业 )高端化定位成

长。中国的外需和 FDI长期以来集中在加工贸易领域 ,对国内产业结构向产
业链高端的升级贡献力度有限,但 由于技术外溢的效应和 FDI规模的扩大 ,

外需通过传导效应影响着内需市场的产业调整和消费结构的变迁 ,因此 ,内
外需均衡发展的政策着力点 ,应以内外需协调、互动、促进为主 ,增强外需
对内需的带动力和促进力 ,最终依靠市场力量来平衡内外需结构。印度开放
以来的内外需发展趋势表明,外需 占比在逐步上升 ,内 需有进一步下降的
态势。

第四,在发展对外贸易尤其是发展服务贸易时 ,一定要顾及本国国内市
场的培育和发展、经济结构的调整和改进。一国经济要实现持久稳定发展就
必须建立在国内需求的基础上 ,任何时候都不能把经济长期增长的希望寄托
在外国对本国资源型、劳动密集型出口产品的需求之上。纵观俄罗斯近 ⒛

年的发展 ,我们看到要保证国民经济健康有序发展 ,必须要有效协调内需和

外需的关系 ,必须坚持经济的发展以内需为基础 ,外需为经济发展的动力引
擎 ,使二者之间形成良性互动。日本在经历了十几年的经济萧条后 ,已经认
识到传统货物贸易不能改变经济衰退 ,而应转变贸易结构 ,推动服务贸易成
长 ,促进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协调发展。纵观巴西经济发展过程 ,应看到大
国的经济增长及结构的调整首先应考虑国内市场的开发和利用 ,以及居民的
需求层次和需求结构 ;同 时还要秉承开放的心态 ,促进出口贸易的发展 ,以
外贸带动扩大内需 ,以 内需为基础 ,兼顾稳定外需 ,而不能顾此失彼。

第五 ,从内外需互动关系的角度来看 ,外需市场可以发挥产业联动效
O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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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 ,带动内需市场的成长。从国际经验看 ,外需的良性拓展对一国产业结构

优化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会起到积极的带动作用。当然 ,外需过度或结构

不合理也会制约内需的增长。外需的技术外溢效应和消费上的示范效应 ,可
以引导内需的扩张 ,从而引导生产的扩张 ,引发生产方式的转变 ,最终实现

经济运行过程中内外需 良性循环地发展。

四  新 时 期 我 国 实 现 内 外 需 协 调 发 展 的 政 策 着 力 点

实现内外需 良性互动 ,保证我国顺利克服世界经济危机带来的发展 困

难 ,并为今后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奠定 良好基础及建立保障机制 ,需要牢牢

把握扩大内需和稳定外需的政策着力点及基本原则 ,以及实现内外需 良性互

动发展的经济条件。

首先 ,在扩大内需时要坚持两个基本原则。一是内需的努力扩大与合理

预期相结合的原则。长期以来 ,国 内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要远远落后

于投资和出口,适时提高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必要的。同时在危机环境

下 ,努力扩大内需也是我国经济保持稳定增长的重要手段。不过需要注意的

是 ,扩大内需的措施要适应我国现阶段的国情 ,对内需的开发潜力要有客观

准确的判断 ,避免抱有不切实际的预期。超过实际预期的内需刺激方式不可

取 ,尽管这种刺激方式能够推动当期消费的增长 ,但却以牺牲未来经济增长

潜力为代价。此外 ,实证研究还表明 ,内 需刺激会对当期出 口造成负面影

响。客观看待当下我国经济发展阶段 ,扩大国内需求要适度合理。

二是有效供给与有效需求相结合的原则。经济均衡增长要求总供给和总

需求的均衡发展 ,危机环境下 ,国家既要扩大内需 ,特别是有效需求 ,又要

重视调整供给结构 ,尤其是要创造有效供给。内需扩大政策只有与供给政策

相配合才能实现预期效果 ,其政策效应含义是 :一方面消化过剩产能形成的

产出;另 一方面促进新兴产业和战略产业的发展 ,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忽视

有效供给会导致产能进一步过剩 ,阻碍产业结构升级 ,进而影响经济长期稳

定发展的动力。

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表明 ,出 口导向型经济的迅速发展均伴随

着供给侧政策 ,引 导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引导扶持战略产业。而发展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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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特别是印度的软件产业和服务外包业的发达 ,同样是有效供给促进外向
型经济迅速发展的成功例证。因此 ,对有效供给的重视要从产业政策层面提

升到实现内外需 良性互动 ,保证开放型经济顺利实施的战略高度上。实施扩

大内需政策要与调整供给结构 ,确立战略性产业 ,创造有效供给的政策协调

配合 ,使国民经济保持长期健康稳定发展的动力。

其次 ,在稳定外需方面也应贯彻两个基本原则。一是外需的努力稳定与

积极拓展相结合原则。长期以来 ,出 口一直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强劲动

力 ,但 30多年的变化轨迹也表明 ,出 口增速变动非常剧烈 ,给经济发展的

稳定性和安全性带来很大隐忧。保持经济稳定增长 ,首要的是保持国外市场

份额的相对稳定 ,至少在传统优势产品市场中不丧失主导地位。但危机环境
下各国贸易保护主义的兴起 ,使这一努力难度加大。因此 ,创新开放模式 ,

积极拓展新兴出口市场 ,开辟新兴服务贸易领域就显得尤为重要。世界经济
危机复苏也是国际贸易市场重新布局洗牌的过程 ,只有保证实行外需稳定与
拓展相结合的原则 ,实施互利共赢开放战略 ,我国的外贸形势才能出现根本
性好转 ,并保持 良好的发展势头⊙

二是积极推进
“
走 出去

”
及 自由贸易区战略 ,与加快国内产业结构升

级相结合的原则。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 ,外需的内涵和外延也随之变

化 ,同时我国的资本积累已经相对丰富,资本输出有可能也有条件成为稳定
拓展外需、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实施

“
走 出去

”
战略 ,一方面

能够通过对外投资开发 ,获取稳定的海外资源 ;另 一方面 ,又可以突破国外
各种贸易壁垒 ,巩固并扩大 出口市场份额 ,起 到稳定拓展外需的作用。此

外 ,通过并购国外优质资产 ,获得急需的资源、技术和管理要素 ,对有效供
给的形成也具有积极的作用 ;同 时借助

“
走出去

”
战略 ,将制造业过剩的

生产能力转移出去 ,还有利于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并 f巳 使优势资源向新兴战
略产业 ,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 、叩务外包=业集中 ,。 l-速 现代服务经济和服
务贸易的发展 :

最后 ,实现内外需协调发展立结合我亘玩实亘青 扬长避短。从资源禀
赋来看 ,国 内经济欠发达地区,特别是中西苟之工适宣支挥生产劳动密集型

产品的比较优势 :而经济较发达地区,特别是东荀 |圣 Ξ之区则要适时推进产
业结构升级 ,大力发展低碳经济、新能源和服务贾易 :ji影 丈芊兴战略产业



序 言

竞争优势并率先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从 中国
“
人 口红利

”
来看 ,要实

现数量型向质量型人 口红利跨越 9加快传统产业竞争优势向高端服务业 、研
发产业和知识创新△程等新的有效供给形式转变。从汇率角度看 9要依靠汇
率水平的适口i变动和形成机制改革 ,通过替代效应和收人效应促进内需和外
需的协调发展。从技术进步角度看 ,要重视先进智力型人才引进和技术的吸
收及 自主创新 9提高同内有效供给能力 9填补国内对高技术和高品质产品I的

供需缺 口9最终扩大包括内需和外需在内的总需求。

围  珑 园 实 现 黝 鲱 需 协 调 貘 展 自g龇略 举 措

研究表明 ,改革是实现内外需协调发展最大的
“
红利

”
9正是通过改革

我闲现阶段收人分配、消费、∠L产性服务 业、服务 贸易和城镇化等制度因
素 9方能够在构建内外需互动关系机堪u中 发挥各 白重要的作刖。针丌J这些关
键领域的重要囚素 9通过改革可得出解决我国扩大内需与稳定外需的协凋发
展 ll戈 略的政策路径与制度安排。如在收人分 lL方 面应减税让利 ,调 节政府 、
企业、居民的分配关系 ,释放庞大的冈内需求 ;减少行业管制 ,进一步释放
市场经济的白曲度 9促进内外需增加 ;深化金融及利率市场化改革等。在消
赀方面应培育新消费热点 ,完善社会保障体制 ,发展消赀佶贷 9调憋消费结
构等。在生产性服务业方面应通过市场竞争提高本土生产性服务业效率 9促
进本土制造的内需规模扩JK;通过服务和生产分离 9捉高内需供给的专业化
水平 9促进本土制造的内需层次捉升 ;捉高本土生产性服务业的 ln,际 化服务
水平 ,促进本土制造的外需扩张 ;将包括生产性服务在内的服务外包作为未
来巾国外向型产业发展的重点等。在服务贸易发展方而应打破行业垄断9开
放服务市场 9增强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 ,以 服务质量提高促进内外需抨i展 ;

将适度保护与引人竞卸作为服务业发展方针 ,加大服务贸易发展扶持力度 9

以行业繁荣发展带动内外需扩张 ;优化服务产业组织绀构 ,培育国际服务贸
易企业集 L/+l9以 产业竞争力捉升促进 内外需稳定 ;完善服务贸易管理体系 9

以完善管卫u体制促进内外需协调发展。在城镇化方面应推动土地制度改 革 9

完善土地使用权流转制度利|征地补偿制度改革 ;实现户籍制度改草 ,尽快制
定适应社会主义 Hl场经济体制的户籍管理办法 9积极稳妥地推进户籍制度改 00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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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 ;另 外还要推进就业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创新等。
实践证明 ,内外需并重的原则是实现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 ,

在中国经济步人战略转型的重要时期 ,我们需要站在新阶段全球化战略的高
度 ,从理论上深刻认识实施

“
合理扩大内需 ,稳步拓展外需

”
这一发展战

略方针的科学性和必要性 ,并准确把握国内和国际瞬息万变的形势 ,努力探
索和完善实现内外需 良性互动的机制 ,保证我国经济发展能科学应对国内外
经济压力 ,实现战略转型 ,为今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综上所述 ,我国内外薷协调发展的战略目标是 :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
内,应坚持内外需并重的开放型经济发展方针 ,将努力扩大内需与积极争取
外需相结合。在扩大内需中,应以扩大增加有效供给的投资需求为先导 ,合
理扩大消费需求 ,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 ;在积极拓展外需中,应采取有效的
经济政策 ,实施企业

“
走出去

”
战略和 自由贸易区战略 ,促进货物贸易出

口和服务贸易出口的持续增长。作为一个经济大国,中国的长期稳定发展必
须立足于自身力量 ,充分依靠国内有效供给的不断增加 ,长期过分依赖传统
外需的经济增长路径不可持续 ;同时扩大国内需求也要适度合理 ,超过实际
预期的内需刺激方式不可取 ,尽管这种刺激方式能够推动当期消费的增长 ,

但却以牺牲未来经济增长潜力为代价。此外 ,实证研究还表明,内需刺激会
对当期出口造成负面影响。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巨大
的资源和国内外市场 ,中 国经济的发展不可能游离于国际市场之外 ,我国新
时期

“
走出去

”
发展战略和世界服务经济发展趋势都预示着外需仍有 巨大

挖掘潜力 ;然而外需的变动也十分剧烈 ,要保持外需对我国经济发展的长期
促进作用 ,我国必须在稳定已有国际市场份额的同时 ,积极发展新兴战略性
产业 ,不断地去拓展新兴 国际货物与服务贸易市场 ,实施互利共赢开放战
略 ,并不失时机地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加快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的
协调发展。

于立新

⒛ 13年 5月 28日 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