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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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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

构想，是“十四五”期间乃至今后一个较长时期的经济发展战略和路径的重大调整和完善，是国家的长

期发展战略，通过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来分析和研究“新发展格局”，对于从全局高度准确把握和

积极推进“新发展格局”战略具有重要意义，对于站在新时代新阶段不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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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elera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with the domestic cycle as the main 
body and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dual cycles promoting each other is a major strategic 
concept made by the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The major adjustment and improvement of strate-
gies and paths is the country’s long-term development strategy. Analyzing and studying th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by using the principles of Marxist philosophy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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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ately grasping and actively promoting th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strategy from an overall 
perspective. It has laid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continuous advancement of the construction of a 
socialist modern country in the new era and new stage. 

 
Keywords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Marxist Philosophical Principles, Double Cycles 

 
 

Copyright © 2023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将建设“新

发展格局”作为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期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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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构想，是“十四五”期间乃至今

后一个较长时期的经济发展战略和路径的重大调整和完善，是国家的长期发展战略，促进社会长治久安

的重大战略安排。这将进一步提升发展质量、效率、公平、可持续和安全，将对推动全球经济的繁荣起

到重大的作用，对中国的中长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 坚持马克思主义实践论：“新发展格局”论述的实践逻辑 

在发展阶段方面，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经济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客观现实。在不同的发展

时期，其所面对的主要矛盾、现实需求也必然存在差异。以往，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底子薄的情况下，

我们以主动融入国际大循环为出发点，以低成本的要素禀赋，以出口为重要导向，快速带动经济发展的

方式，走上了与当时的客观现实相一致的大循环道路，从而突破了“低水平”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潜力，

取得了较快的经济增长。但是目前，我们国家的经济已经从高速增长阶段过渡到了高质量发展阶段，而

以前长期依靠出口导向型的经济模式所导致的核心技术缺失、产业链现代化水平低下、国内市场需求没

有得到很好满足的结果，这些都对我们国家的高质量发展造成了很大的影响。这就需要我们从市场和资

源两头向外的外向型发展模式，转变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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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发展格局”的建立，就反映了由于发展阶段内涵的改变而导致的发展格局的改变，这是对经济社会

发展客观规律的认识和遵循[2]。 
在发展环境方面，面对国际局势错综复杂、不断变化的客观现实，必须建立新的发展格局。当前，

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局势中存在着非常多的不确定和不稳定因素，这让我们在发展过

程中面对的外部风险大大增加，给我们原有的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带来了史无前例的挑战和困难。

与此同时，在全球范围内，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等前沿科学持续发展，新一

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当下发生，这给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此相对应的是，

随着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发展变化，新的风险、挑战和机遇也随之产生，这在客观上需要我们能够在危

机中创造新的机会，在变局中开辟新的局面，从而加速“新发展格局”的形成。这既是我们党对问题的

强烈自觉，也是我们对“从现实出发”的深刻理解。 
从发展条件方面，建立“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拥有巨大的市场规模和国内需求的客观要求。一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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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方式并非随心所欲，而取决于其所具有的资源禀赋。在经历了四十多年的经济快速发展之后，

从需求方面看，我们的市场主体超过一亿，中等收入人群超过四亿，具有很大的内需潜力和发展空间。

上述客观条件的存在，为当前推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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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供了现实基础；在供给方面，当前我国已经拥有了世界上最完整、最大的工业体系，生产能力非常强大，

配套能力也十分完善，同时还具备了 9 亿多劳动力和 1.7 亿多各类人才的供应体系，因此，具备了可以

持续提供高质量产品的生产基础。所以，在当前阶段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以我国资源禀赋为客观

出发点，不断促进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建立我国国际竞争新优势而做出的重大战略安排。 

3. 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新发展格局”论述的理论逻辑 

“新发展格局”论述的提出，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矛盾理论的基本观点。在百年不遇的世纪大变

局下，党中央果断采取“科学应变，主动求变”的方针，充分体现了马克思矛盾论的基本理念。“新发

展格局”的战略定位是立足于扩大国内需求。矛盾是一种普遍现象，其主要矛盾与矛盾的主要方面，决

定着其发展的方向与未来趋势。“新发展格局”的论述，不仅体现在目前的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中，

而且是新形势下的主动“蓄力”的重大战略。其根本要求是积极地把握和顺应不断变化的客观条件，充

分发挥其实践的主动性[3]。在“新发展格局”的这一矛盾中，以“新发展格局”为主体的内循环为主要

方面，其作用决定了“新发展格局”的发展路径和工作的主要方向。此外，要抓住发展中的主要矛盾，

必须坚持以扩大内需为基础，构建新的发展模式。我们要立足于国内，不断提高产品的品质与需求，努

力使供给和需求达到有效的匹配，形成一个强有力的、高效的内循环，为国际贸易的平稳运行提供有力

的支持和强大的推动力。 
“新发展格局”论述的提出，是马克思关于时间、空间的分析方法的综合反映。马克思的时空分析

是从时间和空间两个角度来分析资本的流动。“新发展格局”指的是通过生产、分配、流通、交换等方

式的市场化改造，以及通过建立智能化的物流基础设施，使流通成本不断降低，从而形成以国内大市场

为主导的内循环。在“新发展格局”下，要结合国内大循环与地区发展以及城乡空间经济发展模式[4]。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空间范围不断扩大，不再局限于地理空间、位置空间，而是网络空间、人

才空间、物流空间，只要能够在多个空间进行自由流动，就可以实现国内大循环的贯通。 
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坚持了两点论和重点论相结合，统筹兼顾国内国际双循环。为何要坚持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从哲理上讲，“国内大循环”作为一个内部因素，是经济发展的基础，是矛盾的主

要方面；“国际大循环”作为一个外部因素，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条件，是矛盾的次要方面。也就是说，

“双循环”分别是矛盾的两个方面，而“国内大循环”是其矛盾的主要方面。在“新发展格局”的建设

过程中，我们必须统筹好两者之间的关系，避免单打独斗，一枝独秀，又要把“国内大循环”作为重点

环节，用“国内大循环”来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总体发展。从这一点上讲，不断推进两点论与重

点论的统筹兼顾，是“新发展格局”建设中的显著特色。 
建设“新发展格局”，始终秉持着“普遍联系”、“永久发展”的理念，通过双循环的良性互动，

推动融通发展。双循环中的两者决非相互隔离、鼓励，而是相互联系、融合，这是党中央对双循环问题

的清晰认识。中国要想在当前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变革中获得新的竞争能力，必须加强其自身内循环的

动力支撑。同样，也要以扩大开放的方式，促进构建开放型经济，这样才能让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更好地

为国内大循环起到进一步驱动作用，从而促进国内大循环高质量发展[5]。所以，在“新发展格局”中，

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并不是把自己封闭起来，而是要把开放程度推向更高的层次。但是进一步扩大

对外开放，也又以促进国内大循环为重要目标。最终通过内循环对外循环的支持，外循环对内循环的带

动，从而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之间的良性互动。这深刻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立场方法中关于世界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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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普遍联系的观点。 

4. 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新发展格局”论述的历史逻辑 

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蕴含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进一步完善“新发展格局”，是

根据我国目前发展阶段、客观条件的变化这一最实际的“社会存在”所做出的一项重要部署，这将有力

地促进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新发展格局”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重要体现。唯物史

观最突出的特征就是：一切都要以实际为中心。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们立足新发展阶段、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更高基础上促进高质量发展的迫切需要，是外部环境趋紧、发展条件变化的

结果，是党中央在谨慎分析形势、科学研究判断的基础上，充分体现了我们着力于围绕自身发展，踊跃

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价值导向与问题意识。 
1)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进一步完善“新发展格局”，是根据我国目前发展阶段、客观条件所做

出的一项重要部署。 
马克思认为，事物是绝对的运动和相对的静止的辩证结合，其中运动是有规律的，而规律是可以被

了解和认识的，而认识又是在环境中发展和变化的。在 2006 年以及 2011 年发布的关于国民经济发展的

“十一五”规划和“十二五”规划内容中就清楚地指出，要逐步调整“两头在外”的出口导向的发展策

略，把扩大内需尤其是消费需求作为重要发力点，促使经济增长从单纯的投资、出口带动，到消费、投

资、内需、外需的共同带动。党的十八大召开以来，党中央以新时代面临的新环境、新目标、新使命为

依据，采取了一系列以创新驱动、内需拉动的多种方式来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措施：在 2012 年年底

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党中央深刻指出要用扩大内需、提高创新能力、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

新模式来取代简单地融入全球分工体系、增加对外贸易额的旧模式；在 2014 年首次提出经济发展新常态

这一概念，要求对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体制机制问题进行全面梳理；在 2015 年，提出了新发展理念，并

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行了全面战略部署；2016 年出台的“十三五”规划提出，“要正确理解战略机遇

期的内涵发生了重大变化，更好地应对各类风险与挑战，持续做好自己分内的工作，开拓新的发展空间；

在 2018 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强调进一步强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和“推

动形成强大的国内市场”进行了系统阐述；在 2019 年“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持续释放内需潜

力”“促进形成强大的国内市场”、“促进形成强大的国内市场”成为高频关键词；在 2019 年，中央财

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提出，要坚持独立自主和开放合作相互交融，持续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

现代化[6]。所以，2020 年党中央首次系统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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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在十余年来不断探索中，对以前的各项政策理念、策略思路的一次全方位的升华与整

合。构建“新发展格局”依托于经济发展新常态、新发展理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及高质量发展等相

关理论，也是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变化这一根本客观实际所决定的。 
2) 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突破口 
社会意识依赖于社会存在，是对现实生活的反映，但它并非消极、被动的反映，而是一种积极、主

动的反映，正确的社会意识能对社会存在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面对日益加剧的资源、环境约束，以及

劳动力成本不断上涨和国际比较优势相对弱化的时代背景，我国的国际循环模式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和

障碍[4]。全球经济快速发展在 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放缓，而新冠肺炎的爆发，更是加速了世界经济的衰

退。中国出口市场的竞争日益加剧，伴随着经济增长的收缩，以及日益加剧的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

等因素的出现，对我国的出口业造成了巨大的冲击[7]。所以，我们的发展模式应从投资和出口为主逐步

转变为以消费为主的发展方式，进一步将扩大内需和稳定外需相结合。“新发展格局”这一重大理念，

正是我们对经济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更是我们立足于当前，面向“十四五”和 2035 年远景目标所提出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3.124127


吴卓 
 

 

DOI: 10.12677/acpp.2023.124127 730 哲学进展 
 

的正确认识，这来源于以往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经验，能够指导当下的实践，进一步推动经济高质量发

展，这一过程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观点和方法相一致。 

5. 坚持马克思主义人民至上观点：“新发展格局”论述的根本立场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最终目的是什么，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随着我们国

家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

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不断满足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是中国共产党人奋斗的新目标，

也是我们前进的必经之路[8]。 
“新发展格局”是马克思主义人民主体论思想的具体体现。“新发展格局”的战略目标是最终实现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马克思认为，实践总是受到人的内部尺度衡量，也就是价值的维度来引导和评

估。这就要求在制订方针和政策时，要把坚定不移、不打折扣地贯彻下去，要始终把人民放在第一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

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新发展格局”的加速发展，体现了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现实状况，也

体现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新发展模式”是指通过调整供给结构、改善供求关系和适应新生活需

求来实现的。在此背景下，新的发展方式既要符合客观发展的规律，又要有强烈的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

取向的推动力[9]。 
激发民众的创造力，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动力。从哲学上讲，人民群众是实践活动的重要

主体、历史的创造者和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建设新的发展格局，是一场全局性的深刻变革，只有充

分发挥群众的主动性、创造性和积极性，让群众在各项发展改革问题的解决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才能

把人民群众的智慧集中起来，使双循环各项措施真正得以实施落地，不断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新

发展格局”的建立，既体现了对客观规律的尊重，又积极调动了人的主观能动性。 
激发民众的消费潜力，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原因。人民群众作为社会实践的主要力量，其

庞大的消费需求是推动社会生产发展的永恒动力。目前，中国的消费市场具有两方面的特点：一是超过

14 亿人的巨大内需市场，但消费一直难以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引擎”；二是从目前的消费结构

来看，还存在着“两头大中间小的特点，占人口比重最大的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潜力还没得到充分释放，

距离承担起扩大国内需求的重任还存在很大的提升空间。“新发展格局”的逐步形成，紧紧抓住了扩大

国内需求这一战略出发点。同时，通过逐项改革疏通影响国内统一大市场建立的各种堵点，促进国内国

际双循环的顺利畅通，从而达到以需求带动供给，以供给创造需求的新的高水平动态平衡。“新发展格

局”的建立为我们提供了一条以激发民众消费潜能为重要方式从而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的现实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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