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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在全球经济放

缓、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新冠疫情常态化存在等形

势下，2020年以来，党中央适时提出了要构建以国

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

展格局。这是与时俱进提升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塑

造我国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也

是基于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基于国际国内形

势对“十四五”时期和未来更长时间做出的重大战

略决策。与此同时，“十三五”时期陕西省外贸在总

量、结构、增速和“一带一路”建设方面均取得了较

快的增长，尤其在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下，陕西外

贸高质量发展的内涵不断丰富，发展潜力亟待释

放，对陕西外贸高质量发展路径的探索势在必行。

一、“双循环”的提出

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年均保持在

9.5%的水平高，经济总量从1978年的3645亿元跃升

到2020年的101.6万亿元，经济体量位居世界第二，

2014年成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这对构建大口径外

循环、较大规模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

发挥了重要作用。

2008年经济危机以后，很多国家对全球贸易多

边机制出现了信任危机，一些国家的贸易政策、投

资政策、监管政策逐渐趋于保守和自我保护。尤其

是2016年特朗普上台后，中美贸易战、美国打压中

国中兴、华为等高科技企业事件频发，“逆全球化”

与贸易保护主义加速向前。再加上近年来，受突如

其来的全球新冠疫情影响，全球经济增速在2020年

急剧收缩3.6%，大量海外订单被取消或推迟，我国

企业也被迫停工停产，全球供应链中断，中华民族

的伟大复兴和崛起遭到了西方国家的打击，中国的

经济和对外贸易受到了频频冲击。

在此背景下，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进行了与时

俱进的调整，最终提出了以内循环为主体、国内国

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强调要以内循环为主，发

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畅通内循

环；同时加强技术创新和自主，打造产业链的安全、

稳定，而科技领域难以实现一国全面领先，所以双

循环格局中还要注重外循环赋能。那么在双循环

格局下，我国尤其是陕西省的外贸产业如何高质量

发展，本文对此做出了进一步探索。

二、“双循环”格局下外贸高质量发展的新

要求

摘 要：2020 年中央提出构建“以内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是基于我国

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基于国际国内形势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双循环”格局中外贸高质量发展是题中应有

之义，陕西省应充分结合“一带一路”起点城市等优势，积极打造陕西外贸高质量发展，推动建设内陆城市开

放型经济高地。本文结合“双循环”战略，重点聚焦陕西省实际，分析“双循环”格局下陕西省外贸高质量发展

的内涵、潜力，并提出支持陕西外贸高质量发展的路径建议。

关键词：“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陕西外贸；高质量发展

[基金项目]本文系西安航空学院人文社科一般项目“‘双循环’格局下陕西省外贸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2021KY2201）。
[作者简介]尤帅（1991—），女，西安航空学院经济管理学院教师；研究方向：产业经济研究。郑强（1992—），男，中国进出口银行陕西省分行；研究方向：

金融研究。

92



ECONOMIC ELATIONSR
F

PRACTICE IN

REIGN
AND TRADE

省域外经贸

在中国经济进入新阶段，面临新的国际国内环

境，在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下，外贸高质量发展需要

的内涵不断丰富，对其衡量的维度也需要不断扩展，

对陕西外贸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新的内涵和要求。

(一）贸易结构均衡

利用“一带一路”倡议、RCEP、中欧投资协定等区

域合作框架提升与发展中国家、周边地区以及新兴

市场贸易比重，开拓国际循环新通道和新空间，使

地区结构更加多元化。服务贸易增长比货物贸易

更快，使得服务进出口比重呈上升趋势，一方面，

2015—2018年间，我国服务出口增速明显加快，一

直大于货物出口增速，2018年达到17%，位居世界第

一(WTO，2019)，使得服务出口比重从2014年以来一

直呈上升趋势，2018年达到9.94% 。另一方面，我

国服务进口增速明显快于货物进口增速，2014年高

达30.94%，使得服务进口比重在2010—2016年间持

续上升，2016年达到23.15%，已经与发达国家基本

没有差别。

(二）产品品质提升

外贸高质量发展要求提升外贸效益，必然要求

生产高质量、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提高产品在价

值链中的层级，避免外贸中低价值含量、劳动密集

型产品的同质化竞争。推动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

兴产业的培育发展，从研发设计、加工制造、品牌建

立、营销服务等环节全面提升产品品质，塑造中国

产品形象和中高端市场竞争力。

(三）贸易可持续发展

在全球低碳和绿色发展背景下，要坚持可持续

发展理念。从传统的资源要素驱动转变为创新驱

动，利用节能减排、低碳环保技术建设绿色工厂、绿

色办公、绿色住宅，倡导绿色生产、绿色消费的社会

环境。在外循环中要走向可持续发展模式,实行绿

色贸易，减少高污染、高耗能产品的进出口和项目

投资，树立中国“绿色发展国家”的形象，实现可持

续外贸发展。

(四）把握技术和数字贸易发展趋势

运用5G、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物联网等技

术，加快建设数字基础设施、产品及服务平台的建

设。优化国内互联网平台企业的发展，将跨境电

商、直播平台模式推广至发展中国家，带动中国文

化、产品、技术和服务出海，扩大影响力。推动在

WTO 框架下构建数字贸易国际通行规则，掌握新时

代数字贸易的话语权和体系标准。

三、“十三五”期间陕西省外贸发展内涵分

析

（一）对外贸易总额跨越式增长

“十三五”期间陕西省进出口总额由1976.31亿

元增长至3772.1亿元，接近翻倍，年均增速14.8%，

且均保持贸易盈余。2020年外贸依存度14.4%，较

2015年增长4个百分点，整体看陕西省对外贸易实

现了新跨越。具体数据见下图1。

图 1 2016-2020年陕西省进出口额情况（亿元）

（二）加工贸易份额显著，一般贸易成绩不俗

从贸易方式看，陕西省对外贸易以加工贸易为

主，2016-2020 年均保持在 56%以上，平均比例为

61.67%，但占比逐年下降；一般贸易占比较低，为25%

左右，占比保持稳定；通过海关特殊监管区和保税监

管区进行贸易的方式占比逐渐提高，由2016年的

6.65%提升到2020年的17.24%，增长2.6倍，在支持

外贸发展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具体情况见图2。

图 2 2016-2020年陕西省进出口额贸易方式占比情况

（三）外资企业比重下降，民营企业作用日益重

要

从外贸企业类型看，陕西省外贸企业以外资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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