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形势下，要加速促进新发展格局，培育竞争新优势——

形成“大循环”构建“双循环”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姚 进 陈果静

全国政协委员李建红：

扩投资，交通建设再发力
本报记者 刘 瑾

在经历了新冠肺炎疫情大考后，我国
需要积极扩大内需，加大投资，打通生
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恢复市
场信心。对此，全国政协委员、招商局集
团董事长李建红表示，打通生产、分配、
流通、消费各个环节，首先要保障供应链
安全与稳定，其中交通发挥着重要的作
用。特别是交通重大工程建设，在保障供
应链、扩大有效投资等方面发挥着重要
作用。

同时，政府工作报告也明确提出，重点
支持既促消费惠民生又调结构增后劲的

“两新一重”建设。其中，包括了加强新型
基础设施建设，加强新型城镇化建设，加强
交通、水利等重大工程建设。

“今年是《交通强国建设纲要》全面实
施的开局之年，交通强国建设是一项庞大
的系统工程，对扩大有效投资具有明显的

拉动作用，需要各方面积极参与。”李建红
委员表示，应加快构建交通强国建设新型
协同融合机制，强化部门协同、上下联动、
政企互动，凝聚起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社
会参与的强大合力，扩大有效投资。

李建红委员建议，要创新顶层设计，提
升《交通强国建设纲要》实施组织层级，切
实加强部省际密切协同，充分吸纳交通、物
流骨干企业参与，制定重点工作任务督导
监察及考核制度。

同时，李建红委员还表示，要强化协同
联动，着力培育龙头骨干多式联运经营
人。此外，还要创新与龙头骨干企业的互
动机制，推动铁路、港航等大型交通物流企
业强化协同合作，形成跨运输方式、跨物流
环节一体化运营的协同效应，培育发展一
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多式联运经
营人。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我国内需
潜力大，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突出
民生导向，使提振消费与扩大投资有效结
合、相互促进。

全国人大代表，今世缘酒业党委书
记、董事长、总经理周素明表示，消费与
民生最直接相关，是经济发展的“稳定
器”。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前提
下，全国各地奏响促进消费市场复苏“集
结号”，挖掘消费潜力、繁荣消费市场，

经济社会复苏的力量在扩面提速。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流通消费领域仍

面临一些瓶颈和短板，特别是传统流通企
业创新转型有待加强，消费环境需进一步
优化，城乡消费潜力尚需挖掘。“要通过稳
就业促增收保民生，提高居民消费意愿。”
周素明代表建议，要优化消费环境，促进商
业繁荣，激发国内消费潜力，多措并举扩消
费，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消费需求。

从总体看，目前供给结构难以满足居

民日益升级的消费需求。“企业要坚持以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顺应消费升级
的大趋势，适应群众多元化需求，推动消
费平稳增长。”周素明代表说，提振消费
信心、引导消费需求、激发消费活力，这
不仅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需要，也是促进
经济发展义不容辞的责任担当。

周素明代表认为，我国超大规模的市
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是稳住经济基本盘的
重要条件之一，企业要坚定对加快经济恢
复和发展的信心与决心，努力把被抑制、
被冻结的消费释放出来。

“对企业而言，做好促消费工作就是
要提升产品和服务质量，市场是企业的第
一车间，企业应该打造品牌、以质取胜。
通过大数据分析，准确捕捉不同消费者的
偏好和需求，提升消费者满意度，提升消
费服务能力。”周素明代表说。

全国人大代表周素明：

促消费，企业应以质取胜
本报记者 薛海燕 曾金华

左图 5月25日，全国人大代表沈铁梅（中）与同团代表一起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经济界联
组会时的重要讲话。 本报记者 李景录摄

右图 5月24日，人大山东代表团举行分组会议，张新文代表（右一）表示，一定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认真做好本职
工作。 房贤刚摄（中经视觉）

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
三次会议的经济界委员并参加联组会时指出，
逐步形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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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新形势下我国
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代表委员们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
话，不仅对积极应对当前、全面谋划未来具有重
要指导意义，更对我国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
标的交汇期科学确定新一轮高质量发展目标任
务提供了方向和动力。下一步，我们要加快释
放消费潜力，扩大有效投资，加快构建完整的内
需体系，在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
发展格局中有更大作为。

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目前，消费已连续6年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第
一拉动力。2019年，零售市场规模超过40万亿
元，最终消费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为
57.8%。内需，特别是消费，已经成为我国经济
稳定运行的“压舱石”。

“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释放国内循环的
市场潜力，要积极推动消费回升。”全国政协
委员、重庆市政协副秘书长王济光表示，重点
要通过线上线下融合支持传统生活服务业恢复
发展，把教育、医疗、养老、体育、托幼等服
务作为扩大消费的新领域，形成更多新的增长
点、增长极。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
会副主任张英认为，加快释放新兴消费潜力，
是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举
措，也是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坚定落实

“六保”任务，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必
然要求。新冠肺炎疫情之下，信息消费作为新
兴消费的主要组成部分，爆发出强劲的发展韧
劲和增长潜力，为各领域打开了新的增长点、
增长极，有力支撑了国家扩大内需的重要
战略。

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也要发挥好投
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性作用。我国具有
全球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工业体系、强大的生
产能力、完善的配套能力，拥有1亿多市场主体

和1.7亿多受过高等教育或拥有各类专业技能
的人才，还有包括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在内的
14亿人口所形成的超大规模内需市场，正处于
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快速
发展阶段，投资需求潜力巨大。

王济光委员表示，扩大有效投资，要重点支
持既促消费惠民生又调结构增后劲的“两新一
重”建设，主要是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强
新型城镇化建设，加强交通、水利等重大工程建
设等。同时，还要进一步健全市场化投融资机
制，支持民营企业平等参与。此外，也要优选项
目，不留后遗症，让投资持续发挥效益。

打通堵点连接断点

多年来，我国消费品市场规模持续扩大，结
构持续优化，消费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驱
动力。但受疫情冲击，今年一季度我国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大幅下降。在疫情冲击下，
如何打通堵点连接断点，发挥好超大规模市场
优势，逐步形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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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振内需市场，关键是要解决群众能消
费、愿消费和敢消费的问题。”全国政协委
员、山东省东营市副市长冯艺东表示，保住了
居民就业、基本民生和市场主体，就有收入，
就会拉动消费、扩大市场需求，这是解决“能
消费”的关键；通过建立健全诚信体系和完善
的市场监管体系，使得各类市场主体提供优质
产品和服务，通过新技术、新模式提供更便捷
的消费渠道，让群众“愿消费”；解决“敢消
费”问题关键是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
医疗保险保障水平，全面推开大病保险，统筹
推进社会救助体系建设等，让群众的养老、子
女教育、医疗、住房等问题得到有效保障，解
决群众的后顾之忧。

全国人大代表、浙江卫视首席主播席文认
为，数字消费券可以让消费“一键”回暖。以浙
江杭州为例，杭州一边通过政策补贴为企业注
入动能，一边通过消费券激活消费意愿，提振消
费信心，通过供需两端同向发力，有效地推动了
消费市场回暖。

“让人们敢消费，就要给消费者创造敢消费
的环境。”全国人大代表，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研发中心总经理姚鹃表示，应强化对线
上新经济、新业态的监管。比如，通过线上管线
上，实现电商自律；加强线上交易行为诚信信用
警示平台建设；让社会信用体系和市场监管无
缝衔接；加强线上监管人员专业技能培训等。

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

对于“逐步形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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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论
述，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工商联副主席、威达
高科技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周桐宇认为，这正
是“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的发力
点所在。

周桐宇委员表示，在国际市场方面，虽然一
些国家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盛行对我国进
出口业务构成了一定影响，但广大发展中国家
与我国的双边、多边贸易关系依然保持着良好
的发展态势以及较大调整空间。因此，要在积
极扩大内需的同时，进一步稳定外需，从整体上
维系国际市场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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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要为我国经
济可持续、高质量发展找到相匹配的内源型动
力和外向型动力，并有序提高两种动力之间自
主可控、安全高效的灵活转换机制。”王济光委
员表示，在国内市场和扩大内需层面，要充分
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优势，由低到高逐步
提升需求层次，不断挖掘内需潜力。例如，进
一步加大各类产业组织平台和物流供应平台的
建设力度，根据不同领域的产业链、供应链功
能导向，强化中央统一规划和地方分类规划，
实施稳定重要产业链、供应链经济功能的平台
网络架构。

此外，面向国际市场和全球产业链、供应
链，搭建开放式、协同化、网络化平台，形成基于
创新链共享、供应链协同、数据链联动、产业链
协作的融合发展模式，从而带动我国产业链的
上下游、产供销、大中小各类企业和市场主体共
同提升创新能力。

全国政协委员韩东太：

兴产业，推动制造业升级
本报记者 孙潜彤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加快推进数字经济、智能
制造、生命健康、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推动制造业升
级和新兴产业发展。发展工业互联网，推动智能
制造。对此，全国政协委员、沈阳市政协主席韩东
太表示，老工业基地创新发展的关键“钥匙”是智
能制造，特别是智能机器人尤为重要。

韩东太委员表示，辽宁沈阳高度重视机器人
产业创新发展，并将其作为支撑新旧动能转换和
产业升级的重要抓手。不仅拥有以中科院沈阳自

动化研究所、东北大学为代表的国内顶尖科研机
构，还有以沈阳新松机器人公司为代表的一批高
新技术企业。

目前，沈阳市的机器产业创新生态圈正在加
速形成。并在机器人行业攻克关键技术1000余
项，产品涵盖机器人全部品类计5大类70多个品
种，2019年实现产值115亿元。

“接下来，沈阳将进一步利用机器人技术优势
推动装备制造业优化升级，形成更多新的增长点、
增长极。”韩东太委员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