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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循环”的核心是对内扩大内需、对外提升产业链安全，其中，“新基建”、城市群
和放开生育是三大抓手。这些也将是巨大体制优势，以及改革勇气和决心的重要体现。

文  |  任泽平   熊柴   马家进

“新基建”、城市群与放开生育
“双循环”三大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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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的基础设施，以及营商环境、服务业开放、

多层次资本市场等制度领域的基础设施，这些

领域发展空间巨大，增长迅速，经济社会效益

显著，对上下游行业带动性强，在未来经济社

会发展中将扮演担大任、挑大梁的重要角色。

以 5G 为例，未来 5G 将以万亿美元级的投

资拉动十万亿美元级的下游经济价值，中美两国

将决战新一代信息技术。中国移动通信行业经历

了 1G 空白、2G 落后、3G 追随、4G 同步的发展

历程，今天我们终于在 5G 时代走在了前沿，在

标准制定、产业链配套等方面拥有了话语权。新

型信息基础设施为智能经济的发展和产业数字化

转型提供了底层支撑。5G 与云计算、大数据、

物联网、人工智能等领域深度融合，将形成新一

代信息基础设施的核心能力。5G 网络具有低时

延、广连接、大带宽三大特点，将促进物联网、

车联网、VR、AR 等应用场景的不断成熟，推

动社会进步和人类生活方式的变革。

“新基建”是构建实施“双循环”新发展

格局的有力抓手。要用改革创新的方式推动新

一轮基础设施建设，而不是简单重地走老路，

导致过剩浪费和“鬼城”现象。

未来新一轮基建主要应有五“新”。第

一，新领域，在补齐铁路、公路、桥梁等传统

基建的基础上大力发展 5G、人工智能、大数据

中心、新能源汽车充电桩、教育、医疗等新型

基建。第二，新地区，在人口流入的城市群都

市圈适度超前基建，使经济社会效益最大化。

第三，新主体，进一步放开基建领域的市场准

入，扩大投资主体，对民间资本一视同仁。第

四，新方式，对新技术、新产业、新经济予以

配套制度支撑，在贷款、多层次资本市场、并

购、IPO、发债等方面给予支持，推动规范的

PPP。第五，新内涵，推进深层次体制机制改革，

加强舆论监督和信息公开透明。补齐医疗短板，

改革医疗体制，加大汽车、金融、电信、电力

等基础行业开放，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改

中央提出“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强调

要“加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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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国内外

形势复杂严峻：外部，中美贸易摩擦持续升级，

“逆全球化”思潮涌动，中美产业链和技术链

局部“脱钩”风险上升；内部，人口老龄化加

速到来，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经济面临增速换

挡、新旧动能转换。 

我们认为“双循环”的核心是对内扩大内需、

对外提升产业链安全，关键是三大抓手：“新基

建”、城市群和放开生育。“新基建”已经从学

术讨论走向国家战略，城市群逐渐成为社会共识，

但尚未完全落实到公共政策，而全面放开生育则

面临巨大的学术分歧和社会争议。

今年的抗击疫情和复工复产，以及近三年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的三

大攻坚战，加之“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

降成本、补短板”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均抓

铁有痕、踏石留印、久久为功，展现了巨大的

体制优势，以及改革的勇气和决心。事在人为，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才能成就百年未有之功业。

大力推进“新基建”
打造中国经济新引擎

我们在今年 2 月率先倡导“新基建”，引

发社会各界大讨论，最终从学术讨论走向国家

战略。“新基建”是应对疫情和经济下行的最

简单有效的办法，兼顾短期扩大有效需求和长

期扩大有效供给，兼具稳增长、稳就业、调结构、

促创新、惠民生的综合性重大作用，打造中国

经济新引擎。

“新基建”是未来新经济、新技术、新产

业的基础设施支撑，是大国竞争的关键胜负手。

新基建包括 5G 基建、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

等科技领域的基础设施，教育、医疗等民生领

“新基建”是未
来新经济、新技
术、新产业的基
础设施支撑，是
大国竞争的关键
胜负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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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化，人口大规模从乡村向城市集聚。服务业

发展比工业更需要集聚，所以在城市化中后期，

人口主要向一二线大城市和大都市圈集聚，即

城市群都市圈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口迁

移经历了从“孔雀东南飞”到 2010 年后的回流

中西部，再到近年的粤浙人口再集聚和回流中

西部并存。从城市层面看，近年向粤浙集聚的

人口主要在大都市圈，而回流中西部的人口也

主要是向大城市集聚。

过去几十年，中国区域国土规划长期存在

两派，即“小城镇派”和以大城市为引领的“城

市群派”。“小城镇派”关于“控制大城市规模、

积极发展中小城镇、区域均衡发展”的计划经

济思想长期占据主导。“小城镇派”的初衷是

为了避免欧美的大城市病、拉美的贫民窟等其

他国家走过的城市化弯路，但在实践中严重脱

离实际，与人口流动趋势、发达国家城市化国

际经验、市场化配置资源等相违背，造成了一

系列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

在人口方面，“小城镇派”主张严控大城

市人口规模，并引导人口流向中小城市，从而

实现所谓的均衡发展；在土地方面，“小城镇派”

主张严格控制大城市用地而增加中小城市用地，

控制东部建设用地而增加中西部建设用地。人

口在市场机制作用下控不住，土地在指标管理

下控制住了，结果导致严重的人地分离、土地

错配，不仅增加了西部资源环境压力，限制了

东部和大城市集聚效应的发挥，也是一二线城

市高房价、三四线城市高库存的深层次根源。

鉴于上述问题，近年来中国区域国土发展

战略逐渐明确调整为“以中心城市为引领，以

培育都市圈为突破口，以城市群为主体，以城

市群带动区域发展，对中小城市分类施策”的

新格局。

以城市群都市圈为主导的新型城市化是促

进“双循环”的重要动力。城市群都市圈更具

善营商环境，大幅减税降费尤其是社保费率和

企业所得税，落实竞争中性，发展多层次资本

市场，建立新激励机制以调动地方政府和企业

家积极性等。

加快推进新型城市化 
以城市群都市圈为主导

从国内外经验看，城市群都市圈化是城市

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和科学规律，尤其在城市化

中后期，人口和产业的区域集聚效应将更明显。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旗帜鲜明地倡导“城市群

都市圈”的新型城市化，反对“小城镇派”的

计划经济思维错误观点。

由于规模效应、交易成本、学习效应等，

大多数产业发展需要集聚，所以工业化带动城

2013 年开始分线城市房地产市场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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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至 1465 万，当前出生人口仍处于快速下滑期，

2030 年将降至不到 1100 万。全球老龄化不断

加深，中国老龄化速度更是前所未有。2019 年

中国 65 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 12.6%，2033 年左

右中国将进入占比超过20%的超级老龄化社会，

2050 年老龄化率将达 30%。

对中国而言，人口红利期庞大且年轻的

劳动力和高储蓄率以及投资率带来的高资本

投入，支撑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快速增长。

1949 年 以 来 中 国 出 现 了 三 轮 婴 儿 潮， 其 中

1962~1975 年第二轮婴儿潮滋生的人口是改革

开放 40 年的建设主力，中国依靠庞大且年轻的

劳动力资源以及与之相关的巨大市场，快速成

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0 年前后中国劳动

年龄人口占比见顶、抚养比见底，刘易斯拐点

出现、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增速换挡，人口

老龄化、少子化加速到来。

所以说，尽快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是“双

循环”扩大内需和增加有效供给的重要抓手。

第一，摒弃人口是负担的观念，更加以人为本，

加快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人口是一个国家

国力的重要支撑和标志。从中国历史看，人口

增长往往是盛世的一个重要标志，开元盛世、

康乾盛世等莫不是人口高峰。第二，应立即全

面放开生育，让生育权重新回到家庭。全面放

开，宜早不宜晚，必须尽快。全面放开生育，

原本不想生的人还是不会生，但一些想生三孩

的人能生，不用担心部分人群、部分地区会大

幅多生导致出生人口激增。第三，加快构建生

育支持体系，大力鼓励生育。加快构建生育支

持体系，大力营造生育友好型社会环境，解除

家庭生育的后顾之忧，让更多的人想生、敢生

且把孩子养好。

生产效率，更节约土地、能源等，是支撑中国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平台，是中国当前以及

未来发展的重点。第一，尊重产业和人口向优

势地区集聚的客观规律，加快贯彻落实城市群

都市圈战略。产业和人口向城市群和都市圈高

度集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是全球普

遍趋势，也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路径。

第二，以常住人口增量为主要标准供给城镇用

地，地随人走，推行新人地挂钩的政策。未来

应加快推行新增常住人口与土地供应挂钩的政

策，对人口增长的大城市、都市圈及城市群加大

建设用地供应，对人口减少的地区要减少土地供

应。第三，优化城镇用地在地区和城市之间的配

置，推进市场化的跨省换地和利益分享机制。中

国补充耕地潜力主要在西部、东北地区，而需求

主要在东部；人口、资本、技术等各种要素基本

可以跨省流动，但耕地占补平衡、城乡建设用地

增减挂钩等土地要素配置局限在省域乃至市域内

部。要探索建立全国性的建设用地、补充耕地指

标跨区域交易机制，在推进跨省换地过程中，也

必须注重耕地占补的数量和质量双平衡。

尽快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
把握重要抓手

人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要素和动力，一

切经济社会的发展都是为了人。人口因素变化

缓慢但势大力沉，事关国家兴衰和民众福祉，

中国少子化、老龄化问题已日趋严峻，若不抓

紧调整将严重影响民族复兴和大国崛起。

中国一度实施了最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

加上经济社会高速发展，总和生育率从 20 世纪

70 年代之前的 6 左右，降至 1990 年的 2 左右，

再降至 2010 年后的 1.5 左右。继 2018 年出生

人口下降 200 万后，2019 年出生人口再下降 58
（作者分别系恒大集团首席经济学家、首席城市研究
员、首席宏观研究员）

城市群都市圈更
具生产效率，更
节约土地、能源
等，是支撑中国
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主要平台，是
中国当前以及未
来发展的重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