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

中國大陸近期提振內需政策
盤點與分析

鍾富國／中華經濟研究院第一（大陸經濟）研究所　分析師

中國大陸自2015年起的政策主軸偏向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並經歷去產能、去槓桿、

反壟斷等過程；2022年底，適逢全球邁入升息循環、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稍歇，轉而

推出時間跨度長達15年的《擴大內需戰略規劃綱要（2022~2035年）》。本文試圖釐清

其中的政策轉折、概述擴大內需戰略的重點內容，並對後續的政策走向進行預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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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推出擴大內需政策的背景

2021年 3月《十四五規劃》所提

出的擴大內需概念，是置於

「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

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的「雙循環」政策脈

絡下進行闡述。雙循環發展是由國內及國際

循環組成，相互連結且非獨立運作。

2022 年 10 月，在以政治議題為主的

《二十大報告》中，習近平在「四、加快構

建新發展格局，著力推動高質量發展」的部

分，再次針對「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

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

局」、「把實施擴大內需戰略同深化供給側

結構性改革有機結合起來，增強國內大循環

內生動力和可靠性」等概念進行討論。

由提出的時間點觀察，中國大陸政府在

2021年起逐漸強調擴大內需，相當合理。當

時在全球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暫歇、美中

科技摩擦持續、海外升息壓抑外需消費等諸

多因素影響下，中國大陸政府希望將重點置

於國內大循環，以擴大內需協助國內經濟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