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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玉玲

引言

2020 年“双循环”新发展

格局的提出，无形中推动着我国

经济的转型发展。新时代，我国

社会的主要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

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

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基本

矛盾主要集中表现在民族地区，

走单纯经济增长的道路已经不能

满足人们对高质量生活的需求。

因此，在完成第一个百年奋斗目

标的基础上推动民族地区经济高

质量发展是亟待面对的现实问题。

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需

要依靠国家的各个地区，共同努

力将人均 GDP 达到中等发达国

家水平，但要注重其合理增长，

不能盲目追求速度。新发展阶

段《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

形成的新格局指导意见》要求西

部地区要与全国发展呈一致，致

力于缩小东西部经济发展差距，

而西部包含了我国大部分民族地

区。因此，民族地区必须时刻跟

随国家发展的脚步，与东部地区

同步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一）民族地区经济与我国

经济发展走向之间的问题

数据显示，2020 年我国人

均 GDP 稳步提升且突破了 1 万

美元，比上年增长了 2.3%。但

与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相比，

还有很大的差距。从经济发展走

向来看，我国的经济增速水平在

未来 5 年需要保持在 5%-5.5%，

未 来 15 年 内 需 要 保 持 在 4%-

5.5%①，才能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

展。这是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

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还面临着压

力。加之我国东西部经济发展差

距大，民族地区与东部地区经济

同步实现高质量发展也更为困

难。如下表所示，2020 年民族 8

省份中人均 GDP 达到 1 万美元

以上的只有内蒙古自治区。可

见，民族地区整体上要想实现经

济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变，还需要

更加努力。

“双循环”视域下民族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

摘  要 ：新发展格局下如何推动我国民族地区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是一个亟需面对的现实问题。根

据民族地区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转型中所面临的问题，以及“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为其带来的新机遇，提

出了嵌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民族地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最佳选择。民族地区通过资源优势、

区位优势、综合优势等嵌入“双循环”来推动本地区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民族地区    经济高质量发展

（二）民族地区经济与我国区

域经济整体发展趋势之间的问题

我国中东西部不平衡的资

源要素区域分工模式，在一定程

度上影响了西部地区挖掘自身经

济潜能，导致其经济发展动能不

足。民族地区实现经济的高质量

发展，还有着巨大压力。由于民

族地区经济基础薄弱，大部分产

业和人口从民族地区净流出，

集聚在我国的三大经济圈。2020

年珠三角、环渤海、长三角三大

经济圈，分别完成 GDP10.19、

8.6 和 20.5 万亿元，且分别占全

国的 10.03%、8.5% 和 20.18%，

三大经济圈的 GDP 占全国总产

①数据来源 ：每日经济新闻《中国 2020 年 GDP 预计突破 100 万亿元，2035 年人均 GDP 达到中等发

达国家水平》。

表  2020 年全国人均 GDP 及各民族
地区人均 GDP

数据来源 ：各省统计局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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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 38.71% ①。由此可见，民族

地区资源无形中被剥离，阻碍了

其经济向高质量方向迈进的步伐。

（三）民族地区经济与我国

经济增长速度之间的问题

2020 年受疫情影响，全国

GDP 同比增长 2.3%。如下图所

示，较全国增速而言，民族地区

只有西藏自治区增速较快，高

达 7.8%，内蒙古自治区增速较

慢，仅为 0.2%，与全国增速差

距较大。这也显示出民族地区与

东部发达区经济发展还存在着巨

大差距。随着我国东部发达区向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转变，新一轮

的经济增长竞争出现，民族地区

还需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显示

出后发优势，增加自身的内生动

力，同时要注重绿色生态发展，

进而推动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综上所述，民族地区经济

向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还面临着

许多现实问题。新时代民族地区

要想实现经济的转型发展，必须

积极嵌入“双循环”新发展格

局，在全国整体经济发展中找到

恰当的定位顺势发展，走出一条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道路。

二、民族地区经济高质

量发展在“双循环”新格局

下的定位与机遇

“双循环”新格局下，我国

要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民族

地区与东部发达区就不再是简单

的互补关系，需共同促进国内大

循环，激发出国内外资源的内生

动力，提高国际竞争力。在此定

位下，民族地区的高质量发展面

临着巨大的压力，同时新发展格

局也为民族地区带来了重要机

遇，有力地推动了其与东部地区

协同一致，共同实现经济的高质

量发展。

（一）国内大循环有利于扩

大民族地区的消费市场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

民族地区借助国内大市场，将资

源优势转变为市场优势，为自身

高质量发展带来了消费市场机遇。

首先，依托国内市场，为

民族地区的高质量发展奠定消费

基础。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第

一动力，居民消费结构的不断升

级，为民族地区的经济转型提供

了新的消费空间及经济增长点，

民族地区的消费市场扩大。2020

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

了 391981 亿元，受疫情影响，

我国消费市场依然巨大。民族地

区应该抓住新发展格局带来的市

场机遇，利用国内的市场优势实

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其次，我国民族地区有着

丰富的生态资源，这些资源为民

族地区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奠定了

绿色消费基础。随着人们生活水

平的提高，绿色生态产品也成为

人们追求的消费增长点，这就为

民族地区拓展了绿色生态需求空

间，民族地区要抓住机遇利用自

身的生态资源推动地区的绿色可

持续发展，拓宽绿色消费空间，

加快经济的转型发展。

（二）国内大循环有利于促

进民族地区的产业升级

嵌入“双循环”新发展格

局，利用特色资源发展特色产

业，促进国内大循环的同时为民

族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打下良好

的产业基础。

首先，“双循环”背景下，数据来源 ：各省统计局及政府工作报告。

① 数据来源 ：腾讯网 ：《珠三角、京津冀、长三角中国三大经济圈 2020 年 GDP 成绩单》



47

2022 01REGION 区域

民族地区可借助国内大市场，以

消费升级来推动本地区旅游服务

业的发展。近年来民族地区基础

设施不断完善，为当地旅游业的

发展奠定了基础，旅游业逐渐成

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支柱性产业。

加之人们对文化的追求逐渐提

升，民族地区可以将自身的旅游

资源与文化风俗相结合，形成民

族特色的“文旅”产业链，促进

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推动产业

的高质量发展，进而带动民族地

区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其 次， 依 托 于 国 内 大 循

环，我国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迈

进，产业转移为民族地区经济转

型带来了机遇。产业转移的浪潮

有力地推动了民族地区新型工业

化的发展，带动了产业升级。民

族地区可以借助特色产业研发多

样化的特色产品，增加产品附加

值，创造新的消费增长点，打开

民族地区资源发展的道路，促进

新型工业化产业的成长，进而拓

展民族地区消费空间，以期实现

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三）国内国际“双循环”

有利于民族地区的开放型经济发

展

“ 双 循 环 ” 新 格 局 下， 新

疆、广西、云南等地区充分发挥

特殊的区位优势，通过辐射效应

为周边地区的对外开放提供了新

机遇，民族地区经济的高质量发

展有巨大潜力。我国要注重东西

部地区高质量开放的一致性，充

分利用“一带一路”战略与沿线

国家进行合作，促进西部地区的

开放，以沿线的互联互通，畅通

国内国际双循环，推动民族地区

发展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型经

济，进而促进民族地区的高质量

发展。

三、“双循环”新格局下

民族地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路径分析

“双循环”背景下，民族地

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有着巨大潜

力。应借助新发展格局带来的新

机遇，充分发挥自身的资源优

势、区位优势以及纵观全局的综

合优势等，来实现经济的高质量

发展。

（一）以资源优势嵌入国内

大循环

民族地区要充分发挥已有

的资源优势，带动本地区经济的

发展，促进经济高质量新发展格

局的形成。

首先，民族地区要扩大第

三产业在本地经济增长中所占比

例。以第三产业来带动本地经济

发展，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提

升产业发展的竞争力。民族地区

可将自身丰富的旅游资源与独特

的文化资源相融合，促进本地区

“文旅”产业发展的同时更好地

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多样化的旅

游需求。借势将旅游、文化等第

三产业迅速发展起来，形成民族

地区特色产业，以推动经济的高

质量发展。

其次，民族地区要在国内

大循环的机遇下，将自身的资源

优势转变为发展品牌产业的有力

抓手，造势发展特色产品促使其

形成独特的品牌声誉。继而加入

绿色生态与传统文化的元素，利

用民族地区的生态资源和文化资

源，推出独特的产品品牌，满足

居民对生态健康产品和精神文化

上的双重需求。生态与文化相融

合，打造绿色传统的生态文化品

牌产业，使其成为民族地区具有

竞争力的产业，以期实现经济的

转型发展。

（二）以区位优势联通国内

国际双循环

民 族 地 区 要 发 挥 区 位 优

势，抓住机遇来联通国内国际双

循环，促进本地区高水平开放型

经济的发展。

首先，民族地区要加强对

外开放的深度，构建高质量的开

放格局。推动对外开放基础设施

的层次化建设，促进国内国际互

联互通交通网络体系的形成，促

进民族地区资源向外部的拓展，

延长产业链，实现联动发展 ；还

要注重跨国基础设施的建设，利

用“一带一路”与“丝绸之路”

战略发展多样化的联运，完善内

陆、沿海各交通网络通道的衔

接，进而联通国内国际双循环，

实现民族地区高水平开放型经济

的发展。

其次，要重视东西部地区

的同步发展。同时推进它们的对

外开放，尤其是西部民族地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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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开放。充分利用国家经济发

展战略，将“走出去”和“引进

来”与“双循环”新格局巧妙融

合起来。加大新疆、云南等民族

地区在“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辐

射作用，增强民族地区及周边城

市的经济实力，以城市经济来带

动民族地区的经济，增强区域经

济发展能力，缩小区域间发展差

距，进而联通国内国际双循环，

推动民族地区的高质量发展。

（三）以综合优势嵌入国内

国际双循环

民族地区实现经济的高质

量发展，既要在嵌入国内大循

环、联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中推

进 ；又要嵌入国内国际双循环，

充分发挥综合优势，在综合一体

化的发展格局中推进。

首先，民族地区要充分发

挥地域性的综合优势，在国内大

循环中找到自身的立足之处。发

挥民族地区资源丰富、生产成本

低的优势，吸引外资，进行产业

重组，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 ；充

分利用国家的政策扶持，在资源

丰富与成本低的综合优势推动

下，大力发展绿色生态产业，走

出一条绿色可持续发展道路，加

快民族地区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转

变的进程，在推动民族地区经济

高质量发展的同时畅通国内大循

环。

其 次， 民 族 地 区 要 借 助

“一带一路”与“丝绸之路”等

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利用它们共

同作用的地域性综合优势，与沿

线国家进行对外贸易，提升我国

国际竞争力的同时推动国际循

环。民族地区在此环境下吸引外

资，加大对本地区的科技投入，

提升自身的创新能力，为经济的

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力，进而畅

通国内国际双循环。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民族地区经济

在高质量发展过程中缺乏内生动

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为民

族地区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带来

了机遇，民族地区可以嵌入新发

展格局，进行区域性、整体性的

发展。借助自身丰富的资源嵌入

国内大循环，利用特色产业为国

内大循环的畅通做贡献，利用交

通要道的优势来联通国内国际

双循环。以此，民族地区可以

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找到

全新的经济发展道路，以期与东

部地区同步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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