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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与全球贸易摩擦影响相互叠加，给未来世界经济的发展造成了巨大的不确定

性，成为影响世界经济增长和全球价值链重构的最大“黑天鹅事件”。未来，世界经济将呈现多元化、

多层化和复合化的格局，全球国家竞争也将是价值链上的竞争。目前，我国拥有完整的产业链体系、庞

大的国内市场、完善的产业链配套设施以及强大完善的基础设施体系，但还须进一步强化自身优势，以

科技创新驱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高我国产业链的竞争力和稳定性。对此，党中央提出要加快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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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是战略性的，也是历史性的决策，是

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应对政策。在此背景下，本期专题邀请行业领军人物和专家学者，共同探讨如何

通过“双循环”推动改革和开放相互促进，重塑全球价值链。

／黄奇帆

／]6／寡养蓑爱秀系前景
／金立群

／1 8／茬羹霍翼裹鋈箍晷发展

美国经济目前存在滞胀等诸多问题，中美若“脱
钩”对于美国来说冲击更大。未来30年中国将以内
循环战略为主，进一步在内循环的基础上进行更深
层次的开放。

多边开发银行在全球范围内为抗击新冠肺炎和帮助各
国复苏经济提供了有力的资金支持，国际社会应团结
一致应对共同挑战，金融领域的合作与融合，对促进
全球经济实体领域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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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益平

Q／1／中国经济进入新发展阶段
o I／金融支持实体经济要做好普惠金融发展

／沈铭辉、杨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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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优势，以国
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推动中国
的高质量发展。

中国是艘大船，要顶着风浪把自己的路走好，需要定
力，沿着既定的方向走，化危为机。

粤港澳大湾区区位优势明显，经济实力雄厚，创新要
素集聚，产业体系完备，金融服务发达，国际化水平
领先，有条件率先探索形成新发展格局，在我国构建
新发展格局中发挥核心枢纽和战略支撑功能。

从中长期的发展战略角度，中国产业向中高端的升级迈
进，应该包括两个方向，即产业微笑曲线的两侧，不宜
偏废一方。

目前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这当中比较重
要的问题就是普惠金融的发展，未来可持续的普惠金
融的发展，一方面必须建立在市场化风险定价的基础
上，另一方面需要推进多种形式的金融创新。

中国正经历从“被动参与”亚洲价值链走向“逐步引
领”亚洲价值链的转变。在推动中国在亚洲价值链升级
的过程中，培养和提升本土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是关键。

为了应对疫情冲击、中美贸易不确定性以及全球生产
分工的放缓，既要致力于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中“补短
板”，更要注重。锻长板”，以“锻长板”助力构建国
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数字科技引导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推动经济

高质量发展。在“双循环”背景下，数字经济在促进产
业数字化、提升产业效率、释放内需潜力、畅通供应链
等方面作用显著。

全球价值链正处于新一轮重构当中。在此背景下，金融
业要直面产业创新的新形势和挑战，继续在投融资领域
发挥关键支撑作用。

“双循环”是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三次战略调整，
是从被世界秩序欺压到被世界秩序领导，再到主动构建

世界新秩序的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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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在中国学习借鉴BGF模式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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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析金融产品与商品的监管差异，辨析银行保险与

股票监管的区别，辨析实质监管与信息披露监管的

不同，才能坚定不移地推进注册制，即坚持市场化
导向，不干预定价、不调节发行节奏，坚陶：l信惠披

露为陔既趣黼氦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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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掌院于2012年3月29日正式成立。学院由中国人民

银行与清华大学合作，在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的基础上建设而成。

^

学院以“培养金融领袖，引领金融实践，贡献民族复兴，促进世界和谐”为使命，

遵循国际先进的金融学科和商学院高等教育模式办学，锐意打造国内领先、

国际一流的金融高等教育平台和金融学水、政策研究平台。

学院培养高层次、创新型、国际化的金融人才，为中国金融业的发展提供坚

实的智力和人才支持；致力于建设一流金融智库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

清华大学金融科技研究院，助力中国金融改革与发展。

理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

架起学界与业界的沟通桥梁

汇聚一流师资力量

打造一流金融智库

创新的课程体系设计

丰富的案例库资源

聚焦金融领域

深入前沿实务

地址

邮箱

电话

网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43号(100083)

o仟jce@pbcsf．tsinghua．edu．cn

O1 O一62798255

、^～＼，、^，．pbcsf．tsinghua．edu．cn
戮

金融学博士

01 0—62706127

金融专业硕士

01 0—62706127

双学位金融MBA

01 0—62706165

金融EMBA

01 0—62798555

全球金融GFD

01 0—62705955

高管教育
01 0—62799555

清华五道口微信公众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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