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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循环”下，宁波如何抢占机遇？
知名财经作家秦朔提了三点
记者 王心怡

最近，知名财经作家秦朔在其微信公众号“秦朔朋
友圈”发布了一篇名为《如果世界“倒退”，我们如何
前进？》的文章，其中对于当前世界范围内，显而易见
的分裂、脱钩、后真相、各顾各的观点引人深思。

文章提到，在外部不确定性加大的情况
下，中国已经从持久战的角度，确立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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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战略看法。

问题随之而来。“双循环”背景下，宁波这座以“外向型经济”站稳
脚跟的城市将如何自处？

记者由此专访了秦朔。值得一提的是，4月23日，他受聘成为宁
波市网络传播顾问，发挥其在经济金融领域造诣，为宁波咨议建言、
出谋划策。5月份，他又专程调研了宁波制造业，走访了申洲国际、
舜宇光电、江丰电子等企业后，采写万字长文，解析中国制造业样本
宁波的制造之魂。

这些都成为他今天再次为宁波发声的理由——

“内循环”不是变得封闭

也正因为如此，考虑到中国自身的
经济增长和市场发展还有比较大的潜
力，应该更多地立足于本土的市场去发
展经济。

不过，秦朔指出，在近期关于内循
环的讨论中，很多人最担心的是内循环
变得封闭，或者说是放弃国外市场，

“这是完全错误的。”
一家企业一旦在全球布局，如果国

外的生意完全不要了，那么企业家在国
外的大量投资，等于就白投了，并且企
业家在国外的投资，其实是需要靠国外
的销售去把它给摊销掉的，国内市场激
烈的竞争是无法做到在不涨价的情况下
摊销成本的。

因此，秦朔认为，对于目前既有内
销，又有外销，靠两条腿走路的企业来
说，“双循环”是提醒这些企业未来要
做好准备，加大内部大循环的比重，但
不减少外循环的数量。

宁波应当如何抢占机遇？

宁波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有浓厚的创业精神，近
现代以来始终站在开放前沿。今天的宁波舟山港已连续
11年成为全球货物吞吐量第一，和世界市场相连接，与
开放型经济为一体，这样的环境赋予了宁波企业家开阔
的产业视野和志在全球领先的抱负，这种抱负也是他们
数十年专注奋斗的内在动力。

毫无疑问，“双循环”的提出对于这样的宁波是个前所
未有的挑战。宁波应当如何自处？秦朔提了三点建议——

首先，在那些不涉及国家安全，不涉及脱钩压力的
领域里，还是要继续的发挥宁波外向型城市的优势。因
为全球经济虽然增长越来越慢，但是毕竟有很多的经济
体还是会有很多机会，新兴市场在增长也在发展，可以
成为宁波向外拓展的目标。

其次，在关键零部件、核心材料等“卡脖子”领
域，宁波企业要勇挑重担，加强自主创新，争取几年时
间内做到不被“卡脖子”。这方面，秦朔提到了舜宇光学
和江丰电子两家企业。

以舜宇为例，1984年成立，30多年一直以光学零部
件为核心，今天已是能将“光、机、电、算”技术综合
应用于产品开发和大规模生产的领军型企业，在玻璃镜
片和车载镜头方面的销量是世界第一，手机镜头、手机
摄像模组的销量是世界第二，显微镜销量是国内第二。

舜宇创立之初，只是个小集体企业，能走上科技创
新之路，是因为一开始就坚持产学研相结合，与光电方
面在国内有着一流科研能力的浙江大学合作。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舜宇把科技放在了重中之重的
地位，曾有人问舜宇前任掌门人王文鉴，浙大在你们这
里分了多少钱？王文鉴说的是，浙大在我们这里没有分
一分钱！科技同生产结合后，企业效益是双方共创的，
不存在科技方在我们这里分多少钱的问题，浙大分享的
是他们自己创造的成果，如果没有浙大的这部分，也就
没有我们企业的这部分。如果科技人员到头来没有自己
的地位，从何谈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呢？”

像舜宇这样的企业，正是当前国际大环境中既承担
着光荣使命，又面临着严峻考验的中国科技企业，但我
们始终坚信，“倒退和脱钩已然发生，阻挡不了中国科技
产业前进的步伐”。

最后一方面，对于那些美国所认为的涉及了国家安
全的数字化竞争领域以及核心技术、关键材料等领域的
企业，像海康威视、字节跳动、腾讯等，秦朔的判断
是，美国会进一步与中国脱钩，美国对中国的施压从缩
小贸易逆差（2018年），到敦促结构改革（2019年），已
经进入到高技术和网络脱钩（2020年）的阶段。

这背后的根本原因，是以数据为中心的新的国家安
全观。

“由于宁波一直以来制造业色彩比较浓重，以数据为
中心的互联网企业在这里不是特别多，上述的进一步脱
钩，宁波本身遭受的压力倒不是很大。”

不论如何，秦朔坦言，我们不要因为全球化的倒
退，就焦灼不安，就恐慌无措，就丧失平常心。我们自
己要努力做新的、更加普惠公平的全球化的推动者，和
开放紧紧挂钩，和文明永不脱钩。霸道有尽，文明不
孤，谁能给世界带来更多的文明之光，谁就更有希望。

归根到底还是嚼了很多遍的一句话：“把自己的事情
办好。”

如何理解比重和数量的关系？

秦朔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假设某企业去年
做到了 100 亿元，国内 60 亿元和国外 40 亿
元，国内市场的比重是60%，今年国内要从60
亿元做到70亿元，国外仍然是40亿元，那么
国内市场的比重便是64%，这是在加大内部大
循环的比重，“但对于企业来说，要尽很大的努
力将国外市场维持在40亿元，因为数量一旦下
降，压力会转移到国内市场，企业会很辛苦。”

不过，他判断，某些企业“外循环”的比
重和数量也可能会上升，但只是小概率事件。

第一类是在细分市场上，本身全球需求还
比较旺盛的企业，像宁波39家单项冠军企业有
不少已经在细分领域做到了全球占有率第一；
第二类像冰箱、空调、洗衣机、玩具、袜子、
服装等这些在中国制造的中低端产品领域内，
不涉及国家安全、信息安全、用户数据、高精
尖、关键零部件的企业；第三类是通过走出去
来应对逆全球化的企业。

“在第三类中，宁波的申洲国际是典型的存
在。他们在柬埔寨和越南都花了大力气建工
厂，未来他们在海外的投入还是会很大的，甚
至超过中国。我认为，工厂的转移是应对逆全
球化挑战的必由之路，他们一旦走出国门，就
从中国制造变成了中国资本，但他们生产出来
的产品打的却是越南制造、柬埔寨制造的标
号，不会像中国制造这样在美国市场面临高额
的税收。”

“双循环”是发展的必然

很多人都认为“双循环”的提出是因为
逆全球化，外部不确定性的增加，中美脱钩
压力的加大所导致的一个综合反应。

秦朔认为，这样的判断是基本正确的，
不过还是要看到，“双循环”是历史发展的必
然，中国经济的总量去年是99万多亿元，今
年会突破100万亿元，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
体，接近美国的三分之二，这么大的一个经
济体，每一年还在用6%左右的速度去成长，
相当于每一年的经济的增量就有6万亿元以
上了。

“从全球市场的角度来看，中国市场的蛋
糕是越来越大的，相比起来其他市场的蛋糕
有着缩小的趋势。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以
内部为主导了。”

秦朔举了个例子，在2008年到2017年
的近十年里，中国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
长 了 200% ， 美 国 市 场 有 个 叫 “retail
and food services”的指标与中国的社零
基本对应，但同期只增长了30%——这也意
味着，中国市场增长快，美国市场增长慢。

“还有一组数据，中国制造目前大概占全
球出口份额的12%左右。历史上，日本、德
国都还超不过这个数量。换句话说，就是中
国再向全世界出口，也出口不了更多了，即
便出口，人家也收不了，人家也没有市场承
受力了。所以从‘外循环’到‘双循环’是
一步一步发展的，全球市场本身的增速有
限，中国出口更多商品的潜力也已经接近
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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