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23卷第4期
2023年12月

温 州 职 业 技 术 学 院 学 报
Journal of Wenzhou Polytechnic

Vol.23 No.4
Dec.2023

“地瓜经济”赋能浙江高水平开放的策略

DOI: 10.13669/j.cnki.33-1276/z.2023.048

黄  剑1，2，涂辛瑶1

（1. 温州大学，浙江 温州  325035；2. 中国人民大学，北京  100872）

[摘  要] 当前，全球价值链正在重构，结合浙江发展实际，运用“地瓜经济”原理赋能浙江更高水平开放具有

应用价值。浙江发展面临保护贸易壁垒、市场需求增长放缓、供应链转移、国际竞争日益激烈、产业竞争力自身短板

等多重矛盾，政府加强开放政策支持力度、引导技术创新支撑、提升产业竞争力、精准定位多元化目标市场，进一步

构建并强化“经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地瓜经济”赋能浙江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有效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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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the global value chains are being restructured, so it is of application value to enable 
Zhejiang Province to open up in higher level through “sweet potato economy” principle. Nowadays Zhejiang is facing 
many problems including protecting trade barriers, slow growing of market demands, supply chain transfer, increasingly 
fierc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and weak industrial competitive power, so the government should strengthen support 
for the opening-up policy, guid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supporting, promote industrial competitiveness, precise 
positioning on diversified target markets, further construct and reinforc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of dual economic 
circulation, which is an efficient practice of enabling Zhejiang to open up in higher level through “sweet potato 
economy” princi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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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疫情

持续三年冲击，局部地缘军事冲突、逆全球化保护贸

易趋势、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组等多种效应，对中国

以及浙江开放型经济发展带来严峻挑战。结合浙江

经济发展现状，进一步推进“地瓜经济”，有效利用

两种资源、两种市场，能够进一步提升浙江对外开放

水平，从而有效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形成的严峻

形势。

浙商“地瓜经济”的魅力所在，就好比地瓜的藤

长到了人家的地里，还向空中伸展吸收阳光雨露。但

更重要的是，地瓜最终还是结在自家的地里[1]。对于

浙商要不要走出去有不同看法，很多人担心大量浙

商向外发展会造成浙江经济“空心化”。对此，习近

平总书记形象地提出“地瓜经济”的比喻：地瓜的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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蔓伸向四面八方，但根茎还是在这块土壤上，藤蔓是

为了吸取更多的阳光、雨露，发挥更多的光合作用[2]。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抓住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分工机

遇，创新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高增长模式，形

成了富有特色的“地瓜经济”[3]。做好地瓜经济提能

升级“一号开放工程”，关键是立足浙江实践基础，

准确、深刻理解新时代地瓜经济，坚持高水平走出

去闯天下与高质量引进来强浙江有机统一[4]。内外贸

易是畅通双循环的关键枢纽，也是“地瓜”加快生长

的必由之路。要鼓励企业扬帆出海，持续深耕国内市

场，构建“高效便捷、公平有序”的营商环境[5]。

以发达国家“再工业化”和发展中国家加快实

现工业化为特点、以产业提质增效升级和新动能培

育为核心的新一轮全球制造业竞争正在全面铺开。

推进更高水平开放、促进多边合作与互利共赢同实

现高质量发展一道，已成为中国制造业发展的时代

主题[6]。当前全球供应链正在呈现数字化、智能化、

柔性化、平台化、绿色化、区域化发展趋势。积极参

与全球供应链的构建、重塑与创新，是新时代赋能高

水平开放，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必然选择[7]。

构建新发展格局要更好地发挥“外循环”的作用，全

面推进更高水平开放创新，让“外循环”为“内循

环”保驾护航[8]。后疫情时代，中国发展高质量对外

开放具有经济复苏前景良好、工业部门齐全、国内市

场规模超大、劳动力充足且素质高等优势，同时也存

在产业链有短板、高新技术制造业国内增值率较低、

经贸话语权缺失等潜在问题[9]。随着全球供应链和价

值链的加速重构，我国要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

制，尽快探索出一条符合我国基本国情，同时又能与

国际经贸规则无缝衔接的高水平对外开放新机制[10]。

现有研究对于地瓜经济的作用、机理有一定的

剖析，认为浙江“地瓜经济”发展壮大在当前经济形

势下需要立足于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统一；同时也

表明全球价值链正在重构，高水平开放需要制度、规

则、技术、市场等多种因素有机结合。随着逆全球化

趋势上扬、技术革命加速推进、国际规则重塑多变，

结合国际形势与浙江实际，运用“地瓜经济”原理赋

能浙江更高水平对外开放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二、地瓜经济原理内涵及当前国际经济环境

1.地瓜经济原理内涵

“地瓜经济”源于2004年8月10日，时任浙江省

委书记习近平在《浙江日报》的《之江新语》专栏发

表的《在更大的空间内实现更大发展》一文。该文生

动阐述“地瓜经济”的原理：地瓜藤蔓向四面八方延

伸，为的是汲取更多的阳光、雨露和养分，但地瓜的

块茎始终在根部，藤蔓吸取阳光、雨露和养分，而块

茎更加粗壮硕大。浙江本地的企业就像地瓜，企业跳

出浙江发展才能更好。2023年1月，浙江召开“新春

第一会”，部署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创新深化、改

革攻坚、开放提升等三个“一号工程”。2023年5月，

浙江省委书记易炼红在全省“地瓜经济”提能升级

“一号开放工程”大会上再一次强调了“地瓜经济”

的重要性。

经济的本质在于价值创造、流通、分配和消费，

是人类社会不断发展的物质基础。尤其是工业革命

不断深入，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创造价值的主体—

企业在市场竞争中面对消费者、替代品、同行业等多

方面的挑战，需要提升企业竞争力从而保证进入到

价值循环领域，维持企业生存及扩大再生产的能力。

“地瓜经济”原理的内涵正是基于价值循环的以上过

程，企业立足浙江，通过获取省内、省外、海外各种

资源，拓展本省及国内、海外两种市场，创造并实现

更大的价值，从而促进浙江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

展。特别是通过企业延伸对省外、海外投资，从而利

用土地、资金、技术、人才等资源，拓展国内、海外

市场，进而促进浙江企业总部的发展壮大。

2.当前国际经济环境

2018年以来，逆全球化保护贸易趋势抬头，突

出体现在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中美是世界上最大

的两个经济体，经贸往来不仅对于两国具有重要影

响，也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具有重要作用。例

如，中国企业每年从日本、韩国进口大量零部件，美

国企业向中国出口大量芯片，中美贸易摩擦必然对

相关企业形成贸易壁垒。中美贸易摩擦经多次洽谈

未能达成有效协议，从而对中美贸易造成不利影响。

按照海关统计数据，2023年1—10月，中国对美国进

出口3.86万亿元，同比下降7.6%。其中中国对美国

出口2.91万亿元，同比下降9.9%；中国自美国进口

9 488.7亿元，同比微增0.2%。相比于2022年中美贸

易额0.6%的同比微增长，2023年以来中美贸易额呈

现大幅下降，深层次原因仍然是美国政府持续对华

扼制政策，造成中美双边关系仍处于低谷。

新冠疫情给世界各国造成了持续三年的冲击，

阻断了世界经济正常发展进程，致使世界范围内需

求增长放缓，中美贸易摩擦带来产业链供应链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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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构，加之俄乌冲突造成能源、粮食价格一度上扬，

均影响了世界经济增长速度。经济全球化时代，国家

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程度日益加深，全球治理和

国际合作的缺失使得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经济发展障

碍。中国企业包括浙江企业面临的正是世界市场需

求增长缓慢、产业链供应链部分重构、贸易壁垒加剧

的国际经济环境。

三、浙江扩大对外开放水平面临的主要障碍

推进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有利于“跳出浙江

发展浙江”，当前浙江更进一步提升对外开放水平主

要面临保护贸易壁垒、需求增长缓慢、供应链转移、

国际市场竞争加剧以及产业竞争力短板等障碍。

1.逆全球化保护贸易壁垒

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是逆全球化保护贸易思潮

兴起的集中反映，特别是中国借助1997年东南亚金

融危机承接制造业转移、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对接全球市场，在需求端、供给侧均得到了高水平

提升，经济规模迅速扩大，至2010年成为世界第二

大经济体、2014年经济总量占美国的60.45%，从而

引发“修昔底德陷阱”危机。近年来美国政府不断出

台关税壁垒、技术封锁等措施，造成中美关系降至低

谷，不利于中国企业拓展美国市场。同时由于美国作

为唯一超级大国的影响力，不少国家在国际事务中

唯美国马首是瞻，造成中国企业的国际环境恶化。自

2018年3月份美国对中国发起贸易摩擦，双方虽然历

经十五轮谈判，但是未达成实质性解决协议。其后新

冠疫情的全球性暴发阻断了双方的进一步协商，其

间虽历经美国总统及美国政府的更迭，但是美国政

府坚持并加强了对中国的贸易壁垒，根本上仍然在

贯彻扼制中国的战略导向。鉴于美国在国际上的影

响力，中国企业包括浙江企业在出口欧美市场方面

遭遇关税及非关税壁垒障碍仍然是普遍现象。

2.世界范围内需求增长缓慢

外需增长减弱主要体现在欧盟市场及美国市场

需求增长减弱。新冠疫情三年的冲击造成世界范围

内经济滞缓，人们出行、聚集受到抑制，经济活动无

法正常开展。历经三年的防疫，人们的生活方式、工

作方式、思维方式短期内仍然无法全部摆脱疫情影

响，消费、投资均无法恢复至此前水平，特别是很难

毫无顾忌地生活、工作、出行、聚集，将大大影响消

费，进而影响投资，造成世界范围内整体需求增长缓

慢，不利于企业获取订单、扩大再生产、经济稳步增

长。同时，据中国商务部公布数据，受限于持续近两

年的俄乌冲突影响，欧盟国家能源价格上涨，通货

膨胀严重，民众购买力下降，导致中国对欧盟市场

2023年1—7月出口2.08万亿元，同比下降2.6%（按

美元计算同比下降9.1%）。美国自新冠疫情暴发后连

续三年发放家庭纾困金，债务总额突破31.58万亿美

元，此种情形下不可能无限制持续发放纾困金，必将

导致家庭减少消费，市场需求减弱（2023年1—10月

中国对美出口2.91万亿元，同比下降9.9%）。以上情

况说明不仅中国对欧盟、美国两个主要市场出口额

下降，同时也倒逼人民币贬值压力加剧，出口换汇成

本增加，不利于中国外汇储备积累及人民币国际化

推进，且会加剧国内通货膨胀压力。欧美国家整体需

求增长的放缓必然导致民众购买需求增长放缓，使

整体采购量增长放缓，从而导致中国企业包括浙江

企业对欧美市场的出口面临下降压力。

3.供应链转移矛盾

2023年以来，鉴于中美关系的不确定性，部分

供应链由中国转移至东南亚、北美、非洲等地，美国

政府对中国企业的封锁政策引发美国采购商对采购

中国供应链的担忧，从而导致中国企业市场份额的

丧失。2023年上半年中美贸易额同比下降14%，中国

对美出口同比下降17.9%，退居美国第三进口来源国。

与此同时，中国对美出口低于东南亚及欧盟，部分原

因就在于美国采购商将采购供应链转移至墨西哥。而

且，如果中美关系持续恶化，这种转移趋势将会加

剧。出口下降的另一个负面效应是倒逼人民币大幅

贬值，由2018年3月中美贸易摩擦初始时期的6.2881

大幅贬值至7.1792（2023年8月3日），贬值幅度达

14.17%。这意味着美国的贸易壁垒造成中国企业出

口相同量的货物，价值损失了14.17%，需要商业银

行多置换14.17%的人民币，影响人民币的内在价值，

不利于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加剧了国内通胀压力。

4.国际市场竞争日益加剧

随着科技的发展、全球人口数量的增加、经济

活动的日益频繁，经济主体数量日益增多。例如，

2022年仅我国新注册企业就超过800万家，总数突破

5 000万家。企业是容纳就业的主体，是人类在现代

社会生存的主要载体，企业数量不断增加必然带来

供过于求、市场竞争日益加剧态势。这不仅是世界总

体趋势，在中国尤其明显。一方面源于中国的国情，

包括市场经济日益成熟，商品经济日益发达，中国人

口数量庞大；另一方面源于中国的历史和传统，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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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000年以来的经商传统，20世纪90年代全民“下海”

热潮，中国人一贯的勤劳和智慧。这些更加催生了中

国市场主体数量日益增加，国内市场竞争日益加剧，

叠加中国在世界范围内更加激烈的市场竞争。

5.产业国际竞争力短板

产品生命周期缩短是当前世界范围内的普遍趋

势，原因在于市场竞争加大，技术迭代、产品更新加

快，企业为稳定发展及获取更大的市场份额就必须

不断在产品创新上推陈出新，从而获取订单。而产品

创新、技术迭代具有相当大的难度，因而一旦企业无

法在产品创新、技术迭代上取得领先，就会出现国际

竞争力短板。目前浙江企业在技术创新、产品附加值

方面与世界先进企业尚存在一定差距，在全球价值

链中仍然主要处于低端，因而需要向高附加值两端

攀升，从而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

四、运用“地瓜经济”原理提升浙江对外开

放水平策略

“地瓜经济”揭示了开放进步、封闭落后的基本

原理，特别是说明了有效吸收外部资源、充分拓展外

部市场是浙江企业发展的必由之路。进一步提升浙

江对外开放水平主要在于政府、企业共同发力，从制

度创新、技术创新、产业竞争力、多元化市场拓展等

四方面进行应对。

1.政府加大开放型经济政策支持力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具有体制优势，核

心在于“党管经济”，通过改革开放奠定制度优势。

扩大开放首先需要政策引领，加大开放型经济政策

支持力度有利于企业减小经营成本、坚定国际化方

向，从而提升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政府可通过进一

步简政放权、降税减负、出口退税、电子口岸通关、

投融资便利、产业基金杠杆、负面清单管理、人才补

贴政策等多方面优惠措施，为企业出口、跨国经营、

对外投资创造便利化、低成本经营条件。通过加大对

外开放政策支持力度既能进一步明确企业扩大对外

开放的方向，也能提升企业在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

下坚持拓展国际市场、加强跨国经营与投资的信心。

2.加强技术创新支撑

工业4.0时代，产品竞争的核心在于技术优势。

特别是数字技术、AI技术、信息技术在工业领域、商

业领域的渗透和运用，更加凸显出技术创新的重要

性。政府应加大科创平台、产学研融合的引导，形成

各地科技创新的优良氛围，出台鼓励成立科创平台

政策，加大对重点科研院所的研发支持，围绕重点产

业进行技术攻关，在研发资金支持、研发团队打造、

研发人才引进方面加大力度，制定具体措施，形成技

术创新支撑。

3.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

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在于提

升产业国际竞争力，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核心在

于产品、服务的结合。紧密对接国际市场需求，立足

于省市层面科学的产业规划、企业微观层面市场运

营，在浙江现有产业基础上，政府层面应加强产业布

局规划，加大产业投资信息透明度，引导资本向传统

产业升级、新兴高科技产业投资流动。例如，加强服

装、鞋帽、家具、食品加工、玩具、电子电气等传统

产业的技术升级投资，进一步加大新能源、新材料、

高端装备、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新兴高科技产业的

投资，引导资本流向高附加值、高新技术产业。通过

重点产业发展、产品不断创新、传统产业升级、新兴

产业引进，提升浙江企业在国际市场的产品竞争力，

形成产业国际竞争力优势。

4.精准定位多元化目标市场

应对贸易壁垒的良策在于拓展多元化目标市场，

从而分散单一市场风险。面对部分欧美国家的贸易

壁垒，浙江企业需要精准定位东南亚、非洲、拉美等

新兴市场，特别是针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有效甄

别政治风险及市场风险。通过加强新兴市场的开拓，

形成新的出口、投资增长点。

5.打造“经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构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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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党中央迅速应对保护贸易

趋势叠加新冠疫情暴发的重大战略调整，旨在增强

自主更生能力、摆脱外部环境风险。浙江需要引导企

业注重国内市场的开拓、国内资源的获取，在此基础

上增加拓展国际市场、获取国际资源的能动性和伸

缩度。立足国内市场奠定企业发展的稳定基础，从而

在国际市场竞争中能够采取更加机动的策略，有效

防范风险，摆脱外部依赖，促成更高质量的对外开放

水平。

五、结 论

“地瓜经济”是结合浙江资源禀赋、发展阶段、

产业结构提出的创新性基本经济原理，对于浙江应

对当前复杂国际经济形势、供应链产业链冲击、逆全

球化保护贸易趋势具有重要借鉴意义。（下转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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