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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塞俄比亚是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第四大经济体，预计到2025年将超

过安哥拉成为非洲第三大经济体。在过去十年里，埃塞俄比亚国内生产

总值（GDP）年平均增长率一直保持在7％至8％之间。

埃塞俄比亚作为东非地区大国，在投资环境方面拥有诸多得天独厚

的优势。埃塞俄比亚对中国企业极具吸引力，主要包括：

地理位置优越，靠近欧洲和中东国家。埃塞俄比亚因其地处东非高

原，水利资源丰富，被誉为“东非水塔”；境内拥有8个生态区，生物多

样性特征明显；首都亚的斯亚贝巴等地由于海拔原因，常年平均气温为

16℃，气候宜人。此外，埃塞俄比亚还是东南非共同市场、非洲、加勒

比海和太平洋地区等区域组织成员，作为最不发达国家，还享受美国

《非洲增长与机遇》和欧盟“武器除外的全面优惠安排”等关于非洲产

品免关税、免配额的政策，对周边及美欧国家出口具有一定的便利。

稳定的政治和经济环境。埃塞俄比亚现政府自1991年执掌政权以

来，政局较为稳定。埃塞俄比亚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推行经济市场化和

私有化改革，4次修改投资法律法规，通过增加投资优惠政策、降低投

资门槛、扩大投资领域、实行减免税优惠等措施和为外国投资者提供保

护和服务等，鼓励外商投资。埃塞俄比亚积极争取国际援助，吸引投

资，促进出口，努力克服外汇短缺等经济发展瓶颈问题，坚决推行税制

改革，打击偷税漏税，总体经济发展态势良好，通货膨胀问题有所缓

解。

廉价和可培训的劳动力和巨大的消费市场。作为非洲人口第二大

国，劳动力资源丰富，国内市场潜力巨大，是非洲最大的国内市场之

一，拥有9000万人口的消费人群。

对外投资门槛低，优惠政策多。埃塞俄比亚对外国投资者的最低注

册资本要求是每个投资项目20万美元。且经批准的新投资的制造业、农

产品加工业或农业企业可享受其收入在一定年限内所得税豁免的优惠政

策。免税期长短取决于出口额大小以及投资所在地。

埃塞俄比亚

——“非洲屋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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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篇语

江西财经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成立于2019年

9月，由江西财经大学同江西省商务厅共建，立足江

西，整合全省高校“一带一路”相关研究力量，服务

“一带一路”建设和地方政治、经济建设的开放型、

高校新型智库。

研究院使命定位为集合研究、培训和对外交流等

多种功能，打造特色鲜明的高校及地方“一带一路”

智库，构建“一带一路”国家的沟通对话平台，为江

西省开放型经济建设提供智力支撑、理论创新和政策

咨询。

为此，我们推出江西财经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

“研究简报”。我们将在“研究简报”中发布最新的研

究成果，追踪、收集和整理最新的研究热点问题，分

享给学界同仁、企业的高级管理层以及政策制定部门

的决策层。

本期“研究简报”中，我们报告了2020年12月

18日，由江西财经大学和江西省商务厅主办的第二届

“一带一路”与江西开放型经济发展高峰论坛的相关

情况。另外我们收集和整理了国内顶级专家关于“双

循环”的观点和解读，以供大家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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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一带一路”与江西

开放型经济发展高峰论

坛
2020年12月18日，由江西财经

大学和江西省商务厅主办的第

二届“一带一路”与江西开放

型经济发展高峰论坛在江西财

经大学举行。本届论坛主题为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与江西内

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建设”。

来 自 校 内 外 百 余 位 业 界 、 政

界、学界专家、学者、实业界

管理精英汇聚一堂，共同交流

探讨 “一带一路”建设和江西

开放型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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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幕式出席嘉宾

江西省商务厅党组书记、厅长谢一平，二级巡视员宁小

武，办公室主任朱金成，政研室主任、商务经济研究院

书记郭维勤，省商务经济发展研究院院长甘霖，我校党

委书记卢福财，校长邓辉，副校长阙善栋、袁红林出席

开幕式。副校长阙善栋主持开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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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一平

他指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已成为我省第一大利用外资

来源地、我省第一大出口市场。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统领，

以江西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建设为契机，积极探索新阶段

江西开放发展之路：要精准对接“一带一路”建设，积极统

筹国内外市场资源；要全面构建国内外大流通体系，促进形

成国际国内双循环；要优化提升开放平台，着力提高对内对

外发展支撑能力；要加快发展新业态新模式，不断增强新发

展动能。

谢一平在致辞中指出，省商务厅

与江西财大签约共建“一带一

路”研究院，并共同主办“一带

一路”与江西开放型经济发展高

峰论坛。这既是贯彻落实党的十

九届五中全会的务实举措，又是

探索江西开放发展新路径、新举

措的创新之举，标志着我省参与

“一带一路”建设迈出新的步

伐，意义十分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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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 辉

邓辉代表学校对与会领导、嘉

宾表示热烈欢迎和诚挚感谢。

他指出，随着江西省内陆开放

型经济试验区获批，“一带一

路” 建 设进 入 全面 实施 新 阶

段，如何进一步发挥高层次人

才优势，主动担当作为，积极

抢抓机遇，勇担国家责任，为

“一带一路”提供强有力的智

力支撑是高等院校的重要使命

和课题。

他指出，近年来，学校上下积极作为、相互配合、集全校之

力，整合经管高校各专业的优势资源，做“一带一路”倡议

的坚定践行者。他坚信，省商务厅和江西财经大学正式共建

的“一带一路”研究院，将为我校“一带一路”问题研究搭

建更为广阔的舞台。双方通过资源共享、课题研究、人才培

养等方面开展深度合作，能进一步聚焦重点，大力推进开放

提升，积极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不断提高全省

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打造更具品牌影响、特色鲜明的地方

高校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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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商务厅党组书记、厅长谢一平，江西财经大学党委书

记卢福财为研究院正式揭牌。

江西省商务厅二级巡视员宁小武，江西财经大学副校长袁红

林签署《江西省商务厅 江西财经大学共建“一带一路”研究

院框架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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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演讲分两阶段举行。第一阶段由首席教授、博导

许统生主持。

国务院参事、清华大学教授、民盟中央常委何茂春以

《国际国内形势与“一带一路”》为主题，分三个部

分展开阐述。他分析了当今全球化下的国际形势，对

中国崛起的参与权、话语权和否决权进行了解读，介

绍了“一带一路”的六条特色走廊，并以嘹亮的陕北

民歌结束。何教授结合亲身经历，引经据典，展示了

中国在世界舞台中发挥的重大作用。

江西省商务厅政策研究室主任、商务经济研究院书记

郭维勤以《双循环新格局背景下的江西开放之路》为

题，回顾了江西开放发展历程，阐述了江西开放发展

的优势与“不足”，提出了新发展格局背景下的江西

开放之路。

主旨演讲第二阶段由我院院长吴朝阳主持。

省政府研究室专家咨询处处长朱希文演讲主题为《让

江西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在新发展格局中发出强

音》。他详细论述了江西在新的发展局面中应如何定

位本省，如何主动谋求发展。他在分享中指出，江西

要提升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南下东进，北上西联”

第二届“一带一路”与江西开放型经济发展高峰论

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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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开放格局，要从六个方面着力加快推进内外双循环，

加快科技自主自立，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升级，推进农

业工业现代化，提高居民生活品质，做政策践行的领

路人。

汉辰实业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中非民间商会副会长

胡立俭的演讲主题为《以保促稳 稳中求进》。他从贸

易战引入“六稳”和“六保”，着重阐述当下的就业

问题。他就如何应对民营企业的面临的挑战，如何进

行国有企业改革，如何进行金融改革及现有成果等问

题作了分享与交流。

中非可持续发展中心创始人、深圳正义网络技术有限

公司董事长廖旭辉通过《数字化创新助推江西开放型

经济发展》的主题演讲，从微观角度介绍了当今的国

际环境、疫情变局、出海空间和国内新兴经济市场及

产业背景，新兴市场的发展、经济特征、机会与障碍，

OSO立体营销解决方案、核心价值和发展战略。他

还结合实例，论证了销售不能过度依靠互联网，面对

不同的市场，不同的用户路径，需要采用灵活多变的

方法。

吴朝阳院长对本次主旨演讲进行了总结，表示“一带

一路”研究院将积极寻求与社会各界一道，积极助推

江西融入“一带一路”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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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经贸学院副教授涂远芬就《江西省对外贸易“十

四五”发展规划研究》作专题汇报。报告围绕“十三

五”期间江西省对外贸易发展取得的成绩与存在的问

题、“十四五”期间江西省对外贸易发展面临的机遇

与挑战等七个方面问题展开。

国际经贸学院副教授邓军就《江西省“十四五”开放

型经济发展规划研究》作专题汇报。报告主要围绕

“十三五”江西开放型经济发展成就、“十四五”江

西开放型经济发展现实问题及发展环境等四个方面问

题展开。

国际经贸学院副教授戴明辉就《“十四五”江西省对

外投资合作高质量发展研究》作专题汇报。报告主要

围绕“十三五”江西对外投资合作发展回顾、江西对

外投资合作机遇与挑战等三个方面展开。

现场专家们认真聆听、仔细记录，分别对我院三位教

授的课题提出一系列有针对性的建议。吴朝阳院长对

本次分论坛进行了总结，并对评审专家们的各种意见

表示感谢。

“江西开放型经济发展专题报告与研讨”

分论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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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瑞林矿山事业部副经理、正高级工程师刘荣乐作

了题为《中国瑞林践行“一带一路”逐梦海外——

助力提升中国有色矿业工程技术、装备国际化水平》

的分享，介绍了瑞林在”一带一路“政策上的积极参

与和众多收获。

五位外国留学生也进行了精彩的演讲，分别是
SHAMURATOV SHOVKAT的《CHIAN’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N THE GLOBAL TRADE, INVESTMENT, AND

FINANCE LANDESCAPE》；

LUNDA, ISSA, D. 的《HARNESSING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IN MINERALS

RESOURCES IN AFRICA CASE OF MINING INDUSTRY IN

TANZANIA》；

MOHAMMAD SAIYEDUL, ISLA的《THE CONSTRUCTION OF

AN INIAND OPEN ECONOMIC PILOT ZONE IN JIANGXI

PROVINC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OUBLE

CIRCULATION》；

SHAM UNA ISSAH的《A CHINA-AFRICA JOINT INITIATIVE》；

ADEGBOYEGA TAYO的《COOPERATION AND MUTUAL

BENEFIT》。

“是外国人，但不是外人”，这句话得到与会嘉宾的

赞同与掌声。

“江西与“一带一路”国家经济合作”

分论坛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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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正义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与江西财经大学国际经贸
学院签署了战略合作签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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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5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首次提

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

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 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的新发展格局”，之后新发展格局在多次重要会议中被

提及。

2020年5月下旬“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

调，要“逐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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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

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

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将“加快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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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入其中。构建基于“双循环”的新发

展格局是党中央在国内外环境发生显著变化大背景

下，推动我国开放型经济向更高层次发展的重大战略

部署。

02 解读“双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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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教授、院长，

前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

首先，经济要发展好，每个国家都要充分利用自己的

比较优势，中国自己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我们要发展，

同时也要利用我们国内的发展进入到国际市场。对一

些我们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当然要充分利用国际的

资源、国际的技术来减低我们的生产成本，来提高我

们发展的质量，达到高质量发展并且如果中国能够充

分利用国内国际双循环的话中国的发展也会给其他国

家的发展带来发展机遇。

余永定（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国内经济大循环概念的提出，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国

内理论界开始从战略和增长模式的层面上对国际大循

环理论的再思考。加强内循环的重要一点是扩大内需，

我以为在当前，实现今年2.5%左右的GDP增速是中

国的首要目标。是否能实现这一目标，又取决于中国

经济的有效需求是否能够得到充分恢复。要想让今年

的经济达到2.5%的增速，希望在于投资需求的增长，

特别是基础设施投资的增长。

“双循环”内涵



14

徐奇渊（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研究员）：

循环不仅仅是供给、需求之间的畅通循环，实际上是

超越供求，是包括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

的循环畅通。国内存在突出的结构问题，需要“着力

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促进效率

和公平有机统一”。其中，效率更多对应于生产环节、

更加强调“高质量发展”，公平更多对应于分配环节，

公平分配将使得生产、消费更加畅通循环。

管清友（经济学家、如是金融研究院院长）：

双循环肯定不是“闭关锁国”，也不是关上门搞发展，

而是充分挖掘国内潜力、继续扩大开放，实现更高水

平的发展。内循环至少包括5个关键词：统一市场、

启动内需、数字经济、产业重构、区域洗牌。统一市

场是基础，启动内需是动力，数字经济是提升，产业

重构和区域洗牌是结果

朱宁（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副院长）：

“双循环”正确认识到国内消费在中国未来发展中的

作用。“消费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超过50%，

而且中国国内市场的增长速度快于许多发达经济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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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稻葵（清华大学弗里曼经济学讲席教授）：

双循环格局的两大历史背景：一是中国有14亿人口，

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一定会碰到未富先大的问题，人

均GDP还没有达到全球平均水平，全球平均一万一，

我国去年刚刚一万美元人均GDP，但是已经是大块

头了。我们面临的国际环境肯定非常的复杂，搞大循

环、靠国际市场大循环路子走不通了。二是人口在五

千万以上的大国到了一定的发展时期必然是双循环的，

必然是以畅通国内循环为主的。

黄群慧（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

这两个大局来看都是一些中长期的问题，包括我们现

在的创新能力，产业链、供应链受到一些挑战，需要

依靠创新力来提升，需要长期调整中国经济结构，包

括扩大内需，包括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也是。14亿人

口的超大市场规模、齐全的产业门类等，是强化国内

大循环的坚实基础。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意味着要

着力打通国内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的各个环节，

不断满足消费升级需求。

“双循环”提出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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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稻葵（清华大学弗里曼经济学讲席教授）：
落实双循环战略部署的两个大的关键

一是如何畅通国内大循环，国内大循环是一大一小两

个问题。大的方面：我呼吁要“大开大合”，不要固

守现在的格局。我的提法是要做大一部分地区。按照

经济发展、人口流动的自然规律做大一部分地区。

二是做好那些人口流出地区，以人民幸福为中心，希

望留下来的、没有流出的人口，尤其是东北地区照样

的幸福。不要追求全国各个省市自治区一起走，一定

是有些地区总体规模放大、但是人均幸福水平要保持

一致。小的问题方面：就是科技突破。我们现在不缺

系统工程，高铁可以干、大飞机可以做了，基本原理

也不缺，量子计算也可以了，我们缺的是一些细分行

业关键的零部件。
外循环关键是一软一硬

硬的是要跟西方人包括拜登政府谈判好，包括节能减

排。中国是节能减排最大的潜在国。“十四五”指标

宜粗不宜细、宜少不宜多。

软的是要讲清楚，为什么中国不是前苏联共产党，为

什么我们体制不是非民主体制，为什么协商民主有我

“双循环”专家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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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优越性、为什么以人民为中心、为什么中国国有

经济并不像西方人讲的计划经济，我们的国有经济仍

然可以成为现代市场经济的一种实现形式，这是学者

的责任。

余淼杰（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对于如何应对产业链断层的回答：第一点是依然要做

好全产业链的配套，第二点是企业要做好出口转内销

的工作，特别是上游产业要做好出口转内销的工作，

第三点更为重要的是要切实做好科技创新跟产业生产

的对接。

田轩（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副院长）：

扶植中小微企业，‘新基建’建设，可以大量制造很

多就业的机会。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房住不炒’，

把老百姓的消费，从高额的房价负担释放出来，然后

能够促进国内的消费。让每个人都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一份稳定的收入，他对未来的预期明确，就会扩大消

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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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立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

员）：

构建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必须要注重供应链和

产业链的稳定和安全，尤其是抓好三个方面建设：第

一，要着力扩大内需，建设强大的国内市场；第二，

要尽快培育创新引领驱动能力；第三，要持续深化改

革，在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方面快速取得突破。

向松祚（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理事兼副所

长）：

要全方位打通国内大循环，除了鼓励国内投资和消费，

尽量实现产业和消费的内循环之外，同时在有效防范

和化解金融风险的基础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改革，

减少行政开支，提升管理效率，改革教育和科研体制，

大力发展基础科学研究。

余永定（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尽管我们依然要重视服务业的发展，特别是要提高服

务业的质量，但我们应该更多地强调制造业的发展、

强调要把中国建成一个制造业大国。我们要更多强调

本地化、让更多的产业链环节和终端留在或靠近本国

市场。目前有很多企业把工厂转到东南亚去了，既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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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可以挪到东南亚国家，为什么不鼓励企业挪到成

本较低的中国西北呢？政府应该采取措施，支持企业

向内陆转移，向胡焕庸线的西北方转移，使中国制造

业从沿海地区按照梯度往西北地区延伸，让中国的制

造业在全国有更均衡的分布。

管清友（经济学家、如是金融研究院院长）：

在生产要素的改革方面认为应该将土地还给农民。能

不能在土地这样的生产要素上做更大力度的改革，实

行土地产权的改革、实现城乡土地市场一体化，这其

实是我们下一步真正要实现国际国内双循环格局，特

别是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发展格局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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