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赵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
场，守护中国经济的“免
疫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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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以来，各省市为了防控疫情动态清零，按照网格化管控的举措人

为设卡，形成了大大小小具有割据形态的“疫区”。虽然这些举措较好的

控制住了疫情，取得了中国抗疫的伟大胜利，但是也对经济造成了较大的

影响，特别是不利于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经济体，全国统一大市场所具有的

规模经济和网络效应的发挥，尤其是经济下行压力下，内需对稳增长作用

的发挥。 

 

中国的统一大市场，是大国经济韧性的基础，也是中国经济的“免疫

系统”。面对百年大变局演变为百年大乱局、大危局，中国只有坚持市场

经济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地位不动摇，打通区域分割和消除循环堵点，

发挥统一大市场在宽度、广度和深度的空间缓冲优势，通过空间换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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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时间创造改革的窗口期进一步深化市场改革，才能有效应对各种重大冲

击，继续实现无危机增长，包括这次百年未有的大疫情。相反，如果全国

统一大市场的根基遭受破坏，比如各地以防疫为名义地方割据，物流体系

遭到严重阻梗，人为因素造成营商环境恶化，企业对市场经济的信念转弱，

维系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不被尊重，那么这个经济体系的免疫系统就像人

体的免疫系统遭到重创，可能会发生永久半永久性的伤害。 

在百年未有之大乱局下，底线安全思维至关重要。我们常说的经济安

全、能源安全、技术安全等，其实还有一个“安全”更加值得重视，那就

是制度安全、体制安全。对中国来说，最大的制度安全是维护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的基本经济制度不动摇，坚持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地位。

但是最近几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局势，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积累

的市场经济体制正受到多个重大风险因素的影响。尤其是疫情爆发以来，

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大国经济优势因为各个区域的“疫情地方保护主义”遭

到削弱，很多质疑市场经济和民营企业家的言论和思潮也尘嚣日上，严重

影响了原本受到疫情重创还在恢复期的羸弱的中国经济。中共中央、国务

院发布《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我们认为主要目的之一就是针

对疫情期间形成的各种地方保护主义和各类削弱市场经济根基的制度堵点，

从各个角度进行全面的清理和疏通，保证中国市场经济运行的“制度安

全”，为激发内需做好基础保障，同时有力的回击各种质疑市场经济的不

良社会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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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统一大市场为何如此重要？打个比方，如果将一个经济体看作一

个人的身体，那么市场体系就是它的“免疫系统”。经济体系的一般活动，

生产、消费、投资、流通、分配等，可能会受到周期性或暂时性的冲击和

破坏，甚至还会发生比较严重的金融危机，但是只要经济体的“免疫系统”

没问题，就能很快从暂时性的冲击中修复过来。但是，如果这些冲击是对

市场体系本身的制度性、结构性冲击，比如对法治体系、物流体系、竞争

规则等市场经济基础设施的破坏，那么这样产生的伤害就是长期性甚至是

永久性的。这个经济体的“免疫系统”遭到了严重破坏，就很难抵御各种

内外部的不确定性冲击，就像人的身体一样，免疫系统破坏了，一个简单

的感冒就可能是致命的。对一个经济体来说，如果失去了市场经济的韧性，

一个很小的冲击就会带来巨大的伤害，比如严重短缺和恶性通胀。 

人体生理学为我们理解现代市场经济的循环和免疫体系提供了启示。

一般来说对疾病有两类观念，也可以类比为“疾病清零派”和“带病生存

派”。完全清零派认为一定要将疾病借助药物和医疗手段的有形之手完全

消除，当出现疾病的时候不惜服用各种抗生素来杀灭所有的细菌，从而将

疾病对人身体的伤害降到最低，但过度治疗尤其是过度使用抗生素，会在

将来产生巨大的副作用。带病生存派则认为，人活着总会有各种大大小小

的疾病，体内会携带形形色色的病毒和细菌。世界不是无菌室，生命存在

的真相是“和光同尘”。只要人的免疫系统没问题，中小型病痛都不过是

一次暂时的冲击，很快就能从伤病中修复过来。因此人体的养生之道并不

是活在无菌的纯净环境里，而是提高自己的免疫能力，能够做到带病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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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便能在每一次的季节性疾病的流行中快速恢复健康。 

一个经济系统也是一样的道理，现代市场经济似乎更类似于“带病生

存派”：也就是小病不断，但导致毁灭的大病没有；或者是通过各种小病，

缓释了得大病而崩溃的风险。的确，经济有周期，有繁荣期也有低谷期，

周期性的危机也是如影相随，这是现代市场经济的特征。那些为了消灭周

期波动（马克思经济范式里的消灭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而加大有形之手控

制的模式，虽然经济的确没了波动，但整个陷入了低水平的均衡。此时，

整个社会的总供给和总需求曲线处于一个不断收缩的状态，直到收敛到并

锁定为一个总量短缺和集体贫困的均衡点。这个贫困和短缺均衡点有些是

暂时的，会成为制度变迁的驱动力。有些则是长期的，因为其它非经济的

因素，比如社会、政治、文化、伦理等，都已经适应了这种贫乏状态。在

这种情况下，类似中国改革开放这样的大事件就很难发生。此时的朝鲜就

是这种锁定状态。 

放弃计划经济的短缺和贫困，才能迎来市场经济的充裕和繁荣。当然

市场经济也不是完美的，周期性的繁荣和萧条，以及阶段性出现的各类大

大小小的金融危机，说明经济系统与人体系统有某种类似，会面对各种“”

生理性、季节性疾病”。同时我们也看到，不同的经济体遭受冲击后，表

现也有明显的差异，有些可以从衰退和萧条中迅速走出恢复正常，有些则

陷入“失去的 x 十年”和中等收入陷阱不能自拔。为什么不同的经济体面

对冲击有不同的表现，主要原因是这些经济体与人体系统类似，有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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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系统”。总的来说，历史的数据和经验告诉我们，那些以市场经济

为基础的经济体和国家，经济的韧性更大，对危机的免疫能力更强，更容

易从经济危机中走出来恢复正常。相反，不以市场经济为基本导向，或者

市场经济比较薄弱和结构扭曲的经济体，在遇到外部冲击时，很容易发生

大危机，甚至将风险蔓延到社会、政治等领域，引起全面的崩盘。 

因此，市场经济作为一个经济体的免疫系统，承担着经济和金融风险

缓释和吸收的功能，防止小的疾病产生大的后果，即将经济危机政治化、

社会化，产生致命的政治、社会危机。这可能是在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大乱局下，中央强调“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主要出发点。 

“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本质首先是“市场”，市场强大的资源配置和

要素动员能力，已经被四十年的改革开放经验所证明；市场经济遭到破坏，

依靠计划经济造成的扭曲、短缺和贫困，也被改革开放的前几十年教训所

证明。市场经济之所以是一个经济体系的“免疫系统”，是因为可以自下

而上的动员每一个看似卑微的个体，让每一个田间地头、街头巷尾、厂房

车间的看似平凡的人，通过多元分工和交易而非某个特定的“计划委员会

的主任”来指定以发挥出自己的特长。市场经济是一种去中心化的、分散

式的、对个体充分尊重的资源配置模式。当然，它也是昂贵的、精致的、

复杂的，需要相兼容的法律体系、社会文化和信仰体系等配套措施支持的

资源配置模式。一个真正强大的市场经济的养成是不容易的，需要多年在

正确的道路上积累。但破坏起来可能非常容易，这是市场经济脆弱的一面，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402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