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滕泰：市场化改革知易行
难，全国统一大市场需明
确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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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滕泰、张海冰 

不久前，中央提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这是我国进一步推动市场化

改革的重要战略部署。然而，在《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

出台以后，很多学者却纷纷撰文论证或澄清“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不等于

搞计划经济”，这是否反映了从学术界到企业界的一种普遍的担忧？面对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这一重大战略，怎样才能前瞻性地澄清可能产生的认

识偏差，避免计划经济思想的干扰，切实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为中国经

济带来实实在在的市场活力和增长动力？ 

 

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知易行难 

从计划经济体制，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再到加入世贸组织深度融入

全球市场，市场化是中国改革开放始终坚持的方向。四十多年来，在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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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改革推进顺利的阶段，中国经济发展和增长的情况往往较好；而当市场

化改革进程缓慢或受到非市场化因素干扰的时候，经济增长往往受到抑制。 

2013 年 11 月，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

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

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全会谋划

了 15 个领域 60 个方面的改革任务，成为中国深化改革的新起点。2015

年，中央正式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再次明确指出“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重点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围绕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任务和供给侧改革的市场化方向，中

国在很多方面放松了供给约束——在劳动供给约束方面，从放开二胎到全

面放开生育，至少有 15 个省份已经提出全面放开落户限制；在放开金融供

给约束方面，资本市场的注册制顺利推进；在土地供给约束方面，“集体

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统一全国城乡建设

用地市场”在探索中推进；在制度与管理方面，国有企业中国特色现代企

业制度不断完善，市场化机制改革不断深化；在市场准入方面，“全国一

张清单”管理模式全面确立，禁止准入和许可准入事项逐步减少；通过“放

管服”改革取消了一大批行政审批事项。 

如果在全面深化改革和推进供给侧改革的实践中，能够始终坚持市场

化方向，全面破除各种要素供给约束和产品供给约束，降低要素供给成本，

提升要素供给效率，激发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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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能有所提高。 

然而，在全面深化改革和推进供给侧改革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部

门和地方不能从改革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的高度去降低要素供给成本、

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而是片面重视非市场化的供给侧干预措施，甚至

把一些“调结构”的具体措施与市场化改革或供给侧改革的概念混同，造

成很多认知和执行偏差。 

例如，前些年去过剩产能政策，其初衷原本指向那些靠财政补贴维持

的“僵而不死”的企业，在执行中却变成“运动式”、“一刀切”向民营

企业开刀，很多行政认定和强制退出、未立先破或破而不立的做法，使很

多正常经营的企业受到损害，实际上形成了经济收缩效应，加重了经济下

行压力，并导致社会公众和市场主体对供给侧改革的内涵理解也出现了偏

差和误解。 

又比如，在资金、土地等要素的投放和使用中，相关部门不相信市场

作用和要素流动必然遵循的收益/风险规律，认为只有通过行政计划手段才

能实现所谓“精准投放”，结果造成资金和土地等要素供给成本迟迟不得

降低。 

总之，近几年中国经济增速一直未能摆脱下行趋势，原因是多方面的，

但是市场化改革知易行难，某些非市场化的力量对经济运行时时有所干扰，

也不得不引起深刻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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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如何约束干预市场的力量 

为什么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和推进供给侧改革的过程中，会出现这

么多的行政干预、一刀切、不尊重市场规律的做法？这既有根深蒂固的观

念认知原因，也有深厚的体制原因。 

从观念认知上，很多人潜意识里仍然摆脱不了发挥政府作用就是有计

划、按比例地调结构的计划经济思想影响。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各国经

济发展的历史以及经济学的理论研究都已经证明，市场机制在绝大多数情

况下是有效的，“有为政府”的作用不是任意干预市场，也不是由政府行

政干预手段取代市场，而是要消除那些妨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作

用的因素、建立市场化基础设施，并在严重“市场失灵”时发挥拾遗补缺

的作用。 

中国推进市场化的经济改革四十余年，之所以还会出现各种强力干预

市场的行为，除了上述观念上的原因，还有深刻的体制性原因。 

有学者指出，如果我们的经济管理部门中存在一套与市场争夺资源配

置权的机构设置，那么这些机构总会找出需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调结构的

理由，总会找到只有通过自己的努力才能促增长的证据，“让市场在资源

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就会是一个永远达不到的改革目标。 

“有效市场+有为政府”本身的表述虽然不偏不倚，非常全面，但在

实际操作中，“有效市场”常常没有维护的体制力量，而“有为政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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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不但有体制保证，且没有足够有力的约束。 

由于上述认知偏差和体制性原因，造成很多深化市场化改革的政策在

落地过程中被选择性执行，结果很多长期沉淀的计划经济“沙砾”并未如

期消除，甚至在某些领域又增添了新的供给约束。这些供给约束中，涉及

要素供给约束的，如对人员旅行和劳动力流动的限制、对土地供给的人为

限制、对资金要素流向的行政限制和窗口指导等等；涉及产品供给约束的，

主要表现为各种各样的行政垄断、行业准入和服务限制。上述要素和产品

供给约束，在实践中阻碍了要素流动和市场化资源配置，延缓了中国经济

的供给结构升级，使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难以提高，甚至造成很多领域

未立先破，破而不立——“新的吃饭家伙还没拿到手，把手里吃饭的家伙

先扔了”，企业普遍反映生意越来越难做……如果不能明确行政干预市场的

禁止性标准，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就可能流于空谈。 

四大标准护航市场化改革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啃硬骨头多、打攻坚战多、动奶酪多，是新一

轮改革的特点；全面深化改革，首先要刀刃向内、敢于自我革命，重点要

破字当头、迎难而上。 

什么是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就是以生产关系和政府管制为对象的改

革，例如由人民公社体制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由计委管理的国

营工厂向承包制、租赁制乃至公司制、股份制企业的改革，大幅减少行政

审批事项的改革，放开行业准入、大幅降低准入门槛和所有制限制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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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435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