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明：如何构建国内统一
大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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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领袖 | 张明 

在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我国实施了融入国际

大循环的经济发展战略。这一战略具有三个要点：一是利用我国劳动力充

裕的资源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二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三是实现

“两头在外、大进大出”，使经济运行由国内循环扩大到国际循环。国际

大循环战略的核心是积极融入经济全球化并充分发挥自身比较优势，以对

外开放来促进对内改革（以外促内）。毋庸置疑，这一发展战略取得了巨大

成功。 

然而，自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经济格局发生了两个

重大变化。一是从外部环境来看，随着全球化退潮、新冠疫情爆发进一步

加剧全球经济的长期性停滞格局，以及以中美经贸冲突为标志的全球经贸

环境变差，外部需求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变得更弱、更难依赖。二

是从内部环境来看，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尤其是中国经济体量的迅速

放大，再靠净出口来拉动中国经济增长也日益变得力不从心、难以持续。

上述两个变化意味着，国际大循环战略已经变得难以为继。 

2020 年，党中央、国务院提出要构建以内循环为主体、内外循环相互

促进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不难发现，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之下，如何构

建以内循环为主体的发展格局，并且通过内循环的构建来促进内外循环的

融通发展，就变得更加重要。换言之，我们将从“以外促内”的发展格局，

转换至“以内促外”的发展格局。过去我们是以开放促改革，未来我们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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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而以改革促开放。 

那么，应如何构建以内循环为主体的发展格局呢？笔者认为，这一格

局必须构建在以下三大支柱之上：消费扩大与消费升级、产业结构升级与

技术创新、要素自由流动与国内统一大市场构建。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增长素来具有投资驱动与出口导向的特征。

然而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尤其是人均收入的提高以及经济体量的放大，

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引擎正在由第二产业与投资切换至第三产业与消费。因

此，如何促进中低收入阶层的消费扩大以及高收入阶层的消费升级，就变

得尤其重要。从供给层面来看，这意味着要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

务业，为消费者提供更高质量、更广范围的消费选择。从需求层面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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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要努力扩大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因为他们的边际消费倾向

很高。这恰恰是“共同富裕”的题中之意。而要实现共同富裕，就要解决

好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居民部门内部的收入分配问题。 

全球疫情的爆发使得全球生产网络面临冲击，全球产业链可能会变得

更加区域化和本地化。中美冲突的爆发和持续意味着再靠“后发优势”来

实现技术进步愈发困难。因此，如何实现国内主导的产业结构升级与技术

创新，就变得非常重要。在此背景下，供应链的“补链强链延链”成为新

的时代主题。在全球生产链变得更加区域化与本地化的前提下，如何确保

中国在亚洲以及一带一路沿线的生产链龙头地位就变得至关重要。而要推

动国内技术自主创新，就需要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拓展民营企业的发

展空间（民营企业贡献了中国技术进步的 70%）、转变教育理念（从培养

“工程师思维”到培养创新思维）。 

中国拥有 14 亿人口，且人均收入已经突破 1 万美元，这意味着中国

具备构建广阔国内市场的前提条件。然而迄今为止，中国国内市场存在严

重分割，各类要素的跨区域流动面临明显障碍。这既制约了国内要素的自

由流动与市场化定价，也损害了要素的优化配置与福利最大化。因此，要

构建以内循环为主体的发展格局，必须打破要素流动束缚与国内市场分割

的格局，促进要素自由流动与国内统一大市场的构建。 

不难看出，上述三大支柱是在从不同层面出发来塑造国内大循环：消

费扩大与消费升级是从需求层面出发，产业结构升级与技术创新是从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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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面出发，促进要素自由流动与国内统一大市场构建是从制度与基础设施

层面出发。 

事实上，在上述三大支柱中，要素自由流动与国内统一大市场构建很

可能是更为根本的、更具决定性的举措。一方面，只要让要素充分流动，

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才能够最大限度地促进经济增长，在“分好蛋糕”之

前最大程度地“做大蛋糕”；另一方面，只有构建起具有足够规模与深度

的国内统一大市场，才能更好地支撑我国企业构建横向成团、纵向成链的

产业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向全球拓展。 

笔者认为，制约要素流动与统一大市场构建的最深层次障碍，在于地

方政府政绩考核体系过于强调 GDP 增长、公共预算收入等指标。在这种考

核体系之下，地方政府自然愿意把各类要素聚集在自己的属地之上，同时

会限制本地要素流动至其他地区。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如果一家大企业想

跨区域搬迁总部，将会面临何种阻力。此外，如果一家金融机构将大部分

金融资源投放到属地之外，恐怕也会招致本地政府的很大阻力。因此，要

促进要素自由流动与构建国内统一大市场，就必须改变地方政府面临的激

励机制；而要改变地方政府的激励机制，就必须改变其政绩考核体系，适

当淡化 GDP 增长与公共预算收入等指标，而将要素市场化定价与跨区域流

动等指标纳入其中。 

2022 年 4 月 10 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

的意见》正式发布，由此引发了有关各方的热议。一方面，该意见明确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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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436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