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明：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构

建意义与潜在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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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领袖 | 张明 

 

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柱，《中共

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的发布，意味着更深层

次、更加系统的改革举措，对中国经济实现可持续、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 

党中央、国务院在 2020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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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新发展格局提出的背景大致有二。一是

从外部环境来看，全球化退潮、新冠肺炎疫情暴发进一步加剧全球经济的

长期性停滞格局，以及以中美经贸摩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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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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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来拉动中国经济增长也日益变得力不从心、难以持续。 

考虑到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提出之前，中国实施的是所谓“国际大循

环”的发展战略，即充分融入全球化，利用自身的比较优势发展外向型经

济，以开放促进改革。因此在新发展格局之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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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构建以内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 

那么，应如何构建以内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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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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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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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疫情的暴发使得全球生产链、供应链、价值链“三链”面临冲击，

全球生产链可能会变得更短、更加区域化。中美经贸摩擦的爆发和持续意

味着再靠“后发优势”来实现技术进步越发困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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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转变教育理念（从培养“工程师思维”到培养创新思维）。 

但凡提到中国，人们都对中国有 14 亿人口以及人均收入突破 1 万美

元印象深刻，这自然意味着中国具备构建广阔国内市场的前提条件。但遗

憾的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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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均面临明显的约束或障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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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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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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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 

2020 年 4 月 9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

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对外发布。该意见指出，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是建

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的内在要求，要通过“促进要素自主有

序流动”来“提高要素配置效率”。尤其重要的是，该意见提出要促进土

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这五种要素的自由流动，并且要加快要素

价格的市场化改革、健全要素的市场运行机制。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似

乎是中央文件首次认可“数据”是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 

2022 年 1 月 6 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

试点总体方案》，这一方案与上述意见是一脉相承的，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

更加细致的政策举措。第一，该方案提出要在改革需求迫切、工作基础较

好、发展潜力较大的城市群、都市圈或中心城市等，开展要素市场化配置

综合改革试点。第二，在土地要素配置方面，该方案提出了探索城乡建设

用地增减挂钩节余指标跨省域调节机制，优化产业用地供应方式，完善弹

性出让年期制度，支持产业用地实行“标准地”出让，以市场化方式盘活

存量用地等举措。第三，在劳动力要素配置方面，该方案提出了支持具备

条件的试点地区在城市群或都市圈内开展户籍准入年限同城化累计互认、

居住证互通互认，试行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制度的举措。第四，在资本

要素配置方面，该方案提出了选择运行安全规范、风险管理能力较强的区

域性股权市场，开展制度和业务创新试点的举措。第五，在技术要素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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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该方案提出了支持相关高校和科研院所探索创新职务科技成果转化

管理方式，支持将职务科技成果通过许可方式授权中小微企业使用的举措。

第六，在数据要素配置方面，该方案提出了完善公共数据开放共享机制、

建立健全数据流通交易规则、加强数据安全保护等举措。第七，在环境要

素配置方面，该方案提出了支持构建绿色要素交易机制，进一步健全碳排

放权、排污权、用能权、用水权等交易机制的举措。第八，该方案提出要

完善要素市场化交易平台，持续推进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整合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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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该意见指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

展格局的基础支撑和内在要求。其二，该意见明确指出，要加快建立全国

统一的市场制度规则，打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打通制约经济循环的关

键堵点，促进商品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畅通流动，加快建设高效规范、

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全面推动我国市场由大到强转变，

为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坚强支撑。

其三，该意见提出了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工作原则（立足内需，畅

通循环；立破并举，完善制度；有效市场，有为政府；系统协同，稳妥推

进）和主要目标。其四，该意见提出了“五个统一”的具体工作方向，即

强化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统一、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打造统一的要素

和资源市场、推进商品和服务市场高水平统一、推进市场监管公平统一。 

可以发现，以上三个文件从精神上是一脉相承的，从政策上是相互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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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497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