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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未来，《意见》所涉及的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都将会有配套措施出台，以
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落实。

文  |  张榉成

建立完善 “统一大市场”
打通国民经济“堵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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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建设全

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正式印发，迅速成为热点话题。今年是双循环

新发展格局提出的第三年，也是“国际国内环

境突发因素超出预期，经济运行面临更大不确

定性和挑战”的一年。此时提出“统一大市场”，

不论是经济意义还是战略意义，都非比寻常。

正确理解“统一大市场”
早在 2013 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就曾提出“建

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2015

年 8 月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坚决清除妨碍全

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各种‘路障’”，首次明

确了“统一大市场”这一概念，并沿用至今。

十九届六中全会以来，建设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的目标日益明朗，“统一大市场”也被频繁提及，

例如在“十四五规划”和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

当中。

近期有人认为建设“统一大市场”是要回

到计划经济，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计划经

济是对生产、资源分配以及产品消费事先进行

计划的经济体制，几乎所有计划经济体制都依

赖于政府指令；而市场经济是通过市场配置社

会资源形成的经济模式，是市场主体以买者、

卖者的身份参与的市场经济活动，不仅有买卖

双方的关系，也有买方之间、卖方之间的关系。

“统一大市场”建立的背景在于破除不同企业、

不同地区之间的壁垒，让各区域的市场统一起

来，破除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等

要素市场的流通阻力，属于市场经济的深层改

革。

与四环节“环环相扣”
国民经济周转理论认为，经济周转循环需

要经历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四个环节。

2020 年 12 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

紧紧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注重需

求侧管理，打通堵点，补齐短板，贯通生产、

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形成需求牵引供给、

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四环

节”第一次在经济工作会议上出现。今年的《政

府工作报告》再次提出，“畅通国民经济循环，

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增强内

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可见，在全球风险

多变的背景下，打通“四环节”发展国内市场，

已经成了下一步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

在此次《意见》的全部章节中，除了第一

条“总体要求”之外，其余各条都有国民经济

周转“四环节”的影子。

例如，第二条“强化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统

一”，包括产权制度、市场准入制度、公平竞争、

统一的社会信用体系，实际上属于生产环节。

第三条“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具

体包括现代流通网络、市场信息交互渠道、交

易平台优化升级，都属于流通环节。

第四条“打造统一的要素和资源市场”，

包括统一的土地和劳动力市场、统一的资本市

场、统一的技术和数据市场、统一的能源市场、

统一的生态环境市场，实际上也都属于生产环

节。

第五条“推进商品和服务市场高水平统

一”，包括健全商品质量体系、完善标准和计

量体系、全面提升消费服务质量，更多侧重于

流通和消费环节。

后面的第六条“推进市场监管公平统一”

和第七条“进一步规范不当市场竞争和市场干

预行为”，则涉及分配和消费环节，更多强调

的是公平、公正和反垄断、反地方保护。

“统一大市场”的发力点
根据《意见》，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

的工作原则是：立足内需，畅通循环；破立并

举，完善制度；有效市场，有为政府；系统协同，

在全球风险多变
的背景下，打通
“四环节”发展
国内市场，已经
成了下一步经济
工作的重中之
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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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成本的原因之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调

查数据显示，在我国商品流通过程中，因不必

要的腾挪产生的流通费用就占到总流通费用的

25% 左右。《意见》对市场基础设施提出了更

高要求，提出的措施有利于物流行业降本增效，

有利于促进商品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畅通流

动，以实现数字化赋能现代流通网络，以及共

同资源平台整合和全国产权交易市场联通。

三是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深挖国民消费潜

力。《意见》提出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和城乡新

增建设用地规模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的

政策，此举意在调节居民收入结构，实现共同

富裕目标。目前我国居民收入分配不合理现状

仍然突出，抑制了国内消费潜力，体现为人均

GDP 仍未达到高收入国家水平，居民收入差距

过大，以及有效需求不足。只要坚持按劳分配

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发挥好初次分配、

再分配和三次分配的协调配套作用，提高居民

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

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全国人民的消费潜力就

还有相当可观的释放空间。

四是“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结合。

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是系统性工程，非朝夕

之功，也并非同步进行，而是分批次有序推进。

为达到这个目的，《意见》就“资质保障”单

独成一章节，一方面要求完善激励机制，鼓励

地方在大的制度框架内进行细节探索；另一方

面要求京津冀、长三角等经济区优先开展区域

一体化建设探索，为全国提供可复制和可推广

的经验。

同时，《意见》是一个关于推进全国统一市

场建设的全面、纲领性的文件，进行了系统性的

规划与部署。预计未来，《意见》所涉及的生产、

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都将会有配套措施出台，

以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落实。

稳妥推进。主要目标是：持续推动国内市场高

效畅通和规模拓展，加快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

预期的营商环境，进一步降低市场交易成本，

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培育参与国际竞争

合作新优势。

正如李克强总理 4 月 8 日指出的，“当前

国际国内环境有些突发因素超出预期，经济运

行面临更大不确定性和挑战”。当今世界地区

冲突升级，产业链问题突出，贸易保护和民粹

主义抬头；国内受制于疫情影响，地方保护主

义抬头，交通运输受阻，部分企业停工停产。

统一大市场，本质上就是要让政府有形的手和

市场无形的手携手并进、共同发力，同时尊重

市场规律，不做过多干预。通过统一制度建设，

打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打通制约经济循环

的关键堵点。

一是化解市场分割和地方保护主义。在地

方保护主义下，跨省、跨区域市场存在福利损

失，区域内行业产能也容易出现过剩现象。《意

见》呼应了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打破行业垄

断和地方保护、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

法司法，强调了破立并举、完善制度的原则。

指出各地区要找准自身功能定位，不搞“自我

小循环”，更不能以“内循环”名义搞地区封

锁。此外，《意见》对市场监管与市场基础制

度做了目标要求，提出对产权保护、市场准入、

公平竞争、社会信用制度的统一；进一步规范

了不当市场竞争和市场干预行为，在着力强化

反垄断、依法查处不正当竞争行为、破除地方

保护和区域壁垒、清理废除妨碍依法平等准入

和退出的规定做法、持续清理招标采购领域违

反统一市场建设的规定和做法等五方面做出明

确部署。

二是降低流通环节中的市场交易成本。我

国物流成本较高，2020 年我国物流总费用是

14.9 万亿元，占 GDP 的 14.7%，而美国同时

期这一比值仅为 7.4%。流通环节过多是推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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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独立经济学者）

全国统一大市场
的建设是系统性
工程，非朝夕之
功，也并非同步
进行，而是分批
次有序推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