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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意义、改革举措

与潜在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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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发展格局之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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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内循环为主

体的发展格局必须构建在以下三大支柱之上：一是需求层

面，消费扩大与消费升级；二是供给层面，产业结构升级

与技术创新；三是制度与基础设施层面，要素自由流动与

国内统一大市场构建。 

⚫ 促进要素自由流动与构建国内统一大市场，必须打破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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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束缚与国内市场分割的格局：一是应改变地方政府的

激政绩考核体系，适当淡化 GDP 增长与公共预算收入等指

标，将要素市场化定价与跨区域流动等指标纳入其中；二

是要素的自由流动必然会导致要素聚集，各种要素可能会

加速流入特定区域，由此推动新一轮区域一体化的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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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全

国统一大市场的热议。笔者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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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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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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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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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国际大循环”的发展战略，也即充分融入全球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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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如何构建以内循环为主体的发展格局 

以内循环为主体的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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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疫情的爆发使得全球生产链、供应链、价值链“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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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面临冲击，全球生产链可能会变得更短和更加区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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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凡提到中国，人们都对中国有 14 亿人以及人均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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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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如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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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内在要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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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发布了《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

改革试点总体方案》，这一方案是与上述意见一脉相承的，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更加细致的政策举措。首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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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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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标准地出让）、市场

化盘活存量用地等举措。再次，在劳动力要素配置方面，该

方案提出了支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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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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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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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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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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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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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策

上是相互配合相互补充的。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中国

政府都会遵循上述三个文件指出的方向，在要素市场化配置

与全国统一大市场构建方面持续发力。 

三、两个问题 

第一，导致要素流动障碍与国内市场分割的最深层次原

因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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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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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要素的自由流动必然会导致要素聚集。随着全国

统一大市场的构建，包括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与要素

在内的各种要素可能会加速流入特定区域，由此推动新一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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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一体化的展开。笔者与魏伟、陈骁在 2021 年曾经出版

了《五大增长极：双循环格局下的城市群与一体化》。这本

书认为，未来 10 年至 20 年内，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京

津冀、中三角（郑州、合肥、武汉）与西三角（成都、重庆、

西安）将成为中国发展最快的五大区域。在此基础上，中国

将形成新的国内雁阵模式（大湾区、长三角与京津冀为雁头、

中三角与西三角为雁身、其他中西部区域为雁尾），并与新

的国际雁阵模式（中日韩为雁头、东盟与一带一路沿线相对

发达国家为雁身、东盟与一带一路沿线相对落后国家为雁

尾）一起，演变为推动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双雁阵模式”。

这一“双雁阵模式”的构建，反过来又会再度助推中国双循

环新发展模式的完善，实现“以内促外、以外促内”的双向

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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