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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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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称《意见》）

发布。《意见》是全局性的规划，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通过立破并举的方式建立全国

统一大市场，为我国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奠定基础。

短时间内，《意见》对经济和市场的提振作用有限，但改革有助于提高我国经济潜在增速，对资本

市场形成中长期利好。

一． 事件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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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称《意见》）

发布。

二． 主要内容

《意见》在 2021 年 12 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是对“十四五

规划”中“加快构建国内统一大市场”的进一步深化。2022 年《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加强

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抓好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这是政府

在新发展阶段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利用全国统一大市场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

《意见》要求，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

主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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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见》工作原则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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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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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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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坚持破立并举，从六个方面明确了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点任务。“立”主要

体现在：一是强化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统一；二是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三是打造统一的要素和

资源市场；四是推进商品和服务市场高水平统一；五是推进市场监管公平统一。“破”则是进一步

规范不当市场竞争和市场干预行为。

图 1：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点任务

资料来源：福能期货

三． 新发展阶段需要加快建设统一大市场

受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和外部不稳定因素的影响，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建议》中提

出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一战略的出发点是

扭转我国对出口导向型经济的过度依赖，解决国外关键核心技术、关键零部件等“卡脖子”难题，

发挥我国超大市场规模优势，以国内经济的内循环推动、链接国际外循环。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推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一环。何为统一大市场？统一大市场

是指在全国范围内，建设一个市场的基础制度规则统一、市场的设施高标准联通、要素和资源市场、

商品和服务市场高水平统一，同时市场的监管要公平统一，不正当竞争和市场干预行为进一步规范

的大市场。建设全面统一的大市场，有助于进一步激发和培育市场的潜力，帮助经济实现高质量发

展。

四． 加快建设统一大市场的重点任务

当前我国现代市场体系建设取得长足进步，市场决定价格机制基本形成，但我国市场体系仍存

在着制度规则不统一、要素资源流动不畅通、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等突出问题，影响市场功能及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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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发挥。《意见》中提出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点任务。

首先，针对制度规则不够统一这个突出问题。《意见》从制度建设着眼，坚持立破并举，在完

善市场的基础制度规则、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加快要素和资源市场建设、推进商品和服务市

场高水平统一，及提升市场监管治理水平等方面出台有效政策举措。同时规范不当市场竞争和市场

干预行为，破除地方保护和区域壁垒，不搞过度同质竞争，废除属地保护性政策，通过推动全国统

一大市场建设，更加充分地激发出市场的活力。

其次，针对要素市场资源流通不畅问题。生产要素包括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能

源、生态环境等。《意见》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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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市

场、技术和数据市场、能源市场和生态环境市场，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促进市场化价格

机制的形成。与此同时，《意见》提出，打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改革和完善地方政府经济职能，

反对各种行政垄断和市场垄断，减少地方政府直接干预微观市场行为，增强其对市场监督调节行为，

以此促进商品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畅通流动。

第三，针对能源价格形成机制问题。我国能源进口依赖度较高，叠加碳中和及国际形势复杂变

化，原油、天然气、煤炭等能源价格波动剧烈，我国现行能源定价机制亟待完善。《意见》提出建

设全国统一的能源市场，健全油气期货产品体系，稳妥推进天然气市场化改革，健全多层次统一电

力市场体系，推动完善全国统一的煤炭交易市场。全国统一能源市场建立，为产业企业提供更多避

险工具，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第四，针对关键核心技术的“卡脖子”问题。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实现科技自立自强推

进产业升级的现实需要。通过全国统一的数据和技术市场，有助于通过统一大市场需求引导创新资

源有效配置，支持科技创新及相关产业业态发展，推动科技成果应用化，提升产业链供应链水平，

有助于解决关键核心技术的“卡脖子”问题，不仅助力我国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也为我国在国际

竞争和合作中取得新优势。

第五，针对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问题。《意见》要求加快发展统一的资本市场。资本是我国供给

侧的重要生产要素。统一的资本市场，有利于供给侧优化，能够释放资本优化配置资源的能力。《意

见》强化重要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区域性股权市场和全国性证券市场板块间的有效衔接，提升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同时，加大对资本市场的监督力度，筑牢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安全底线，

并为资本设置“红绿灯”，防止资本无序扩张。

综合来看，《意见》是全局性规划，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通过立破并举的方式建

立全国统一大市场，为我国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奠定

基础。短时间内，《意见》对经济和市场的提振作用有限，但改革有助于提高我国经济潜在增速，

对资本市场形成中长期利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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