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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赢得发展新优势
本报记者 佘 颖 李思雨

保持增强国内市场强大吸引力
本报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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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的中国，1 天会发生什么？

超过 1 万列铁路旅客列车在辽阔的土地上

穿梭开行，超过 5 亿个快递包裹被精准而迅速地

运送到每一个需要的人手中，2.7 万户新设企业

如雨后春笋般崭露头角⋯⋯这些令人瞩目的数

字，不仅是中国经济蓬勃发展的有力证明，也是

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的真实写照。

市场是全球最稀缺的资源。我国目前拥有

14 亿多人口、全球最大的中等收入群体，已形成

超大规模市场，这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独特优

势和必要条件。用足用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

必须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2022 年 3 月印

发实施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

统一大市场的意见》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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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中央对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

彰显了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坚定决心。

谋篇布局 把握改革发展历史机遇

历史沿革，一脉相承；把脉定向，擘画蓝图。

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始终

是改革的重要目标之一。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

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深

化经济体制改革，推动经济更有效率、更加公

平、更可持续发展，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一以贯之

的改革思路。

全国统一大市场概念的提出和完善，具有

丰富的实践经验作支撑，贯穿了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的发展进程。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一系列关于建设统一

市场的会议决议与相关法律相继出台。如 1980

年颁布的《国务院关于开展和保护社会主义竞

争的暂行规定》，明确提出必须打破地区封锁和

部门分割。1993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

竞争法》和 2007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

等旨在打破垄断、建设统一市场的法案相继

制定并实施。党的十八届三中全

会在部署加快完善

现 代 市

场体系时，提出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

体系，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

基础。

从这条“政策时间线”来看，建设全国统一

大市场稳扎稳打，体现了顶层设计的长远目光

与战略定力。

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

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支撑和

内在要求。2022 年 3 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

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印发实施。

同年 10 月，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构建全国统一

大市场，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建设高标准市场

体系。

无论是市场设施的互联互通，还是市场基

础制度的统一以及市场监管的健全完善，建设

全国统一大市场既是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和高

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应有之义，也是

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与要求。

置身时代发展洪流，激发市场新活力，助力

高质量发展，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再启新程。

破立并举 重点领域改革纵深推进

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一项系统性工程，

既是发展命题，也是改革命题。国家发展改革

委体改司副司长王任飞表示，建设全国统一大

市场的各项重点工作，概括起来就是“五统一、

一规范”。

“五统一”具体而言，即强化市场基础制度

规则统一，加快建立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

竞争、社会信用等制度；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

通，进一步优化现代流通网络、市场信息交互渠

道和交易平台；打造统一的要素和资源市场，推

进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顺畅流

动；推进商品和服务市场高水平统一，健全质

量、标准等体系；推进市场监管公平统一，以公

正监管保障公平竞争。“一规范”就是规范不当

市场竞争和市场干预行为。

破立并举，让经济要素充分涌流，激发出澎

湃活力。

“破”的层面，清除了各项不合理的制度“藩

篱”。《意见》出台后，针对市场经营主体各类企

业所反映的跨区经营过程中碰到的一些壁垒、

堵点和卡点，针对性出台了一系列专项整

治行动。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

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郭丽岩

表示，此举进一步破除

了企业跨区经营

的障碍，降

低了生产经营的综合成本。同时，企业敢投想

投，能够大展身手，尤其是在一些与新兴动能相

关的市场领域。

“立”的层面，运用改革的思路和办法，培育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土壤”。研究制定全国

统一大市场标准指引，加快完善统一的市场准

入制度，抓好《公平竞争审查条例》落实，加快推

动社会信用建设法等出台，优化标准供给结构、

强化政府制定标准管理，进一步完善统一的市

场基础制度规则。同时，积极稳妥推进支撑全

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深层次制度改革。

持续推进重点领域改革。国家发展改革委

将实施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促进高质量发展系

列行动，推动交通运输、商贸物流、能源市场等

重点领域统一市场建设。

激发活力 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就

大道至简，实干为要。两年来，建设全国统

一大市场的社会共识明显增强，突出问题得到

有效整治，工作效果正在逐步显现。

深化改革，让市场运转更高效——
“ 放 管 服 ”改 革 打 通 公 共 服 务“ 最 后 一 公

里”。在北京，想要开一家餐饮店，只需在线上

进行“一业一证”申办后，获取综合许可凭证，就

能实现快速准营；在杭州，市场监管部门创建

“初心”助企工作室，为办事企业提供面对面、一

对 一 服 务 ，让“ 一 次 不 用 跑 ”成 为 常 态 ⋯⋯ 从

2014 年商事制度改革实行证照分离到如今推行

“高效办成一件事”实施意见的出台，政务服务

正不断实现从“能办”向“办好”的转变。

持续完善市场准入制度体系，落实“全国一

张清单管理模式”。郭丽岩表示，我国建立了市

场准入负面清单动态调整机制。2019 年至 2023

年已 3 次修订全国清单，以服务业为重点在部分

城市试点进一步放宽准入限制，出台了针对海

南、深圳、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浦东新区、广州

南沙等地的放宽市场准入特别措施，不断优化

新业态新领域准入环境。

在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过程中，各地纷

纷采取措施鼓励创业，降低市场准入门槛。以

低空经济为例，随着我国低空空域管理改革的

不断深入，深圳、广州、珠海等地相继出台相应

产业扶持政策，顺丰无人机航空运营（试点）业

务、京东无人机物流配送业务升级、美团无人机

配送航线试点、东部通航低空“的士”等陆续推

出，推动行业快速发展。

市场监管制度持续健全，积极推进“互联

网+监管”系统建设，保持日常监管“双随机、一

公开”全覆盖，加强对监管机构的监督。

社会信用体系更加完善，全国范围内有 37

项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实行信用承诺制，以信

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加快健全。

激活创新，助力高质量发展——
创新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在建设全

国统一大市场的进程中，多地激活创新动能，打

造经济转型升级新引擎。

在北京，试乘过往来大兴机场和亦庄接送

机自动驾驶汽车的乘客赞叹，乘坐体验犹如“老

司机”开车一样，又快又稳。回顾支撑自动驾驶

的车路云一体化技术创新，蘑菇车联 CTO 郭杏

荣表示，近年来国家从顶层设计到落地实施，为

企业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环境，有效激发了车企

创新能力。

在广州，科技创新正在点燃商业航天发展

的引擎。位于南沙区的中科宇航产业化基地是

国内首个全产业链的商业航天基地。中科宇航

（广州）装备工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秦峰说，

南沙的政策优势助力我们踏踏实实地抬头望

路、埋头创新，集智攻关液体火箭回收等关键技

术，让粤港澳大湾区“上九天”梦想照进现实。

凝聚共识，公平竞争意识深入人心——
公平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也是建

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核心原则。

2023 年，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国家发展改革

委等相关部门组织开展了为期 6 个月的妨碍统

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清理工作。从数

量看，各地区各部门共梳理涉及经营主体经济

活动的各类政策措施超 69 万件，清理存在妨碍

全国统一大市场和公平竞争问题的政策措施共

4218 件。

从成效来看，有力破除一批行政性垄断堵

点，促进国民经济循环更加畅通。市场监管总

局竞争协调司司长周智高表示，清理工作加快

完善公平竞争法规制度，防范不当市场干预行

为的长效机制更加健全。

修订后的《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公布，公平

竞争审查制度上升为法律规定，反垄断法修订

实施，国家反垄断局挂牌成立，反垄断监管力量

进一步充实。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制度

基础得到有力推进。

提升质量，增进民生福祉——
质量是兴国之道、富国之本、强国之策。小

到一碗柳州螺蛳粉，大到 C919 大飞机，都离不开

质量与标准的“双轮驱动”。提升产品质量和服

务水平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目标之一。

自 2017 年开展质量提升行动以来，我国质

量总体水平显著提高，有力

支 撑 了 经 济 转 型 升

级 。 2023 年 印

发 的《质

量强国建设纲要》，掀

开了新时代建设质量

强国的新篇章。

质量一头连着

供 给 ，一 头 连 着 需

求，贯通整个产业链

条，融入经济发展全

域。加快建设质量强

国有助于促进生产、流

通 、消 费 各 环 节 循 环 畅

通，增加优质供给，释放内

需潜力。

建设质量强国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

重要途径。质量体现着人类的劳动创造和智慧

结晶。建设质量强国守牢质量安全底线，增加

优质产品和服务供给，满足多样化、多层级的消

费需求，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

高水平开放，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
惟改革者进，惟开放者兴。高水平开放是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基本特征和内在要求。

全国统一大市场不是单纯追求国内循环的

大市场，是以国内循环为基础，更好促进国内和

国际两个市场联通。郭丽岩说，中国的统一大

市场是面向全球充分开放的大市场，全球的投

资者来中国共建大市场，都可以共迎新机遇、共

享发展红利。

规则领域制度型开放持续深化，《区域全面

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正式实施，颁布海南自由贸

易港法，打造自贸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等开

放新高地；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推进，在

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十周年之际，成功举办

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与超过

150 个国家、30 余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

路”合作文件 200余份；透过进博会、服贸会、消博

会等“展会矩阵”，越来越多的全球产品进入中国

市场，从中国高质量发展中分享机遇和红利，让

中国大市场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建设全国统一大市

场的蓝图已经绘就。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进一步激发全社会创新创业活力，

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

好生活需要，推动中国经

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动力澎湃。

如果评选世界营商环境

的“进步之星”，中国必定榜上

有名：2015 年，中国在世界银行

的营商环境评估中仅仅排在第 90

位。到了 2019 年，中国跻身全球 190

个经济体的第 31 位，连续第二年位列营

商环境改善幅度全球前十。

2014 年，中国启动商事制度改革，加快了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脚步。从加强市场监

管、推进市场一体化到加强产业互联互通、加

快信息互联互通，再到加大改革力度、加强国

际合作，随着一系列改革措施深入推进，中国

在世界营商环境报告中的排名犹如一颗新星

冉冉升起——2018 年的报告显示，中国为中小

企业所实施的营商环境改革数量创下新纪录，

全球排名由前一期的第 78 位飙升至第 46 位。

2020 年，世界银行发布了《中国优化营商

环境的成功经验》专题报告，高度赞扬了中国

在优化营商环境方面所取得的显著成就，详细

介绍了中国所采取的改革措施，为全球其他经

济体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尽管世界银行此后暂停了报告发布，但中

国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步伐却愈加稳健。2021

年，中办、国办印发《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行动方

案》；2022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

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出台。在《行动方案》和《意

见》的指引下，中国正致力于打造一个高效、规

范、公平且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保持和

增强对全球企业、资源的强大吸引力。

如果一位十几年前的创业者今天再次创

业，会产生一种强烈的对比感：无需再怀抱繁

琐的文件奔波于人社、民政、银行或公安部门，

只需在手机上轻轻一点，便可完成提交；若选

择电子营业执照，一次不用跑，半天全办好，企

业的全套档案已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

统上架，供全球公开查询。

在一个拥有 14 亿多人口，且发展很不均

衡的发展中国家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这是此

前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尝试过的壮举。中国向世

界展示了一个鲜活的“中国样本”。这份样本提

供了哪些值得学习的经验？

顶层设计与持续推动是改革成功的基石。

中国政府将优化营商环境视为深化改革的重

中之重，通过立法与政策制定，明确了构建全

国统一大市场的总体框架与工作准则，为改革

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

地方试点与创新实践为全国改革铺平了道

路。各地立足实际，先行先试，摸索出一系列可复

制、可推广的改革硕果。诸如证照分离、“店小二”

精神以及“一件事一次办”等民众与经营主体耳熟

能详的改革措施，这些皆源于基层的生动实践。

协调机制功不可没。为确保各项改革措施

能够协同并进，创立了联席会议制度等协调机

制，有效促进了政策间的衔接与配合，提升了

政策的执行效率与效果。

此外，各级政府还积极激励经营主体投身

改革，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

用。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极大地提升了政府服

务效率与市场透明度，为企业带来了更为便捷

的服务体验。正是这些宝贵的经验，铸就了经

济发展的辉煌成就。

中国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不仅深刻影响了

国内经济的发展轨迹，更为世界经济注入了新

的活力。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的稳

健增长与高质量发展为世界经济复苏提供了强

大的动力支撑。同时，随着中国不断扩大开放、

积极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世界各国也迎来了更

多的合作机遇与发展空间。展望未来，中国必将

为世界经济的繁荣与发展贡献更多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