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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约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地区封锁
生成机制及其解决对策

陈甬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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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近年来地区财政体制、政治激励机制和改革开放条件不断改善的情况下，中国的地

区封锁现象为什么还会产生甚至发展这个实际问题出发，提出关于地区间市场封锁生成机制的分

析和对策建议。首先，地区封锁是一种地方政府行为，它的生成有地区利益、市场波动和流通滞后

三个影响因素。其中，市场波动从而导致地区市场比重和实现程度的变动，是引致市场封锁发生的

主导因素。其次，构造了说明中国地区间市场封锁生成的理论模型，并通过中国近 40 年来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的波动时点和中央政府关于禁止地区封锁有关文件发布的时间高度耦合的事实，予

以经验实证和理论实证。最后，提出了解决制约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地区封锁问题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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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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发〔2022〕14 号，

以下简称《意见》) 正式发布。这意味着，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进入了全面实施阶段。《意见》特别指出，

要破除地方保护和区域壁垒，不搞“小而全”的自我小循环，更不能以“内循环”的名义搞地区封锁。困

扰中国统一市场建设的地区封锁问题再一次引起理论界和实务界的高度重视。

一、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必须打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

全国统一大市场，顾名思义就是要破除由地方保护和区域壁垒形成的市场分割和地区封锁。这种

市场分割和地区封锁不仅会影响商品的自由流通，还会影响市场机制所需要的真实价格信号的产生，破

坏依靠价格进行供求调节的过程。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各地区存在十分突出的地区间市场封锁现象，

这与当时的财政体制有关。1994 年实行分税制后地区封锁情况有所好转，但仍存在。近 30 年后的今

天，明显的市场封锁现象基本消失，但是隐形的市场封锁还是存在，特别在经济发展遇到一定困难时就

会以各种名目故态萌发。因此，这次发布的《意见》再次提出，要破除地方保护和区域壁垒，即把地区封

锁与市场分割作为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必须要解决的突出问题之一。经过多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发展，为什么地区封锁问题还会存在? 理论界又应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本文结合中国经济的实际

发展情况，探讨地区封锁现象的生成机制，为解决这一严重制约全国统一大市场发展的“顽症”提供理

论探讨和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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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封锁全称为地区间市场封锁( 以下也简称为“市场封锁”) 。对于地区封锁问题的研究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出现的高强度的市场分割现象( 陈甬军，1994; 陈甬军，2014 ) 。Naughton ( 2003 ) 、Poncet
( 2003) 等也逐渐关注到这一问题。随后，白重恩等( 2004) 、桂琦寒等( 2006) 纷纷展开测度，发现中国区

域间存在严重的市场分割。在研究市场分割形成机制时，学者们大都认为财政分权是主要影响因素。
财政分权体制下，各地区为限制资源外流、保证税收收入而各自为战( 沈立人 等，1990; 银温泉 等，

2001) 。但林毅夫等( 2004) 指出，世界范围内依然存在财政分权与市场高度整合并存的案例，因此，财

政分权并不是市场分割的充分条件。相关研究表明，地方封锁受政治晋升激励、地区利益分配、所有制

结构、对外开放程度等多种因素影响: ( 1) 政治晋升激励地方官员相互竞争而非合作，从而形成了市场

分割的政治动机( 周黎安，2004) ; ( 2) 地区间利益分配上的弱势地位可能削弱落后地区参与国内市场分

工的积极性，从而造成市场分割( 皮建才，2008; 范子英 等，2010) ; ( 3) 国有企业比重与市场分割程度呈

正比，原因在于保护国有企业是地方政府进行市场分割的动机之一( 林毅夫 等，2004; 刘瑞明，2012) ;

( 4) 对外开放程度对市场分割的影响则可能是非线性的，较低的开放水平加剧市场分割，反之则促进整

合( 陆铭 等，2006; 陈敏 等，2008) 。这些研究把中国特有的市场分割问题纳入国际经济学范畴，深入挖

掘其产生机制，拓展了市场分割的相关研究。

二、地区封锁的基本性质与类型

地区封锁即市场封锁是指通过市场联系进行资源配置和产品流通间的运行阻隔，也包括由于市场

参数信号扭曲而发生的经济调节系统的混乱，是通过市场限制和信号干扰导致的市场分割行为。随着

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机制在经济运行和调节领域中的比重逐渐扩大，地区间市场封锁逐渐成为中国地

区经济分割行为的主要表现形式( 陈甬军，1994) 。
中国地区间市场封锁按照封锁目的和产品流向可分为两大类，即限制流入类和限制流出类。
类型 I: 限制流入的市场封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由地方政府出面，擅自设立“关卡”，

即用行政手段阻止外地产品进入本地市场。二是利用经济杠杆，擅自制定优惠或限制的倾斜政策，甚至

动用行政性的计划手段进行干预，在流通中保护本地产品，限制外地产品。三是画地为牢，运用各种非

经济手段，限制外地产品进入。如以加强市场管理和质量监督为名，实行超标准的外地产品报验和检测

制度，严格控制外地产品流入本地，或以打击假冒伪劣商品为名，动用当地宣传媒介做不切实际的广告

性宣传，压外抬内，贬低外地正常质量商品，达到让其自动退出本地市场的目的。在市场容量增长有限

的情况下，这些地区动用地方力量，运用行政、经济和法律手段，限制外地产品流入本地市场，鼓励当地

产品扩张市场容量，试图通过本地产品的扩张销售，最终实现税收增长，提高工业生产增长速度，增加地

方财政牧入。
类型 II: 限制流出的市场封锁。市场封锁的另一种现象是“市场大战”。“市场大战”是指各个地方

采取经济和行政手段，抢购畅销产品的原材料，由此发生运输路线和商品的数量、质量和价格上彼此争、
堵、卡等行为。在这种原材料争夺战中，一方有抢购动机和行为，另一方就有封锁动机和行为。但这种

市场封锁的行为特征不同于类型 I。从实行保护的地区来说，是从相反方向以限制商品( 主要是资源商

品和初级产品) 流出本地市场为基本内容，进行市场边界封锁。这种限制流出的市场封锁现象，具体手

段也包括行政、经济和法律三种手段，但依产品不同又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一是对农产品的争夺和封锁。
对进入下游加工之后利润丰厚或有利出口创汇的初级农产品，在市场供不应求的情况下，各地均采取严

格的争夺和禁运措施。二是对工业原材料的争夺和封锁。在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布局下，中国客观

上形成了沿海以加工工业为主、内地以资源性基础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格局，并运用指令性计划来保证

初级产品供给加工工业部门。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进行改革以来，这种经济格局被打破。一方面，沿海

省份布局加工业，发展外向型经济，对原材料的需求迅速膨胀; 另一方面，内地省份也发展本地资源的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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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产业，并且自营出口，增加了对一些工业原材料和能源的需求。这就产生了对有限的工业原材料的争

夺和封锁。( 3) 对本地民生有重要意义的日用工业和副食品商品，一定时候也会产生抢购和封锁，比较

典型的有猪肉等含有地方财政补贴的商品。这种封锁也以限制外流为目的，但一般表现得比较隐蔽。
综上所述，中国地区封锁的具体表现，可以大致概括如下:

( 1) 由地方政府出面，用行政手段阻止外地产品进入本地市场或阻止本地产品流出。
( 2) 运用经济倾斜政策，扩大管理范围，增加审批手续，强令当地商业企业经营、收购或推销本地产品。
( 3) 强化经济杠杆，强迫和诱使当地企业实施封锁措施。
( 4) 地方政府全面干预，画地为牢，层层设卡，对商品流通实行“超经济”的强制性封锁。
综上可以发现，地区封锁既是一种地方政府行为，又是一种经济行为，即为了维护和获得本地区的

经济利益而综合运用一系列手段的过程。地区间市场封锁是以各地区为独立单元进行的，各地区又是

( 也只能是) 以政府为主体在调控指挥并承担收益风险的，因此，从行为主体来说，地方政府是市场封锁

这一经济行为的主体。从其表现形式来看，市场封锁又是一种扭曲的流通现象。从市场封锁的表现形

式和活动领域来看，它的形成发展和影响主要体现在流通过程和市场领域。从社会再生产的角度看，市

场领域的主要经济内容就是流通，“市场是流通领域本身的总表现”。① 因此，市场封锁也是一种流通现

象。要使商品流通顺利进行，必须要保证商品可以按自然流向、不受人为限制地在市场范围内流动。商

品的自由流通，奠定了流通自身一系列机制发挥作用的基础。商品的自由流通还构成了市场经济的基

础条件，也是使全社会经济运行取得宏观配置效率和动态效率的一个重要环节。商品自由流通，既是商

品流通领域的一个特殊要求，也是市场经济作用机制中的一个重要条件。
当然，商品的自由流通在正常的实际经济生活中也会存在各种阻力，如流通过程中存在的阻力系数

和摩擦系数。这种阻力和摩擦有的是正常的内生的，如商品运输和储存的基础条件对商品流通过程的

影响; 有的虽是外生但也是流通所必要的，如进入市场的品质检验和质量检查、定价许可等。地区间市

场封锁却在这种正常阻力之外，又加上了行政的阻力。这种阻力人为地改变或阻塞了流通过程中的商

品自然流向，限制了商品在全国市场范围的流通，歪曲了商品流通过程中的各种规律和机制作用。这时

商品流通就表现出与正常流通状态相背离的状态，流通过程表现出与正常作用机制相悖的作用过程。
尽管商品流通还在进行，但它的形态被扭曲了。因此，中国地区间市场封锁既是一种地方政府行为，又

是一种扭曲的流通现象。

三、地区封锁生成中的市场波动因素分析

地区封锁的生成主要有三个影响因素: 一是地区间经济利益关系和地方政府行为取向，由财政体

制、企业体制、地区政策和价格政策等决定; 二是市场容量的增长波动，由宏观经济波动、消费数量和结

构变动及产业结构状况等决定; 三是市场功能状况，由流通产业规模及功能、市场发育程度和市场体系

完善程度等决定。这些因素可以分别称为体制因素、运行因素和功能因素。地区间市场封锁就是由这

三类因素所决定的。地区封锁的类型主要由市场容量增长波动的两种状况( 过热和疲软) 决定，它的强

度由各影响因素的变化程度决定。那么，在什么样的耦合情况和作用条件下，地区间市场封锁最终会发

展成为高强度、大范围蔓延的经济现象? 引发和扩大市场封锁的主导因素又是什么?

在上述三个影响因素中，地区经济利益与市场实现程度的关系，决定了市场封锁滋生的基础，地区

之间经济利益冲突必然会在市场上表现出来。如果说，在市场平稳运行的条件下，这种利益冲突还是比

较平缓的话，那么，由于宏观经济波动所造成的市场波动则会加剧这种冲突，最终引致地区市场封锁的

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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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宏观经济波动中的市场波动

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客观上存在着波动。这种波动一般表现为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增长幅度的

变化。市场容量的衡量指标主要是社会商品零售额和生产资料销售额，其规模大小主要取决于国民生

产总值和国民收入规模。因而市场容量是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的函数。图 1 是 1981—2021 年中

国社会商品消费品总额增长率波动，由图 1 可知，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的波动在市场上会引起社会

商品零售总额和物资销售额的同步波动。

图 1 1981—2021 年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波动

注: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992 年以前为社会商品零售总额。
数据来源: 国家统计局，详见 https: / /data． stats． gov． cn /easyqueary． htm? cn = c01。

( 二) 市场波动与地区市场比重变化

市场波动具体表现为市场销售额的波动。这种波动会带来各地区市场比重和市场实现程度的变

动。从动态角度来看，全国市场容量增长是地区市场增长的基础。各个地区销售额增长的集合构成了

全国市场销售额的增长，这是一种同步的关系( 尽管各地区增长有一个时间差) 。假定全国市场容量增

长与地区市场销售额增长保持基本稳定，在结构不变的情况下，各地区的市场实现程度也会较稳定。而

在实际生活中，有两种情况会破坏原有的各地区的市场比重:

第一种是结构变动带来的市场比重变化。其一，消费结构和生产结构的失衡使居民收入中的很大

一部分并没有转化为现实购买力。购买力规模的缩小，使商品销售额增长减缓，即市场容量并没有随着

收入的增长而同步增长。此时，如果某些地区改善供给结构，就有可能吸引这一部分消费。这样就扩充

了市场容量，提高了原有的市场比重，从而提升了地区经济利益。同样，生产结构的改善可以扩大其市

场容量。比如近几十年来中国沿海地区各省份通过消费品生产的升级换代，逐渐扩展了在全国的市场

比重。其二，地区之间配置的生产规模总供给和总需求发生变动。全国市场容量增长既定的情况下，一

个地区总供给规模的扩大会带动地区市场比重的扩大。总需求规模的扩大也会带来地区市场容量的扩

展。假设各地区的总供给和总需求增长速度一致，那么各地区市场容量增长也大体一致，在全国市场中

的比重基本维持不变。但在现实中，由于投资的不平衡，总供给和总需求在各个地区的增长并不一致，

因而带来地区市场比重的变动。
第二种是全国市场容量的波动带来地区市场比重的变动。全国市场容量的急剧扩张，往往是由若

干种商品销售额的超常规增长所引起的。此时生产这类商品的比重较大地区的销售额增长很快，整个

市场容量扩张。而其它生产这类商品比重较小的地区，由于所占权重较小，带动力量就小，整个市场容

量的扩张幅度就有限。随着商品和消费的逐步升级，各个地区的市场容量在动态中重新组合分配，进而

导致原有市场容量格局逐渐改变，使得各个地区市场比重的差距扩大。同样，全国市场容量的急剧收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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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会带来地区市场比重的重新分配。
因此，可以归纳市场波动与地区市场比重变动的作用机制: 全国市场波动→商品销售量变动→商品

销售结构变动→各地区市场容量波动。地区市场容量受市场波动的影响而变动，最终对地区市场的实

现程度产生重大影响。
( 三) 市场波动对市场封锁最终形成的作用机制

地区市场实现程度即地区商品的销售规模，与地区经济利益存在正比关系。因此，地区市场实现程

度的波动，会带来地区经济利益增长波动。在实现程度下降时，地区经济利益增长会呈减少( 包括相对

减少和绝对减少) 趋势。两者之间的主要中介是企业效益。不管是地区市场容量还是地区利益的实

现，具体都是由企业作为主体来承担的。地区市场实现程度降低，意味着地区内大多数企业的产品产销

率不高，原材料供应状况不好。产品销售不好，企业资金周转时间就会增加，势必影响企业效益，企业效

益下降则会导致地方政府财政税收收入的下降。市场波动与地区经济利益之间主要是以企业为具体作

用环节的。因此，在地区经济利益增长受到阻碍时，地方政府行为必然受到影响和牵制。如果这种波动

超过一定幅度，持续一定时间，矛盾就会升级。当地区经济利益损失超过所能容忍的临界点时，地方政

府作为利益主体，不得不升级自身反应，采取各种行政措施干预市场。于是地区间市场封锁正式形成，

并且会随着利益矛盾冲突程度的变化而变化。
至此，可以给出市场波动对市场封锁的作用机制和过程: 全国市场波动→地区市场容量波动→地区

市场实现程度下降→企业效益下降→地区收入下降→政府进行干预→市场封锁产生。

四、地区间市场封锁的生成机制与事实说明

( 一) 地区间市场封锁的生成机制

地区经济利益是市场封锁的各种引致因素作用的公共环节。而市场波动则是引发市场封锁最终发

生的主导因素。图 2 为中国地区之间市场封锁生成和发展机制的理论模型，地区经济利益主体的形成

和地区经济利益强度，构成了市场封锁产生的体制基础。市场波动引起地区市场实现程度的波动，进而

带来地区经济利益增长的波动。这种波动如达到一个低点，即地区经济利益增长幅度跌至地方政府不

能容忍的区域时，就会导致原就存在产生基础的地区间市场封锁的最终生成和发展。由于地区经济利

益增长存在波动，地区间市场封锁也是处于动态发展中。

图 2 中国地区间市场封锁生成的理论模型

在以上作用环节中，流通产业和市场发育水平作为中介环节，在市场波动与地区经济利益波动中扮

演了一个放大或缩小作用力度的角色，成为一个引致市场封锁的基本因素。这是因为，市场容量变化会

直接影响地区经济利益，它是导致市场封锁的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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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地区间市场封锁生成的事实说明

从中国近 40 年来的情况看，大范围、高强度的市场封锁往往都是由市场波动引起的，市场波动使利

益矛盾冲突激化和流通发展滞后的情况进一步突出，致使市场封锁愈演愈烈。从地方政府行为受地区

经济利益制约的内在逻辑关系可以判断，只要有严重的市场波动出现，且这种波动在一段时间内导致地

区经济利益受损，地方政府很可能就会采取市场封锁措施。
1981 年以来，中国宏观经济有六次较大的起伏波动，这种波动在市场上的表现，可以用这一时期社

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长率的变动来反映，如图 1 所示。相应地，在这 40 年间全国也出现了五至六次地区

间市场封锁。
第一次是在 1981—1982 年间，以 1982 年 4 月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在工业品购销中禁止封锁的通

知》①为标志，这次地区封锁强度较高，在当时发展成一个全国性的经济现象，需要国务院发通知解决。
第二次是在 1986 年。由于宏观经济调整造成市场容量波动，导致出现了中等范围的市场封锁。3 月

23 日发布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动横向经济联合若干问题的规定》指出: 横向经济联合，是发展社会

主义商品经济的客观要求，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必然趋势，是对条块分割、地区封锁的有力冲击，对于加快

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深远的意义。② 此文件也反映了地区封锁是当时一个

比较突出的问题。
第三次是在从 1989—1991 年间。宏观经济治理后市场出现疲软，一年左右的时间里，全国出现了

大面积的市场封锁。为应对这一情况，1990 年 11 月《国务院关于打破地区封锁进一步搞活商品流通的

通知》③出台。
第四次是在 2000 年前后。由于当时经济增长乏力导致市场疲软，再一次出现市场封锁现象，④国

务院于当年发布《国务院关于禁止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实行地区封锁的规定》。⑤

第五次是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由于经济下行，市场疲软，一些地方巧立名目，出现了半公开

的市场封锁。2010 年，《国务院关于禁止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实行地区封锁的规定》再一次修订后发

布⑥。2013 年，商务部等十三个部门联合出台工作方案，以消除地区封锁打破行业垄断。⑦ 2015 年 8
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部署发展现代流通业相关政策时指出，要坚决清除妨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

各种“路障”，禁止滥用行政权力限制或排除公平竞争，禁止利用市场优势地位收取不合理费用或强制

设置不合理交易条件，降低社会流通总成本。⑧ 2016 年 4 月，国务院研究全面实施营改增相关问题时又

特别指出，在推进改革中也要避免不合理的行政干预，不能限制企业跨区域经营、要求必须购买本地产

品等，防止形成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以各种不当手段争夺税源，破坏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⑨ 形成了

当时中央政府对市场封锁问题采取的一系列主要措施。
从图 3 来看，这五次市场封锁出现的时间，恰恰都是处在市场容量增长位于低谷的时期( 李一建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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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关于在工业品购销中禁止封锁的通知》，https: / /www． beijing． gov． cn /zhengce /zfwj / zfwj / szfwj /201905 / t20190523_70707． html。
北京市人民政府转发《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动横向经济联合若干问题的规定》，https: / /www． beijing． gov． cn /zhengce /zfwj / zfwj /

szfwj /201905 / t20190523_71225． html。
《国务院关于打破地区封锁进一步搞活商品流通的通知》，http: / /www． gov． cn /zhengce /content /2016 － 10 /19 /content_5121661．

htm? from = timeline＆isappinstalled = 0 www． gov． cn。
《商务部: 地方保护主义依然严重 20 省有封锁》，htptps: / / finance． sina． cn /sa /2004 － 06 － 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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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0300027985． html。
《国务院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2014 年，http: / /www． gov． cn /zhengce /2014 － 02 /28 /content_2625855． htm。
《消除地区封锁封锁打破行业垄断工作取得阶段性进展》，2014 年 3 月 27 日，http: / /www． gov． cn /xinwen /2014 － 03 /27 /content_

2648348． htm。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发展现代流通业建设法治化营商环境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旺消费促发展》，2015 年 8 月

20 日，http: / /www． gov． cn /govweb /guowuyuan /2015 － 08 /19 /content_2915691． htm。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专题座谈会》，2016 年 4 月 16 日，http: / /m． cnr． cn /news /20160412 / t20160412_521855843． html。



1990) 。由此可以证实: ( 1) 市场封锁与市场处于低谷的宏观经济波动状态有直接关系; ( 2) 市场封锁的

最强烈时期，往往是市场疲软进入最低谷后的一段时间。这一发现不仅显示了市场波动与市场封锁的

强相关关系，而且显示了前者作用于后者的“时滞”。这就为更精细地分析地区市场封锁形成的时间、
特点和具体机制提供了事实证明。

图 3 1981—2021 年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变化曲线

注: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992 年以前为社会商品零售总额。
数据来源: 国家统计局，详见 https: / /data． stats． gov． cn /easyqueary． htm? cn = c01。

表 1 中，观察近 40 年来中央政府有关打破市场封锁的重要文件出台时间与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额

增长率的波动时点发现，两者在时间上是高度一致的。
表 1 近 40 年来有关打破地区市场封锁的中央文件一览

序号 发布时间 文件文号 文件标题

1 1982 年 4 月 国发〔1982〕60 号 《国务院关于在工业品购销中禁止封锁的通知》

2 1986 年 3 月 国发〔1986〕36 号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动横向经济联合若干问题的规定》

3 1990 年 11 月 国发〔1990〕61 号 《国务院关于打破地区间市场封锁 进一步搞活商品流通的通知》

4 2001 年 4 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303 号 《国务院关于禁止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实行地区封锁的规定》

5 2011 年 1 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588 号
《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 对上述《关于禁止在
市场经济活动中实行地区封锁的规定》文件有关内容进行修改)

6 2022 年 3 月 中发〔2022〕14 号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

资料来源: 作者整理。

2022 年发布的《意见》特别指出，破除地方保护和区域壁垒，不搞“小而全”的自我小循环，更不能

以“内循环”的名义搞地区封锁。这说明，市场容量波动是地区封锁的诱因，现阶段中国经济还是存在

地区封锁产生的土壤，必须提前预警。
对上述理论分析有必要解释几点: ( 1) 作为一种理论抽象，上述分析只是对地区市场封锁生成机制

的基本因素和主要关系的概括，并不排除其它因素如政治、自然和对外经济联系等因素对市场封锁形成

产生的作用; ( 2) 它以若干假定前提，主要是以中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和全球化大背景中的经济

运行状况和体制特征进行概括和理论实证。

五、解决地区封锁问题的对策建议

根据以上理论分析，可得到解决制约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地区封锁问题的几个重点对策。
( 一) 努力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积极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

应该认识到，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不是什么权宜之计，而是长远大计。《意见》着重部署了进一步

规范不当市场竞争和市场干预行为等六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全面推动中国市场实现由大到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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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从而为中国经济的长远稳定发展提供可靠的制度基础和有效运行的组织体系。同时，努力保持宏

观经济的稳定运行，促进市场容量的正常增长，同时积极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消除地区

封锁的形成和发展，促进统一大市场不断升级成为统一强市场。特别是在经济下行期间更应格外警惕

地方政府行政壁垒，若能够在制度层面规制经济下行时期地方政府的市场分割行为，将非常有利于中国

市场一体化进程的顺利和持续推进( 陈甬军 等，2017) 。
( 二) 正确处理地区之间的利益关系，统筹协调统一市场与区域市场的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各级地方政府客观上已经成为本地区利益的代表。这种权利关系与公有制的基本

规定使竞争与协作构成了地区之间关系的基本内容。近年来通过分税制改革和国有经济布局的调整，

地区之间的经济关系有了很大程度的改善，协作成为主轴。但是由于地方经济主体和公共财政分配差

异的客观存在，以及经济排位对政治社会的巨大影响，地区之间的经济利益矛盾还是客观存在。正确处

理好新形势下的地区利益关系仍是打破市场封锁的基础条件。
由于发展的禀赋条件和路径不同，中国各个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异，所以既要通过发展区域

市场来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进程，在这些区域按照自己的特点发展的同时，又要处理好区域内各

地区市场的关系。
国内各大区域之间的市场统一程度存在较大的差异。在六大行政区内，市场统一程度的高低顺序

分别是华北、中南、西北、华东、西南、东北; 在三大经济带内，市场统一程度的高低顺序分别是东部、中部

和西部。这既说明中国各个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梯度差异，又反映了由于区域内部各个地区产业

同质程度较高，出现了包括长三角在内的华东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最高，其市场统一程度在六个大区中却

只排在第四位的“二律背反”现象。因此，今后不仅要通过发展区域市场来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

进程，还要结合区域内的比较优势和产业布局，实施区域内地区差异化的产业主导政策。通过区域协调

发展战略和主导产业政策的实施，在维护全国统一大市场前提下，既推动建立健全区域合作机制，更要

开展区域内市场一体化建设工作，实现市场统一程度与经济发展水平的互相匹配、融合与促进。
( 三) 加快完善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组织体系与内在结构，消除导致地区封锁产生的市场缺陷

所谓市场体系就是各个市场的复合体，它们共同形成一个合理的市场结构，并且协调一致地发挥联

动作用，才能实现市场的整体功能与作用。要加快发展目前还比较薄弱的若干市场领域的建设，如建立

健全城乡统一的土地和劳动力市场，着力发展统一的资本市场，培育统一的技术和数据市场，建设全国

统一的能源市场和生态环境市场等。这些市场与商品市场结合在一起，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市场体系，

充分发挥市场这个最稀缺资源的整体作用，并通过市场的联动作用，遏制市场封锁的产生和发展。
( 四) 加强流通创新，发展流通新业态，协调统一大市场的“硬件”与“软件”建设

实践表明，市场封锁的一个形成因素是流通发展滞后，要破除地区封锁必须积极发展流通产业，加

强流通创新，努力发展流通新业态。近年来互联网商业的发展，为打破地区封锁提供了技术条件。因此

必须进一步加强市场设施硬件的建设，如建设现代流通网络，优化商贸流通基础设施布局，加快数字化

建设，以推动线上线下融合发展，形成更多商贸流通新平台新业态新模式完善市场信息交互渠道，推动

交易平台优化升级。同时还要加强市场各种规则即市场的“软件”建设。如在这次《意见》中特别提出

的完善统一的产权保护制度，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维护统一的公平竞争制度，健全统一的社会信用

制度这四个制度和推进商品和服务市场高水平统一，推进市场监管公平统一的两个推进，就是目前需要特

别加强完善的“软件”建设。硬件与软件相匹配，才能真正赋能市场，以市场的自身能力消除地区封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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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ation Mechanism of Ｒegional Blockade Ｒestricting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Unified Large Market and Its Solutions

CHEN Yongjun
(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Guangzhou 510320; Ｒ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872)

Abstract: Starting from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regional financial system，political incentive mech-
anism，and reform and opening up conditions in recent years，and the practical question of why China’s re-
gional blockade phenomenon can still produce and even develop，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analysis and
countermeasures on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regional market blockade． First of all，regional blockade is a
local government behavior，which has three influencing factors: regional interests，market fluctuations，and
circulation lag． Among them，market volatility leading to changes in regional market share and realization
degree is the leading factor leading to the occurrence of market blockade． Secondly，it constructs a theoreti-
cal model to explain the formation of China’s inter － regional market blockade，and gives empirical and the-
oretical demonstration through the fact that the fluctuation time point of the total retail sales of social con-
sumer goods in China in the past 40 years is highly coupled with the time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s re-
lease of relevant documents on the prohibition of regional blockade． Finally，the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regional blockade which restricts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unified market．

Keywords: national unified large market; regional lockdown; generative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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