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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基本理论和重点路径

陈甬军

摘    要：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指具有巨大体量、合理结构以及完善的基础设施和
管理制度，能够有效发挥市场流通和经济调节功能的一个国家治理范围内的统一市场，
也是世界市场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基础支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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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现在提出加快建设全
国统一大市场最重要的意义所在。要从这个基本认识出发，从明确加快建设全国统一
大市场的意义和目的、进一步完善全国统一大市场的体系与结构、注重统一大市场“硬
件”与“软件”的配套建设、在处理好统一市场与区域市场两者关系的同时注意处理
好区域内市场的关系、打破地区分割等五方面路径加快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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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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下简称《意见》）发布。① 这意味着，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有了具体路线图，进入了全

面施工阶段。《意见》发布以后，理论界关于统一市场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但在一些基本问题的理解上还存在一些分歧。本文围绕全国统一大市场“是什么”“怎

么来的”“怎么建”这三个中心，从基本理论和重点路径的角度，探讨阐释有关加快建设

全国统一大市场的中心问题。

一、什么是全国统一大市场

（一）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研究现状

《意见》发布以后，全国理论界立即掀起了一股关于全国统一大市场学习研究的热

潮。目前已报道的文献有近百篇，但由于《意见》发布时间较短，除了个别文献作了长

篇论述外，大部分文献都是以笔谈短文的形式出现。在取得进展的同时，对于全国统一

①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人民日报》2022 年 4 月 11 日第 08 版。

【统一大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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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市场的研究存在两个比较突出的问题。

首先是对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定义没有明确。由于《意见》是工作文件，因此没有必

要定义全国统一大市场，这就导致《意见》发布以后出现了因为定义空缺，媒体只好照

搬统一市场定义进行宣传的现象。如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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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商品和服务

市场高水平统一，同时，市场的监管要公平统一，不当市场竞争和市场干预行为进一

步规范的大市场。”① 这个定义没有具体说明“大”的含义，语句也不通顺，也没有具

体的出处。这篇报道首发后，全国有上百家媒体跟着引用。出现这个问题的根源在于理

论界对统一大市场的研究严重滞后。在后来的进一步讨论中，也有人提出统一大市场的

概念最初是外来的，认为“统一大市场”这个概念最初是由欧共体提出的。1992 年，欧

共体建立欧洲统一大市场，这里的欧洲统一大市场是指其全体成员国共同的“欧洲单一

市场”（Single European Market），或称“内部市场”（Internal Market）。“统一大市场”

是中国人对单一市场或者内部市场的译法，强调了“统”和“大”。这类翻译虽然没有错，

但多多少少受到我国传统上的“大一统”思想的影响。②显然，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定义及

其来源是进一步研究需要首先搞清楚的问题。

其次是研究的取向不同。一是从市场流通的角度来探讨。如认为：面对百年变局和

世界乱局，中国首先要把自己的事情办好，特别是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统一

大市场引导生产、促进消费、优化配置、推动增长，这关乎国家命运与安全，是一个大

战略。③二是从市场经济的角度来重点研究。如认为：统一大市场更多体现为经济上的一

体化，其关键在于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使得商品和各要素能够实现跨

区畅通流动和高效集聚。④还有认为：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必须通过完善

的市场中介机制来实现，建设统一大市场是完善市场机制的基础，是市场机制的统一，

而不是政府调配的统一。⑤三是结合经济发展的诸多因素进行讨论。如对区域一体化、城

乡融合、金融发展、产权制度、产业结构、高质量发展、市场取向改革、稳住经济大盘

等方面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关系进行分析讨论。⑥这些讨论内容丰富，进一步深化了

对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理论认识，同时也提出了如何避免出现和克服统一大市场“一个筐，

①  《何为统一大市场？解读：意见有两大亮点，要处理好三种关系》，《浙江日报》公众号 2022 年 4 月 10 日编发。

②  冯兴元：《统一大市场要求消除流通领域制度障碍》，载《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 ——“建设统一大市

场理论研讨会”主旨发言摘编》，《南方经济》2022 年第 6 期，第 13—15 页。

③  丁俊发：《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理论与实施》，《中国流通经济》2022 年第 6 期，第 3—9 页。

④  陆铭、郑怡林：《统一大市场的障碍：地理、制度与文化》，载《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 ——“建设统

一大市场理论研讨会”主旨发言摘编》，《南方经济》2022 年第 6 期，第 3—7 页。

⑤  罗楚亮：《统一大市场是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载《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

场 ——“建设统一大市场理论研讨会”主旨发言摘编》，《南方经济》2022 年第 6 期，第 10—11 页。

⑥  肖金成、刘守英、陈航等：《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大意义、 基本思路和认识发展（笔谈）》，《天津

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 年第 4 期，第 1—2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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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都往里面装”的倾向，即应重点对全国统一大市场基本性质等基础性问题进行深入

讨论。为此，本文在这一方面进行了一些努力，以下从对市场功能的分析出发来明确全

国统一大市场的定义，以期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研究提供理论基础。

（二）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基本功能

全国统一大市场落脚点是市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基本功能就是为市场提供支撑。

市场一般有两种含义。一种含义是指商品买卖的地点和过程，前者如钢材市场、百

货商店、外卖超市等，后者就是马克思所说的通过商品买卖所完成的“惊险的跳跃”。

另外一种含义稍微抽象，是指市场是资源配置和运行调节的一种制度组织安排。在这个

方面，过去搞计划经济进行资源配置和运行调节，后来发现计划经济解决不了人类大规

模生产的信息传递和企业的激励问题，就用市场机制来代替计划机制。这是我国四十多

年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

市场流通与市场机制这两个方面有着内在的联系。首先，资源配置必须有真实的价格，

必须在商品买卖过程中产生。作为一个价格信息传递过程，企业在收到这个信息以后，

决定是多生产还是少生产，消费者知道这个信息以后，决定是多消费还是少消费，这样

供需的变化会产生新一轮的对接，又会产生新的一轮价格，所以价格就会不断地运动，

成为一个资源配置和运行调节的“永动机”，它要以市场流通为条件。反过来，市场流

通又必须以市场机制为基础来展开，在组织流通的同时，以市场的通用语言来发出信息，

这样就需要一个统一大市场作为两者的结合。

其次，市场机制要保持运动需要两个基本条件。第一，它必须有一个竞争性的市场。

第二，它必须有一个统一的市场体制、体系和规则来支撑。统一大市场是一个坚实的支

撑，有了它，市场机制这个“永动机”才能不断地运动，进行资源配置和运行调节，当

然还有政府的宏观调控。所以市场机制发挥作用需要有市场体制，要有全国大市场来支

撑。明白了这一点，就可以明确：中国不会搞计划经济，也不可能再回到计划经济体制 ,

而是要更好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以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基本功能就是为

市场的商品流通和市场机制作用提供支撑。

（三）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定义

由于《意见》的任务是进行工作部署，所以并没有给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定义，但《意

见》明确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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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可以从统一市场的定义及其特征来理解全

国统一大市场的概念。

全国统一大市场，是统一市场概念的延伸和发展。统一市场有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

的含义。

在政治上，统一市场是特指一个现代国家需要一个统一的而不是分散割裂的市场作

为国家经济活动开展和国家治理能力行使的基础。统一市场的特征是统一货币，统一交

易规则，统一税负。一个国家治理能力到什么边界、什么范围？必须要有一个统一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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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作为政治基础，即通过统一货币、统一交易规则、统一税负来保证商品能够自由流通，

国家治理能力能够通达全国范围。所以统一市场在政治上是国家治理能力、国家政权力

量的一种体现，必须要在国界范围内实现市场的统一。中国历史上秦始皇横扫六国、统

一中国后所进行的统一度量衡，现在来看就是统一市场的初步雏形。近代欧洲的一些国

家如德国，也是通过建立统一市场作为基础来建立现代国家的。19 世纪中期以前，德国

是一个由 39 个州组成的松散的德意志邦联，没有一个统一的国内市场，商品流通经过每

个地方都要收税。德国形成统一的国内市场是在三次王朝战争以后。1871 年，德国统一

建立一个现代国家后，首先就建立了一个统一市场。新中国成立后的 1950 年，我国也是

把统一市场在内的统一财经作为巩固国家政权的基础。

在经济上，统一市场的“统一”是指商品、资本和劳动要按照统一的规则、管理

方法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自由流通和流动。这一次加了个“大”字——过去没有用过，

这是中国经济新的发展特征的体现。经过改革开放 40 多年的发展，中国的经济规模越

来越大，现在已经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21 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为

114.4 万亿元，伴随有 44.1 万亿元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9.1 万亿元的货物进出口总

额，以及 335.2 万亿元的社会物流总额，庞大的市场流通体量，说明了商品流通，包括

生产资料流通、生活资料消费品流通，以及进出口规模是跟着 GDP 同比例扩张的。现

在我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商品流通市场，所以需要用全国统一大市场这个概念来取代

原来的统一市场的概念。这也说明了，全国统一大市场必然是世界市场的一个有机组

成部分。“真正的世界经济，乃是有庞大货物、资本、技术游走世界各地的经济”① ，

市场作为这种游走的重要纽带更是如此。

因此可以给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一个基本定义：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指具有巨大体

量、合理结构以及完善的基础设施和管理制度，能够有效发挥市场流通和经济调节功能

的一个国家治理范围内的统一市场，也是世界市场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意见》正是

在这个概念的基础上加上了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三个特征要求。我们要以这

个基本概念为支撑来讨论《意见》的内容。

从经济学理论上来讲，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还可以进一步明确市场与分工的关系，

更好发挥产业链、价值链的作用，促进企业向“专精特新”的方向发展。过去说要建立

国内的独立工业体系，现在是通过全球采购，在全球形成一个巨大的网络性市场来完成

这个任务。现在世界远洋运输的一大半货物是中间产品，因为生产达到了规模经济，成

本加上运费比自己去生产要便宜，所以形成了一个全球市场，分工采购就形成了一个个

的供应链和价值链。因此通过发展全国统一大市场，可以更好地对接世界市场体系来容

纳巨大的商品流量，从而进一步深化和巩固市场与专业分工的关系。同时，有了外部市

场这么一个发达的交换网络，还可以推动企业做精做细、提供优质服务，为全球商品和

服务的采购提供供给，所以“专精特新”的发展，不仅要从自己行业的技术特点出发，

①  彭慕兰、史蒂文·托皮克：《贸易打造的世界：1400 年至今的社会、文化与世界经济》，黄中宪、吴莉苇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年，第 333 页。



39

陈甬军：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基本理论和重点路径

还需要由统一大市场提供支撑。这个方面在学术上可以进一步研究。

二、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概念是怎样发展和确立的

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理论界对统一市场的概念一般是从商品流通的范围

来界定的。从 1992 年 10 月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明确“要

使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以来，建立统一市场，就已不仅仅限于保证商品流通

的需要，而是作为市场机制作用的重要环节和体制作用的重要基础，成为需要通过改革

大力推进的重要任务。1993 年 11 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了“建立

全国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10 年后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对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市

场作出部署，提出“强化市场的统一性，是建设现代市场体系的重要任务”。再一个 10

年后，2013 年 11 月召开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

体系”。

应该注意到，这一期间统一市场在商品流通与市场机制两个概念并列使用过程中更

加多地是讲商品流通。2015 年 8 月 19 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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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公开使用了“全国统一大市场”

一词。2016 年 4 月 11 日，国务院专题座谈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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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国务院关于在市场体系建设中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意见》

指出：“公平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是市场机制高效运行的重要基础。”随着经济

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全国统一市场基本形成，公平竞争环境逐步建立。但同时也要看到，

地方保护、区域封锁，行业壁垒、企业垄断，违法给予优惠政策或减损市场主体利益等

不符合建设全国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现象仍然存在。

2017 年 10 月 1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

面清单制度，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支持民营企业发展，

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2018 年 1 月 30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

三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中，将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作为建设现代化经济

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现代市场体系建设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

2020 年 9 月 17 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推进与企业发展、群众生活密切相

关的高频事项“跨省通办”，是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举措，有利

于各类要素自由流动、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同年 10 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在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 O 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

议》中提出，健全市场体系基础制度，坚持平等准入、公正监管、开放有序、诚信守法，

形成高效规范、公平竞争的国内统一市场。可见在这个阶段统一大市场还是与统一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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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替使用的。2021 年 3 月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

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指出，要“加快构建国内统一大市场，对标国际先进规则和

最佳实践优化市场环境，促进不同地区和行业标准、规则、政策协调统一，有效破除地

方保护、行业垄断和市场分割”。这时全国统一大市场概念正式“登堂入室”。2021 年 

12 月 17 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

大市场的意见》，全国统一大市场出现在了文件的题目中。2022 年的《政府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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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4 月 10 日，《意见》正式对外发布。

正如有人认为：以这些系列连贯的认识和部署为前提与基础，2022 年 4 月，由党中

央和国务院共同发布了《意见》，既体现了以往思考的集成，推动了长期部署的落实，

又达到了认知内容的深化，标志着建设全国统一市场的理论性认识取得新进展。① 

从上述 30 年来党和国家政策演进过程来看，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工作部署，从

一开始针对现代流通业到如今面向整个市场经济体系，是根据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改

革开放的实践，对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而

逐步发展推进的，是一个逐步由点到面、从内涵到外延的认识逐步深化的发展过程。

所以，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概念既有历史继承性，又有新的发展观。它是在统一市

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概念，并不是“舶来品”，不过现在它的内容更加丰富，建设

任务也更加紧迫。

另外从文件的起草单位来看，过去统一市场的文件一般是由商务部起草，这次改

为国家发改委为主起草，最后以党中央和国务院名义发布，成为几十年来的第一次，

这也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反映了统一市场已从一般保证市场的自由流通的含义，转变为

兼指夯实市场机制运行基础而拥有了更大外延，反映了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成为《意见》

所指出的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一项基础性

工作。

三、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点路径

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当前中国改革发展中要重点解决的实际问题。《意见》

着重部署了六个方面的工作任务，分别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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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规范不当市场竞争和市场干预行为，目的就是全面推动中国市场实

现由大到强的转变，从而为中国经济的长远稳定发展提供可靠的制度基础支撑和有效运

行的组织体系。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也是需要进一步在理论上研究突破的重大问题。

①  李家祥、杨懿：《建设全国统一市场的认识演进和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新发展》，载《建设全国统一大市

场的重大意义、 基本思路和认识发展（笔谈）》，《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 年第 4 期，

第 19—2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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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要完成这些具体工作任务，还必须抓住基础层面的工作，形成以下五个重点建设路径。

一是明确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义和目的。意义是《意见》的第一句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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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是《意见》第一条

的最后一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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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基础支撑和坚强支撑的这“两个支撑”就

是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作用所在。

“十四五”规划提出构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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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党中央对更长时期我国经济发展战略路径所作的重大调整完善，是

着眼于我国长远发展和长治久安的重大战略步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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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用倒“8”字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理论图型来理解，如

图 1 所示。

 

图 1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理论图型

注：笔者于 2020 年 10 月研制。

图 1 中大的圆圈代表国内大循环，小的圆圈代表国际循环，它们的结合点就是国际

国内循环的交汇。理论帮助我们来认识复杂的具体事物，用这个理论模型就可以进一步

认识和理解以双循环为主要特征的新发展格局和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关系。例如，2021 年

上海进博会的协议额有 700 多亿美元，这是中国需要进口的发展所需要的原材料、机器

设备以及各种服务产品额，从图 1 中的箭头就可以看见这一条。再如，广东财经大学位

于广交会琶洲会展中心附近，广交会主要开展出口贸易，大量商品在这里签约走出去。

现在中国有几十万亿元商品进行内外流通，自然需要全国统一大市场作为基础支撑。商

品的畅通流通是内外循环的物质基础，也就必然成为新发展格局形成的内在要求。因此

落实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部署，必然要求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畅通国内大循环。

现在重中之重是扩大内需，挖掘和释放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潜在消费需求，从而为新发

展格局提供基础支撑。

积极扩大消费

共建“一带一路”

国内大循环
全国统一
大市场 国际循环 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

进一步扩大开放

创新驱动发展数字经济
等新技术

深化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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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强支撑就是要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运行的核心市场机制运动提供组织体系保

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依靠市场机制作为资源配置和运行调节的主要力量，所以

市场机制运行所需要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和高标准市场体系成为市场体制发挥作用的组织

基础。

基础支撑和坚强支撑这“两个支撑”，说明了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义、目

的和作用。理解了“两个支撑”的具体作用就可以进一步把握：第一，加快建设全国统

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支撑；第二，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高水平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第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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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依托；

第五，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释放市场潜力、激发发展动力、促进经济平稳运行的

重要举措。其中前面两条是关系长远和宏观的，后面三条是聚焦当前和具体的。它们是

互相联系的，需要在实际工作中整体认识和理解。

二是进一步完善全国统一大市场的体系与结构。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要为建设高标

准市场体系提供支撑。所谓市场体系就是各个市场的复合体，它不是一个单一市场，而

是各种市场有机结合起来的市场体系，通过各自的功能成为一个整体市场，它们共同存

在形成一个合理的市场结构，并且协调一致地发挥联动作用，只有这样才能发挥市场的

整体功能与作用。目前需要进一步加快还比较薄弱的若干市场领域的建设。如：健全城

乡统一的土地和劳动力市场，加快发展统一的资本市场，加快培育统一的技术和数据市

场，建设全国统一的能源市场，培育发展全国统一的生态环境市场，等等。这些市场与

已经比较成熟的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等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完整的市场体系和结构，

从而可以充分发挥市场这个最稀缺资源的作用。

三是注重统一大市场“硬件”与“软件”的配套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可以看作一

台精妙绝伦的机器。看得见、摸得着的市场设施是这台机器的“硬件”。《意见》中提

到的建设现代流通网络，优化商贸流通基础设施布局、加快数字化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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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台优化升级等方面，就都关系到目前发展比较滞后的市场“硬件”。市场运行依赖的

各种基础性制度规则是这台机器的“软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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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推进商品和服务市场高水平统一、推进市场监管公平统一这“两个

推进”，就关系到目前需要进一步完善的“软件”。现在的问题是“硬件”由于数字技

术的发展建设进展较快，而“软件”即制度规则建设进展滞后，需要加快建设。做好“硬

件”与“软件”互相匹配，才能赋能市场，发挥统一大市场的活力。

四是在处理好统一市场与区域市场两者关系的同时注意处理好区域内市场的关系。

由于发展的禀赋条件和路径不同，我国各个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异，这就要求通

过发展区域市场来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进程。《意见》提出：“结合区域重大战略、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实施，鼓励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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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中游城市群等区域，在维护全国统一大市场前提下，优先开展区域市场一体化建设

工作，建立健全区域合作机制，积极总结并复制推广典型经验和做法。”在这些区域按

照自己的特点先发展的同时，还要处理好区域内各地区市场的关系。最新的研究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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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统一程度由

高到低的顺序是华北、中南、西北、华东、西南、东北；在三大经济带内，市场统一程

度由高到低的顺序是东部、中部、西部。这既说明了由于发展的禀赋条件和路径不同，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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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程度高，存在“二律背反”现象。例如包含长三角这个全国经济发展水平最高区域的

华东地区，其市场统一程度在六大行政区中只排在第四位。因此，今后不仅要按照《意

见》提出的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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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区域内各地区的产业主导政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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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前提下，既推动建立健全区域合作机

制，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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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相融合与互相促进。

五是打破地区分割。统一大市场，顾名思义就是要统一，它的反面就是不统一，具

体表现就是由地方保护和区域壁垒形成市场分割和地区封锁。这不仅会影响商品在市场

范围内的自由流通，而且会影响市场机制所需要的真实价格信号产生和依靠价格进行供

求调节的过程。这个问题的存在与我国的财政体制有关。1992 年，笔者的博士论文就研

究了当时十分突出的地区间市场封锁问题。1994 年实行分税制后，市场封锁情况有所好

转，但并没有绝迹。2001 年国务院还出台了关于禁止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实行地区封锁的

规定。20 多年后的今天，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和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明

显的市场封锁基本消失，但是隐形的市场封锁现象仍存在。特别是在经济发展波动时，

就会故态萌发。因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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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大循环是指全国的大循环，

不是一个地区的循环。如果商品不能自由流通，那么价格机制就不能形成，市场的两大

功能就会受到破坏，全国统一大市场也就无从谈起。

从更加长远的历史角度来看，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

大保障。从它的“两个支撑”的重要作用分析，完全可以说，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驱

动实现经济发展目标的与创新并列的两个车轮之一。因此，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并不是

什么权宜之计，而是长远大计。理论界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Basic Theory and Key Path of Building a Unified National Market
CHEN Yongjun

Abstract: A unified national market refers to a unified market within the scope of national 
governance that has a huge volume, a reasonable structure, and a sound infrastructur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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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agement system, which has the effective function of market circulation and economic 
regulation. And it is also an organic part of the world market. To provide basic support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development paradigm, and to provide strong support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 high-standard market system and a high-level socialist market economic system, it is 
of most important significance to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a unified national market. 
Based on this basic understanding, we should speed up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unified national 
market from the following five aspects: clarifying the significance and purpose of accelera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unified national market; further improving the system and structure of 
the unified national market;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supporting construction of “hardware” 
and “software” in the unified market;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relationship among the regional 
markets while dealing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nified market and the regional market; 
and last but not least, breaking the regional division practically.

Key words: a unified national market; market function; new development paradigm; 
construction 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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