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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点评 

对要素市场化《意见》的 5 点看法 

事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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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 

核心观点：蓝图已画好，关键在落实。  

1、这是一份被疫情耽搁的文件。2019 年 11月 26日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 11会议就审议通

过了本文件，而深改委自 2018 年 3 月召开第 1 次会议以来，之后每隔一个月连续开了 10 次，按规律看

今年 1月和 3月将再开两次，但应该是受疫情影响，才改为今年 2月就“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 健

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召开了第 12次会议，而此前的会议主题基本都和要素市场化相关。 

2、这是一份汇总性的文件，核心内容始于十八届三中全会、分散于历次深改委/财经委会议、成于十九

大尤其是十九届四中全会。本文件聚焦要素市场化，“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等核心原

则均源于 2013 年 11 月十八届三中全会，而本文件涉及的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价格等六

大要素市场的总体部署，则是在落实 19 年 10 月底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

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其中，数据这一要素是

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提，其他 5 项也都可在十八届三中全会找到对应内容。此外，近年来陆续召开的深改

委/财经委会议其实已针对具体的要素开会讨论。换言之，本文件总体上并非新内容，只是汇总性。 

3、这是一份制度红利大蓝图，但具体效果要看后续的细化举措和实际执行情况。客观讲，本文件大部分

内容都是原则性和提纲挈领性的，而且很多表述“似曾相识”，尤其是仔细对比近几年各类改革文件，

基本都没跳出十八届三中全会所提出的总框架，体现的是我国改革步入了深水区，制度改革任重道远。 

4、具体看，要素市场化有 6大看点： 

1）土地要素：被放在首位，新一轮土地改革值得期待。几个提法可关注，包括：充分运用市场机制盘活

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可撬动资本的力量）；健全长期租赁、先租后让、弹性年期供应、作价出资（入

股）等工业用地市场供应体系（丰富了工业用地用途）；探索增加混合产业用地供给（深圳、杭州、上

海等地已先行先试）、以多种方式推进国有企业存量用地盘活利用（密切关注细化政策）。此外，还可

结合这两个文件一起看：4月 9日发改委颁布的《2020年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简

称发改委《任务》），提出修改土地管理法、全面推开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直接入市、加快发展重

点城市群、大力推进都市圈同城化建设等等；3 月 12 日国务院颁布的《关于授权和委托用地审批权的决

定》，提出“下放”农村土地审批权等等。 

2）劳动力要素：户籍制度改革迎来大突破。文件提出推动超大、特大城市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探索

推动在长三角、珠三角等城市群率先实现户籍准入年限同城化累计互认，再结合发改委《任务》提出的

督促城区常住人口 300 万以下城市全面取消落户限制、推动城区常住人口 300 万以上城市基本取消重点

人群落户限制等要求，一个现实诉求是要实现 1亿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目标。 

3）资本要素：短期关注资本市场可能的管制取消。文件提出的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的各项要求，都

是长期性和关键性问题（好在 2018年底以来证监会正加速改革），短期看，可关注 4月 7日金融委会议

提出的“发挥好资本市场的枢纽作用，放松和取消不适应发展需要的管制，提升市场活跃度”。维持此

前判断，鉴于疫情可能引发居民收入下滑和信用违约增多，当前我国更需要资本市场来稳杠杆、稳收入。 

4）技术要素：科技产权、知识产权资本化提速。体现为：深化科技成果使用权、处置权和收益权改革，

开展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试点；积极探索通过天使投资、创业投资、知识产

权证券化、科技保险等方式推动科技成果资本化；加快推进应用技术类科研院所市场化、企业化发展等。 

5）数据要素：数据重要性凸显，可关注数据安全。数据是在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被列为生产要素之一，

反映的是近年来大数据的火爆和越发重要。几个提法可关注，包括：优化经济治理基础数据库；制定数

据隐私保护制度和安全审查制度；支持构建教育、安防、城市管理等领域规范化数据开发利用的场景等。 

6）价格要素：关注收入改革、存款基准利率和人民币国际化。收入端，文件提出深化国有企业工资决定

机制改革，建立公务员和企业相当人员工资水平调查比较制度，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收入分配政策

等；利率端，文件提出稳妥推进存贷款基准利率与市场利率并轨，若参照贷款基准利率的 LPR改革经验，

意味着将来有可能会淡化甚至取消存贷款基准利率。不过年内看，我们继续提示可能会调降存贷款基准

利率；汇率端，文件提出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和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鉴于

本次疫情再次爆发了美元荒的流动性危机，暴露的问题和以往历次危机一样，即：以美元作为单核中心

的国际货币体系存在的固有缺陷，预计后续我国仍会想方设法加快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5、总体看，疫情之下，稳就业和稳增长为硬要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将进一步加大。维持此前判断：

不管保不保翻番，都需政策持续加码，会更注重“成功向内求”；方向上，还是更加依赖“扩大基建（老

基建主导，新基建调结构）+放松房地产+做大做稳资本市场”；制度红利仍可期，关键在落实和执行。 

风险提示：政策效果不及预期；疫情演化超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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