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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李稻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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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绝不是走回头路搞计划经济，相反，建

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建设更高质量的市场经济，是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具

有国策级的战略。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关键是研究透、学习好政府与市

场经济学。 

 

一、统一大市场是大国崛起的基本经验 

纵观全球经济发展史，所有实现成功崛起的大国无一例外都建立了全

国统一大市场，历史经验表明，世界各经济强国和发达经济体腾飞的进程

也是国内市场逐步统一和完善的过程，而这个过程需要政府的推动和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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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完善。 

自建国之初，美国就高度重视统一大市场的建立。很多人讲美国 1787

年制定并于 1789 年实施的宪法，与其说是一部政治法，倒不如说是一部

经济法，其核心目标之一就是要保障美国统一大市场的建立和高效运行。

例如，《1787 宪法》中明确规定“所有间接税、进口税与货物税应全国统

一”，“对于任何一州输出的货物，不得征收税金或关税”。 

历史上，美国最高法院的许多著名判例就是围绕如何保证和巩固统一

大市场展开的。其中有一个著名的案例就是第四任美国首席大法官约翰·马

歇尔在 1824 年裁判的，案子是纽约州和新泽西州两个商人的纠纷，他们

都要争夺在哈德逊河（两州的边界河）摆渡生意的独家经营权，一方说本

州授予了其独家经营权，要求对方退让。马歇尔大法官判决，任何一州都

没有权利授予跨州摆渡业务的独家经营权，因为哈德逊河摆渡业务是跨州

贸易。美国是判例法国家，通过这一著名判例，为未来类似案子的裁判树

立了一个重要的法律原则：任何州政府都不能干预跨州的商业行为。类似

的判例还有，巴尔的摩市曾擅自对经过其港口的酒加征关税，这一做法也

被最高法院认定为阻碍了美国统一大市场形成，理由是经过巴尔的摩港的

酒是要销往美国各地的。 

除上述判例外，很多人还认为，1861 年开始的美国南北战争起源也是

为了维护全国统一大市场。当时美国南方的农场主希望保持自由贸易，通

过自由贸易把自己的原材料卖给英国，并从英国进口工业品。而北方的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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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家则支持贸易保护，认为国内统一大市场应该优先于自由贸易，即南方

的农产品应该由北方的工业工厂加工，为此应该对英国的工业品加征进口

关税。南方要求独立的自由贸易，北方要求建设统一大市场，这就形成了

南北对立。因此，南北战争也可以被理解为统一大市场和分割大市场之争，

最后主张统一大市场的北方赢了。 

除美国外，德国成功崛起的过程也验证了统一大市场的重要性。德意

志统一发生在 1871 年，其直接原因当然是普法战争中普鲁士取得了胜利。

但实际上，早在德国统一前的 1834 年，以普鲁士为首的各邦国为消除相

互之间的贸易障碍就已经结成了德意志关税同盟，并逐步形成了统一大市

场。统一大市场的建立直接促进了 19 世纪德国工业革命的发展，并为德国

从经济统一走向政治统一提供了巨大推动力。 

二、统一大市场为什么重要？ 

统一大市场之所以对大国经济崛起非常重要，主要有以下三方面原因。

第一，统一大市场是本国企业做大做强的重要基础。对大国而言，建立全

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性远超过小国，因为大国的国内市场潜力巨大，一旦

形成了全国统一大市场，相关行业内的企业就能充分发挥规模效应，持续

增加研发投入。当前在生物医药、芯片、5G、新能源等诸多重要领域的研

发创新往往需要巨额的初始投入，只有背靠国内统一大市场，企业才可以

更好地支持研发。 

第二，统一大市场是本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保障。大量的经验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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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在国内形成规模优势的企业，才能更好地参与国际竞争。这就是为什

么一般来讲，来自大国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比较多。设想一下，倘若

当年美国没有形成国内统一大市场、各地分割保护，今天美国零售龙头企

业沃尔玛就很难在国内形成竞争规模优势，如果没有在国内做大做强，沃

尔玛怎么能走向世界呢？同样的道理，如果美国没有建立统一大市场，也

就很难培养出当下的微软、Facebook 这样的大型创新型企业，美国经济

的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也会大打折扣。 

第三，统一大市场是大国引领全球化的重要筹码。大国国内的统一大

市场是撬动国际市场的重要筹码，也是引领全球化的必要条件。无论是 19

世纪中叶英国主动引领全球化，还是二战后美国主导构建世界经济秩序的

过程都验证了这一点。其基本逻辑在于，由于国内市场足够大，因此掌握

先进技术的大国可以通过主动对外开放、在传统行业里让渡部分的国内市

场份额，以吸引其他国家跟随开放，从而帮助国内高科技企业占领国际市

场，整体来看，本国从全球化中获益更多。 

因此，全国统一大市场是大国充分释放规模优势，参与国际竞争的根

本立足点，也是过去多年来美国成为全球化主要引领者的基本机理所在，

更是孵化培养具有全球竞争力企业的必要条件。 

三、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呼吁建立健全统一大市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长足发展。当前中国经济已经形成了

一个庞大的国内市场，许多产品在中国市场的产量和需求量都是世界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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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时，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广泛应用，中国的产品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

在全国各地畅通无阻地自由流动。然而，作为崛起的大国，中国统一大市

场的潜力尚未充分发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地方保护主义和市场分割现象仍然存在。当前许多产品的全国

统一大市场尚未完全形成，地方保护主义现象仍然普遍存在，阻碍着企业

的进入和退出。以各地出租车品牌为例，目前这个市场是地方割据化的，

北京以北汽为主，上海以上汽为重，重庆主要用长安……什么时候北京的出

租车不是以北汽为主的，而是以上汽或东风为主，这时候就形成产品的统

一大市场了。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要求进一步打破区域间的产品和要素流

动的藩篱，推动产业内部的兼并重组，从而释放出中国经济内生增长的更

多动力。 

第二，限制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制度性障碍仍然存在，阻碍了经济地理

的再布局。从各国经济发展历史来看，人口地理分布的变化是生产力发展

历史进程的必然要求，中国经济在过去 40 多年的变化相当于历史上 1500

年的变化，而目前中国的经济地理人口的变化远远落后于经济增长本身的

变化。尽管随着近年来户籍管理制度的改革，对劳动力自由流动的限制因

素在逐步消除，但仍然存在着社保转移接续难等问题，阻碍着劳动力全国

统一大市场的形成。为此，应该顺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自然规律，解决制度

性障碍，推动中国经济地理的再布局，进一步释放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动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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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约束性的发展指标自由流动受限，导致了资源错配和效率损失。

当前中国经济正在从高速发展向高质量发展转变，传统粗放式的经济发展

模式也要进行调整，各级政府在发展经济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面临产能、

保耕地、减排放等多重目标。有人讲按照市场经济理论，这些约束指标应

该破除，客观现实是，任何大国，处于全国一盘棋考虑，比如总体经济安

全，都会有一些约束性指标。当前的主要做法是将各类约束性指标以行政

命令的方式逐级传递，下级政府面临着上级的督查问责压力，且大部分约

束要求都呈现碎片化、红线化的特征。而事实上，约束性指标作为一类特

殊的生产要素，也应当在全国总量控制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有

效配置给各个企业，让真正过剩的产能精准退出。而当前“一刀切”地将

全国总量控制目标分派给地方，造成了大量的资源错配和效率损失。以钢

铁产能为例，宏观层面，相比内陆来说，钢铁新增产能布局在沿海省份，

无论从运输便利性，运营成本，污染物排放来说都是更具科学性的，但是

由于当前各级地方政府都有明确的、要严格执行的产能控制目标，并对跨

省产能置换有一系列的严格限制，限制了钢铁在全国范围的科学布局，也

影响了钢铁产品结构的优化。如果能够建设一个统一的钢铁产能监控系统，

实时监控所以钢铁企业的产出情况和原材料购置情况，就可以在全国总量

控制的基础上，放开省际产能指标的交易，形成一个产能指标市场，将有

望成为统一国内钢铁大市场，优化产能布局的关键一招。 

第四，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是保证以互联网平台为代表的数字经济形

成国际竞争力的关键。当前，以互联网平台为代表的数字经济方兴未艾，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407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