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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全會《決定》：構建全國統一大市場

大公報記者 海巖

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決定》明確，構
建全國統一大市場。中共中央政治局

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張國清在署名文章《構建全國統一大市場》中指
出，要規範地方招商引資法規制度，明確並嚴格執行財政獎補、稅收
返還、出讓土地等方面優惠政策實施界限，嚴禁違法違規給予政策優
惠行為，推動各地招商引資從比拼優惠政策搞 「政策窪地」 向比拼營
商環境創 「改革高地」 轉變，防止內卷式惡性競爭。

專家告訴《大公報》，下一步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是市場主體平
等化、規則統一化和競爭法制化為重點加快構建全國統一大市場，提
升對內和對外開放水平。

三中全會•新征程

所謂構建全國統一大市場，是指
在全國範圍內，建設一個基礎制度規
則統一，設施高標準聯通，要素和資
源市場以及商品和服務市場高水平統
一，同時市場監管公平統一，進一步
規範不當市場競爭和市場干預行為的
大市場。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
總理張國清在《〈中共中央關於進一
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
的決定〉輔導讀本》發表的署名文章
《構建全國統一大市場》中指出，要
規範地方招商引資法規制度，明確並
嚴格執行財政獎補、稅收返還、出讓
土地等方面優惠政策實施界限，嚴禁
違法違規給予政策優惠行為，推動各
地招商引資從比拼優惠政策搞 「政策
窪地」 向比拼營商環境創 「改革高
地」 轉變，防止內卷式惡性競爭。

文章指出，要規範招投標市場，
完善招投標制度規則，及時廢止所有
制歧視、行業壁壘、地方保護等不合
理限制，建立健全統一規範、信息共
享的招投標和政府、事業單位、國有
企業採購等公共資源交易平台體系，
實施項目全流程公開管理，對各類經
營主體一視同仁、平等對待。

建立數據產權歸屬認定制度
「當前影響我國統一大市場建設

的因素，既有市場基礎設施硬連通問
題，如符合條件的公共資源交易還沒
有完全納入統一平台等，也有要素市
場尚未統一的問題，如全國統一的技
術和數據市場尚未形成。」 中國國際
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王一鳴指出，
在市場基礎設施方面，《決定》提
出，建立健全統一規範、信息共享的
招標投標和政府、事業單位、國有企
業採購等公共資源交易平台體系，實
現項目全流程公開管理。王一鳴表
示，把符合條件的公共資源交易納入
統一平台，將大幅提高透明度和競爭
公平性。

在要素市場統一方面，《決定》
提出，培育全國一體化的技術和數據
市場。加快建立數據產權歸屬認定、
市場交易、權益分配、利益保護制
度，提升數據安全治理監管能力，建
立高效便利安全的數據跨境流動機
制。這對發展數字經濟特別是迎接人
工智能浪潮，更好釋放數據要素驅動
高質量發展的潛能具有重要意義。

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
究院教授劉瑞明指出，在構建全國統
一大市場方面，方向和過去有所差
異。如今強調推動市場基礎制度規則
統一、市場監管公平統一、市場設施
高標準聯通，只有在規則制度統一的
基礎上才能真正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
市場經濟體制，才能讓所有市場主體
公平公正地參與進來。同時強調了加
強公平競爭審查剛性約束，強化反壟
斷和反不正當競爭，清理和廢除妨礙
全國統一市場和公平競爭的各種規定
和做法。

完善機制 供求決定要素價格
要素市場是整個市場體系的基

礎。《決定》強調，完善要素市場制
度和規則，推動生產要素暢通流動、
各類資源高效配置、市場潛力充分釋
放。推進水、能源、交通等領域價格
改革，優化居民階梯水價、電價、氣
價制度，完善成品油定價機制。深化
能源管理體制改革，建設全國統一電
力市場，優化油氣管網運行調度機
制。

劉瑞明指出，未來將完善主要由
市場供求關係決定要素價格機制，要
把政府定價嚴格限制在自然壟斷經
營、重要公用事業等必要範圍內，防
止政府對價格形成不當干預。 「打破
要素在區域間、在所有制之間、在不
同行業領域之間流動的壁壘，使這些
要素能夠在更大範圍、更高水平上順
暢地流動，特別是向新質生產力領域
彙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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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心關鍵詞：

規範引資 從拼「政策窪地」到拼「改革高地」

▲7月3日，X387次絲路電商班列在西安國際港站
準備發車。 新華社

加快建設高標準市場體系
三方面關鍵改革舉措

•構建全國統一大市場，包括構建
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全國一
體化技術和數據市場，統一規範、
信息共享的招標投標和公共資源交
易平台體系，一體銜接的流通規則
和標準，全國統一電力市場等。

•推進要素市場化改革，健全勞
動、資本、土地、知識、技術、管
理、數據等要素市場制度和規則。

•完善市場經濟基礎制度，包括完
善產權保護、信息披露、市場准
入、破產退出、信用監管等制度。
市場經濟本質上是法治經濟。

大公報記者海巖整理

「降低全
社會物流成本」

已上升到國家戰略高度。二十屆三中
全會《決定》提出，要深化綜合交通
運輸體系改革，推進交通領域價格改
革，還要完善流通體制，降低全社會
物流成本。 「交通運輸體制改革」 近
年來首現三中全會文件。不過，要在
推進價格改革的同時壓縮物流行業成
本並不容易。靠近物流鏈條末端的快
遞、公路行業價格戰持續激化，鐵路
系統運行效率則偏低。

物流業內人士分析指出，中國全
社會物流成本高的根本原
因在於產業結構、資源分
布不均衡，北煤南運、西
煤東送、南菜北運等商品
跨區域運輸，造成諸多返
程或去程空駛率高企的現
象。在產業發展格局中，
重工業仍佔比較高，導致
在創造同等GDP的過程
中，物流運輸規模相對較
大。

在運輸路網中，成本

更低且負擔更多大宗商品運輸的鐵路
系統，是物流降成本的關鍵一環。西
南交通大學交通運輸與物流學院副教
授左大傑對此指出，當前鐵路系統改
革，劃分為自然壟斷環節和競爭性環
節，自然壟斷環節是國有經濟布局的
重點領域，要健全監管制度體系、加
強監管能力建設、聚焦主責主業，主
要特點為「強監管」；競爭性環節 「促
進鐵路運輸業務市場主體多元化和適
度競爭」 ， 「推進能源、鐵路、電
信、公用事業等行業競爭性環節市場
化改革」 ，主要特點為 「市場化」 。

物流降成本 關鍵是市場化
提升效率

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
以經濟體制改革為牽引部

署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從《決定》部署
的改革任務看，要建成高水平社會主義市
場經濟體制有三個核心要素：第一，市場
主體平等化。《決定》明確指出堅持和落
實 「兩個毫不動搖」 ，保證各種所有制經
濟依法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公平參與市場
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所有。第二，市

場規則統一化，構建全國統一大市場，並
將通過一系列規則的統一來落實。第三，
市場競爭法治化，包括保護產權等一系列
措施完善市場經濟基礎制度。

開放市場是市場化改革下一步的主題
詞，向民企開放，向外資開放，對內構建
全國統一大市場，對外提升開放水平。

中國是一個有14億多人口的超大市
場，超大市場也意味着超大機遇。近年

來，中國主動向世界開放中國市場，也讓
世界分享中國的發展機遇，讓世界經濟從
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中獲益。如今，中國
國內生產總值佔全球經濟比重達到18%左
右，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持續保持在
30%以上。構建高水平市場經濟體制、完
善高水平對外開放體制機制，既是中國實
現高質量發展的內在需求，也是中國作為
一個大國對世界經濟穩定的擔當。

開放大市場 分享大機遇
熱評

對非公有制經
濟，《決定》稱要為

其營造良好環境、提供更多機會；明確制
定《民營經濟促進法》。十四屆全國政協
委員、全國政協社會和法制委員會委員、
北京金台律師事務所主任皮劍龍認為制定
統一的專項法律，保護民營經濟主體和民
營企業家權益，對民營經濟主體在產權保
護、市場准入、投融資、公平競爭等重點
領域作出詳細規定和保障，同時防止利用
刑事手段干預經濟糾紛。

皮劍龍認為，對於民營經濟發展環
境，企業家和學界專家們感知最為突出的
問題即是 「平等」 。早前國家發改委副主
任鄭備向十四屆人大常委會作《國務院關
於促進民營經濟發展情況的報告》，直面

民營經濟發展的諸多外部問題：市場准入
和要素獲取等方面矛盾仍較突出，民營企
業進入部分重點領域的隱性壁壘猶存，一
些民營企業還難以平等獲取資金、人才、
技術、數據等要素資源。民營企業產權和
企業家權益保護還
不充分，保障民營
經濟發展的法律法
規尚不完善等，在
此背景下，《決
定》提出，堅持致
力於為非公有制經
濟發展營造良好環
境和提供更多機會
的方針政策。

除制定民營經

濟促進法，《決定》還作出多項改革部
署，回應制約民營經濟發展的外部問題：
深入破除市場准入壁壘，推進基礎設施競
爭性領域向經營主體公平開放，完善民營
企業參與國家重大項目建設長效機制等。

破除隱性壁壘 保護民企權益
公平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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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決
定》提出，必須增強文化自
信，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
弘揚革命文化，傳承中華優秀
傳統文化，加快適應信息技術
迅猛發展新形勢，培育形成規

模宏大的優秀文化人才隊伍，激發全民族文化創新創造活
力。進念．二十面體聯合藝術總監胡恩威接受《大公報》
訪問時指出，建立文化自信對香港來說尤其重要，香港要
打造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首先要有文化自信、了解優
秀的中華傳統文化。

「相對來說，香港社會的文化氛圍還不足，完整的藝
術培訓系統及文化體系有待發展。」 胡恩威說，要與三中
全會強調的完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相銜接，政府應加強公
共文化服務設施建設，研究發揚香港有巨大影響力的本地
文化，講好香港文化故事。

「香港的本地文化是中華文化的延伸，但普通人的文
化基本功不夠。」 胡恩威指出，中小學文化教育沒有得到
應有重視，包括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授，考藝術專業
的學生也越來越少。在他看來，提升文化自信，一是 「基
本功」 的普及化，即是讓民眾對中國文化有基本的了解；
二是培養精英文化工作者。至於藝術人才，胡恩威指出，
本港尚缺乏完整的藝術考核系統。他笑說，不少文藝成績
優異的孩子長大後都走上醫生和律師的道路。

「文化是一個很大的生態，發展文化需要做好規劃，
惟目前本港還缺乏整體的文化發展系統。」 胡恩威表示，
香港可以為內地優秀的傳統文化走向世界擔當窗口和橋樑
角色，另一方面，香港本地也有許多優秀傳統民間文化，
如上環匯聚的民間飲食，或可以觀看到整座城市且歷史悠
久的太平山；亦有 「豉油西餐」 這類中西方文化交流特
色。此外，九龍城寨影響了外國許多建築風格、李小龍亦
是人們心中永恆的經典，這些本身已是很好的文化故事。
胡恩威希望香港多鼓勵學術機構對中華文化的歷史及影響
力進行研究，包括香港本地的特色文化保育好，彰顯 「一
國兩制」 的優勢，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作貢獻。

三中全會《決定》亦提出要完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
胡恩威指出，目前香港的公共文化設施尚停留在上世紀90
年代的水平，劇場、展覽的空間不夠，本港許多展覽常由
於場地不足而只能展出兩三天；而公共圖書館的規模、裝
潢、選書水平等亦有待提升。 大公報記者趙之齊

我看三中全會

▲在福州馬尾區一家光學公司，工
作人員在生產線上工作。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