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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具

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并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

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

为核心标志的先进生产力。全国统一大市场是实现要素优化配置、

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促进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的重要基础。新质

生产力的发展，要依托全国统一大市场，减少各类束缚生产力发

展的因素，畅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提升资源配置

效率，促进各类优质要素向新质生产力发展方向集聚。同时，其

有助于为科技创新提供巨大的市场需求和迭代市场，促使企业愿

创新、敢创新，提供持续内驱动力；还有利于充分发挥专业化分

工优势，优化产业布局，实现各产业有序链接，促进战略性新兴

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发展，推动传统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

色化转型。 

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正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总体部

署有条不紊推进，取得了重大成效，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市场活

力不断增强，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首先，市场

准入门槛大幅降低，各类经营主体活力得到释放。政府通过简政

放权、减少行政审批等措施，为企业提供了更加宽松的发展环境。

其次，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重大进展，物流、信息流等市场运行



的硬件条件得到了显著改善。最后，统一的市场监管体系逐步建

立，市场秩序更加规范，为新质生产力的健康成长提供了保障。 

但也要看到，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仍面临地方保护和市

场分割等诸多突出问题。比如，当前市场准入壁垒更加复杂和隐

蔽，各种形式的地方保护仍然存在。新型生产要素在制度构建中

出现的市场分割制约了先进生产力集聚。以数据要素为例，场内

场外数据各自循环，数据跨平台互联互通难度大。另外，政策、

规则、标准、制度跨区域有效对接不畅，难以适应产品在地区间

生产流通的需要，不利于形成规模强大、质量优异的市场体系。

对此，应多措并举，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发挥超大规模和

整体市场优势，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 

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建立统一的市场规则。贯彻落实

全国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破除市场准入方面的隐性壁垒。

加快省市县层面市场准入体系与国家层面制度规则体系的衔接，

清理违背中央现行政策的地方性规定，提升各级政府市场准入规

则一致性。完善平等保护产权的法律法规体系。持续完善公平竞

争制度，推动不同地区、不同规模、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的公平

竞争，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良好制度保障。 

打通市场应用堵点，发挥超大规模内需市场优势。重视市场

需求在牵引和推动技术迭代方面的重要作用，着力打通国产高科

技产品在公共采购、商业化应用和大众消费领域的市场应用堵点。



健全消费市场动态监测评估体系，推动重点领域主要消费品质量

标准与国际接轨，建立健全跨区域消费维权协作机制，加快一流

营商环境和安全放心消费环境建设，更好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内需

市场优势，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创造强大内生动力。 

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推动创新要素顺畅流动。以打破

劳动力流动的城乡壁垒和区域壁垒为重点完善劳动力市场，减少

劳动力在区域间、城乡间流动的障碍。以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和加

强知识产权保护为重点完善技术市场，充分发挥各地区在科技成

果转化中的比较优势。优化开放创新生态，促进科技创新服务互

联互通，推动知识技术人才等创新要素顺畅流动，为新质生产力

的发展提供坚实的科技支撑。 

健全现代市场监管体系，加强跨区域监管合作。加快推进全

国统一的质量、标准体系建设，推进地区间标准互认和采信。加

强中央和地方市场监管行政执法的衔接，完善跨区域执法协作及

信息共享机制，健全联席会议、线索通报、证据转移、案件协查

等制度，加强跨地区综合执法联动，共同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环境，

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有力的监管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