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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经济运行中又有
哪些障碍呢？

有 分 析 指 出 ，
在很多行业，特别
是 审 批 密 集 型 行
业，地方保护主义
大量存在。

上 海 金 融 与 法
律研究院研究员刘
远举举例说，光伏
兴起时，许多太阳
能企业一哄而上，
各地都有相应的企
业。分布式能源开
发需要行政审批，
地方就会保护原有
的企业，本地企业
在土地审批和并网
方面具有较大的优
势 。 其 他 地 方 的
企业想进入当地市
场会遭遇障碍，当
地企业就可以倒卖
自己的行政许可，
这就是所谓的“路
条”倒卖。 

在 这 种 情 况
下，本地企业“空

手套白狼”转手就
挣大钱，但是市场
竞 争 机 制 难 以 发
力 ， 不 能 优 胜 劣
汰，中国光伏就缺
乏竞争力。

他 还 举 例 说 ，
地 方 保 护 主 义 很
多时候，表现为限
制人的流动。比如
有些地方县政府限
制学生户籍，目的
是把好学生留在本
县，从而提升本县
的高考成绩，但这
些学生不能到更好
的高中获得更好的
教育资源。

统 一 大 市 场 提
出的“四个清理”
就 是 为 了 解 决 这
些问题：清理废除
各地区含有地方保
护、市场分割、指
定交易等妨碍统一
市场和公平竞争的
政策；清理歧视外
资 企 业 和 外 地 企

业、实行地方保护
的各类优惠政策。

中 国 人 民 大 学
国家发展与战略研
究院教授刘瑞明撰
文说，中国确实存
在市场分割、地方
保护、行业壁垒、
标准不一等多种导
致市场经济流通不
畅的问题。这些问
题必须予以破解，
才能让市场经济更
加 有 效 运 行 。 所
以，打破地方和行
业壁垒需要强调全
国性，但这与全球
化并不相悖。

误读的源头
其 实 ， 建 立 全

国统一市场并不是
一个新提法。

中 共 十 四 届 三
中全会在1993年11
月提出建立统一、
开放、竞争、有序
的市场，自此统一

市场的提法一直存
在。

那 么 为 什 么 还
会有花式解读呢？

有 分 析 指 ，
将“统一大市场”
理解为“封闭内循
环”，可能和近年
来国际局势动荡不
安、逆全球化在各
国普遍抬头的形势
有关。一段时间以
来，部分国家在技
术、贸易关税等方
面对中国的限制，
加剧了这种误解。
在疫情期间，防控
封锁措施也引起了
民众和企业的过度
担心。 

另 外 ， 建 立 统
一大市场，意味着
要去掉各个地区之
间的行政壁垒，这
要靠强势的行政命
令去实行。而且去
掉保护主义后，不
少小企业会活不下

去，全国统一的标
准势必会伤害很多
人的利益。

有 分 析 就 指
出，由于与各个地
方、行业的利益相
关，很多利益团体
可能借助对概念的
扭曲而获利。

与 早 前 “ 共 同
富 裕 ” 引 起 望 文
生义的解读一样，
在 外 忧 内 患 的 今
天 ， “ 统 一 大 市
场 ” 引 发 了 花 式
讨 论 ， 体 现 了 公
众对市场经济被削
弱的隐忧，担心重
走大锅饭老路，也
体现了推行改革所
面临的重重困难。
正如一名网友的评
论：“全国统一大
市场，比独立造光
刻机还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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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察：“中国统一大市场”的
花式解读(下)

上海市民6月2日接受核酸采样。
（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