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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深化要素市场化

改革，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这一重要论述，为构建高水平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快市场体系建设指明了改革方向和目标。

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健全要素市场体系，夯实建设高标准市场

体系的制度基础，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

求和重要组成部分。

第一，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建设高

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基础和支撑。当今世界，市场

是最稀缺的资源。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制度完备、治理完

善的高标准市场体系是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的现实

需要和必然选择。一是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

重要支撑。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破除妨碍生产要素市场化配置

和商品服务流通的体制机制障碍，畅通市场循环，疏通堵点卡点，

可以充分发挥大国经济规模效应与集聚效应，贯通生产、分配、

流通、消费各环节，促进国内供需有效对接，形成强大国内市场

和丰富供给能力，畅通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二是

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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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推动实现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市场体系的基础

制度、运行效率、开放程度、监管体制等都要与之相匹配，以提

高经济质量效益，并持续增强发展内在动力。三是建设高标准市

场体系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基础。建设高

标准市场体系，就是要推动实现全国统一大市场，形成高标准的

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从而降低全社会交易成本，

有力地推动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第二，客观认识当前我国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存在的问题和

差距。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市场体系建设取得巨大成就，但对照

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要求，市场体系建设仍

存在一些短板，必须尽快补上。一是市场体系基础制度要进一步

完善。产权和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有待增强，市场准入制度的统一

性、严肃性、权威性要强化，公平竞争制度刚性约束有待加强，

社会信用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需健全完善。二是要素市场化改革

要进一步深化。科学严格保护和高效合理利用土地的界限需进一

步厘清，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要加强，有关数据产权、流通交

易、收益分配、安全治理等领域的制度规则有待健全。三是市场

环境和质量要进一步优化。部分地方市场分割和地方保护政策阻

碍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市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信息、标准

等“软衔接”不够，影响市场流通效率。四是监管效能要进一步

提升。一些领域和地区仍然存在监管责任不落实、监管制度不健

全、监管能力不足问题。

第三，认清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的重点任务。高标准市场体

系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方方面面，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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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向，牢牢把握工作着力点。一是不断夯实市场体系基础制度。

全面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平等、全面保护各类所有制企业

产权，推动涉产权冤错案件依法甄别纠正常态化机制化。严格落

实“全国一张清单”管理模式。增强公平竞争刚性约束，推动建

立全国统一的第三方评估制度。二是深入推进要素资源高效配置。

深化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加强对土地利用计划的管理和跟踪评估，

健全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稳步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

建立常态化退市机制。完善职务科技成果转化激励政策和职务发

明成果权益分享机制，完善数据资源产权、交易流通、跨界传输、

安全保护等基础制度和标准规范。三是加快改善市场环境和质量。

破除地方保护和区域壁垒，制定不当干预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问

题清单，清理废除含有地方保护、市场分割、指定交易等的规定

和做法。建设高水平商品和服务市场，推动市场高标准联通。四

是全面提升监管现代化水平。推进综合协同监管，完善“双随机、

一公开”监管、信用监管、“互联网+监管”、跨部门协同监管

等方式，加强各类监管的衔接配合，充分利用大数据等技术手段，

加快推进智慧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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