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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统一大市场指的是在全国范围内，在充分竞争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分工基础上，各地区市场

间、各专业市场间形成了相互依存、相互补充、相互开放、相互协调的有机的市场体系。在

这种市场体系下，商品和要素能够按照价格体系的调节，在各行业、各地区间自由地、无障

碍地流通或流动，市场封锁、地方保护等现象基本消除，从而实现资源在全国范围内顺畅流

动和优化配置。这种价格体系既能够调节全国商品和要素的供求关系，反过来这种供求关系

也能调节价格体系。 

近年来，中国经济对世界贡献率保持高水平，中国作为全球经济发动机作用更加凸显。作为

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不仅利好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还将

给世界提供无数机会，吸引全球先进资源要素集中，推动中国在国际竞争和合作中取得新优

势。 

近年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工作取得重要进展，统一大市场规模效应不断显现，基础制度

不断完善，市场设施加快联通，要素市场建设迈出重要步伐，建设统一大市场的共识不断凝

聚，公平竞争理念深入人心。但也要看到，实践中还有一些妨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问题

，市场分割和地方保护比较突出，要素和资源市场建设不完善，商品和服务市场质量体系尚

不健全，市场监管规则、标准和程序不统一，超大规模市场对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作用发

挥还不充分等。落实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部署，必然要求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畅通

全国大循环。 

2021年12月17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

一大市场的意见》等文件，进一步提出&ldquo;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

政府作用&rdqu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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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文简称意见）正式发布。《意见》的核心在于推进统一市场建设。《意见》坚持问题导

向、立破并举，六角度解决当前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ldquo;五立一破&rdquo;：&ldquo;

五立&rdquo;一是强化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统一，二是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三是打造统一

的要素和资源市场，四是推进商品和服务市场高水平统一，五是推进市场监管公平统一

。&ldquo;一破&rdquo;是要进一步规范不当市场竞争和市场干预行为。 

加快建设国内统一大市场，是&ldquo;十四五&rdquo;时期的重要任务，就是要加大力度畅通国

内大循环。&ldquo;统一大市场&rdquo;就是要实现全国一盘棋，建立全国统一的制度规则，形

成拉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市场引擎。 

产业研究报告网发布的《2023-2029年中国统一大行业研究与投资前景评估报告》共十二章。

首先对统一大市场相关内涵及发展意义进行简单介绍，还介绍了统一大市场发展的背景。接

着，报告详细剖析了统一大市场的发展状况，并具体分析了统一大市场的首要任务、着力点



、重要抓手、建设要点、区域先行探索等内容；随后，报告分析了统一大市场的重点产业。

最后，报告重点挖掘了统一大市场的投资机会。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来自于国家统计局、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商务部、工信部、产业研究报

告网、产业研究报告网市场调查中心、中国消费者协会以及国内外重点刊物等渠道，数据权

威、详实、丰富，同时通过专业的分析预测模型，对行业核心发展指标进行科学地预测。您

或贵单位若想对统一大市场有个系统深入的了解、或者想投资统一大市场相关行业，本报告

将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参考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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