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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 40 多年改革开放，目前我国商品和服务已
经从政府定价转变为市场定价。但是，要素市场发育
还不充分，影响了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
4月 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构建更加完善
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这是中央关于
要素市场化配置的第一份文件，对于形成生产要素从
低质低效领域向优质高效领域流动的机制，提高要素
质量和配置效率，引导各类要素协同向先进生产力集
聚，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重大意义。

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是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
市场体系的内在要求，是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内容。《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
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明确了要素市场制度建
设的方向及重点改革任务，并就扩大要素市场化配置
范围、促进要素自主有序流动、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
改革等作出了部署。

“作为中央关于要素市场化配置的第一份文件，
《意见》对于形成生产要素从低质低效领域向优质高
效领域流动的机制，提高要素质量和配置效率，引导
各类要素协同向先进生产力集聚，推动经济发展质量
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具有重大意义。”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
表示。

深化经济体制
改革内在要求

经过 40 多年改革开放，我
国商品市场发育较为充分，目
前商品和服务价格已由原来的
97% 以上由政府定价，转变为
97% 以上由市场定价。同时，
要素市场建设和改革也取得了
重要进展，资本、土地、劳动
力市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
市场配置要素资源的能力明显
增强。

“但是，与商品和服务市场
相比，要素市场发育还不充分，
存在着市场决定要素配置范围
有限、要素流动存在体制机制
障碍、要素价格传导机制不畅
等问题，影响了市场发挥资源
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国家发展
改革委有关负责人表示，正因
为此，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是
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建设高标
准市场体系的客观要求。

要素市场化配置还是解决
我国经济结构性矛盾、推动高
质量发展的根本途径。“要素配
置扭曲具有很强的传导性和扩
散性，由此造成了一系列经济

结构性矛盾和问题。加快要素
市场化改革，是深化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解决制约全局深层
次矛盾的重要突破口。”国家发
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说。

“从破除无效供给来看，过
剩产能特别是‘僵尸企业’的
存在，就是要素配置扭曲的集
中表现。要推动‘僵尸企业’
出清，就要加快形成市场决定
要素配置的机制，释放错配的
资源。”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市
场所副所长刘泉红说，从培育
新动能角度来看，要扩大优质
增量供给，就要建立促进要素
自由流动的机制，使科技创新、
现代金融、人力资源等现代生
产要素，能够从低质低效领域
向优质高效领域流动，提高要
素宏观配置效率，共同支撑实
体经济发展，形成协同发展的
产业体系。

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还有
利于让要素活力竞相迸发，为经
济发展注入新动力。中国经济
改革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宋晓梧
表示，一方面，宏观经济发展依
赖微观主体活力，企业是组织生
产要素的主体，企业活力是否充
分释放，取决于要素活力是否竞

相迸发；另一方面，数据等新型
生产要素对其他生产要素的效
率有倍增作用，已和其他要素一
起融入价值创造过程中，形成了
新的先进生产力，它们对于推动
我国经济转向创新驱动发展具
有重要意义。

提高灵活性
科学性协同性

要素市场是统一开放、竞争
有序现代市场体系的重要组成
部分，但在实践中，不同要素的
市场化程度差异较大，面临的问
题也各不相同。

对此，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
负责人表示，在推进要素市场化
配置过程中，既要从整体上扩大
要素市场配置范围，加快发展要
素市场，也要根据不同要素属性、
市场化程度差异和经济社会发展
需要，提高要素配置的灵活性、科
学性、协同性，构建起更加完善的
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

针对不同要素领域，《意见》
分类提出了深化要素市场化配
置的改革方向，明确了完善要素
市场化配置的具体举措——

在土地要素方面，着力增强
土地管理灵活性。一是灵活产
业用地方式，推动不同产业探索
增加混合产业用地供给。二是
灵活土地计划指标管理，探索建
立全国性的建设用地、补充耕地
指标跨区域交易机制。

在劳动力要素方面，着力引
导劳动力要素合理畅通有序流
动。一是畅通落户渠道，探索推
动在长三角、珠三角等城市群率
先实现户籍准入年限同城化累计
互认，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
外的落户限制，试行以经常居住
地登记户口制度。二是畅通职称
评审渠道，推进社会化职称评审。

在资本要素方面，着力完善
多层次资本市场制度。一是完
善股市基础制度建设，制定出台
完善股票市场基础制度的意见。
二是完善债券市场统一标准建
设，统一公司信用类债券信息披
露标准，对公司信用类债券实行
发行注册管理制。

在技术要素方面，着力激发
技术供给活力，促进科技成果转
化。一是激活产权激励，开展赋予
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
长期使用权试点，并行推进职务成
果“三权”改革和所有权改革试点。
二是激活中介服务活力，建立国家
技术转移人才培养体系。

值得关注的是，数据作为一
种新型生产要素写入了《意见》。

“此举旨在通过加快数据要素市
场培育，充分发挥数据要素对其
他要素效率的倍增作用，使大数
据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新动能。”刘泉红说。

完 善 政 府
调节与监管

“生产要素与商品的属性不
同，比如劳动力要素附着在劳动
者个体身上，土地要素天然带有
一定公共性，要素市场建设不能
完全等同于商品市场建设。”中
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陈
彦斌说。

据悉，《意见》在大幅减少政
府对要素直接配置、推进要素配
置市场化改革的同时，强调要完
善要素价格形成机制和市场运
行机制，明确政府对要素价格、
市场运行的调节和监管内容，健
全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的
组织保障机制。

首先，要加快要素价格市场
化改革，规范引导要素市场价格
行为。上述负责人表示，《意见》
提出要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要
素价格机制，分类提出完善土
地、劳动力、资本等要素价格机
制的举措，推动政府定价机制由
制定具体价格水平向制定定价
规则转变，加强要素价格管理和
监督。

其次，健全要素市场运行机
制，建立分类统一、规范有效的
交易规则和服务体系。健全要
素市场化交易平台，夯实要素市
场交易基础设施。完善要素交
易规则和服务，引导形成有竞争
力的市场交易规则和服务体系。
提升要素交易监管水平，规范交
易行为，加强信用体系建设，健
全交易风险防范处置机制。

值得关注的是，在健全要素
收入分配机制上，《意见》提出要
健全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
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承认物
质利益原则和合理的收入分配
差距，强化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
向的收入分配政策。“这些举措
充分尊重了科研、技术、管理人
才，充分体现了技术、知识、管
理、数据等要素价值，必将极大
调动各方积极性。”宋晓梧说。

“从整体上深化要素市场化
配置改革，就要充分发挥市场配
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推动要素
配置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
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
率最优化。与此同时，也要更好
发挥政府作用，不断完善政府调
节与监管，做到‘放活’与‘管好’
有机结合，引导各类要素协同向
先进生产力集聚。”陈彦斌说。
（来源：4月10日《经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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