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
“完善公平竞争制度”“强化竞争
政策基础地位”。日前发布的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
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的意见》要求，“强化竞争政策基
础地位，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
度，加强和改进反垄断和反不正
当竞争执法”。这是进一步完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要
素市场化配置的重要路径。

没有竞争就没有市场经济，
公平而充分的竞争是市场经济
的本质特征。就如马克思所说，
市场只承认竞争的权威，不承认
任何别的权威。优胜劣汰的市
场竞争结果是效率的提高、供求
的平衡。市场充分竞争的表现
是，资本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更
容易从一个部门和地点转移到
另一个部门和地点，其条件就是
马克思指出的：社会内部已有完
全的贸易自由，消除了自然垄断
以外的一切垄断。

竞争是市场经济的运行机
制。竞争政策则是政府为保护、
促进和规范市场竞争而实施的
经济政策。竞争本身属于微观
经济行为，竞争政策则是国家宏
观调控经济的重要方面。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市场机
制充分发挥作用，这需要国家实
施支持和保护竞争的政策。党
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强
化竞争政策基础地位”，这是实
现要素市场化配置的重要制度
安排。竞争政策不是孤立的，在
国家调节经济的政策体系中，竞
争政策的基础性作用主要表现
在以下方面。

资源配置以竞争为基础

要素的市场化配置说到底
是通过竞争机制配置资源，表现
为各类市场主体的自主选择及
其要素的自由流动。企业的自
由选择也就是自主地选择生产
什么、怎样生产和为谁生产，以
及自由进入和无障碍退出某个
市场。生产什么取决于消费者

的货币“选票”，供求平衡取决于
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生产者和追
求效用最大化的消费者之间的
公平竞争。怎样生产即采取何
种生产方式，取决于生产者之间
的竞争，由此推进技术进步并提
高生产效率。为谁生产取决于
各类要素市场的供求及相应的
竞争，由此使最稀缺的要素得到
最节省的使用，要素实现最有效
率的组合，即提高全要素生产
率。市场竞争中形成的价格信
号和优胜劣汰机制，促使资源流
向符合市场需要的行业、效率较
高的企业。要实现经济增长由
主要依靠资源投入向创新驱动
的转变，也需要依靠竞争的作
用。竞争政策的基础作用，就是
要为充分发挥竞争机制的功能
提供政策环境，包括政府退出应
由市场配置资源的领域，放开对
资源配置起调节作用的价格等。

市场主体的培育以竞争
为基础

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是市
场主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不
例外。市场主体的基本特征是
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
企业的自主经营与自担风险联
系在一起，实质是市场参与者承
担竞争的结果，不仅涉及收入的
盈亏，还涉及产权的收益和损
失。这是对市场主体最大的激
励和约束。市场主体的培育所
需要的竞争政策涉及多种所有
制，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
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
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此，培育市场主体主要涉及两
个方面：一是从制度和政策上确
保公有制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
与其他所有制企业处于平等地
位，市场竞争机会均等。各种所
有制经济公平竞争，平等进入和
退出市场，这就是所谓的竞争中
立。二是国有企业要强化预算
硬约束。为企业经营困难而亏
损提供各种财政补贴、税收优
惠、贷款放松等软性预算约束，

实际上是将企业的经营与风险
承担脱钩，由此弱化竞争效应。
强化竞争政策的基础地位，就是
要强化企业预算硬约束，使其依
靠自身市场竞争能力的提升来
保持和巩固主体地位。

产业组织政策以竞争为
基础

产业政策是国家引导产业
发展（产业结构的协调和转型升
级）的政策，涉及国家对产业的
选择、扶持、激励和淘汰等方面
的政策。产业政策包括产业结
构政策和产业组织政策。竞争
政策属于产业组织方面的政策，
不是像有人说的是在产业政策
以外的政策。竞争政策在产业
组织中起基础性作用有两方面
含义：一是产业组织的选择上突
出市场机制的作用。虽然产业
政策反映政府意志，但是产业政
策的实施主要依靠竞争机制：竞
争性选择产业发展方向，竞争性
选择鼓励发展的产业，竞争性淘
汰落后产业，竞争性建立上下游
产业联系。例如，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提出去产能、去库存、去杠

杆、降成本、补短板，要求从生产
领域加强优质供给、减少无效供
给，其实现途径不能靠行政手
段，而应经由产业政策提出产业
发展方向，并且在环保、安全、劳
动者保护等方面严格标准，具体
实施则需仰赖公平的市场竞争
实现优胜劣汰，依靠市场竞争来
去过剩产能和去库存。这样去
产能和去库存更精准、效果更
好。二是进一步完善反垄断相
关政策。市场上存在的垄断结
构和垄断行为是与市场决定资
源配置相矛盾的。垄断会在一
定程度上阻碍国家产业政策的
实施。不同的产业有不同程度
的垄断，因而有不同程度的竞
争。面对不同垄断（竞争）程度
的市场产业政策，就会有不同的
引导政策。以竞争为基础的产
业组织政策要求在更大范围内
减少垄断，无论是哪种市场，都
要遏制垄断行为。

市场秩序建设以竞争秩
序建设为基础

竞争是否有效，关键在竞争
是否有序。理论和实践都证明：

市场交易有成本，竞争也会有成
本。市场信息不完全，不可避免
会产生机会主义行为，出现劣币
驱逐良币现象；过度竞争和竞争
不足并存，“血拼式”等恶性竞争
行为会使竞争各方不堪重负，严
重浪费资源。所有这些无序现象
都会弱化甚至扭曲竞争效应。由
此，提出市场秩序规范和建设问
题。市场秩序建设以什么为基
础？最初的市场秩序理论以形成
充分竞争的市场秩序为中心，主
要涉及反垄断、反政府保护等内
容；现代市场经济理论基于交易
成本理论、市场信息不完全等理
论，提出了建立市场竞争秩序的
要求。我国的市场经济从计划经
济转变而来，同时存在自然经济
的残余，还有竞争不足和竞争无
序的现象。为此，市场建设的重
点在于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
的市场，尤其是规范竞争行为。
这意味着，所要强化的竞争政策
包含规范竞争秩序的要求，当前
特别需要建立和完善针对新经济
业态的竞争秩序建设。

（来源：6月 16日《光明日
报》 作者：南京大学资深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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