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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迟福林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高水平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
重要保障”，要求“到二〇三五年，全面建
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无论
从改革开放40多年的实践看，还是从现
实内外形势深刻复杂变化看，构建高水平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处理好政府与市
场关系仍是关键所在。

有效发挥政府作用成
为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
的首要任务

新阶段有效发挥政府作用的现实需
求。10多年前，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
确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
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是一个重大的
历史性突破。10多年后，党的二十届三
中全会提出“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的目标。首先，与10多年前
相比，现在发展与冲突开始成为全球的突
出矛盾。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因素不断凸
显，如何在统筹发展与安全中有效发挥政
府作用，应当成为一个重大的时代性课
题。其次，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科技革命
正在深刻改变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并将
重塑世界经济格局。如何充分发挥政府
在促进科技创新中的重要作用，成为应对
科技变革挑战需着力解决的时代性课
题。再有，适应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升级与
老龄化加速演进的新趋势，政府加大公共
消费在财政支出格局中的比重，有利于为
优化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提供重要条件，形
成良好发展预期。

新阶段有效发挥政府作用的重大任
务。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政府

作用需要体现在科技创新、居民消费等
几大重要领域。比如，适应全球科技竞
争与科技变革日趋激烈的新形势，政府
需要在创新环境、创新平台、创新基础设
施建设等方面破题发力，成为科技创新
的重要推动者和创新体制机制的建设者
和维护者。再比如，适应城乡居民消费
结构的升级，政府要加大在教育、医疗、
社会保障等方面的财政投入占比，建议
将财政在教育、社保、就业、医疗卫生等
领域的支出比重提升至45%作为约束性
指标，由此成为公共消费的主要提供者
和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重要促进者。与
此同时，要采取措施解决好高龄少子的
突出矛盾。

严格规范政府监管行为，创新发展
环境。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
“必须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创造更加
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从现实看，
要着力解决三个方面的主要问题：全面
清理地方政府以强化监管为名设置的各
种制度障碍和市场壁垒等行为，从法律
层面明确规范政府监管行为；全面强化
竞争政策基础性地位，实现各类所有制
企业一视同仁、平等竞争；强化对民营企
业的财产权、创新收益权和经营自主权
等公平执法。

以做优国有资本为重
点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优
势互补、共同发展

新阶段做优国有资本是一篇大文
章。这几年，总体上国有资本实现了“做
大做强”的重要突破。截至2023年底，全
国国资系统监管企业资产总额比2012年

底增长3.4倍；2012-2023年期间国有企
业实现的增加值年均增长8.1%。党的二
十届三中全会提出“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
优势互补、共同发展”。新阶段充分有效
发挥国有资本的重大作用，是中国式现代
化的重大课题，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
条件，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任务。无论
从现实需求还是从发展趋势看，进一步做
优国有资本，是中国式现代化对国有资本
的战略需求。从现实看，发展新阶段国有
资本“大而不优”的矛盾突出，并成为制约
国企与民企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突出掣
肘。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要把
做优国有资本作为深化国企改革的重大
任务。

具体来说，一方面以更好发挥竞争领
域部分央企国资的基础性作用为重点做
优国有资本。首先要充分发挥央企国资
在能源、资源、资金等方面的优势，加大对
数据、算力等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投资力
度，成为以人工智能为重点的重大基础设
施的主要建设者。人工智能已成为引领
产业发展、驱动经济增长、连接全球合作
的重要新兴技术方向。近些年来，我国的
算力总规模得到了长足发展，但在性能指
标上仍有进步空间。比如，2022年，我国
在全球算力规模的份额是33%，仅比美国
的34%低1个百分点，但在超级计算综合
性能指标方面比美国的47%低22个百分
点。其次，要充分发挥央企国资创新平
台、人才、资金等方面的优势，在补齐我国
基础创新短板中发挥主导作用，成为基础
创新的重要推动者。再有，要有效发挥央
企国资产业布局优势，促进部分央企国资
加大对乡村振兴、城乡融合等领域的投入
力度，使其成为缩小城乡差距、扎实推动
共同富裕的重要促进者。最后，要有效发

挥央企国资在产业链供应链等方面的优
势，推动建立与中小企业间的供需匹配、
协同创新、成果共享等合作机制，使其成
为民营企业的重要带动者。

另一方面要以做优国有资本为导向
深化国企国资改革。首先，对央企尤其是
基础领域的央企，从长期战略出发，对其
税收与利润指标作出战略性调整。这样，
将创造条件发展中小企业，激发中小企业
活力。其次，选择部分竞争领域央企开展
对标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
系协定）中的“竞争中性”规则试点，在充
分激发试点央企发展活力的同时，增强内
外企业对我国打造公平竞争市场环境的
信心。最后，优化完善以“管资本”为主的
国有资产监管体制，并赋予部分央企在基
础领域的投资布局及带动民营经济发展
中的更大自主权。

以深化要素市场化改
革为重点更好发挥市场机
制作用

在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中统筹效率
与公平。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保
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
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市场经济发展
中的效率与公平，与要素市场化进程直接
相关联。2023年，我国城乡居民财产性
收入差距，远高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平均
水平。究其原因，不能不说与农村土地要
素市场化配置机制尚未建立、城乡统一的
土地交易市场面临多方面制度性障碍等
相关联。

以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扩大市场配
置要素范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

“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缩小
城乡差别，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发展”。当
前，由于农村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尚
未完全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交易市场面
临多方面制度性障碍，由此成为盘活农村
土地资源、提高农民财产性收入的重要掣
肘，建议要在严格土地用途规制和规划限
制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深
化土地制度改革，建立城乡统一建设用地
市场；要按照“健全推进新型城镇化体制
机制”要求，以加快全面实行城乡统一的
居住证制度为重点深化劳动力要素市场
化改革，全面推动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真
正让“农民工成为历史”。

以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激发经济活
力。目前，我国拥有全球最完整、规模最
大的工业体系和完善的配套能力。释放
经济活力、激发经济增长动力，需要在深
化要素市场化改革中扩大市场配置要素
范围，充分激发市场活力。建议要调动各
方面积极性，尽快推出一批适应“人民群
众新期待”的改革举措，增强群众对改革
的获得感；要把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与自
下而上的基层创新相融合，鼓励支持社会
各方面参与改革；要以强化反垄断执法为
重点规范要素市场交易行为，健全公正执
法司法体制机制，完善要素市场治理体
系；要以扩大制度型开放为重点主动对接
国际高标准市场规则体系，不断完善产权
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市
场经济基础制度；要按照“两个毫不动摇”
的基本要求，尽快纠正某些地方不利于经
济发展的做法，尽快出台《民营经济促进
法》等。

（来源：《浙江日报》作者为中国（海
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