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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之道與香港的角色 

(全國統一大市場的專題討論之下篇) 

正如本專題討論之上篇所提到，當前中央加快打造「統一國內市場」主要是基

於三大政策目的：一是促進商品和要素資源的自由流動，以提高全國資源配置效率

和中長期經濟的潛在增長率；二是激發規模經濟效應，為落實國內國際雙循環戰略

建立「工作平台」；三是制訂和實施統一的市場規則標準，藉此打破地方省市政府

各自為政所引致的發展桎梏。本文將重點介紹《關於加快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的意

見》（《意見》）中對重點工作任務的部署(政策要點詳見附表 1)，並探討全國統一市

場為港商拓展內銷帶來的機遇以及香港的策略性角色。 

破立並舉完善市場制度建設 

《意見》指出，建設全國統一市場必須以「有效市場，有為政府」作為一項基

本工作原則；這意味著既要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強化競爭政

策的基礎性地位，又要更好地發揮政府的作用，特別是加快政府監管職能的轉變。

在具體工作部署上，《意見》一方面重新釐定政府自身的角色，從「立」和「破」

兩個維度提出一系列改革方向，前者包括「強化市場基礎制度規則統一」和「推進

市場監管公平統一」，後者側重於「進一步規範不當市場競爭和市場干預行為」。 

站在「立」的角度，推進統一標準的市場體系建設、提升政府監管效能是確保

全國統一市場保持高效運行的「基礎工程」。為此，《意見》中提出完善統一的產權

保護制度、實行統一的市場准入制度、維護統一的公平競爭制度，以及健全統一的

社會信用制度；同時亦提出要健全統一市場監管規則，強化統一市場監管執法，以

及全面提升市場監管能力。 

從「破」的角度來看，破除地方保護主義造成的市場障礙和清理妨礙市場秩序

的壟斷行為，則有助於構建有利於各類市場主體尤其是廣大中小企業公平競爭、均

衡參與的營商環境。《意見》中提出要著力強化反壟斷，依法查處不正當競爭行為，

破除地方保護和區域壁壘，清理、廢除各種妨礙平等准入和退出市場的規定及做

法，並持續清理招標採購領域違反統一市場建設的陳規陋習。 

分門別類打造高效市場體系 

    另一方面，建設全國統一市場的核心是要建設高標準的現代化市場體系，故《意

見》對生產要素的投入市場、流通交易市場、終端消費市場分門別類地提出各自市

場化改革的長遠方向，以促使生產、流通、消費等經濟循環的各環節更加順暢銜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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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而加快形成高效規範、公平競爭、充分開放的全國統一市場。這一系列「打通關

節」的舉措可謂面面俱到，除涉及消費層面的商品及服務市場，例如消除市場障礙、

促進商品流通、保護消費者權力等之外，亦「劍指」生產要素市場的自由流通；而

後者既涵蓋土地、勞動力、資本和能源等傳統資源市場，還納入了新興的技術和數

據市場及生態環境市場。 

    具體而言，就如何推進全國層面的商品和服務市場達致高水準的統一，《意見》

提出首要任務是健全商品品質體系，其主要措施包括深化品質認證制度改革、支持

社會力量開展檢驗檢測業務、促進認證結果跨行業跨區域互通互認、推動主要消費

品質量標準與國際接軌、深化品質認證國際合作互認、推進內外貿產品同線同標同

質等。其次是要完善標準和計量體系，進一步優化政府頒佈標準與市場自主制定標

準的結構、對國家標準和行業標準進行整合精簡、促進內外資企業公平參與國家標

準化工作、提高標準制定修訂的透明度和開放度等。第三是要全面提升消費服務水

平，包括強化消費者權益保護，完善並嚴格執行缺陷產品召回制度，推動跨國、跨

地區經營的市場主體為消費者提供統一便捷的售後服務，進一步暢通商品異地、異

店退換貨通道，提升消費者售後體驗等。 

在要素資源市場方面，《意見》提出從多個方向進行改革，完善不同類別要素市

場，促使要素資源自由流動及高效配置，包括健全城鄉統一的土地和勞動力市場，

統籌增量建設用地與存量建設用地，促進勞動力、人才跨地區順暢流動；加快發展

統一的資本市場，統一監管標準，堅持金融服務實體經濟；加快培育統一的技術和

資料市場，鼓勵不同區域之間科技資訊交流互動，推動重大科研基礎設施和儀器設

備開放共用，加大科技領域國際合作力度；建設全國統一的能源市場和生態環境市

場，研究適時組建全國電力交易中心，完善全國統一的煤炭交易市場；以及建設全

國統一的碳排放權、用水權交易市場，實行統一規範的行業標準、交易監管機制等。 

統一國內市場利港商拓內銷 

配合國際經貿格局「西降東升」的態勢，香港企業近年紛紛加緊開拓多元化的

新興市場。中國內地作為全球規模最大、最具增長潛力的新興市場，無疑是港商不

容有失的必爭之地。根據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廠商會)2020 年 6 月公佈的一項有關

粵港澳大灣區港資製造業的研究報告，受訪港資企業中有近六成同時兼營出口和內

銷業務，有 13.3%的企業表示已將業務重心擺在內地市場。香港工業總會和渣打銀

行於 2022 年 3 月發佈的「大灣區港商開拓內銷研究報告」亦發現，逾八成(83.3%)

的受訪大灣區港資廠商已發展內銷業務，顯示港商拓展內地市場的步伐持續提速。 

但廠商會過往的多項調查亦發現，港商進入內銷市場仍面對種種障礙和困難，

其中最突出者往往與內地的制度和政策有關，包括遇到市場准入隱性保護壁壘、政

府審批和規管手續繁複且各地要求不一、對加工貿易貨物的內銷規限較多、商品檢

驗和質量標準難以互認互通、對內地客戶的信用狀況缺乏瞭解、以及知識產權保護

制度不健全導致侵權盜版行為時有發生等。再加上內地市場幅員遼闊，不同地方政

府在監管制度和政策上往往大相逕庭，這種「各處鄉村各處例」、「潛規則」叢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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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亦成為阻礙港資企業進入內地市場的另一「頭痛」問題。 

構建全國統一市場或可成為紓緩、解決上述問題的一劑強效「萬靈丹」；其核心

要義是要整合和統一各地方省市在市場規則標準和政府監管制度，並從市場進入、

檢測認證、知識產權保護等方面入手打破地方保護壁壘，藉此建立公平市場的競爭

環境。例如，《意見》中提到嚴格落實「全國一張清單」管理模式，嚴禁各地區、

各部門自行發佈具有市場准入性質的負面清單；及時清理廢除各地區含有地方保

護、市場分割、指定交易等妨礙統一市場和公平競爭的政策，全面清理歧視外資企

業和外地企業、實行地方保護的各類優惠政策；不得以備案、註冊、年檢、認定、

認證、指定、要求設立分公司等形式設定或者變相設定準入障礙等；加強對創新型

中小企業原始創新和知識產權的保護，推動知識產權訴訟制度創新，完善智慧財產

權法院跨區域管轄制度，暢通知識產權訴訟與仲裁、調解的對接機制。 

當前港商在內地市場普遍面對的一個突出風險是「放賬多、收數難」；本質上講，

這正正反映內地社會信用制度不完善，導致市場交易缺乏足夠的信用基礎。對此，

《意見》特別提到要編制出台全國公共信用資訊基礎目錄，完善信用資訊標準，建

立公共信用資訊同金融資訊共用整合機制，形成覆蓋全部信用主體、所有信用資訊

類別、全國所有區域的信用資訊網路；並建立企業信用狀況綜合評價體系，以信用

風險為導向優化配置監管資源，依法編制出台全國失信懲戒措施基礎清單等。 

可以說，全國統一市場建設本身就是一個「拆牆鬆綁」的過程，並且全面地針

對港商拓展內銷遇到的各種「痛點」和難點，有助於清除海外商品和外資進入內地

市場的「絆腳石」，亦為香港企業帶來了擴大業務的新契機。 

大灣區一體化香港施展所長 

值得一提的是，建設全國統一市場的工作將採取漸進式改革的方法，優先開展

區域市場一體化的試點，並重點鼓勵包括粵港澳大灣區在內、條件較成熟的地區「先

行先試」。相比國內其他沿海省市和城市群，粵港澳大灣區的整體市場化和國際化

程度較高，尤其是香港在「一國兩制」的框架之下奉行與內地有別的營商制度，是

迄今全球最開放、最具活力、最具競爭力的經濟體之一。粵港澳大灣區應加緊推進

區域市場的跨境融合和一體化進程，為構建全國統一市場打造「樣板工程」，亦藉

此凸顯大灣區在促進國內國際雙循環中的「節點」角色。 

香港經過多年的積累，已建立起一套成熟的制度規範以及與國際接軌的市場標

準，尤其是在商品、服務、技術的檢測標準以及專業資格認定上，具有很高的國際

認受性。配合國家構建統一大市場，香港應更加主動地與廣東和澳門開展規則銜接

和制度對接，一方面發揮自身作為國際級「營商高地」的優勢，加強對粵澳的標準

示範、輻射和輸出，帶動區域市場的高品質發展；另一方面亦可透過與大灣區的其

他城市的合作，率先在一些重點領域探索共建標準和制度一體化的新模式。 

例如，除了探討建立粵港澳三地商標註冊的互認機制和知識產權保護的協調制

度之外，香港還可爭取與廣東省有關部門就產品質量的檢驗檢測和認證達成互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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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包括對已在香港註冊或已經獲得香港指定檢驗機構出具檢測、認證報告的香港

產品，更大範圍地准予市場進入的便利化安排。 

此外，香港在一些基礎研究、「深科技」等前沿科技領域有不凡的造詣，亦可

透過與內地「強強聯手」，在一些有共同發展興趣、具備市場潛力的高新科技領域，

例如機械人、生物科技、物聯網、人工智能、新材料、節能環保等，共同研究制定

全新的市場標準及規則，以填補目前尚處於空白或亟待完善的「真空地帶」，協助

國家搶佔未來科技及新興產業發展的高地。 

附表 1：《關於加快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的意見》中的重點工作要點 

強化市場基礎制度規則統一  完善統一的產權保護制度 

 實行統一的市場准入制度 

 維護統一的公平競爭制度 

 健全統一的社會信用制度 

推進市場監管公平統一  健全統一市場監管規則 

 強化統一市場監管執法 

 全面提升市場監管能力 

規範不當市場競爭和市場干預行為  著力強化反壟斷 

 依法查處不正當競爭行為 

 破除地方保護和區域壁壘 

 清理廢除妨礙依法平等准入和退出的規定做法 

 持續清理招標採購領域違反統一市場建設的規

定和做法 

推進市場設施高標準聯通  建設現代流通網路 

 完善市場訊息交互管道 

 推動交易平台優化升級 

打造統一的要素和資源市場  健全城鄉統一的土地和勞動力市場 

 加快發展統一的資本市場 

 加快培育統一的技術和資料市場 

 加快培育統一的技術和資料市場 

 培育發展全國統一的生態環境市場 

推進商品和服務市場高水準統一  健全商品品質體系 

 完善標準和計量體系 

 全面提升消費服務品質 

資料來源：《關於加快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的意見》文件、廠商會研究部整理 

2022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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