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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时期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的重点和方向

“十四五”时期内外环境

变化对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

提出紧迫要求

“十四五”时期区别于以往

的五年规划期，最大的不同就是

外部环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大变局的“变”既表现为生产力

层面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

革，也表现为生产关系层面的全

球治理体系变革和国际政治格局

调整。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

革将改变传统生产要素和新生

产要素之间的关系，劳动力、土

地等传统生产要素的地位将相对

下降，而技 术、数 据 等新生产

要素的重要性将大幅提升，特别

是数字经济发展起来以后，数据

规 模、数 据加工能力、数 据治

理体系正在成为市场竞争的制高

点。全球治理体系将加快重构，

国际政治不确定性上升。美国在

贸易、科技、金融等领域不断对

我国发难，并推动与我国经济脱

钩。我们要抵御风险挑战，就必

须建设高标准要素市场体系，并

与国际市场对接，既要畅通国内

大市场循环，又要促进形成国际

国内双循环发展新格局。总之，

要从外部环境的大变局中认识要

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的重要意义。

从国内看，“十四五”时期

我国发展将继续面临结构性、体

制性、周期性因素的多重制约，

制造业大规模扩张阶段将要结

束，支撑产业发展的要素条件深

刻变化，创新能力不足进一步凸

显，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发生变

化，人口老龄化加快，储蓄率随

着抚养比上升而趋势性下降，资

本积累速度将逐步放缓。随着越

来越接近国际技术前沿，可模仿

学习空间越来越少，加上美国和

西方国家的技术封锁，提升要素

配置效率的难度增大，这对深化

我国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提出更

加紧迫的要求。

无论从外部环境变化，还是

从国内发展阶段性特征来看，都

要加快要素市场化改革，提升要

素配置效率，培育经济增长的新

动力。事实上，近年来，我国经

济增速放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全要

素生产率增速下降造成的，关键

是有利于释放增长潜能的要素市

场化改革滞后，要素流动不畅，

资源配置扭曲，要素市场化价格

形成机制不健全，影响了全要素

生产率增速的提升。

2008 年国际金融 危 机 后，

我国全要素生产率 增速明显放

缓，近年来虽有所回升，但仍不

到 2%。根据美国宾夕法尼亚大

学“佩恩表”数据库 9.0 版，2014

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仅相当于美

国 43% 的水平。日本和韩国在基

本完成工业化和经济增速“下台

阶”的阶段，全要素生产率分别

达 到 美 国 80% 和 60% 的 水平。

如果我国到 2035 年基本实现现

代化时，全要素生产率要达到韩

国的水平，也就是相当于美国的

60% 左右，全要素生产率就将以

比美国更快的速度提高。若设定

2015-2035 年美国全要素生产率

年均增速为 1%，那么 2015-2035

年期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

速要达到 2.7%，才能在 2035 年

达到美国 60% 左右的水平。如果

今后 15 年经济年均增速由过去两

年略高于 6% 进 一步下降至 5%

左右，那么全要素生产率要达到

2.7% 的年均增速，则意味着其

对经济增长贡献要在 50% 以上。

从以往经验看，这并非易事。深

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是提高全

要素生产率增速的关键。

“十四五”时期深化要

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要突出重

点、分类推进

“十四五”时期，深化要素市

场化配置改革要坚持目标引领和

问题导向相结合，突出重点，分类

推进。通过改革消除资源配置扭

曲，推动产业技术变革，加快新

旧动能转换，释放经济增长潜能。

传统生产要素领域，改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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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目标是消除资源配置扭曲，

把劳动力、土地、金融资源配置

到生产率更高的领域，使经济达

到潜在生产可能性边界。

劳动力市场化配置改革重

在推进劳动力城乡流动和人才

社会性流动。继续深化户籍制度

改革，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

外的城市落户限制，建立城镇教

育、就业、医疗卫生等基本公共

服务与常住人口挂钩机制，推动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十四五”

时期，应对外部环境变化，还要

突出一个重点领域，就是促进人

才的社会性流动和高端人才市场

培育。关键是要树立人才是第一

资源的理念，加快构建人才的社

会性流动和吸引全球高端人才的

体制机制，加快与国际人力资源

市场的对接，增强对全球一流人

才的吸引力。

资本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重

在深化资本市场改革。“十四五”

时期，除了继续放开金融服务业

市场准入，增加服务小微和民营

企业的金融服务供给，疏通金融

和实体经济的传导机制外，需要

深化资本市场改革，拓展多层次

资本市场内涵，注册制改革要在

科创板试点基础上进一步拓展，

为新经济公司提供更便利快 捷

的上市渠道，也为承接中概股回

归创造条件。当前，国际上负利

率、低利率盛行，流动性充裕，

深化资本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

将会对吸引国际投资和资金流入

起到重要作用。

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重

在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和农

村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集

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要探索

扩大土地使用权入市的用途，从

目前试点情况看，入市后可以用

作工矿仓储、商业服务等，但考

虑到集体经济组织自我开发的能

力有限，可考虑规定集体土地使

用权可以通过出让的方式用于建

设租赁住房乃至共有产权房。宅

基地“三权分置”改革，在落实

集体所有权、保障农户资格权的

基础上，关键是拓展使用权向外

部人员流转的空间，优先扩大农

民住房财产权对外流转的空间，

稳步扩大宅基地使用权对外流转

的空间，促进城乡要素双向流动。

在新生产要素领域，改革的

核心目标是推动产业技术变革，加

快产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和先进

技术扩散，使我国的潜在生产可

能性边界达到国际前沿水平，以

释放仍然存在的追赶潜能。这就

要求我们加快培育技术和数据要

素市场。由于产权制度不完善，特

别是体制内职务科技成果的产权

界定不清晰，以及数据的产权界

定规则尚未建立，我国的技术和

数据要素市场发育迟缓。在新一

轮科技革命迅猛发展，大数据、

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正在成为国

际竞争制高点的背景下，加快培

育技术和数据要素市场尤为迫切。

技术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重

在探索科技成果产权激励制度改

革。我国原始创新能力不强、科

技人员创新潜力尚未充分释放，

关键是产权激励不到位。要探索

科技人员职务科技成果产权激

励制度，开展赋予科技人员职务

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试

点，让科技项目研发与科技人员

收益直接挂钩，激发科技人员积

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提高科

技供给质量和效率。加快发展技

术转移机构和技术经理人，支持

高校、科研机构和科技企业设立

技术转移部门，对培育发展技术

市场也十分重要。

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

重在数据产权界定和数据交易市

场培育。由于数据产权尚未清晰

界定，数据的归属不明确，这就

无法形成规范的数据交易市场。

数据无法正常交易就会导致数据

非法交易泛滥等问题。要尽快制

定相关法律法规，对数据的所有

权、使用权、收益权、处置权等

进行规范。在数据确权基础上，

在市场定价机制、市场交易方式

和市场监管上形成规范性制度和

规则 , 加快培育数据交易市场，

并与国际数据市场对接。

综 上 所 述，“ 十 四 五 ” 时

期，要按照建 立高标准市场经

济体系要求，深化要素市场化配

置改革，更好对接国际规则和标

准，使生产要素的国内大循环和

国际国内双循环都更加顺畅。

本文系作者在中国（海南）

改革发展研究院举办的在线改革

形势分析会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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