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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

发布以来，各种形式的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正在逐渐被破除。这

对农产品企业来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一批优质农产品企业，

势必能够减少发展阻碍，加快发展步伐；而竞争力不足的企业，

则可能加速衰落。市场分化，已经势不可挡。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

池塘。大海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风狂雨骤之时。没有风狂雨骤，

那就不是大海了。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

习近平总书记讲的这个“大海”，就是指中国经济的超大规

模，而推进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会使得中国的超大规模经济体

的地位更为牢固。与小国经济不同，在面临外部冲击时，超大规

模市场可以让本国经济具有更大的内循环余地，具有更强抵御外

部风险的能力。一般的“狂风骤雨”无法掀翻这个“大海”。

中国在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方面具有良好的基础，民族团

结、语言互通、拥有统一的法律体系，商业规则、市场环境大体上

是一致的。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会使得全国的农产品企业，在发展中

面对一个法律体系、税务体系、商业规则、语言文化等各个方面更

加统一的超大规模市场。有经济学家曾指出，超大规模市场意味

着供给和需求互促共生现象将会十分显著。不仅需求端在不断地

更新升级，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市场主体去“供给”；而且由于作为

供给端的生产本身具有“学习效应”，将会带来越来越多的创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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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也就是说“供给”也在创造“需求”，二者互相促进，相互吸引。

与此同时，全球也有很多国家虽然体量不小，但并非单一市

场，比如印度。印度是一个拥有 14 亿多人口的大国，但实际上可

以说是一个碎片化的市场。印度联邦共和制国家，每个邦拥有较

大自治权，在宪法之外还有各自的法律体系和商业规则，各邦之

间要素、商品的流动面临重重壁垒：印度有 100 多个生活习惯各

不相同的民族，印度还通用多种语言，仅印度官方通用语言就多

达 22 种，有 121 种语言的使用人口都在 1万人以上。可以说，印

度是由若干个大大小小的“碎片化”市场构成的。

类似印度那样的“碎片化”市场，农产品企业每次进入一处

都要重新开拓市场，会带来额外的成本；而单一市场意味着一家

企业如果探索形成了行之有效的商业模式，就可以在不进行大量

额外投入的情况下对整个市场进行平移复制，与一个个“碎片化”

市场相比，自然能够大幅提升效率，降低成本。

对于处于保护中发展的农产品企业来说，面前只有一条路，

那就是丢掉保护主义幻想，苦练内功，找好自己的生态位，从而

在市场竞争中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而优秀的企业，则可以开足

马力谋发展，快速成长和进化。

大幕已经开启，强者恒强、弱者淘汰的竞争格局会更加凸

显。那么，抓住机遇，奋力向前，是所有农产品企业共同的课题。

我们相信的只有一条：总有农产品企业能够脱颖而出，成为中国

经济的靓丽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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