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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改革促进与能力加强项目（TCC6） 

 

进一步培育和激发中国国内市场潜力研究子项目 

“进一步培育和激发中国国内市场潜力的政策研究”

工作任务大纲 

 

经财政部批准，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正在执行世界

银行贷款“中国经济改革促进与能力加强项目”（TCC6）子项

目“进一步培育和激发中国国内市场潜力研究”。该子项目的目

标是深入分析当前中国国内市场发展水平和潜在发展空间，总

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绩经验，提出下一阶段培育和激发国内

市场潜力的总体考虑和政策取向。为此，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

研究室拟聘请一家咨询机构，承担该子项目下“进一步培育和

激发中国国内市场潜力的政策研究”研究任务。 

一、背景 

（1）关于“进一步培育和激发中国国内市场潜力研究”子

项目立项考虑。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

段，培育和激发国内市场潜力，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是当

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应对外部环境复杂变化，保持经济平稳健康

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从发展的外部环境看，新冠肺炎疫情

冲击下全球经济面临深度衰退风险，国际贸易和投资大幅萎

缩，国际交往受限，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一些国家保护主义

和单边主义盛行，我国外需发展面临较强不确定性不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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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发展的内部环境看，我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

期，处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迈向更高水平发展阶段的关键期，

具备经济潜力足、韧性强、回旋空间大、政策工具多的基本特

点。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快速发展，

具有全球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工业体系、强大的生产能力、完

善的配套能力，具有包括4亿多中等群体在内的14亿人口所形

成的超大规模内需市场。新的发展形势下，要把满足国内需求

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培育

和激发国内市场潜力，既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更好满足人

民群众对美好生活需要的客观要求，又是着力打通生产、分配、

流通、消费各个环节，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

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培育新形势下我国参与国际

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的必然要求，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深远历

史意义。 

（2）关于“进一步培育和激发中国国内市场潜力的政策研

究”任务考虑。我国前期已出台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相关政

策，促进我国国内市场加快发展，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逐步显现。

在不断变化的内外部环境下，有必要对前期已出台政策的效果

进行分析评估，梳理培育和激发国内市场潜力面临的制约因

素，分析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与培

育和激发国内市场潜力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就如何进一

步培育和激发国内市场潜力提出政策建议。 

二、工作目标和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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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目标 

本任务主要有四个目标。一是厘清政策现状。科学梳理目

前我国已经出台的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相关政策及实施

现状，深入分析各政策出台背景、实施效果以及存在的不足。

二是梳理制约因素。目前我国进一步培育和激发国内市场潜力

存在不少制约因素，针对各制约因素深入分析并探究深层次原

因，寻找政策突破点。三是形成政策思路。立足国内发展现状，

提出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持续深化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培育和激发国内市场潜力的政策思路；结合外部

环境变化，分析新形势下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构建更

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培育和激发国内市场潜力的政策思

路。四是提出政策框架体系。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培育

和激发中国国内市场潜力的政策框架体系。 

2.范围 

本任务重点研究内容为以下几个方面： 

（1）梳理目前已经出台的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培育

和激发国内市场潜力的相关政策，包括国家政策与地方政府配

套政策，对相关政策的出台背景、实施效果以及不足之处进行

深入分析。研究的政策范围应至少包含以下政策文件及相关地

方政府配套文件：《进一步优化供给推动消费平稳增长 促进

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实施方案》、《加大力度推动社会领域公

共服务补短板强弱项提质量 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行动方

案》、《关于推动物流高质量发展 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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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等。 

（2）深入挖掘目前形成国内统一市场、培育和激发国内

市场潜力面临的制约因素，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个方面：供给

侧、需求侧、制度环境、要素市场、国内统一市场建设等。分

析各制约因素形成原因以及可能的政策突破点。 

（3）分析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持续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培育和激发国内市场潜力之间的关

系，提出持续完善制度环境、提升要素市场化配置水平、统筹

供给侧和需求侧，进一步培育和激发国内市场潜力的政策建

议。 

（4）分析新形势下加快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与培育和激发国内市场潜力之间的关

系，提出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全面开放，打

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进一步培育和激发国内

市场发展潜力的相关政策建议。 

3.方法 

本项目应采取的研究方法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资料收集。咨询机构应系统收集、整理国家及地方

为推动形成国内统一市场、培育和激发国内市场潜力出台的政

策。 

（2）调查研究。为科学合理评价既有相关政策效果，分

析当前培育激发国内市场潜力面临的制约因素，应开展国内实

地调研（应包括省、市级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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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组织召开座谈会。咨询机构应至少组织召开2次座谈

会，邀请政府部门、科研院所、咨询机构等相关专业人士听取

本机构的研究进展情况，对项目研究提出意见和建议。 

（4）组织讨论和评估。参与由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

室组织召开的课题评审会（中期和结题），根据评估建议进行

修订完善。 

三、专业资历 

项目承担机构应具备但不限于以下条件： 

（1）能够组成专门从事该项目研究的高效、稳定的研究

团队，至少应包括课题相关领域的副高级职称以上1人以上，

研究团队应拥有政府政策、公共管理、宏观经济学等方面的专

业人才。 

（2）拥有与课题相关的国内资源（或分支机构），具备

丰富的国内市场研究经验和较强的课题研究组织能力，承担过

相关课题研究任务，为课题研究提供必要的资源保障。 

四、其他要求 

项目承担机构应保证研究团队稳定、从业经验丰富,有充

足的时间和精力投入本课题研究。 

五、交付成果及时间计划 

1.交付成果： 

本任务需提交以下成果： 

拟分为1个提纲、3个报告（报告名字暂定）、1篇文章： 

【提纲】结合国内外文献研究情况，撰写研究提纲，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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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不少于研究目标、研究范围、主要研究内容、工作安排等

内容。 

【报告一】《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深化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 培育和激发中国国内市场潜力研究》（暂定名），

主要内容应不少于“工作目标和范围”的内容。 

【报告二】《加快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推动

新形势下更高水平对外开放 培育和激发中国国内市场潜力研

究》（暂定名），主要内容应不少于“工作目标和范围”的内

容。 

【报告三】《研讨成果综述》（暂定名），根据研究需要

召开相关研讨会，形成研讨会成果综述，作为【报告一】和【报

告二】的支撑。 

【文章】项目承担机构根据【报告一】、【报告二】研究

成果，在中英文核心学术期刊发表论文（B级及以上）1篇。 

研究成果交付方式： 

（1）研究报告初稿，征求评审意见；结合专家建议对报

告进行补充完善。 

（2）报告二稿，征求评审意见。结合最新研究成果和专

家建议，对报告进行补充完善。 

（3）最终报告。研究报告应做到观点鲜明且符合实际，

内容完整、逻辑严谨、结构清晰、语言精练。所有成果均应提

供中文文本，各提供六份打印稿，同时提供电子版。数据和表

格需以Excel文档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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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时间计划 

本任务开始时间不迟于签署合同后一周内。 

（1）【提纲】交付不迟于签署合同后一个月内； 

（2）【报告一】初稿交付不迟于2020年9月30日； 

（3）【报告二】初稿交付不迟于2020年9月30日； 

（4）【报告三】交付不迟于研讨会结束后一月内； 

（5）【报告一】【报告二】二稿交付不迟于2021年12月

31日； 

（6）【报告一】【报告二】终稿交付不迟于2021年3月31

日。 

（7）【文章】发表时间不迟于2021年3月31日。 

六、合同及付款计划 

项目承担机构将获得一份总价合同。合同金额将在咨询机

构交付质量满意的成果之后分期支付，具体付款安排如下： 

（1）合同签订后支付10%； 

（2）【报告一】【报告二】初稿均交付后支付50%； 

（3）所有成果交付之后支付其余40%。 

七、监督管理 

咨询机构向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进一步培育和激

发中国国内市场潜力研究”项目负责人报告，并接受财政部项

目管理办公室和世界银行项目管理团队的监督。国家发展改革

委政策研究室将为开展本任务提供必要的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