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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夏，广东茂名高州市根子镇的荔
枝迎来成熟采摘期。“爬山过岭采荔枝、
肩挑手扛运荔枝”的场景在这里上演。

“我们的订单最远到达了西藏的阿
里地区。”高州市采鲜园果蔬专业合作社
社长林常珍说。

从岭南地区到雪域高原，一个个荔
枝包裹在发达交通设施和高科技的助力
下完成转运，彰显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成效。

湖北丹江口的清水进入北京、天津
等北方城市，南水北调工程实现了北方
向南“借”水的设想；甘肃光伏基地将数
十亿度电输送至山东等省份，“西电东
送”破解我国能源空间制约；宁夏搭建全
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构建
面向全国的算力保障基地……以设施联
通打破跨区阻塞，让各地不同要素资源
持续流动。

国内大循环的强大生命力，依赖于要
素的自由流通与高效配置。通过全国性
设施网络的强力支撑，在物理上打破地域
藩篱，加速人、货、物、信息的高效流转。

全国一盘棋构建的“内联”基础设施
体系，也是“外联”全球市场的稳固桥墩。

盛夏，中铁联集郑州中心站内，两列
中亚回程班列货物卸运完后，一列满载
架桥机、拖拉机等设备的中亚班列又将
启程。

“现在，中亚班列运输品类已经从最
初的粮食、棉纱等初级产品发展到机械
设备、工程设备、新能源汽车等高附加值

产品。”中豫港务集团郑州陆港公司总
经理陈晗说。

如今，在广袤的欧亚大陆上，一列列
满载“中国制造”的中亚班列穿行于山川
戈壁，成为连接中原与中亚国家的“钢铁
驼队”。

将镜头向南，广西平陆运河施工现
场，随着龙门吊将砌筑好的石板缓缓放
下，三个梯级枢纽中的企石枢纽船闸闸
室首个中墩顺利封顶。

“目前，平陆运河已进入全面攻坚关
键期，全体建设者迎难而上，对完成年度
目标充满信心。”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
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程
耀飞说。

据测算，平陆运河建成后，5000吨级
江海直达船可从西江内河港口直通东南
亚主要港口，这条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
的首个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将进一步
打开西南地区出海贸易大通道，更好联
通国内国际两个市场。

密集高效的海运航线、稳定畅通的
中欧班列网络、覆盖全球主要经济体的
航空货运骨干通道……现代化枢纽通道
助力中国更有效率地进行全球资源要素
集聚与产业对接，将世界市场与中国市
场深度融合。

面向未来，随着支撑高效流通的基
础制度不断完善，现代化设施网络更好
互联互通，经济循环将更加通达无阻，发
展动能将更加澎湃强劲。

（图文均据新华社）

助力“双循环”
激发内外市场协同效能

推进设施联通 助力物畅其流
——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一线观察之二

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是打破地理阻碍、加快要素
流动的基础前提，也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应有之义。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
见》提出“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强调要“建设现代流通
网络”“完善市场信息交互渠道”“推动交易平台优化升级”。

近期，记者赴多地进行采访调研。一路行来，推动市场
设施互联互通的最新进展令人印象深刻，实现“物畅其流”在
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彰显。

夏日暖阳，照射辽阔边疆。
位于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和静县的天山胜利隧道内，轰鸣的

机器与扬起的沙土奏出繁忙的建设“交响乐”。日前，这座世界最长高
速公路隧道迎来 8座竖井全部贯通的重要节点，为乌尉高速公路通车
运营奠定了基础。

“过去我们用火车将和静县的铁矿运往乌鲁木齐，要在巴伦台站
上站后绕行到和静，然后在焉耆编组，一路经过和硕、鱼儿沟、吐鲁番
等地才能到达。”九洲恒昌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姚国勇说，天山
胜利隧道通车后，穿越天山用时将大大缩短，该公司物流成本可减少
7000万元左右。

连接“断点”、打通“堵点”，各地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过程中，不
断丰富高速公路、铁路、航空等网络的“毛细血管”，让人流、车流、货物
流更加便捷高效。

硬件设施的连接联通让物流成本降下来，运输方式的跨界组合让
通行效率提上去。

今年开春，一批超100标准箱的国产太阳能光伏板搭乘“合肥—宁
波舟山港”海铁联运精品快线直达宁波舟山港穿山港站后，通过“嘉华
宁波”轮运往德国威廉港。

“铁路直通港区，快航点对点直达，更适合货量大、时效性要求高
的出口货物。”浙江海港物流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孙雪君说，在途时长
从原来的40天缩短到27天。

推进京津冀、晋陕蒙等重点区域大宗货物运输“公转铁”“公转
水”；推动重点干线铁路和进港铁路专用线建设；推进多式联运“一单
制”“一箱制”……2024年，我国实施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专项行动，促
进供应链上下游、物流各个环节、各种运输方式之间资源高效整合。

发达的交通运输推动经济畅通，完善的网络设施改变人们生活。
地处闽南“金三角”的漳州拥有1.86万平方公里海域。蓝色的海洋

给当地渔民提供了经济来源，却也是他们远程通话的阻碍。
“以前出海十几公里就没信号了，遇到紧急情况只能靠对讲机联

系其他渔船转告家人。”漳州东山岛澳角村不少渔民对此很是无奈。
传统渔业发展的瓶颈，在网络铺就的高效率数字底座中有了突

破。
近年来，漳州电信通过建设海域覆盖精品网，实现全村千兆宽带、

4G和5G网络100％覆盖；引入高通量海洋卫星宽带服务，解决远海通
信难题；在澳角山新建高增益海域专用基站，将近海手机信号覆盖距
离扩展至50公里……

目前，漳州电信已成功实现 715公里海岸线 5G信号全覆盖，为海
洋经济发展筑牢坚实基础。

“交通运输、通信网络等基础设施的完善和升级，有利于组成高标
准市场网络体系，更好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
院）经济学部教授许正中说。

强化“硬联通”
基础设施更加高效连接

“一直以为企业业务只能回老家苏州办理，没想到现在直接在上
海就办完了，虚拟窗口这项技术真是太方便了！”6月27日，在上海浦东
新区政务服务中心完成个人独资企业经营范围变更的邵万海笑着对
记者说。

邵万海口中的虚拟窗口，是由高清视频通话、电子证照调用、材料
在线预审等功能构成的远程办事系统。两地工作人员“屏对屏”实时
连线，“手把手”操作指导，长三角三省一市企业和群众的异地业务在
所在地即可办理。

以数字化平台建设优化企业和群众信息交互体验。今年1月对外
公布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指引（试行）》明确，各地区要加快构建完
善多级互联的政务数据共享交换平台体系，推动跨区域、跨部门、跨层
级的数据安全共享。

包含百万张叉车、包裹等物流园区对象图像及对象名称的标注数
据集，对单场景目标物、复合目标物形态比例有着严格限定……

前不久，贵阳大数据交易所联合传统物流企业和第三方专业数据
治理机构，通过对物流园区原始影像数据进行定向裁剪、深度加工和
精细标记，将原有模型对物流对象图像类型的判断准确度进一步提
升。

汇聚上百个全国数据需求，近年来，贵阳大数据交易所深化推进
全国数据交易机构互认互通需求池建设，促进数据深度开发利用。

持续推动交易平台优化升级，也是实现“软联通”的重要抓手。
“没想到我们能拿下外地的政府采购业务，这在‘电子卖场’出现

以前是很少见的。”江西控势网络信息安全有限公司总经理尚洪军说。
2021年底，江西省政府采购电子卖场在全省推广，企业在一地注

册就能全省通卖，深化了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整合共享。截至今年 6月
20日，全省累计上架商品1081.22万件，入驻供应商15.21万个，其中省
外供应商2.07万个。

立足“软联通”，全国多地涌现出越来越多的创新做法和有益探
索。

湖南、湖北、江西做到高频事项“三省通办”；河北保定与京津联动
实现经营主体跨区域迁移登记“一地、一窗、一网、一次办结”……跨区
域智慧政务服务不断取得新突破。

首家数据科技央企中国数联物流成立，构建国家级物流大数据平
台；全国科技大市场联盟揭牌，推动跨区域技术交易、成果转化与资源
共享……全国一体化技术和数据市场持续培育。

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出台；全国土地
二级市场线上交易服务平台开通运行……重点领域平台建设迈出更
大步伐。

国家发展改革委体制改革综合司有关负责人表示，将加快完善市
场制度规则，加强市场基础设施支撑，不断提升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
水平，为各类经营主体提供更广阔的发展舞台。

做好“软联通”
搭建平台促进要素流动

在浙江宁波舟山港金塘港区大浦口集装箱码头，货轮在泊位上有序装卸集装箱（无人机照片，2025年1月4日摄）。

路人从贵阳大数据交易所门前走过（2023 年 4 月 27
日摄）。

这是位于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的南水北调东线源头江
都水利枢纽（无人机照片，2025年7月6日摄）。

这是2024年
12 月 30 日 在 新
疆和静县拍摄的
天山胜利隧道出
口及附近在建公
路（ 无 人 机 照
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