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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把提

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显著增强中国经济质量优势。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高度重视实体经济发展，取得

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实体经济实力显著增长，产业结构逐渐优化，发展质量稳步提高，发展后劲不断增强，经济运行

向着合理化和高级化逐步迈进。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实体经济面临市场准入门槛有待放宽、企业

融资难题亟待破解、科技创新能力有待增强、多层次人才体系不健全等诸多突出问题和矛盾。因此，如何在新时代

背景下，推动实体经济健康发展，成为中国振兴实体经济、激发经济发展活力、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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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从世界范

围来看，一些国家之所以出现收入差距拉大、失业

人数增加等问题，正是由于实体经济发展滞后导致

的。当前，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

发展阶段，正处在优化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的

关键期。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

系，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把

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显著增强中国经

济质量优势。

近年来，学术界关于实体经济的研究主要集中

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如何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

问题。万程成（2020）通过构建区域科技创新与实

体经济协同发展指标体系，测算了2010—2019年中

国科技创新与实体经济协同度，提出从营商环境、

产权保护、普惠政策和金融改革等方面推进科技创

新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王竹泉、孙文君（2022）分

析了政府社会资本对实体经济发展的支持与驱动

作用，认为政府社会资本能够通过集中规划、精准

发力、高效引导撬动地区固定资产投资，进而拉动

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郭贝贝、吕诚伦（2022）系统

梳理了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的辩证关系，剖析了两

者协调发展的作用机制，明确了实现金融与实体经

济协调发展的三位一体的匹配机制。第二，实体经

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问题。叶云、施和平（2019）通

过研究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协调发展的内涵和规

律，认为不同的虚拟经济发展模式会对实体经济产

生不同的作用。陈享光、黄泽清（2020）提出要正确

认识经济金融化与虚拟经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

系，找到经济发展中“脱实向虚”的具体原因，提出

相应的对策建议，促进经济发展。胡怀国（2021）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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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

的关系，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

上，进一步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第三，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问题。姜松、玉鑫

（2020）基于中国 290个城市的数据，运用加权最小

二乘法、分位数回归和截面门槛回归方法，研究了

数字经济对实体经济影响的总体效应和阶段性特

征。杨庐峰、张会平（2021）以贵州数字经济与实体

经济融合发展实践为例，分析了数字经济与实体经

济融合发展的着力点，并提出从信息数据融通平台

建设、数字产业智慧化转型、经济融合发展的可持

续化和数字治理效能共治共享四个方面推动数字

经济与实体经济进一步融合发展，从而促进经济高

质量发展。张帅等（2022）以中国31个省（区、市）为

研究对象，通过熵值法、协调度模型、空间自相关分

析等方法，分析了2013—2019年中国数字经济与实

体经济融合的时空演变特征与驱动因素。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高度重视实体经济发

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实体经济实力显著增

长，产业结构逐渐优化，发展质量稳步提高，

发展后劲不断增强，经济运行向着合理化和

高级化逐步迈进。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地

认识到，中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面临市场

准入门槛有待放宽、企业融资难题亟待破解、

科技创新能力有待增强、多层次人才体系不

健全等诸多突出问题和矛盾。因此，如何在

新时代背景下，推动实体经济健康发展，成为

中国振兴实体经济、激发经济发展活力、实现

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

一、中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实基础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实体经济发展取

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实体经济实力显著增

长，产业结构逐渐优化，发展质量稳步提高，

发展后劲不断增强。

1.实体经济实力显著增长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实体经济快速发

展，规模不断增加，综合实力稳步提升，实体

经济总量从2012年的472555.8亿元增加到2021
年的 974903.3亿元，增加了 2.06倍（见图 1）。

2012—2021年，中国实体经济总量年均增速

达8.59%，其中，实体经济总量增速最高年份和最低

年份分别为2021年（13.82%）和2020年（1.99%）（见

图 2），两者相差 11.83个百分点，造成 2020年实体

经济总量增速较低的原因是由于受新冠肺炎疫情

影响，实体经济发展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随后，国

家通过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促

进消费持续恢复等一系列措施，再加上经济发展稳

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中国经济

表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因此，实体经济稳定恢

复向好。

2.产业结构逐渐优化

由图 3可知，中国实体经济第一产业增加值从

2012年的 49084.6亿元增加到 2021年的 83085.5亿
元，增加了34000.9亿元，但占实体经济总量的比重

从 2012年的 10.39%下降到 2021年的 8.52%。实体

经济第二产业增加值从 2012年的 244639.1亿元增

加到 2021年的 450904.5亿元，增加了 206265.4亿

元，但占实体经济总量的比重从 2012年的 51.77%
下降到2021年的46.25%。从第二产业内部结构来

图1 2012—2021年中国实体经济总量及占GDP的比重

数据来源：作者自行整理。

图2 2012—2021年中国实体经济总量增速

数据来源：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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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工业结构调整成效显著，中国工业结构从结构

简单向门类齐全转变，成为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

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200多种工业品产量居世界

第一。实体经济第三产业增加值从 2012 年的

178832.1亿元增加到2021年的440913.3亿元，增加

了262081.2亿元，占实体经济总量的比重从2012年
的 37.84%增加到 2021年的 45.23%，从第三产业内

部结构来看，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需求快速增长，

服务业层次不断提升。

3.发展质量稳步提高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高度重视绿色发展，把

生态文明建设摆到党和国家事业全局突出位置，倡

导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的生产生活方式，党的

十八届五中全会首次正式提出“创新、协调、绿色、

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随着生态文明建设进

程的不断推进，实体经济的发展质量和效益也稳步

提高。中国实体经济劳动生产率从 2012年的 6.33
提高到 2021年的 13.59（见图 4），提高了 2.15倍，这

说明，2012年以来，中国实体经济从业者的素质大幅

提高，管理和科技水平迅速提升。中国实体经济能

耗从2012年的0.85下降到2021年的0.54（见图4），

这得益于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和绿色低碳循环发

展。中国实体经济投资产出率从 2012年的 1.68小
幅下降至 2015年的 1.45，随后，又从 2016年的 1.47
逐步增加到 2021年的 1.76（见图 4），说明中国振兴

实体经济取得了显著效果。

4.发展后劲不断增强

中国实体经济发展韧性较强，且发展后劲十

足，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全社会固定

资产投资持续增长。中国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从 2012 年 的 281684.00 亿 元 增 加 到 2021 年 的

552884.20亿元，增长了1.96倍。2012—2021年，中

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速达 8.88%。第二，

进出口形势持续向好。2021 年，中国货物进出

口 总额达 391008.54 亿元，其中，出口总额为

217347.60亿元，进口总额为 173660.94亿元。在出

口货物类别中，工业制成品、化学品及有关产品、

机械及运输设备出口额分别为32239.30万亿美元、

2642.83万亿美元、16183.31万亿美元。第三，研发

经费投入快速增长。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21年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1年，全

国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为 27864亿元，

比2020年增长14.2%。

二、中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瓶颈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实体经济在取得一系列

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出现了市场准入门槛有待放

宽、企业融资难题亟待破解、科技创新能力有待增

强、多层次人才体系不健全等诸多问题。

1.市场准入门槛有待放宽

市场准入是民营企业家普遍关注的问题，市场

准入制度是市场体系建设中最基础的制度之一。

目前，中国在市场准入方面面临的主要障碍体现在

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

济平等参与市场竞争的相关措施落实还不到位。

（
亿
元
）

图3 2012—2021年中国实体经济三次产业增加值及占比情况

数据来源：作者自行整理。

图4 2012—2021年中国实体经济劳动生产率、能耗和投资

产出率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作者自行整理。

注：实体经济劳动生产率=实体经济总量/实体经济部门

劳动者数量，其中，实体经济部门劳动者数量指全国就业人

员数减去金融业和房地产业从业人员数。实体经济能耗=实
体经济能源消费总量/实体经济总量，其中，实体经济能源消

费总量以全国能源消耗数据代替。实体经济投资产出率=实
体经济总量/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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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先后发布《关于鼓励支持和引

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关

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关

于进一步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关于营

造更好发展环境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的意见》等

政策措施，支持和鼓励实体经济发展。各个省（区、

市）也不断发布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的政策

文件，例如，河南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深化民营企业

金融服务的意见》、湖北发布了《关于大力促进民营

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等，这些政策措施对于促进

实体经济持续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部分省

（区、市）的个别地区在经济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没

有认真落实国家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相关政策，

“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现象时有发生，实体经

济健康发展的环境亟待优化。另一方面，市场准入

隐性壁垒依然存在。部分省（区、市）在电力等一些

领域设置市场准入隐性壁垒，限制了民间资本进入

实体经济，例如，国家层面已经放开但地方政府仍

在审批、地方政府在个别领域和行业另设市场准入

限制性条件等隐性壁垒成为阻碍民间资本和社会

资本进入实体经济的主要障碍。例如，广州市社会

科学院发布的《广州创新型城市发展报告（2020）》
显示，通过对 397家样本企业进行市场准入方面的

调研，发现有 72.80%的企业认为存在隐性壁垒，

72.29%的企业认为部分行业设置较高的准入门槛。

2.企业融资难题亟待破解

资金是企业的血液，是企业生存发展的基础。

融资难、融资贵等融资难题是各类企业发展面临的

普遍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台了一系列政策

措施，引导银行、保险等金融机构积极创新金融服

务和金融产品，为实体企业的生产和日常运营提供

资金支持。但是，中国实体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现

象依然存在，尤其是民营实体企业融资难问题更为

突出。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公布的2020年“企业成

本”调研报告显示，2019年样本企业中国有企业平

均融资规模为 9738万元，而民营企业仅为 2695万

元，国有企业融资规模是民营企业的 3.6倍。通过

分析实体企业融资难题，我们可以发现产生融资难

题的深层次原因。第一，中小型实体企业管理制度

较为落后。中国的中小型实体企业大多数是家族

企业，现代企业制度不完善，管理理念落后，财务制

度不健全，日常运营不稳定，银行等金融机构缺乏

对其提供贷款的信心。第二，部分实体企业处于产

业链底端，抗风险能力较弱。银行等金融机构给企

业发放贷款时，会对企业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抵

押品、担保情况、抗风险能力等进行综合评定，而部

分省（区、市）的中小型实体企业处在产业链底端，

且缺乏符合金融机构要求的抵押物和担保物，从而

使得抗风险能力不强，难以获得银行等金融机构的

贷款支持。第三，信用体系和担保体系不健全。一

方面，实体企业信用体系建设起步晚、信用信息收

集不全面、征信记录缺失，导致银行无法将实体企

业的信用等级作为贷款的重要依据，因而银行在为

实体企业提供贷款时采取谨慎态度。另一方面，担

保体系不健全，融资性担保机构数量较少，且偏向

于为国有企业提供担保服务，使得实体企业难以获

得担保服务进而无法获得银行贷款。

3.科技创新能力有待增强

科技创新是促进企业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

近年来，中国鼓励和支持实体企业开展科技创新，

有效提高了实体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激发了实体

企业的发展活力。但是，中国实体企业，尤其是中

小型实体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仍然有待进一步提

升。中国实体企业在科技创新方面面临的突出问

题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部分企业科技研发

能力较弱。科技研发投入大、见效慢，因此，受研发

资金、研发人才等因素制约，部分中小型实体企业

没有专门的科技研发部门和科技研发团队，导致这

些企业的科技研发和科技创新能力不强。2020年
全球研发投入2500强企业中，中国有597家企业入

榜，仅次于美国，但中国入榜企业平均研发投入为

2.4亿欧元，低于美国的4.4亿欧元、日本的3.8亿欧

元和德国的 7亿欧元。第二，民营实体企业的科技

研发人才严重不足。与国有企业相比，民营实体企

业在工作环境、福利待遇、社会认可度、职业发展前

景等方面对科技研发人才的吸引力较小，科技研发

人才更愿意加入国有企业。中国部分民营实体企

业的科技研发人员是由产业工人或技术工人成长

起来的，没有经历过系统的专业学习，没有能力进

行有难度的科技创新活动，导致这些企业的科技创

新能力普遍较弱。根据全国工商联调查数据显示，

民营企业中设有专职科研团队和科研人员的企业

仅占 26.94%，其中，具有国家级认定的人才的企业

比例仅为6.68%。第三，受多重因素影响，部分实体

62



中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实基础与路径选择

企业的科技创新意愿不强。与直接购买成熟技术

或设备相比，实体企业进行科技创新和科技研发的

周期长，投入大，且面临科技创新失败的风险，因

此，实体企业倾向于购买成熟技术或设备，而不愿

意自主开展科技研发活动。

4.多层次人才体系不健全

人才是促进企业发展的重要资源，是企业开展

经营活动的实践者，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之一。中

国高度重视人才工作，出台了一系列促进人才工作

的政策措施，为企业吸引人才提供了制度保障。中

国人才工作在取得诸多成就的同时，也存在一些问

题，尤其是实体企业发展人才缺失问题日益突出，

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实体企业不重视

人力资源管理工作。实体企业，尤其是中小型实体

企业偏向于追求短期利润而忽视对人力资源工作

的支出。实体企业在遇到经营压力时，首先会考虑

降低劳动成本，而裁员是其常用手段。第二，实体

企业不重视科学合理的人力资源管理规划。大多

数实体企业没有进行科学合理的人力资源规划，往

往是根据短期人力需求进行人才招聘。一方面，实

体企业的发展战略随意性较大，管理者根据市场变

化随意改变发展战略，使得人力资源规划难以与企

业发展战略相匹配。另一方面，中小型实体企业大

多数是家族企业或合伙企业，管理者的集权观念较

重，人力资源部门负责人的自主权较少，难以按照

人力资源规划推进实际工作。第三，民营实体企业

的薪酬体系不完善。与当地国有企业相比，大多数

民营实体企业的工资水平较低，缺乏竞争力，对高

端管理人才和高端技术人才的吸引力较小。民营

实体企业的绩效考核制度不完善，考核标准不明

确，考核形式较为单一，不能充分体现员工的价值，

使得员工缺乏成就感和满足感。第四，实体企业的

文化建设不足。实体企业往往注重追求经济利益，

忽视企业文化建设，即使部分企业关注文化建设，

但也只是停留在开展文艺活动、制定相应的规章条

例等文化建设的表现形式，偏离了企业文化的核

心——企业精神传承。

三、中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点方向

未来一段时期，中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在

增强制造业核心竞争力、做大做强战略性新兴产业

和促进实体企业数字化转型三个方面持续发力。

1.增强制造业核心竞争力

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主体，是立国之本、强国

之基。中国制造业规模连续多年保持世界第一，在

促进经济发展、参与国际竞争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2011—2021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从

32.1%下降到 27.4%，下降了 4.7个百分点。从经济

发展的客观规律来看，中国处于工业化中后期，制

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下降符合经济规划，但如

果这一比重下降过早，不仅会影响经济发展，还会

导致产业空心化，降低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因

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

个五年规划和 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保持制

造业比重基本稳定。增强制造业核心竞争力需要

在以下三个方面采取有效措施。第一，推进制造业

向高端迈进。加大研发投入力度，提高技术创新能

力，建设制造业协同创新体系，强化基础共性技术

供给，实施关键核心技术和产品攻关工程，着力解

决制造业领域的“卡脖子”技术。第二，促进制造业

绿色发展。增强制造业企业的绿色生产理念，将绿

色制造理念贯穿生产的全流程，推动实施绿色制造

工程。鼓励制造业企业改善能源结构，积极采取清

洁能源替代方案，推进能源体制改革。加大技术研

发投入，持续开展能效管理，提高制造业各个行业

的节能减排技术，推动制造业绿色低碳循环发展。

第三，促进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顺应科技革

命和产业变革的趋势，鼓励技术创新，加强国际合

作，提高生产性服务业实力，探索新业态、新模式、

新路径，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

2.做大做强战略性新兴产业

战略性新兴产业代表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

业变革的方向，是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是重大突破性技术的主要载体，是培育发展新动能

和塑造竞争新优势的关键领域。党的十八大以来，

中国高度重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新一代信息

技术、生物、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迅猛。2020年，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GDP
的比重为11.7%，比2014年提高4.1个百分点，已成

为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

要力量。“十四五”时期，战略性新兴产业仍是破解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重要支

撑。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虽然中国战略性新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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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仍存在整体创新能力

有待提高、个别领域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等问题和困

难，需要在以下两个方面持续发力。第一，不断完

善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政策体系。完善产

业政策供给机制，提高产业政策与税收、金融、财

政、知识产权等政策的协同程度，形成有利于资源

聚集的政策体系。完善战略性新兴产业人才引进

体系和评价体系，为相关技术人员提供良好的工作

环境和生活环境。第二，营造良好的创新生态。打

破条块分割和部门利益障碍，建立创新激励机制和

容错纠错机制。加大技术研发投入力度，激发实体

企业的创新潜力，科研机构和智库充分发挥技术支

持和智力支持的作用，促进科技交流合作“走出去”

和“引进来”相结合。加快建立协同创新机制，营造

开放协同高效的创新环境。

3.促进实体企业数字化转型

数字经济正在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

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推进

实体企业数字化转型是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推动制

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2022年7月8日，中国

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报告

（2022年）》显示，2021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45.5
万亿元，占GDP的比重达39.8%；产业数字化规模达

37.2万亿元，占GDP的比重为 32.5%。工业互联网

成为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核心方法论。工业互联网

融合应用迈入快速成长期，形成了平台化设计、智能

化制造、个性化定制、网络化协同、服务化延伸、数字

化管理等六大典型融合应用模式。“十四五”时期，中

国需进一步推动数字经济发展，促进实体企业数字

化转型。一要加强平台赋能，帮助实体企业进行数

字化转型。开展实体企业数字化转型专项行动，搭

建平台企业和实体企业对接机制，鼓励平台企业开

发更多的能够满足实体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产品、服

务和工具，形成数字化转型的市场能动性。二要强

化公共服务，降低转型门槛。积极打造区域型、行业

型、企业型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引导建设数字化转

型开源社区，强化平台、算法等数字化转型公共服

务。三要打造实体企业数字化转型典型应用场景。

组织工业互联网平台企业和实体企业联合打造典型

应用场景，树立数字化转型标杆企业，构建实体企业

数字化转型的典型范式，发布转型指引。

四、促进中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

中国应在积极营造良好营商环境、不断拓宽企

业融资渠道、着力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建立健全人

才培养机制等方面采取有效措施，促进实体经济高

质量发展。

1.积极营造良好营商环境，为实体经济发展提

供制度保障

2013年 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

定》，明确在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

制、生态文明体制等五个方面全面深化改革。转变

政府职能作为政治体制改革以及实现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方面，越来越受到国家的

重视。中国围绕压缩行政审批流程、规范行政审批

事项等方面，发布了诸多政策措施，营商环境得到了

极大改善。中国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采取有效措

施，营造良好营商环境，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第一，

转变政府服务意识，提高政府服务能力。各个省

（区、市）要积极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不断转变服务

意识和政府职能，创新工作方式，简化工作流程，提

高工作效率和服务能力，真正为实体企业排忧解

难。第二，加快调整和完善营商环境制度体系。加

快营商环境制度体系建设是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的重要工作，对持续深化改革、促进科技创新、激

发发展活力、增强内生动力具有重要意义。各个省

（区、市）要积极促进营商环境的市场化、制度化、法

制化、国际化建设，着力破解重点领域的突出问题和

矛盾，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第三，营造公平竞争

的市场环境。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关键是要

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保证不同市

场主体可以平等获取资金、技术、人才、土地等各类

生产要素，为实体企业营造公开、公平的良好环

境。在全社会形成尊重实体企业家干事创业的社

会氛围，增强实体企业家投资发展的信心，支持实

体企业家以恒心办恒业，建立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

公平竞争的环境，让各类实体企业做大做强。

2.不断拓宽企业融资渠道，为实体经济发展提

供金融支持

拓宽融资渠道是破解实体企业融资难、融资贵

问题的主要方式，能够促进企业健康发展。中国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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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实体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为实体企业提供

金融服务，促进实体企业持续发展，需要在以下三个

方面做出努力。第一，不断完善资本市场，拓宽实体

企业融资渠道。资本市场是实体企业重要的融资渠

道，健全的资本市场可以为不同类型的实体企业提

供多样化的金融服务，满足实体企业对资金的需求，

促进实体企业健康发展。中国要加快完善资本市

场，优化市场结构，创新交易机制，丰富交易品种。

加强对资本市场的监管力度，不断提高协调层级，完

善资本市场的各项监管制度，堵塞监管漏洞，促进资

本市场健康发展。第二，不断创新金融制度，加大金

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持续创新金融组织体系，鼓

励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民间资本与社会资本组建金

融机构，为实体企业提供多样化的融资服务。不断

推进金融产品和服务模式创新，支持银行、保险等金

融机构大胆创新金融业务，针对不同类型实体企业

的多样化需求开发不同的金融产品，满足实体企业

的合理融资需求。积极发展“互联网+金融”，支持银

行等金融机构运用新一代信息技术，打造互联网金

融服务平台。第三，不断完善金融风险防控体系。

加快补齐金融监管制度短板，完善金融监管体制机

制。健全金融风险问责机制，对重大金融风险严肃

追责问责，有效防范道德风险。有效利用大数据、云

计算等信息技术，实时监控金融市场动态，建立跨部

门的联合监管机制，加强对金融市场的监管协调，切

实提高金融风险监管能力。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

科学分析实体企业的金融数据，及时发现存在的金

融风险，以便采取有效措施予以应对。

3.着力提高科技创新能力，为实体经济发展提

供科技支撑

当前，世界科技创新正处于空前的密集活跃

期，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重构全球创新

版图，科技创新成为世界各国增强经济竞争力的关

键。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

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明确了科技创新强国的“三步

走”战略目标，完成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顶层设

计，制定了一系列促进科技创新的政策举措。中国

要提高实体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需要在以下四个

方面做出努力。第一，在制定科技创新相关政策

时，充分听取和采纳实体企业的意见与建议。企业

是科技创新决策、研发投入、科研组织和成果转化

的主体，是促进科技创新的主力军。各个省（区、

市）在制定科技创新方面的发展规划和实施方案

时，应充分调研实体企业的实际需求，听取和采纳

不同实体企业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的相关建

议。第二，不断完善科技创新相关政策，鼓励企业

开展科技创新。不断降低实体企业的科技创新成

本，完善国家相关税务规定，推进科技创新领域的

减税降费，切实减轻实体企业负担。完善科技考核

评价体系，聘请第三方机构对科研成果进行差异化

和多元化的评估，及时发现科技政策存在的不足，

并进行相应调整和完善。积极创新科技成果转化

机制，促进技术、资金等各种要素有效对接，解决成

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和基础研究的“最先一公

里”衔接问题，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和应用。第三，发

挥金融对科技创新的支持作用。完善实体企业科技

创新融资需求与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信息对接机制，

做到资金供需双方的信息互通。鼓励银行等金融机

构通过金融政策创新、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创新等，

激励实体企业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投入力度。不断完

善风控理念，结合实体企业科技创新的规律和特点，

构建与实体企业科技创新相匹配的风控体系。

4.建立健全人才培养机制，为实体经济发展提

供人才支持

高端管理人才和高端技术人才是实体企业发

展的重要人才保障，是促进实体企业转型升级的宝

贵资源。各个省（区、市）应在以下四个方面采取有

效措施，为实体企业发展培养高端管理人才和高端

技术人才。一是优化工作和生活环境，提高对高层

次人才的吸引力。完善合理的人才培养体系，各个

省（区、市）可以建立外国教育示范区和文化教育创

新示范基地，加快“产业社区”建设，完善各类产业

园区基础设施和生活服务配套设施，努力解决人才

居住、子女入学等问题。改善城市人居环境，使得

高端人才能够“留得住、回得来”。二是完善人才引

进体系。在人才引进方面，各个省（区、市）应实施

“政府出面引进，为企业服务”策略，即企业根据自

身需求向政府提出人才需求信息，政府针对企业的

实际需求，制定有吸引力的高层次人才引进措施，

吸引各类高层次人才加入实体企业。三是完善高

层次人才激励机制。各个省（区、市）要加大对实体

企业中高端创新人才和高端创新团队的奖励力度，

采取精神奖励和物质奖励相结合的办法，并适当加

大物质奖励力度。鼓励实体企业赋予高端创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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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和高端创新团队更大的科研经费使用自主权，对

引进的高层次人才实行年薪制，充分激发创新人才

干事创业的活力和动力。四是健全高端创新人才

培养体系。一方面，各个省（区、市）应加大高等教

育投入力度，加强与国外高水平大学的交流与合作，

鼓励各省（区、市）内高校与国外高水平大学合作建

设各类国际合作学院，联合培养高层次人才，尤其是

为实体企业发展培养外向型人才。另一方面，各个

省（区、市）应加快推进职业教育快速发展，鼓励龙头

企业和社会资本开办职业技术院校，针对各类企业

的实际需求，为企业培养专业化的技术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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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alistic Basis and Path Choice of China’s Real Economy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Zhang Shaole
Abstract: The real economy is the foundation of a country’s economy. In developing a modernized economy, we must focus on
the real economy, give priority to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the supply system, and significantly enhance the quality advantage of
the Chinese economy.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hina has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al economy and made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The strength of the real economy has grown
significantly,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has been gradually optimized, the quality of development has been steadily improved, the
momentum of development has been strengthened, and the economic operation has been gradually rationalized and advanced.
However, we must also be soberly aware that China’s real economy faces many prominent problems and contradictions, such as
the need to relax the market access threshold, the need to solve the financing problems of enterprises, the need to enhanc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apacity, and the lack of a multi-level talent system. Therefore, how to promot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real economy in the context of the new era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a’s efforts to revitalize the
real economy, stimulate the vitalit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achieve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Key Words: Real Economy;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Business Clim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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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流通体系助力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

机理与路径*

陈 浩 东 张 儒 恒 原 一 鸣 何 玥 莹

摘 要：在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推进现代流通体系建设已经成为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的重要战略链接和关键发展支点。通过系统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现代流通体系与双循环新格局构建的演进关

系，并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提出了现代流通体系助力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作用机制，即内循环从

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等环节，外循环从借助国际市场、深化国际产业分工合作、整合外部资源等方面分别助力构

建双循环新格局。依据现代流通体系助力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完善流通基础设施建设，筑

牢流通发展基础；加强流通体系上游建设，稳固双循环经济生产基础；激发流通体系下游潜力，注重需求端供给改

革；强化流通新技术赋能，打造国际流通品牌；加强流通体系制度建设，发挥我国制度优势；深化对外开放，整合外

部优势资源等推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构建的实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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