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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结共识 聚力发力 振兴实体经济
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原部长 李毅中

要高度警觉实体经济
“脱实向虚”，防止工业被
“空心化”

一般地讲，实体经济是指为经

济发展、社会进步以及民生改善提

供产品和服务、创造物质财富的经

济活动总集成。实体经济是人类赖

以生存，满足衣食住行用需求的基

础和支撑。所谓实体经济，主要是

相对证券、期货、金融衍生、房地产

等以资本运作为主的虚拟经济而

言。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互相依

存、协调发展，虚拟经济应为实体经

济服务。大力振兴实体经济，工业

是主战场。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7

月视察湖北省时强调指出“工业是

我们的立国之本”。党的十八大再

次明确 2020 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

的目标，其中包括“工业化基本实

现”，“信息化水平大幅提升”，需要

付出艰辛努力。十八大强调“坚持

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

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促进“四

化”同步发展。因此，从我国的国情

出发，在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两个百年

目标，工业在国民经济中仍然发挥

着主导和支撑作用。

发达国家工业化经历了上百年

或更长的历程，是在上世纪五十年

代前后实现工业化的，比我们早了

七八十年。美国 1955 年实现了工

业化，但之后由于长期依赖虚拟经

济，房地产和过度金融衍生泡沫泛

起，引发金融危机殃及全球，教训深

刻 。 痛 定 思 痛 、深 刻 反 思 ，美 国

2009 年提出了“再工业化”、“本土

回归”、“重振制造业”。德国制造

业实力雄厚，在金融危机中也受到

冲击，但抗风险能力强，走出低谷较

早，2013 年提出“工业 4.0”，在新一

轮工业革命中先声夺人。当今世界

各国都在进行经济深度调整。我国

工业经受发达国家回流重振抢占高

端制高点、发展中国家低成本抢占

中低端的双重挤压。而我国国内近

几年出现实体经济“脱实向虚”、工

业被“空心化”的现象，是经济重大

结构性失衡的表象，突出表现在以

下几个方面。

一是资金很少流向实体经济。

资金池中的总量并不少，但很少流

向实体经济，而是过多注入了股市、

债市、房市、期货市场炒作获取高

利，还有大量资金通过理财等金融

衍生工具在体外循环。仅以央行公

布2016年1—9月数据计算，在新增

贷款10.16万亿元中，房地产贷款为

4.32万亿元占42.5%；在全部贷款余

额 104.11 万 亿 元 之 中 ，房 地 产 为

25.33 万亿元占 24.3%，明显高于同

期工业贷款余额的占比。一些企业

为谋求利益，自有资金不再用于更

新改造，而去炒股炒房。2015 年

4—5 月，全国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在

长达6个月负增长后实现当月由负

转正，据分析增加的利润 90%以上

来自股票、债券、期货、基金收入，

随着股市的跌落 6 月以后又跌入 7

个月负增长。

二是工业企业盈利能力减弱。

全国规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利润率

从 2010 年以来逐年下降，分别是

7.6% 、7.2% 、6.66% 、6.16% 、5.76% 。

2016 年 1—11 月 略 有 回 升 为

5.85%。2015 年中国企业 500 强中，

261 家 制 造 业 企 业 净 利 润 只 占

17.1%；33 家金融机构净利润却占

56.8%。据测算银行的净资产利润

率是制造业企业的两倍多。2009

年以来，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例

快速下降，而金融业增加值在 GDP

中占比迅速上升，数据显示 2015 年

已占8.5%，甚至高于发达国家。

三 是 工 业 投 资 增 幅 急 剧 下

滑。实体经济盈利低落，进一步减

弱了对资本的引力。2015 年全国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10%，工业只增

长 7.7%，2016 年 1—11 月全国增长

8.3%，工业只有 3.4%。工业投资在

全部投资中的占比总体上与工业

在GDP中占比相当，但东部一些发

达省市工业投资占总投资之比远

低于工业占GDP之比，工业投入严

重不足导致工业被“边缘化”，一些

地方和部门不再关注工业的转型

升级。

四是分配悬殊加大，导致人才

流 失 严 重 。 国 家 统 计 局 公 布 了

2015 年全国 19 个重点行业非私营

单位职工平均年收入，最高的是金

融业11.48万元，最低的是农林牧渔

业为3.19万元，相差3.6倍。信息软

件业 11.2 万元居第二位，制造业

5.53 万元排第 14 位，建筑业 4.89 万

元排第 15 位。实体经济员工收入

普遍低下，反差之大导致在人才流

向、职业选择上，实体经济行业处于

绝对劣势。

中央对实体经济高度
重视，采取了一系列政策
措施

对上述问题和倾向的警觉，早

在 2011 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就已指出，要高度重视实体经济发

展，人才和资金等要更多投向实体

经济，改革措施要更加有助于发展

实体经济，收入分配要更多向劳动

倾斜，努力营造鼓励脚踏实地、勤劳

创业、实业致富的社会氛围。党的

十八大报告再次强调“要牢牢把握

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实行

更加有利于实体经济发展的政策措

施”，并具体指明了发展实体经济的

方向和任务，即推动战略性新兴产

业、先进制造业健康发展，加快传统

产业转型升级，推动服务业特别是

现代服务业发展壮大，合理布局建

设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

在 2016 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

议上，习总书记语重心长地告诫我

们“不论经济发展到什么时候，实体

经济都是我国经济发展，我们在国

际竞争中赢得主动的根基。”我国有

13 亿多人口，老百姓衣食住行用，

经济社会发展物质技术支撑，离开

了实体经济是不行的。千万不能把

关系国家安全、关系国际竞争力的

实体经济搞虚了、搞少了。

近几年来，党中央国务院采取

了一系列支持实体经济的重大举

措，具体来说，一是加大财政支持。

国家设立了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引

导基金、先进制造产业投资基金、技

术改造专项资金、集成电路发展基

金等专项基金。出台了电价改革、

电网收费改革等降低用电成本，采

取了多项奖补政策支持新能源汽

车、支持钢铁煤炭去产能等。二是

加大减税降费力度。增值税由生产

型改为消费型增多抵扣项目，多项

减免小微企业所得税，取消不合规

乱收费，尤其是营改增全面实施，以

上几项合计年减税 9000 亿元。三

是银行多次降息减少企业利息支

出。据统计，2016 年 1—11 月规上

工业企业利息支出减少 7.8%。调

整信贷结构，缓解小微企业贷款难、

贷款贵，实施债转股给企业增添了

活力。四是加大垄断行业改革。如

电力、石油、铁路、电信、民航、市政

等鼓励民间资本有序进入，试行

“PPP”合作模式。这些措施或正在

实施，或见到了成效。同时仍存在

政策不到位、力度不够大等问题。

企业反映，希望进一步减税清费，降

低企业成本；进一步落实金融对实

体经济的支持，让利于企业；进一步

深化改革投融资体制，使企业真正

成为投资主体；切实落实产权保护，

调动民间资本积极性。不少企业还

建议，要推进分配制度改革，加强舆

论引导，营造“实业致富、勤劳创

业”的良好社会氛围。

企业要自信、自强、自
立，提质增效、转型升级，
把实体经济做强做大

企业肩负着实现两个百年目标

的历史使命，承担着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的艰巨任务。我们要坚持走中

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坚持社会

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发扬具有光荣

传统的工业精神和现代企业精神，

做好本行业、本企业的各项改革、发

展工作。振兴实体经济不仅要改善

营商环境，更要依靠企业的内在动

力。

一是端正主业、突出主业。集

中精力、物力、财力，一心一意做

强、做优、做精主业，防止盲目扩

张。力戒高负债经营、高负债建设，

保持良好的产业结构、稳健的资本

结构，防范财务风险，提升资产盈利

能力。大企业要力争成为行业骨干

龙 头 ，中 小 企 业 要 力 争“ 专 精 特

新”。二是落实创新驱动，融入企业

经营战略。在科技创新、产品创新、

管理创新、组织创新、业态创新等方

面下功夫，瞄准国际同行业先进水

平对标达标，消除瓶颈、补齐短板。

尤其突出节能降耗、减排治污、质量

品牌等要素，全面提升技术经济指

标，提升对经济、社会、民生的供给

能力。三是结合实际实施《中国制

造 2025》。主线是信息化与工业化

深度融合，主攻方向是智能制造，转

型方向是制造业服务化。将新一代

信息技术和工业制造技术密切结

合，推进互联网与工业制造业跨界

融合，将“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

战略融为一体、相辅相成。推进工

业制造业迈向国际产业链中高端，

提高行业企业的发展能力。四是坚

定不移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

持问题导向、抓准重点难点，攻坚

“三去一降一补”，祛病健身、固本

强基，优化改进产业结构、产品结

构、资本结构，为实现转型升级夯实

基础。发展新兴产业、高技术产业

是增加新动能，改造提升传统产业

使其焕发生机也是增加新动能，两

者必须同时发力，打造经济“双引

擎”。

我国实体经济的改革发展已站

在新的起点上。我们企业要看到营

商环境不断改善，也要看到经济运

行中不确定、不稳定的因素也在加

剧，更要找准自身的差距和问题；按

照中央的要求和部署，遵循经济规

律、市场规律，振奋精神、聚力发

力、真抓实干，为振兴实体经济做出

不懈努力。

(本文为李毅中在第十四届中

国企业发展论坛上的发言)

在今后相当

长的一个时

期里，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两

个百年目标，工业

在国民经济中仍

然发挥着主导和

支撑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