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创刊30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关心支持下，在中国企联的

正确领导下，《中国企业报》始终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

点，办出特色，不但通过新闻报道推动了中国企业改革创新转型发

展，同时，还积极发挥政府和企业的桥梁纽带作用，构建起面向新

兴战略产业发展和园区特色小镇建设的服务平台，体现了专业媒

体的改革担当和勇于探索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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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此全国上下认真学习宣传
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之际，《中
国企业报》创刊30周年、“十九大
精神进企业”研讨会、第十五届
中国企业发展论坛在北京隆重
召开。首先我谨向论坛的召开，
向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
协会表示热烈祝贺，并向《中国
企业报》集团全体员工、向到会
的各位嘉宾表示诚挚问候！

创刊 30 年来，在党中央、国
务院的关心支持下，在中国企联
的正确领导下，《中国企业报》始
终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
点，办出特色，不但通过新闻报
道推动了中国企业改革创新转
型发展，同时，还积极发挥政府
和企业的桥梁纽带作用，构建起
面向新兴战略产业发展和园区
特色小镇建设的服务平台，体现
了专业媒体的改革担当和勇于
探索的精神。

2018 年是贯彻党的十九大
精神的开局之年，是改革开放40
周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实施“十三五”规划承上启下
的关键一年。去年9月，中共中
央、国务院发布《关于营造企业
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
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
意见》，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
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推动高质量
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确
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
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这些
都为企业家创新创业提供广阔
舞台，也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希望《中国企业报》坚持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
九大精神和中央各项决策部署，
按照推进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不
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继续
推动媒体融合发展，贴近企业，贴
近读者，在新时代创造出新的成
绩。本届中国企业发展论坛以

“新时代、新企业、新金融、新实
业”为主题，主题鲜明、意义重要、
恰逢其时。针对论坛的主题，我
主要谈三个方面的问题。

企业家应坚定发展
实体经济的信心

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严峻
复杂，经济下行压力较大，迫切
需要企业，特别是企业家，团结
力量，振奋精神，转换观念，大胆
创新，努力克服要素成本增加、
生产经营困难、创新意愿和能力
不足等诸多困难和问题。我国
经济社会保持长期持续稳定发
展，靠的是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
极性，企业家应该充分认清自己
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坚定对发展
实体经济的信心，把增加国家财
富、增加企业财富、增加员工财
富作为努力方向，加快发展成为
有实力、有影响、有担当的企业，
在促进经济发展、民生改善和提
升国家综合实力方面发挥更大
作用。

提高金融服务实体
经济的能力

实体经济是社会财富的主要
创造者，虚拟经济的过度发展应
当引起我们大家的高度注意。
金融体系脱离实体经济自身循
环，用钱生钱来壮大自己，是对
经济发展的一种短视，会造成经

济金融化、金融泡沫化，最终对
经济发展造成伤害。只有立足
于服务实体经济，关注产业发展
和技术发展的未来，金融业才能
实现持续发展和利益共享。

目前有一种不好的现象，就
是银行在评估风险时只看企业
有什么抵押品，而对于企业拥有
的技术和产品优势，在行业领域
内的发展潜力，乃至企业经营能
够产生的现金流等，普遍缺乏认
知和辨识能力。

金融机构应改变观念，将金
融与现代技术的发展相结合，提
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同时，还可以大力开展国际供应
链金融合作，积极应用大数据、
云计算、区块链等新技术，提高
国际支付、结算、融资等金融活
动的效率和安全性，促进实体企
业上下游有效衔接。

在当前经济发展中，还出现
了一个普遍现象，就是债券化、
泛债务化的经济循环。在经济
运行中，最多的是债务，最少的
是资本和股本，这种极端的不对
称性，不单是中国的问题，也是
全球性的问题，但中国经济股本
金赤字、股本金短缺的问题非常
突出。

如果一个经济当中，股权短
缺，只靠债权在运转，这个经济
运转到最后是会出现很多严重
问题的，就像现在所说的杠杆率
高的问题。企业的现金流首先
考虑债权，尤其我国是一个银行
为主的金融体系，银行贷款成为
企业主要的资金来源。企业无
论是外部现金流，还是内部现金
流的产生，首先都要顾及源头带
来的压力。所以，很多企业被迫
在高负债的情况下艰难运转，所
盈利的钱除了还银行，还要还借
债，这使企业难以积累自己的资
本和力量。这种现金流的单源

头、泛债务化的金融现象，很容
易让我们的经济走到一个极端。

现在我们应该考虑它向相反
方向来推进和发展的可能，也就
是资金来源的单源头逐渐让位
为多元可能的组合，债权和股权
本身是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单
纯强调两个方面的区别、矛盾和
风险是不够的，还要看到它们之
间的同一性和转化性。单源头
使企业成为不可变的主体，一个
企业只能有一个经营主体、借债
主体，最方便的方法就是借贷。
多源头对于中国当前经济是有
可能的，比如我们过去曾经用过
打捆，就是把盈利和不盈利的项
目搁在一起进行捆绑投资，从股
权和债权来看把短期和长期的
投资搁在一起，这些做法都可以
进一步研讨和探索。

中国企业要坚定地
“走出去”

当前全球正在从资本引领的
贸易全球化，向资本和共建共享
推动的基础设施投资、产业社会
发展、人文交流的全球化发展，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本身就
是一个以加强合作、共促全球化
更好发展的重要平台。在“一带
一路”方向上，中国企业要坚定
地“走出去”。“走出去”是我国对
外开放的重要战略，也是经济发
展的必然趋势。中央实施“一带
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
江经济带发展三大战略，带来了
许多难得的重大机遇，企业完全
可以深度参与其中，在统筹利用
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服
务国家“走出去”战略中，扮演重
要角色。中央实施“一带一路”
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
济带发展三大战略，带来了许多
难得的重大机遇，企业完全可以

深度参与其中，在统筹利用国
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服
务国家“走出去”战略中，扮演重
要角色。随着“一带一路”深入
推进，沿线经济体的市场、资金、
资源都将为我国企业提供新的
机遇，企业要拓展全球视野，密
切关注和跟踪全球产业格局的
新一轮调整，发挥自身优势，创
新对外合作方式和载体，组合多
种资源组建重大项目联合体，加
强与国有企业在产业链上下游
的合作，共同提高“走出去”的实
效和国际竞争力。

金融机构要树立全球视野，
增强产业关怀，积极牵头组建重
大项目，开发联合体，提供国际
一流服务，主动通过规划先行、
信用建设，走在国际产能合作前
端，布局全球产业。“一带一路”
金融合作不是单方面的资本输
出，而是多元的国际共建。中国
金融机构应与国际金融加强合
作，开辟更多的融资渠道，主动
帮助沿线国家完善金融基础设
施，优化金融发展环境，建立健
全金融体系。产融合作过程中
特别需要加强大企业和小企业、
央企和民企的协作。央企具有
品牌系数和资源整合优势，在自
身走出去的同时，还承担着带动
整个优势产业链走向国际的责
任。民营企业在国际产能合作
中可着眼于市场开拓、服务外
包、境外合作的园区和全产业链
联盟建设的重要领域。总之，随
着“一带一路”建设深入推进，项
目陆续落地，需进一步加强产融
结合，为企业发挥主体作用创造
更加有利的条件。

（本文系陈元同志为纪念
《中国企业报》创刊30周年、“十
九大精神进企业”研讨会暨第十
五届中国企业发展论坛发来的
书面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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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应坚定信心谋更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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