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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项举措推进四项举措推进
““无现金社会无现金社会””建设建设

互 动

3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
会议辽宁代表团审议时指出，不论经济发展到什么时候，
实体经济都是我国经济发展、在国际经济竞争中赢得主
动的根基。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促进金融机构突出主业、
下沉重心，增强服务实体经济能力，防止脱实向虚。

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是什么关系？如何实现协调发
展？这些天，这些问题成为代表委员热议焦点。

内外压力造成实体经济困境

近年来，中国虚拟经济发展势头强劲，而作为国民经
济核心和基础的实体经济则相对式微，面临着艰难困境。

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记者会上，国家发展改
革委副主任张勇表示，当前实体经济面临很多困难、矛
盾以及挑战，既有长期积累形成的供给质量效率不高等
结构性问题，也有市场环境不完善等机制性障碍，还有
全球产业格局深度调整、国际产业同质化竞争激烈等外
部压力。

“振兴实体经济，重点在制造业，难点也在制造
业。”全国人大代表、TCL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李
东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在实体经济中，以资本和
技术为核心的基础工业投资回报率比较低，因此很多新
投建项目在社会融资方面面临很多困难。

全国政协委员、奥宸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邹建
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中国之所以能成为世界第二
大经济体，主要依靠实体经济发展。但是近年来，随着
包括土地、融资、物流、税费、制度等各类生产要素成
本大幅提升，实体企业的生存和利润空间遭到挤压。再
加上实体经济往往前期投入大、投资回报周期长，很多
企业难免选择“脱实向虚”。

没有实体的虚拟经济是空中楼阁

“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应该协调发展，金融发展速
度和水平应与实体经济相适应。”全国人大代表、中国
社会科学院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程恩富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表示，如果金融业发展滞后于实体经济，就会
阻碍实体经济发展。相反，如果金融业发展过于超前于
实体经济、金融监管缺位，最终将导致金融危机和经济
危机。

“2008年以来西方国家爆发金融危机且至今难以痊
愈的重要原因就是‘脱实向虚’。如果虚拟经济严重脱

离于实体经济发展，后果是非常危险的。”程恩富说。
邹建民表示，在当前金融深度发展背景下，实体经

济和虚拟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相互依存的关系。
“但实体经济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基础，没有其作为支
撑，虚拟经济便是空中楼阁。”邹建民认为，在处理实
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关系上，政府应拿出有效举措，扭转
当前“实体冷，虚拟热”的局面，促进实体经济和虚拟
经济均衡协调发展。

那么，如何划分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呢？“大家可
以看得到、摸得着，并能够创造出价值的，就应该算实
体经济。”李东生认为，实体经济包括制造业和服务
业，服务业涵盖互联网应用和服务，它们都属于实体经
济范畴，是中国经济的基础。

全国人大代表、森马集团董事长邱光和表示，如今
实体和虚拟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缺哪一方面都不符合
经济发展大势。“比如电商卖衣服、百货、农产品等，
销售渠道是线上的、虚拟的，但生产、运输、储存产品
过程是线下的、实体的。”

“脱虚向实”实现协调发展

“虚拟经济产生于实体经济，也要服务于实体经
济。”程恩富认为，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融合发展的关
键在于“脱虚向实”，即以金融为代表的虚拟经济发展
要确立服务实体经济和富民强国的新思路。

他对此建议，首先要防止外资金融垄断，国家应该
制定法律法规，严格限定外国资本在中国商业金融机构
的参股比例和参股条件。其次是谨慎对待并充分论证资
本项目开放的程度和速度，使之与国内资本市场的抗风
险能力和金融监管能力相适应。再次是加快金融市场的
事先、事中和事后全过程监管，特别是加强以有效治理
股灾的股市监管法制和能力建设。

邹建民建议，做强实体经济，一方面要减轻实体企业
经营成本，加大减税、降费、降低要素成本的力度。另一方
面，社会各界要努力促使金融真正服务于实体经济。

“实体经济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一直存在。特别是

‘抽贷断贷、短贷长投、高息过桥’等问题在中小企业
尤其是民营企业中反映强烈。未来，国家应及时运用利
率、费率、财政税收等手段进行调节，让金融服务实体
经济也能取得大致相当的平均利润率和投资回报率，引
导金融与实体经济协调发展。”邹建民说。

邱光和认为，面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中国经
济发展需要做到虚实结合、线上与线下结合，才能更好
地实现产业结构升级、产品附加值提升。

“要运用好‘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了解
用户需要什么产品，快速生产出个性化的定制产品并送
到用户手中，这些都需要一体看待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
才能实现。”邱光和说。

3 月 5 日，国务院
总理李克强在作政府
工作报告时指出，推动

“互联网+”深入发展，
促进数字经济加快成
长，让企业广泛受益，
群众普遍受惠。

目前，中国各级政
府 正 积 极 推 进“ 互 联
网＋金融”行动，“无现
金 社 会 ”发 展 迅 速 。
2016 年，全国已有 357
个城市（含县级市和直

辖县）入驻第三方移动支付城市服务平台，包
括车主服务、政务办事、医疗服务、交通出行、
生活缴费等在内的9个类别共计380项服务，
为超过 1.5 亿用户提供简单便捷的服务体验
和无现金支付的便利。据统计，2016年有超过
10 亿人次使用“指尖上的城市公共服务”，比
上年增长218%。

积极推进“无现金社会”建设意义深
远。首先，有助于降低金融服务的门槛，更
好地促进经济发展；其次，有助于大大减少
和降低现金的使用率和管理成本，降低货币
的发行成本，也会加速经济贸易资金的流转
流通；第三，有助于建立诚信体系，有效识
别、防范和打击与现金交易、行贿受贿等有
关的各类违法犯罪行为，有效遏制腐败行
为；第四，能不断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使
生活变得更轻松更便捷更智慧。

但是，目前各地各部门对“互联网+
金融”和推进“无现金社会”建设的认识理

解程度、重视程度和推进力度差异很大，发
展不平衡。政府部门的数据尚未完全开放，难
以形成“一张网”。“无现金社会”相关的技术、
基础设施尚未普惠到更多人群。为此建议：

第一、把积极推进“无现金社会”建设
作为深入推进“互联网+”行动的重要内
容，摆上议事日程。正确把握“无现金社会”
的内涵、重点和推进节奏，以“互联网+政务”
为切入点，让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等深入每个
老百姓身边的场景，率先实现“无现金”，真正
让群众少跑路，让数据多跑路。

第二、以积极推进“无现金社会”建设为契
机，加大对违法经济活动的治理。通过建设“无
现金社会”实现电子化交易的可追溯，精准打
击各类经济犯罪、洗钱和恐怖融资活动，推进
反腐倡廉建设，促进社会廉洁、诚信、透明，保
障“无现金社会”的交易安全、个人隐私安全。

第三、鼓励信息技术创新，为“无现金
社会”建设厚植技术发展优势。鼓励院校科
研机构与市场参与者深化合作，加大对生物
识别、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密码与
安全攻防等技术领域的研究力度。

第四、推进平等、多元的非现金支付体
系建设，保持市场有序竞争活力。“无现金
社会”内涵广泛，包括银行卡、二维码支
付、NFC （近场支付）、票据等各类支付工
具的应用。为满足消费者和场景多元化需
求，应以平等、市场化的方式发挥各种支付
工具的优势，形成有序竞争的行业格局。

（作者谢双成为全国政协委员、杭州市
副市长）

（本报记者 潘旭涛采访整理）

代表委员热议提振实体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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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山东青岛的高铁制造基地图为山东青岛的高铁制造基地。。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徐速绘徐速绘摄摄

上图：3月 11日，记者会结束后，商务部部长
钟山与记者交流。 新华社记者 金立旺摄

右图：3月 11日，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苗圩等
就“推进实施‘中国制造2025’”答记者问。

新华社记者 李 鑫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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