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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发展经济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的理论与方法＊

裴长洪　倪江飞

摘要：实体经济是大国综合国力的根基，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
在实体经济上”这一重大论断具有深刻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
商品使用价值和价值、两大部类物质资料生产、“三位一体”的资本循环周转等多维度分析论证了实体
经济的内涵和外延，为我们正确认识实体经济提供了科学依据。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脱实
向虚”不仅是导致全球经济失衡的根源，也是引起全球性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原因。我国是依靠实体经
济起家的，也要靠实体经济走向未来。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既是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的
根本途径，也是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物质技术基础的基本任务。为此，要坚持习近平经济思想中的马克思
主义方法论，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内生动力，以扩大内需为基本战略，通过供给改革与需求管理的动态
协调、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形成开放型的供给创造需求、需求引致供给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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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经济建设任务是“加快构建
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其中明确要求“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
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
国。”①把发展经济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的方针，既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大实践问题，也
是一个重大理论命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题中应有之义。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界定实体经济的科学依据

（一）商品使用价值和价值增殖的统一是实体经济的一般抽象和基本内涵
人类社会的生存与发展是以物质资料的生产为前提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人类创造一切历

史的前提是必须“能够生活”②。为了生存，人类的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要生产满足衣、食、住、行等
这些基本需要的产品。并且，人类在能够生活的基础上从事创造历史的活动，同样离不开物质资料
的支撑。因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是以物质性商品生产作为理论逻辑起点的，其生产、交
换和消费是实体经济运行的基本过程。物质资料的生产就是要满足人们各个方面的生产与生活需
要，即人们生产的商品具有使用价值。这些商品的使用价值并不是针对生产者自身有用，而是针对
他人、整个社会有用。社会分工使得每个生产者成为社会分工体系中的一员，专门从事某种产品的
生产。为了满足彼此对另一方产品（作为生产资料或生活资料）的需求，生产者之间互通有无，从而
形成了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关系。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们需求的日益多元化、个性化，越来
越细化的社会分工使得交换活动日益频繁，从而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商品生产的过程是劳动过程和价值形成过程的统一。劳动过程就是要生产出具有交换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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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价值。价值形成过程包括将生产资料价值的转移和创造新价值的过程。若价值形成过程恰好
到某一定点，即产品的价值恰好等于消耗掉的产品形成要素（生产资料和劳动力），那么这样的过程
就是纯粹的价值形成过程。若价值形成过程超过了这一定点，那就是价值增殖过程。正如马克思指
出的：“价值增殖过程不外是超过一定点而延长了的价值形成过程。”①因此，价值形成过程是价值增
殖过程的基础。在市场经济中，生产者为追逐利润（价值增殖）而进行生产交换。在这个目的的驱使
下，其生产的产品的价值必定要超过所消耗的生产要素的价值。交换过程是商品实现的“惊险一
跃”，只有完成交换过程，才能使商品的使用价值进入消费环节并实现价值增殖。因此，在一般市场
经济中，使用价值和价值增殖的共同实现都是实体经济的一般抽象和基本内涵。

尽管追求价值增殖是市场经济社会的普遍现象，不过，不同社会制度下的市场经济中，全社会追
求价值增殖的根本目的具有显著的差异。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追求价值增殖就是为了追求剩余
价值。正如马克思指出的：“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是这个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②而在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中，其根本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不断提升人民幸福感、获得感，为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奠定物质基础。另外，两种价值增殖的分配方式和结果也不同，前者产生的绝对
和相对剩余价值归资本家和资产阶级国家占有，而后者主要依据按劳分配原则，并由社会主义国家
支配全体人民共同实现的剩余劳动所创造的财富，并造福于人民。

（二）生产资料与消费资料再生产过程是实体经济的外延和基本内容
人类社会的生产发展是以连续的、周而复始的物质生产为条件的。实体经济的社会再生产是指

市场经济中互为联系、互为条件、相互交错的各个生产部门的再生产之和，是生产资料与消费资料再
生产的统一。首先，从实物形态上看，实体经济再生产包括生产资料再生产和消费资料再生产。人
类社会的生存与发展，一方面需要进行消费资料的再生产，以直接满足人类的物质文化需要，另一方
面需要进行生产资料的再生产，为消费资料的再生产提供物质基础和技术保障。因此，实体经济再
生产既是消费资料的再生产，又是生产资料的再生产，体现了实体经济再生产的目的与实现这个目
的的手段之间的辩证关系。其次，从总量和结构角度来看，消费资料的再生产与生产资料的再生产
必须实现总量和结构的平衡。实体经济再生产的顺利实现，是以这两种资料的再生产之间相互制约
的内在联系为条件的。这种联系体现在，一方面，生产资料的再生产既要满足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
对生产资料的补偿需要，又要满足扩大再生产的追加需要；另一方面，消费资料的再生产不仅需要满
足两大部类对生活资料的补偿需要，而且需要满足它们追加劳动力而扩大再生产的追加需要。值得
注意的是，在社会化大生产的现实社会经济中，生产资料再生产的速度往往大于消费资料再生产的
速度。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增长最快的是制造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生产，其次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
是制造消费资料的生产资料的生产，最慢的是消费资料生产。”③其原因在于，随着科学技术广泛运用
于社会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生产资料与劳动力的比例呈现上升趋势，从而实体经济扩大再生产中追
加的用于生产资料的这部分资本所占比重也会相应地增长。当然，这种较快增长并不是片面、孤立的
增长，而是有条件的增长，即在保证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的前提下实现的。生产资料的生产并不是
实体经济再生产的根本目的，其再生产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消费资料扩大再生产所提供的市场。

（三）为“三位一体”资本循环周转服务的劳动是实体经济的延伸
在市场经济时代，作为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的一种重要生产要素和一种生产关系，资本为市场

经济的繁荣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虽然资本运动的原动力是谋求价值的增殖，但是能够发生价值
增殖的资本只能是产业资本。同时，资本是特殊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统一体，因而其在运动中具有多
种形态。为了实现价值增殖，产业资本需要从最初的货币形态出发，依次经过购买、生产、售卖等阶
段，并相应采取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的职能形式，最后回到原来的出发点，这一过程就是资本

—４—

①

③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５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２２７、７１４页。
《列宁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６６页。



循环。只有这三个阶段相互依存、紧密衔接，资本循环才能畅通，进而价值增殖才能得以创造和实现。
为了不断地实现价值增殖，创造更多的财富，资本循环必须不间断地反复下去，这种周而复始的资本循
环就是资本周转。资本循环是资本周转的前提与基础，“资本的循环，不是当作孤立的过程，而是当作周
期性的过程时，叫作资本的周转”①。在每次资本周转带来的利润一定的情况下，资本周转越快，一定
时间内所创造的总利润就越多。总之，资本循环和资本周转是实体经济发展的条件。

为了畅通“三位一体”的资本循环周转，于是在商品资本循环中产生了商业劳动、仓储运输劳动
以及零售、餐饮、快递、修理等服务劳动及相关行业；为研究设计新商品而产生的研发劳动和行业；在
货币资本循环中产生了借贷资本和金融服务等为实现商品使用价值和价值增殖服务的各种劳动和
行业。它们都是实体经济的重要补充。

（四）虚拟资本和虚拟经济，以及在行业分类中的识别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论述和分析了虚拟资本，认为虚拟资本是生息资本的特殊转化形式，也是

生息资本发展的必然结果。它有两种形态，一种是以有价证券为代表的现实资本的“纸质副本”，如
股票和债券；另一种是基于信用产生的，包括商业汇票、银行汇票和银行券等。马克思指出，生息资
本在资本关系中取得了最富有拜物教的表现形式。在这里，资本表现为自我增殖的、自行创造的物，

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看不见了。这种虚拟资本与实际资本相比，具有极大的投机性和风险性，它的
发展“再生产出了一种新的金融贵族，一种新的寄生虫，———发起人、创业人和徒有其名的董事；并在
创立公司、发行股票和进行股票交易方面再生产出了一整套投机和欺诈活动”②，“把资本主义生产
的动力———用剥削他人劳动的办法来发财致富———发展成为最纯粹最巨大的赌博欺诈制度”③。恩
格斯指出，金融贸易一旦同商品贸易相分离，就有了自己的发展规律。当金融贸易发展到证券贸易
后，金融就不仅受生产所支配。在这种条件下，金融市场也会有自己的危机，工业的危机对这种危机
只起从属作用。④ 他还指出：“交易所并不是资产者剥削工人的机构，而是他们自己相互剥削的机
构；在交易所里转手的剩余价值是已经存在的剩余价值，是过去剥削工人的产物。只有在这种剥削
完成后，剩余价值才能为交易所里的尔虞我诈效劳。”⑤

虚拟资本是产生虚拟经济的母体，其基本特征是脱离物质资料生产，资金只在金融机构之间交
易和循环，例如许多所谓的金融产品、金融衍生品、资产证券化产品。一些物质产品通过金融交易所
的投机炒作，也会类金融化，产生虚拟经济，例如某些大宗商品和石油、黄金等。习近平总书记针对
我国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失衡，指出了虚拟经济的特征：“增加的货币资金很多没有进入实体经济领
域，而是在金融系统自我循环，大量游资寻求一夜暴富”，“房地产本来属于实体经济，但用加杠杆的
办法进行房地产投机就不同了。”⑥从上述可以看出，实体经济涵盖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以及第三产
业中直接服务于生产生活活动的服务业。在现代社会，第二产业尤其是其中的制造业，成为实体经
济的核心和主体。金融业和房地产业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它既可以与物质资料生产紧密结合，成为
实体经济或实体经济的延伸；另一方面它也可以在资本行为规律的驱动下脱离物质资料生产和价值
实体演变为虚拟经济⑦，甚至泡沫经济。随着互联网技术和数字经济的发展，一些只在网络空间完
成交易和消费的活动也容易成为虚拟经济，例如网络游戏，因此，要强调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
合。最后还需要指出的是，并非所有的虚拟经济活动都是不利于社会主义经济的，金融市场、资本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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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房地产市场和网络市场都有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不少虚拟经济活动也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经
济发展的。关键在于认识它的两重性，关键在于驾驭资本，设置必要的“红绿灯”，让这些市场中的虚
拟经济活动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而不是实体经济发展的阻碍。

二、资本主义经济“脱实向虚”的内在机理和实际现象

（一）单纯追求价值财富是资本追求剩余价值最大化的必然趋势
剩余价值规律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规律，但是剩余价值的生产是以使用价值的生产为物

质载体的，使用价值的生产是资本主义追逐剩余价值的必要条件，正如马克思指出的：“生产过程只
是为了赚钱而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只是为了赚钱而必须干的倒霉事。”①为尽可能多地获取剩余价
值，同时应对来自外部的残酷竞争压力，资本家不得不干着生产商品这样的“倒霉事”。资产阶级的
“拜金主义”心理天然驱使资本家对生息资本和虚拟资本带来的财富产生梦想。他们“都周期地患有
一种狂想病，企图不用生产过程作中介而赚到钱”②。资本家之所以有这样的“狂想病”，是因为人类
社会对财富的衡量标准发生了变化。在资本主义以前的剥削社会，统治阶级追逐的财富主要是以形
形色色的使用价值来表示的。例如，中国古代官员的俸禄往往是以粮食计算的。这种以实物为计价
的财富积累受到了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实物自身保值等条件的限制，因而导致统治阶级的财富是有
限的。而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价值形式即货币形式成为资本家衡量财富的标准。“货币在质的方面，
或按其形式来说，是无限的。”③货币的这种属性和信用制度的发展，为资本家从事虚拟经济活动以
谋取更多的财富创造了条件。

虚拟经济是虚拟资本谋求价值增殖活动的总和。虚拟资本的产生是以高度发达的信用制度的
建立为前提的。资本主义信用的发展，一方面促进了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的顺利进行，另一方面使
得虚拟资本的积累能够跳过剩余价值生产阶段而得以实现，进而使得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而独自
运行。资本主义信用制度的双重影响决定了虚拟资本增殖的两种路径。一是通过参与产业资本循
环来谋求增殖。在这样的参与方式下，虚拟资本增殖方式用公式可表示为：Ｇ—（Ｇ—Ｗ…Ｐ…Ｗ′—

Ｇ′）—Ｇ″（括号内为产业资本循环，Ｇ″为利息）。这个增殖公式表明，虚拟资本在生产和流通过程中扮
演着“润滑剂”和“助推器”的角色，通过服务于资本④的扩大再生产来实现增殖的目的。不过，由于
产业资本每次循环带来的利润有限，导致每次循环带来的虚拟资本增殖额同样有限。正如马克思指
出的：“信用的最大限度，等于产业资本的最充分的动用。”⑤可见，这种虚拟资本增殖的实现是以产
业资本的正常循环为条件的，一旦某个环节出现问题，虚拟资本增殖目标便将无法实现。二是脱离
实体经济在自身内部自行增殖。虚拟资本是“代表已积累的对于未来生产的索取权或权利证书”⑥，
因而可以获得定期的收入，且能够在市场上进行自由买卖以实现增殖。其公式可表示为：Ｇ—Ｇ′，这
种“生产更多货币的货币，是没有在两极间起中介作用的过程而自行增殖的价值”⑦。虚拟资本的第
二种增殖方式将资本具有摆脱一切物质束缚以实现自由逐利的欲望展现得淋漓尽致。２０世纪７０年
代以来，在全球金融自由化程度提升、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以及信息技术跨越式发展等诸多因素的
相互作用下，虚拟经济在全球范围内持续蔓延和膨胀，对全球经济发展带来了深远影响。

（二）发达国家虚拟经济的过度膨胀带来的负面影响
虚拟经济发展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虚拟经济的发展有利于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如为实体

经济发展提供有效融资工具、推动实体经济存量重组和结构调整、有效降低实体经济中的投资风险
等；另一方面，虚拟经济具有脱离实体经济进行野蛮生长的内在“冲动”，很可能给整个经济社会发展
带来极大的不良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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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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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②《资本论》（第二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６７、６７－６８页。
《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１５６页。

这里的资本是指经过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创造剩余价值的资本。

⑥⑦《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５４６、５３１、４４０页。



虚拟经济的过度膨胀导致经济“脱实向虚”。从２０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国际资本和虚拟资产
借助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的机会快速向全球扩张，在直接谋取资产差价的利益驱使下，虚拟经济经历
了爆发式增长，其发展目的是为当事人创造货币财富服务，违背了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初衷。不再服
务于和受限于实体经济发展的虚拟经济，其盲目发展引起大量资源从实体经济抽离转而进入虚拟经
济领域，其对经济体系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是发达国家产业空心化。为了最大限度获取剩余价值，以美国为主要代表的发达国家，将
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低附加值产品的生产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结果导致这些发达国家的产业空心化，
物质生产与非物质生产之间的比例严重失调。以美国为例，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之前，美国经济的发
展主要依靠以制造业为核心的实体经济来推动。２０世纪５０—７０年代，美国实体经济占其ＧＤＰ比重
处在５５％～６６％之间，但到了２０１０年，这一比例已经下降至３８．４３％。其中，制造业占比从２２％～
２７％下降到１１．７２％。与此同时，虚拟经济占ＧＤＰ比重从１５％～１９％上升至３２．７％。① 美国制造
业对ＧＤＰ贡献度的下降造成制造业吸纳就业的比重持续下降，从１９８０年的２１．６％下降至２０１０年
的８．９％。② 此外，美国制造业的持续萎缩使得其对外经济交流方式发生重大改变。一方面，从贸易
顺差大国转向贸易逆差大国。１９５０—１９７０年间，美国年均贸易顺差为２０．４５亿美元，而到了２１世纪
前２０年，其年均贸易逆差为７７０５．３１亿美元。③ 另一方面，从全球债权国转向全球债务国。与经常
项目的贸易逆差相反，美国成为各种债券和金融资产的净输出国。

其次是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而自我膨胀、野蛮增长。在以生产性跨国公司为主体的实体经济
国际化浪潮中，金融资产的国际流动主要是服务于实体经济全球转移的。因此，在这个阶段，充当金
融资产交易媒介的货币交易量往往受到全球实体经济活动的限制，尚不能盲目野蛮增长。然而到了
以大量资金和金融资产流动的虚拟经济国际化阶段，国际货币交易量大大超过了全球实体经济规
模。由于“以钱生钱”要比制造业靠生产产品赚钱快得多，也多得多（刘骏民、王兴，２０１４），大量的资
本从生产和流通领域抽出，涌进金融和房地产市场，产业资本循环的内在逻辑被虚拟资本独立增殖
的逻辑压倒（刘晓欣、田恒，２０２１），以至于９０％以上的跨国金融交易就是为了实现资本的自我增殖，
并不是为了支撑实体经济的发展（Ｄｒｕｃｋｅｒ，１９８９）。在跨国金融交易量中，债券和股票发行与交易、
外汇交易占据着主导地位。１９７５—１９８５年间，全球股票交易额占全球ＧＤＰ的比重平均为１０．６４％，
而在２１世纪前１０年，这一比重跃升至１０９．０９％（见图１）。④ 另外，作为全球最大的金融市场，外汇
市场每天的交易量都是天文数字。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统计，２０２２年４月份外汇市场日均交易量超
过了７．５万亿美元，⑤而２０２１年全球ＧＤＰ总量也只有９６．２９万亿美元。很显然，在这庞大的外汇交
易中，投机性交易占据着很大的比例。总之，海量的股票和外汇交易额已经不受诸如劳动生产率、有
效需求等实际因素的影响，而是在虚拟资本自我增殖、自我扩张的逻辑下实现自我膨胀。

虚拟经济具有高风险、高收益特征，很容易吸引大量的投机者从事投机操作，从而产生金融经济
风险。由于投机活动不是看资产未来的折现，而是看其买卖差价。而信息不对称因素的存在使得一
部分人对资产的未来抱有乐观态度，以至于他们愿意以高出合理的价格购入这种资产。对这种资产
的过度投机将引发虚拟经济膨胀，进而产生泡沫经济。从某种程度上说，金融危机实际上是虚拟经
济过度偏离实体经济的一种自我纠正机制。在过去三四十年里，世界范围内先后发生了２０世纪８０
年代末的日本泡沫经济、１９９７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２０００年初的美国互联网泡沫以及２００８年由美
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就２００８年的全球性金融危机而言，其爆发除了由于美国政府
放松了金融监管这一浅层次原因外，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美国经济虚拟化带来的繁荣缺乏实体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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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骏民：《决定中美经济未来差距的两个基本因素———虚拟经济视角下的大趋势》，《政治经济学评论》２０１４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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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根据ＵＮＣＴＡＤ数据库整理得出。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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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１９７５—２０１９年全球股票交易情况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作为有效支撑。无论金融资本是否参与产业资本循环，它所依托的基础和最终利润来源还是通过产
业资本“三位一体”周而复始的循环来获得的。同时，美国通过美元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和各种金融
资产将这场危机传递到全球各地。这场危机重创了全球经济，时至今日其消极影响仍未完全消除。

最后是美元霸权对世界的掠夺。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导致各国的货币不再
具有含金量，彻底成为一种单纯的符号。但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霸主地位并没有随之结束，转
而由唯一储备货币转变为主要储备货币。目前，美元仍是全球各国持有最多的外汇储备。根据ＩＭＦ
数据，１９９５年至２０２２年第三季度，美元在全球各国外汇储备中占比的平均值超过了６４．５０％，最高
时可达７２．７％（２００１年第二季度）。① 美元作为国际支付和价值贮藏货币，使得美国仅仅用非常低的
成本印制美元就能消费其他国家的廉价资源，而非国际储备货币国家只能通过国际贸易的方式对等
消费贸易伙伴的产品与劳务。为了收割全球廉价资源，美国一方面维持经常项目下的长期逆差将美
元输送到全球各地，另一方面通过发行政府债券、企业债券和股票的方式实现美元的回流。随着各
国金融自由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国际资本流动更加便利，这为拥有大量贸易盈余国家将其储备货币
投资于国际金融市场创造了条件，而美国凭借其国际货币地位、世界第一大经济强国、发达的资本市
场等优势吸引了大量的美元，这加重了美元霸权对世界经济的危害。

（三）资本主义国家为重振实体经济而采取的应对措施

２００８年国际金融危机使过度依赖虚拟经济发展的欧美发达国家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打击。这次
危机不仅让欧美国家重新审视金融市场和金融监管，并且使它们亲自目睹了产业空心化下的经济结
构在抗击重大危机面前的脆弱性，亲历了多年积累的“账面”财富瞬间化为乌有带来的痛楚，于是纷
纷制定旨在让海外制造业回流的“再工业化”政策。在美国，奥巴马政府先后推出《制造业促进法
案》、出口翻番计划以及“投资美国”等政策，以推动美国尽快走出危机泥潭，继而巩固美国的全球经
济霸主地位。紧跟美国的步伐，欧盟于２０１２年发布了《强大的欧盟工业有利于经济增长和复苏》的
报告，提出了要以“增强型工业革命”来确保欧盟工业的核心地位。２０１５年，为了提升德国工业的国
际竞争力，进而在新一轮工业革命中占据主动权，德国联邦教育和研究部发起了“工业４．０”高科技计
划。此外，英国、法国、意大利等国也各自推出扶持本国工业发展的国家战略。不过，欧美国家相继
推出的“再工业化”措施，并不是简单、机械地引导这些国家在海外的制造业回归本土，而是借此谋求
产业结构高级化，实现对制造业产业链的重构，以便在新一轮工业革命中占据工业发展的制高点，应
对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的赶超。虽然这些国家“再工业化”政策的实施的确取得了一些成就，但很难说
已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就美国而言，其制造业回流并未达到当初设想的目标，制造业增加值占ＧＤ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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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资料来源：ＩＭＦ网站，ｈｔｔｐｓ：／／ｄａｔａ．ｉｍｆ．ｏｒｇ／ｒｅｇｕｌａｒ．ａｓｐｘ？ｋｅｙ＝４１１７５。



比重下降的趋势并未得到扭转（见图２），并且制造业增加值占比低决定了其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
率也较低，２０１０—２０１９年的平均贡献率为８％，甚至个别年份（２０１２年和２０１６年）为负贡献。另外，
虽然美国增加制造业岗位的政策取得了一定效果，但制造业吸纳就业人数占非农总就业人数的比重
并未发生明显变化，多年保持在８．５％左右。①

图２　美国制造业与金融、保险、地产服务业增加值占美国ＧＤＰ比重

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网站（ＢＥＡ）。

三、实体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根基

我们党向来重视发展实体经济。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了支援革命战争，我们党为发展革命
根据地经济进行了艰辛而富有成效的实践，包括以土地革命为重要抓手大力发展农村经济、积极发展
工业以解决军民给养问题、逐步建立财政金融体系、完善商贸流通体系（肜新春，２０２１）。新中国成立之
初，我国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农轻重协调发展的经济建设道路。经过三十年的艰苦奋斗，建立了相对
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以后发展成为实体经济大国奠定了物质技术基础。改革开放
后，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体经济不断发展壮大。到２０１０年，
我国制造业增加值约占全球制造业增加值的四分之一，规模接近３万亿美元，并首次超过美国，成为全
球第一制造业大国。进入新时代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把实体经济放在经济发展的首
位。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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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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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党的二十大报告重申“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④对于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的重要性。此外，习近平总书记还在多个场合反复强调发展实体性经济的重要性，如“不论经济发展到
什么时候，实体经济都是我国经济发展、我们在国际经济竞争中赢得主动的根基。我国经济是靠实体
经济起家的，也要靠实体经济走向未来”⑤。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实体经济的重要论述，为我们理
解和把握实体经济在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物质文明形态中的重大意义和基础性作用提供了根本遵循。

（一）“我国经济是靠实体经济起家的，也要靠实体经济走向未来”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力显著提高，而这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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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２０２２年１０月２６日。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第１１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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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不断发展壮大的实体经济为支撑的。我国的实体经济规模从１９７８年的３５２５．５亿元迅速扩大
至２０２２年的１０３９５７４．９亿元，增长了２９４倍多，占ＧＤＰ比重始终保持在８４％以上，最高年份可达

９６．１２％（１９８１年）（见图３）。特别是在我国经济年均增长率为９．８％的时期（１９７８—２０１２年），实体
经济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度高达９１．７３％。① 快速发展的实体经济使得中国在推动全球经济
增长方面的作用日益突出，２０１３—２０２１年，中国经济对全球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高达３８．６％，是
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其贡献率比Ｇ７国家贡献率的总和还要高。作为唯一拥有联合国产
业分类中所有工业门类的国家，在世界５００多种主要工业产品中，中国有２２０余种产品的产量位居
全球第一位。② 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使得我国制造业成为驱动全球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２０１０年，
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制造业增加值（现价美元）的比重从２０１０年的１８．１９％攀升至２０２１年的

３０．３２％。③ 世界制造业大国的地位进一步增强了世界贸易大国的地位。２０１３年以来，我国货物贸
易总额位居全球第一位（２０１６年除外），并在２０２０年首次实现对外贸易总额全球第一的好成绩。④此
外，我国的现代化建设领跑全球，现代交通和通信设施全球领先，数字化信息建设得到跨越式发展。
以上代表性指标有力支撑了我国作为全球第一大实体经济大国的地位。

图３　１９５２—２０２２年中国实体经济占ＧＤＰ比重变动情况

资料来源：ＣＥＩＣ数据库。

走向未来，我国更需要依靠实体经济。要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即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更离不开高水平的实体经济自立自强。首先，发展实体经济是我们能够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基
本路径。历史经验表明，未能顺利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是造成拉美国家经济发展停滞的主要原因。而
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制造业是主战场。从需求角度来说，制造业内部结构的升级引起制造业产品价格
的相对变化，进而推动消费升级，促进新兴服务业的发展，最终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从供给角度来看，制
造业为产业结构升级提供技术条件和技术设备（郭克莎、彭继宗，２０２１）。因此，当前必须重视以制造业
为核心的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推动制造业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为我国经济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
能。⑤ 其次，发展实体经济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奠定物质基础。２０３５年我国要基本实现现代化，达
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只能以实体经济为主要支撑，而不能依赖“钱能生钱”的虚拟经济。虚拟经济
并不能创造真实财富。在黄金非货币化后，虚拟经济创造的价值只是账面价值而已，并且这种账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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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⑤

资料来源：ＣＥＩＣ数据库。

④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ｏｖ．ｃｎ。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

Ｓｕ　＆Ｙａｏ（２０１７）对制造业在中等收入阶段的作用进行实证检验，指出制造业对中等收入群体国家的经济增长
扮演着关键角色。



价值能否变现取决于实体经济的发展状况。一旦资产价格暴跌或庞氏骗局①败露，虚拟经济创造的
增加值②将会瞬间蒸发，乃至爆发金融危机，给国民经济带来长期的负面影响。正因为虚拟经济的
这种内在缺陷和潜在风险，习近平总书记总结指出：“要大力发展实体经济，筑牢现代化经济体系的
坚实基础。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③最后，
实体经济是我们应对各种风险挑战，保持战略定力的最大底气。面对部分发达国家对我国脱钩断链
的风险加大、来自外部的打压遏制随时可能升级的不利国际环境，我们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
自强，以有效支撑现代化产业体系，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进而构建可靠的、高质量的国内大
循环来应对波谲云诡的国际形势。

（二）着力发展实体经济是贯彻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根本途径
依靠人民发展，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发展实体经济是

贯彻这一理念的根本途径。纯粹的金融产品交易和炒作房地产等虚拟经济活动，脱离广大人民群众，
只能使少数人获利应当受到限制。只有发展实体经济才能让广大人民群众充分就业并享受发展成果。
实体经济作为吸纳就业的主渠道，２０１８年末全国就业人员中，制造业就业人员占比达２２．７４％，建筑业、
批发和零售业同样是吸纳就业的主力军，占比分别为１２．６９％和１９．６３％，而金融业和房地产业的就业
占比不到６．２０％，其中属于虚拟经济的部分对就业的贡献就更低了。以新增单位增加值的就业人数增
加情况看，２０１８年，在我国分行业每新增１００万元增加值所拉动的新增就业人数中，金融业和房地产业
分别为２．５９人和２．２３人，均低于其他行业，特别是远远低于住宿和餐饮业（１７．８１人）与居民服务、修理和
其他服务业（１１．７４人）（见表１）。其中，属于金融和房地产投机的虚拟经济的就业拉动能力就更小了。同
样，对美国的相关数据进行分析，也能得出类似结论。２０１８年，美国金融和房地产业每新增１００万美元增
加值仅能拉动２．０２人的新增就业，而住宿餐饮业的这一指标高达２１．８２人。④

表１　中国按行业分类就业情况（２０１８年）
法人单位
（万人）

个体经营户
（万人）

分行业就业总人数
占比（％）

每新增１００万元增加值
所拉动的新增就业（人）

合计 ３８３２３．６　 １４９３１．２　 １００．００　 ５．７９
采矿业 ５９６　 ８．５　 １．１４　 ２．６８
制造业 １０４７１．３　 １６３７．４　 ２２．７４　 ４．７３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４６６．９　 １４．９　 ０．９０　 ２．１４
建筑业 ５８０９．１　 ９５０．３　 １２．６９　 １０．３２
批发和零售业 ４００８．５　 ６４４３．２　 １９．６３　 １１．７６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１４３４．８　 １１７３　 ４．９０　 ６．４７
住宿和餐饮业 ７０６．９　 ２２３５．３　 ５．５２　 １７．８１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１０１０．７　 ４４．８　 １．９８　 ３．６７
金融业 １８３１．６　 ３．４４　 ２．５９
房地产业 １２６８．９　 １７１．７　 ２．７１　 ２．２３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２２９０．１　 ２９９．３　 ４．８６　 ８．７９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１１８２．９　 ４８．９　 ２．３１　 ６．１１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３５３．２　 ７．７　 ０．６８　 ７．０８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４３２．９　 １３０３．９　 ３．２６　 １１．７４
教育 ２２３０．５　 １３８．２　 ４．４５　 ６．９７
卫生和社会工作 １１４７．８　 １３２．１　 ２．４０　 ６．２０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４１９．８　 １８０．３　 １．１３　 ８．２２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２５０８．７　 ４．７１　 ５．７１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２０》、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公报（第二号）。
注：表中合计数含从事农、林、牧、渔业及辅助性活动的法人单位与个体经营户从业人员。

—１１—

裴长洪 倪江飞：把发展经济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的理论与方法

①

②

③

④

庞氏骗局是投资领域的一种欺骗式运作方式。

二战后，国际统计标准逐步将金融行业纳入 ＧＤＰ核算的内容，现行核算体系把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创造的

ＧＤＰ视为同质的，进而忽视了实体经济是创造财富的唯一来源。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外文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版，第２４２页。

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ｂｅａ．ｇｏ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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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以人民为中心发展实体经济的基本任务就是要落实在建设以实体经济为核心的现代化产
业体系上。首先，要加快建设农业强国，补齐现代化短板，守住粮食安全底线，增强农产品供给保障
能力。其次，要推进新型工业化，必须紧紧依靠我国强大的工业制造能力和全产业链优势，加快实现
我国的工业化从数量型、粗放型模式向科技创新引领的、绿色的、高附加值的模式转变，实现工业发
展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实现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转变。再次，要构建现代化产业
的基础设施体系。以交通、能源、水利、电信等为代表的物质型基础设施都具有规模经济和外部性的
特征，是建设农业强国、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的重要物质技术基础。建设现代产业体系是筑牢我
国人民赖以安身立命的根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基本实践。

（三）实体经济是综合国力的基础
经济力和科技力是综合国力中的决定性因素。经济力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基础和直接体现，

而科技力是提升经济力的决定性力量，进而左右着综合国力。目前，全球大国之间的战略竞争日趋
激烈，谁拥有强大的实体经济，特别是强大的制造业和产业链供应链体系，谁才能在大国竞争中把握
主动权，在应对外部冲击时展现出良好的韧性。尽管我国已经进入工业化中后期阶段（郭克莎，

２０１９），制造业比重下降符合客观规律，但鉴于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以
及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是十分必要的。基于我国制造业大而不强的现
状，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意味着不仅要做大制造业总量，更要推动制造业结构升级。制造业的
结构升级将推动资源从低附加值领域向高附加值领域转移，有利于形成高质量资本积累，从而提升
我国经济增长的潜力。

科技力在增强综合国力中决定性作用的发挥，主要是以制造业为载体实现的。如果没有制造业
尤其是现代制造业、高端制造业的发展，那么很多科技成果应用和重要技术创新将缺乏试验、推广和
产业化的支撑。在科技的支撑下，一方面，制造业内部单个部门通过规模报酬递增实现内部规模经
济，同时制造业内部行业之间及制造业同其他行业之间的技术经济联系增强，有助于实现外部规模
经济；另一方面，制造业专业化分工得到进一步提升，有助于实现效率提升下的效率经济。可见，制
造业可以为科技创新提供丰富的应用场景和坚强的根基。另外，大部分的技术创新主要来自制造
业。即使在制造业比重大幅度下降的主要发达国家，其制造业部门的科技创新投入占比仍然很高。
例如，在美国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中，有６４％的人供职于主要与工业生产有关的公司，美国制造业的研
发投入占全社会研发投入高达７０％（Ｂｏｎｖｉｌｌａｎ，２０１２）。根据工信部数据，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制造
业研发投入强度有了明显提升，制造业研发投入占ＧＤＰ比重从２０１２年的０．８５％增加至２０２１年的

１．５４％，特别是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平均研发强度已达１０．３％。我国制造业研发投入的增加，有
力推动了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发展，进而为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提供了有力支撑。

四、习近平经济思想蕴含推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本方法论

习近平经济思想蕴含着丰富的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和方法，是解决我国经济发展过程
中面临的各种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的根本遵循。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中国共产党人世
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习近平经济思想作为２１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理论成果，处处闪耀着
唯物辩证法的思想光芒。其中，“两点论”与“重点论”的统一是习近平经济思想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生
动体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任何工作中，我们既要讲两点论，又要讲重点论，没有主次，不加区
别，眉毛胡子一把抓，是做不好工作的。”①党的十八大以来，围绕如何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问
题，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重要部署，既强调全局观、整体观，在统筹中进行总体谋划
和顶层设计，又注重牵住“牛鼻子”，着重解决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通过突破重点领域和关键环
节来带动其他矛盾的解决，从而推动中国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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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第２３页。



（一）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内生动力、以扩大内需为基本战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

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反映在经济中主要是由供给侧发展带来的经济结构性失
衡和由此引起的供给端质量水平不高。针对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新矛盾和新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

２０１５年１１月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强调：“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
跃升。”①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表述体现了“两点论”与“重点论”统一的哲学方法论，明确了结构性改
革的目的是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与效率，其评价标准是“全要素生产率”，基本途径是质量变革、效率
变革、动力变革。此后，中央多次强调要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不动摇，兼顾需求管理，推
动各项政策、措施协同发力，以促进国民经济量的合理增长和质的有效提升。可见，在经济发展新常
态下，从市场运行和国民经济运行角度看，供给与需求这一对矛盾中，供给侧的适配性缺陷是主要矛
盾，总需求量的不足是次要矛盾，因此，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解决市场运行和国民经济
运行的内生性问题为主。但是，由于总需求的结构是经常性的变量，同时影响需求总量，因此，也要
重视需求侧的政策调整和需求变革。“放弃需求侧谈供给侧或放弃供给侧谈需求侧都是片面的，二
者不是非此即彼、一去一存的替代关系，而是要相互配合、协调推进。”②

随着国内外形势的深刻复杂变化，特别是愈发剧烈的中美大国博弈，从国民经济发展的长期战
略看，在内需与外需这一对矛盾中，内需成为主要矛盾，外需成为次要矛盾。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
出的：“从国际比较看，大国经济的特征都是内需为主导、内部可循环。我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和制造业第一大国，国内经济循环同国际经济循环的关系客观上早有调整的要求。”因此，要“加快形
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样“有利于化解外部冲击和外
需下降带来的影响，也有利于在极端情况下保证我国经济基本正常运行和社会大局总体稳定”。③

新发展格局是开放条件下的“双循环”，前提条件是要形成自立自强、具有内生动力和可靠性的国内
大循环为主体，因此，需要进一步强调坚持扩大内需战略。由于供给与需求、内需与外需这两对矛盾
都是长期存在的，因此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本方法论就是“更好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增强国内大循环动力和可靠性④”。把这两者结合起来，不仅抓住了两对矛盾中的主要矛
盾，而且也兼顾了次要矛盾的解决。这个基本方法论的经济学含义就是：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内
生动力，以需求侧调整为变量补充；以扩大内需为基本战略，以国内国际经济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国民
经济循环体系，着力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等诸多环节的阻滞，实现供给和需求的更高水平平衡。

（二）增强制造业供给的适配性是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的可靠路径
“十四五”规划要求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近年来，我国制造业占比有下降的趋势，特别是

２０２０年这一比重下降到２６．２９％，为历史最低水平，而反观那些从中等收入阶段进入高等收入阶段
的大国，它们的这一比重平均仍达到２９％，其中有一半超过了３０％（郭克莎、彭继宗，２０２１）。因此，
正处在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中国，更需要保持制造业增加值占ＧＤＰ比重在合理区
间，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为此，要深化制造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制造业适配性，
才能达到保持制造业占比稳定的目标。

第一，要以高端制造业为导向推动产业结构升级。随着国内消费结构升级和以新一代信息技
术、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为代表的新一轮基础设施建设，为我国制造业向高端制造迈进提供了动
能。与传统制造业相比，高端制造业具有附加值高、技术知识密集、关联程度高、供给适配性强等鲜
明特点，从而能够为制造业发展注入新活力。美国在１９８７—２０１１年间计算机和电子产业的年均增长
率约为２０％，是其他制造业的３０倍，若撇去这两个产业，这段时间美国制造业增加值的年均增长率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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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第８７页。

习近平：《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版，第２４１页。

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专题摘编》，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２３年版，第１５５、１６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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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２．６％下降至０．６％（Ｍａｒｔｉ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４）。当前，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中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
比虽有上升趋势，但比重与发达国家相比仍较低。推动制造业结构升级，实现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
展，根本要靠科技创新。一方面，要培育和创造新的体制机制环境，加快完善制造业协同创新体系，建立
以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用协同创新网络，持续改善营商环境，激发要素市场活力，鼓励中小企业走“专精
特新”发展道路；另一方面，要以数字经济为抓手，引导以人工智能、区块链、大数据为代表的数字技术与
制造业技术深度融合，激发创新主体跨界分布式创新势能，发挥数字经济赋能创新的叠加、倍增、乘数效
应，推动“卡脖子”技术协同攻关，补齐高端制造短板，切实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与稳定。

第二，要推动传统制造业改造提升。提升传统制造业效率，增进其对需求感知和挖掘的能力，提升
其价值创造能力和竞争力。围绕这个目标，需要解决市场变化和需求信息的及时获得问题，建设以行
业数据库为主要内容的基础设施，着力解决供给与需求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同时还要对企业的设计研
发、生产制造、运营管理、仓储物流以及营销等方面进行必要的数字化、网络化改造，增强各个环节互联
互通，促进产业关联、产业链延伸，催生新业态、新模式、新产业，从而促进供给与需求的新跃升。

第三，要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以供给创造需求。纵观每一次科技革命，其发展往
往以新兴产业集群为支撑，进而引发新的社会需求，促进经济新一轮发展。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以
清洁能源、可再生能源等为代表的新能源构成的新型动力系统，以人工智能、大数据等为代表的新一
代信息通信技术带来的通信方式变革，以３Ｄ打印、机器人等为代表的新型制造技术支撑的智能制
造，彼此融合和相互作用，将有力推动生产需求和投资需求的重大转变，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因
此，要把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放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更加突出的位置，发挥供给创造
需求的能动作用。

（三）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是扩大内需的基本保障
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是实现实体经济扩大再生产的关键。党的十八大以来，消费已经成为支撑我

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消费是收入的函数，要提高居民的消费能力，必须提升居民尤其是中低收
入群体的收入。当前，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占 ＧＤＰ比重仍然较低，２０２２年为４３％，较２０１３年的

４２．２％提升并不明显，且距离全球６０％的平均水平有较大差距。同时，我国收入分配领域不平衡不
充分问题仍较突出，城乡、区域、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仍客观存在。以反映收入分配差距的基尼
系数为例，虽然２００９年以来这个指标有所下降，但仍在高位徘徊，２０２１年为０．４６６（见图４）。因此，

要通过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确保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劳动报酬提高与劳动生产
率提高基本同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充分释放消费需求的潜力。初次分配
要更加注重效率，把“蛋糕”做大。要进一步破除阻碍要素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让市场在资源
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建立健全劳动、土地、资本等要素由市场决定报酬的机制，提高劳动报酬在初
次分配中的比重，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厚植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再分配应当更加
注重公平，分好“蛋糕”。通过税收、转移支付、社保等手段有效调节初次分配，推动医疗、教育等公共
服务均等化，提升居民的综合边际消费倾向，改善消费预期，为促进和扩大消费创造条件。建立健全
第三次分配机制，大力发展慈善事业。积极支持和引导慈善资源下沉，拓宽具有意愿和能力的个人、

企业、组织参与慈善的渠道，探索慈善活动的有效实现形式，完善慈善事业的相关法律法规，促进社
会资源在不同群体之间均衡流动。总之，要推动有效市场、有为政府、有爱社会有机结合，构建公平
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将我国巨大的消费潜力转化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

（四）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是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基本条件
市场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构建统一大市场能够在更大范围内把生产和消费联系

起来，优化资源配置，推动分工深化和产业结构升级，实现要素大规模集聚，激发创新活力，从而推动
经济高质量发展。当前，造成我国市场分割，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形成，既有自然因素，也有垄断因
素，还有地方政府行政性垄断因素。基于以上问题，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解决：首先，推进基础
设施互联互通，夯实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根基。以建设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为抓手，优化综合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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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２００３—２０２１年中国基尼系数变动情况

资料来源：《中国住户调查年鉴２０２２》。

通道和枢纽布局，建立城乡一体化交通网络体系，打通区域间基础设施堵点，建设现代综合交通运输
体系，增强各种运输方式间的协调性与互补性。强化数字技术赋能，消除区域间的数字鸿沟，打通经
济社会发展的信息大动脉，实现物理和信息的高效率连接。完善统一的市场规则体系，推进不同区
域市场规则的深度融合，强化统一市场监管执法，增强监管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其次，切实贯彻实
施《反垄断法》，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市场环境。增强反垄断法执法司法工作的统一性、权威性、
可预期性，保障各类市场主体都能在全国统一大市场下平等使用要素资源、共享统一大市场带来的
机遇。最后，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围绕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目标，淡化地方政府经济增
长目标，强化人民至上理念，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动地方政府从承担经济发展职能为
主的经济建设型政府向着重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服务型政府转变。弱化地方政府产生地方保护
和市场分割的内在动机，令其自觉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来。

构建国内统一大市场也是为了更好利用国内国外两种市场、两种资源。在推动国内统一大市场构
建过程中，通过消除各种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现象，健全统一的市场规则和制度体系，实现要素资源的
合理流动，为实现国内国际市场的互联互通创造了条件。在实现国内国际市场更好相互联通的条件下，
一方面，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吸引全球高质量要素资源，而且能够拉紧国际产业链对我国的依存
关系，从而增强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与稳定；另一方面，进一步深化对外开放，逐步扩大规则、规制、管
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融入全球经济贸易体系，不仅有利于培育我国参
与全球经贸合作和全球分工的竞争新优势，并且有利于加速推动中国从全球规则的跟随者转向规则的制
定者，推动国际规则、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创造良好环境。

怎样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不仅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实践问题，也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政
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问题，其中还充满了解决问题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要按照马克思主义
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来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还要按照唯物辩证法的世界观方法论来解决实际问
题。习近平经济思想把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统一起来，成为实践的指
南，也成为理论创新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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