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济发展高质量重在实体经济高质量

何 玉 长         潘     超

摘    要    中国经济从速度、规模型增长转变为质量、效益型发展，经济发展高质量是新常态经济的战略选

择和经济转型的主要目标。经济发展高质量取决于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当前经济发展高质量面临实体经济弱

化的障碍，表现为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失衡、产业结构中低端、产品价值链低端化、粗放型增长的低效

益、技术创新滞后，以及生态环境的损害制约了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实体经济高质量重在实体经济结构优

化和产业升级、实体经济效益提升、实体经济技术创新，实体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评价实体经济质量

需要构建指标体系，包括产业结构、经济效益、技术创新、生态环境四个一级指标，四个方面又包含一系列

要素为二级指标。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加快传统产业结构调整，促进实体经济产业升级；加快战略性

新兴产业发展，开发实体经济增长点；创新经济新业态和新模式，拓展实体经济新领域；以集约化和技术升

级为手段，提高实体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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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开放助推经济长期年均近 10% 的高速增长，即使进入新常态之后，中国经济依然保持 7% 左

右的中高速增长，这在全球仍然处于领先地位，且中国经济为全球经济增长做出了 30% 的贡献率。然而，

中国经济在持续高速增长的同时，经济发展质量并不尽如人意。健康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应该是速度

和质量的统一，当速度脱离质量时，宁可降低速度以保质量，质量优先应为中国当前经济运行的主旋律。

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①这既是基于经济新常态的

现实作出的重大战略选择，也是当前经济转型的主要目标。中国经济从速度、规模型增长向质量、效益型

发展的转变正当其时。

一、问题提出、基本概念与相关文献

 （一）高质量发展与实体经济
当前中国国民经济正处于以质量换速度的转型阶段，而国民经济发展高质量关键取决于实体经济。实

体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和主体，只有实体经济高质量，才会有国民经济的高质量。20 世纪 80 年代开

始，美国实体经济日益“空心化”和虚拟经济膨胀，这也成为 2008 年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其深刻教

 

①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

民出版社，201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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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并不久远。中国四十年的改革开放造就了经济发展的中国速度，经济增长跨越式发展、隔几年上一个新

台阶，带来了中国社会生产力提高、居民生活质量提升、国家综合实力增强，这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打

下了基础。但中国经济增长的数量规模快于质量提升，经济发展质量相对滞后于经济增长速度，由此制约

了经济的健康发展。中国实体经济一方面表现为持续增长的高速度和“中国制造”遍及全球；另一方面又

表现为产业资本“脱实就虚”和实体经济“空心化”趋势，这正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抑制因素。中国经济

持续高速增长，曾得益于“资源红利”“人口红利”，但这毕竟时效有限，唯有质量红利才可持久。因

此，中国经济增长高速度向经济发展高质量的转变，取决于实体经济高质量。

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

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①当前中国经济要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大力提升发展质

量和效益。②实体经济是国民经济的主体，高质量发展主要有赖于实体经济，经济发展高质量依赖于实体

经济产业创新、效率提升和动力激发。实体经济的产业创新既是传统产业的升级，又是新兴产业的催生，

并带动新业态和新模式；高质量发展有赖于实体经济全要素效率的提升，效率提升非单一要素的片面功

能，而是发挥全要素生产力综合作用的结果；高质量发展动力在于实体经济充分激发市场竞争力，从而实

现经济效益的作用机制；高质量发展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也依赖于实体经济，实体经济提供的商品

和服务应最大限度地满足市场需求。经济发展变革的三个要素都与实体经济紧密相关，实体经济的高质量

主要环节是实际资本运行的生产经营领域；高质量发展要求产业和产品质量优先必将落在实体经济各产

业，经济效率更要体现在实体经济的生产要素作用的发挥，动力机制落实在实体经济的微观企业的能动

性、自主性和积极性的发挥。
 （二）高质量发展与经济集约化和效益化
经济高质量发展以劳动生产力的提升为基础，劳动生产力提升源于诸多因素。亚当·斯密着重分工提

高效率，他认为：“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

乎都是分工的结果。”③他还认为分工能提高劳动生产力，增加产出。“在一个政治修明的社会里，造成

普及到最下层人民的那种普遍富裕的情况的，是各行各业的产量由于分工而大增。”④马克思着重劳动协

作、工具改进和科技应用提高劳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特点是经济集约化，马克思曾分析土地集约

化经营和粗放式经营的不同方式，并以此揭示“级差地租Ⅱ”的原因，说明在原有土地上连续投资，通过

农业劳动生产力提高使土地产出增加的同时带来地租提高的现象，级差地租Ⅱ正是对土地集约化经营的结

果。农业集约化就是对土地的精耕细作，是农业劳动生产力提高的结果。将集约经营推广到一般产业经

营，就是在原有物质要素基础上，通过技术水平提升得到更大产出，这是经济发展质量提升的结果。集约

化理论解释了经济增长中技术进步对质量提升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揭示了“资产

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

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

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

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⑤18−19 世纪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代的经济发展，本质上还是科学

技术应用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结果。高质量发展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经济效益化。经济发展高质量从根本上

取决于经济活动的高效益，现代经济更注重综合经济效益。综合经济效益是建立在经济结构优化、经济比

例协调、生产成本节约、生产效率提升的基础上，实现盈利最大化。综合经济效益是实体经济领域资源配

置优化、动力机制激发、经济效率提升的结果，经济效益提升表现为实体经济企业生产成本下降，企业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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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和国家税收增加，综合经济效益也是企业微观效益和社会宏观效益的统一。值得注意的是，企业生产成

本的降低不能以劳动者报酬下降为代价，社会主义经济不能采用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手段，而只能以劳动

生产率的提升、单位产品物质消耗与能源消耗下降为手段。
 （三）高质量发展与创新驱动
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改变单纯要素投入驱动经济增长的传统方式，而主要采取以技术创新和技术应用

手段来驱动经济发展。创新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实体经济的技术创新、产品创新、产业创

新、组织创新，是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保证。技术应用是创新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科技作用于经济活

动的具体过程。实体经济的生产力提高重在技术改进及其实际应用，包括生产工具、机器设备的升级和应

用，生产方法、工艺的改进和应用，以及组织管理方式的改进和实施。当前实施“中国制造 2025”计划，

推进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就是体现技术创新和新技术应用，以现代应用技术支撑中国制造业和未来经济高

质量发展。“中国制造 2025”和“两化融合”也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实现途径。李君等提出，推进两

化融合发展能够带动信息技术对激发创新潜能、重构生产体系、引领组织变革、高效配置资源等作用的充

分发挥、促进生产要素的高效流动和优化配置，引导制造业朝着分工细化、协作紧密的方向发展，更好地

解决供需错配矛盾和供需结构失衡问题，推动经济稳健发展。①师博、张冰瑶提出，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

将催生新经济、产生新业态，这主要有三个层面：第一是以信息技术、智能制造技术、新材料技术、清洁

能源技术和生物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直接催生的产业化；二是由传统产业和新技术相互融合发展而产

生的新业态；三是基于新技术的新服务和新业态以及新的商业模式和组织形态。②何玉长、方坤提出人工

智能深度融合实体经济的两个方面：一方面在于人工智能技术升级实体经济，包括开发智能农业，制造业

智能化升级，智能产业支撑体系和基础设施智能化建设，服务业和文化教育产业智能化。另一方面在于人

工智能产业创新实体经济，包括人工智能产业链相关行业创新，工业机器人和服务机器人产业创新，物联

网与智能商业模式创新。③技术创新推动产业创新，先进技术与产业的融合是实体经济高质量的必经之途。
 （四）高质量发展与经济结构优化
相对于经济活动中数量规模扩张和速度加快的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发展则是在经济增长基础上，

经济结构优化、经济效益提升、收入分配改善，以及人口、教育科技与环境等协调发展。经济高质量发展

首先要求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协调发展。实体经济是国民经济的主体，是社会物质产品、精神产品和服

务品的提供及其经营活动。虚拟经济是从实体经济派生出来并为实体经济服务的银行、证券交易、保险经

营、期货交易、房地产开发与销售等领域的经济活动。虚拟经济虽然不体现劳动价值和社会财富的创造，

却为实体经济提供专业服务，专业化的金融服务也是国民经济不可或缺的部分。鉴于实体经济在国民经济

中的基础、核心和主体作用，由此决定经济高质量发展最终要落实并体现在实体经济中。高质量发展也体

现供给侧结构的优化，具体体现在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的满足社会需求。顾银宽、张红侠认为，高质量的

产品与服务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基础，创新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产品与服务的质量变革、

生产效率的变革、发展动力的变革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本路径，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

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是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制度保障。④此外，经济结构优化还涉及到产业结构合

理和高级化、区域经济布局合理和协调发展、城乡经济和社会发展协调等方面，经济高质量发展更突出相

关要素的质量更高水平提升，而着力产业结构升级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正是经济结构优化的主线，也着眼

于实体经济的经济活动。
 （五）高质量发展与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
高质量发展不是经济领域的“一枝独秀”，而是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任保平主张，经济高

经济发展高质量重在实体经济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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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发展被视为比经济增长质量范围更宽、要求更高的质量状态，更能体现新时代的新思想与新变化，包

含了经济、社会、环境等诸多方面的内容。①魏敏、李书昊认为，综合考虑现阶段中国经济建设存在的实

际问题，并结合新时代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思想与理念，从经济结构优化、创新驱动发展、资源配

置高效、市场机制完善、经济增长稳定、区域协调共享、产品服务优质、基础设施完善、生态文明建设和

经济成果惠民 10 个方面归纳经济高质量发展逻辑主线。②高质量发展要求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协调，要

求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上收入分配改善、居民生活质量提升、充分就业、人口规模合理、国民教育与健康水

平提高等等。高质量发展也是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人们的经济行为与生

态环境协调统一。恩格斯早就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

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③人类改造自然的前提是热爱自然、尊重自然和保护生态环境，人类与自然

和谐相处。任何以牺牲生态环境的经济增长，对土地和资源的过度开发，造成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的经济

活动，注定不可持续；高质量发展要确保经济活动创造社会财富的同时，资源永续利用、保持生态平衡、

优化生态环境，经济活动中突出“绿色、节约、环保、清洁、循环”等因素，保持绿水青山，建设优美家

园，造福子孙后代。

二、经济发展高质量面临实体经济弱化的制约

2012 年以后，历经金融危机后的全球经济逐渐复苏，后危机时代各国相应着力于产业升级和结构调

整，中国经济也进入新常态。新常态经济时期也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和结构调整优化时期，国民经济高质

量发展即是在这一背景下所提出的。中国新常态经济的经济转型，已经初步为中国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奠

定了基础，但也面临着长期累积下来的一系列经济问题，尤其是实体经济的弱化问题，这些问题成了经济

高质量发展的制约因素，并对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构成严峻挑战。
 （一）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失衡
当前中国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失衡表现为实体经济的削弱和虚拟经济的逐渐膨胀。在中国经济活动

实践中可以看出，实体经济的地位逐渐弱化，相对于虚拟经济的金融业、期货业、房地产业的风光无限，

出现虚拟经济日益膨胀和金融业高盈利挤占产业利润的现象。而实体经济却经营困难、利润难求、资本流

失。实体经济面对利润率平均化规律的失灵，实体经济产业利润低，实体经济行业职工收入低；以金融业

为主的虚拟经济盈利高，同时其行业职工收入高，实体经济弱化趋势明显。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失衡突出

表现为产融关系扭曲。产融关系扭曲一方面表现为金融资本化，即：金融资本偏离产业服务的功能，逐渐

控制和主导着国民经济，金融资本地位统治化；现代金融业和金融资本在为产业融资服务的同时，主导和

控制产业资本的垄断性也在生长，表现出金融资本扩张唯一化和金融资本利润优先化；现代金融资本以直

接获利为目的，而忽略为产业融资服务的基本职能，无视企业利润与银行利润的合理分割。产融关系扭曲

另一方面表现为资本金融化，即：农业、制造业和传统服务业成本高、利润低，使得产业资本的主体地位

不保，金融资本逐渐成为经济重心，产业资本日益流向金融领域；金融资本本身并不创造利润却通过金融

交易优先获利；产业资本“脱实从虚”，许多企业热衷上市“圈钱”而非融资服务生产和价值创造，抽出

资本投向股市、房市，以图快速挣钱，即产业资本为开辟盈利渠道，逐渐脱离实体经济，涌入金融领域。④

实体经济“空心化”，使之实体经济脆弱发展，国民经济基础不稳；虚拟经济过度膨胀造成市场投机性和

 “经济泡沫”性，这些都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障碍。
 （二）国民经济产业结构的中低端化
随着中国工业化的进程，产业结构也在逐渐提升，但与国际水平和现代化经济体系所要求的高端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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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任保平：《新时代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理论阐释与实践取向》，《学术月刊》2018 年第 3 期。

②魏敏、李书昊：《新时代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测度研究》，《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8 年第 11 期。

③马克思、恩格斯：《自然辩证法（节选）》，《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9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560 页。

④何玉长、董建功：《金融资本化与资本金融化亟待遏制−基于马克思产融关系理论的思考》，《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7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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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还相差甚远。以 2016 年为例，全球三次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平均水平为：农业占 3.58%，工业

占 25.395%（其中制造业 15.665%），服务业占 71.057%；美国的农业仅为 1.014%，工业 18.88%（其中制

造业 11.601%），服务业高达 80.106%；而中国农业为 8.563%，工业为 39.881%（其中制造业 29%），这

都大大高于全球平均水平，服务业占 51.556%，比全球平均水平低近 20 个百分点。①中国农业领域还是以

传统生产工具和生产方法为主体，农业基础设施不能满足现代农业经营的要求；农业分散经营为主，规模

经营不足，产业化和市场化发展滞后。工业制造业比重过高和结构不合理现象明显，尤其是传统制造业的

产能过剩和地区经济结构重复问题突出，工业制造业生产成本高、耗能高而盈利能力低，传统制造业和能

源产业产能过剩依然是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突出问题，尤其是煤炭、钢材、水泥、平板玻璃、房地产、土

木建筑、化工等行业产能过剩严重。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现有服务业以传统服务业为主，新兴服务业发

展薄弱。中国总体处于产业结构中低端阶段，产业结构中低端化还表现为劳动密集型为主，资本密集型和

技术密集型产业相对较弱；低端产业的劳动生产率技术含量低，产业经营高成本、高能耗、高污染与低盈

利、低附加值、低效率现象并存。
 （三）实体经济产品价值链的低端化
目前，中国工业制成品以初级产品制造占主体，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的制造相对较弱，工业制成品中

处于价值链低端的传统产品居多，这些产品高成本、高耗能、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低，必然带来低赢利和

低效益。中国服务业也主要是传统生活服务业，而新兴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由于产

品价值链低端化，尤其是中国出口产品的低端化与进口产品的高端化，使之在与发达国家的进出口外贸

中，低端产品的出口盈利能力低，由此使得中国在国际市场交易中处于不利地位。以 2016 年为例，中国工

业制成品占出口总额的 95%，而工业制成品占进口总额的 72.3%，工业制成品的顺差明显主要归结于劳动

密集型的传统产品。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占 28.8%，而高技术产品进口却占 33%，高技术产品技术含量

高、赢利高，其逆差说明中国高技术产品的劣势。初级产品出口额分别占 5%，初级产品进口额为 27.7%。

如此较大逆差是由于中国着力进口紧缺资源（如：原油、铁矿砂及其精矿、铜矿砂及其精矿、铜合金等）

所致，但这种逆差也在逐年递减。②虽然中国经济整体规模庞大，但产业发展的科技含量并不高，企业创

新能力不强，盈利能力较弱；中国制造业和服务业主要是以传统低档产品和服务为主，先进制造业、高科

技装备业和新兴服务业发展滞后；中国实体经济许多产业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下游，许多产品处于全球产品

价值链的低端环节，在国际贸易中就充分体现出中国实体经济与国际水平的盈利能力落差。
 （四）实体经济粗放型增长的低效益
一般来说，一国在经济起飞时期，都经历了粗放型经济增长阶段。中国作为走向市场经济的后发国

家，长期以来经济发展主要依靠粗放式经营、外延式扩大再生产，这种高产低效的经济增长延续的时间却

过于长久。中国长期以来实体经济，尤其是传统制造业依然表现为：产品生产高投入、融资高成本、产业

低利润；能源和原料高消耗、低档劳动力过大而优质劳动力缺乏。随着“人口红利”趋于消失，企业生产

成本、服务成本，尤其是融资成本趋高而使制造业利润难求，据有关方面发布数据“我国实体经济每年背

负 7 万亿元的利息”，③相当于 GDP 的近 8%。从经济活动实践来看，粗放经营的实体经济产业利润难

求。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为例，成本费用利润率多年都在 6% 左右，2017 年才突破到 7.01%，④大大低于

金融行业高达两位数的利润率。从各行业职工平均工资来看，职工规模最庞大的制造业（占职工总数的

26.27%），2017 年平均工资 64452 元，仅为各行业平均工资 74318 元的 86.72%。且近年来呈下降趋势，

2012 年为 89.05%，2013 年为 90.19%，2014 年为 91.14%，2015 年为 89.19%，2016 年为 88.01%。⑤近年

经济发展高质量重在实体经济高质量

 

①http://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NV.IND.TOTL.ZS?view=chart.

②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数据库，http://www.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O1&zb=A0N10&sj=2017.

③杨伟民：《改革重在强调微观主体活力 要防止改革空转企业无感》，搜狐网，2019 年 3 月 23 日。

④数据来源：中经网统计数据库，201.121.135.3:91/page/Default.aspx.

⑤数据经计算。数据来源：中经网统计数据库，201.121.135.3:91/page/Defaul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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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中国经济总量虽然持续增长，但并没有做到居民收入与之同步增长，收入差距拉大趋势没有得到遏

制 ， 2009 年 基 尼 系 数 高 达 0.491， 在 调 节 政 策 作 用 下 实 现 了 6 连 跌 ， 2010 年 0.481， 2011 年 0.477，

2012 年 0.474，2013 年 0.473，2014 年 0.469，2015 年 0.462，但 2016 年反弹到 0.465，2017 年进一步回升

到 0.467。①

 （五）经济技术创新的滞后性
在中国实体经济的要素投入中，科技要素相对较低。相对而言，中国企业创新能力和科技应用水平还

比较落后，不仅比不上发达国家，与世界平均水平还有一定差距。中国在高科技产业核心技术上往往受制

于人，如手机、家电、汽车等产品的核心技术、关键设备还依赖进口。实体经济企业自主创新动力不足、

创新能力有限，中国虽然在人工智能技术及其应用上，有一定优势，但在关键技术上还落后发达国家。中

国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程度低，自动化与智能化应用的广度与深度都不够，还没有掌握当代先进制造业主

要领域的核心技术。如，中国在芯片制造、工业机器人、航天发动机、高端汽车发动机、超高精度机床、

轴承工业制造工艺、顶尖精密仪器、先进工程机械、炭纤维、先进医疗器械等领域关键技术和相关工艺尚

未突破。从企业研发投入状况分析，中国总体落后于欧洲、北美等发达国家水平，中国实体经济的关键领

域核心技术相对落后与研发人员相对较少、研发资金投入不足直接相关。2016 年 R&D 研究人员（每百万

人中）世界平均为 1473 人，美国为 4313 人，而中国只有 1206 人；研发支出占 GDP 比重，世界平均水平

是 2.31%，美国是 2.74%，而中国为 2.116%。②中国实体经济尤其是制造业的创新能力与世界先进水平相

比还有较大差距，这种状况制约了实体经济增长质量。
 （六）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的失衡
在中国经济数十年高速增长过程中，实体经济主要粗放经营低端产业和生产低档产品，为此付出了生

态环境损害的昂贵代价。尤其是制造业的繁荣伴随着高耗能、高成本，带来大气污染尤其是空气雾霾严

重、水环境污染。2017 年全国 338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有 239 个城市空气质量超标，占 70.7%；③经济高速

增长伴随着资源盲目开采、过度使用和资源浪费；经济的快速发展也面临着人均资源不足，水土流失和有

效耕地缩减、森林和草地减少、土地荒漠化和沙漠化等环境损失。截至 2014 年，全国荒漠化土地面积

261.16 万平方千米，沙化土地面积 172.12 万平方千米。④经济高速增长还伴随着生物多样性破坏、持久性

有机污染、水资源短缺、生态恶化导致旱灾和水灾的多发。2017 年，在 2591 个县域生态环境质量评价

中，“优”和“良”的县域面积占国土面积的 42%；“一般”的县域面积占国土面积的 24.5%；“较差”

和“差”的县域面积占国土面积的 33.5%。⑤另外，与国际水平比较，中国经济增长的能源消耗率都大大

高于世界水平和发达国家，如每 1000 美元 GDP（2011 年不变价 PPP）能源使用量（千克石油当量），

2014 年中国为 175.311，世界为 126.489，美国为 133.961。中国经济活动中的绿色能源使用率也大大低于

世界水平和发达国家，当前中国可替代能源和核能占能源使用的比例仅为 5.107%（2014 年），这个数据在

世界为 13.354%（2015 年），美国为 11.874%（2015 年）。⑥生态环境损害不仅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从

长远看，还危害国计民生，贻害子孙后代。

三、实体经济高质量要素指标体系

实体经济是国民经济的主体，是社会发展的支撑。从本质上说，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决于实体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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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国统计年鉴（2018），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218/indexch.htm.

②数据来源：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

③中国生态环境部：《2017 年中国生态环境状况报告》2018 年 5 月 22 日。http://www.meet.gov.cn/hjzl/zghjzkb/lnzghjzkgb/201805/P020180531534
645032372.pdf.

④中国生态环境部：《2017 年中国生态环境状况报告》2018 年 5 月 22 日。http://www.meet.gov.cn/hjzl/zghjzkb/lnzghjzkgb/201805/P020180531534
645032372.pdf.

⑤中国生态环境部：《2017 年中国生态环境状况报告》2018 年 5 月 22 日。http://www.meet.gov.cn/hjzl/zghjzkb/lnzghjzkgb/201805/P020180531534
645032372.pdf.

⑥数据来源：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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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质量。实体经济是相对于虚拟经济而言的，“实体经济是以实际资本运行为基础的社会物质产品、精

神产品和劳务活动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活动。金融、房地产、期货等是虚拟经济，但其提供的社会

服务也创造 GDP，其虚拟部分是指脱离实际资本并以虚拟价值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经济活动”。①实体经济

产业部门包括：农业、制造业、矿产、交通、通信、建筑、公用等物质生产部门，这也是传统实体经济部

门；以及商业、旅游、教育、信息、文化艺术、体育等服务品和精神产品的生产部门，这也是现代实体经

济部门。虚拟经济产业部门包括：金融、证券、保险、租赁、期货交易和房地产交易等现代服务行业。虚

拟经济的基本功能是为实体经济服务。

一定社会实体经济支撑着整个国民经济。实体经济创造物质产品、精神产品和服务品，满足居民生活

需求。实体经济创造的产品和服务，直接满足民生的基本需要，而这正是人们一切社会活动的基础，满足

居民生活所需也体现社会经济活动的根本目的，实体经济对民生的供给质量和水平体现社会发展程度。实

体经济创造的生产资料和生产性服务，满足社会的生产需求，为物质生产部门提供原材料、生产工具和设

备，以及为社会生产提供各种专业服务，使之社会再生产能顺利进行。实体经济创造基础设备和公共服

务，满足社会文化、社会管理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实体经济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实体经济也为劳

动力充分就业提供了岗位，实体经济创造的产品和服务为国际和国内市场提供了充分的供给。实体经济更

为国家提供了强大的财政收入，为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提供财力保障，国家凭借强大的财政力量调节社会

关系，实现再分配。

经济发展高质量取决于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具体体现在经济结构、经济效益、动力机制、生态环境诸

方面。一是经济发展高质量要求结构转型升级为先导。包括实现三次产业结构的高端化、实体经济和虚拟

经济结构的合理化、产品价值链的高级化、供给与需求关系上供给侧改革的优先化。二是经济发展高质量

要求创新为动力。通过技术创新与技术应用，增加产品的技术含量，提高劳动生产率，以现代科学技术促

进产业升级；增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激发企业生产技术创新和组织管理创新。三是经济发展高质量要求

经济效益提升为目标。社会经济活动的利益机制是根本的动力机制，通过先进技术和先进工艺方法的采

用，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经济效益；降低能源消耗，提高资源利用效益，实现微观效益与宏观效益的

统一，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的有机统一。四是经济发展高质量要求经济活动与生态环境相

协调。经济发展的同时环境治理跟进，在国民经济各产业，降低碳排放和能耗，实行清洁生产，推行循环

经济，从而达到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统一，实现经济增长质量和生态效益的同步提升。

国民经济的兴衰依赖实体经济的质量，近年来中国呈现的实体经济弱化趋势如得不到有效遏制，必将

动摇国民经济的根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将支撑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高质量。中国当前国民经济高质量

重点是实体经济的结构优化和产业升级，实体经济的效益提升，实体经济的技术创新，实体经济与生态环

境的协调发展。如果说这四个方面是实体经济高质量的一级指标，那么这些方面又有一系列要素作为二级

指标。为此，需要设计相应指标体系，从而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操作依据。

1. 实体经济一级指标一：经济结构。具体包括：（1）三次产业结构。农业、工业和服务业增加值在

GDP 中的比例，以高端化为优。产业结构高端化并不意味产业结构越高端越好，而在于传统产业向现代产

业转型升级，产业升级兼顾中国生产力水平的多层次性、劳动力素质的差异性和就业需求的多样性。

 （2）产品结构。以产品构成中高端产品、高技术含量产品为优，高端和高技术产品增长为产品结构高级

化，体现实体经济高质量。（3）产品价值链状况。资源性基础产品和初级产品处于价值链低端，而中间产

品和最终产品为价值链的高端，产品价值链高级化体现实体经济高质量；实体经济高质量要求劳动密集型

逐步向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转变。（4）现代农业与生态农业。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生态农业、绿色

农业转型；农业生产力水平提高、农业机械和农业科技应用、农产品产供销一体化是实体经济高质量的体

现。（5）先进制造业和装备业占 GDP 的比重。先进制造业和现代装备业是现代化工业体系发展水平的体

经济发展高质量重在实体经济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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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是实体经济高质量的重点；工业制造业重在由传统制造业向新兴制造业、现代装备业升级。（6）新兴

服务业。随着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信息化、智能化与服务业逐渐融合，并创新出为生产和生活服务的新

行业。新兴服务业在实体经济中比重提升体现实体经济质量水平。（7）战略性新兴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

将引领国民经济发展，新能源、节能环保、电动汽车、新材料、新医药、生物育种、信息产业、人工智能

等新兴产业是实体经济高质量的关键。（8）劳动力结构指数。以劳动力受教育、工作经验等因素分类，区

分产业间劳动力分布和占总劳动力的比重状况，不同产业结构升级也取决于劳动力结构的提升。（9）霍夫

曼指数。该指数含义为，消费资料工业净产值/资本资料工业净产值，随着工业化的发展，指数由高到低趋

于下降，资本品作用加强或资本密集程度提高。（10）内部利润率平均化程度。产业内部不同行业利润率

平均化水平，反映产业技术密集程度。

2. 实体经济一级指标二：经济效益。（1）人均 GDP。人均 GDP 是以一定时期生产的国内生产总值除以

同时期人口数，这是综合经济效益的指标，该指标综合反映了社会经济发展水平。（2）销售利润率。销售

利润率是企业利润与销售额之间的比率。反映企业销售的盈利能力。其公式为：销售利润率=利润总额/
营业收入×100%。（3）成本费用利润率。成本费用利润率是一定时期企业利润总额与成本、费用总额的比

率。反映企业经营消耗所带来的成果大小。其公式为：成本费用利润率=利润总额/成本费用总额×100%。

 （4）全员劳动生产率。全员劳动生产率是根据产品价值量计算的平均每个从业人员单位时间的生产量，体

现劳动者的生产能力。全员劳动生产率=工业增加值/从业人员平均人数。（5）国民收入分配与基尼系数。

国民收入分配是国民收入在国家、企业和劳动者之间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状况；基尼系数是按居民人口和

收入分组测算出各组居民收入差距的系数，反映国家或地区的居民收入差距。收入分配的改善体现实体经

济高质量。（6）资本收益率。资本收益率=净利润/平均资本×100%，资本收益率反映企业运用资本获得收

益的能力。（7）资产负债表。资产负债表是会计期末全部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情况的会计报表，根据

 “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平衡公式，依照相关具体项目进行编制，体现企业经营状况。（8）资本保值

增值率。资本保值增值率=年末所有者权益/年初所有者权益×100%，反映企业资本运营效益和安全状况。

 （9）总资产社会贡献率和资本积累率。总资本社会贡献率=（所得税前利润+各种税费+借款利息）/总资

产×100%。该指标体现企业运用全部资产为社会创造价值的能力。资本积累率可以反映企业或国家的经济

发展能力，资本积累率=年末所有者权益增长率/年初所有者权益×100%。（10）科技进步贡献率。科技进

步贡献率是指，扣除资本和劳动后，科技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这是衡量区域科技竞争力和科技转

化生产力的综合性指标，运用生产函数法来计算。

3. 实体经济一级指标三：技术创新。实体经济的技术创新与技术应用至关重要，技术创新主要涉及以下要

素：（1）每百万人中拥有研发人员数。该指标反映创新活动的专业技术队伍规模状况，研发人员规模体现

一定国家和地区科技实力。（2）研发支出占 GDP 的比重。研发支出占 GDP 的比重反映国家和地区科技创

新活动的资金投入状况，研发资金投入规模体现国家或地区的科技实力。（3）专利申请和专利发明数。专

利申请数量反映一定国家和地区科技创新的基础，专利发明数直接反映创新成果。（4）驰名商标和品牌产

品。商标和品牌是企业竞争力的体现，驰名商标和品牌产品反映一定企业和国家产品创新和产品质量状

况。（5）人工智能及其应用。人工智能技术水平、人工智能应用程度和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反映一定国家

和地区技术创新实力。（6）信息化指数。该指标反映企业信息技术的开发应用程度，也反映国家信息化水

平，信息技术与产业融合的程度。（7）大数据应用。该指标反映一定国家大数据技术发展水平，将大数据

应用于经济活动，体现企业或国家创新能力和产业发展能力。（8）科技拨款占财政拨款比重。该指标直接

反映国家对科技创新的经费投入规模，体现国家科技的竞争力。（9）每万人科技论文数。该指标体现一定

国家或地区科技创新的基础实力。（10）高科技产品占出口产品数。高科技产品出口额/总出口产品

额×100%，比重越高越体现产品结构高级化。

4. 实体经济一级指标四：生态环境。实体经济活动必然消耗物质资源和能源，也影响空气、水质和植被，

工业化初期，经济增长总是伴随环境污染。现代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克服这种现象。实体经济高质量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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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实行生态环境改善，具体包括：（1）绿色经济。绿色经济一方面要开拓节能环保型

产业和产品；另一方面在于产业活动有利于生态环境改善和经济可持续发展。（2）新能源利用。新能源替

代传统能源，是改善生态环境的主要体现，一般以新能源利用占全部能源利用的比重为指标。（3）资源循

环利用。资源循环利用反映能源资源节约和再利用情况，涉及节约型生产、清洁生产和低碳消费，再生资

源、废弃物处理和回收利用、再生资源使用。实现经济活动的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4）生态环境质

量指数。主要是空气质量指数、水资源质量情况等等。（5）空气质量指数。主要是以 PM2.5 指数和其他

相关数据为考察指标。（6）水资源及其质量。水资源储存量、降雨量、江河湖海水质状况。（7）单位

GDP 能耗。每生产万元 GDP 所消耗的能源量（吨标准煤），反映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耗的关系，体现能源

使用效率。（8）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每生产万元工业增加值所消耗的能源（吨标准煤），反映工业品与

能源消耗的关系。（9）单位工业增加值物耗。每生产万元工业增加值所消耗的物质成本，反映工业产值与

物质成本消耗的关系。（10）单位工业增加值污染物排放。每生产一个单位工业增加值所排放的污染物数

量，这是逆向指标，排放量越少越低就越好，主要有二氧化碳、污水、废气和其他污染物的排放。
 
 

表 1    实体经济高质量指标体系

序 产业结构 经济效益 技术创新 生态环境

1 三次产业结构 人均GDP R&D人员（每百万人中） 绿色经济

2 产品结构 销售利润率 研发支出占GDP比 新能源利用

3 产品价值链水平 成本费用利润率 专利申请和发明专利数 资源循环利用

4 现代农业与生态农业 收入分配和基尼系数 驰名商标、名牌产品 生态环境质量指数

5 先进制造业 全员劳动生产率 人工智能及其应用 空气质量指数

6 新兴服务业 资本收益率 信息化指数 水资源与质量

7 战略性新兴产业 资产负债表 大数据应用 单位GDP能耗

8 劳动力结构指数 资本保值增值率 科技拨款占财政拨款的比重 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

9 霍夫曼指数 总资本社会贡献率和社会积累率 每万人科技论文数 单位工业增加值物耗

10 内部利润率平均化程度 科技进步贡献率 高科技产品出口占出口额比重 单位工业增加值污染物排放
 
 

以上两级指标体系，只是对实体经济高质量主要的和直接因素的简单概括，并不穷尽所有因素，实体

经济高质量并不排除制度因素、政策因素、市场环境因素的综合作用。

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之对策

只有实体经济高质量，才有国民经济的高质量。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是实体经济的结构优化，

实体经济结构本质是供给侧结构，供给侧作为社会产品的提供方，唯有提升质量才能满足社会需求。当

前，中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从结构优化、效益提升、创新机制和生态环境改善诸多方面着手。
 （一）加快传统产业结构调整，促进实体经济产业升级
中国实体经济高质量重在产业结构调整，即从传统产业为主向现代产业转型，从中国工业化发展进程

的实际出发，逐步实现产业结构高端化和产品价值链高级化。

一是以现代农业高质量为基础。要大力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换，推广现代农业生产技术、先

进农业设备应用，推行规模化和集约化经营方式，加强农业土壤改良、推广生物育种、完善农田水利设

施，降低农业生产成本和增加农业经营收益。发展生态农业和绿色农业，采用种养结合的立体农业等生产

方式，兼顾粮食作物与多种经济作物、种植业与林牧副渔业；兼顾资源、环境与效益，促进农业生态内循

环，实行农地休耕与轮作；实施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一条龙的产业化经营，发展农业专业服务公司；

健全农产品市场体系和搞活农产品交易渠道，完善农产品期货交易市场，搞好农产品供给则结构改革，提

高农产品供给质量。

二是以先进制造业高质量为核心。先进制造业体现高新技术产品的开发和研制，是国家现代工业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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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导产业，更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当前要适应工业 4.0 时代的发展要求，推进中国制造 2025 项目建

设，促进制造业产业升级和产品创新，着力开发新产品和创新名优品牌，通过运用人工智能、互联网、大

数据和计算机等手段推行产品个性化、定制化和差异化的产品生产，实行智能生产、智能服务、云工厂、

跨界竞争与合作。先进制造业高质量需要着力发展现代装备业。装备业是制造业的一部分，一方面积极推

广现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技术、实用性机器人等，并应用于现代装备业和先进制造业；另一方面积极开

发航空、高铁、航运、采掘、交通等领域的高质量装备产品，将智能技术运用到新兴装备业中去，提升其

功能。

三是以新兴服务业高质量为重点。新兴服务业是实体经济的主要领域，随着产业结构的升级，服务业

所占 GDP 的比率将日益加大，对企业提高生产服务、居民提高生活服务至关重要，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

部分。作为生产性服务业，要围绕各类市场主体提供高质量的运输、信息、商务、金融、法律等专业服

务。作为生活性服务业，要为居民提供高质量的旅游、通信、信息、法律、财务、物流等服务；发展养老

专业服务、社区生活服务，就业培训教育服务、健康服务，以及共享经济涉及的多种服务。此外，传统服

务业如家政、饮食、酒店、零售商业等也应采用现代信息和人工智能技术，拓宽服务领域，提高服务效率

和质量。新兴服务业也需要进一步规范与完善。

四是实体经济的产品价值链提升。中国长期背负制造大国的声名，但大多产品却处于价值链低端，为

此，中国外贸产品要改变长期以来以低端产品为主、薄利多销的经营方式，大力开发新产品，带动先进制

造业发展，尤其是拓展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的市场。现代制造业要降低资源和劳动力成本，增加先进产品

的技术含量，由初级产品转向深加工产品，大力提高产品质量，打造名牌产品，建设制造业强国，尤其是

在关键领域和核心技术上自主创新，达到产品价值链的提升。
 （二）加快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开发实体经济增长点
中国战略性新型产业是指“以重大技术突破和重大发展需求为基础，对经济社会全局和长远发展具有

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知识技术密集、物质资源消耗少、成长潜力大、综合效益好的产业”①。实体经济高

质量，要求抢占新技术产业高地，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一是积极推广绿色产业。绿色产业是绿色经济的载体，绿色经济被定义为既可以提高人类福祉和社会

公平，又能显著降低环境风险与生态稀缺的经济模式。②绿色产业主要包括新能源、节能环保、新能源汽

车等行业。据国际能源署统计，2017 年，全球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达到 2179 GW，可再生能源使用人数达

到 1.46 亿，新能源占全球能源消费的比重已达到 15% 左右。同期，全球节能环保产业规模约为 1.2 万亿美

元，新能源汽车总销量超过 142 万辆，保有量突破 340 万辆。中国绿色经济 2018 年总体规模约 6 万亿

元。其中，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容量 2017 年底达到 6.5 亿千瓦，风力发电和光伏产业规模稳居全球第一。

节能环保产业持续较快发展，节能环保服务业产值达 4148 亿元，增长 16.3%。2018 年，新能源乘用车销

量首次突破 100 万辆大关，同比增长 83%，保有量超过 270 万辆，中国已成为新能源汽车发展最快、产量

最高、保有量最多的国家。③作为全球制造业大国和最大消费市场，中国发展绿色产业不仅有利自身实体

经济高质量，也将为全球福祉做贡献。

二是积极拓展生物产业。随着生命科学理论和生物技术的发展，推动了生物产业的迅猛发展，并促进

现代农业、工业制造业和医疗健康产业的深刻变革，生物技术融入生物产业带来巨大的生物经济效益。

2013−2017 年，全球生物产业产值持续保持 20% 以上的增长速度，中国生物产业发展迅速，近年来保持年

均 12% 以上的增速，2018 年，产业规模接近 5 万亿元。据有关方面测算，2016 年，全球生物技术产值为

3696 亿美元，到 2025 年将达到 7271 亿美元。④实体经济高质量，要抢占生物产业制高点。为此，要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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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国发〔2010〕32 号）。

②联合国环境署技术、工业与经济部经贸处：《绿色经济报告》2011 年。http://archive.iwlearn.net/unep.org/greeneconomy/chinese/.

③盛朝迅：《五大新经济将引领“十四五”产业发展》，《中国经济时报》2019 年 4 月 2 日。

④盛朝迅：《五大新经济将引领“十四五”产业发展》，《中国经济时报》2019 年 4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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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生物医药业，加大生物医药科学研究投入，加快生物医药研究创新，加快新药研制和高端药物产业

化，发展生物医药产业链；要大力发展生物农业，将生物技术、信息技术引入农业生产经营，推广生物育

种、形成生物农业产业链，提高生物农业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大力发展生物制造业，将生物技术、信息

技术、大数剧与制造业融合，发展生物制造业。生物制造业是微生物细胞或以酶蛋白为催化剂进行化学品

合成、或以生物质为原料转化合成能源化学品与材料，体现了先进发酵工程、现代酶工程、生物炼制、生

物过程工程等新技术的发明运用。推动生物基材料、生物基化学品、新型发酵产品的规模化生产与应用，

推动绿色生物工艺在化工、医药、轻纺、食品等行业的应用示范，将生物产业建成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

三是加快发展数字产业。进入 21 世纪以来，大数据、物联网、互联网、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快

速发展，并渗透于经济社会各个领域，极大改变了社会生产和居民生活，形成跨界融合的数字产业，并带

动了迅猛发展的数字经济。2017 年全球数字经济规模达到 12.9 万亿美元，占全球 GDP 比重约 16%。根据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报告，中国数字经济规模仅次于美国，2017 年已达 27.2 万亿元，占 GDP 比重为

32.9%，数字经济对 GDP 增长的贡献率达 55%，已经成为引领产业发展和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力量。①

中国在数字产业建设中，应加快 5G 等网络信息技术的突破，实施信息基础设施的升级和全面覆盖，加强

信息技术与传统产业的深度融合，满足社会生产和居民消费对数字经济的需求。可以预见未来几年数字经

济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仍将进一步拓展，以互联网、大数据带动的数字经济无疑是新的经济增长点。

四是加快发展智能产业。智能产业是以智能企业为载体，智能劳动者应用智能技术，研制智能产品及

其相关产品的新兴产业。国务院《新一轮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提出：“培育高端高效的智能经济，发展人

工智能新兴产业，推进产业智能化升级，打造人工智能创新高地。”②智能经济相比传统经济，是高端高

效的经济，智能经济不仅要求有一批以生产智能产品的智能产业和企业，更多是要将人工智能与各产业深

度融合，使产业设备智能化、高端化，促进产业升级和提高宏观经济效率。智能经济的主体是智能产业，

发展智能产业亟需抢占战略制高点，这将使中国在国际竞争中形成先发优势。为此，中国政府《新一代人

工智能产业发展规划》提出，应“加快人工智能关键技术转化应用，促进技术集成与商业模式创新，推动

重点领域智能产品创新，积极培育人工智能新兴业态，布局产业链高端，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工智能

产业集群。主要包括：智能软硬件开发、智能机器人研制、智能运载工具、虚拟现实与增强现实、智能终

端、物联网基础器件”。③人工智能技术和装备在各领域的应用，既有利于国民经济各产业的智能化升

级，又能促进智能产业本身的加速发展。
 （三）创新经济新业态和新模式，拓展实体经济新领域
从经济史来看，实体经济总是在淘汰落后产业、发展新兴产业的过程中成长。当前，中国实体经济高

质量发展，亟需发展新业态，探索新模式，开拓新领域。

一是发展共享经济，创新实体经济新业态。在现代信息技术和理念更新的作用下，共享经济迅速扩

展，尤其以共享出行的共享单车、共享电单车和共享汽车，以及随之产生的共享车位，共享经济涉及其他

生活领域的还有共享服饰、共享厨房、共享住宿等等。共享经济其特点是服务面广，运行便捷，成本低

廉，切实做好了资源共享和资源节约。存在的问题是，初创阶段一哄而起，市场管理和城市管理缺位，尤

其是伴生出来的融资功能缺乏法律规范，需要进一步完善、加强规范和立法。

二是发展循环经济，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循环经济是实体经济高质量的重要一环，循环经济体现节约

资源和能源，实现资源循环利用，推广清洁生产和绿色消费。在经济活动中资源的低消耗、低排放、高效

率，有利资源利用节约、生态环境优化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三是发展生态经济，提升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生态经济，促进生态环境优化，是实体经济的主要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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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盛朝迅：《五大新经济将引领“十四五”产业发展》，《中国经济时报》2019 年 4 月 2 日。

②《国务院关于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的通知》，（国发〔2017〕35 号）。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7-07/20/content_5211996.htm.

③《国务院关于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的通知》，（国发〔2017〕35 号）。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7-07/20/content_521199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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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经济发展是“双刃剑”，以速度、数量为特征的经济增长，尤其是制造业的增长，客观上使资源浪费

式开采，碳排放的增加，空气、水域的污染，经济增长往往以生态环境恶化为代价。因此，追求经济增长

质量的同时，就必然要改造生态环境、治理生态环境。生态环境治理改善是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保障。

实体经济高质量，要求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统一。

四是发展定制化产品生产，创新实体经济新模式。在生态经济、绿色发展的背景下，随着信息技术的

采用，定制化生产进入生产和服务领域。在制造业和服务业推广定制化生产，有利于克服大批量生产、大

量消费带来的资源浪费的现象，定制化生产将适量生产、适量消费，有利资源节约和循环利用；企业采取

新的经营方式，将降低产品积压和库存，减少单位产品成本，节约能源消耗；企业采取新的生产方式，可

以削减电光热费用，减少环境负荷，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发展。

五是积极推行产业融合，拓展实体经济新领域。实体经济产业融合的基础在于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

信息产业融合农业，促进农业升级和效率提升；信息产业融合工业尤其是制造业，通过互联网+将关联产

业融为一体，既加强了不同产业的生产协作，也缩短了流通环节和加快了资本周转，优化了生产要素的配

置，缩短了生产与消费的环节；现代信息技术融合服务业，开发了现代物流、现代旅游、文化产业、健康

产业等新模式，将极大提高服务业经营效率和经济发展质量。
 （四）以集约化和技术升级为手段，提高实体经济效益
实体经济高质量最根本是提高经济效益，集约化经营和技术升级是实体经济提高经济效益的主要手

段，工业化和信息化的融合正是技术升级和应用的新平台。

一是实体经济高质量要求采用集约化经营方式。集约化经营要求克服分散化、小型化的经营方式，着

力推行规模经营。尤其是在农业生产领域，要改变以分散经营为主的格局，集中土地等生产资源，实行专

业分工协作，从而提高生产效率。要用科学技术装备实体经济产业，用先进工艺技术应用实体经济产业，

提高实体产业劳动生产力，要提升产品的科技含量，降低成本和能耗，从而提高经济效益。

二是实体经济高质量以技术升级为手段。为此，加快现代信息技术创新和应用，加快人工智能技术创

新和应用，积极开发研制应用型机器人产业，抢占智能产业的制高点，积极拓展互联网技术和网络设施，

加快 5G 的推广应用，加强大数据平台建设，通过人工智能、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的升级和推广应用，大

大提升实体经济劳动生产力。涉及实体经济各部门以质量求生存，需要技术创新为动力，实现生产工具和

方法的创新；实体经济要率先运用当代先进生产技术，推广应用先进生产工具和工业方法。当前要突出对

现代信息、大数据、互联网等技术的采用，创新科学技术所物化的生产工具和设备。

三是实体经济高质量要着力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通过“两化融合”，助力发展实体经济新模式和新

业态，提升企业盈利能力。现代经济一方面表现为产业分工的细化和专业化，新产业、新领域、新业态层

出不穷；另一方面表现为产业的融合，尤其是新兴科学技术为工业化搭建了广阔的平台。互联网+延伸了

各产业的功能，人工智能突破了人手和人脑功能，大数据为各产业提高了基础平台。新技术在各产业的应

用，极大改善了生产方式，丰富了经营业态。工业是实体经济的核心，信息产业是新经济的产物，工业化

和信息化的融合，使实体经济如虎添翼，将极大提升工业化水平和经济效能。工业化与信息化的融合，将

产生出新业态，同时也使实体经济尤其是工业制造业的技术水平大大提升，劳动生产力大大提升。工业化

和信息化的融合，尤其是智能技术和传统产业融合，形成升级型产业，将引出新的经济增长点，成为中国

未来引领产业发展的主要领域。

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除了从以上四个方面发力外，还需要改善市场经济环境，实施制度创新和政策改

进。实体经济高质量要求完善市场经济环境，为此要进一步加强现代企业制度改革，实体经济企业尤其是

国有企业要积极创造条件成为上市股份公司，通过企业上市实现直接融资和股权融资，从而降低企业融资

成本，增加分红比例。实体经济高质量要求完善企业治理、增加企业活力和提高企业经营绩效，当前国有

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即是激励企业活力，提高企业劳动生产率的重要改革措施。实体经济高质量要求以

产业政策维护实体经济，促进金融资本服务实体产业，促进虚拟经济服务实体经济，遏制实体经济“弃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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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虚”的趋势。完备的市场经济需要市场法制为之保驾护航，要健全市场法制，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

秩序，促进市场竞争，要真正做到资源配置市场化，市场秩序法制化。

 （责任编辑：沈 敏）

High Qualit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Lying in High Quality of
the Real Economy
HE Yuchang,  PAN Chao

Abstract:   China’ s  economy  has  changed  from  speed  and  scale  growth  to  quality  and  efficiency

development.  The  high  qualit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the  strategic  choice  of  the  New  Normal

Economy and the main goal  of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lies  in the high quality  of  the real  economy.

But  there  are  many  obstacles  in  seeking  high  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due  to  the  weakening  real

economy.  The  constraints  to  the  high  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are  the  imbalance  between  the  real

economy and the virtual economy, the low end of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the low end of the product value

chain, the low benefits of extensive growth, the lack of efficiency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damage

to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The  high  quality  of  the  real  economy  lies  in  the  optimization  of  the  real

economy structure  and  industrial  upgrading,  the  improvement  of  economic  benefits  and  th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f  the  real  economy,  and  the  well-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real  economy  and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t  is  necessary  to  construct  an  indicator  system to  evaluate  the  quality  of  the  real

economy,  in  which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economic  benefits,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re  the  four  primary  indicators  of  the  quality  of  the  real  economy,  and  these  four  aspects

include a series of factors as secondary indicators. To realize a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real economy

we need to accelerate the adjustment of traditional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e the real economy industry,

speed up the development of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ies,  develop the growth point of the real  economy,

innovate new way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new models, and expand new areas of the real economy,

upgrade technology and intensified production as a means to improve benefits of the entire economy.

Key  words:   high  qualit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high  quality  of  the  real  economy,  indicator  system,

counter 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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