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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体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一个国家要想长期保持经济竞争力，必须重视发展实体经济。 
    马克思主义认为，实体经济是真正创造财富的经济形态。《资本论》开宗明义指出，“不论财
富的社会形式如何，使用价值总是构成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是商品的社会有用性。由价

值形式、进而由货币形式所表现出来的财富量的背后是使用价值，是由使用价值支撑的。只要这

些使用价值量不变，表现其价值量的价格或高或低都不影响一国实际财富的增减。以实体经济、

物质生产为标准，马克思区分了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前者创造物质产品，后者不创造物质产

品。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在一国经济发展中，生产性劳动在逻辑上和实践上都是第一位的。虚拟

资本价格的涨落不仅与实际财富无关，而且越来越具有赌博的性质。 
    人类社会实践证明了马克思的远见卓识。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历程看，其经济繁荣期主要是
靠实体经济支撑的；而一旦出现经济空心化和过度金融化，就会产生经济或金融危机。2008年的
国际金融危机，就是发达国家经济过度金融化的一个恶果。在反思过度金融化以及金融衍生产品

等虚拟经济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后，发达国家明确提出要回归实体经济。从我国经济发展历程看，

我国经济之所以能保持连续 30 多年的快速增长，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货物贸易国和
第二大对外直接投资国，也是因为具有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坚实的实体经济基础。可见，无论是发

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要高度重视发展实体经济，避免经济空心化和过度金融化。 
    重视发展实体经济，夯实国民经济的基础，需要处理好发展实体经济与发展服务业特别是金
融业之间的关系。 
    重视发展实体经济并不意味着忽视服务业，但拔苗助长式地发展服务业是不行的。这里需要
明确发展服务业的两个条件：第一，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服务业在三次产业中的占比逐步

提高有其合理性，是分工细化和经济活跃度提高的表现，但这并不意味着一个国家的每一个地方

都要重点发展服务业。一个地方重点发展什么产业，要根据自己的客观条件来确定。第二，产业

结构变化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服务业的发展是第一、第二产业发展的结果，必须以第一、第二

产业的高效和强大为基础。如果不顾客观条件盲目发展服务业，就会导致经济空心化，造成长期

增长乏力、经济发展停滞。历史上，一些拉美国家脱离实际过度发展服务业，就导致了产业结构

不平衡、工业和服务业长期徘徊于低端水平。这是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个重要原因。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脉，重视发展实体经济当然不能忽视发展金融业，但金融业发展应立足
于为实体经济服务。脱离实体经济的金融业会成为空中楼阁，过度金融化会产生很多负面影响。

一是与实体经济争夺资源。货币原本只是服务实体经济的交易媒介，当它发展成为一个产业，就

形成了自己的特有利益。脱离实体经济的金融业会千方百计地衍生出各种金融产品，在利益驱动

下甚至会与实体经济争夺资源，这对实体经济发展无异于釜底抽薪。二是会把本不应金融化的产

品金融化。过度金融化会导致房地产发展成为吸纳大量社会资源的金融产品，进而会推高制造业

成本，影响实体经济健康发展。三是容易助长投机心理，消弭实干精神，恶化市场环境。因此，

不能脱离实体经济天马行空地发展金融业，而应遵循经济发展规律，着眼于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

济效率和支持经济转型能力来发展金融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