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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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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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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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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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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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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芮明杰:《欧盟再“再工业化”对我国的挑战与启示》,《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3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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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国际清算银行网站,https://www.bis.org/statistics/rpfx22_f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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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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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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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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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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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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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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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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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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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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6%下降至0.6%(Martineta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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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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Therealeconomyisthefoundationofamajorcountryscomprehensivenationalstrengthandthefun-
damentalsourceofwealthcreation.Prioritizingtheeconomicdevelopmentontherealeconomyhasprofoundtheoreti-
cal,historical,andpracticallogic.Marxistpoliticaleconomyanalyzesanddemonstratestheconnotationandextension
oftherealeconomyfrommultipledimensions,suchasthevalueanduseofgoods,theproductionoftwomajorcatego-
riesofmaterialresources,andthe“trinity”ofcapitalcirculationandturnover,providinguswithascientificbasisfor
acorrectunderstandingoftherealeconomy.Theeconomicdevelopmentseparatedfromtherealeconomyindeveloped
capitalistcountriessuchastheUnitedStatesisnotonlythecauseofglobaleconomicimbalances,butalsoadeep-seated
causeoftheglobalfinancialcrisis.Ourcountrystartedwiththerealeconomyandalsoneedstorelyonittomovefor-
wardintonewfuture.Promotingthehigh-qualitydevelopmentoftherealeconomyisnotonlythefundamentalwayto
implementthepeoplecentereddevelopmentconcept,butalsothebasictaskofconsolidatingthematerialandtechno-
logicalfoundationofChinesepathtomodernization.WeshouldadheretotheMarxistmethodologyinXiJinpings
economicthought,treatthesupply-sidestructuralreformastheendogenousdrivingforceandexpanddomesticde-
mandasthebasicstrategyinordertoachieveadynamicequilibriumonahigherlevelwithsupplycreatingdemandand
demandleadingtosupply,throughthedynamiccoordinationofsupplyreformanddemandmanagement,andthedo-
mesticandinternationalcyclesreinforcingeach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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