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成的受访者选择“抑制虚拟经济
泡沫”。他们认为，虽然2018年宏观经
济运行的大趋势是不断向好的，但是我
们也需要保持对局部领域风险的重视。
从风险因素来看，如何“脱虚向实”，让
虚拟经济回归到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
积极寻找破解实体经济发展困境的有效
举措，用市场力量来扭转虚拟经济与实
体经济投资收益的不平衡，仍然是亟待
解决的问题。

另外，当前成本高阻碍了我国实体
经济的持续发展。因此要优先推进降低实
体经济成本的供给侧改革。“降成本”尤
其要重视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要消除和
大力整治现有名目繁多的地方性涉企收费
项目;巩固已有的降成本工作成果，防止
前期已经降下去的成本出现反弹;推进经
营服务性收费的法制化和规范化工作，实
施目录清单动态调整制度;运用信息化平
台，让所有收费更规范、更透明；还要进
一步降低企业用能成本和物流成本。

哪些措施兴实体？
加大减税力度排名与去年相同

调查结果显示，对于振兴我国实体经济最有效的措施，受访者共识度较高。排名前三的选项分
别为“加大减税力度”“强化法治化的营商环境”和“降低各种费用”，选择率均为五成以上，分别
为57.9%、57.0%和52.1%。这一排名顺序与去年调查结果相同。同时，“鼓励技术创新”也获得
了44.6%的受访者青睐。

此外，受访者认为，振兴我国实体经济最有效的措施还有抑制虚拟经济泡沫（20.7%）、降低
人力物流等成本（12.4%）、提倡“工匠精神”（9.1%）、加强产业政策扶持（8.3%）、鼓励企业走
出去（7.4%）、降低利率（6.6%）、落实社会兜底政策（6.6%）、实施品牌引领工程（4.1%）和稳
定汇率（0.8%）等。

目前实体现行税费标准仍较高

“加大减税力度”和“降低各种费用”均有五成多的
选择率，作此判断的学者们认为，目前实体经济企业现行
税费标准仍然较高，部分税费减负政策落实不到位。减税
降费依旧是当前振兴我国实体经济最有效的措施。

建议继续清理多头行政收费，减少涉企收费自由裁量
权，坚决取消相关事业单位不合理收费，加大力度治理

“红顶中介”和行业协会乱收费问题，动态优化经营服务
性收费目录清单。同时，进一步优化税制结构，适当下调
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税率，形成有利于实体经济企业发展
的税收环境。

营商环境是提升生产力的生产力

五成多受访者对“强化法治化的营商环境”这一举措
充满期待。

他们认为，营商环境是提升生产力的生产力，需要着
力改善。这既是地方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有助于促进区域
协调发展。我国营商环境整体呈改善、提升的趋势。但各
城市表现差异较大，个别经济不振的地方营商环境恶化，
加剧了区域发展的不平衡。

只有在法治化的营商环境中，实体经济才能得到高质
量发展。优化营商环境核心在于“法治化”，特别是要以
法治化来强化政府的契约精神。依法保护好企业家的财产
权、创新收益和自主经营权，才能切实强化企业家人身财
富安全感，进一步增强和激励企业家创新创业信心。

加快推进重大科技决策制度化

2018年的经济增长，对2018年~2020年中期发展，
有着重要的影响。为此，需要在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加
大力度，在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同时，尽快实现改革开放的重
大突破。这需要加快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创新驱动，在发展实
体经济上聚力发力，推动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全面开放。

为此，要进一步加大研发投入，加快推进重大科技决
策制度化、科学化，要提高创新活动效率，加快制造业优
化升级，提升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的
活力，亟待实现对外开放的重大突破。

防金融风险避免误伤实体经济

学者认为，就中国经济自身而言，
在实体经济稳中向好的大环境下，需要
正确处理好“金融防风险”与“金融服
务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随着针对影
子银行加强监管的一系列政策新规的出
台，过去五年时间里金融大扩张、流动
性宽松的格局将出现逆转，过去被一些
实体企业高度依赖的融资工具将受到限
制，甚至可能被禁止使用。

建议加大信贷等传统融资工具的扩
张力度，以缓解因限制融资工具可能导
致的企业 （尤其是民营企业和中小企
业） 融资困难。在防金融风险的同时，
要对货币流动性和实体经济的融资环境
保持密切关注，避免误伤实体经济。

虚拟经济实体投资收益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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