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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 应是
国家资源管理行为

“目前国家正在大力倡导
和推进‘互联网+’，目的在于拓
宽国民经济发展渠道， 助推国
民经济发展， 适应信息化时代
发展的需求。 国家的这种战略
部署是为了顺应互联网时代发
展需要，是历史潮流。”黄志明
说，但在这之前，我们首先应该
明确“互联网+”与“实体经济+
互联网”的不同概念，并进行好
顶层设计， 采取相应的引导管
理措施， 促使国家经济社会健
康发展。

黄志明认为， 在市场环境
中， 互联网企业并不拥有一方
独立的净土， 而是和传统行业
唇亡齿寒。 如果“互联网+”与
“实体经济+互联网” 两者关系
混淆不清， 就会导致国民经济
发展走弯道， 甚至冲击国民经
济的健康发展， 破坏市场经济
规律，影响市场繁荣，也违背了
国家提出“互联网+”的初衷。

在他看来，“互联网+”是一
种由线上往线下走， 以大数据
掌控各类项目信息进行资源宏
观调控的管理行为， 是国家资
源； 应由国家掌控各类项目信
息资源的大数据， 通过数据宏
观调控宏观经济的结构平衡，
从而保障经济健康发展。

“通过互联网大数据可以
掌握各行各业的经营情况，掌
握税收财政收入， 掌握矿产资

源、土地资源、人力资源、信息
资源及各类物质财富的分布和
有效利用， 并可有效控制通货
膨胀， 顺利推进供给侧改革。”
黄志明说， 从这方面讲，“互联
网+”是国家利用大数据进行宏
观调控的“资源管理行为”。

“实体经济+互联网” 是企
业经营的“信息渠道行为”

黄志明说，如果“互联网+”
是资源管理的国家行为， 那么
相应的“实体经济+互联网”是
一种由线下往线上走， 是无数
个微观实体经济获取大数据中
的各类信息资源，通过获取大数
据中的各类商业物质供需信息，
进行生产加工经营和服务，转换
成生产力的生产经营行为。

也就是说，“互联网” 及衍
生的各种大数据应该是无数个
企业有效利用信息渠道获取各
类信息、提高生产效率的“信息
渠道行为”，互联网及大数据是
助推实体经济发展的助推剂。
拥抱互联网， 别忘了实体经济
是根本。

对于实体经济与互联网的
关系， 黄志明用了一个形象比
喻加以说明： 实体经济好比马
路上的汽车， 而互联网则是供
无数汽车跑得更好更快的高速
公路。

“电台的信息传播就好比
是一条县级公路， 纸媒传播相
当于市级公路， 电视相当于省

级公路， 网络信息相当于是通
往全国和世界的高速公路。”黄
志明说， 企业就是在这些路上
跑的车，正主动跑高速公路，主
动拥抱互联网， 因为高速公路
快而节油。 因此， 在互联网时
代， 实体经济应该适应经济发
展新形势，让“互联网+”这种新
型经济态势， 成为实体经济的
重要组成部分。

【建议】 国家应加强
对互联网经济的管理

黄志明认为，明确“互联网
+”与“实体经济+互联网”的本
质区别、责与权至关重要，是加
速推进“互联网+”与“实体经济
+互联网”整体发展的前提。

黄志明说， 国家应该掌握
这些企业数据、 企业经营产品
数据、财务数据等大数据资源，
以便收取适当税收、 对市场进
行宏观调控以达到供需与发展
的平衡， 以免通货膨胀给社会
带来的各类资源浪费， 造成生
产低迷和金融危机的局面。

比如网购， 如果不加以规
范管理， 冲击的既是实体经济
又是国家利益。黄志明建议，国
家应加强对互联网经济的管
理，创造公平竞争环境，维护经
济规律确保市场繁荣， 严格管
理游离在国家法律政策与监管
之外的网络直销与网店等部分
不规范经营行为。
■特派记者吕菊兰李琪李国平

现代服务业发展水平，是衡量
一个地方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志。
以长沙市为例，近年来长沙不断优
化现代服务业发展的环境，以形成
发展合力，打造极具竞争力的“国
家中心城市”。

“随着我国经济步入工业化后期
或中后期，服务业将迎来一个大的黄
金发展时期。”全国政协委员、湘潭大
学副校长刘长庚把关注点放在了服
务业的发展上，建议相关部门对我国
服务业发展进行“顶层设计”。

【背景】 现行配套体制
无法支撑服务业飞速发展

数据显示，我国服务业发展呈
现良好态势， 2015年就业占比达
42.4% ， 占 GDP比重超过 50% ；
2016年占 GDP比重为51.6%，对经
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8.2%。

刘长庚认为，在全球经济增长
放缓的大背景下，服务业当之无愧
地成为了支撑经济社会发展的第
一大动力，但与之配套的体制机制
不足以支撑服务业的飞速发展，需
要坚定不移推进服务业体制机制
和供给侧结构等各项改革。

【建议】 国家服务业引导资金
扩大到100亿以上

“服务业涉及面广泛， 发展程
度高，却没有一个专门的归口管理
机构。” 刘长庚建议适当整合国家
发改委相关司局和相关部委涉及
服务业相关职能，设立副部级的服
务业发展局，作为国家发改委内设
机构； 或者设立专门的服务业司，
批复专门编制，牵头负责全国服务
业发展的指导、 协调和归口管理。
同时， 各省市区也建立相应机构，
从而克服管理职能交叉分散、政出
多门的弊端。

服务业的发展有赖于完善的
制度环境， 需要体制机制创新。刘
长庚表示，服务业的发展还需建立
严谨高效的交易制度、规范严格的
商业规则和服务标准以及有效、公
正的法治、 信用环境等。“设计”应
进一步加大服务业对内对外开放
力度，适当放宽或者放开服务业相
关领域准入限制。

刘长庚还建议将每年不到10
亿元的国家服务业引导资金扩大
到100亿元以上， 并通过市场化手
段，设立千亿级的国家服务业产业
发展基金，进一步加大对国家服务
业综合改革试点、服务业集聚区和
公共平台等的支持力度，并适当向
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倾斜。

■特派记者 李琪 李国平

“现在实体经济发展困难，
钱都跑到哪里去了？ 好像金融
行业最赚钱， 所有的钱都跑到
金融业了吧。 现在哪个大企业
不涉足金融业？是吧，老曹？”4
日上午， 在政协经济界别分组
审议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时，
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石化原董
事长傅成玉把问题抛给了福耀
玻璃创始人曹德旺委员。

没承想，他怪错了对象。坐
在对面的曹德旺委员举手回
答：“我没有做金融！”引起在场
委员一片笑声。

“你属于很少有的。” 傅成
玉笑了， 接着说道：“我发现
70%的上市公司， 利润主要不

是来自主业， 现在要谨防中国
经济走上产业空心化的道路。
如果金融离开实体企业自己
玩，防风险的压力会更大。”

“钱哪会都流到金融业啊，
但包括监管在内的金融改革确
实应该加快推进。”招商银行原
行长马蔚华委员附和道。

待傅成玉说完， 曹德旺接
过了发言话筒：当下，实体企业
发展不仅面临税费压力， 还受
制于劳工、资金、环保等要素成
本制约， 需要国家加大改革力
度进行扶持。“特别需要引导资
金进入实体经济， 扭转当下资
金‘脱实向虚’的趋势。”

曹德旺看着一同参加小组

讨论的来自房地产行业的委员
说：“经济转型升级， 不是说不
做房地产就可以立马改行做汽
车玻璃的， 这需要长期积淀的
市场经验和专业团队。 实体经
济的发展，不是房地产商去做，
而是主要需要靠我们制造业去
推动。今年，希望国家加大国企
改革力度， 激发国有企业的发
展动力， 带动我们民营企业一
同努力。”

讨论中，有多位委员感叹，
一线城市房价太高， 钱都跑到
房地产市场了。

房地产市场的火热， 在一
定程度上加大了实体企业发展
的压力， 不少制造业企业眼看

着土地成本、人工成本上升，利
润不断萎缩。“现在我们给年轻
人发的工资比5年前增长了
2000元，但他们并没有明显感
觉， 主要是在北京租房成本太
高。”傅成玉说。

对此， 来自房地产行业的
委员也没有回避问题， 他们建
议：“房地产调控应尽快出台长
效机制，比如细化限价政策，对
不同区域、不同建设标准、不同
交房情况制定不同要求。”

有委员建议， 今年政协应
针对经济“脱实向虚”主题展开
调研， 看看资金究竟流向了哪
里，得到了在场委员响应。

■据新华社

全国人大代表黄志明：国家应引导互联网与实体经济协调发展

拥抱互联网，勿忘实体经济是根本
“在互联网大发展时代， 互联网经济与传统行业是唇

亡齿寒的关系。‘互联网＋’是未来的发展模式，谁都阻挡不
了，但如果没有实体经济，‘互联网＋’加什么呢？”3月4日，
在北京的全国人大代表黄志明呼吁国家明确“互联网+”与
“实体经济+互联网”的本质区别、责与权，加速推进“互联
网+”与“实体经济+互联网”的整体发展。

一场资金“脱实向虚”的激辩
实体经济的钱跑到哪里去了？

建言献策

发展现代服务业
委员建议做“顶层设计”
服务业应归口管理
设立产业发展基金

·声音

全国人大代表黄志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