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秦朔：2023 年经济关键词

——敢为与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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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领袖 | 秦朔 

三年拉锯，艰辛异常。中国战“疫”终于进入到一个新阶段，即优化

完善防控措施，为经济社会正常运行创造条件。 

12 月 6 日，中央政治局分析研究 2023 年经济工作时，强调“大力提

振市场信心”“推动经济运行整体好转”，强调“要坚持真抓实干，激发

全社会干事创业活力，让干部敢为、地方敢闯、企业敢干、群众敢首创”。 

今年 7 月 28 日，中央政治局在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时就强调了“敢”

字。当时的说法是，“要发挥企业和企业家能动性，营造好的政策和制度

环境，让国企敢干、民企敢闯、外企敢投”。 

 



 

 - 3 - 

一连串的“敢”，显示出加快发展的紧迫性。最近，浙江、四川、广

东、江苏、福建等地已经快速行动起来，或组团出海抢订单，或在家门口

举行全球招商大会，抢市场。 

明年是十四五规划的第三年，也应该是经济社会正常化之年、活力恢

复之年。 

我国多项总量指标都名列世界前茅。但看人均的话，还是一个发展中

国家，并不厉害。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1 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5128 元，

月均不足3000元。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7412元，月均不足4000

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8931 元，月均不足 1600 元。人均可支配

收入包括四项：工资性收入、经营性净收入、财产性净收入和转移性净收

入，其中全国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为 19629 元，月均 1630 多元。 

再看消费支出，2021 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24100 元，月均 2000

元多一点。按常住地分，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30307 元，月均 2526 元，

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15916 元，月均 1326 元。 

看了我们国家普通百姓的基本收支情况，就会明白，为什么中央反复

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没有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就不可能

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发展，才是最大的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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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发展作为更为主要的目标 

既然发展是第一要务，也有这么多对敢为的强调，为何在现实中，不

敢为、不作为还在相当程度上存在？我在日常调研中有如下感受： 

干部不敢为，地方不敢闯，往往是因为上级的要求是多目标，且每个

目标都有巡视督查和问责机制，都必须完成。不少目标之间常常会“打架”。

例如，稳增长、促发展会被疫情防控中长期关厂关店、阻断人流物流所影

响。 

企业不敢干，不敢投，不敢创，则主要是因为预期不明。这既包括对

市场风险的预期，也包括对政策和执法环境的预期，还包括所有制歧视等

深层次问题的预期。 

如何理解这些问题？ 

首先，目标多元、政策多元，正是新发展阶段的特征。因为今天的目

标不仅是增长速度，还包括增长质量、环境质量、社会公平等等。 

其次，问题不是出在多目标上，而是出在：在多目标条件下，没有很

好地因时因地进行轻重缓急的排序。我在很多地方看到，各部门往往齐头

并进，每个部门都有一套刚性化的 KPI 考核，自上而下的指令越来越多，

基本模式就是“开会动员——发文布置——督查考核”，上面布置任务，

中间层层加码，层层往下，最终基层兜底，兜不住的时候就对付。 

有基层干部说：“现在发展政务数字化，让上面可以穿透看到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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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对的。但任何工作都不可能是一个方向，只能向前进，总会有停顿一

些的时候。现在的情况是只能进步，不进步就列入黑榜批评。逼着下面编

造数字。” 

而与此同时，自下而上的真实情况的反馈则很不充分。久而久之，官

僚主义、形式主义变成常态，基层追求岗位责任的“零风险”，自主性、

创造性的行为不断收缩，机械化执行则不断增加。 

地方要完成这么多指标，需要相应的人财物力支撑，形成很大的支出

压力。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刘尚希指出，如果地方受财力约束，难

以执行到位，会被问责，所以只能想方设法筹资，甚至违规融资举债，“统

筹”使用财政和金融资源，或者把国企、平台公司的资金搞“一平二调”，

以完成任务。但这样一来，又会导致政企不分，带来更大的风险。 

最后，政策不落实、口惠而实不至，也让很多市场主体缺乏信心。 

例如，清理拖欠中小企业账款是党中央、国务院的重要决策部署。早

在 2018 年 11 月中央领导人就表示，“要高度重视三角债问题，纠正一些

政府部门、大企业利用优势地位以大欺小、拖欠民营企业款项的行

为。”2020年 7月国务院发布第 728号令《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

当年 9 月 1 日起施行，要求机关、事业单位从中小企业采购货物、工程、

服务，应当自货物、工程、服务交付之日起 30 日内支付款项；合同另有约

定的，付款期限最长不得超过 60 日。机关、事业单位和大型企业迟延支付

中小企业款项的，应当支付逾期利息。对拒绝或者迟延支付中小企业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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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机关、事业单位，应当在公务消费、办公用房、经费安排等方面采取必

要的限制措施。但我在调研中发现，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问题是目前的一大

痛点，且有愈演愈烈之势。有中小企业说：“口号支持很多，一到实际，

支持就很少。” 

此外，在不少地方经济下行压力严重之时，市场监管、公安、税务等

部门“带着任务”作业，跨区域作业，直接扣押企业法人的情况多了不少。

有些涉税、涉诈、涉金融类犯罪是应当打击的，但也有不少是“先扣人，

再谈条件”，甚至扣了几个月还不让见律师。 

总之，要让市场主体敢为敢行，就要对多目标的轻重缓急适度调整，

把经济发展放在更为主要、更加重要的地位上。特别是地方一把手，要识

大局，有所担当。如果还是多目标同时、同等力度推进，发的力相互之间

就对冲掉了。 



 

 - 7 - 

 



 

 - 8 - 

 

把相生放在更重要的地位 

不久前，我和通用电气第九任董事长、CEO 伊梅尔特有一个对话。我

提了一个问题，中国近年非常强调发展实体经济，不少人把实体经济跟金

融、互联网等进行了对立，您怎么看待实体经济跟金融、互联网的关系？ 

他回答说：“我觉得这三者应该是有共同作用的，并不是选择一个抛

弃其他一个，因为产业也从金融中受益，同时也从互联网技术中受益。实

体经济公司能提供最多的中产阶层的工作，他们有工厂、仓库、油田等产

业，政府通常都对实体工作更有兴趣，因为这些产业能产生更多就业机会。

但一个好的经济体必须三者兼顾。” 

不同产业间往往存在着相生相克的关系。古话讲，“盖造化之机，不

可无生，亦不可无制。无生则发育无由，无制则亢而为害。生克循环，运

行不息，而天地之道，斯无穷矣。”相生，就是一种事物对另一种事物的

促进、助长和资生，相克，就是一种事物对另一种事物的抑制、制约和平

衡。 

最近这些年，在高质量发展中，我们提出了促进绿色低碳转型、防止

资本无序扩张、房地产去杠杆控风险、推动科技创新、调整收入分配促进

共同富裕等等主张，这都是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必须之策。不少政策

方面的调整，对于传统的粗放增长模式进行了必要的校正。这种“相克”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500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