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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与实体经济发展”学术研讨会召开

2013-11-01 10:18:00   来源：山东社科院财政金融研究所 

   

  2013年10月19日，由山东社会科学院主办、山东社会科学院财政金融所承办的“金融与实体经济发展”学术研讨会召开。来

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情报研究院、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山东省政府研究室、山东省政府金融办公

室、山东省宏观经济研究院、山东省财政厅、人民银行济南分行、山东大学、山东财经大学、济宁市金融办公室、浦发银行、泰

山财产保险公司等单位，以及《经济学动态》、《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山东社会科学》、《东岳论丛》、新华社山东分

社、中国社会科学报山东记者站等期刊杂志社的30余位专家学者参与了此次研讨会。 

  研讨会第一阶段由山东社科院袁红英副院长主持，财政金融所所长张文研究员主持第二阶段研讨，并作会议小结。唐洲雁院

长参加会议并致辞。唐院长在致辞中指出，近年来，我国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金融改革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山东省作为

我国实体经济大省之一，金融发展与山东在全国的地位并不相称。郭树清省长提出要把山东打造成金融中心，并已开始付诸行

动，开展了大刀阔斧的金融改革。结合当前经济形势，研究金融如何更好地促进实体经济发展、解决金融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具有

极强的现实意义。 

  与会专家学者围绕“金融与实体经济发展”这一主题，对我国宏观信贷政策、山东金融改革创新、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转型、

小微企业融资等热点和关键问题进行了研讨。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副所长杨春学研究员以房地产为例，对金融宏观政策错配问题进行了剖析。他指出，中国经济正进行着结

构性减速，但是宏观政策面临两难困境：为维持较为平衡的经济上涨，需要实施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但又怕因此招致疯狂的房

价上涨。他认为，中国应借鉴德国和英国等国家的调控政策，避免过多资金参与房地产投机，影响实体经济发展。北京大学光华

管理学院院长助理张圣平教授认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存量与增量之间存在着深层的结构性矛盾，存量不佳“倒逼”增量扩容。同

时他还对商业银行次级债市场约束问题进行了深入剖析，认为强化资本工具创新是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现实路径。中国

社会科学院信息情报研究院曲永义研究员对金融支持中小企业发展作了深入探讨，认为当前我国金融服务体系存在严重的结构性

失调，金融资源主要集聚于大企业，且在有限的中小企业服务体系内，也存在着金融配置不均衡的问题。下一阶段，应强化金融

顶层设计，凸显金融服务结构调整，重点支持劳动密集型与孕育期中小企业成长，增强经济活力，推进就业增加与经济转型升

级。 

  山东省相关职能部门、金融单位、高校和社科院财政金融所的专家学者对山东金融与实体经济发展问题进行了交流。山东省

政府金融办公室赵理尘主任对山东金融与实体经济的现状、问题与前景进行了描述与分析，提出山东应积极强化金融创新，优化

社会融资结构，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建立健全现代金融体系。 

  山东省宏观经济研究院刘冰院长认为，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市场诉求是金融创新与实体经济发展的紧密结合点，完善的公

司治理结构、规范透明的财务管理、核心的品牌竞争力、持续的创新能力是中小企业获得金融支持的基础，也是培育新兴经济增

长点，优化实体经济结构，促进经济转型升级的深层要求。 

  山东大学本科生院院长胡金焱教授认为，当前我国经济结构严重失衡，高投资、高耗能、高外贸依存度、低内需、低劳动成

本的经济发展模式不可持续，经济发展必须由注重GDP短期扩张的粗放式增长模式，转向依靠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提升的创新

型、内涵型发展模式，与此相对应，金融改革创新应注重防范与控制银行系统“脱实向虚”，抑制虚拟金融，实现金融运行“进

中求稳”，金融政策“稳中有松”，金融杠杆“相机灵活”，以增强金融对实体经济发展的强力支撑。 

  山东省政府研究室宏观处苟成富处长认为，当前是山东金融发展的新阶段，金融“22条”的出台是山东金融改革创新的新契

机，其对山东产业结构优化具有强劲的助力作用，但其实施仍然面临诸多现实约束，需要通过改革积极破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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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档附件： 

隐藏评论 

  人民银行济南分行金融研究处彭江波处长认为，推进金融改革创新，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应该具有系统性思维，金融政策的

“单兵独进”会导致政策实施效果大打折扣，应该与财税等宏观政策联兵共进。 

  济宁市金融办公室刘东波主任认为，山东经济以资源型、重型企业为主，创新型、科技型企业较少，与此相对应，山东金融

供求结构失调，偏好于大企业，对小微企业的覆盖率不高，金融服务倾向于短期化，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突出，对此，

需要政府、企业、金融机构三方协同共进，坚持尊重市场规律与完善宏观调控相结合，建立健全风险补偿与担保机制，改善金融

供给，拓展有效需求，实现经济健康、良序发展。 

  山东社科院财政金融所副所长黄晋鸿认为，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小微金融是施力点。当前，实体经济发展存在“结构性贫

血”难题，大力发展小微金融正当其时，政府应完善政策环境，健全监管体系，以非银行金融机构为发展重点，大力创新互联网

金融模式，深度拓展金融伴生产业链条，让小微银行成为产业结构优化与实体经济转型的基础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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