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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与实践 

 

把握金融本质服务实体经济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  何德旭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以完善金融服务、防范金融风险为主题的第十三次集体

学习时发表重要讲话，在深刻阐明金融与经济关系的基础上，就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

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等提出了明确要求，并特别强调要“深化对金融本

质和规律的认识”“正确把握金融本质”，这一重要讲话为推动我国金融业高质量发展、走出中国

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指明了方向，为做好当前及未来的金融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具有极其丰富的

时代内涵和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虽然在不同的时期、从不同的视角都能够对金融作出描述和概括，比如联结储蓄与投资、配

置资源与风险、平衡供给与需求、创造信用和价值等，但金融最为核心和关键的本质还是为实体

经济服务。也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的，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是金融的宗旨，也

是防范金融风险的根本举措。笔者认为，在正确认识和把握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这一本质的基础上，

结合近年来国际金融发展的新趋势和中国经济金融发展的新特点，可以概括出当代金融的三个核

心功能。 

    第一，推动实体经济发展的功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金

融应当具备什么能力才能成为一国的核心竞争力呢？很显然，就是金融与实体经济能够实现融合

发展并进一步推动实体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能力。具体包括：其一，能够基于信息优势和专业优

势准确把握各行业、各产业的发展周期和前景，筛选出代表未来发展方向的行业和产业；其二，

能够准确定位这些行业和产业中的核心技术和领先技术，并尽可能地降低企业技术创新融资的风

险；其三，能够基于企业经营状况来把握其市场地位和市场前景，并将金融资源配置到具有较大

市场发展潜力的企业，实现优胜劣汰。 

    第二，对金融风险的管理功能。预防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关键在于金融体系能够自我转化风险，

而不是造成风险的外溢，也就是说，能够在一定程度内抵抗风险压力，防止风险扩散甚至激化。

金融对风险的转化功能体现在：一是对企业等市场主体的信用风险的吸收能力，即当一定数量的

企业发生违约风险时，金融体系不仅能够平稳运行，而且能够通过改进金融契约等方式，提升筛

选优质企业的能力，降低风险概率。二是对金融体系内风险传染的吸收能力和抵御能力。各金融

机构对自身产品和业务投放市场后的风险状况始终在进行及时监测，利用相关数据进行模拟实验

和压力测试，评价机构自身的金融风险存量、外来风险冲击时的危机概率，并针对产品漏洞和业

务风险采取管理措施，或提高资本充足率，或增加风险拨备，或压缩高风险业务比重，实现对内

生性风险的动态管理。三是对金融损失的吸收能力。即当金融风险发生并产生金融损失时，金融

体系的风险拨备、存款准备、最后贷款人贷款等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对金融损失的化解能力。 

    第三，对内部缺陷的自我修复功能。现代金融体系是一个有机的整体，需要具备较强的自我

修复功能，这一功能至少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随着实体经济形势和市场需求的变化，金融体系

的产品、业务、风险管理等内容能够不断进行自主的改进和优化。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金

融体系结构调整优化为重点，优化融资结构和金融机构体系、市场体系、产品体系”，就是这一

功能的现实体现。二是由于金融周期及经济周期的波动，导致金融体系发生大面积金融风险时，

系统内部能够及时响应，并在自我修复的过程中不断提高风险防范和管理能力。 

    从金融的本质出发，为了更好地发挥金融的核心功能，促进金融更好地为实体经济服务，必

须切实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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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一，不断完善金融制度。金融制度是经济社会发展中重要的基础性制度，完善金融制度是

突出金融本质和遵循金融规律最为根本也最具有决定性的举措。现代金融制度的主要内容包括：

金融监管制度、金融发展制度、金融稳定制度。金融监管制度界定金融准入、经营资格、业务范

围、信息披露、市场监督等内容；金融发展制度约束金融体系的发展速度和创新节奏，在鼓励金

融机构根据实体经济需求积极创新的同时，还必须设计相应的信息披露说明、关键风险提示等内

容；金融稳定制度界定了金融风险监测管理途径、金融风险防范及化解规则，能够消除金融机构

自身存在的救助预期和风险转嫁预期，具有更强的激发金融市场主体活力、效率和弹性的能力。 

    其二，高效配置金融资源。金融供给本质上属于金融资源的配置范畴。由于金融的特殊性，

政府代表国家对金融进行监管，通过金融准入等方式决定着金融资源的配置或供给。因此，政府

的监管方向和路径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着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首先，要防止金融资源“脱实

向虚”。金融机构尤其是商业银行有必要通过控制企业的贷款规模、探索创新银行贷款信用风险

评估方法等途径，增强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特别是增强对小微企业、民营企业、“三农”领

域等的资金支持力度。其次，要切实解决金融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促进传统金融机构与互

联网金融机构及其业务的融合发展，促进中小金融机构业务创新和合规发展，促进金融科技在各

个业务领域的普及，促进普惠金融和绿色金融的发展，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发展。最后，要

提高金融服务水平。金融机构应借助高科技和大数据分析等技术了解、分析、掌握人们的消费行

为和消费习惯，不断发掘金融服务的新需要，建立和不断完善多层次、结构化的金融服务体系，

尤其要关注民生领域，发掘民生类金融服务，创新服务模式。 

    其三，打造金融人才队伍。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人才队伍、人才制度决定着金融制度的有

效性、决定着金融功能的大小。因此，在确保政治素质和个人品质的基础上，需要不断地从一线

业务、一线研发培育人才，为人才成长提供更多的发展空间；需要不断加强对业务一线人员的培

训，提升其金融业务前沿技能，提高其开放条件下的经济金融管理能力和防控风险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