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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世界经济增速放缓，不

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加，经济下

行压力加大，有效投资增长乏力。

全力做 好“稳就业、稳金融、稳外

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工

作，才能更好地应对当前国内外经

济形势变化，化危为机、转危为安。

一、突出抓好“稳投资”

和“稳金融”

因应形势，相机抉择，中央确定

以“稳”字来应对当前形势变化。既

是针对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必然

选择，也是应对审时度势做好下一

步工作的必然要求。这就需要我们

兼顾短期和长期思维。短期看，“三

驾马车”均面临巨大挑战，民间投

资下滑，外贸面临“中美贸易摩擦”

的不确定性（2018 年中美贸易占比

13.7%，中国同欧盟占比 14.7%，中

国同东盟占比 12.7%），消费面临收

入和消费预期影响，消费增速将减

慢，只有实现“六稳”才能保持经济

增长速度处于合理区间 ；长期看，

“六稳”反映出我国经济结构发展不

平稳不充分问题，关键是“技术支

撑”问题。对于内蒙古而言，主要

考虑以下三点 ：

“稳投资”重点是稳住民间资

本投资。2017 年内蒙古全社会固定

资产投资总额 14404.6 亿元，其中，

500 万元以上项目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98.7%。从投资主体看，国有经济单

位投资 46.1%，集体单位投资 0.6%，

个体投资 1.6%，其他经济类型单位

投资 51.6%。从三次产业投资看，第

一产业投资占 6.2% ；第二产业投资占

39% ；第三产业投资占 54.8%。按项

目隶属关系分，地方项目完成投资占

95.4%，中央项目完成投资占 4.6%。

从民营经济贡献看，全国民营企业占

全区市场主体的 90%，60% 以上的

GDP、近 50% 的税收、近 80% 的城

镇就业来自民营经济 ；全区民营企业

占全区市场主体的 97%，60% 以上的

GDP、近 70% 的税收、近 60% 的城

镇就业来自民营经济。所以，“稳投

资”关键是树立民营企业信心，支

持民营企业扩大投资规模，也可以

更好地实现“稳就业”。

“稳金融”重点是激发市场主

体活力。按照“稳金融→稳增长、

稳就业，稳定金融→稳定实体经济

→稳增长”的逻辑，找准制约实体

经济发展的症结，找准市场主体的

关键。截至 2018 年底，全区实有市

场主体 196.8 万户，其中民营企业占

97%，达到 190.9 万户，仅相当于四

川省的 35%，广东省的 17.6%。全国

工商联发布的“2018 中国民营企业

500 强”， 广 东省 60 家， 四 川 省 7

家，内蒙古 7 家。金融服务实体经

济发展的重点在民营，金融服务的

重点解决民营企业遇到“融资难、

融 资 贵” 等问题， 截 止 2018 年 11

月末，全区金融机构各项贷款同比

增长降至 3%，较一季度、上半年、

前三季度分别下降 5.9、2.9 和 0.9 个

百分点，贷款需求与贷款供给矛盾加

剧。金融体系发展滞后。2017 年，内

蒙古直接融资占社会融资中比重不足

1%，远低于全国 15% 的平均水平。

股权、债券融资规模远低于江苏、

北京、浙江等发达省份，其中，债券

发行数量不到江苏省的 4%。全区上

市企业仅占全国的 0.85%，新三板

挂牌企业仅占 0.6%，其数量还没有

江阴市、晋江市等县级市多。所以，

“稳金融”的关键是激发市场活力。

“稳预期”重点是强化技术引

领。1880-1980 年美国经济增长快，

全要素生产率比较高，被称为“黄

金 100 年”。核心是这期间技术创新

多，如，汽车、飞机、船舶、电力

通信等。1980 年后，美国 TFP下降，

技术创新下降。日本比美国晚 10 年，

1990 年 TFP下降，称为“失去的 20

年”，经济增长的“种子”—技术创

新不足。对于内蒙古而言，创新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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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重点  聚焦短板
全力做好内蒙古“六稳”工作

摘   要 ：2018 年中央提出要“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这是新时期内蒙

古做好全局工作的要求，也是内蒙古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的关键。需要结合内蒙古区情，

紧紧围绕短板，突出重点，不折不扣地落实好中央的战略部署，才能实现预期目标。

关键词 ：投资  金融  信心  创新



33

SPECIAL PLANNING 特别策划 2019 03

力不强，关键核心技术短板问题凸

显。将能源技术、信息技术、生物

技术等与改造提升传统业融合成为

重中之重，也为营造全社会参与创

新创造的积极信号，改善人们对经

济增长前景的预期。

二、主要对策建议

（一）顺势而为，稳定人们

对经济增长前景的信心
一是把握经济结构调整趋势。

当前，内蒙古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

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

关期，需按照 2019 年中央经济工作

会 议 提出的“巩固、增强、提升、

畅通”，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逐

步适应需求结构快速调整变化，提

高供给质量和水平。二是把握创新

发展趋势。2008 年以来，世界各国

均加大创新支持力度，美国出台“创

新战略 ：确保经济增长与繁荣”，欧

盟提出“地平线 2020”规划，英国

提出“以增长为目标的创新与研究

战略”，俄罗斯提出“至 2020 年的

创新发展战略”，我国实施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这些需要内蒙古企业要

充分利用内部和外部科技资源加快

创新，依靠创新驱动打造发展新引

擎。三是把握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

趋势。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将改

造传统生产模式和服务业态，推动

传统生产方式和商业模式变革，促

进工业和服务业融合发展。这就需

要内蒙古企业牢牢抓住新科技革命

和产业变革的“机会窗口”，推进技

术产业化应用，实现优势再造。

（二）转换思维，激发民营

经济发展动力和活力
一是树立双向引导思维。客观

看待“金融机构”与“非金融企业”

的关系，二者均是市场主体，均以盈

利为目标。一方面，继续完善金融服

务体系，拓宽民营企业资金来源渠

道 ；另一方面，加大对金融机构的政

策支持，建立风险共担机制，降低

金融机构风险。首先，降低金融机构

风险，让银行类金融机构“敢贷”。

如，推行“信贷风险补偿资金池”模

式，调动银行积极性 ；政府运用“财

政存款资源”，引导银行资金流入实

体经济 ；建议银监会给出尽职免责

的操作指引，让一线人员敢于开拓

业务。其次，让金融机构“能贷”，

探索推进“白名单”“黑名单”“红名

单”制度。对列入“白名单”企业作

为政策支持、要素保障、重点帮扶的

对象 ；对列入“红名单”的民营企业

实施绿色通道等便利服务措施 ；对

列入“黑名单”的民营企业依法予以

限制。同时，建立信息共享平台。金

融机构了解小企业信用状况，靠贷

前调查及贷后检查等环节了解，调

查维度单一。通过政府搭建共享平

台，引入社保局的个人社保数据、供

电局的企业用电数据、供水部门的

企业用水数据、房管部门抵押物数

据等，共享给银行作为授信依据。

再 次，让 金融机 构“愿意 贷”，鼓

励银行类金融机构针对中小企业定

制融资产品。二是强化政策执行评

估。逐条对已出台政策进行梳理，

落实责任部门，按照责任分工纳入

考核 范围。 三是 强化 政 策 配 套 协

同。建议自治区每出台一项政策，

涉及盟市的，盟市要出具体工作方

案 ；涉及部门的，部门要出配套政策

措施，形成“1+X”政策体系。

（三）聚焦瓶颈，强化人力

资源基础支撑和服务业引领作用

一 是加强 人 力资源建 设。 人

力资源是第一资源，当前，人工费

用增长和人手不足成为常态，“老龄

化”和“少子化”发挥“推波助澜”

作用。2018 年末，我国 60 周岁及以

上达到 2.5 亿人，占总人口的 17.9%

（ 其中，65 周岁及以上占总人口的

11.9%），0-15 岁占 17.8%，两项合计

35.7%。就内蒙古而言，供需结构性

矛盾突出，专业技术人员和技术工

人缺口较大，求人倍率在 1 以上，其

中高级技能和初级专业技术人员的

求人倍率达到 3.61 和 3.55，这就需

要内蒙古系统谋划人力资源和人才

储备工作，减少劳动力资源外流，

扩大人才认定范围。二是加快发展

生产性服务业，促进产业结构优化

升级。根据美国《捕捉苹果全球供

应网络利润》报告，苹果公司每卖

出一台苹果手机，美国独占 58.5%

的利润，非中国劳工占去 3.5%，苹

果以外从业者获利 2.4%，中国大陆

劳工获得 1.8%，日本和台湾各获得

0.5%，导致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是

跨国公司掌握了产品创意和核心设

计。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性产

业，加快制造业提档升级才能更好

地做大做强实体经济，在加速智能

改造的前提下，积极推进制造业与

服务业融合发展，制造业转向服务

业，一般而言，以制造业为中心的

经济必须维持 10% 的增长率才能保

证就业数量，为了保持就业数量，

需要发展高质量的服务业，需要进

一步放宽服务业市场准入，发挥生

产性服务业引领传统制造业改造升

级作用。

（作者系内蒙古自治区发展研

究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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