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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体经济、虚拟经济及关系研究的思考

杨清波
（兰州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甘肃 兰州 730050）

【摘要】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脚步，虚拟经济作为实体经济相对应的概念，是以金融市场为依托的经济活动，在世界金融中

占据重要地位。基于此本文以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作为研究对象。通过虚拟经济在宏观经济系统中的作用，分别从扩大内需、提高监管水平

以及积极参与国际货币制度的改革等方面详细阐述了如何处理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的关系，从而规避金融危机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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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世界经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逐渐构成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

共同发展、相互作用的新局面，实体经济是虚拟经济的基础，虚拟经济有

自身运动规律，但是却离不开实体经济，二者关系密切，相互促进共同进

步发展，虚拟经济变得越来越实体化，实体经济变得越来越虚拟化，对

此,如何处理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的关系尤为关键。
二、虚拟经济在宏观经济系统中的作用

经济全球化时代背景下，虚拟经济在宏观经济系统中，既有积极的

作用，也有消极的作用，积极作用如下：一是虚拟经济能够优化资源配

置，提高实体经济的运行效率，虚拟经济下，资本具有流动性，企业能够

从低效益转为高效益，经过资源重新配置，企业资本利润最大化。二是

扩大市场上投资与消费，推动了实体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股市上涨扩大

消费与投资的需求，推动国际市场经济的繁荣。三是虚拟经济在一定程

度上为实体经济提供了融资的支持，社会中闲置的资金被充分利用，一

方面银行为金融机构做贡献，另一方面发行股票和债券等方式筹措资

金进行融资。四是虚拟经济有利于降低和规避市场经营风险，虚拟资本

保留资源配置功能，利用各种金融工具转移与分散经济风险。五是虚拟

经济促进了实体经济产业结构的升级与调整。
消极作用：一是全球化条件下，虚拟经济过度膨胀，使实体经济

运行变得不稳定，甚至有投机风险存在的可能。二是虚拟经济减少

了实体经济的资金，阻碍实体经济发展，降低了金融资源的利用效

率。三是过度膨胀的虚拟经济会使市场出现泡沫经济，实体经济遭

到破坏，金融危机发生的几率变大。四是虚拟经济的过度发展会冲

击发展中国家的实体经济，影响世界经济安全。
三、如何处理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的关系

（一）扩大内需，逐步完成结构调整

经济全球化后，美国金融危机发生，由于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

中国贸易市场中贸易出口下降，对此中国政府适当扩大了内需，保

持经济持续增长。根据实际国情来看，中国的经济发展不平衡，沿海

城市和内陆城市之间经济差距大，城市与乡村之间经济差距同样

大。建议政府大力倡导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挖掘农村地区的发展

空间，缩短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经济差距，加快地区内产业结构的步

伐调整，对中国中西部地区和农村地区进行经济结构的改革，增加

他们的经济收入，扩大市场需求，避免外贸出口给国内经济市场带

来的消极影响。为扩大内需，2017 年浙江省有关部门负责人深入 20
个偏远城市与农村地区，对轻功、机械、化工、电子以及信息等多家

企业进行调研，政府引导企业加强企业管理，促进中小企业快速发

展，对产业结构进行调整，致力于产品创新，提高市场营销能力[1]。
（二）提高监管水平，继续探索金融创新

人们深知，市场不是万能的，不过过度相信市场的作用，放任的自

由经济与市场的隐形之手也有出现纰漏的时候，当前条件下，首先政府

必须重视对金融市场的监控和救助，做好风险管理，加强对风险的识别

能力，对不了解的产品与领域不要盲目投资。其次，风险形式过于复杂，

信用风险、操作风险和市场风险都会引发次贷危机，加强对金融风险的

识别和管理能力，加快提高风险管理水平。最后，要有客观、合理的风险

战略，政府通过有效的监管，营造健康的风险文化氛围，严格执行相关风

险政策，保证收益的长期平衡，社会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态势。
中央为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政策的落实，相关治理工程建设

领域突出问题检查组的汇报会在 2017 年召开，各地区各部门进一步

健全监督检查体系，加大监督的力度，在一个月时间内，24 个中央检

查组深入全国 31 个省市和区域、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 208 个市和地

区、388 个县和区以及中央有关企业，对 1174 个项目进行实地检查，

对管理存在的问题督促并要求立即整改，其中出现的违法乱纪案件，

有关部门严惩了少数违法犯罪分子，实现了监督与管理的作用[2]。
（三）积极参与国际货币制度的改革，适时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元不再占据过去的主导地位，世界范围内

经济变得萧条，金融危机折射出国际货币体系出现的种种问题，虚

拟经济下，人民币的国家化将是一种趋势，中国产品在产业链中占

据优势，中国货币顺应国际贸易市场的需求，很多国家与地区将人

民币作为结算货币，尤其是旅游业发达地区和东南亚国家，中文作

为第二个语言，中国游客消费时采用人民币消费即可，支付宝软件

深入世界各地，无需纸币，只要通过手机扫码付款即可。支付宝在境

外进行消费，境外的商家只会接受外币资金，但是支付宝扣除的是

手机中人民币余额，金额根据汇率进行换算，不仅省去了兑换货币

的麻烦，人们在国外出行时也变得更加安全。
2016 年 12 月，央行发布了《2017 年人民币国际化报告》，报告中

称人民币国际使用稳步推进中，在全球货币中占据着有利地位，2016
年 12 月，人民币是全球第六大支付货币，在市场中的占有率为

1. 68％，自 2016 年 10 月 1 日起，人民币被正式纳入为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中国境内不包括政府融资平台和房地产

企业，相关非金融企业、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中国银监会等设

立的各类法人金融机构，都能够以资本和净资产为基准计算，自主进

行本外币跨境融资活动，由此可见，人民币国际化是必然趋势。
四、总结

我国在改革开放以后，虚拟资本在品种上和规模上都在迅速进

行扩张，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我国保证金融市场处于规范发展

的状态，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进行协调，防范虚拟经济和实

体经济之间出现脱节，这是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在未来面临的艰巨任

务，处理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的关系，规避金融风险，防范金

融危机，保证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长期有效、可持续健康发展，有利

于提高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提高我国综合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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