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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以来，在党中央、国务

院的坚强领导和大力推动下，全国

各地区各部门全力落实去产能、去

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和

“破”“立”“降”重点任务，强化创新

驱动，着力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推

动经济发展转型升级，经济发展质量

效益不断提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

得阶段性显著成效。

 “三去一降一补”和“破”“立”“降”

取得重要进展

去产能迈出坚定步伐。发挥制度

优势，综合运用行政和市场化、法治

化手段，加大环保执法力度，坚决淘

汰无效低端产能，严控水泥、玻璃、

电解铝等新增产能，钢铁、煤炭等行

业去产能成效明显，有效解决了多年

来存在的“地条钢”、小煤窑等顽疾。

“十三五”期间压减煤炭产能5亿吨、

粗钢产能1.5亿吨的目标任务，有望

提前两年超额完成。目前，行业产能

利用率明显提高，2018年第三季度，

钢铁产能利用率达到78.7%，煤炭产

能利用率达到71.4%。

去库存效果显著。加大金融信贷

支持、棚改货币化安置和公租房货币

化补贴力度，积极培育和发展住房租

赁市场，鼓励农民进城购房，有力促

进了房地产去库存。以商品房在建未

售面积衡量的广义库存由2015年的

37亿平方米逐步下降至2018年9月末

的32.4亿平方米，下降了12.5% ；同

期商品住宅广义库存由26.6亿平方米

下降至16.8亿平方米，下降了37%。

由商品房和商品住宅待售面积衡量

的狭义库存分别由2015年末的71853

万平方米、45248万平方米持续下降

至2018年11月末的52627万平方米

和25484万平方米，分别比2015年末

下降26.8%和43.7% ；按照近一年的

商品房和商品住宅销售面积计算，当

前商品房和商品住宅的库存去化周期

分别为3.7个月和2.1个月，分别低于

4个月和3个月的历史平均去化周期。

随着房地产市场库存水平的逐步消

化，房地产开发投资由降转升，为“促

投资”和“稳增长”发挥积极作用。

去杠杆稳步推进。统筹利用债转

股、优化债务结构等政策措施，推动

企业强化负债自我约束，总杠杆率上

升速度得以放缓，企业杠杆率趋于下

降。根据国际清算银行（BIS）数据，

截至2018年一季度末，我国总体杠杆

率为261.1%，其中非金融企业杠杆率

为164.1%，扭转了前期快速上升的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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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钢铁产能利用率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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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2018年一季度末，我国信贷/GDP

为14.9%，较2016年末降低9.9个百

分点。截至2018年11月末，全国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为56.8%，

同比降低0.4个百分点，其中，国有控

股企业资产负债率为59.1%，降低1.6

个百分点。

降成本取得阶段性进展。全面推

行营改增试点、扩大减半征收企业所

得税优惠范围、清理规范行政事业性

收费和政府性基金等减税降费举措，

降低“五险一金”缴费比例，下调用电

价格，放宽创业投资税收优惠条件，

提高和扩大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比

例和范围，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

革，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2018年1—

11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主营

业务收入中的成本为84.19元，同比

降低0.21元，较2015年同期下降1.78

元，预计2018年降成本在1.1万亿元

以上。

补短板成效明显。积极运用PPP

模式、促进民间投资等政策措施，加大

创新驱动、基础设施、脱贫攻坚、城乡

统筹发展、民生建设、生态环保等领域

的投入力度，既创造有效需求，又为

创造新的有效供给奠定良好基础。根

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局、铁

路总公司等相关部门公开发布的数据

估算，2016—2018年，各类棚户区改

造年均超过600万套，新增高速公路

里程年均在5000公里以上，新增高铁

运营里程年均在3000公里以上，四纵

四横的高铁网提前建成运营，城市轨

道交通和地下综合管廊建设也明显提

速。三年来，重点领域投资继续保持

较快增长，尤其是生态保护和环境治

理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

查业投资明显高于全部固定资产投资

增速。目前，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交

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水利、环境

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投资也稳中有增。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经济运行呈

现稳中向好、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部分行业市场供求关系改善。随

着钢铁、煤炭产能的压减，粗钢、煤

炭产能利用率明显提高，在价格上涨

的带动下，相关行业经济效益企稳回

升。2015年煤炭、钢铁行业累计利润

分别仅为441亿元、525亿元，2017年

煤炭、钢铁行业利润分别达到2959亿

元、3420亿元，利润增长均超5.5倍。

据价格监测中心数据，2018年 1—

11月，全国主要钢材批发市场均价

为每吨4545元，比2017年同期上涨

11.2%，是2013年以来最高水平。相

应地，1—11月钢铁行业利润同比增

长50.2%，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

增长的贡献位居前列。

经济结构逐步提升和优化。钢

铁、煤炭等行业去产能的推进实施，

切实解决了困扰钢铁、煤炭等行业多

年的“地条钢”、小煤窑等问题，高耗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经网统计数据库

图 2 房地产开发企业商品房及住宅待售面积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Wind数据库

图 3 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和每百元主营业务收入中的成本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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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行业增加值增长有所回落，推动了

行业转型升级。高技术制造业、装备

工业快速发展，分享经济、平台经济、

数字经济等领域新产品、新业态、新

模式方兴未艾。农业供给结构不断优

化，农村一二三产业加快融合发展。

银行业市场乱象整治取得初步成效，

银行资金逐步回流到实体经济，实体

经济与金融、房地产发展的结构性失

衡矛盾逐步得到缓解。2018年三季度

末，用于小微企业的贷款余额当中的

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同比增长19.8%。

用于保障性安居工程的贷款同比增

速为39.8%，比各项贷款平均增速高

27.5个百分点。趋势上看，M1与M2

增速缺口大幅收窄，资金脱实向虚的

状况有所改观。

经济运行中的“四降一升”问题

得到改善。2015年，受产能过剩等因

素影响，我国经济运行呈现“四降一

升”的特点，即经济增长减速、工业品

价格大幅下降、实体企业盈利下降、

财政收入增速下降、经济风险发生概

率上升。三年来，在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的推动下，“四降一升”问题得到一

定程度的改善。从稳增长看，经济持

续下行势头基本得到遏制，GDP增长

稳定性有所提升，连续10多个季度保

持在6.5%—6.9%的合理区间内小幅

波动。实体经济加快振兴，企业“成

本—利润”增速变化逐步回到合理区

间，生产活动趋于活跃，工业经济回

暖趋势明显。从稳物价看，三年来市

场供求关系逐步得到改善，居民消费

价格指数（CPI）温和上涨，工业生产

者出厂价格指数（PPI）实现由降转升，

CPI与PPI同比涨幅的分化仍维持在

合理区间之内。2018年1—11月，CPI

同比上涨2.1%，PPI同比上涨3.8%，

PPI涨幅自6月以来有所回落，但均

能够实现年度调控目标。从企业效益

看，经济效益持续改善，三年来企业

利润增长实现了由负转正，2018年前

11个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增

速为11.8%。微观主体信心有所增强，

生产和投资意愿逐步恢复，截至2018

年11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

大多月份基本处于荣枯线之上或在荣

枯线附近波动，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

数持续保持在53%以上的相对高景气

区间波动。从财政收入看，部分困难

地区财政收入增长企稳回升，财政收

支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得以缓解，获得

了更大的减税降费空间以支撑实体企

业降成本工作深入开展。从风险看，

资本流动趋稳，债务扩张趋势得到缓

解，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能提高，系

统性风险发生概率趋降。监管部门就

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频频出台政

策，重点整顿严重扰乱市场的乱象，

企业杠杆率有所下降，宏观杠杆率趋

于稳定。在“坚决遏制房价上涨”调控

政策的引导下，房地产市场风险有所

化解，主要大中城市房价趋于稳定。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Wind数据库

图 4 重点领域投资同比增速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图 5 流通领域钢铁、煤炭价格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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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得到国际国内广泛

认同和积极评价

三年来，社会各界对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的认识不断深化。牢固树立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转变发展方式、

优化结构和动能转换的必由之路”理

念，更加主动地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上想办法、出思路、定政策。企业更加

重视品牌建设和精细化生产，努力提

高产品和服务的质量水平。

在G20杭州峰会上，结构性改革

被列入全球经济治理的行动指南，中

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效得到积极肯

定。例如，经合组织（OECD）《G20结

构性改革进展的技术性评估报告》指

出，中国经济在新常态下，人均收入

增长仍然很高，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

主要是伴随着劳动生产率的发展，就

业率稳定在一个较高的水平。

但我们也必须清醒认识到，经济

运行中深层次的结构性、体制性制约

仍未得到根本解决，去产能的市场化、

法治化机制有待完善，去库存政策应

更加精准，去杠杆、降成本尚要下大

气力，补短板需要进一步聚焦，特别

是民营企业、制造业发展比较困难。

必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以提高供给体系质量

和效率为主攻方向，以振兴实体经济

为着力点，以优化市场主体结构为关

键，以提高生产要素质量和效率为支

撑，更多采取改革的办法，更多运用

市场化、法治化手段，在“巩固、增强、

提升、畅通”八个字上下功夫，建立以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制度和政

策体系，推动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

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建设现

代化经济体系。

责任编辑  韩璐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Wind数据库

图 6 2012 年以来月度M1和M2同比增速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图 7 月度CPI 和 PPI、PMI 和非制造业PMI 走势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图 8 月度累计工业企业利润和财政收入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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