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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全球走出
此轮危机的必由之路
中国民生银行研究院｜黄剑辉

供给侧改革一直是改革的主基调。其

中，“农村改革”主要是1978年开始解

散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城

市改革”主要是20世纪80年代开始进

行承包制、股份制和国企改革等方面的

探索；“金融改革”主要是1993年开始

把工、农、中、建等国有商业银行同政

策性银行分离，创造了金融新供给，为

经济发展注入了新活力。从2001年加入

WTO之后一直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

爆发，我国对外贸易迅猛发展，经济实

现高速增长。在2005—2006年，为防止

经济过热，政府加强了宏观调控和政策

紧缩。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我

国面临两种选择：一种是适当扩大基础

设施建设的同时，继续把着眼点放在供

给侧，重启改革；另一种是实施大规模

刺激计划。众所周知，我国出台了4万

亿元投资计划。这在推动经济增速反弹

方面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也产生

了一系列问题，包括地方政府债务高、

企业杠杆高、部分产业产能过剩等。期

间，在国际市场上，中国买什么，什么

就涨价，尤其是2009—2010年全球石油

和铁矿石价格的快速上涨，石油、页岩

气产能迅猛扩张，导致全球经济失衡状

况继续加剧。

目前我国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

同样面临两种选择：一种是像欧洲、

日本一样，继续采用新一轮的刺激性

政策；另一种是把目光从需求侧转向

供给侧，构建促进经济中长期可持续

发展的新型驱动力。我国政府已经明

确选择了第二条道路。实际上，我国所

面临的不是短期的、周期性的、外部的

冲击，而是中长期的、结构性的、内部

的压力。因此，通过以“改革开放、创

新创造、生态民生”的新“三驾马车”

作为主驱动力，以基于中长期高质量

制度创新、技术创新为核心的“供给管

理”部分替代短期凯恩斯式的“需求管

理”，才能真正提升要素供给效率，不

断拓展市场空间。

着力从供给侧入手 

改革才能大有可为

从农业来看，除黑龙江、内蒙古等

地外，我国其他省市仍然是以小农经

济、小块土地为主。限于土地制度的问

题，很难实现现代农业的专业化运作，

农产品供给质量相对较低。因此，在推

进农业现代化方面，如果能够进行土

地制度改革，推行“股田制”试点，以

农民承包权入股，很快就能释放出生产

去年底以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成为我国政策体系中的一个热门词汇，

并成为“十三五”及未来一个时期的重

点工作。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

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

是适应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综合国力竞

争新形势的主动选择，更是全球走出此

轮危机的必由之路。

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  

从供给侧入手

之所以强调从供给侧入手，主要

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从国际对比的角

度来看，一方面，自2008年国际金融

危机爆发以来，世界各国的经济金融政

策主要是从需求侧入手，尽管出台了一

系列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但效果并不

理想，目前仍未走出危机，且局部有加

重迹象；另一方面，无论全球还是中国

都面临一系列结构性问题，其中发达国

家收入高但人口老龄化问题严重，陷入

“低生育陷阱”，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速快

但收入低，陷入了“低收入陷阱”，而需

求管理手段对这种结构性问题几乎束手

无策。

从我国改革开放的历程来看，从

1978年改革开放到2001年加入W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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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而且，不同的区域引入不同国家的

发展模式，例如德国模式、美国模式，

江浙一带可以借鉴日韩的农业耕作模

式等。

从制造业来看，我国生产的产品以

中低端为主。如果能够加大研发投入力

度，同时推进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特

别是把石油等垄断领域向民营资本开

放，通过制度优化来扩大供给主体，将

会增强市场竞争强度，提高企业运营效

率，从而促进中国制造的产品由中低端

走向中高端。我国国内对于中高端产品

的需求日益强劲，例如形容中国人的

“暴买族”一词去年曾在日本流行，说明

中产阶层具有很强的购买力，关键是国

内缺乏有效的产品供给。

从服务业来看，我国民众普遍面临

入托难、上学难、就医难等问题。这些

“难”，反映的主要是有效供给的短缺。

如北京等大城市一直面临打车难的问

题，有了优步、滴滴等打车软件后，一

方面引入了专车等新的供给主体，另一

方面可以加价进行激励，不仅缓解了打

车难的问题，而且提升了服务质量。这

个案例可以很好地解释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的原理，同时也可以应用到教育、医

疗等多个领域。

从基础设施来看，我国仍有很大

空间。以中部的河南为例，河南是我国

人口第一大省，但省会郑州市目前只有

一条地铁，基础设施的建设还有很大潜

力。从全国范围看，与美国、德国等发

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仍有

很大差距，前景依然广阔。

必须处理好供求之间的关系

要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以

供给侧的视角，通过改革的手段，解决

结构性的问题。从具体路径来看，要着

力推进两组供求关系的匹配与联动，加

强供给侧改革与需求侧管理的有机结

合，才能真正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落到

实处。

一是金融有效供给与实体经济有

效需求的匹配与联动。经过改革开放30

多年来的快速发展，民营企业已经成为

我国实体经济的主体，但金融体系却仍

以国有银行为主体，众多中小民营企业

的融资需求无法得到有效满足。在这方

面，可以借鉴德国经济金融发展模式，

从金融供给侧入手，用间接金融匹配制

造业，放宽民营资本准入，大力发展民

营银行，同时建立健全多层次资本市

场，破解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更好

地满足实体经济发展需要。

二是实体经济有效供给与居民实

际有效需求的匹配与联动。当前，我国

实体经济在中低端产品与服务方面存

在产能过剩的同时，在高端产品与服务

方面存在有效供给不足。需要加大创新

投入力度，提升产品品质和服务质量，

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

文化需要。

三是加强供给侧改革与需求侧管理

的有机结合。强调供给侧改革，并不是

说需求侧不重要，实际上，我国未来的

经济发展需要供给侧改革与需求侧管理

相结合。其中，需求侧管理类似于西医，

即通过“服药”、“手术”等手段确保经济

运行在合理区间，为改革赢得时间；供

给侧改革类似于中医，即通过“强身健

体”、“固本培元”等手段提高经济的韧

性，为长期持续发展拓展空间。因此，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货币政策、财政政

策需要有机结合。

通过“新供给”淘汰“老供给”  

解决产能过剩问题

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以借

鉴生活中“更换洗澡水”的道理和方法。

把一桶或一盆脏的洗澡水变清，可以选

择多种方式。其中一种方法是等水静下

来，脏东西慢慢沉下去，但时间会很久，

且最终的水未必清澈，这表明不主动作

为，仅是坐等观望，产能过剩的行业可

以实现市场出清，但过程会很慢很难；

另一种方法是通过排水管把脏水排出，

同时打开进水管引入清水，一段时间后

洗澡水将会清澈透明。淘汰过剩产能同

样如此，短期内将会导致员工失业。必

须同时新建高端产能，政府需要在职业

培训和下岗员工再就业方面给予政策支

持，最终实现“新供给”淘汰“老供给”，

产业从中低端走向中高端。

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过程

中，解决债务问题可以借鉴美国政府救

助通用汽车的做法。2008年前后，美国

通用、福特、克莱斯勒等三大汽车业巨

头均陷入几近破产境地。奥巴马当选总

统后，成立“汽车特别工作小组”，果断

对通用和克莱斯勒实施救助，先后两次

投入500亿美元的低息贷款，拯救了超

过100万个就业岗位，避免了工业体系

遭到重创和民众家庭财富巨额缩水。早

在1999年，我国成立了四大资产管理公

司，在解决产能过剩和债务问题方面已

经积累了丰富经验。未来需要设立促进

企业改革基金，增强地方和企业改革的

自觉性和主动性，确保各项改革政策措

施落到实处。

2016年是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元年。鉴于农村改革成本最低、阻力最

小，可以从农村改革开始，加快发展“股

田制”试点，探索农业现代化道路；与

此同时，在制造业、钢铁煤炭等领域，

应加快推进结构性改革，促进“三去一

降”（去产能、去杠杆、去库存、降成本），

实现市场出清、产业升级；在服务业方

面，可以放开教育、医疗等领域市场准

入，引入更多供给主体，促进市场竞争，

更好地满足消费者需求。

从全球视野看，也只有尽快将宏观

政策着力点从以货币政策为主的需求管

理转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才能走出此

轮危机，实现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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