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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研究 

李艺博 

（山西师范大学 政法学院，山西 临汾 041000） 

[摘  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我国为适应经济发展新阶段所提出的创新举措，一方面是转变

经济发展方式，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主动选择，另一方面是全面深化改革，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的必然要求。“十三五”时期是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矛盾由需求

侧转向供给侧，面临体制性、结构性矛盾，必须减少无效供给，增加有效供给，增强经济发展动

力，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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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以来，总体维持平稳较快

的步伐，但由于存在一些结构性矛盾，导致经济面

临许多下行的压力及不确定因素。习近平总书记在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提出供给侧改革，在扩大

总需求的同时，加强供给侧改革，提高供给的质量

与效率，是适应发展新阶段的必然要求，必须加强

科技水平，加快人力资本的积累，产业结构的调整，

创新体制机制，不断破解发展难题，实现经济社会

的可持续发展。 

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和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一直处在高速增长的

阶段，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功步入中等

收入国家行列。随着人口老龄化的逐渐加剧，我国

丰富的廉价劳动力的优势逐渐减弱，人口红利的逐

渐消失，经济发展进入到了新的阶段。国际经济格

局的不断调整，我们并没有成为真正的经济强国，

必须更加重视产业结构的优化和经济质量的提高，

优化供给侧，才能真正提升国家核心力，避免落入

“中等收入陷阱”，实现经济强国的伟大目标。 

首先，中国经济持续快速的发展， 重要的就

是靠人口红利的不断推动，在发展中国家都存在着

城乡二元结构，社会可以不断地向经济发展输出劳

动力，工业化、城镇化把剩余劳动力基本吸纳完后，

如果需要更多的劳动力，就必须提高工人工资和待

遇，否则，这些工人就不会选择进入工业部门出卖

劳动力，这个就是“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随着

人口老龄化的加剧，人口抚养比例的不断加大，储

蓄率也会不断下降，造成资本成本提高。劳动力成

本的上升，使得很多工厂、工地出现用工短缺的现

象。在环境成本上，随着国家加大环境保护的力度，

企业的治污成本也不断增加。 

其次，体制机制障碍较多，运行不畅。改革开

放以来，完成了多领域、多层次的改革，取得了许

多重大成就，每一次的改革都给经济发展注入了强

大的动力。但是，以市场机制为导向的改革并不彻

底，还有很多需要完善的地方。户籍制度、土地制

度、社会保障制度等领域还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

当前，政府部门对经济活动的微观方面干预仍然较

多，仍需进一步的简政放权，避免权力寻租的发生。

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政府需要重新

进行职责调整，理顺各项工作。制度变革和科技创

新是经济发展的不竭动力，良好的制度环境才能保

证经济发展的高效率。必须全面深化改革，提高经

济发展的效率和质量，形成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

体制机制。 

再次，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着一些亟待解决的矛

盾和问题。主要原因已经不在需求侧，必须通过供

给侧的结构性改革来走出当前的困境。供需错位已

经成为当前经济增长的主要障碍，过剩产能是制约

中国经济转型的第一大问题。供给体系中，中低端

产品过剩，高端产品供给不足。供给侧改革的目标

是化解过剩产能，提高有效供给能力，所以不能忽

视需求侧的现实需求，不断满足和适应需求侧的变

化，通过创新主动引导供给端达到需求端的目标，

形成一种供需平衡、协调有序的状态。 

后，供给侧改革，体现的是国家治理方式的

完善，工作思路的转变，从注重经济增长的速度向

可持续发展及增长的质量的转变，取代之前的以需

求调控为主的模式，激发主体的创新潜能，给企业

和市场相对稳定的预期，提高各主体的积极性，创

造公平的竞争环境，构建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

新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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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国供给体系存在的问题 

供给和需求是经济活动中的主要因素。供给一

般是生产环节，是劳动力、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

的组合与配置，需求一般指消费、投资、出口三个

方面。二者相辅相成，没有需求，那么在供给端就

会产生产品的积压、产能过剩；缺少供给，则在需

求端就会导致通货膨胀。 

首先，存在大量供给，缺乏有效需求。我国目

前在钢铁、水泥、煤炭、有色金属等行业存在着严

重的产能过剩，现实问题是缺乏有效需求，难以化

解当前过剩的产能。经过近十几年的高速经济增长，

我国已经步入了后工业化时期，基础设施的建设基

本饱和，不再需要大规模的建设，刺激需求端反而

会进一步加剧这些行业的矛盾，错失经济机构调整

的黄金时期。 

其次，供给的效率低，不能满足需求。就当前

的房地产市场来说，在供给端存在着大量的商品房

库存，在需求端，很多人买不起房，大量需要住房

的有效需求满足不了。由于较高的房价抑制了城镇

居民需要买房、住房的有效需求。所以，此时刺激

需求端并不能改善问题，必须通过改善供给来解决。 

再次，存在大量需求，缺乏有效供给。我国处

在全球产业链的中低端，在经济发展的新阶段，与

以往不同的传统消费模式已经难以为继，取而代之

的是多元化、个性化的消费模式。但是我国低效率

的供给体系难以满足大家日益增长的高品质物品的

需求。在大商场、超市有很多降价打折物品，并不

能有效吸引大家，而国人却疯狂的进行海外代购及

亲自到国外大量的购买各种物品。针对有需求无供

给的问题，迫切需要从供给侧补短板，大力发展高

端服务业和制造业，重视技术方面的创新。 

后，金融领域的抑制。融资难、融资贵仍然

是近几年实体经济中反映比较突出的问题，国家政

府也非常重视，出台了多项措施缓解这个困境。虽

然有所缓解，但是融资难、融资贵仍然是企业贷款

比较突出的问题，排在各种问题之首，由于企业贷

款融资渠道比较单一，主要来源还是银行，缺乏多

元化的渠道。近年来影子银行日益活跃，给大众带

来了许多方便的同时，也暴露出了许多问题。透明

度低、管理不规范、监管不健全，有很大的风险。 

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五大任务 

（一）化解过剩产能 

积极化解过剩产能，是要将那些重要的资源要

素从那些产能过剩的产业体系中释放出来，理顺供

给端，向市场提供有效供给，创造新的生产力。以

消费升级带动产业体系的不断优化，反过来就可以

满足并创造消费需求，通过创新驱动供给侧动力结

构优化。当前经济中存在着严重的供需不匹配的矛

盾，通过技术创新，提升产业链的质量，带动产业

结构的优化升级。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是

产能过剩的重灾区，国有企业的改革迫在眉睫，必

须对国有资本进行监管，提高国有资本的运行效率，

对于产能过剩、发展潜力有限的僵尸企业坚决依法

退出市场，来优化供给端，同时也要做好不良资产

处置、失业人员和生活保障的后续问题，也要从法

制层面确保产能过剩行业不再有新的项目和新的产

能投入。 

（二）降低企业成本 

政府应限制对企业的经营和决策方面的干预，

减少各项行政审批项目，来减轻企业的负担，这是

在今后一个时期内我国经济发展新阶段的重要举

措，也是推进供给侧机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能够

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长期以来的粗放式的经济

发展模式是经济下行的根本原因。实体经济的利润

也不断在下降，交易成本不断上升，在国际和国内

市场日趋激烈的环境下，中国企业负担大，质量和

效率低，企业的高运营、生产成本严重抑制了企业

的活力和竞争力。企业并没有能力去改善自己的供

给质量与水平，面临着各种税费的居高不下、社会

保险费用也一路走高的问题，所以必须推进经济结

构的战略性调整与改革，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让

企业在市场中轻松运行，提高有效的供给能力。 

（三）消化房地产库存 

房地产库存问题，事关国计民生，关乎我国今

后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全国商品房待售面积再加

上各地的小产权房和由于各种原因没有纳入统计数

据的房屋，房地产过剩的状况已经特别严重，所以

必须把消化房地产库存作为重中之重的任务。多年

来由于我国住房体制的不完善，住房供给体系存在

结构性问题，无法满足多层次的居民需求。随着城

镇化快速发展的时代结束，以及中国经济面临转轨

的问题，房地产行业对于 GDP 的贡献率已经达到极

点，房地产企业也应认识到这点，必须顺势而为，

调整企业的经营策略，适当的降低房屋销售价格，

有效增加销售量，从而在短期内回笼之前投入的资

金，降低自身的运营成本，更有利于增加自己的利

润，通过整合各种中小企业，提高整个产业体系的

效率，节约运行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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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金融领域的去杠杆 

随着我国银行体系和金融市场的蓬勃发展，我

国经济的杠杆率也随之加快上升。多年来，主要是

以间接融资为主的融资模式，直接融资占比低，股

权融资占比过低，过度依靠银行贷款，导致贷款利

率偏高，加大了非金融企业的杠杆率。企业若能在

资金使用方面效率高，那么就能如期还本付息，但

是若企业成本高，效率低下，不能在有限期限内还

本付息，另外需要借债，债务积累越来越多，风险

越来越大。高杠杆率会带来流动性风险，如果控制

不好，资金链断裂导致资产严重恶化，就会形成系

统性风险。在经济运行低速时期，前期积累的高杠

杆率风险也会逐步显现，增加了去杠杆的难度，所

以必须稳妥地化解我国当前在金融领域存在的各种

风险。 

（五）补齐各领域短板 

面临当前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和

矛盾，必须扩大要素供给，发展服务型、科技型新

兴产业，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率，从供给侧端

入手，提升有效供给，提高生产力的发展。支持企

业技术升级和设备的更新，补齐基础设施建设的短

板。城市轨道交通、停车场、养老院等关系人民群

众切身利益的民生工程严重缺乏。人才资源特别是

高素质人才资源的严重不足，人力资源结构也需要

转型，必须切实优化人力资源的配置，以迎合产业

结构的调整，实现劳动力的升级。农村基本公共服

务与城市还存在较多差距，按照目前的各种要求与

发展理念，从供给端入手，完善工业反哺农业，城

市支持农村的方针政策，让各种基础设施的建设更

加有效和精准，形成良性循环，不断培育经济中高

速增长的主要动力，增强经济运行的稳定性。 

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建议 

（一）推进产业结构的转变与升级 

产业结构的调整，是传统产业向现代产业的转

变，必须是推进产品的创新，大力培育自主创新能

力，降低企业的运行成本，优化劳动力、土地、技

术、管理等生产要素的配置，激发大众创业、万众

创新，培育新的产业体系，创造出能够有效迎合消

费者的各种新产品。提供出多种有效供给，以满足

不同消费者的需求。加强公共产品的供给，鼓励 PPP

模式，让私营、民营资本都能够投入到公共基础设

施的建设及公共产品的供给，促进了投资主体的多

元化，各自取长补短，为公众提供高质量的服务。

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业、现代制造业、战略性新兴

产业的融合，引领产品由产业链低端到中高端的提

升，精准施策，向高效化、专业化的方面不断延伸。 

（二）完善体制机制，积极化解过剩产能 

全面清理长期亏损、产能过剩的企业，尽可能

的多兼并重组，少破产清算，建立健全兼并重组的

体制机制，建立跨区域的利益机制与协调机制，避

免地方政府因为税收的减少而对兼并重组进行阻

拦。通过各类国际经济组织的合作，加快过剩产能

的输出，鼓励企业走出去，与国外组织进行贸易合

作、投资共享、基础设施的建设，在全球市场释放

新的供给，利用“一带一路”的战略机遇，推动钢

铁、建材、有色金属企业的产能输出。建立过剩产

能行业的监测系统，充分利用互联网、大数据等技

术，不断整理、分析、更新数据，建立预警机制，

完善相关的监测管理制度对行业进行动态的监控，

及时向行业和市场发布相关信息，进而精准施策，

引导市场的合理健康发展。 

（三）深化简政放权 

简政放权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的重要手段，政府必须还权于市场，让市场在资

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精简政府机构，提高运行

效率。建立严格的行政审批准入制度，对于拟定的

行政审批项目，应当广泛听取专家、学者的意见，

对提出的建设性意见要充分考虑和参考。建立合法

的审查制度，提供标准化的指导意见，协调各部门

之间的利益关系，对各种权力的下放也要做到同步，

要给予下放单位一定的空间，根据自己的情况进行

调整和完善。建立全国统一的信息共享平台，加强

各部门之间的联系。破除部门之间的信息阻塞，明

确指出信息公开，企业和大众都可以上网进行游览，

获取数据，进行分析。逐步完善市场秩序，加快建

立符合自由、公平、公开的市场经济法制体系。 

（四）金融领域的改革 

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但是稳健的货币政策要适应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灵

活性和需要。在制度上和政策上也要营造宽松的市

场经营、投资环境，以创新理念推动多种所有制经

济组织的发展。不断推进民营银行的发展，是深化

金融体制改革、释放金融活力的重点，建立适合民

营银行的监管办法，降低准入门槛。增加债券的种

类和数量，积极发展债券市场，提升债券市场的开

放程度，建立与国际金融市场相适应的规则、规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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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提升金融市场的国际化水平。促进资本市场

的健康发展。规范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保护金融领

域的创新，满足中小微企业、不同投资收入阶层人

们的投资需求，让互联网金融更好的服务于实体经

济，提高金融效率。 

（五）实施创新驱动战略 

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必须坚定不移

的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企业应不断加大创新投

入力度，充分发挥企业科研人员在产品开发、运用

上的作用。在国际上也要以全球视野整合资源，加

强与创新型企业和研发机构的合作。强化知识产权

制度，保护和引导创新科技成果的转化，促进创新

要素的顺利流动和合理配置。培养高素质人才，完

善人才评价体系，加大对创新人才的支持力度，提

高科研人才的各项待遇，打好创新驱动发展的人才

基础。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推动经济持续健康

发展的必然要求。按照创新、协调、绿色、开放、

共享的发展理念，不断加大改革力度扩大有效供给，

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推动中国经济稳步前进。

新的发展阶段，应以更严格的标准、更大的勇气，

更高效的改革措施把握好经济发展的战略方向，为

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中国梦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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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structural reform of the supply side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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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promote the structural reform of the supply side is an innovative measure to adapt to the new stag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On the one hand, it is the initiative choice to across the "middle-income trap" and to change 
the mod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on the other hand, it is a comprehensive deepening of reform and the 
inevitable requirement of building a well-off society in an all-round way. The"13th Five-Year" period is a critical 
period of economic structure adjustment. At the present, the main contradiction China is facing from the demand 
side to the supply side, and also facing institutional, structural contradictions. We must reduce the invalid supply, 
increase the effective supply, and enhance the driving forc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o make a sustained and 
healthy economic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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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r – Cycle Model of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extension 

——Taking Hebei province as an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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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key to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in Hebei province lies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Based on Hebei’s reality, learning from the successful experience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technology promotion service, this article constructs the interactive development of "Four-Cycle Model of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extension" - “Government-University-Enterprise- Farmer",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get rid of 
the problems faced by Hebei province and even the national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extension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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