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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为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克服新失衡，穿越中等收入陷阱提

出的历史性命题，有其历史客观必然性，有其紧迫性，有其针对性。进而，也要求一系列的制度创新，特别是社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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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论坛

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的历史客观性

中国经济经过几十年的高速增长，达到了一个

新的阶段和新的起点，也面临新的机会和新的挑

战。统计数据说明，到目前为止，我国 GDP 总量已

达到 67.7 万亿元人民币，从 2010 年开始我国就超

过了日本排在世界第二位。那么人均 GDP 现在是

49 000 多元人民币，大概折合成 7 800 美元。我国从

改革开放初期的贫困国家到 1998 年基本解决了温

饱，世界银行划分的下中等收入阶段，到 2010 年按

照世界银行的标准，我国进入了上中等收入阶段。
所以从现在的中国经济发展阶段来讲，总量我们从

占全球 1.8%，从 10 名开外上升到现在的第二名，占

全球的 13%。人均从贫困温饱没有解决，我们实现

了温饱并达到了上中等收入阶段。我们知道世界 70
多个高收入国家他们跨越从上中等收入阶段到高收

入阶段平均用了 12 年零四个月，这其中有 20 个人

口大国在这个阶段用了 11 年零九个月。中国从

2010 年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给中国十年时间能不

能实现这个跨越。我们如果实现了第一个百年目标，

2020 年，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年前后，我国实现

了经济倍增计划和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话，折算下

来恰好就是用 10 年时间实现从上中等收入向高收

入阶段的穿越。那么我们说这个机会是既现实又很

令人鼓舞，但挑战同样是非常严峻的。也就是所谓的

中等收入陷阱的威胁，从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世界

上大概 110 多个发展中国家中真正实现了上中等收

入向高收入穿越的国家不过十几个，剩下的 100 多

个发展中国家长期穿越不了，不仅穿越不了，像 20
世纪 70 年代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达到了上中等收

入阶段，但到现在 40 多年了穿越不过去，人们称其

为“拉美漩涡”，著名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华盛顿共

识”实际上就是针对“拉美漩涡”开出的所谓药方。20
世纪 80 年代东亚的像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

尼西亚等国家达到了上中等收入阶段，但是，现在

30 多年了跨越不过去，不仅跨越不过去，20 世纪 90
年代末期发生的经济危机使他们的经济大规模倒

退，因此，人们称其为“东亚泡沫”。20 世纪 90 年代

西亚、北非，像也门、叙利亚、突尼斯、埃及、利比亚等

国家达到了上中等收入阶段，到现在 20 多年了不仅

跨越不了，西亚、北非的动荡在 2008 年的经济危机

爆发之后形成了综合危机，什么时候能度过危机还

没有一个明确的时间表，人们称其为“西亚北非危

机”。所以，“拉美漩涡”“东亚泡沫”“西亚北非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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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中等收入陷阱在当代发展上的活生生的体现。
面对机遇和挑战我们简单地分析一下它的原因。就

经济来说，这个阶段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危机？这种

挑战最根本最系统的原因就是从供给侧需求侧这两

端约束经济发展的条件发生了系统性的变化。从需

求侧来说，从过去的需求强劲转化为现在的需求疲

软，尤其像中国发展的生产水平落后，导致难以满足

的需求。我们几十年的计划经济体制造成的短缺，

计划经济体制给改革留下的“财富”就是短缺，短缺

下的企业家具有很大的“幸福感”。西方企业家很羡

慕他们，为什么？不愁销路，只要生产出来就可以销

售掉。这个是我们改革开放以后乡镇企业崛起，经

济迅速扩张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条件。那么经过

一段发展，体制变化、生产力变化、短缺的需求饱和

了，所以需求开始出现了系统性的疲软问题。包括

投资、包括消费，这是需求侧。供给侧也发生了很大

的变化，过去我们的优势是成本低，劳动力便宜，环

境污染没有人管，土地自然资源便宜，技术进步费用

低，因为主要靠模仿，现在这一系列成本都在大幅度

上升，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失，红利窗口关闭。尤其

是中国未富先老，土地自然资源本来就稀缺，过度

使用和破坏性使用难以持续，环境和生态恶化。技

术进步现在已经到了核心技术必须自己解决阶段，

而自主创新这种技术进步是各种技术进步当中成

本最大，投入最高，风险最强的。所以，从供给侧来

看，劳动力、自然资源、生态环境、技术进步等方面要

素成本大幅度上升。从需求侧来看无论从哪个方面

看需求疲软都将成为长期态势，这就要求我们必须

根本改变发展方式，要树立新的发展理念，贯彻新的

发展的指导思想。所以在这种条件下提出了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是因为在我国经济发展中，需求和供给

两方面都发生了变化。但总的来看，中国现在主要

的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在供给侧，表现为消费

需求疲软、投资需求疲软。消费需求疲软，投资需求

为什么疲软？我国银行储蓄规模很大，直接和间接

融资的通道也畅通，为什么疲软，关键是没有有效

的投资机会。银行拿着大把的钱在市场上找不到有

效的、有利可图的有竞争力的投资项目，如果他盲目

投资就是重复建设，重复建设在经济繁荣情况下还

有利可图，一旦到了经济衰退的时候就要被淘汰掉。
有钱投不出去这就是需求疲软的根本原因，而更深

层次的原因是供给侧，为什么呢？技术创新自主研发

能力不够，产业结构动力升级不足，是供给侧原因导

致需求疲软。那么消费需求为什么疲软？同样，供给

侧是主要的原因。我们知道，经济学上需求等于供

给，供给等于劳动者报酬加剩余。为什么说消费需

求的问题主要出在供给侧呢？这因为国民收入分配

出了问题，国民收入分配无论是劳动者的报酬还是

国民收入剩余的分配，无论从宏观上企业、政府、劳
动者的分配结构，还是从微观上居民之间收入的差

距，一系列的数据表明：供给侧的剩余和劳动者的

收入分配最后造成了有效消费需求和国民经济增

长之间的远远不相适应。这导致了人们的信心不

足，人们的消费偏好持续下降，所以人们的消费需

求疲软。因此我们说现在中国的需求侧出现的主要

问题是需求疲软，我们再看一下深层次的根源是什

么？是来自供给侧，因此我们说在这种条件下提出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方面是适应新阶段新条件新

挑战的变化，另一方面是克服新常态新阶段新失衡

的需要。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举措的突出特点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举措的突出特点就是更能适

应克服新失衡新挑战新需要，新失衡的克服需要新

的动力新的办法新的发展理念和新的发展方式。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来能不能解决问题，那就要看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作用有哪些？它的突出特点是

否适应我们现在克服新失衡的需要。大家知道，从供

给侧入手进行调控和从需求侧入手进行调控的最大

区别是需求侧的制度变化、政策安排针对的是什么？

是消费者和购买者，需求管理针对的是花钱的人。而
供给侧一系列举措针对的是企业、劳动者，它针对的

是生产者和劳动者。这是不一样的。这种不一样带来

了什么问题呢？就供给侧从短期来说，要降低生产者

的成本提高他的市场竞争力，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

刺激劳动者的热情。供给侧从长期来说，要提高生产

者的效率和技术进步，提升它的要素和全要素的效

率，提升劳动者的人力资本的积累，改变劳动者的知

识结构。所以，他的所有的政策、制度安排一定要坚

定地站在生产者和劳动者一方，而不是首先站在消

费者和购买者一方。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举措的

基点为：微观上，劳动者技能的提高，劳动者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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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提高，社会人力资本的投入包括教育、健康这一系

列问题。为企业服务，社会各个方面要降低企业的

交易成本，减少企业的麻烦，提高企业外部规模的经

济效率。鼓励企业创新，给企业足够的市场竞争压

力和支持。提高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在这种微观

效益提高的基础上通过市场竞争形成合理的产业结

构。解决国民经济当中资源配置结构性效率的提升

问题，在这种结构性效率提升问题解决的同时，推进

宏观经济的均衡。中国现在宏观经济失衡也好，经

济运行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也好，重要的根源在于劳

动者生产率低，企业效率和竞争力低，企业负担重，

创新能力不够等问题，这导致了竞争性市场结构调

整没有动力。我们现在突出的特点与过去不同，面

临双重风险并存：第一是潜在的通胀压力。第二是

经济下行的威胁。经济下行需求疲软，需求疲软的

背后是什么？是一系列结构失衡：产业结构升不了

级，创新力上不去，投资需求上不去。国民收入分配

结构不合理，消费结构上不去，这是结构问题。那么

通货膨胀的压力是什么？要素成本结构改变了，而

投入产出结构没有相应改变，所以使中国现在进入

了典型的需求拉上和成本推动共同作用的通货膨

胀时期，这样的要素成本结构和投入产出结构形成

了冲突，为什么冲突？创新力上不去，抑制不了通货

膨胀。还有一个潜在的问题是国际收支结构性失

衡，外汇占款太大，倒逼基础货币供应量。国际收支

失衡的原因是什么？是中国在国际贸易开发大格局

的结构调整，所以国际收支失衡的问题长期解决不

了，收大于支，因此，倒逼我们基础货币不断加大，

这导致了一个潜在的需求拉上的通胀压力。所以中

国宏观经济的双重失衡风险无论是现在的经济下

行，还是潜在的通胀压力，从深层次看都是结构问

题，它出现的根源是企业的效率差，是企业劳动生产

率低导致的，所以在这个时候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恰恰是从企业效率和劳动者的生产率上解决结构

性失衡的矛盾。所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出恰

逢其时。

三、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的制度

创新

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系统的制度创新。
首先是经济制度。经济制度创新的核心问题是政府

和市场的关系问题，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

作用，让政府在宏观和长期社会发展中起主导作用。
那么这里的关键是要正确处理国家、市场和企业三

者的关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由于政策直接作用于

企业，所以对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一定要高度注意，该

市场的、该企业的一定要保证，该政府的一定不能缺

位。所以，企业改革问题成为重要的问题，特别是国

有企业改革问题，怎么明确它的主体地位，保证他在

市场竞争中的权责利相统一。然后，政府改革成为关

键的问题。政府的职能怎么明确，政府的行为方式应

该怎样调整？所以这个时候就不仅仅是经济体制问

题，包括政治体制问题，因为政治体制要解决的是很

重要的民主和法治问题。民主和法治要解决的核心

问题是公平正义，对私权要尊重，市场竞争中主体的

权利、企业的权利、劳动者的权利要保护，对公权要

规范。否则的话，政府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直接影

响微观主体，很难保证寻租不发生，很难保证在结构

性改革当中存在差异性的同时保证公平竞争。这都

要求有良好的市场秩序和比较完备的法制环境。所

以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化改

革，社会主义的民主法制建设这两个方面成为我们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制度创新的根本，我们讲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中的概念有三个含义：从供给侧入手，

这是我们矛盾的主要方面和失衡的根本原因，我们

要解决的问题是在效率提高的基础上，克服深层次

的结构性失衡。要解决这个结构性失衡，要有一系列

性的改革，包括经济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来解决这

个问题。我们有很多很丰富的经验，比如：重庆市市

长黄奇帆介绍他们是怎么做供给侧改革的。重庆市

房地产 7 千元一平米很合理，他们的措施是：主要不

控制需求而是控制供给侧。第一，房地产投资总量不

能超过总投资的 25%，以保持适当的供给规模。第

二，压缩房地产企业。中国 13 亿人口 13 万家做房地

产企业，太多的房地产企业无法形成规模效益，成本

太高。第三，给房地产减税、让利。特别是政府降低了

土地出售价格。这一系列供给侧结构的调整使得重

庆市房地产的价格相对稳定。他们没有过多地控制

需求，而是从供给侧入手的。地方政府有智慧。我们

还可以总结很多方面，相信大家统一认识，凝聚力

量，转变观念，供给侧结构改革不仅能解决中国的实

践问题，而且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乃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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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学树立一个探索的成功榜样。

（注：本文根据刘伟教授在“全国高校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与实践研讨会第 30 次年会”上所作的主旨演讲录音整理，并

经作者修改。题目为编者所加。）

责任编辑、校对：张增强

the Supply Side's Structural Reform: Requirement of the Historical Objectivity，
Striking Feature and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Liu Wei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872，China）

Abstract：With China entering a new normal，the historical proposition，the supply side's structural reform has been put for－
ward，the purpose of which is to adapt to the new normal，lead the new normal，overcome the new imbalance and go through
the middle-income trap. Also there is historical inevitability，the urgency and target-orientation as to that. What's more，a se－
ries of coordinated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s are required as well，especially，deepening the reform of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
nomic system and socialist legal system.
Key words：the Supply Side's Structural Reform；New Imbalance；Marketization；legalization；Institutional Innovation；Human Cap－
ital；Resource Allocation；Technological Innovation；Industrial Structure

●书 评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前，我国的生产过剩主要存在于

钢铁、水泥等传统产业。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生产过剩的范围

扩大到造船、汽车以及多晶硅、风电设备等代表未来产业发展方向

的新兴高科技产业。到目前为止，我国工业的生产过剩已经扩展转

变为全局性的过剩，严重制约了我国由生产大国向生产强国的转

型，严重影响到了我国国民经济各产业的国际竞争能力提升和安

全发展。

马文军教授新近在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产业最优需求测

度与生产过剩预警调控》，紧紧着眼这种时代背景，就我国钢铁等

行业普遍存在的生产过剩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

研究立足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背景，直面钢铁等行业

生产过剩困境，坚持以产业最优需求作为衡量产业生产是否过剩

的基准比较标杆，围绕产业最优需求，确定合适产量产能，调控过

剩产量产能，提升产业运行效率。这种研究思路，符合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发展的基本理念，也不同于其他以产能利用率、总体利润水

平、库存比率等间接指标衡量生产是否过剩及严重程度的思路，具

有逻辑创新价值。

研究以保障产业总体运行绩效达到最优为基本目标取向，基

于经济与社会、企业与产业有机结合的综合效率目标诉求，从产业

组织的系统视角构建了产业最优需求测度模型，测度了产业最优

需求关键指标以及企业最优数量、企业最优规模等产业组织集中

关联指标，最终构建了以产业最优需求测度为核心、以企业最优数

量和企业最优规模等产业组织集中相关指标的协同配套为支撑的

综合预警调控体系，推进了产业最优需求和产业组织集中优化测

度和研判优选研究的定量性深化。

研究表明，完全竞争一定不是最优的，最优的一定是与产业实

际相适应的特定的垄断竞争，其可以根据产业市场需求情况和企

业技术成本情况，进行具体产业具体测度。这不同于现行市场结构

与厂商均衡理论有关完全竞争、完全垄断等四种基本市场的理论

构架以及完全竞争最有效率的基本结论，以及康森巴赫等理论有

关寡占垄断为产业最优组织的研究结论。

研究以产业最优需求测度为基准，借鉴历史与国际经验，构建

了以产业最优需求关键指标为基准、以企业最优数量和企业最优

规模等产业组织集中相关指标为协同配套的产业生产过剩预警和

调控体系。这不同于主要依据历史与国际经验作为单指标预警警

阈和警区划分依据的研究，也不同于依据多指标汇总加权的综合

分值自主划定综合警阈和警区的研究，并将生产过剩的预警调控

与产业组织优化系统地结合在了一起。

研究最后结合钢铁等行业发展实际，测度了各自的产业最优

需求以及企业最优数量、企业最优规模等产业组织集中关联指标，

给出了系统的过剩调控对策，包括基于产业最优需求基准的产量

产能核心调控目标、基于企业最优数量和企业最优规模等产业组

织关联指标的分解调控目标、基于企业兼并重组和技术创新的直

接调控手段，以及基于金融政策、土地政策、环保政策等在内的配

套调控措施。这一方面克服了部分学者主要从生产成本和工程技

术角度，运用相关回归、趋势外推等数学方法以及专家经验、外国

参照等研究方法进行分析，缺乏对市场供需环节和经营效益目标

应有把握的不足，另一方面也克服了部分学者主要以发达国家相

关产业现实生产为参照，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脱节的不足，使

得研究更加系统完整，对策更加科学可行。

综上所述，马文军教授的新作完全称得上是一部生产过剩预

警调控问题研究的力作，对于解决当前钢铁等行业生产过剩的难

题，促进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卜伟，经济学博士，北京交通大学教授，经济管理学院经济分

院副院长，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北京产业安全与发展研究基地”

主任。）

直面钢铁生产困境，排解过剩调控难题
———评马文军教授的《产业最优需求测度与生产过剩预警调控》

卜 伟
（北京交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北京 100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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