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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深化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校长  刘伟 
 

    2015年底，党中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中国宏观经济摆脱低迷、企稳回升作出了巨大

贡献。 

    随着中国宏观经济、政治生态环境以及社会发展阶段的变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治经济

基础、面临的各种问题和矛盾都发生了变化。这决定了今后一定时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

难点、方式、方法和路径都需要做出相应的调整和深化。 

    一是全面从严治党、反腐倡廉取得了压倒性胜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由表及里、由一般运行

问题向深层次利益和权力关系的深化具有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二是宏观经济企稳使中国经济的核心目标必须转向“控风险”基础上的“促改革”，这就要

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聚焦到可能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几大领域之上，要求我们必须从一般

性结构调整转向基础型关键性领域的改革。 

    三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经过两年多的实施已经顺利完成了前期阶段性任务，必须围绕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实践所出现的新问题和新矛盾。首先，在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顶层设计的基层创新

不足，地方实施过程中存在两极化现象——要么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看做一个筐，从而使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表象化、泛化、形式化；要么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解为“去产能”或“去库存”，

没有任何其他政策和改革的配合，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运动化，简单复制中央方案。其次，过度

依赖行政化措施，攻坚战成果缺乏制度基础和市场基础，存在反复的可能。第三，部分领域重点

不突出，很多攻坚战并没有抓住改革的“牛鼻子”，导致部分改革效果并不明显。例如去产能没

有强化对“僵尸企业”的整顿；去库存没有强化三四线城市的问题；去杠杆用力太轻，过去偏重

“稳增长”而轻视了“控风险”的重要性等。 

    因此，供给侧改革的重点、难点、方式、方法和路径都需要做出相应的调整和深化。 

    改革的重点要通过问题导向的改革调整，逐步触及新常态深层次的结构性和制度性问题，开

启基础性和引领性的制度改革。一方面要认识到，结构性矛盾是要素配置扭曲，要彻底解决问题，

根本途径是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另一方面还必须认识到，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不仅在于有效市

场的构建，更重要在于政府的改革，政府职能、机构设置以及权力模式的改革对于深化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显得尤为重要。例如，“去库存”必须与房地产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建设相联系，“去产

能”必须与企业软约束机制改革相联系，“去杠杆”必须与金融体制改革相配套，“降成本”必须

与各类成本形成机制改革相联系。而这些直接相关的改革最后落脚到国有企业改革、政府体制改

革、金融体制改革、财税体制改革、社保体制改革等具有基础性和引领性的改革之上。 

    在改革方法上，要遵循改革的逻辑，抓住改革的主要矛盾，创新改革的方法和手段。例如，

在去产能方面，更多运用市场手段，通过环保、能耗、质量、安全等法律法规和标准去产能；在

房地产调控方面，摆脱对短期行政管控办法的过度依赖，综合运用金融、土地、财税、投资、立

法等手段，加快研究建立符合我国国情和市场规律的基础性制度与长效机制。 

    在积极拓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广度同时，更要注重改革的深度。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领域

已经从以“三去一降一补”为主，拓展到深入推进“三去一降一补”、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着力振兴实体经济和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平稳发展等领域。从工业领域拓展到农业领域

和振兴实体经济，从单纯的房地产市场调控拓展到基础性制度建设。因此，要明确今年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应当以“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为核心，以“破”、“立”、“降”为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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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把供给管理和需求管理更好地结合起来，贯彻稳中求进总基调，在坚持宏观政策要稳、产

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政策思路的前提下，以推进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适度扩大总需求，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必要的宏观经济环境，包

括增长、就业、通胀等宏观指标的协调，保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特别要认识到，

需求管理除了短期的需求总量管理，也有深层次的中长期需求结构管理，特别是收入分配政策和

改革对于宏观经济供求动态平衡的作用是我们必须高度关注的，同时必须坚定有效推进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否则深层结构性失衡难以缓解，宏观总量失衡必然加剧，甚至使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窗口”关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