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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李义平 
 

 
    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仪式上的重要讲话指出，我们要坚定不
移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我们必须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原因在于我国当前经济发展中的问题不是总量问题，
而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结构问题。只有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才能真正发展实体经济，有效防

范金融风险。 
    结构问题表现为： 
    1.房地产与实体经济发展的不协调。过分倚重房地产与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和一些地方把城
市化理解为盖房子，扩大城市规模有关，也与高杠杆率放大了人们的购买能力有关。 
    实体经济的发展不尽如人意，既与实体经济本身的创新不够有关，也与社会经济政策有关，
即投资实体经济不能获得相应的社会回报，频繁的刺激则催生了实体经济的过剩产能。一部世界

经济史证明实体经济对于一国经济发展与强大意义十分重大，例如，没有工业革命，就没有英国

的现代化，没有高精尖的制造业，就没有美国的经济繁荣。其他发达国家亦是如此。 
    2.一方面是低端的产能严重过剩，另一方面是高端的需求大量外溢，连马桶盖、眼药水、奶
粉都得到国外去买。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长期片面追求 GDP，既与追赶型发展模式，以及缺少或没
有在日常经济运行中让兼并、破产、经济下行期的强制淘汰等市场机制发挥作用有关，更与长期

的需求管理有关。在没有创新的情况下，宽松的扩展性政策在短期内不能形成生产能力，只能推

高物价，接着形成与原来的产业结构一样的生产能力，即过剩产能。 
    3.过度金融化，过分强调现代服务业。货币本来是交换的媒介，是服务于实体经济的，一旦
自己成为一个产业，即金融产业，就会变着法自己挣钱，2008年次贷危机中华尔街的金融衍生产
品就扮演着这种角色。马克思早就预见了虚拟经济中的赌博，大量资本在各金融领域里空转。此

外，一、二、三产业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不可能在第一、第二产业并不发达的基础上横

空冒出一个现代服务业。所有的地方不分青红皂白地发展现代服务业，其效果只能是拔苗助长，

头重脚轻。 
    经济发展有水平效应和结构效应，水平效应是在技术含量、产业结构不变的情况下，平面地
扩大产能，这样的模式毕竟是有边界的。结构效应是不断通过调结构，通过纳新吐故，形成新的

经济增长点。这样的增长模式是永无止境的。当历史进入新常态，既有的产业空间已经饱和的情

况下，我们应当着力于调结构。 
    供给侧的出发点和归宿点都是调结构。调结构解决的是深层次的问题，是上升到一个更高层
次的问题，是“中高端”，因而是相对需要时间的，不可能一蹴而就。既有的认识和判断是准确

的，一定要有战略定力，毫不动摇地坚持。 
    我们之所以要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更因为就其本质和长期而言，经济发展是供给侧
推动的。经济学上有萨伊定律和凯恩斯定律。萨伊是十九世纪法国经济学家，是供给学派的鼻祖。

他认为供给是第一位的，生产给产品创造需求，生产出来的东西是会自动卖出去的。人类经济史

表明：一旦生产者提供了某种适合的产品，人们好像被教导着去消费这种产品。供给与创新紧密

相连，开拓了新的经济增长点，从而带动经济发展，凯恩斯是二十世纪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定

律认为需求能够创造出自己的供给，因此政府应采取刺激性政策以稳定经济。凯恩斯主义强调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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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性政策在没有新的增长点的情况下只能复制原来的产能，长期的凯恩斯主义实行的结果肯定是

滞胀。从创新与实实在在的发展的角度看，应当坚持生产第一、创新第一、供给第一。马克思强

调，生产决定消费。 
    经济学的分析表明，供给侧通过创新开拓出新的经济增长点，能够促进经济实实在在的发展。
长期坚持供给侧会使我们巩固和发展已有的宏观层面的成就。坚持供给侧必须改革，必须让微观

层面充满活力，因为供给是企业的供给。要通过改革，用制度激发广大人民群众创新的激情。供

给侧就是要通过大众创新带来经济繁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