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漸入高潮 

文/孫建波 

 

在眾多政策保健護航之下，預計 2017年經濟將保持基本穩定，短期在經歷眾多風險事件之

後，市場的風險得到一定程度的釋放。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 12月 14—16日在北京舉行。習近平總書記在會上發表重要講話，分析當

前國際國內經濟形勢，總結 2016年經濟工作，闡明經濟工作指導思想，部署 2017年經濟工

作。李克強總理在講話中闡述了明年宏觀經濟政策取向，對明年經濟工作做出具體部署，並

做總結講話。 

 

12月 16日，《人民日報》發表長篇述評表示，中國經濟正面臨速度換擋節點、結構調整節

點、動力轉換節點，在螺旋式上升的發展歷程中進入了一個新狀態、新格局、新階段，站在

新的歷史方位上。中國經濟的新方位，正是復興之路上的關鍵節點。 

 
 

 

 

 



四大亮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進入高潮 

四大亮點分別是： 

第一，明確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長期性，執行漸入高潮。我們不妨注意一些措辭：供給側

結構性該給仍然是當前及未來一段時間內的工作重點；深入推進“三去一降一補”；深入推

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過去兩年的改革措施被廣為詬病，主要是“既要需求又要供給”，經濟學邏輯並不清晰。但

這些既要又要的表述，正非常清晰地偏向“供給”。 

 

第二，財政積極貨幣中性的政策基調更加明確。供給學派的基本經濟學邏輯是呼喚積極財政

的。供給學派的目標是增強未來的供給能力，提升未來的經濟發展潛力。這就需要政府用積

極財政來超前建設基礎設施，超前佈局科技開發，超前佈局新興產業，當然也要超前地為刺

激新經濟減稅，以刺激企業家的創新創業激情。 

 

貨幣中性也是供給學派的應有子意，我們稱之為穩健。貨幣寬鬆導致多餘的貨幣流向“剛性

兌付領域”，實質上更多地流向有基礎抵押物的落後產能，導致這些產業佔據社會資源不會

釋放出來，阻礙新經濟。 

 

第三，人民幣匯率目標制度化。在增強匯率彈性的同時，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準上

的基本穩定。以日本為例，即便房地產市場發生重大波動，只要主要製造業產業領域在全球

價值鏈上的地位能夠提升，就能力挽本幣貶值狂瀾。中國住宅建築業下滑的靴子落地之後，

人民幣一定會重新走強。 

 

第四，民法典搶眼，強化產權保護迎接股權投資時代。“加強產權保護制度建設，抓緊編纂

民法典”。意味著中國的民有財政法律保護提上日程。這是繁榮的股權投資時代的法律保障，

也意味著中國股權投資進入新時代。 

 

 

2017年政策重點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是決定經濟發展和改革的方向、目標及政策取向、工作重點的最高級別會

議。根據會議內容，2017 年是實施“十三五”規劃的重要一年，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深

化之年，要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牢固樹立和貫徹落實新發展理念，適應把握引領經濟

發展新常態，堅持以提高發展品質和效益為中心，堅持宏觀政策要穩、產業政策要准、微觀

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實、社會政策要托底的政策思路，堅持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

線，適度擴大總需求，加強預期引導，深化創新驅動，全面做好穩增長、促改革、調結構、

惠民生、防風險各項工作，促進經濟平穩健康發展和社會和諧穩定。 

 

第一，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仍然是當前及未來一段時間內的工作重點。 

 

第二， 深入推進“三去一降一補”。去產能，繼續推動鋼鐵、煤炭行業化解過剩產能。去

庫存，堅持分類調控，因城因地施策，重點解決三、四線城市房地產庫存過多問題。

去杠杆，在控制總杠杆率的前提下，把降低企業杠杆率作為重中之重。降成本，在

減稅、降費、降低要素成本上加大工作力度。補短板，從嚴重制約經濟社會發展的



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從人民群眾迫切需要解決的突出問題著手，既補硬短板也補

軟短板，既補發展短板也補制度短板。 

 

第三， 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 

 

第四， 繼續實施穩健的貨幣政策。 

 

第五， 保持人民幣匯率基本穩定。 

 

第六， 更加注意防控金融風險。要把防控金融風險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下決心處置一批

風險點，著力防控資產泡沫，提高和改進監管能力，確保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 

 

第七， 深入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第八， 振興實體經濟。 

 

第九， 促進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 

 

第十， 深化國有企業改革。 

 

第十一，加強產權保護制度建設。 

 

第十二，推進財稅和金融體制改革。 

 

第十三，推動養老保險制度。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仍是 2017年工作重點，改革漸入高潮 

縱觀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仍是當前及今後一段時

間工作的重點，2017 年將繼續堅定不移的推行。積極的財政政策、穩健的貨幣政策、防控

金融風險、振興實體經濟、保持人民幣匯率的基本穩定等政策均是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一

歷史背景下開展，也是為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服務。 

 

在眾多政策保健護航之下，預計 2017年經濟將保持基本穩定，短期在經歷眾多風險事件之

後，市場的風險得到一定程度的釋放。但考慮到春節前物價受原材料價格上行及過節影響仍

能持續回升、房價仍在高位、美國加息後人民幣面臨的貶值壓力，以及 2017年 1月個人購

匯額度的再次放開會給匯率造成更大壓力等問題，預計政策將繼續保持穩健，在 2016年年

底及 2017年春節前後給予市場平穩過渡的支援，但不會有明顯寬鬆，流動性將繼續呈現緊

平衡的狀態。 

 

縱觀歷史上的類似經濟時代，股市表現為震盪市、結構市，符合供給側改革方向的新產業不

斷崛起，但過剩產業中的落後企業不斷倒下，指數看起來區間震盪，但優秀的公司不斷崛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