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效】从迫在眉睫到顺势而为

“三期叠加”“四降一升”，经济

学家吴敬琏曾用这8个字总结中国

经济当前面临的挑战。前者是指增

长速度进入换挡期，结构调整面临

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麻烦

事叠加在一起了，自然就比较烦。而

后者即经济增速下降、工业品价格

下降、实体企业盈利下降、财政收入

增幅下降、经济风险发生概率上升。

8字挑战压顶，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早已是必须为之。

“3060”双碳目标已经公布，明

确到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

前实现碳中和。在此背景下，相关企

业则通过技术提升和产能扩张，不

断扩大在车产业链中的优势。就在

去年，宁德时代欲募资450亿元，用

于锂离子电池、钠离子电池等先进

技术研发。根据SNE数据，2021年

1-10月 全 球 动 力 电 池 装 机 量

TOP10企业中，中国企业上榜数量

有6家，合计市占率达47.1%。

如果说技术的升级迭代是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的基础，那么机制的

更新完善则是全方位多角度的保

障。2020年，国务院发布了《新能源

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2035

年）》，今年，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

又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提升电动汽

车充电基础设施服务保障能力的实

施意见》。

不只是消费品，在当前的换挡

期，社会生活的各类供给都急需变

革发展思路。2月24日，住建部部长

王蒙徽在发布会上表示，我国现在

仍然处于城市快速发展阶段，城镇

的人口规模、家庭数量仍在持续增

加。目前，我们每年城镇新增就业人

口超过1100万，住房的刚性需求比

较旺盛。

“推进住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主要是大力增加保障性租赁住房供

给，经过统计，我们希望全年能够建

设筹集保障性租赁住房240万套

（间）。新筹集公租房10万套，棚户区

改造120万套。同时，我们还将加快

推进长租房市场建设。”对于未来的

住房供给，王蒙徽给出了掷地有声

的回应。

比起迫在眉睫的奋力一搏，未

雨绸缪的因势利导往往更能凸显制

度的优越性、降低改变所需的风险

和成本。

当脱贫攻坚战取得圆满胜利，

乡村振兴还在路上。乘风科技，农业

供给侧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被称为“中国蔬菜之乡”的潍坊寿

光，数字技术与农村加速融合，农业

生产方式已经焕然一新：远程智能

化监控系统指导种植、无人驾驶农

机自动浇水、机器人来回穿梭完成

分拣。而在数百公里之外的威海文

登，民俗旅游发展得红红火火，闲置

土地、房屋摇身一变，成了“漫画村”

“舞蹈村”等特色村落。

从传统农业到三产融合，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在乡村振兴中体现得

淋漓尽致。中国农业大学国际学院

院长李道亮总结道，过去传统的农

业生产理念和作业模式正在改变，

农业正朝着生态化、高效化、智慧化

快速发展。

在养老层面，国务院发布了《关

于推动个人养老金发展的意见》，标

志着在我国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

体系改革进程中，与国际通行做法接

轨的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制度将正

式诞生，养老保险制度体系得以补齐

真正意义上的第三支柱；在文化层

面，《“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新鲜出

炉，明确提出完善产业规划和政策，

强化创新驱动，实施数字化战略，推

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

促进文化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优化存量资源配置，扩大优质增量

供给，实现更高水平和更高质量的

供需动态平衡，显著增强我国经济

质量优势。”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习近平总书记曾这样强调。

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全球化遭遇

逆流、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若不能及

时根据市场风向调整战略部署，无

论企业还是政府，都有可能被瞬息

万变的市场所抛下。只有持续推进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转变发展理念

和发展思路、调整利益格局、优化体

制机制，才能突破阻碍，实现当前以

及长远的高质量发展。

【增效】从做好“减法”到做对“加法”

2015年11月10日，中央财经领

导小组召开第十一次会议，习近平

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在适度

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

质量和效率。至今，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已走进第七个年头。

七年间，国内进入了去产能、去

杠杆、去库存、补短板、降成本的过

程。围绕着“三去一降一补”，产业内

外加法减法同步展开。

通过有效的减法，诸多产业实

现了优化与升级。以钢铁产业为例，

公开数据显示，2016-2018年，总计

压减粗钢产能接近1.5亿吨，钢铁行

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了超预期

的成效和进展，提前两年完成了“十

三五”去产能的目标任务。

减法做对了，效率就提上来了。

得益于产能的合理压降，钢铁产业一

扫往日的低迷，迎来了供需平衡下的

价格回升。数据显示，2018年，三级螺

纹钢价格基本稳定在4000元/ 吨附

近，较2015年最低点，涨幅达142%。

不止产业层面，具体到企业，减

法对于提高效能的作用是显而易见

的。以央企为例，仅2020年9月至

2021年上半年，就有51家中央企业

通过吸收合并、破产重整、对外转让

等方式，剥离非主营业务252项，涉

及资产共计495.7亿元。而自国资委

推动央企“压减”工作以来，中央企

业累计减少人工成本402亿元，减少

管理费用337亿元，全员劳动生产率

提升超三成。

减法是第一步，意味着供给侧

能否集中优势资源，而加法则是下

一步，决定了资源能否最大程度发

光发热。

2016年，一个合并事件改变了

的国内钢铁业的格局。当年9月，宝

武重组方案通过，核心内容是：宝钢

将扮演整合者的角色，吸收合并武

钢，武钢整体并入宝钢，中国宝武钢

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宝

武”）由此诞生。之后2019年9月，中

国宝武对马钢集团实施联合重组；

2020年8月，中国宝武与太钢实施联

合重组；2020年10月，中国宝武托管

中钢集团；2020年12月，中国宝武成

为重庆钢铁实际控制人。中国宝武

注册资本527.9亿元，资产规模

10141亿元。

资本层面的“加法”给了中国宝

武更多的研发底气。截至目前，中国

宝武在航空航天、能源电力、交通运

输、国家重大工程等众多领域完成

了一系列关键材料的研发与制造，

解决了一大批“卡脖子”材料难题。

在汽车、家电、建筑等领域，中国宝

武不断创新迭代。

事实上，在过去七年的供给侧

结构改革进程中，还有无数个“中国

宝武”。“两化”联合重组、保利重组

中丝、普天并入电科……中央企业

集团层面战略性重组蹄疾步稳，先

后完成了一批资产规模大、影响深

远的重组项目，共涉及6组12家中央

企业。

数据印证了“加法”的重要性。

截至2021年底，全国国资系统监管

企业资产总额达到259.3万亿元，比

2012年底增长2.6倍，年均增长

15.4%。2012-2021年，全国国资系

统监管企业累计实现增加值111.4万

亿元，年均增长9%，超过GDP年均增

速2.3个百分点。

国资委副主任翁杰明曾这样表

示，并购是企业实现快速发展的有

效途径，目的不是“做大”，而是为了

“做强”“做优”，而专业化整合是从

根本上减少重复投资和同质化竞争

的有效手段，对提高产业集中度和

企业核心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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