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2016 年 3 月 25 日，深圳改革 30 人论坛举行了以“深

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方向与重点”为主题的论坛讨论活动。深圳作

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比较完善，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面临的环境问题与全国相比，有一定特殊性和阶段性特征。如

何抓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有利时机，以体制机制创新为着力点，赢

得新的比较优势，是我们讨论的重点。各论坛成员围绕主题，建言献

策，交流讨论热烈，精彩观点纷呈。现分期刊出成员观点，供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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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侧结构性问题，更应该从制度上找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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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制度创新激发新动能

—— 关于深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几点建议

南 岭

一、我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以下理解

1.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面向中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

结构失衡、短期失速而提出来的，不单纯是宏观经济从需求

管理转向供给管理的应急之策，它应该是一个长期性的，应

对这几个方面提出的，不是短期的需求转向供给。

2.供给侧主要有产能过剩、库存量大、企业成本高、经

济杠杆率高，过剩中的短板这五大问题，成因复杂，周期很

长。一个是 GDP 导向。我们长期以 GDP论英雄，地方政府争

先恐后地投资，造成很多的过剩产能；另外是市场分隔，诸

侯经济，湛江搞钢铁、武汉也搞钢铁，等等；再就是以审批

作为管制手段，长期以来，钢铁等产业都是国家发改委批准

和管制的；还有政府职能的缺位错位，政府冲到第一线投资，

或者推动投资。

3.解决问题要从成因、机制入手，釜底抽薪。

4.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在改革，抓住了改革才能形成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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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增长新的内在机制，才能真正推动中国经济在新经济阶段

的稳定增长。

二、我对深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些建议

深圳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比较完善，市场在资源

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得到了有效发挥。以上五大问题并不严

重。这是深圳要总结和坚持的方向。深圳应抓住供给侧结构

改革的有利时机，以体制机制创新为着力点，释放活力，挖

掘潜力，提高竞争力，赢得新的比较优势。

（一）加快简政放权，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

一方面继续优化行政审批流程，减少文件，提高效率。

另一方面要转变监管体制，由前置审批为主转到事中事后监

管上来，即“改批为监”。尽快推出市场准入的负面清单管

理，制定环保、质量、安全等标准，依法监管。

2015 年，创新发展研究院以国家推进简政放权的精神举

措为指导，结合深圳实例，对政府管理的事项从七个方面进

行了梳理，提出了《深圳市简政放权改革方案》。该方案的

实施，将大大减少审批事项，简化办理流程，节约企业成本，

建议有关方面在下一步改革中吸收。

（二）加快清理现行的规制，解除生产要素的束缚

去年以来，国务院规制改革力度大，资质、评比、达标、

证照等多项规定被取消。日前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又宣布废

止了出租车管理规定。特区成立以来，我市制定了大量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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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这些规制都发挥过好的作用，但随着治理方式转变，已

不适应形势。尽管近年来已废止了部分法规，但还有较大空

间和紧迫性，尤其是对涉及企业的审批、审核、备案、许可、

认定、认证、检验、检测，收费规制要清理，或取消，或完

善。延缓了规制的清理改革，就很难从前置审批转到事中及

事后监管上来。

（三）加快新制度、新政策出台，为新经济发展提供好

的软环境

新经济是深圳的骄傲，也是深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培

育的力量。最近，华大基因董事长汪建先生针对深圳教育、

医疗产业短板，提出了嫁接论，有不少新制度、新规则、新

概念需求。腾讯董事长马化腾在全国“两会”上提出了系列

提案，其中也包含了对新规则新政策的需求。华为公司总裁

任正非呼吁处理好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关系，形成激励实

体经济的机制。深圳这些新经济代表人物的政策需求，需要

认真研究，并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

（四）推进税费改革，减轻企业负担

据 TCL集团董事长李东生称，现在全国制造业平均利润

水平不到 2%，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附加税这两项就占

0.5%，取消两税意味着企业利润增加四分之一。而这两税比

例是 30 年前制定的，当年地方政府没有什么钱投入城市建

设和教育，现在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创新发展研究院在《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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圳市简政放权改革方案》中，也提出了一些政府收费可减收

或免收，比如新型墙体材料专项资金，散装水泥专项资金等。

（五）进一步放宽准入，加快行政性垄断行业的改革

在医疗、教育、文化、体育等领域放宽准入限制，特别

是非盈利性的社会组织参与上述等公共服务投资时，要在用

地、专业人员职称评定、监管标准等方面，提供支持发展条

件。

（六）实施深圳标准提升工程，激励企业提供高品质的

标准和服务

积极争取国家标准立法试点，结合市场要求变化。深圳

产业特点，企业制造实力，细分行业优势，参考国际行业水

平，制定较高质量标准，环保标准，安全标准，以标准保证

品质。或者出台措施，从政府采购、政府奖励、用地政策、

财政补贴支持企业提升产品和服务品质。

（七）加快推进涉外领域改革，扩大高水平的对外开放

以开放促改革，以开放提升供给水平和能力，是深圳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巨大动力源。当下，服务业深度开放；一

带一路战略实施；自贸区发展；开放式创新；资本输出；深

港新合作，等等，新一轮开放战略亟待新制度新政策支撑。

（八）形成改革的动力、压力机制，促进改革扎实有效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旨在激发土地、资本、劳动、管理

等要素的活力，解除生产要素的束缚，提高全要素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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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改革的重点是政府职

能、政府规制、政府管理方式的调整，是一场壮士断腕的硬

仗。因此，迫切需要培育改革的动力、加大压力，增强改革

的紧迫感、责任感，激发改革的积极性、能动性。

新的供给侧目标是建立在更高质量上的供给，是转型升

级的供给，是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供给，这些因素的形成有

赖于新制度的供给，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看，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应落脚在改革上。

作者系深圳改革 30人论坛召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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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侧结构性问题

更应该从制度上找原因

钟晓渝

我讲两个观点、两点建议。

第一个观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针对深圳的具体情况

现在我们讲的供给侧结构性问题是就全国的经济发展

态势而言的，深圳在全国经济这盘棋中，在供给侧结构上存

在的问题和全国不完全一样，或者说完全不一样，“三去一

降一补”在深圳很多方面都不存在。不存在煤炭、石油、水

泥、钢铁等等的过剩，所以深圳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研究

深圳的具体问题，要从深圳的实际出发。深圳要解决的是制

度供给的问题。

第二个观点：供给侧结构性问题要在制度上找原因

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不能单纯从经济上去找原因。

产生供给侧结构性问题的根源在制度，解决供给侧结构性问

题也要从制度改革入手，在制度上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

原动力。我们目前的产能过剩等，根源是市场化不彻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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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不健全引起的，是政府的指挥棒干预出来的。所以，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还是要谈改革、谈制度的创新、谈制度

的供给，从制度上解决供给侧结构性问题。

两点建议：也是我今年在“全国两会”提出的两个提案。

第一，建议国家制定《质量促进法》

供给侧结构性问题中一个很突出的问题是低质、低效的

产品过剩，高质、高效的产品不足。据国家质量部门、检验

检疫部门统计，每年在产品质量问题上的经济损失高达 1万

亿以上。我们把“出口”作为拉动经济很重要的一架马车，

而我国出口到美国的产品有50%的召回率，在欧盟国家是25%

的召回率，连续 9 年以来被欧盟通报产品质量问题超过 50%

以上。所以产品质量问题不仅影响国内的产品，出口产品也

存在严重质量问题，如何提高我们产品的质量，提高高质量

产品的供给，从经济学上讲是供给侧要解决的主要问题，而

从制度上讲则要靠立法来解决。

美国 85 年国会专门立法制定《产品质量促进法》，把

质量作为立国之本，提出“质量立国”的口号，设“国家质

量奖”等等一系列的措施。欧盟从 95 年开始也出台《质量

促进法》，德国、韩国、日本这些国家在 90 年代以后，纷

纷把质量立法作为推动本国产品质量提高非常重要的一个

法律动作，但是我们国家这方面是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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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解决供给侧结构性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如

何从制度上保障提高产品的质量。我国目前有关质量方面的

立法，侧重点都是政府单一的对质量进行被动管理，而对于

如何促使企业主动提高质量，如何发挥企业、社会在促进、

提高质量的积极性上没有法律来规范和保障。所以制定《质

量促进法》就是要通过立法来促进产品质量的提高。

可喜的是深圳目前已经在着手制定《质量促进条例》。

深圳市委、市政府五年前就提出由“深圳速度”到“深圳质

量”的转变，我们在提高经济发展质量上已经走在全国前列。

因此，深圳社会各界应该关心和帮助深圳市人大把深圳的

《质量促进条例》制定得更好，为我们深圳的产品质量提高

提供更好的制度框架，制度环境，也为国家制定《质量促进

法》提供经验。我们深圳过去制定的《创新促进条例》为深

圳的创新起到了很好的引领和促进的作用，可惜操作性差了

点。所以，我们要把《创新促进条例》、《质量促进条例》

的法规立得更好，这是从根本上、长远上解决供给侧结构性

问题的重要制度保障。

第二，建议国家授权深圳深化改革的提案

只有深化改革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供给侧结构性问题。但

是，在依法治国前提下，改革必须于法有据，而改革又必然

要突破现行法律，如何解决这对矛盾？我认为，只有授权改

革才能解决这个问题。现在大家一提到深圳，就是深圳为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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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改革开放起到了窗口作用、示范作用。而应该看到深圳

的这些改革都是 1979 年国家给予深圳“特殊政策、灵活措

施”授权的结果，是 1992 年全国人大授予深圳特殊立法权

的结果。然而，随着“特殊政策”的取消，以及 2000 年以

后国家《立法法》对深圳特区立法权的限制，深圳在法律上

和内地已经没有多大区别，深圳已经没有突破现行国家法律

而进行改革的法律依据。这也是深圳这些年改革成果不多的

一个重要原因。所以，如果要使深圳经济特区继续“特”下

去，要深圳在深化改革方面继续起到引领和示范作用，就必

须要国家对深圳的改革进一步特别授权。只有授权才能明确

深圳经济特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改革使命和责任，只有授

权才能解决深圳突破现行法律进行改革而于法有据的问题，

也只有授权才能给予改革者以法律的‘尚方宝剑’，免除改

革者的后顾之忧。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原深圳市政协副主席





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是深圳改革创新的

社会智库，于2013年7月在深圳民政局登记注

册，是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非营利性社会组

织。

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立足深圳，面向全国，

放眼全球，致力于中国改革创新的重大理论和

实践问题的研究，推动深圳乃至全国的改革创

新，为党和政府决策提供参考和咨询。

《改革建言》是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编印的内部参考资料。稿件来源为深圳

创新发展研究院举办的项目和成果，如“改革30人论坛”、“大梅沙中国创新论

坛”、《深圳改革创新报告》等。内部资料，注意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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