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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侧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在国有企业中比
较突出，比如在钢铁、建材、能源等行业，供需不
对称，产能过剩。这些企业有一个特点，就是投
资大、负债高。所以，国有企业面临的去产能、去
库存、去杠杆、降低生产成本的任务十分艰巨。

怎么降成本、怎么降产能？作为一个企业
的管理者，我认为转变企业的商业模式非常重
要。企业的商业模式是在企业长期发展的过程
中逐渐形成的，过去都比较注重扩大规模、提高
产能、提高产量，因为那样可以减少生产成本，
增加竞争力。但是现在要去产能了，需要技术
革新，提高产品的质量，增加产品的品种，增加
产品的附加值，提高经济效益。

现在互联网的技术和大数据的技术也为企
业转变商业模式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和手
段，但我认为转变商业模式直接涉及到国有企
业的体制、机制的转变，这个尤为重要，必须用
改革的方法推进结构性调整。

一年来，国有企业的改革从两方面积极推
进，一个是顶层设计方面，一个是实践方面。顶
层设计方面，去年8月份，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
了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之后又出
台了11个配套文件，然后各级国资委又出台了一
系列指导文件，进行了一些国有企业改革试点。
这些指导意见和文件，明确了国有改革的方向和
原则。我作为一个执行者和实践者，有一个体
会，国企的改革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需要时
间。从整体来看，每个企业情况千差万别，每个
企业所处的历史不同，所处的行业不同，面对的
外部竞争环境也不同，每个企业长期形成的商业
模式也不同。国企的改革一定要一个公司一个
策略，根据大的方向和原则，根据每个企业自身
的情况，来制订改革方案和战略，并确定未来的
商业模式。实际上，去年，国企改制的脚步也在
加快，比如南车北车，国家核电和中电投，中远和
中海运，包括最近公布的五矿和中冶等等，有十
余家央企进行重组和合并，说明国有企业的改革
正在按照日程稳步推进。

“供给侧改革”是当前的一个热词，在李克强总理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提到要“在适度扩大总需
求的同时，突出抓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昨日下午，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举办记者招待会，主题就是
“适应引领新常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那么，供给侧改革到底要怎么改呢？又面临哪些问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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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正处在从工业化向后工业化的
转换时期，因为我们的GDP一半以上是第三
产业。从全世界范围来看，在工业化走向后
工业化的时候，产值增长不会很快。但这还
是次要的，重要的是中国现在要经过结构性
调整，在结构性调整中，必然有一些过剩的
产能需要重组。但 2016 年总的趋势稳中有
进，稳中看好。特别讲两点，第一，宏观调控
政策没有变，我们依然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
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但我们的重点已经和从
前不一样，主要表现为定向调控，重在微调、
重在预调。另外，投资与消费并没有大幅度
减少，我们有很多项目，高速铁路、交通设
施、港湾建设、水电站等等，所以中国的问题
应该看得更清楚。

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讲，可以从需求方
面发力，也可以从供给侧发力，当前中国为
何强调从供给侧发力进行结构性的改革呢？
主要是形势摆在这里，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
经济发展得更好。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困难主要有两个，
要调整结构，就要关停一些企业，就会有职工
下岗。对此，中央的政策就是“包下来”，与其
养亏损的企业不如养职工。职工在生活有着
落之后，可以经过培训重新投入工作。再一
个困难在于补短板，必须创新，创新才能补短
板，必须在结构上做一些调整。所以说困难
是有的，但是我们有信心克服这些困难。

怎样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情况下扩大
内需？我们正在实行新型城镇化。现在中国
正在进行户口改革，城市中开始使用居住
证，更多的农民工和家属能够融入城市社
会，要把农村人口吸引到城市中，并让他们
有工作、有房子住。所有这些，都是改善民
生的重要途径，也是中国继续扩大内需的重
要方法。

现在我国粮食，多了和少了两种现象同时存
在。我们去年的大豆总产量只有230多亿斤，进口
大豆超过 1633 亿斤，是国产大豆的 7 倍，所以大豆
这个品种明显少了。去年玉米的产量有4400多亿
斤，是最大的一个品种，比需求略多，但去年玉米及
替代品种进口达到 880 亿斤。本来我们的玉米产
量已经供过于求，又进口了这么多，显然玉米这个
品种多了。

所以就揭示出两个基本矛盾，一个是品种结构
在供给方和需求方还存在着明显的矛盾。比如大
豆少了，玉米多了，最主要的不是总量的矛盾，总量
只缺了400亿斤，光一个大豆就进口1600多亿斤，
品种矛盾比总量矛盾突出。第二个，以玉米为例，
产量完全可以满足需求，为什么还要进口那么多
呢？暴露出我们粮食生产中的一个软肋，就是价格
没有竞争力。粮食生产成本高，价格贵，和国际市
场相比就没有竞争力，因此国际市场的粮食就进口
到中国来了，这就出现多了还要进口的现象。从这
个意义上讲，今年中央1号文件提出了农业也要推
进供给侧改革。

我个人认为，从农业角度来讲的供给侧改革主
要有三个重点。第一，努力追求粮食总供求的平
衡。我们现在还有缺口，因此要进一步加强农业，
提高和稳定我们的粮食产量。第二，品种矛盾比较
突出。所以我们要加强粮食品种结构的调整，让其
更加适应市场的需求。第三，价格要有竞争力。农
业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当更加注重创新和改革，
科技的创新能够推出更优良的品种，更先进的栽培
技术，能够降低成本提高效率。要进行农业的组织
创新，通过农业的社会化服务体系，通过耕地的流
转、集中，去实现多种形式的规模经营，降低农业成
本，提高农业效率。最后，当然也有体制方面的、机
制方面的改革创新。

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里提到，要适当
的调减玉米的播种面积，同时要推进玉米价格竞
争机制的改革，市场定价、价补分离。由市场来形
成价格，这个价格才有国际竞争力。这项政策正
在研究之中，我个人估计，两会结束之后，对于玉
米的改革很快就会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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