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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眼中的新词汇

2015年11月，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此后，“供给侧”成为高频词。同年12月，
经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调后，以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为重点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正式拉开大幕。

在经济学中，投资、消费、出口被看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属于“需求侧”；而与之对应的生产要素的供给
和有效利用，则是“供给侧”。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
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更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
发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落实好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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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30日，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杜
家毫前往湖南华菱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调
研。 他明确提出， 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
线，加快推进华菱集团改革发展，着力振兴实体
经济。

此前，《湖南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
产业转型升级规划（2016-2020年）》（下称规
划）为我省供给侧改革定下了目标：到2020年
实现全省产业转型升级取得实质性成效， 努力
形成创新能力强、品质服务优、协作紧密、环境
友好的现代产业新体系。

发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我省阶段性实现
了煤炭、钢铁行业去产能，全面启动95个省属
企业分离办社会职能， 出台加快现代农业建设
意见，实施两个“百千万”工程等等目标，向全
省、全国人民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记者 朱蓉

一直以来，国资国企都被
看做是拉动湖南经济增长的
“老大哥”。2017年初，为深入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省国
资委研究提出了公司制改制、
压缩管理层级减少法人单位、
资本布局优化和企业重组整
合、“僵尸企业”处置、办社会
职能分离移交等五大重点工
作任务，为省属国企改革画出
详细路线规划图。

今年1月， 华菱集团提出
实 施 《华 菱 集 团 三 年
（2017-2019年） 振兴计划》，
提出在2017年重点突破资产
重组、债务重组，降低资产负
债率； 提升钢铁主业运营效
率， 盘活资产资源等目标。作
为不可不提的省属重点企业，
它的供给侧改革尝试能否成
功， 对湖南诸多企业而言，具
有指标性意义。

据华菱集团总经理易佐
介绍，从今年开始，华菱每年
都设定一个赢利目标，层层签
订责任状，将指标细化到主体
厂和主管部门，对未完成年度
绩效指标计划值考核比例的，
予以诫勉、 降职或免职的处
罚。

今年2月以来， 华菱涟钢
就对一炼轧厂、210转炉厂、采
购部、炼铁厂等因工作未达标
而开出三张共50万元的罚款

单。
此外，该集团高管成员还

按照“自愿参与市场化改革，
同步配套激励约束” 的原则，
将身份转换为市场化选聘的
职业经理人，建立市场化的薪
酬结构和绩效评价制度。从集
团领导层入手，推动用人制度
改革，实现“从内打破”。

正是在积极响应、尝试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过程中，这
个一度陷入亏损的千亿级钢
铁行业巨舰又焕发出了新活
力。2017年上半年，该集团累
计实现销售收入582亿元，盈
利15.7亿元，收入和利润分别
较上年同期增长188亿元、
32.8亿元，利润增长幅度在全
国地方钢企中排名第一。

据省国资委副主任张美
诚介绍，截至今年8月，我省已
完成省属一级企业层面的公
司制改制工作；此外，驻湘央
企、省属企业“三供一业”分离
移交也已全面铺开，涉及59家
中央及中央下放企业的227个
项目，23户省属企业的161个
项目，供水供电分离移交已完
成约40%。

统计数据显示 ，2017年
上半年，我省省属监管企业实
现利润54.21亿元， 其中华菱
集团、湘投控股、建工集团等
10户企业盈利过亿元。

《规划》的提出，明确了“三去
一降一补”五大重点任务，强调应
在产业链、创新、产业融合、品牌建
设、产业集聚、对外合作等方面取
得重大突破。

省委改革办专职副主任秦国
文介绍，截至2017年初，湖南50万
吨压减炼钢产能任务提前全部完
成；房地产市场总体呈现“两升一
降一稳”的良好态势，截至6月底，
我省待售商品房库存面积8327.9平
方米，同比下降27.3%，商品库存去
化周期11.3个月； 中央下达我省置
换债券额度3263亿元，规模居全国
第一位；先后分5批取消、停征、降
标和放开88项涉企收费，企业减负
约55亿元。

“可以说， 我省推进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开了一个好头。” 对湖南
近年来在发力供给侧改革上做出
的努力，秦国文如是评价。

更让人倍感振奋的是，除在减

员、减税、去除过剩产能方面获得
可喜成绩外，湘人湘企还充分发挥
了“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熟练
运用“加法”与“乘法”，成功推动多
个行业领域站在了世界同业前列。
目前，湖南已经成为全国集中汽车
品牌最多，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条齐
全的重要生产基地； 在积极对接
“中国制造2025”的过程中，我省先
进的轨道交通装备俨然成为了中
国制造走向世界的一张靓丽名片。

而在推动省内新兴产业发展
的过程中，我省全社会研究与实验
发展经费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的
比重为1.47%， 战略性新兴产业增
长10%，为研发创新提供强有力的
资金保障。而作为社会发展程度重
要指标的现代服务业，也实现了长
足的进步。2016年底， 全省规模以
上服务企业累计实现营业收入
2500亿元，增速居全国第四，中部
六省第一，增长18.8%。

记者手记

有破有立
看我湖南

从最初提出到今天，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究竟
为何物的讨论一直是热点。
这说明了社会大众对这一
概念的提出，给予了空前高
的关注度和期望值。

有人说， 什么时候消
费者买东西不用再一个劲
地海淘、代购，而是直接放
心选择“made�in�China”，那
就代表生产过程中全要素
实现了均衡发展， 供给侧
改革取得了阶段性的重大
成果；也有人说，什么时候
居民保障性住房得到充分
保障， 老百姓不用再为了
住房发愁， 那么供给侧改
革也就算是获得了成功。

其实， 改变已在不经
意间悄然发生： 我省商事
制度改革、 现代服务业的
发展等领域均已快步走在
全国发展前列；“改变世界
乘车观念” 的动车组技术
在我省一再实现突破……

对湖南人而言， 这是
厚积薄发，也更是“不破不
立”。对于这一份“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的答卷，湖南
未来又将如何精彩地书
写？ 我们当然抱有更多期
待。

“新算法”推动世界领先行业

“老大哥”带头推进“减员增效”

接下来的供给侧改革，究竟如
何推进？

秦国文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 关键还在于如何切合实际，有
序推进。对于被一再提及的“三去
一降一补”，他认为，“三去一降”是
当前最紧迫的任务，补短板则是既
要立足当前，又要着眼长远的系统
工程。

据了解，除了聚焦“短板”，今
年省委深改组还提出，要围绕省第

十一次党代会关于改革的决策部
署，突出落实“创新引领，开放崛
起”战略，大力推进系统性改革，增
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

同时，坚持问题导向，大力鼓
励基层结合区域特点和发展实际，
重点在简政放权、园区管理、金融
发展、城市管理、基层治理、公共服
务、创新创业、农村改革、精准扶
贫、作风建设等方面探索形成一批
富有实效的改革创新成果。

集中火力突破发展“短板”

【造样板】

【求突破】

【谋未来】

花垣县十八洞村积极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发力精准扶贫，成功走上脱贫快车道。 新华社 图

供给侧改革：湖南产业转型升级推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