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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大以来，中央做出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科学判断，提出创新、

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开启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新实

践，以新的有力作为标注着中国经济的新方位。①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的突出

矛盾和问题是重大结构性失衡，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是新政策体系的主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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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2016 年是“十三五”开局之年，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开

局之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开局之年，还是脱贫攻坚开局之年。③各项工

宁夏经济新方位研究
———2016—2017年宁夏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总报告

段庆林

作者简介：段庆林，宁夏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特殊津

贴专家。研究方向：宁夏重大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一带一路”战略、中阿经贸关系、内陆开

放型经济、西北区域经济、中国农村经济等。

①田俊荣等：《中国经济新方位》，《人民日报》2016年 12月 14日。

②《七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权威人士谈当前经济怎么看怎么干》，《人民日报》

2016年 1月 4日。

③尚前名，王仁贵：《这才是 2016中国的大逻辑》，《瞭望》2016年第 5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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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成效显著，年初担心的经济下行压力较大问题，各项经济指标已经开始

向好；年初担忧的房地产库存过高，年中也演化成为房地产市场泡沫。我

们应该看到，尽管经济动力转换和结构优化加快，但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房

价和煤价上涨拉动，产能过剩和需求结构升级的矛盾仍然突出，转型升级

依然是长期任务。

国内外机构对 2017年中国经济增长的估计较为乐观，中国经济经历 6

年的回调，目前已经接近筑底阶段，市场出清还需要一个过程。12 月 9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 2017年经济工作，认为 2017年是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之年，稳中求进总基调是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

宏观调控将继续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组合。应该以

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深入推进“三去一降一补”，重点围绕稳增

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等方面进行。

2016 年，宁夏各级政府紧紧围绕“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

本、补短板”五大重点任务，各项工作取得显著成绩。

一、 宁夏经济新常态形势分析

（一） 世界经济危机及其对我国及宁夏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基本经历了三次世界经济危机。

1989—1991 年治理整顿时期。随着 1987年美国股市崩盘，1989年底

日本股市暴跌，加上 1989年政治风波以后西方对中国的经济制裁。我国价

格双轨制改革失败，总需求超过总供给，工农业关系比例严重失调，全国

发生抢购潮和严重的通货膨胀。中央开始实施治理整顿政策，采取财政金

融“双紧政策”，主要采取压缩社会总需求和整顿流通秩序的方式，但很快

又陷入市场疲软，开始清理三角债。直到 1992 年邓小平南方谈话，重新明

确了我国市场化改革开放方向，开始实施沿边开放和内陆开放，中国经济

在外商直接投资和下海潮中开始新一轮复苏。

1997—2001 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期。1997年 7 月 2日，泰国宣布实行浮

动汇率制，引发一场遍及东南亚的金融风暴，并迅速蔓延到马来西亚、新

加坡、日本、韩国和中国等地，打破了亚洲经济高速发展的景象。中国承

4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诺人民币不贬值，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对大陆和香港的冲击。中国还开始

实施反经济周期政策，1998年实施住房货币化分配改革，1999年出台西部

大开发政策，2005年开始实施新农村建设。特别是 2001 年中国加入 WTO

以后外向型经济迅速发展，带动了中西部地区能源和重化工业发展，中国

经济在内需和外需双重拉动下出现了将近 10 年的高速增长。

2008年至今的全球金融危机时期。美国长期实行赤字财政政策、高消

费政策和出口管制政策，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严重脱节，形成房地产泡沫

和互联网泡沫。2007年开始出现房贷危机，2008年随着房利美和房地美股

价暴跌，雷曼兄弟控股公司破产，金融危机开始向欧洲和日本等地区蔓延。

美国次贷危机后，中国政府立即出台了 4 万亿刺激经济计划，但发现却助

长了房地产泡沫。十八大以来，中央采取不刺激政策，开始实施加强“五

位一体”建设。2016 年初，正式确定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把“去产

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作为经济工作重点任务。
表 1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历的三次世界经济危机情况

（二） 需求侧面临危机

2008年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至今没有复苏迹象，中国经济依然处于底

部确认阶段。但这次经济危机对中国而言却有着不同的意味。

一是全球化逆转。1978年，中国开始通过改革开放融入以美国为主的

现代国际体系，特别是 2001 年加入WTO后成为经济全球化最大的获益者。

2008年以后，WTO长期难以达成谈判结果，而区域经济一体化成为新趋

势，美国企图利用 TPP、TIPP等形成以其盟友为核心的新体系和新规则，

地方保护主义盛行，欧美经济危机打击了中国进出口贸易。中国则提出

时 间 经济危机 反周期理论 主要宏观经济政策

1989—1991 年 美日金融危机
1.1992 年邓小平南方谈话
2.沿边开放和内陆开放
3.治理整顿和清理三角债

1997—2001 年 亚洲金融风暴 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
1.西部大开发等
2.新农村建设
3.房改政策

2008年至今 全球金融危机 新供给主义
1.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2.“五位一体”，特别是生态文明建设
3.“一带一路”和企业“走出去”

总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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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愿景来加强与新兴经济体的一体化。中国企业和投资大规模

“走出去”，但短期内还难以获利。

二是消费难当大任。每当经济危机之际，总是寄希望于扩大内需，甚

至提出经济增长从投资拉动型向消费拉动型转型。居民消费已经从排浪式

向个性化分化，从生存型消费向发展型消费升级，从物质型消费向服务型

消费转型，从传统型消费向新业态消费过渡，消费对中国供给体系提出更

高要求。居民的消费热点，如旅游、购房、教育、医疗等，越来越拉动着

国外经济增长。政府消费过去实际上包含一部分合理的职工福利，中央

“八项规定”在群众中改善了干部形象，并且部分转化为社会保障和扶贫资

金，但没有完全转化为职工收入和消费，主要沉淀在单位账户，对餐饮业

等冲击较大。

三是不刺激政策倒逼改革。1989年国际经济危机以后，我国借鉴西方

经验初步确立了现代宏观调控体系。在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政策影响下，

我国成功地应对了 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美国

应对政策措施主要包括：金融监管、国有化、高管限薪、扶助就业、降息、

退税、注入资金、收购股权、提供贷款、政府接管公司等。欧盟采取大规

模经济刺激计划，内含扩大公共开支、减税和降息等提振实体经济的三大

举措。美欧日等主要经济体均采取了量化宽松政策。而十八大后中国却拒

绝采取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从关注短期增长的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

转向了更加关注长期增长和结构转型的新供给主义，通过短期危机倒逼改

革和开放。

2008年开始的国际金融危机，首先影响的是宁夏进出口情况，2009年

进出口额下降 36.2%，而当时宁夏的投资和消费在传统增长模式下依然高

速增长。2011 年，全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长速度比上年下降了 4.3个百分

点，2013年中央“八项规定”出台后，消费增长速度又下降了 3.9 个百分

点，2014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下降 7.7 个百分点，2015年更是

下降到 10.4%。宁夏进出口额在 2013年、2014年因异地法人外贸企业统计

范围变化而呈现出高速增长，实际上已经开始大幅度萎缩，2015年更是下

降 30.3%。宁夏需求侧“三驾马车”均出现了下降趋势，致使经济增长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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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逐步降低。
表 2 宁夏需求侧“三驾马车”增长率

宁夏经济已经进入新常态，稳增长仍然是 2017年的主要目标，是开展

其他工作的前提，在中央十九大和自治区第十二届党代会即将召开之际，

稳是主基调，稳是大局。宁夏特别是山区工业化水平依然较低，人均资本

存量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和沿海地区，消费不足以单独拉动经济增长。中国

和宁夏经济将保持中高速增长。不能把供给侧改革与需求管理对立起来。

应该积极培育大消费和消费升级热点，寻求“一带一路”新兴市场，扩展

发展新空间所形成的新投资方向，从而打造宁夏经济发展的新“三驾马车”。

二、对当前宁夏经济供给侧问题的新认识

权威人士认为：当前中国经济周期性矛盾和结构性矛盾并存，但主要

矛盾已转化成结构性问题。必须在适度扩大总需求和调整需求结构的同时，

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把改善供给结构作为我们的主攻方向，实现

年 份
GDP

增长率（%）
全社会固定资产
投资增长率（%）

全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增长率（%）

进出口额
增长率（%）

2001 10.10 21.8 9.6 21.0

2002 10.24 17.9 10 -16.9

2003 12.66 37.9 11.0 47.4

2004 11.20 19.7 11.0 39.1

2005 10.90 16.8 13.1 6.4

2006 12.70 15.8 12.6 48.8

2007 12.70 20.7 12.7 10.2

2008 12.60 38.1 12.7 18.9

2009 11.90 30.3 19.6 -36.2

2010 13.50 30.9 15.3 63.2

2011 12.10 12.9 12.3 16.6

2012 11.50 27.5 13.8 -3

2013 9.80 27.1 9.9 45.2

2014 8.00 19.4 9.3 69.0

2015 8.00 10.4 7.0 -30.3

总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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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七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权威人士谈当前经济怎么看怎么干》，《人民日报》

2016年 1月 4日。

由低水平供需平衡向高水平供需平衡跃升。①

当前我国供给体系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一是供给体系的中低端产品过

剩，高端产品供给不足，供需存在结构性矛盾。二是我国长期外向型经济

供给结构，受到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出口疲软，供给体系与扩大内需、开辟

新市场存在结构性矛盾。三是劳动力等企业生产成本提高过快，而科技等

对经济贡献率还仍然较低，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风险。四是随着收入阶层

分化，过去排浪式消费已经转化为多样化需求，供给结构难以适应。五是

投资拉动型经济遭遇投资效益下降，政府投融资体系面临改革，私营投资

规避风险，供需新平衡动力不足。

供给侧改革应该围绕劳动力、土地、资本、创新等四大供给侧要素进

行改革。

（一） 劳动力

我国人口红利正在消失，劳动力供给开始紧缺，劳动力价格过快上涨

打击着劳动密集型产业。

由于 20岁左右进入劳动年龄，将扩大或者收缩国民经济劳动力投入的

规模，进而对投资和消费产生一系列影响。通过图 1 我们发现，全国

1975—1995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与 1995—2015年 GDP增长率具有高度相关

关系。而宁夏从 1993年以后也具有这种相关关系。表明劳动力投入是经济

增长的重要影响因素。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是近年来宁夏经济增长率降低

的影响因素之一。

宁夏总人口从 2000 年的 554 万人增加到 2015年的 667万人，但人口

自然增长率在逐步下降。特别是 2013年宁夏劳动力资源达到最大值 494 万

人后，已经开始绝对减少，实际从业人员人数也开始有减少迹象。即使在

目前经济不够景气之际，一些工厂和餐饮业也很难招到农民工，新一代农

民工追求体面的职业，就业市场供给减少，更加速了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

不利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工厂机器换人成为趋势，服务行业的中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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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比重会逐步上升。

解决劳动力供给问题，一是人口政策。目前已经放开二胎生育政策，

应该尽快全面放开人口生育限制。二是户籍制度改革。三是新型城镇化。

四是加强人力资源投资。五是发展现代服务业，缓解就业压力。

（二） 资本

我国广义货币量 M2 从 2001 年的 1.58 万亿元增加到 151.95 万亿元，

增长约 96倍。过去，人民币对外以美元为锚通过外汇占款渠道发了大量基

础货币，对内房地产交易活跃通过货币乘数创造信用货币。十八大以后这

表 3 宁夏人口和劳动力变化情况

年 份
人口自然
增长率
（‰）

劳动力
资源
（万人）

劳动力自
然增长率
（‰）

劳动力
占总人
口比例

从业人员
人数
（万人）

2000 554 11.9 380.9 48.4 68.7 276 49.7 72.1

2005 596 11.0 416.1 10.7 69.8 300 50.3 72.0

2008 617 9.7 432.3 11.0 69.9 304 49.2 70.3

2009 625 9.7 437.9 13.0 70.0 329 52.5 75.0

2010 633 9.0 473.6 8.2 74.8 326 51.5 68.8

2011 639 9.0 478.5 10.4 74.8 340 53.1 71.0

2012 647 8.9 487.9 19.6 75.4 345 53.2 70.6

2013 654 8.6 494.0 12.5 75.5 351 53.7 71.1

2014 661 8.6 435.0 10.3 65.5 351 53.0 80.1

2015 667 8.0 439.0 11.4 65.8 350 52.3 79.7

从业人员
占总人口
（%）

从业人员占
劳动力资源
（%）

总人口
（万人）

资料来源：《宁夏统计年鉴》（1998—2015年）整理。

图 1 宁夏GDP与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关系

（%）

（年份）

总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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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货币放水过程双收缩，但市场上资本存量依然巨大。从 2016 年 9 月以

来，货币市场利率开始收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稳健的货币政策从上年

的“灵活适度”转变为“稳健中性”，从上年的“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转

变为“维持流动性基本稳定”，稳健货币政策的内涵发生巨变，流动性拐点

可能出现。

“钱太多”对各阶层的影响。低收入阶层，吃穿等最低需求有保障，尤

其是青年人没有体面职业不愿意就业，一些工厂和餐饮业招不到工人，造

成劳动力供给结构与市场需求不适应。中产阶层，有钱后改善生活质量，

以中低档产品为主的供给结构越来越不能适应消费升级需求。高收入阶层，

充分利用人民币高估，积极在全球配置资产，企业走出去兼并优质资产，

家庭通过购房、孩子上学、旅游、购物等追求高品质生活。资本外流可能

导致国内产业空心化。由于供需结构矛盾，企业缺乏创新和产业升级能力，

致使大量资金没有获得合理回报的投资方向，涌入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

试图保值增值。“钱太多”可能是产能过剩、库存过剩、高杠杆率和成本

高的原因，也是投资边际效益下降的重要原因。

宁夏投资效益系数从 2001 年的 1.212提高到 2007年的 1.814，然后受

国际金融危机影响迅速下降，在 4 万亿经济刺激计划拉动下，2011 年恢复

到 2.178，但随后下降到 2015年的 0.481，即目前新增加 1元，全社会固定

资产投资额只能获得不到半毛钱的 GDP增加额。
表 4 宁夏投资效益系数

资料来源：根据《宁夏统计年鉴》计算。

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效益和速度双下降形势下，投资来源结构开

年 份 系 数 年 份 系 数

2001 1.212 2009 0.574

2002 1.134 2010 0.973

2003 0.781 2011 2.178

2004 1.465 2012 0.525

2005 1.180 2013 0.391

2006 1.608 2014 0.360

2007 1.814 2015 0.481

2008 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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