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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侧改革的产业政策落实 

—江西省制造业升级政策实证 

黄蕾，梁静，熊若晨 

（南昌航空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江西 南昌 330063) 

【摘 要】政策工具是推动产业升级、加速供给侧改革的重要手段,国家和行业层面的产业政策层出不穷,省级层

面结合自身省情的区域性政策也颇多。以江西省为例,“十一五”和“十二五”期间出台了 80 余项产业政策,如此

密集的政策出台推动省域产业升级的效果如何,产业升级是否能实现供给侧改革的目标都成为值得研究的问题。参

照工信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对产业政策工具的分类标准,对江西省过去 10年的产业升级政策按照“调整振兴”、“行

业整合”、“产业培育”以及“行业规制”进行归类,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对政策实施效果进行评估。结果发现,江

西省关于产业结构调整和促进行业增长的政策效果较好;而在鼓励科技创新、促进可持续发展、淘汰落后产能方面

的产业升级政策实施效果仍较为欠缺,反映出产业政策在引导产业提升质量、支撑供给侧改革方面还不够。为此,建

议江西省根据供给侧改革对产业有效发展的要求,加强降低企业成本、化解产能过剩等方面的产业政策设计,从制度

供给角度完善产业升级政策的设计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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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的成就在一定程度上归功于供给潜力的释放，但在基本需求得到满足后再依赖需求侧管理必

将导致经济下滑。目前，我国低端供给过剩、高端供给不足致使经济发展不断面临新挑战：新常态、中等收入陷阱、资源环境

与经济发展的矛盾以及越来越严重的供需错位。需求管理已经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要求，深化供给侧改革成为必然。产业升级

是主动实现“供给创造需求”的供给侧改革的重要形式，产业升级政策促进产业转型与结构优化升级的效果成为函待研究的重

要方面。 

产业升级政策的实施效果直接体现了供给侧改革落实的程度，然而我国产业升级政策效果因区域、经济发达程度等因素存

在明显的地区差异，表明我国区域产业政策促进产业发展的效果是不一致的。江西省面对中部地区现存的产业发展同质化以及

区域经济竞争压力，积极颁布了各类政策促进产业升级，然而政策效果并不如预期，仍然存在高端供给乏力、低端需求过剩等

问题。通过评估已经颁布的产业升级政策实施效果，探究产业升级政策存在的问题，分析现行经济运行与供给侧改革的差距，

有助于江西省制造业升级政策框架的不断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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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献综述 

供给侧改革的内涵主要源于各专家学者对改革实质的不同认识。新供给学派代表之一贾康
[1]
认为，供给侧改革强调优化调整

经济结构，不断增加有效供给，实行中长期宏观调控，并认为供给侧改革实质上是解除劳动力、土地及自然资源、资本、制度、

创新这 5大要素方面的供给约束，释放经济社会潜力。王宏杰、杨留辉
[2]
则认为，供给侧改革主要是指从供给侧出发，解放生产

力，鼓励创新，提升竞争力。王青山
[3]
基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角度认为，供给侧改革实质上是改革政府公共政策的供给方式，使

其更好地与市场导向相协调，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作用。供给侧改革的思想源于西方供给学派，在国内的内涵还没有

完全统一，围绕促进经济发展目标，应强调供给侧改革的结构性方面，通过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来谋求经济发展。 

国外供给改革的实践经验有较强借鉴意义。美国在 20世纪 80年代围绕供给侧进行改革，主要通过减税降低要素供给成本，

并初显成效。英国则通过减少政府管制来提高要素供给效率，同样也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在全球经济危机爆发后，欧盟国家积

极从供给侧四大要素，即劳动力、资本、土地、创新方面采取调控措施，对总产出与就业产生了很好的促进作用。对于不同发

展基础与发展阶段，选择何种实施路径是至关重要的。 

目前，习近平主席提出供给侧改革的四大关键点：化解产能过剩、降低企业成本、消化地产库存和防范金融风险，强调以

制度供给为统领，以创新驱动为引擎激发市场活力
[4]
，充分发挥劳动力、土地、资本、创新四大要素的积极作用

[1,5]
。具体供给

管理办法有改革制度、调整资源结构、提高劳动力素质、构建双侧调控体系等
[6]
。 

产业升级政策是实施供给侧改革的重要制度手段之一，产业升级政策将助力供给侧改革，而供给侧改革的主要意图也是促

进产业升级。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就出现了关于供给侧与产业政策间的讨论，当时主要关注与政府产业政策等相关联的结构

优化方面。贾康
[7]
对近期美国实施的促进经济发展的产业政策进行了分析，认为这些政策在本质上是从供给端出发的，是有区别

调节经济发展的工具。政府通过颁布政策，激励产品供给方提升竞争力，从供给端出发推动产业升级，有利于高效实现产业结

构调整、要素优化升级的目标
[8]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受到制度变革、结构优化以及要素升级等的影响。促进产业升级，即促进产

业结构优化以及产业素质与效率提高将更有效地推进供给侧改革。目前，供给侧改革的大幕已经拉开，政策接连落地，如国务

院颁布加快消费升级的政策后，继续加强部署企业技术升级改造相关政策，以推动产业迈向中高端。 

综上，学者们的研究重点主要为基于理论分析的供给侧改革内涵、实施路径以及我国供给侧改革实施情况等，国内供给侧

改革也是基于国家层面视角，缺乏关于省域层面供给侧改革道路的实证研究。贾康
[9]
认为现有经济学中关于产业政策等供给侧问

题的研究还比较薄弱，根据这一观点，本文对省域层面的产业政策进行实证分析，将弥补这一缺陷，提供省域政策设计或落实

方向。后续研究安排如下：首先，构建政策效果评估模型；然后，以江西省政策文件为基础构建评价指标，从政策工具角度进

行政策效果评价，得出江西省政策实施结论；最后，提出政策设计与实施的建议。 

2 政策效果评估模型 

由于政策存在交叉现象，几乎不可能在评价产业政策的实施效果时建立某项政策与该政策实施效果之间的一一对应关系。

彭富国
[10]
采用隶属度模糊评价法来评价具有交叉关系的科技政策实施效果，具有较好的借鉴意义。为此，本文也采用模糊综合

评价法来评估政策实施效果。模糊综合评价法的一般步骤为：①构建评价指标；②计算隶属度；③确定指标权重；④合成隶属

度与权重。构建指标时需要广泛查找资料，联系实际情况具体分析；隶属度的计算借鉴彭富国的方法，即采用线性差值法，消

除数据量纲和数级上的差别；而权重赋值普遍采用主观赋值法即专家打分以及层次分析法，本文参照学者们对权重赋值的研究，

采用相对客观的嫡值法。 

2.1隶属度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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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定研究范围为 U,A是 U上的模糊集，用 A（劝表示隶属度，取值区间为 O一 1，根据隶属度数值判断其属于集合的程度。

隶属度 A(x）越靠近 1，表示属于集合 A 的程度越高；反之，越靠近 O，程度越低。即把江西省产业政策各项指标集合设为 U，

同一时间段内某实际指标的数集设为 A，将该项实际指标数映射到对应的区间[O,1]，其中该实际指标的最高值假设为 1，最低

值假设为 O。将 x设为实际数值，y设为映射值，并将第 j个实际指标在研究期间的最低值和最高值分别设为（ximin,y1）、（ximax，

y2)，其中 y1=0，y2=1。最后，通过线性插值法建立直线方程式，得出各项实际指标的隶属度。 

确立的指标中存在“越大越好”和“越小越好”两种类型，因而分别采用不同公式进行计算，用 yij表示第 i 个样本第 j 个

指标的隶属度：①“越大越好”型指标  

②“越小越好”型指标  

2.2权重计算 

(1）同趋势化处理。即将逆向指标正向化，消除数据性质上的区别。正向指标即“越大越好”型指标，逆向指标即“越小

越好”型，将逆向指标转换成为正向指标一般采用指标取倒数的方法，但会改变原始数据的分布规律。因此，本文采用叶宗裕

巨川提出的方法，对指标进行线性变换，将逆向指标转换为正向指标，计算方法如下： 

 

(2）标准化处理。运用 Z一 Score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消除数据量纲和数级上的差别。同时，将数据进行平移，即 

 

(3）同度量化处理。计算第 j个指标在第 i个样本的比重 pij，标准化矩阵为 

 

(4）计算嫡值 e以及信息效用值 

 

(5）用权重公式计算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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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政策效果评价计算 

将隶属度与权重进行合成，得到效果评价计算公式： 

 

3 实证研究 

构建上述模型后，选取江西省制造业升级政策效果评价指标并进行计算，最后得出政策实际运行效果并进行分析。 

3.1评价指标构建 

以江西省制造业升级政策为研究对象，梳理江西省“十一五”、“十二五”期间颁布的主要产业升级政策内容，以期找出评

价政策效果的指标。内容梳理情况如表 1所示。 

 

通过对江西省“十一五”、“十二五”期间颁布的制造业升级政策内容进行梳理发现，江西省颁布的大量促进制造业升级的

政策主要是对制造业进行规划引导、产业转移，鼓励企业技术创新，积极淘汰落后产能等。因此，根据江西省颁布的政策内容、

《中国产业发展和产业政策报告（2011）》中的分类标准以及传统产业升级的关键性目标，将产业升级政策工具详细划分为调整

振兴、行业整合、产业培育以及行业规则 4 类
[12]
。政策工具是政府达成政策目标的重要手段，不同政策工具实施重点不同，其

实施效果评价指标也有差异
[13]
。按 4类政策工具对政策进行归类，在“十一五”期间，上述 4 类政策工具的数量依次为 45份、

2 份、5 份、23 份，而“十二五”期间，政策颁布数量依次为 51 份、4 份、6 份、33 份。从中可以看出，在“十一五”、“十二

五”期间颁布的政策中，调整振兴类政策最多，在总数量上超过一半，且规划引导居多，产生了过溢现象。 

政策效果评价指标的采集参照省级层面的产业升级政策。其中，调整振兴旨在促进行业增长，根据 2014年颁布的《江西省

人民政府关于工业重点产业升级发展的指导意见》等文本，选取 3 个指标：规模以上制造业总产值（A1）、规模以上制造业增加

值（A2）、人均劳动生产率（A3）；行业整合旨在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根据江西省工信委 2011 年出台的《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

(2011年本）)）等文本，选取规模以上制造业增加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占比（B1）、技术密集性制造业在总制造业中的占比（B2）

两个评价指标；产业培育目的在于促进技术进步与创新，涉及专业技术人员与科技经费方面，选取制造业专业技术人员占总制

造业就业人员比重（C1）、制造业万元增加值科技经费支出（C2）为评价指标，来源文本有 2014 年的《江西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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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加强协同创新提升企业创新能力的实施意见》等；行业规制旨在实现可持续发展，选用制造业能源消费量（D1）、制造业单位

增加值能耗（D2）为评价指标，评价指标的来源文本有 2013 年颁布的《江西省发展改革委江西省工信委关于坚决遏制产能过剩

行业盲目扩张的通知》等。指标数值反映了政策实施效果，有些指标数值越大，效果越好，即“越大越好”型，如指标

A1,A2,A3,B1,B2,C1。有些指标数值越小，效果越好，即“越小越好”型，如上述指标中的 C2、D1与 D2。 

3.2政策效果评价 

首先计算各指标隶属度，然后运用嫡值法计算各指标权重，最后根据合成公式（1）计算指标分值（见表 2)，并进行简要评

析。政策效果评价指标数值的时间范围为 2004 一 2013年，数据来自江西省统计年鉴。 

 

(l）调整振兴类指标。通过比较分析可以看出，调整振兴各指标的效果分值不断上升，政府近年来不断加强对产业的规划

引导，宏观调控取得了一定成效。 

(2）行业整合类指标。B1指标分值从 2004年上升到 2008年后开始下降，主要是因为当时正经历金融危机，制造业发展受到

制约。随着政府密集出台各项产业政策，从 2009 年开始不断上升，虽然在 2012 年有所下降，但在“十二五”规划后逐步呈上

升趋势。而 BZ指标的分值从 2004年开始不断上升，在 2009年由于 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开始下降。到 2011年我国逐步进

人“十二五”规划时期，经济步人快速发展轨道，两指标分值均在波动中上升。可见，经济发展与政府政策颁布受到宏观经济

形势的影响，政府的宏观调控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产业结构调整升级。 

(3）产业培育类指标。C1指标的效果分值在不断下降，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制造业就业人员不断增加，但专业技术人员却

在减少。但在此期间，江西省政府颁布了诸多有关促进企业创新、技术人才培育及引进等方面的政策，说明这些政策没有很好

地发挥作用。C2指标的效果分值在波动中不断下降，虽然进人“十二五”规划后分值有所上升，但在 2012 年又开始下降，说明

政府在鼓励科技创新方面的政策没有达到预期目标。 

(4）行业规制类指标。D1指标的效果分值不断下降，说明能源消耗量在不断上升，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距离可持续发展目

标仍有一定差距。D2指标分值虽然不断上升，但速度减缓，表明政府的行业规制措施没有取得很好的效果。 

4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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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结论 

(1）政策工具运用效果有限。调整振兴类和行业整合类政策工具取得了一定效果，很好地促进了江西省制造业产值的增加，

以及产业结构的调整。但从政策颁布数量上看，政府的政策颁布过于强调规划引导，调整振兴工具的运用明显过溢的。行业整

合类工具的运用也是在外界环境影响下实施，具有较强被动性。产业培育和行业规制类政策工具没有达到政府促进科技创新与

可持续发展的预期目标，企业创新能力不足、科技经费利用效率较低、产能过剩等问题依然存在。 

(2）政策颁布出现断层现象。目前，制造业发展已经走在一个新的时点上，将面临更多深层次、结构性问题，对产业升级

政策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而当前产业升级政策效果有限，江西省后续政策颁布依然延续之前的道路，如 2015年政策颁布仍然强

调规划引导、制定规则和标准，过分依赖需求侧管理，没有与时俱进地解决当前经济问题。因此，急需寻找新的发力点，优化

产业发展环境。 

4.2建议 

当前宏观调控手段促进经济发展的效果有限，政策颁布出现断层，急需寻求新的发力点，而解除供给约束将更好地提高经

济潜在增长率，激发经济发展活力。因此，建立以供给侧管理为重心的政策体系是一项艰巨任务，也对政府部门提出了更高要

求，需要从以下 3个方面强化： 

(1）增加降低企业成本的产业政策。江西省产业培育类政策工具的运用没有取得很好的效果，企业科技创新能力依然不强，

科技创新人才依旧缺乏。通过颁布旨在降低企业成本的产业政策，能够弱化行政、税收、融资等供给约束，让企业充分利用生

产要素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保持竞争优势，确保经济稳定增长。 

(2）完善化解产能过剩的产业政策。“行业规制”类政策工具同样没有取得很好的效果，产能过剩现象一直存在。按照供给

管理理论，市场可自动出清，通过价格调整、产能整合、淘汰等方式清除过剩产能。应以市场为导向，进一步放宽准人，为企

业营造宽松的成长环境；加快城乡之间土地、资金、人员等要素流动，实现资源的合理化配置，进一步加快产业转型升级等。 

(3）采取相应措施积极推进供给侧产业政策的落实，在增加制度供给的同时，实行人口调整政策，实施金融改革、教育改

革和创新驱动等战略，提高政策颁布的主动性和能动性。充分发挥劳动力、土地、创新等要素的作用，促进要素优化配置，提

高全要素生产效率，为政策落实提供良好的环境。制定检验政策落地的时间表，明确政策落地的标准以及各部门责任，对政策

落地情况进行跟踪监督，积极营造监督政策落地的环境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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