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补短板扩有效供给 

提高我国经济“木桶容量”（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解读④） 

《 人民日报 》（ 2015 年 12 月 26 日 02 版） 

 

 

  2016 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开局之年，也是推进结构性改革的攻坚之

年。当前，“三农”问题、贫困问题、企业技术装备落后、创新能力不足等，是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面临的短板，也是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薄弱环节。补上这些短板，加强这些薄

弱环节，能提高我国经济“木桶容量”，提升产业层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通过

结构性改革，补上这些短板，扩大有效供给。 

  补上贫困短板 

  拉动投资扩大消费，增强贫困地区发展能力 

  贫困问题无疑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突出的短板。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坚持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加大资金、政策、工作等投入力度，真抓实干，提高扶贫质量。 

  “扶贫开发不仅是任务，也是重要增长点。” 中国人民大学反贫困问题研究中心主

任汪三贵说，随着脱贫攻坚进入冲刺期，一系列超常规举措和政策组合拳将精准发力，

为我国经济增长注入新的动力，带来新的机遇。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滞后几乎是所有贫困地区的共同特征，也是制约贫困群众脱贫

致富的“拦路虎”。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我国将持续改善贫困地区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

大力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汪三贵说：“补短板就是扩大有效供给。这些短板早晚要补，

早补早见效。现在钢筋、水泥等建材价格较低，补短板成本低，而且能有效化解过剩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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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副主任黄承伟举例，今后 5 年，我国要易地扶贫搬迁 1000 万贫

困人口，按照每户 20 万元的投资规模核算，大概能拉动 6000 亿元有效投资。 

  “扶贫开发增加贫困农民收入，也能有效促进消费。”汪三贵分析，低收入群体的边

际消费倾向高，家用电器等改善性需求旺盛，而且他们消费的更多是国内生产的价廉物

美的商品，因此，扶贫开发促消费的潜力也不可小觑。 

  黄承伟说，加大扶贫开发补上短板后，贫困地区能有效增强自我发展能力，通过因

地制宜大力发展生态旅游、绿色农产品等产业，增加有效供给；同时充分利用丰富的土

地、劳动力等资源优势，承接无污染的、劳动密集型等产业转移，贫困地区有条件成为

新的经济增长极。 

  补上“三农”短板 

  把资金和政策重点用在保护和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及农产品质量、效益上 

  今年粮食产量喜获“十二连增”，农民收入首次突破万元大关，但“三农”仍然是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补上“三农”短板，既能扩大有效供给，又能为经济社会发展“固

本培元”。 

  “短期来看，我国‘三农’问题面临农产品质量安全和农民持续增收两大挑战；长期来

看，抓好农业生产面临可持续发展和提高综合生产能力两大挑战。”中国社科院农村发

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把资金和政策重点用在保护和提高

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以及农产品质量、效益上，这样才能更快补上“三农”短板。 

  李国祥分析，保障农产品有效供给，要在确保口粮安全等“量”的基础上向提高“质”

的方向逐步转变，满足人民群众日益提升的需求水平。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要更加重

视构建市场动力，把重点放在提升农业标准化水平、完善检测体系、打造质量可追溯的

全产业链等方面。“今年农产品价格整体比价低迷，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农民外出务工

困难加大”，李国祥说，明年要在保障农民收入稳定增长上多下功夫。 

  “要改变单纯追求产量的倾向，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李国祥认为，加强农田水

利等农业现代化基础建设，提升农业科技水平，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落实好藏粮于

地、藏粮于技战略，全面提升农业可持续发展水平。 

  补上技术设备、人才等短板 

  强化经济增长新动能，加快产业转型升级 

  新常态下，新旧动能转换，产业转型升级加快。企业技术设备落后、高素质人才不

足、软硬基础设施落后等，成为强化经济增长新动能的短板。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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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上这些短板，扩大有效供给。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认为，信息软件、生物医药、高端装备制造等新

兴产业虽增势强劲，但尚不足以抵消传统产业的放缓，新老产业增长“青黄不接”是当前

工业增速整体放缓的重要原因。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培育发展新产业，加快技术、

产品、业态等创新。这样，经济增长新动能才能加快成长，并逐步接续旧动能成为主导

力量，让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并稳步迈向中高端水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黄群慧说，当前消费需求高端化趋势明显，比

如智能化产品需求旺盛，但供给侧特别是高精尖产品的供应还跟不上，制造业迫切需要

转型升级。 

  “制造业转型升级，需要技术设备、研发、人才等一系列支撑”，黄群慧以信息技术

产业举例，宽带、网络等硬件设施，高素质人才，特别是核心技术等还是短板，尽快补

上，能促进中国制造由大向强转变，提升经济增长传统动能，促进新动能成长。 

  黄群慧说，顺应新技术革命潮流，推动中国经济向中高端水平迈进，要用既利当前、

更惠长远的结构性改革办法，支持企业提高技术改造和科研创新能力，加大人力资本投

资。“加大这些方面的投资，既是有效投资，又能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来源：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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