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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16 年我国工业经济呈现出“缓中趋稳、稳中向好”的总体特征，工业增速下降、工业价格下降、工业企业利润

下降的格局有了积极变化，工业行业结构继续呈现向高端迈进态势。但是，对于 2017 年和未来的中国工业经济而

言，工业运行风险概率依然较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仍任重而道远。中国工业经济将仍然艰难地在稳增长与调结构

之间寻求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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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按照经济波动看，我国的工业增

长大体可以划分四个波动周期，分别是 1978—1985
年，1986—1992 年，1993—2006 年，2007—现在。在

2007 年以来这个最近周期中，2010 年以来工业增长

呈现明显连续下滑态势。2014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指出我国经济逐步步入速度趋缓、结构趋优的新常

态。2015 年，我国工业增速创最近23 年来最低，2015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给出了经济增速下降、工业品

价格下降、企业利润下降、财政收入下降和经济风险

概率上升的“四降一升”的基本判断，并提出通过去

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的“三去一降

一补”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实现经济稳定持续发

展。在这种背景下，经济新常态下的 2016 年中国工

业运行情况和 2017 年工业发展分析就备受关注。

一、2016年中国工业经济运行的总体特征

2016 年，中国工业呈现出“缓中趋稳、稳中向

好”的总体特征，工业增速下降、工业品价格下降、企

业利润下降的格局得到了根本性的扭转，工业增速

趋稳、出口转正、工业品价格大幅度逆转、工业企业

利润增速由负转正实现大幅回升，工业行业结构继

续呈现高端迈进态势。

第一，工业增加值增速缓中趋稳，工业品价格、

工业出口和工业企业利润都呈现积极变化，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初见成效。

2016 年全年工业增加值 247 860 亿元人民币，

比上年增长 6.0%。2016 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

值比上年实际增长 6.0%，虽然增速较上年回落 0.1
个百分点，但分季度看，一季度同比增长 5.8%，二、

三、四季度均增长 6.1%。从月度看，自 4 月份以来，

工业生产增速基本维持在 6%以上小幅波动，企稳

态势非常明显。2017 年 1—2 月份达到 6.3%，更加

强了这种判断。

从工业品价格看，2016 年全年下降 1.4%，降幅

较上年大幅收窄 3.8 个百分点。分月度看，2016 年

1-8 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降幅逐月收窄，9
月份由负转正，终止了 54 个月以来连续下滑的走

势，10 月、11 月和 12 月同比分别上涨 1.2%、3.3%、

5.5%。到 2017 年 1 月和 2 月份更是大幅上涨到6.9%
和 7.8%。从工业品出口看，2016 年，规模以上工业出

口交货值比 2015 年增长 0.4%，而 2015 年该数值下

降为 1.8%，2016 年各个季度分别是同比-3%、0.8%、

1.3%、1.9%，呈现逐季回升走势，工业出口增速实现

正增长。

2016 年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 68 803
亿元人民币，比上年增长 8.5%。而 2015 年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利润总额比上年下降 2.3%，其中，2016 年

11 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14.5%，增

速为 2014 年 7 月份以来第二高点，企业效益明显改

善。其中，分门类看，2016 年采矿业实现利润 1 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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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人民币，比上年下降 27.5%，降幅比上年全年和

圆园员远 年上半年分别收窄 13.3 个百分点和 38.7 个百

分点；制造业实现利润 62 398 亿元人民币，比上年

增长 12.3%，增速比上年全年和 圆园员远 年上半年分别

加快 9.5 个百分点和 0.2 个百分点；电力、热力、燃气

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实现利润 4 580 亿元，比上年下

降 14.3%，降幅比上年全年和 圆园员远 年上半年分别扩

大 27.8 个百分点和 12 个百分点。

企业效益改善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原煤、钢材、

成品油等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拉动了煤炭、钢铁和石

油加工等企业利润快速增长。2016 年 1-11 月份，因

主要大宗商品价格反弹，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测算，原

材料行业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

到 67.9%，其中，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贡

献 21.6%，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贡献 19.9%。

1-11 月份，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石油加工、炼焦和核

燃料加工业，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利润同比

分别增长 1.6 倍、2.2 倍和 2.7 倍。另外，成本降低也

提升了企业盈利空间，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

元主营业务收入中的成本为 85.52 元人民币，比上

年下降 0.1 元。年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

为 55.8%，比上年末下降 0.4 个百分点。这表明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效果初步显现。

第二，工业行业结构继续呈现高级化趋势，结构

趋优、新旧动能转换的经济新常态的特征更加显著。

2016 年，工业三大门类中，制造业一直保持最

高增速，而采矿业大幅下滑，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

生产与供应业相比 2015 年大幅上升。41 个工业行

业中技术密集型行业增速相对较快，体现了工业结

构高级化趋势，其中汽车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

子设备制造业表现抢眼，产业增加值增速达到两位

数，分别是 15.5%、10.0%，高于规模以上工业增速

9.5 个百分点和 4 个百分点。

节能环保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生物产

业、高端设备制造产业、新能源产业、新材料产业、新

能源汽车产业这七大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增

长 10.5%，高于整个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4.5 个百

分点；医药制造业、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电子

及通信设备制造业、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医疗

仪器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信息化学品制造业这

六大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10.8%，高于规模以

上工业增速 4.8 个百分点，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的比重提高到 12.4%；金属制品业、通用设备制造

业、专用设备制造业、汽车制造业、铁路、船舶、航空

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

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

制造业这八大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9.5%，高于整

个规模以上工业 3.5 个百分点，占规模以上工业增

加值的比重提高到 32.9%；2016 年，石油加工、炼焦

和核燃料加工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非金

属矿物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有色金

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这六

大高耗能行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5.2%，增速较上年回

落 1.1个百分点，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下降

为 28.1%。

这意味着伴随着工业结构更高级化，高技术产

业、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新经济增长动能持续较

快增长，新旧动能转换加快。但是，我们还必须注意

的是，一方面，传统产业去产能仍有不少困难，推进

“三去一降一补”重点任务仍然艰巨复杂；另一方面，

要高度注意的是一些新兴产业增速过快。例如受补

贴政策和限购挤压需求等因素影响，虽然出现了“骗

补”风波和补贴不到位等问题，但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对外发布的数据显示，2016 年新能源汽车生产 51.7
万辆，销售 50.7 万辆，比上年同期还分别增长

51.7%和 53%。其中纯电动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41.7
万辆和 40.9 万辆，比上年同期分别增长 63.9%和

65.1%。在为新能源汽车迅猛发展欣喜的同时，其背

后的强选择性产业政策的推手令人担忧，我们必须

警惕由此而可能产生的新的产能过剩问题。

第三，中部地区工业领跑，西部地区工业回落较

快，东北地区工业总体内部分化显著，京津冀工业增

长差距扩大速度有减缓迹象。

分地区看，2016 年 1—11 月份，东部地区、中部

和西部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0%、7.4%和 7.3%，增

速比去年全年分别下滑 0.4 个百分点、0.1 个百分点

和 1.1 个百分点。中部地区增速最高，下滑程度也最

小；西部地区工业增速下滑比较明显，东部地区增速

最低。我们研究表明，大部分东部地区已经到工业化

后期或者后工业化阶段，因而工业增速相对较低是

符合工业化阶段特征的，而中西部地区多处于工业

化中期，因而总体工业增速要相对较高，但西部工业

增速下滑相对较大，应该引起高度重视。

2016 年 1—11 月，东北地区工业增加值同比下

降 3.0%，除了 5 月份同比增长 0.2%外，其余月份均

为负增长，表明东北地区工业复苏相对乏力。但东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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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内部工业分化显著，2016 年，东北地区 3 个省

份中，吉林、黑龙江工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 6.3%
和 2.0%，增速同比分别提高 1.0 个和 1.6 个百分点。

辽宁同比下降 15.2%，降幅比上年扩大 10.4 个百分

点。从中可以看出，黑龙江和吉林省工业增加值同

比均为正增长，并且 圆园员远 年下半年以来工业增加值

增速保持平稳，没有出现大的波动。辽宁省工业处

于负增长态势，且波动较大。由于东北各省分化严

重，因此东北三省工业振兴更应该分省施策。当然，

从着力完善体制机制看，东北三省都应该向经济发

达地区学习、借鉴甚至复制其具体市场化机制，但从

产业结构调整看，各省有自己的突出问题，很难按照

“齐步走”的方式来推进振兴政策。对于辽宁省而言，

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的关键应是防范制造业快速衰退

风险，实现装备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突破；对于黑龙江

省而言，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的着力点应该是努力破

除“资源诅咒”，进一步推进工业化进程；对于吉林省

而言，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应是改变经济结构

单一问题，加快建设现代产业体系。

圆园员远 年，京津冀地区工业增速走势分化，北京

工业增加值增速呈现单边上扬态势，天津工业增加

值增速呈现走低态势，河北省工业增加值增速呈现

前高后低的走势。北京工业增加值累计增速自 2 月

份以来持续上升，由 2 月份累计增长-2.5%上升至

11 月份的 4.7%；天津工业增加值累计增速由年初

的 9.2%逐步降至 11 月份的 8.3%；河北省工业增加

值增速由年初的 4.2%逐步上升至 9 月份的 5.6%，

11 月份略降至 5.2%。1-11 月份，北京、天津和河北

工业增加值增速比去年全年分别加快 3.7 个百分

点、-1.0 个百分点和 0.8 个百分点，比 圆园员远 年上半

年分别加快 3.0 个百分点、-0.6 个百分点和 0.1 个

百分点。由于河北省与京津处于不同的工业化阶段，

河北省经济发展水平还较低，要实现协同发展，还需

要对河北省给予更多支持，这包括加大中央对河北

省的转移支付力度，可考虑加大对河北省增值税的

返还比例，或者可考虑将北京、天津的每年新增财力

的 5%左右转移给河北省，在建立跨区域税收分享

制度、土地占补平衡制度建设方面向河北省进行倾

斜，供给要素市场建设方面向河北省倾斜。

二、2017年中国工业经济面临的主要挑战

在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适度加强需求管

理等一系列政策的大力推进下，2016 年工业经济开

局呈现出“缓中趋稳、稳中向好”的总体特征，工业增

速下降、工业品价格下降、工业企业利润下降的格局

有了积极变化，但是，对于 2017 年和未来的中国工

业经济而言，工业运行风险概率依然较大，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仍任重而道远。中国工业经济仍然艰难地

在稳增长与调结构之间寻求平衡。

第一，工业投资增速回落，存在民间投资与国有

投资、国内投资与对外投资的结构失衡现象，制造业

空心化风险加大。

2016 年工业投资特别是制造业投资增速回落。

2016 年全年工业投资总额 231 826 亿元，增长

3.5%，增速比 2015 年全年和 2016 年上半年分别减

少 4.2 个百分点和 0.7 个百分点。其中，采矿业投资

10 320 亿元，同比下降 20.4%，降幅比 2015 年全年

和 2016 年上半年分别扩大 11.6 个百分点和 0.7 个

百分点；制造业投资 187 836 亿元，同比增长 4.2%，

增速比 2015 年全年和 2016 年上半年分别扩大-3.9
个百分点和 0.9 个百分点；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

产和供应业投资 29 736 亿元，同比增长 11.3%，增

速比 2015 年全年和 2016 年上半年分别减少 5.3 个

百分点和 10.6 个百分点。在当前科技和产业快速发

展大背景下，我国正在大力推进“中国制造 2025”、
实施制造强国战略，工业中制造业投资增速大幅回

落，其影响不仅仅是工业转型升级，更为重要的是会

影响到未来经济增长新动能培育和新经济的发展。

在投资的内外结构中，存在着国内投资与国外

投资失衡问题。2016 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不含

农户，下同）596 501 亿元人民币，增长 8.1%，增速较

2016 年上半年减少 0.9 个百分点，比 2015 年全年减

少 1.9 个百分点。自 2001 年以来，我国固定资产投

资均保持在两位数以上的增速，而 2016 年固定资产

投资首次跌破 10%。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

2016 年全年对外直接投资额（不含银行、证券、保

险，下同）11 299 亿元人民币，按美元计价为 1 701
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44.1%，其中制造业对外直接投

资 310.6 亿美元，增长高达 116.7%。而 2016 年全年

吸收外商直接投资金额 8 132 亿元（折 1 260 亿美

元），比上年增长 4.1%，逆差达 441 亿美元，其中制

造业吸引外资 2 303 亿元人民币（折 357 亿美元），

比上年增长为-6.1%。如果我们将这三个增长数据

放在一起比较，2016 年国内制造业投资增长 4.2%，

而制造业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增长为-6.1%，我国制

造业对外直接投资增长为 116.7%，可以初步判断中

本刊专稿 黄群慧 经济新常态下的中国工业经济运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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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制造业外移、制造业空心化的风险正在加大。

在投资的所有制结构中，存在国有投资和民间

投资失衡问题。2016 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不

含农户，下同）国有控股企业固定资产投资 213 096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18.7%，增速比上年全年增加

7.8 个百分点；而民间投资 325 619 亿元人民币，同

比仅增长 3.2%，增速比上年全年减少 6.9 个百分

点。一方面，国有投资增速大幅度增长，另一方面，

民间投资增速大幅度下滑，这反映政府驱动型经济

增长特征和政府投资挤出效应明显。另外，由于民

间投资在制造业占比较大，民间投资增长大幅下滑，

也说明民营企业不愿意继续投资于国内的制造业。

2016 年关于中国制造业税费负担重的争议一直在

持续。因此，进一步降低制造业成本、改善制造业投

资环境无疑对我国未来制造业发展至关重要。

第二，当前我国存在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

重大结构失衡问题，由此而引发的经济风险在不

断积聚。

工业尤其是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主体。实体经

济是一个国家的强国之本、富民之基。但是，近些年

随着我国经济服务化的趋势加大，我国经济发展中

呈现出“脱实向虚”问题。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

面：一是虚拟经济中的主体金融业增加值占全国

GDP 比例快速增加，从 2001 年的 4.7%快速上升到

2015 年 8.4%，2016 年初步核算结果也是 8.4%，这

已经超过所有发达国家，美国不足 7%，日本也只有

5%左右。二是我国实体经济规模占 GDP 比例快速

下降，以农业、工业、建筑业、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

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的生产总值作为实

体经济口径计算，从 2011 年 71.5%下降到 2015 年

的 66.1%，2016 年初步核算结果是 64.7%。三是从上

市公司看，金融板块的利润额已经占到了所有上市

公司利润额的 50%以上，这意味着金融板块企业超

过了其他所有上市公司利润之和。麦肯锡最近一份

针对中国 3 500 家上市公司和美国 7 000 家上市公

司的比较研究表明，中国的经济利润 80%由金融企

业拿走，而美国的经济利润只有 20%归金融企业。

四是实体经济中的主体制造业企业成本升高、利润

下降、杠杆率提升，而且在货币供应量连续多年达到

12%以上。2011—2015 年货币供应量 M2 是 GDP 的

倍数从 1.74 倍上升到 2.03 倍比例的情况下，面对充

裕的流动性，制造业资金却十分短缺、资金成本较

高，大量资金在金融体系空转、流向房地产市场，推

动虚拟经济自我循环。这种“脱实向虚”问题表明，实

体经济供给与金融供给之间、实体经济供给与房地

产供给之间存在着严重的结构性失衡。

造成这种供给结构性失衡问题的原因是复杂

的，既有金融部门对于实体经济部门具有垄断地位、

金融市场服务实体经济效率不高、房地产顶层设计

缺乏和房地产市场亟待规范等众多原因，但是，必须

认识到由于实体经济供给质量不高进而引起实体经

济自身供求失衡、无法提供高回报率是“脱实向虚”

一个根本原因。在经过了快速的工业化进程，进入到

“十二五”时期后，中国逐步进入工业化后期，中国的

实体经济规模已经十分庞大，但是我国是实体经济

大国而不是实体经济强国，实体经济的供给质量还

不高，一个突出表现是劳动生产率还比较低。这意味

着面对着由于工业化后期城市化进程加快推进而带

来的人口结构变化和收入水平提高，消费结构升级

明显，实体经济的供给要素和供给体系无法适应消

费需求结构转型升级的需要，进而造成实体经济投

资回报率低下，这一方面会导致大量资金脱离实体

经济转向虚拟经济，另一方面，在开放经济下，大量

的消费力量和制造业投资将转向国外，这又进一步

导致实体经济萎缩。如果这个问题不从根本上解

决，会出现经济结构高级化趋势明显、但效率反而

降低的“逆库兹涅兹化”问题。对于处于中等收入阶

段的中国而言，效率下降会使得我们加大步入“中

等收入陷阱”的风险。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提高实体

经济的供给质量，不仅是扭转经济发展“脱实向虚”

的需要，还是决定我国经济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

阱”的关键。

第三，世界经济环境不确定性加大，围绕制造业

国际竞争日趋激烈，2017 年中国工业经济增速稳中

趋缓的可能性很大。

当前世界经济呈现出“新平庸”的特点，世界经

济增速持续低迷，潜在增长率在下降，国际贸易和国

际投资增长乏力，尤其是受 2017 年美国特朗普的新

政、欧洲大选、逆全球化趋势的影响，世界经济的不

确定性加大。对于中国制造业而言，我们将同时面临

发达国家的高端挤压和新兴经济体的低端挤压。一

方面，国际金融危机以后，发达国家开始反思“制造

业空心化”，纷纷推进“再工业化”战略，并以制造业

信息化和制造业服务化为核心，制定各类制造业发

展战略和规划。美国提出“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

划”、德国提出“工业 4.0”，试图在“第三次工业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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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牢牢占据制造业高端，特朗普更是提出各种政策

来吸引制造业流回美国，这一切对中国制造业形成

高压态势。另一方面，快速崛起的新兴经济体将以

相对低廉的成本优势，实现对中国制造的替代。随

着这些新兴经济体的发展，其制造业区位吸引力会

快速提升，这会对中国制造业形成低端挤压。因此，

中国制造业发展面临国际竞争日趋激烈。

在这种国际背景下，以及我国国内工业行业固

定资产投资和工业投资回报率下滑等国内趋势性因

素的影响下，2017 年上半年我国工业趋缓压力依然

巨大。基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工业经

济形势分析课题组的模型预测，2017 年全国规模以

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5.8%左右，比 2016 年 6.0%的增

长低 0.2 个百分点。因价格上涨、营收上升、成本下

降及低基数效应等原因，2017 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效益延续上升势头预计至少将持续到 2017 年年中，

上游利润增速继续回升，中游整体小幅回升，下游基

本稳定。考虑到房地产周期的影响以及汽车产业政

策回归正常，到 2017 年第三季度，工业可能再次承

受压力。

三、未来中国工业经济发展应处理好的

几方面关系

2016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必须从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入手努力实现供求关系新的动态均衡，

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终目的是满足需求，主攻方

向是提高供给质量，也就是要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

效供给，着力提升整个供给体系质量，提高供给结构

对需求结构的适应性。工业经济是供给体系的主体

内容，提升工业经济的供给质量，无疑是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的重中之重。这意味着，中国工业经济增长

的重点应该从数量扩张转向质量提升，为此，应该处

理好以下几方面关系。

一是正确处理降低成本与提升质量关系，持续

提升中国工业产品质量。虽然中国工业体系十分完

整，能生产联合国工业门类中的所有产品，但在低成

本工业化战略驱动下，产品档次偏低，标准水平和可

靠性不高，缺乏世界知名品牌，2016 年世界 500 强

制造业品牌数量仅占 2%，中国制造的产品质量和

品牌在消费者心目中的地位一直没有得到有效提

升。工业转型升级的终端体现是产品质量和企业品

牌的提升，工业强国首先一定是质量强国。中国工

业一定要走出为了降成本而牺牲质量的误区。围绕

提升质量，企业必须持续强化全面质量管理，不断进

行管理创新和工艺创新，建立精益求精的“工匠精

神”文化，而国家必须加强计量、标准、认证认可和检

验检测等国家质量技术基础（NQI）建设，其中计量

是控制质量的基础，标准是指引质量提升的基础，认

证认可是建立质量信任的基础，检验检测是衡量质

量的基础。

二是正确处理服务业和工业关系，生产性服务

业发展要有利于提升促进工业转型升级。近几年我

国经济服务化趋势十分明显，工业比重持续下降，但

由于服务业“鲍莫尔成本病”以及服务业自身结构转

型升级缓慢，服务业的效率远低于工业，我国存在经

济结构升级、效率降低的“逆库兹涅兹化”风险。“中

等收入陷阱”问题本质上是一个效率问题，跨越“中

等收入陷阱”要求工业和服务业之间形成一个互相

促进转型升级、进而提高效率的良性机制。生产性服

务业要大力发展，但一定要以促进工业转型升级、提

升工业效率为目的，资本市场建设要围绕培育战略性

新兴产业、利用新技术全面改造传统工业这个中心，

坚决避免虚拟经济过度偏离工业而形成泡沫经济。

三是正确处理对外开放与自主创新的关系，重

视发挥外资对中国工业转型升级的作用。虽然我国

进入更加强调自主创新的发展阶段，但是自主创新

与对外开放、消化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促进公平市场

竞争等政策并不矛盾，何况消化引进再创新本身就

是自主创新的一种重要的方式。毋庸置疑，任何一个

国家都需要培育自身自主创新能力，努力占领技术

制高点，减少技术对外依存度，但是当今的世界，自

主创新能力培育的方式不是闭关锁国，而是在扩大

开放基础上交流融合创新。当前我国需要进一步营

造公平竞争环境，推动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充

分发挥外资在高端、智能、绿色等先进制造业和工

业设计、现代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的作用，促进中

国工业沿着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服务化方向转

型升级。

四是正确处理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的关系，重

视发挥竞争政策对工业产业组织的优化作用。当前

中国进入工业化后期，虽然产业政策在培育战略性

新兴产业、激励创新、淘汰落后产能等方面还有重要

作用，但我国长期以来习惯采用的强选择性产业政

策的不适应性日益突出，而以完善市场竞争秩序、创

造有利于技术创新的生态环境为基本导向的竞争政

策的意义则更为显著。在这种背景下，2015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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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China's Industrial Economy Operation under the New Economic Normal
———Features of 2016 and Challenges in 2017

Huang Qunhui
（Institute of Industrial Economics of Cass，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732）

Abstract：In 2016，China's industrial economy showed a general feature of "slow to stabilize and steady for the better"，and
the decline of industrial growth，prices and profits in terms of the patterns of industrial enterprises indicated some positive
changes， further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continued to deliver a trend of high-end forward. However， for China's industrial
economy in 2017 and the future， the probability of industrial operation risk is still large， and the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also has a long way to go. Then China's industrial economy will still struggle to find a balance between the steady
growth and structural adjustment.
Key words：the New Economic Normal；Industrial Economy；Economic Cycle；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12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价格机制改革的若

干意见》明确指出，加强市场价格监管和反垄断执

法，逐步确立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加快建立竞争

政策与产业、投资等政策的协调机制。因此，建立和

完善竞争政策的作用机制，促进民营企业、中小微企

业公平参与市场竞争，优化工业产业组织结构，发挥

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在颠覆式创新中的作用，对工

业转型升级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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