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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自
韩国的经验与启示＊

沈铭辉　李天国

【提　要】在经济发展不同时期，韩国政府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产业布局，以

求实现经济供需平衡。在早期供给侧改革探索中，韩国政府提出 “稳定、效率、均衡”的

政策思路，调整产业结构，促进协调均衡的产业发展，同时，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秩序，反

对各种形式市场垄断。进入高收入时期，韩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放在企业内部治理

与宏观调控体系以及公共机构改革等方面。当前中国供给侧改革可以借鉴韩国的经验，实

施结构性税收政策，降低宏观税负和制度性交易成本，不断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实现国民

经济稳定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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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是国民经济宏观调控的两种不同形式，需求管理作为一种间接性宏观调控

体制，间接引导消费者和投资者做出增加或减少消费与投资的决策，以实现总供给与总需求平衡的

目的。在需求侧经济调控与管理模式下，政府强调需求侧管理对经济的调控作用，并通过需求来平

衡经济。与需求侧管理不同的是，供给侧管理是一种结构性宏观调控模式。供给侧管理与需求侧管

理相比，其政策影响更加直接，同时也具有强制性和精准性的特点。① 政府不仅可以通过经济政策手

段，还可通过产业结构、产权结构、投融资结构等行政和法律手段来调控经济。
我国推动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虽然强调供给侧管理，但并不等同于西方供给学派的做法。被冠

以 “里根经济学”之称的供给学派思想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至８０年代的 “滞涨”时期发挥重要作用，
其政策主张主要是通过大幅减税和削减社会 福 利 等 措 施 来 刺 激 经 济 增 长，同 时 缓 解 政 府 财 政 压 力。
而我国供给侧改革主要针对的是 “四降一升” （经济增速下降、工业品价格下降、实体企业利润下

降、财政收入下降、经济风险上升）的问题，我国消费者物价指数并不高，失业率也处于较低水平，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后全球金融危机时期新兴经济体国家风险形成机制研究”（１５ＢＧＪ０３３）的阶段性成果。

①　参见何自力：《在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创新宏观调控体制》，《财经理论研究》２０１６年第２期，第１～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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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与当时美国经济增长停滞、通货膨胀、失业率高企的 “滞涨”局面不同。当前中国经济面对的真

正矛盾是供给侧无法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① 传统低端产业产能过剩，供给方面无法满足居民的高质

量与高品质消费需求，生产要素无法得到有效配置等问题是困扰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需求侧

管理政策的边际效用已经下降，需要通过供给侧改革解决经济结构性矛盾。
再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不像供给学派那样排斥需求侧管理，而是寻求需求侧与供给侧的协

调平衡。供给学派否定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调控方法，强调自由市场会自动调节生产要素的供给和

利用，需求会自动适应供给的变化，因此供给学派主要政策工具是减税和减少政府管制。但我国供

给侧改革不仅承认市场的作用，同时也采取政府的配合与引导，可见供给侧改革仍然重视需求侧管

理，我国供给侧管理的焦点放在调整结构上，要实现要素配置和供给体系的优化。
事实上，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美国实施的里根经济学很难为我国当前供给侧改革提供有效经验。值得

注意的是，韩国长期实施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发展战略，政府对国民经济发展的规划与干预对其经

济增长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韩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和管理也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化随之得到调

整，在韩国经济不同发展阶段，韩国政府适时运用供给侧管理方法，使得经济增长得以保持较高增

长速度。
韩国学界对韩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很多不同角度的讨论。权永勋 （２０００）认为，韩国经济要

通过结构主义政策和秩序主义相结合的多元主义经济政策体系来研究。他认为需要吸取不同经济学

派的合理观点运用于韩国经济改革的实践。② 金圣泰和任炳仁 （２００９）通过实证考察过去４０多年来

韩国经济发展过程中运用的财政政 策，讨 论 政 府 供 给 体 系 对 韩 国 经 济 增 长 的 影 响。研 究 结 论 显 示，
韩国政府的公共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产生积极影响，而且公共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在高增长时

期最为明显，财政政策发挥了作为稳定器的重要作用。③金基浩和李宗元 （２００９）通过生产函数方程

计算韩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并认为人力资本、技术创新以及产业两极分化的缓和等方面的因素可以

弥补经济增速放缓，提出通过供给侧改革提升增长潜力的对策。他们主张政府不能把过多精力放在

短期调控上，而应从长期角度持续制定公共部门结构调整等供给侧政策，让韩国经济获得长期增长

的动力。④ 沈智洪 （２００３）认为韩国政府通过结构性调整政策成功度过金融危机，并实现经济的快速

复苏，但投入了过多资本，并且产生很多道德风险。他认为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角度看，企业、金

融、劳动市场、公共部门等领域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发挥市场机制方面也有不少教训。他认为企

业结构调整方面要考虑好财阀政策与竞争秩序之间的关系，同时要注重构筑社会保障网络，避免在

社会保障体系上出现漏洞。⑤

到目前为止，国内专门研究韩国 供 给 侧 结 构 性 改 革 的 文 章 极 少，绝 大 多 数 文 献 并 非 讨 论 供 给

侧改革，而是从不 同 角 度 研 究 韩 国 经 济 转 型。从 产 业 结 构 角 度，赖 俊 平、张 涛 和 罗 长 远 （２０１１）
认为韩国通过产业生产率的提高弥补 了 劳 动 力 成 本 的 上 涨。为 了 提 升 产 业 生 产 率，韩 国 政 府 重 构

市场竞争环境，影响企业微 观 行 为，鼓 励 产 业 内 企 业 合 并，制 定 合 理 的 保 护 退 出 机 制，促进了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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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创新。① 韩秋 （２００６）认为韩国的产业结构调整经验在于，适时培育动态比较优势产业，降低社

会各项事业的管理成本，将有限的资源运用到最关键的部门和行业。② 徐佳宾和徐佳蓉 （２００２）则把

韩国产业政策调整与税制改革联系在一起，认为韩国是税收干预主义的一个代表。韩国政府从长远

考虑，为适应经济发展战略而对税制进行改革，使激励的对象和内容随着政策重点的转移作相应调

整。他们肯定了韩国税收激励的作用，认为没有产生重大腐败等副作用。③从财政政策角度，曲婷婷、
张海鹏 （２００９）认为韩国财政资金通过向农村提供公共产品来支持农村发展，而且财政支持农村政

策形成长期和稳定的制度化，有助于产业结构的快速调整。④从农村经济改革角度考察，齐永峰、巨

强 （２０１６）认为韩国农业改革实现了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了社会公平，保障了社会稳定。
他们认为中国有必要借鉴韩国经验，健全农村基础设施，改善农村公共服务。推动城乡公共资源均

衡配置是中国在三农问题上能够 “补短板”的重要内容。⑤从经济转型角度考察，李天国 （２０１６）讨

论韩国转型期的技术进步、对外贸易政策、金融部门与企业制度改革等，认为中国需要借鉴韩国经

验，完善国际经济治理体系，通过优化产业结构的供给面，调整资源配置，为微观经济主体提供良

好发展空间。⑥ 现有文献大多从产业结构角度分析韩国经济转型，而且绝大多数文献并未将韩国经济

政策纳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整体框架之中进行讨论。另外，本文所讨论的韩国宏观经济调控工具与

方法也很少被现有文献所提及。
韩国是二战后极少数从最不发达国家成功实现经济赶超和经济转型的国家。而且韩国作为东亚

国家，与中国同属儒家文化圈，其市场经济体制采用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韩国重视政府在经济发

展中的作用，通过政府的一系列政策调控来引导经济转型。韩国政府以国民经济宏观管理者的身份，
确定国民经济发展战略，制定重点扶持的产业，引导企业的发展方向，并促使整体经济保持较大活

力。而到了经济发展后期，韩国政府开始更加注重市场公平秩序建设，更侧重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韩国从一开始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到顺利过渡到大力发展资本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产业，完成了产

业结构升级，成功实现工业化进程。韩国也通过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和技术创新型发展战略，在信

息技术、半导体、电子等产业上占据全球领先地位。从韩国最初的发展条件到韩国推行的经济发展

模式，都与中国经济改革具有相似特点。从这个角度看，韩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能对我国当前

的供给侧改革更具借鉴意义。

二、韩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初期探索

进入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国际经济出现各种危机和动荡。１９７３年第一次石

油危机爆发，世界经济因石油价格上涨而受到了负面影响，其中多数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增长都显著

放慢。随后，受到贸易保护主义的影 响，不 少 国 家 的 出 口 受 到 限 制，国 际 贸 易 环 境 面 临 严 峻 局 面，
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市场大幅萎缩，出口导向型国家受到的冲击尤为严重。这一时期，由于韩

国政府对工业扶植力度过大，特别是重化工业投资失衡，工业生产效率低下，农林水产业的产值也

大幅下降；对外经济领域，出口不断下滑，国际收支赤字攀升，外债负担加重，最终，导致韩国通

４６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２０１８年第５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赖俊平、张涛、罗长远：《动态干中学、产业升级与产业结构演进———韩国经验及对中国的启示》，《产业经济研究》２０１１年

第３期，第１～９页。

参见韩秋：《韩国产业结构转换中的动态比较优势》，《黑龙江社会科学》２００６年第３期，第１４１～１４４页。

参见徐佳宾、徐佳蓉：《韩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和税制改革》，《税务研究》２００２年第１１期，第７５～８１页。

参见曲婷婷、张海鹏：《韩国财政支持农村发展的经验与借鉴》，《经济纵横》２００９年第５期，第１１２～１１４页。

参见齐永峰、巨强：《韩国 “新村运动”对我国农业供给侧改革的启示》，《农业发展与金融》２０１６年第１１期，第６０～６２页。

参见李天国：《“中等收入陷阱”与经济结构改革：来自韩国的经验》，《亚太经济》２０１６年第６期，第６９～７５页。



货膨胀率攀升至２１％，批发物价上涨率达到１９．７％，国民经济结构出现了失衡现象。① 第四个五年

计划期间 （１９７７～１９８１年），韩国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从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的１１．２％下降

至５．８％，进出口增长率、通货膨胀率、经常账户收支等经济指标均未达到预期目标。
为了应对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１９８１年韩国政府提出 “稳定、效率、均衡”的政策思路，对国

民经济进行了全面调整。这次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第一，调整产业结构，促进协调均衡的产业发

展，提高就业岗位和机会；第二，加快农村工业化进程，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第三，加快市场开放

步伐，不断放宽各种进口与投资限制；第四，推进金融自由化改革，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秩序，反对

各种形式市场垄断；第五，推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第六，采取紧缩性财政和

货币政策，抑制通货膨胀；第七，加大对技术研发的投入，大力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等。
其中，调整产业结构是此次供给侧结构改革的重中之重，在韩国众多产能过剩行业中，房地产

行业与重化工业是最为突出的两个部门。韩国国内名义工资上涨推动了通货膨胀水平，更重要的是

导致房地产投机活动，助长了房地产市场的泡沫。１９７８年５月２２日，韩国颁布建筑规制措施，对于

７０坪②以上投资、以商用或公用为目的的建筑物一律禁止发放施工许可。同年８月８日，韩国政府又

公布了 《旨在抑制房地产投机以及维护土地价格的综合政策》（又称 《８．８房地产综合政策》），该政

策调整了一般居住型住宅交易所得税率，从原来的３０％提升至５０％；并对不同住房购买者采取了差

别待遇，规定对于首套住房购买者减免注册费、购置税以及交易税。随后，韩国政府陆续实施土地

交易制度改革，将投机可能性较大的１２２个洞③以及８个住宅区列为重点监控地区，严禁房地产商或

中介机构进行房地 产 投 机 活 动。１９８４年 后，在 韩 国 政 府 的 严 格 管 控 之 下，韩 国 的 房 地 产 市 场 逐 步

降温。
在重化工业领域，１９７９年韩国政府出台了 《经济稳定化综合措施》，大幅度打破了垄断许可产品

类目，调整对重化工业的过度倾斜政策，引导企业增加轻工业产品供给。１９８０年８月，韩国政府对

发电设备、汽车、工程重型装备等存在重复及过剩投资的３大领域９种产业进行结构调整。１９８０年

１０月，韩国政府完成了对重型电机、电子交换机、铜冶炼等产业的结构调整，而部分产业部门的结

构调整一直持续到２０世 纪８０年 代 末。④ 对 于 新 兴 产 业，韩 国 政 府 则 通 过 减 税 等 政 策 鼓 励 其 发 展，

１９８５年韩国政府修订了 《租税减免规制法》，对于列入政府鼓励发展目录的产业给予优惠税收政策，
减免转让税、购置税、注册税等。

除了产业政策外，韩国政府在财政金融政策方面着力较大。２０世纪８０年代，韩国经济受到第二

次石油危机等国际经济环境的影响，增长速度出现较大波动。尤其是１９８０年韩国出现－１．９％的负

增长，固定投资也出现－１２％的负增长，经常项目赤字达到历史最高纪录的５３．１２亿美元。但是作

为韩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调控对象———物价水平，得到了有效的控制。１９８０～１９８１年韩国消费者

物价指数增长速度达到２５．１％，生产者物价增长速度达到２９．７％，而到了１９８５年消费者物价指数

和生产者物价指数增长 率 分 别 下 降 至２．５％和０．９％。与 此 同 时，韩 国 工 资 水 平 出 现 了 过 度 上 涨 压

力，韩国政府率先压低了政府部门公务员的工资水平，并且有意识地将公务员工资上涨率作为说服

民间企业管控工资过度上涨的理由。为了防止出现工资上涨导致通货膨胀的局面，政府引导企业和

工人根据未来物价上涨率来确定企业部门的工资。这样，韩国政府有效地利用供给侧管理手段，防

止经济出现物价—工资螺旋上升，较好地维护了宏观经济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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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坪”为韩国传统计量系统尺贯法的面积单位，主要用于计算房屋、建筑用地之面积；１坪相当于３．３０５７平方米。
“洞”为韩国地方行政区划单位，是下辖于区的四级行政区。

韩国政府于１９８６年和１９８８年共实施五次行业结构调整，共关闭了７８家大型重工业企业。



三、高收入阶段韩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评价

（一）高收入阶段韩国供给侧改革背景

　　进入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韩国经常项目收支情况除了１９９３年以外基本上保持逆差水平，经常

项目逆差规模呈现逐年扩大的趋势，１９９０年仅为２０．１４亿美元，但到１９９６年已经扩大了１０倍以上，
规模达２３１．２亿美元，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高达４．０％。

图１　韩国经常收支变化趋势

注：单位为亿美元。

数据来源：根据韩国中央银行统计数据 （ｈｔｔｐ：／／ｅｃｏｓ．ｂｏｋ．ｏｒ．ｋｒ），笔者自行绘制。

在此期间，在韩国经常项目保持较高逆差水平的情况下，资本领 域 仍 然 维 持 净 流 入。１９９０年，
韩国的资本项目收支实现了２５．６４亿美元的盈余，而到１９９６年资本项目盈余已经扩大到２３３．２７亿

美元。亚洲金融危机前，韩国经常项目收支不断恶化，短期外债规模扩大，在外汇储备捉襟见肘的

情况下，各种海外资金却在不受监管地净流入韩国资本市场，韩国金融市场的任何风吹草动都有可

能打破海外投资者对韩国市场的信心，韩国资本市场面临巨大的风险。
外汇储备和债务规模是不得不提的指标，这些指标与１９９７年韩国经历的金融危机有密切联系。

１９８６年韩国的外汇储备只有７７．４９亿美元，由于汇率贬值带来出口的增加，韩国外汇储备在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中期开始有 明 显 的 增 长，１９８９年 达 到１５２．４５亿 美 元。但 是１９９０年 后，韩 国 出 口 竞 争 力 下

降，使得该国外汇储备一度负增长，１９９１年韩国外汇储备跌落至１３７．３３亿美元。尽管韩国外汇储备

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有所恢复，并实现了较快速度增长，但是韩国外汇储备波动大，特别是短期

债务过高，外汇储备显得杯水车薪。尤其是１９９６年，尽管韩国外汇储备达到了３３２．３７亿美元，但

同时期该国的短期债务已经高达７５８．８６亿美元，长期债务也达到８１４．７７亿美元，韩国的短期债务

占外汇储备比重这一指标此时已经达到２２８％的危险水平。
（二）高收入阶段韩国供给侧改革内容与评价

１９９７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前，韩国的供给侧与需求侧管理交替进行，而到亚洲金融危机后，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特征更加明显。亚洲金融危机对韩国经济的影响显著，这些影响不仅表现在对大企业

的规制方式和金融制度方面，而且也表现在政府的宏观调控思路上。具体而言，亚洲金融危机期间，
韩国政府的应对措施主要集中在实施结构改革和克服外汇危机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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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产业政策调整与企业内部治理改革。客观地看，亚洲金融危机沉重打击了韩国，其主要

原因就是在增速换挡期韩国产业结构调整不到位。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韩国政府在确定产业与企

业改革总体原则后，通过完善证券交易法、破产法、公司整顿法等确立法制基础，达到限制企业盲

目扩张的目的。随后，韩国政府陆续发表 “金融和企业结构调整方案”等改革政策，要求各商业银

行对于经营不善的企业进行客观评估，并通过合并、出售或关闭等方式整顿相关产业。在韩国政府

的强有力的干预下，韩国最大的财阀之一———大宇集团最终宣告破产，打破了过去 “大马不死”（大

而不能倒）的神话，对韩国产业与企业结构改革产生深远影响。
亚洲金融危机后，韩国政府对大企业集团之间的不正当内部交易进行了集中调查。根据韩国政

府的调查结果，韩国前五大企业集团的８０家子公司与３５家受资助公司涉嫌不正当交易。在１９９８年

中期至１９９９年初的半年之内，韩国政府对这些违反市场秩序的大企业集团处以１８９９亿韩元的罚款。
为了调整产业结构，韩国政府要求大企业集团进行生产结构调整，实现资产重组与优化。在韩国政

府的推动下，大企业集团实现重大产业交换方案，大企业集团得以集中从事各自核心优势产业，而

避免过度膨胀与重复投资。在韩国政府的主导下，大企业集团的经营状况迅速改善，大企业集团对

经营与投资的理念也发生很大变化，韩国大企业集团更加重视现代公司治理，不断完善公司内部制

度来防止投资战略出现纰漏，公司的经营者与所有者之间利益也逐渐实现均衡。
第二，财政政策调控。从宏观调控方式上，韩国政府先实施了紧缩政策，其政策目的是缩小国内总需

求规模，将经常项目赤字转化为黑字，不断扩充外汇储备，同时抑制货币汇率贬值的趋势。① 得益于紧缩

性宏观调控政策，韩国经常项目逐步出现盈余，经常项目收支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从１９９７年的－１．６％
好转为１９９８年的１１．３％，与此同时，韩元也逐步停止大幅贬值，呈现一定区间内的上下浮动趋势。②

紧缩性调控政策取得成效之后，韩国政府宏观政策基调及时转向宽松，宽松财政政策有助于恢

复经济增长信心和推动社会保障建设。③ 亚洲金融危机后，韩国政府在实施宽松财政政策的同时，谨

慎控制财政赤字规模，尽管连续数年财政收支保持赤字，但是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基本维持

在２％的水平上。与此同时，韩国也注重管控隐性赤字问题，通过将政府担保债务转为国债，韩国政

府有效地调控了隐性赤字，确保政府宽松的财政政策实施空间。由于韩国政府将政府担保债务转为中央

政府的国债，政府担保的债务规模逐年下降，而中央政府的国债规模则有所提高。④ 具体而言，１９９８
年韩国政府担保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１４．９％，而到２００４年已经下降至８．５％，到了２００７
年下降至３．７％。而中央政府的国债规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１９９８年的１４．８％上升至２００４年的

２５．２％和２００７年的３２．１％，韩国政府担保债务问题的妥善安排解决了韩国宽松财政政策的后顾之忧。
另外，韩国政府也通过减税配合实施宽松财政，韩国政府将个人所得税从２００２年的１０％～４０％

下调至９％～３６％，２００５年 又 从９％～３６％下 调 至８％～３５％；对 于 利 息、股 息 和 红 利 所 得 税 率 从

２００１年的２０％下调至１５％，２００５年 再 次 从１５％下 调 至１４％；对 于 法 人 税，２００２年 下 调１个 百 分

点，⑤ ２００５年再次下调２个百分点。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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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李天国：《经济转型、收入差距与社会保障政策：韩国政府的探索》，《东北亚学刊》２０１６年第６期，第４０～４５页。

参见 ［韩］金圣泰、任炳仁：《韩国经济增长与财政：评价及经济再起飞的政策》，韩国应用经济学会期刊 《应用经济》２００９年

第２期，第８９～１３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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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货币政策调控。货币政策方面，韩国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逐渐从紧缩向宽松转变。① 韩国

政府通过协商延 长 了 外 债 的 偿 还 期 限，并 逐 步 采 取 扩 张 性 政 策，Ｍ２的 增 长 率１９９７年 达 到１８％，

１９９８年达到２３．６％。为了加强货币当局的政策独立性，韩国修订了 “韩国银行法”，并以此强化韩

国货币当局的宏观调控政策的法律依据。②

更重要的是，韩国中央银行改革了货币调控方式，从亚洲金融危机前的数量型调控方式转向价

格型调整方式。１９９８年以前，韩国主要通过货币量来调整通货膨胀，但亚洲金融危机后韩国政府认

为通过货币供应量很难调控物价水平，因此货币当局改革政策工具，通过调整政策基准利率来实现

物价调控目标。③ 按照这种货币调控思路，韩国货币当局每隔３年重新评估并调整物价稳定性目标，④

而实际物价水平也基本维持在这一目标区域 （参见图２和表１）。由此，韩国长期以来实行的货币供

应量目标制度正式从宏观调控制度中淡出。

图２　韩国中央银行物价稳定性目标与物价变动率 （单位：％）

数据来源：根据韩国中央银行数据 （ｈｔｔｐ：／／ｅｃｏｓ．ｂｏｋ．ｏｒ．ｋｒ），笔者自行绘制。

韩国货币当局频繁使用利率工具，大幅强化利率在货币政策方面的重要作用。亚洲金融危机后，
韩国的利率调整政策不断得到修订，韩国中央银行每月决定政策利率水平，并通过货币政策引导利

率水平。拆借利率目标更加具体，韩国金融市场也从以银行为中心的格局逐步转向以市场为中心的

格局。⑤ 当韩国金融货币委员会决定拆借利率后，韩国中央银行则通过公开市场操作来调整银行准备

金水平，使得拆借市场的利率维持在目标利率水平附近。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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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政策当局在１９９８年将消费者物价指数作为其调控目标，２０００年将 调 控 目 标 改 为 核 心 通 货 膨 胀 率，２００７年 又 重 新 恢 复 至 消

费者物价。



表１　物价稳定性目标制度下的物价目标值与实际值

年度 基准物价 目标值 实际值 备注

１９９８年 消费者物价 ９±１％ ７．８％ 亚洲金融危机

１９９９年 消费者物价 ３±１％ ０．８％ 亚洲金融危机

２０００年 核心通货膨胀率 ２．５±１％ １．８％

２００１年 核心通货膨胀率 ３±１％ ３．６％

２００２年 核心通货膨胀率 ３±１％ ３．０％

２００３年 核心通货膨胀率 ３±１％ ３．１％ 信用卡事件

２００４～２００６年 核心通货膨胀率 ３±０．５％ ２．３％

２００７年～２００９年 消费者物价 ３±０．５％ ３．３％ 全球金融危机

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２年 消费者物价 ３±１％ ３．１％ 欧洲债务危机

２０１３年～２０１５年 消费者物价 ２．５～３．５％ １．３％

　　数据来源：韩国中央银行 （ｈｔｔｐ：／／ｅｃｏｓ．ｂｏｋ．ｏｒ．ｋｒ／）。

事实上，韩国货币当局的价格型调控方式有效避免了韩国经济出现过度动荡。１９９８年８月之后，
韩国中央银行采取的利率政策已经出现非常明显的变化，其最大特点就是实行低利率政策。韩国中

央银行连续多次下调拆借利率，使得金融市场利率水平大幅下滑。当时，韩国中央银行大幅下调利

率的目的在于，通过低利率为韩国国内企业提供金融支持，降低负债水平较高的企业还本付息的负

担，为国内经济注入活力。① 进入２０００年后，每次韩国遇到各种经济冲击的时候，韩国货币当局就

会数次下调利率，而经济增长恢复时期，则小幅上调利率 （参见图３）。例如ＩＴ泡沫破灭、信用卡事

件以及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等各种经济冲击发生时，韩国货币当局的价格型调控方式在平滑韩国经济

波动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图３　韩国中央银行的基准利率变化趋势

资料来源：韩国中央银行 （ｈｔｔｐ：／／ｅｃｏｓ．ｂｏｋ．ｏｒ．ｋ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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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公共部门改革。为了提高国民经济运行效率，韩国政府大刀阔斧地推进政府公共部门改

革。韩国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相关机构和人员进行大幅精简改革，提高机构运营效率。为了提

高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作用，韩 国 推 动 了 规 制 改 革，在 国 务 总 理 办 公 厅 下 设 规 制 改 革 委 员 会，
推动 “规制减半”运动。韩国政府也通过开放型聘用制、改革绩效考核制度等方法来塑造公务员竞

争体制，改善政府职能效率，提高政府对国民服务质量。与此同时，为了强化宏观政策实施与结构

性改革精准度，韩国政府解散了过去的财政经济院等部门，改组成立金融监督委员会和企划预算委

员会，并且推动部分机构的民营化进程。根据１９９８年民营化计划，２６家韩国国有企业中，浦项综合

钢铁、韩国重工业、韩国综 合 化 学、韩 国 综 合 技 术 金 融、国 情 教 科 署 等５家 单 位 立 即 实 现 民 营 化，
并对韩国电气通信公社、韩国烟草人参公社、韩国电力公社、韩国天然气公社、大韩石油运输公社、
韩国地区供暖公社等６家单位逐步实现民营化，并要求另外１５家单位启动管理创新与自我结构调整

方案。
经过韩国政府多年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仅韩国经济增长速度实现较快恢复，国民经济结构

也得到明显改善。消费占韩国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从１９５３年的９２．３％下降至２０１３年的６５．９％，
而投资的比重从１５．６％升至３０％。在对外经济领域，出口和进口的比重也有巨大变化。１９５３年总出

口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２％，而２０１３年已经达到５５．９％，总进口也从９．９％增至５０％。外汇储备也

从１９９７年末的１９７亿美元，上升至１９９８年的５１９亿美元，并于２００５年突破２０００亿美元。

图４　韩国国际储备与外汇储备增长趋势

注：单位为十亿美元，％。

数据来源：根据韩国中央银行数据 （ｈｔｔｐ：／／ｅｃｏｓ．ｂｏｋ．ｏｒ．ｋｒ），笔者自行绘制。

从两次韩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施可以看出，第一次的韩国供给侧改革主要是解决国内产业

过剩，尤其是国内重化工领域存在的盲目重复投资现象和房地产领域投机活动猖獗等问题。韩国采

取的供给侧政策方法是调整对重化工业的过度倾斜政策，针对性地将资本引向新兴产业，通过减税

方式为这些新兴产业提供良好政策 环 境。对 于 房 地 产 市 场，则 调 整 一 般 居 住 型 住 宅 交 易 所 得 税 率，
实施土地交易制度改革，监控重点地区，严禁房地产商或中介机构进行房地产投机活动。同时，通

过采取紧缩性财政和货币政策，抑制通货膨胀。第二次的韩国供给侧改革则全方位调整韩国经济的

供给问题，包括企业制度改革、宏观经济调控模式和公共部门改革等。这些供给侧改革不仅推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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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产业的技术进步，提高了韩国大企业在全球信息通讯技术、钢铁、石化和电子等产业领域的竞

争力，而且也奠定了韩国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基础。
韩国的供给侧改革体现了供给学派所主张的通过减税和放松对经济的干预来刺激供给增加的政

策，以及货币学派所主张的控制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稳定货币政策等综合地运用于政府对经济的宏

观调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摆脱滞胀和控制通货膨胀的经济目标。作为供给侧改革的实施条

件，韩国面临的国内外经济环境并不完全等同于当前中国面临的经济环境。在供给侧改革实施背景

中，中韩两国都面临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韩国分别遭遇了全球石油危机和金融危机，而中国则遇

到发达国家逆全球化与贸易保护主 义 的 威 胁，使 得 两 国 都 在 对 外 出 口 方 面 受 到 了 不 小 限 制。不 过，
韩国受到经常项目赤字的威胁，而且外汇储备严重不足，对外债务管理成为其国民经济的重要风险

因素。而中国方面，虽然货物进出口总额也曾出现连续两年下滑局面，但总体上经常项目仍然处在

盈余状态，而且外汇储备等方面充足。中国经济的风险更多来自于长期刺激经济导致的地方政府债

务。虽然具体面临的问题有所不同，但中韩共同面临的难题是如何在全球外部市场受到限制的情况

下，通过国内改革来解决过多人为干预经济导致的产业过剩、盲目投资与债务问题。此外，除了对

产业本身进行升级与结构调整外，中韩两国还都面临改善政府治理经济的能力问题。这里涉及到了

宏观调控方法与工具，韩国不仅推动 了 公 共 部 门 改 革，而 且 从 宏 观 调 控 体 系 上 着 手 不 断 进 行 完 善，
从这个角度说，韩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能够为中国供给侧改革提供有益借鉴。

四、政策启示及建议

当前我国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在供给端，因此也需要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加以解决。２０１５
年１１月，中央决定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为此部署了 “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

短板”等五大任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加了 “结构性”提法，预示着当前和未来一个阶段我国宏

观经济改革并不是简单 “照抄”西方经济学中的供给理论，而是与中国经济实情相结合。鉴于韩国

经济结构强调制造业，同时韩国长期实施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发展战略，结合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实践，未来一个阶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尚需深化和进一步精准施力。
（一）供给侧经济改革要注重短期与中长期目标之间的平衡，要以提高长期经济效率和产业竞争

力为目标导向

当前，全球价值链和产业结构正处于大调整时期，这一形势导致新兴经济体发生系统性风险的

概率加大。① 中国在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时，不得不通盘考虑稳定增长与预防风险的政策目标，这

也使得政府实施经济存量改革的难度进一步加大。分析韩国的供给侧改革不难发现，其宏观经济政

策 （包括汇率、利率等方面改革）注重效率，以提高经济效率和产业竞争力为目标导向，并非单纯

调整产业结构或支持特定行业。
如果将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与结构升级定义为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长期任务，那么经济增

长的短期波动是关系到需求侧的主要短期目标。毫无疑问，经济增长或者保障就业非常重要，但如

果把结构性改革的目标仅限定于这些指标上，就无法实现结构性改革的长期任务。因此，要注重短

期与中长期目标之间的平衡，必要时甚至可以牺牲一部分短期经济增长目标。长期内，集中力量纠

正资源配置机制，破除经济系统中的机制性障碍，优化和升级产业结构是根本任务。对于我国结构

性改革，简单的去杠杆方式并非最优方法，更重要的是需要在稳定去杠杆速度的情况下，将政策发

力于经济结构的升级上，使得长短期目标同时受力，这样不仅有助于控制短期经济风险，同时也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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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助于解决我国经济运行中长期存在的结构性矛盾。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最终落 脚 点 要 放 在 微 观 主 体，通 过 财 税 政 策 降 低 企 业 的 制 度 性 交 易

成本

作为国民经济的基本单位，微观经济主体是市场经济活动的直接参与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

发力的终端在于微观经济主体。因此，结构性改革要始终将注意力放在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与

活动上。而财税政策是影响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重要变量。
韩国在高收入阶段的供给侧管理经验是：税收政策是供给侧管理的重要内容之一，减税政策为

降低企业经营成本，对冲经济下滑起到了积极作用。尤其是，韩国采用的减税政策既注重 “减税结

构”，同时也注重 “降低宏观税负”，在普遍为企业降低税收负担的情况下，还会对不同产业、不同

种类税种、不同人群同时进行调整。当前全球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尚未完全消除，美国的宏观政策

和税改方案对新兴经济体的外溢较大，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增长也已经从高速增长阶段进入中高速

增长阶段，进一步减税降费有助于减轻企业经营的税费负担，并调动企业生产经营积极性。我国营

改增改革全面铺开，不仅是房地产业和金融服务业等行业被纳入到营改增范围，更重要的是营改增

减负幅度采取区别化政策，使得营改增改革具有了调整产业结构的功能。我国应借鉴韩国的减税方

法与模式，既降低宏观税负，也要关注不同缴纳主体所面临的不同处境。对于企业而言，税外负担

也是一笔不小的支出，五险一金和行业潜规则等均应作为政府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容，进一步为

企业降低其他经营成本，释放企业发展潜力，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红利最大化。
事实上，除了税负外，企业的经营活动也受到制度性交易成本的影响，这些交易成本与宏观税

负共同构成了影响营商环境的因素。韩国政府对公共部门的改革为韩国供给侧改革顺利实施奠定了

重要的制度基础，通过改组与精简机构，韩国政府机构的整体运行效率得到进一步提升，降低了企

业在市场竞争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特别是韩国的 “规制减半”运动，大幅简化了企业各项审批程

序和各种书面以及法规程序，对提高企业活力与经营积极性发挥了积极作用。因此，我国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也需要考虑不断提高政府职能效率，简化行政手续，改善制度运行机制等，通过持续降低

制度性交易成本为企业减负，实现供求关系的新动态均衡。
（三）财政政策目标主要在于长期经济增长，要坚守稳健财政的总体原则

亚洲金融危机前，韩国政府在宏观调控上并未过多使用财政政策来实现逆周期调控，事实上韩

国政府的大部分财政支出属于财政投融资性质，财政政策目标主要在于长期经济增长，而非周期调

控。对于过多的财政赤字，韩国政府明显在政治层面上有包袱，因此一直坚守着稳健财政的总体原

则。但自从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金融市场秩序受到破坏，而且汇率也成为调控目标，导致货币政

策的有效性大幅降低，只能更多地依赖财政政策。即便如此，韩国政府在实施财政赤字政策时仍然

重视规模与时机，而且注意与政府债务相配合。
由于经济体制与制度原因，相比韩国的财政体系，我国的财政政策更具有灵活性。一方面，这

种灵活性有助于我国采取更加具有针对性的经济调控，但另一方面也更容易进行人为过度干预，导

致资源的扭曲。因此在财政政策方面容易形成赤字财政。在对冲来自全球的外部冲击的过程中，中

国正在面临财政赤字政策问题。然而，通过财政赤字来实施减税降费，实际上最终还是需要靠税收

来偿债，那么，长期来看，这种做法最终不一定能够降低企业税负，反而可能引发企业税费负担增

加的风险。因此，财政政策不仅要考虑显性财政赤字，还要考虑地方债与国债等隐性赤字带来的多

重经济效应，要在科学评估财政赤字 规 模 与 效 应 的 前 提 下，在 合 理 规 模 范 围 内 实 施 赤 字 财 政 政 策，
提升财政政策的有效性，避免政策的超调现象与失灵。

（四）完善的宏观调控政策体系将有助于提高宏观经济政策精准度

宏观调控的难度在于宏观政策任务与具体问题的叠加性和复合性特征上，宏观调控的任务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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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经济总体平衡，改善经济结构，优 化 产 业 资 源 布 局，对 冲 经 济 周 期 波 动 影 响，抵 御 经 济 风 险，
实现经济稳定健康增长等，这些不同任务需要不同政策措施来实现，而现实情况是，这些任务很多

时候是叠加在一起，这无疑增加了宏观调控的难度。韩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注重宏观调控体系的

不断自我完善，政府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无论是在货币政策工具上，还是在财政政策手段方面

都有了较大变化。根据经济运行特征，在对通货膨胀的管理方面，韩国政府从原先的货币供应量目

标制逐步转向利 率 工 具 目 标 制；在 财 政 政 策 的 运 用 方 面，也 从 长 期 增 长 调 控 思 路 转 向 逆 周 期 调 控

模式。
为了实现宏观调控政策目标，我国也需不断完善宏观调控政策体系，从全局角度实施宏观经济

统筹管理。当前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不仅包括产业结构、要素投入结构和排放结构，还涉及地区

结构、经济增长动力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等矛盾和问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与需求侧改革相结

合，不能顾此失彼，要维护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在宏观经济政策中的主体地位，实现对短期波动的

逆周期调节，提高宏观调控的效率。要加强对宏观调控工具的精准设计，在充分考虑政策影响力和

波及面的情况下，再适时推进宏观政策调控。特别是，我国的货币数量控制手段需适时让位于价格

手段，更具灵活性的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是未来货币政策调控的趋势，也是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改

革方向。要加快货币政策从数量型调控向价格型调控转变，深入研究和掌握使用利率等政策工具来

对宏观经济实施微刺激，通过资产价格变化，影响微观主体的生产和消费成本与收入预期，让微观

主体根据宏观调控信号调整经济活动，引导市场资源与预期，以顺利实现宏观经济政策调控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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