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思政微课”教案

选 题：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授课教师：徐建军

所属部门：宣传思政部

2022 年 10 月 18 日



引 言

近年来，一种经济现象引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我国一

些领域的消费需求在国内得不到有效供给，消费者将大把钱

花费在出境购物、“海淘”购物上，致使大量“需求外溢”。

据有关数据统计，我国居民每年境外旅行、留学或就医期间

购买的非居民货物和服务高达上万亿元人民币。面对我国经

济发展中供给与需求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和问题，党中央作

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大战略决策。供给侧管理，重在

解决结构性问题，注重激发经济增长动力，主要通过优化要

素配置和调整生产结构来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进而推

动经济增长。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问

题，供给和需求两侧都有，但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习

近平总书记强调，这是对我国经济发展思路和工作着力点的

重大调整，是化解我国经济发展面临困难和矛盾的重大举

措，也是培育增长新动力，更是实现创新引领发展的必然要

求和选择。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教案

宣传思政部 徐建军

【课程名称】《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课程时长】8 分 23 秒

【教学目标】

1. 知识目标：了解和把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必要性

及措施。

2. 能力目标：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和认识新事物的能力，坚

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

展道路。

3. 素质目标：增强学生学习和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主动性和

自觉性。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承担起历史使命。

【教学重点】推进供给结构改革的方法和措施。

【教学难点】帮助学生分析解决这些结构性问题，必须把推

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经济发展的主线，这是新时代稳定

经济增长、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治本良方。

【教学过程】



导入环节：

——通过观看财经新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三次会议”

引出本节课的教学主题:深化供给结构性改革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推进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综合研判世界经济形势和我国经济发展

新常态作出的重大决策。

教学过程：

分析推动供给结构改革的几项有效措施

1.推进增长动能转换

以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为重点全面提升实体经济，要推

动产业优化升级，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要支持传统产业优

化升级，提高传统产业的产品品质和附加值；发挥一体化网

络效应，强化基础体系的支撑作用。推进中国制造向中国创

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

变。

2.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

实现由以价取胜向以质取胜的转变。破除无效供给，调

整产业结构；培育新动能，强化科技创新；降低实体经济成



本，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优化存量资源配置，提质升级存

量供给，扩大优质增量供给，显著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

3.加大人力资本培育力度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加大人力资本培育力度，

更加注重调动和保护人的积极性，要建设知识型、技能型、

创新型劳动者大军。要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营造劳动

光荣的社会风尚和精益求精的敬业风气。

4.持续推进“三去一降一补”，优化市场供求结构

坚持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

（1）继续推动钢铁、煤炭等行业化解过剩产能。

（2）完善房地产调控措施，因地因城去库存，优化房

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加快建立健全房地产基础性制度和长效

机制。

（3）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积极稳妥去杠杆，

重点控制宏观杠杆率，促进形成金融和实体经济、金融和房

地产、金融体系内部的良性循环;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有效

控制国有企业债务和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4）加大减税、降费力度，降低要素成本和物流成本，

切实降低企业负担。

（5）增强微观主体内生动力，扎实有效补短板。



结语

2020 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供给和需求都带来冲

击和影响，经济增长下行压力持续加大，但这种冲击和影响

是外生性的，没有改变我国经济运行内在机理和长期向好的

发展趋势，也没有改变我国经济结构中存在的供需不匹配问

题。我们要科学把握和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通过全

面深化改革，不断丰富和发展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理论内

涵，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

府作用，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加快构建复合

型公共治理模式。总之，我们既要推动市场更有效率，又要

促进政府更有作为。进入新发展阶段，我们必须坚持以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不动摇，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

点，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整体跃

升。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