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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针 对 目前我国消费拉动 经济增长乏 力的 现 象
,

用 实证分析的 方 法诊释 了 实现 经济健康
、

持续的 增 长须依

命消费拉动 的必要性和潜在的潜力
。

并从转史消费砚念
、

转移时政 支付
、

完善社会保障
、

建设街农村
、

改善市场环境

等方 面 看手
,

扩 大 消 禽求
, 以 期达到以 消 拉动 经济增长的 目的

关抽词 消费铸求 , 实证 分析 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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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众所周知
,

投资
、

消费和净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

的三驾马车
。

长期 以来
,

我 国经济发展长时期依靠

投资拉动
、

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
,

与资源
、

环境的矛

盾越来越尖锐
,

已经不能再继续下去 了
,

必须从根本

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

进一步发挥消费对经济增长

的拉动作用
。

从社会再生产角度看
,

消费是投资的前提
,

投资

需求是中间需求
。

经济增长如果长期过度依赖投

资
,

势必会形成大量的供给
,

如果消费不能够相适应

增长的话
,

会出现生产过剩的风险
,

价格下行
,

这样

企业利润就会冲减
,

结果会造成生产能力放空
,

银行

呆帐增多等问题 ,从现有的资源约束条件看
,

投资驱

动的经济增长模式 已难以为继
,

因为大量投资所形

成的生产能力还必然会对资源提出更苛刻的要求
,

从而引发对资源的严重破坏与掠夺
。

另一方面
,

国

内需求不能消化大 投资所产生 的供给能力
,

那么

过剩的生产能力只能转向国外
,

出 口 巨增
。

同时在

出口结构上也是粗放的
,

出口产品附加值低
,

主要是

以低价格来扩大市场
,

不具有可持续性
。

不可里否
,

净出 口和消费一样是最终需求
,

是拉

动经济增长的最终动力
。

但随着近几年我 国进 出口

额的激增
,

贸易摩擦不断发生
。

据海关总署公布的

数据
,

年 全 国 出 口 总 额 亿 美 元
,

增 长

进 口 亿美元
,

增长 纬 贸易顺

差达到 亿美元
。

贸易顺差创新高
,

是中国过

去多年低成本优势积累的反映
,

同时也造成 了国际

贸易康擦加大
、

环境保护
、

安全生产等一系列问题
。

因此
,

扩大内需
,

尤其是 国内消费需求
,

转变经济增

长方式是保持我 国经济平稳较快增长
,

防止汇率
、

贸

易康擦
、

知识产权等问题继续被
“

政治化 ”的有效途

径
。

由上所述可知
,

经济增长的动力应转变到以消

费启动上面来
,

使消费逐步成为社 会投资的
“
引路

人 ”和经济增长的“
火车头

” 。

消费拉动经济增长路径选择的实证

分析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收人分配课题组

经过数年跟踪得出结论 我国的收人差距持续扩大
,

主要表现在城乡差距进一步的扩大
。

就全 国而言
,

。。 年收人最高的 人群组 占了全社会总收人的
,

比 年高了 个百分店 最高的 纬人

群组获得 了总收人的近
。

这 意味着富人变得

更富了
,

穷人变得更穷了
。

在普遍的收人差距中
,

城乡差距更为普遍 和严

重
。

近年来
,

全国农民人均纯收人连续增长级慢
,

城

乡居 民收人差距不断扩大
。

自上个世纪 年代中

期农民收人增长放缓后
,

年 以来
,

农 民收人 已

连续 年低速增长
,

每年平均 只增 长 左右
,

仅相

当于城镇居民收人增长速度的一半
。

如表 所示
,

年到 年
,

农 民人均年收人 只增 长 了

多元
,

而城镇居 民收人却增长 了 多元
,

增加额

收稿 日期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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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不足城镇居民的
。

城乡居 民收人差距持续扩 组与占总体 的最低收人组 比值由 年的

大
,

由上世纪的 左右
,

扩大到
。

另外
,

扩大到
。

随着城镇居民收人的增加
,

边际消

农村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大于城市居 民家庭的
,

费递减
,

高收人阶层的消费需求呈现相对缩小的趋

下降的幅度级馒且低于城市居民家庭的
。

势
,

而占城乡人 口绝大多数的低收人层有消费欲望

收人差距不仅在城乡之间
,

城镇内部收人悬殊 却无支付能力
,

形成不 了有效需求
,

消费市场特别是

现象也较严重
。

城镇居 民占总体 的最高收人 农村市场难以启动
。

裹 农村
、

桩该 民收入情况裹

年年份份 农村居民家度人均均 城市居 民家度人均可可 农村居 民家庭庭 城市居 民 家庭庭 居 民价蓄年底底

此此此收入绝对顶 元 支叱收入绝对撅 元 息格尔系欲 忌格 尔 系数 余顶 亿元
。 ,

。 ,

,

,

,

,

,

。 ,

‘ 。 ,

,

,

消费需求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

可 以从两个方面

来分析 一是作为消费需求增长的原因
,

分析经济增

长对消费需求的影响作用 二是作为经济增长的制

约因素
,

分析消费需求增长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

对于前者
,

主要分析经济增长通过社会消费品购买

力的增长和消费倾向的变化两个中介因素而对消费

需求发生影响
。

对于后者可从两个方面分析 ①消

费需求弹性分析
。

从增长速度来看
。

消费增长对经

济增长的弹性作用有多大 即市场消费需求增长一

个百分点时
,

经济增长多少个百分点 ②消费需求

贡献分析
。

消费需求在多大程度上推动 了经济增

长
。

根据消费需求决定理论可知 消费需求一 可支

配收人 消费倾向
。

从这一模型可知
,

当消费倾向保持不变时
,

可支

配收人增长
,

消费需求也会增加 而当可支配收人保

持不变时
,

消费倾向的增减变化
,

消费需求也会保持

同方向的增减
。

居 民收人的支出分为消费和储蓄
,

而中低收人居 民的储蓄倾向最强
,

消费倾向最弱
。

如表 和图 所示
,

”年到 年
,

我国居 民储

蓄存教增 幅分别 为
, ,

“
,

个百分

点
,

而 同期居 民可支配 收人增 幅为
, , ,

个百分点
。

增长率为
, , ,

个百

分点
,

储蓄增长超过收人增长率和经济增长率
,

截止

。。 年年末
,

我国城乡居 民储蓄存款余额突破

万亿
。

这种
“
超储蓄

”
是由失业率上升

、

就业不稳定
、

社会保障不健全
、

医疗
、

教育改革不到位等多种因素

造成的
,

已经严重影响了居民的心理预期 消费信心

不足
,

预防性储蓄增加
。

当前
,

老百姓承担了经济社

会改革的巨大成本
,

住房
、

教育
、

医疗更被媒体戏称

为新的
“
三座大山 ” 。

我国现有 以上 的劳动者

没有基本养老保险
,

以上的城乡居 民没有医疗

保险
,

加上子女教育开支庞大
、

养老制度不 明朗
、

就

业形势不乐观
,

居民对未来收入和支出的不确定性

预期提高
。

因此
,

用于即期的消费不足
,

导致消费增

幅缓慢
。

图 三 种指标增幅比较 图

根据美 国经济学家莫迪利安尼生命周期假定
,

他提出消费函数为

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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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中 表示收人
,

表示财产总量 川
,

为 时的边际消费倾向闪
,

为 时所拥

有的财产对 时消费的影响
。

他认为消费者是理性的
,

可根据效用最大化的

原则来使用一生的收人
,

安排一生的消费
,

使一生中

的收人等于一生 的消费
。

因此
,

消费者 期的消费

不仅与 期的收人有关
,

而且与消费者整个一生

收人的期望值有关
。

消费者在使一生期望支出总量

不大于一生期望收人总量的条件下使一生的消费总

效用最大
。

改革开放后
,

尤其是 世纪 年代后我 国由

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
,

我

国城乡居 民收人分配格局 出现 了十分明显 的变化

一是收人差距拉大 表现 于城乡之间
、

城市内部
、

行

业之间
、

区域之间等
,

富人更富
,

穷人更穷 二是收

人的不确定因素增加了
,

诸如失业 和就业难 的风险

加大
,

福利分房隐性收人取消 , 因此
,

消费者注重 了

对未来预期收人的考虑 同时应当看到居民拥有的

资产对消费的影 响
,

二者呈负相关关系
。

对广大的

农民和城市的低收人者而言
,

能够维持家庭正常的

生活
、

子女的教育
、

住房
、

医疗等已经不易或非常困

难
,

消费能力有限
、

消费信心不足 而高收人阶层 由

于拥有了债券和股票
、

多处房产
、

企业资产等
,

反而

刺激不 了他们进行消费
。

这更从另一面说明我国政

府执行政策向低收人者倾斜
,

使人人享受到改革的

成果
、

加大财政向农村转移支付力度
,

建设社会主义

新农村的正确性
,

从而实现经济的增长方式主要依

靠消费拉动的根本性转变
。

另外
,

我国的最终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过低
,

拉

动经济能力不强
。

从 国际 比较来看
,

我 国的消费率

还是偏低的
。

年
,

我 国的消费率为
,

日

本 “
,

韩国
,

印度 肠
,

德国
,

美

国
,

而我 国的最终消费 占 的 比重仅有

左右
,

不仅低于发达 国家 左右 的水平
,

也

低于全球 的平均水平
。

我 国与美 国消费率相

差近 个百分点
。

如果包括政府机关消费 一般占

总消费的 左右
,

真正居 民的消费率只有

左右 如表 所示
,

若以 年为例
,

我 国最终消

费率为 线
,

对我 国经济的贡献为
,

而居

民消费率只有
,

对经济的贡献只有 写上

下
,

因此我 国的居 民消费对经济的贡献潜力还 没有

得到充分发挥
。

另从表 可知
,

最终消费率和居 民

消费率总体有继续下降趋势
,

这将影响整个扩大内

需政策的效果
,

影响国民经济长期发展的后劲
。

衰 消费姗求增长与投资增长之间的关系 单位

卜卜州州经济柑长率率队资率率最终消 率率隋民消 率率阵府 消 叫叫

。 。

叫叫

川川

扩大消费招求拉动经济增长的对策

树立科学消费观引导消费份求促进可持续消费

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 中
,

我国各级政府及居民

理念的转变
,

落后 于体制改革的步伐
。

建国后的相

当一段时间
,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理念注重先生产
,

后

消费 ,重积累
,

轻消费
。

之后
,

又一味地重投资
,

轻消

费
。

在再生产过程 中
,

消费是经济运行的结果 同

时
,

消费具有其 自身的特点 第一
,

消费是最终需求
,

是拉动经济增长的直接动力 第二
,

消费者的消费欲

望是不断增长的
,

因此
,

消费需求的增长是无限的
。

从这个角度看
,

消费是经济运行的前提
。

因此
,

引导

消费者正确处理当前消费和长远 消费
、

消费和积爪

的关系 引导消费者选择健康
、

正确的消费方式
,

避

免过度消费所造成的资源大量浪费和环境污染
,

实

现可持续消费 , 引导消费者不断扩大消费领域和提

高消费水平
,

全面提高消费者素质
。

在经济社会发

展过程中应正确处理消费与投资的关系
,

拉动我国

经济走上 良性循环的道路
。

针对我国三大消费人群
,

实施或 定一 系列政

策措施 提离他们的消费能力

助推农村居 民消费 我 国有 人 口 的农村

消费
,

是中国消费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

只有在农

民消费需求真正启动的情况下
,

中国经济才能摆脱

传统粗放式的增长
。

中国对
“
三农

”问题的关注重点已经从粮食产

到农民收人
,

再到农民福利变化
。

中国提出 年

开始部署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

国家建设资金 的投

人将由以城市建设为主 向更多地支持农村建设转

变
。

城市与农村的分配关系开始逆转
,

这是 中国经

济社会发展的一个
“

历史性转向 ” 。

全面实现 已提出

的“ 六通
、

五改
、

两建
“ 六通 ”

一通路
、

通水
、

通电
、

通

气
、

通广播
、

通 电视 , “

五改 ”

一厕 所
、

厨房
、

圈舍
、

校

舍
、

卫生所
“

两建
”

一农民的公共活动场所如开会和

文化活动场所
、

垃圾处理场 工程
,

促进农村教育
、

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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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
、

卫生
、

文化
、

居住环境等各项事业 的发展
。

改变

农村经济社会面貌
,

为农民提供更多的生活便利
,

必

将有助于拓展农 民的消费途径和能力
。

助推城镇 中低 收人群体消费 高收人者不能

有效化为消费力量来拉动内需增长
,

整个消费增速

需依赖更广大的基层群体的贡献力量
。

中低收人阶

层是城镇居 民人 口 的重要组成部分
。

城镇中中低收

人者往往是消费倾 向最 为强烈的人群之一
。

近年

来
,

中国城镇居 民中高收人 阶层与中低收人 阶层的

收人差距也在逐渐拉大
,

低收人阶层 的收人预期不

断下降
,

日益严重地影响到消费心理预期
。

中国已开始致力于提高城镇中低收入者收入
。

修

改后的个人所得税法自 年 月 日起施行
。

起征

点从 元提高到 元
,

个税起征点大幅度提高
,

意

味着全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人的增加
,

对于减轻中低

收人群体的负担
,

提高购买力
,

扩大消费意义重大
。

助推新主力军消费 上世纪 年代末 出生的

独生子女正步人消费年龄
,

已经成长为消费的新 主

力军
。

这些独生子女的消费习惯
、

生活理念 已经大

大不同于他们的父母
,

他们更倾向花钱而不是存钱
。

中国在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的同时
,

已经把就业放在

突出地位
,

将制定更全面宽松的就业优惠政策
,

使就

业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
,

这将为新主力军扩大消费

提供更强大的动力

加大政府转移支付力度
,

完普社会保 障体 系

改兽居民消费预期

政府要在支 出方 向上具有倾向性
,

着力解决

诸如教育
、

医疗
、

就业
、

社会保障等民众最关心
、

最直

接
、

最现实的利益 问题
。

这些重点关注都有着同一

个经济效用 就是为老百姓减轻包袱
,

解决消费者消

费的
“

后顾之忧
” ,

既可 以增强居 民不断看好未来预

期
,

扩大即期消费支出
,

又使新一轮的消费拉动具有

持续性
。

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

目前我国社会保障体

系砚盖面有限
,

在城市最低生活保障仍没有做到
“

应

保尽保 ” 。

因此
,

要进一步健全城市居民医疗
、

养老
、

失业保障体系
,

扩大保险覆盖面
,

减少城市居 民的因

病致贫现象
,

减轻子女的养老负担
,

防止因失业致贫

群体的出现
。

在农村
,

社会保障基本处于缺位状态
。

有条件的地 区应率先建立社会保障制度
,

同时
,

加强

各级政府对农民的教育
、

医疗救助
,

从支出的角度改

善居 民的消费预期
,

增加即期消费
。

改替市场环境
,

提升供给质
,

增强居 民消费

信心

消费者有购物欲望
,

却不知道什么商品才是放

心商品
。

因此
,

只有整顿和规范市场秩序
、

严惩商业

欺诈
、

支持公平竞争
、

创造诚信
、

安全的市场环境
,

消

费者的需求才能真正实现
。

针对供求结构性矛盾
,

各级政府应下决心 打破

行业垄断
,

积极推动非国有资本进人垄断性服务行

业
,

对具有公共产品性质的铁路运输
、

医疗卫生服务

等给予必要的政策倾斜
,

改善供求结构性矛盾
,

增加

消费需求
。

积极发展消费信贷
,

加快个人信用体系建设

为提高我国信贷消费比重
,

扩张消费需求
,

必须

加快建立个人信用体系
,

促进信贷消费的发展
,

转化

潜在消费需求为有效消费需求
。

加强全社会的信用意识
,

政府
、

企业和个人要

增强懂信用
、

守信用意识
,

把诚实守信作为基本行为

准则 加快建设企业和个人信用服务体系
,

加快立法

进程
,

尽快形成 比较完备的信用法规体系
,

完善信用

监管制度和失信惩戒制度
。

积极发展信贷消费
。

普及信贷消费知识
,

同

时提高信贷消费吸引力
,

确定合理的利率水平
,

简化

贷款手续
,

延长贷款年限
,

增加贷款种类
,

从 而吸引

更多的消费者利用信贷进行消费
。

结语

我 国经济的发展既要有较快的增 长速度
,

更要

注重提高增长的质量 和效益
。

为 了实现这个 目标
,

就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增 长方式
,

必须 以科学 发展 观

为指导
,

继续实行积极 的就业政策
,

增 强 消 费者信

心 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

改善居 民消费预期 努

力提高居民收人
,

增强消费能力 增加有效供给
,

扩

大消费热点 改善消费环境
,

推进流通 现代化
,

促进

消费可持续发展
。

总之
,

我国经济健康
、

持续的增长

必须主要依靠消费来拉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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