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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紧扭住扩大消费需求不放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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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世界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不断扩大与加深。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人口大国，要保

持国民经济持续较快发展，就必须长期坚持扩大内需的基本方针不动摇。  

    扩大消费需求，有利于国民经济持续协调健康发展。一个时期以来，我国国民经济增长的动力主

要依靠投资需求和出口需求。从投资需求来看，从2003年到2007年，投资率连续5年都在40%以上，而

世界其他国家的投资率一般都维持在25%左右。这表明，我国经济增长还没有摆脱对投资需求的过度

依赖。而过高的投资在一定情况下会导致经济运行不稳、不良资产增加特别是通货膨胀。从近几次我

国发生通货膨胀的情况分析，都与高投资率有着密切的关系。从进出口需求看，近年我国出口额占

GDP比重均在1/3以上。固然，我们需要出口需求带动国内经济增长，但由于世界经济总是在不断波动

中增长的，可以说，出口需求的不稳定性与不确定性是与生俱来的。从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就可以清楚

地看到，我国专营进出口贸易的企业与地区受到的影响是严重的，甚至一些企业面临着倒闭、破产。

因此，要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发展，在继续扩大出口需求的同时，必须把精力更多地放在扩大国内市场

上。  

    扩大消费需求，有利于持续改善城乡居民生活，让更多群众享受改革开放成果。改革开放30年

来，我国社会生产力有了巨大提高，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大幅提升。但也要清醒地

看到我国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还比较低，与广大城乡居民的迫切要求和愿望还有很大距离，特别是不

少居民生活还比较困难。因此，我们要在继续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的同时，持续地改善城

乡居民的生活，使更多低收入的城乡居民家庭达到中等收入水平。这就要求我们进一步调整国民收入

分配格局，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扩大消费需求。  

    扩大消费需求，有利于改善市场供求状况，形成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制约

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是消费需求。消费需求增加了，就能推进企业扩大再生产。企业扩大再生产可以

发挥直接的带动作用：一是企业投资增加，扩大了投资需求；二是就业增加，改善就业状况；三是城

乡居民收入增加。由此可以形成两个良性循环：一个是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的良性循环，即由消费需

求扩大促使企业扩大再生产，进而扩大投资需求，进一步满足消费需求；另一个是消费需求扩大，引

导企业扩大再生产，就业需求增加，居民收入增加，进一步带动消费需求增加，形成良性循环。可

见，扩大消费需求对于国民经济增长是最可持续的动因。正因为此，世界不少国家和地区都把扩大消

费需求作为刺激经济增长、治理经济危机的一剂良药。  

    在我国扩大消费需求不仅十分必要，而且也是可行的。一是我国有13亿人口，形成了世界上最大

的消费群体。如果每人每天增加1元消费，一年就可以增加约5000亿元的消费规模。二是我国的消费

结构是多层次的，对于各种商品和服务均具有巨大的消费潜力。从人口的年龄结构来看，每一个年龄



 

段都能够形成一个庞大的消费群体；从人口的区域结构来看，我国国土面积广大，不同区域的人口有

着不同的消费特点；从民族特点来看，我国有56个民族，不同的民族形成了消费的差异；从人们的收

入水平来看，我国基本上形成了高收入群体、中等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不同的收入群体具有不同

的消费特点。尤其是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加速发展的历史时期，更多农村人口将转化为城镇人

口，这必然创造出巨大的消费新需求。三是我国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为消费需求的扩大提供了坚实的物

质基础。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物质产品和服务均已形成巨大的生产能力。一般情况下，生产

不会形成对消费的制约因素，伴随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产业结构不断升级，还会不断地形成新的消

费增长点。四是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水平起点较低，增长空间大，决定了我国的消费需求在相当长的一

个时期内将保持快速增长的势头。2008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761元，城镇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为15781元，总体水平都还比较低，这就决定了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比较高，增加收入

会更多地转化为消费。而从收入增长趋势来看，统计数据显示，1979—2007年的近30年间，我国城镇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7.2%，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7.1%，特别是自2003年以来，城乡

居民收入增速进一步加快，成为连续30年来世界上居民收入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  

    当前，扩大国内消费需求不仅是保持整个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重要战略，也是保民生、保稳

定的现实需要。我们要采取综合措施，使内需的扩大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要继续提高居民收入水平，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让城乡居民能够消费。当前，制约我国消费

需求的主要因素是收入分配问题。一是部分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较低，潜在的消费需求难以成为现实

的购买力。二是分配结构不合理。高收入者虽有消费能力，但缺乏消费欲望；中等收入者有一定消费

能力，但缺乏良好预期，不敢消费；低收入者虽有消费欲望，但缺乏消费能力，从而形成了消费断

层。因此，要扩大消费需求，需要从总体上继续提高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在现有的条件下，要形成

现实的消费需求，必须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正确引导人们心理预期，继续推进和完善家电下乡

以及各种大型农机具补贴，使人们敢消费、消费得起。要进一步优化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在初次分配

中，逐步提高劳动要素报酬比重；在再分配中，逐步提高居民所得比重，不断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

点；在不同收入群体中，要扩大中等收入比重；在城乡居民收入中，要在继续提高城市居民收入水平

的同时，更大幅度地提高农民收入水平。  

    要改善居民消费预期，让城乡居民敢于消费。一是要继续完善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近期，要特

别加快完善城乡医疗保险制度、积极探索农村养老保险办法和农民工社会保障费用异地支取办法。二

是要继续深化住房制度改革、教育制度改革。政府要继续完善廉租房制度，特别是在房地产业不景气

的时候，政府要采取措施稳定市场，积极为广大中低收入者特别是低收入者解决住房问题创造条件。

深化教育制度改革，逐步实现教育资源均衡化。重要的是要改善城乡劳动者就业质量和环境，人们有

了稳定的就业，就有了稳定的收入；有了稳定收入，就可以实现稳定消费。  

    继续营造良好的消费环境，让城乡居民乐于消费。一是要依法打击假冒伪劣，为广大城乡居民提

供质量可靠的商品和服务，让消费者放心。二是经济的下行，为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和服务创新提供

了更为强劲的动力和压力。从世界经济发展史来看，每一次经济危机过后，都会掀起一场技术创新的

浪潮。我们要在危中见机，加快推进全方位的创新。三是着力解决影响城乡居民消费的“瓶颈”问

题，如家电下乡之后，需要降低农村电价，农民才用得起电，防止出现买得起家电用不起电的现象。  

    同时，还要改善供给结构，引导城乡居民消费。只有为不同年龄段、不同区域、不同收入以及不

同民族的消费群体提供更为合适的产品与服务，才能使更大的消费需求持续地被创造出来。  

    （执笔：赵振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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