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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从投资拉动向消费主导过渡的政策选择 

 

 

200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要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关键是要努力扩大国内需求，
扩大内需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长期战略方针和基本立足点。要努力调整投资消费关系，把增加居
民消费特别是农民消费作为扩大消费需求的重点，不断拓宽消费领域和改善消费环境。这一决
策是在当前经济增长主要以投资拉动为主，居民主体消费需求下降的背景下提出的。因此，强
调消费的重要作用，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由投资拉动型向消费主导型转变，对实现经济持续增长
有重要意义。

一、中国经济增长的显著特点：投资拉动 

对于有着丰富劳动力资源和劳动力供给相对充足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作为新增资本存量的投资
是决定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投资增长不仅能够创造需求，而且也是使企业竞争能力和国民
经济结构得到提升的主要手段。伴随着投资增长，如果技术进步和全要素生产率同步增长，还
意味着经济增长效率的提高。近几十年来中国经济的增长正是在投资拉动的轨道上高速运行。
“十五”期间，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更为明显，按照支出法计算，投资贡献率超过50%。
而且，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这种投资拉动增长模式仍有可能继续延续。这是因为，长期以来，
我国城市化水平包括与之相配套的其他基础设施建设一直落后于经济发展水平，这决定了我国
的城市化进程需要大量投资。作为公共产品，城市化及基础设施的建设离不开政府的介入与引
导。而我国的情况恰恰是政府在地方经济发展中一直起着中坚的作用，虽然改革使其逐渐退出
了竞争性领域，但由于城市化及基础设施建设的公共性为政府发挥作用提供了一个适宜的舞
台，上述两种因素的耦合使各地政府具有了强烈的投资冲动。此外，考虑到现阶段我国工业比
重高、服务业比重低的结构性特点，以及完成工业化过程的客观需要，投资在经济增长中仍将
发挥重要作用。 

二、当前宏观经济结构性问题突出表现为投资和消费的比例失衡 

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极易造成投资膨胀，粗略估计，2005年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超过
50%，投资增速接近28%，虽比去年同期有较大回落，但应该看到这是在去年高速增长的基础上
取得的，仍非常可观。而高投资增长是建立在低投资效率基础上的。无论是用投资效果系数，
还是资本生产率来测度投资效率，实证分析的结果都显示出我国的投资效率远低于同期世界平
均水平和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投资拉动增长的背后是居民收入差距的
扩大和居民主体消费需求的下降，这样就会在投资高峰过去后形成产出高峰，形成需求屏障，
导致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循环关系的断裂，其现实的表现就是出现产能过剩。事实上，由
于前些年某些部门的投资盲目扩张，目前已经逐步形成了超出有效需求的新增生产能力，出现
了生产能力的过剩现象，进而导致了这些部门生产增速减缓，效益下降，产品的价格下跌，企
业经营困难的问题日渐突出。数据显示，钢材、铝材、水泥等前几年投资过度扩张的部门都出
现了产能过剩、库存积压、价格下降的现象。 

相对于快速增长的投资需求，我们的消费略显乏力，这与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依然偏低,购买
力仍然不强,城乡居民、不同区域居民间收入差距仍在扩大有直接关系。投资和消费是国民收入
分配中此消彼长的一对矛盾，长期过高的投资率意味着长期偏低的消费率。按照支出法统计口
径，投资率和消费率的比值已从“九五”末期的36：64（2000年）变化为2004年末的44：56。
当前宏观经济结构性问题已经突出地表现为投资和消费的比例失衡。从长远看，投资与消费的
比例失当，会造成长期国内有效需求特别是国内消费需求不足，不利于宏观经济的持续稳定快
速增长。 

三、经济增长实现从投资拉动转向消费主导的政策思路 

投资与消费比例失调、消费需求不足，既是短期问题也是长期问题，在整个“十一五”期间都
应把它作为宏观经济调控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要
把解决当前消费需求不足作为近期改革的基本目的，围绕扭转目前投资消费比例失调设计改革
措施。因此，必须重新认识消费对经济的重要作用，尽快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投资拉动型向消
费主导型的重大转变。 

第一，要不断提高各阶层居民的收入水平，尤其是农民收入，扭转多年来居民收入增长低于总



体经济增长水平的状况。从居民消费的构成看，农村居民消费比例逐年下降(2004年城镇居民与
农村居民消费比例为59.5%：40.5%)，城乡消费比例与城乡人口比例明显倒挂。因此，扩大消费
需求的重点应放在提高农民收入上。近年来，国家为了启动消费、刺激消费、鼓励消费出台了
许多的政策措施，但农村居民消费始终未能全面启动。对于农民，要调整农业生产结构，使农
民从单纯的农业生产中转移出来。同时，应增加国债资金中用于农村发展的部分，加强农村基
础设施建设，从根本上为农村居民收入的提高创造条件，使农村居民能够直接从积极的财政政
策中得到好处。可以说，扩大内需的关键是要逐步建立起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 

第二，完善公共支出政策，稳定居民支出预期，从制度上、政策上保障居民消费水平的不断提
高。就消费者而言，消费者的即期消费不仅取决于现期的收入，也深受未来收入预期的影响。
居民消费在很大程度上受将来养老金发放、医疗卫生和教育成本等不确定因素的影响。目前造
成高额居民储蓄的主要原因即是居民的预期消费支出（包括失业、住房、养老、医疗、保险、
教育等项开支）增加。因此，要改革养老金制度以提高其资金来源的可持续性，扩展社会保障
网和医疗卫生保险，明确政府在提供教育经费中的角色，以便解决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刺激
消费的稳定增长。 

第三，把扩大面向中等收入群体的供给体系作为扩大内需的重要途径，促进需求潜力的有效释
放。当前,内需不足原因之一在于消费结构断档，供给与需求结构不衔接。一方面，大量豪华住
宅、汽车、高价教育、高价医疗、高档旅游等高档消费品供给过多,需求不足；另一方面,适合
中低收入群体的房地产、汽车、教育、医疗、旅游等产品供给过少,远远不能满足需求。因此,
政府一方面应当对高档消费品的生产与消费通过税费形式加以限制,而另一方面要采取必要手
段，加大对普通大众可承受的廉价房屋供给,从而有效引导与调整投资结构。 

第四，充分发挥财政政策促进总体消费的作用。应该考虑将财政政策由以前较多地侧重促进投
资功能转变为更多地侧重促进消费功能方面来，实现财政政策功能导向的再次转变。增加政府
的消费性支出，特别是对农村义务教育、医疗卫生的事业支出，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公共财政
体制。通过增加财政对农村地区的消费性支出，可以间接达到提高农村居民收入的目的，增加
农民的消费支出；随着农民实际收入水平的提高，可以从源头上提高我国劳动力的价格，从根
本上改变二元经济的分配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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