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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扩大内需制订消费政策(邓聿文；4月3日)

文章作者：邓聿文

    中国现在面临的迫切问题是内需不足，内需不足又是因为人们的消费需求不足引起的，也就是消费在"三驾马车"中所占的比例不高。

此次消费税的调整，肯定会影响到人们的消费行为，并进而影响到内需问题。如何看待消费税与内需之间的联系? 

    的确，它们之间存在着这种逻辑关系。考虑到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市场经济体制远未成熟，在当前和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

内，中国经济只能继续依赖投资、出口、消费"三驾马车"协同作用，形成相对稳定的"三角型架构"。现在，严峻状况在于:过度依赖投资，

难以维系。目前投资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高达44%，而消费率(消费占GDP比重)却一路下降至56%，比世界平均水平低20多个百分点。 

    单纯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极易导致投资膨胀。另外，从投资效果来看，我国的投资效率远远低于同期世界平均水平和发展中国家

的平均水平。目前，某些地区和部门的盲目性投资，出现了生产能力的严重过剩现象，效益下降，产品库存积压，产品的价格下跌，企业经

营面临新的困难，企业的造血机制没有形成，而又需要进一步投资输血来挽救。盲目性投资的背后是我国的资源消耗量却大大高于世界平均

水平。总之，扩张性的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方式在未来已经没有出路，必须彻底转变。 

    从第二驾马车即出口来看，进一步扩大出口也面临着困境。过去4年，中国对外贸易开创了全球贸易史上前所未闻的跨越式发展，而这

种跨越式发展利弊相伴。有利的一面是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融合程度空前加深，为我国经济增长带来充沛的动力。不利的一面则是中国经

济对世界市场的依赖程度节节攀升，外贸依存度由入世当年的32%上升到2005年的70％左右。以贸易大国外贸依存度的平均值17%作对比，

中国的外贸依存度高出近5倍。外贸依存度，被看作判断一国经济安全程度的重要参考指标，中国当下80%的外贸依存度同样开创了全球贸

易史之最。这就意味着世界经济一旦患伤风，中国经济因出口不畅很可能得伤寒。出口的大幅增长，也伴随着贸易摩擦的日益增多。 

    同时，由于我国出口产业的发展主要是依靠粗放型增长方式，因此，在出口快速增长的同时，也必然伴随着战略资源对外依赖程度的

提高。 

    此外，与中国外贸光鲜的增幅曲线相对应，入世以来，中国出口商品和服务的单位利润却在一路下泻。出口价格战越惨烈，企业争份

额、抢市场的拼劲越甚，出口价格就越低，呈典型的恶性循环状态。 

    所以，站在国家的角度考虑，出口越多，意味着国内有越多的产品与服务必须依赖国际市场消化。假如国际市场消化不畅，哪怕只是

局部的"肠梗阻"，国内长期存在的一般产品生产能力严重过剩的问题势必更趋加剧。紧随而至是在部分产业或行业压缩产能减少就业岗

位，从而波及整个社会稳定。 

    现实的必然选择是第三驾马车，也即扩大内需要成为今后的工作重点。其中的一个核心问题是，我国要形成一个完整的国家增进消费

的政策。从发达国家的经济政策来看，消费政策一直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国有若干政策，而独独没有一个成体系的消费政策。 

    扩大内需的另一个着力点，是以市场为导向，以消费为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引导产业投向，优化产业结构。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应当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作为战略重点，使经济增长建立在人口素质提高、高效利用资源、减少环境污染、注重质量效益的基础上。 

    第三个着力点，是鼓励节能产品的推广使用，营造绿色消费文化。 

    第四个着力点，则是建立民族品牌战略，鼓励企业提高科技创新能力。科技创新是调整经济结构、开展节能降耗、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的内在支撑和不竭动力。 

    第五个着力点，是通过转移支付体系，减轻居民消费负担，同时促进城乡的协调发展。 

    总的来说，应紧紧围绕扩大国内需求这条主线，构建中国消费政策体系，调整投资和消费的关系，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转变贸易增长方式。正确把握经济发展趋势的变化，保持社会供求总量基本平衡，避免经济大起大落，实现又快又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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