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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居民消费快速增长远非一日之功(伞锋；12月23日)

文章作者：伞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两次消费高峰，分别是在1980年代中后期和1990年代中前期。这两次消费高峰分别满足了居民对于生活必

需品和部分耐用消费品的需求，从服装、自行车等到家电，从而也为这两个时期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001年以来，中国经济进入了新一轮经济扩张期。在这次经济扩张期中，投资和出口成为拉动经济的主要因素。虽然以汽车和住房为

代表的新的消费结构升级正在成为城镇居民新的消费热点，但在需求等的约束下，特别是资源和环境约束开始成为影响消费的新的因素后，

汽车和住房消费开始降温，经济增长不得不更多地借助于投资和出口。这主要表现为燃油价格不断上涨，尾气排放标准不断提高，由于土地

紧张而导致的交通拥堵和停车难等问题的存在，以及由于对土地供给的限制抬升了住房价格。在消费增长受到抑制，经济增长越来越依靠投

资和出口的情况下，经济增长的不可持续性越来越明显。  

    从最终消费率看，"六五(1981-1985)"时期最高，此后持续走低，近年来持续走低的消费率对经济的平稳增长正在产生越来越大的负

面影响。2004年，最终消费率已经降至53%这一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低水平。与最终消费率的变动相比，居民消费与政府消费的比例基本稳定

上为8:2，在最终消费构成中居绝对比例，因此最终消费率的逐期下降主要是居民消费率的持续走低。  

    现在，中国从上到下几乎都认识到扩大居民消费的重要性，但扩大居民消费仍面临着重重阻力。笔者认为，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

面:  

    1.国民收入分配更多地向国家和企业倾斜，居民收入增长相对缓慢。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政府征税能力的扩大，国家财政收

入迅速增加，国民收入中的很大比例通过政府税收和政府投资的方式对宏观经济施加较大的影响。1996-2004年国家财政收入年均增长

17.4%，占GDP的比重从1995年的10.7%上升至2004年的19.3%。1999-2004年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年均增长40%，即便

扣除亏损企业亏损额，从增值税的增长看，这期间年均增长14.6%，与财政收入的增长基本相当。相比之下，按当年价格计算，1996-2004

年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7.1%，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9.2%。无论是城镇居民还是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增长率

均低于国家财政收入和企业利润总额增长率。  

    2.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农民收入长期得不到明显提高。受此影响，城乡居民消费水平也呈现类似的变化，但由于城镇居民还享有

各种隐性的社会福利，消费能力明显优于农村居民，因此城乡消费差距比收入差距更明显。2000年以来一直保持在3.6倍左右。从国民收入

分配格局看，经济增长经过初次分配后本来向居民分配的比重就不断下降，向农民分配的比例更低，而且在再分配中没有对农民初次分配过

低的情况进行有效的调节。  

    3.教育和医疗制度缺乏社会公平，有加剧贫困化的趋势。教育和医疗与广大居民利益密切相关，关系到每个居民自身的发展。教育和

医疗制度的公正与否也关系到贫困的居民是否会陷入所谓的"贫困化陷阱"而在下一代中继续经历贫困，因此在国际上被广受重视。中国在

计划经济时期，相对于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曾有一套令人自豪的教育和医疗制度。但经历了20多年快速发展后，改革后的教育和医疗制

度引发的社会不公现象越来越明显。这些因素导致人们为教育的投资支出和医疗的预防性支出不断增长，并且正在不断挤压其他消费类支

出，成为抑制消费的重要因素。目前，推进教育和医疗改革，释放居民消费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4.城镇居民消费信贷缺乏必要的金融支持。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农村消费市场没有得到有效启动的情况下，城镇居民消费就成为居

民消费的主体。进入新世纪，城镇居民新的消费主要集中在汽车和住房等消费结构升级，同时，教育消费也已成为城乡居民新的消费热点。

从国外的经验看，消费信贷的支持无疑是促使这些消费热点保持旺盛增长的重要条件。但受调控政策的影响，消费信贷的收缩，特别是针对

教育的消费信贷长期以来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成为新的消费热点难以持续的一个重要原因。  

    5.居民需求较大的住房价格较高，比价关系不合理。国际上一般认为，商品住宅价格与家庭人均收入比的合理区间是3到6倍。然而，

2004年以来，房价与收入比达到6.7倍。如果考虑到不同地区房价的差别，一些消费比较旺盛的大城市房价增长更为迅速，并且已远超出合

理区间。由于这些大城市在目前居民消费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房价的过快增长已经对消费产生重要影响。  

    在上述问题中，如果说前三个问题是影响居民消费支出的长期性问题，后两个问题则在短期内影响城镇居民消费。为了提高居民消费

水平，把经济增长的基点放在启动内需、扩大消费上，不仅要重视对短期消费问题，各级政府更应把影响居民消费支出的长期性问题当作战

略性问题来解决。 

    因此，提高居民消费对于我国来说是一个长期性的、非常具有挑战性的课题，远不是一日之功就能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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