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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消费比重 调整消费结构

[ 作者 ] 余天心;王石生 

[ 单位 ] 财政部财政科所 

[ 摘要 ] 我国在21世纪初跨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国家适时地制定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及其五个统

筹的长期战略方针，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推向了构建和谐社会的新时期。作为社会经济内部深层次积累与消费比例关系中的消费问题日

益突出，特别是消费与经济增长、消费与社会公平和安定、消费与循环经济建设、消费与人才培养等问题，都要求我们重视和研究消费问

题，并达到调整消费结构的目的。 

[ 关键词 ] 消费结构;消费比重;小康社会;和谐社会

       我国在21世纪初跨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国家适时地制定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及其五个统筹

的长期战略方针，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推向了构建和谐社会的新时期。作为社会经济内部深层次积累与消费比例关系中的消费问题日益

突出，特别是消费与经济增长、消费与社会公平和安定、消费与循环经济建设、消费与人才培养等问题，都要求我们重视和研究消费问

题，并达到调整消费结构的目的。一、提高消费比重从全国来看，国内生产总值中我国投资率过高，消费率过低由来已久，而且目前呈现

扩大趋势。如：投资率（％）与消费率（％）的比例，1978年为62.1：38.2，1985年为65.7：38.5，1995年为57.5：40.8，2003年为55.5：

42.3。数据显示，我国投资居于主要地位，消费居于次要地位，只有40％左右，而美国国内消费占78％，日本占85％。从全国人均居民消

费水平与全国人均GDP水平的指数来看，1990年以前两者增长速度是比较均衡的，1995年以后开始拉开距离，到了2003年全国人均居民消

费水平增长速度比全国人均GDP水平增长速度滞后150个百分点，形成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过分依靠投资与出口，长期轻视扩大内需与国

内消费的重要作用，2004年我国外贸依存度达到 70％，而经济强国美国只有22％，日本只有15％。经验证明，经济发展靠外需拉动不如主

要依赖扩大内需更加可靠保险。从国际比较来看，我国也是投资率（％）过高和消费率（％）过低的国家之一，据世界银行《2005年世界

发展报告》称：2003年全世界140个国家和地区统计：资本构成（投资率）占GDP比重（％）全球为20，低收入国家为22，下中等收入国家

为27，上中等收入国家为18，高收入国家为19，我国当年为42，高于所有国家。再从最终家族（居民）支出和一般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

（％）之和来看，全球为62＋17＝79，低收入国家为68＋13＝81，下中等收入国家为58＋13＝71，上中等收入国家为65＋13＝78，高收入

国家为63＋18＝81。我国当年为44＋13＝57，不论居民消费支出或者一般政府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都低于所有国家和地区20个百

分点左右。同时，我国不能过分依靠廉价劳动力，改革开放以来职工工资虽然提高了23倍，但在经济全球化大潮下，目前中国工人平均工

资只有美国的1／50，日本的1／30和韩国的1／15。尤其是1.2亿农民工月工资500元—1000元左右是相当少的，国家适时地提高劳动力报酬

是扩大内需增加消费比重的必由之路。二、调整消费结构从城乡居民消费水平来看，农村和城镇居民人均消费额，1978年分别为138元和

405元，比值为1：2.9，1990年分别为571元和1686元，比值为1：3.00，2003年分别为2361元和8471元，比值为1：3.60，差距呈扩大的趋势。

再从农村与城镇居民消费各占比重来看，1978年为62.1：37.9，1990年为56.3：43.7，1995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比重为49.2：50.8，2000

年更下降为44.8：55.2，2003年进一步下降为41.4：58.6，农村与城镇消费比重由改革开放初的六四开变化为目前的四六开。这充分反映了

我国党与政府将“三农问题”列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的正确性，我国农民增收不快，社会财富向城镇流淌，对于占全国人口60％的农村

只拥有消费的40％，而占人口40％的城镇却占消费的60％，这种城乡收入与消费倒挂的“二元结构”现象，从另一个侧面也能清楚地发现

问题的严重性，如从消费资金节余出来的2002年全国居民储蓄存款为86910.6亿元，其中：城镇居民为71504.8亿元占82.3％，每人平均为

14240元，而农户为15405.8亿元占17.7％，每人平均仅为1969元，相差七倍多。这些问题如果解决不及时，将严重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和谐地

科学地发展。从政府消费支出来看，按世界银行计算：2003年我国政府消费支出占GDP比重（％）只有13％，同期全球为17％，低收入和

中等收入国家均为13％，而高收入国家为18％。按国家统计局计算：我国财政收入占GDP比重（％），1978年为31.2，1980年为25.7，1985

年为22.4，1990年为15.8，1995年下降到了最低点为10.7，之后有恢复性的上升，2000年为15.0，2003年为18.5。但是，从国际比较中得知我



国财政收入占GDP比重是较低的，按瑞士世界竞争力年鉴计算：2000年税收总收入占GDP比重（％）我国仅为15.01，而发展中国家的印度

为16.79，马来西亚为22.31，南非为26.07，俄罗斯为26.70，巴西为33.18；发达国家的日本为27.02，美国为28.32，英国为37.27，德国为

37.90，意大利为42.26，法国为45.39，瑞典为52.94。总体上说，我国消费比重过低，消费结构有待调整，消费本身对于资源、能源和生态

环境也存在着浪费、非理性和不能循环合理利用的问题，这是我国长期以来重视经济效益增长而轻视节约合理利用物质资源与生态环境造

成的，目前我国制定了科学发展观及其五个统筹的战略方针，要求我们把消费引导到科学合理的轨道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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