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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消费需求与消费政策。 

薛和生 

(上海师范大学 欧洲文化与商务学院．上海 200234) 

摘 要： 市场经济是需求导向型经济，消费需求是推进经济增长的原动力。当前内 

外制约因素共同作用，使消费倾向下降。立足于消费结构转型期的出发，最，以创造需求、 

可待续消费和提高消费率为指导观惫，调垫优化消费政策是当前宏观调控的重大任务。 

关键词： 消费需求；消费倾向；消费结构转型；创造需求；可持续消费；消费率 

中国的经济必须增长，必须年年以相当高的速度增长，这是不容置疑的共识 拉动经济增长的 

是三驾马车：消费需求、投资需求与出口需求。无论从中国的过去、现在还是将来的角度看，消费需 

求都是首当其冲的。 

一

、消费需求 

l 市场经济是需求导向型经济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传统的供给型经济已逐步让位于需求导向型经济 经济 

的发展，主要取决于市场的需要。而市场需求，首先是消费需求。英国著名经济学家马歇尔早就指 

出；“一L刃需要的最终调节者是消费者的需要 ”。从以下 90年代我国三太需求对经济增长贡献率 

的统计表。(表一)中可以看出消费需求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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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投资需求相比，消费需求是最终需求。投资需求中，除一小部分为净出口服务外，其中的绝 

大部分用作中间需求是为消费需求服务的 不断增长的消费需求已逐渐上升为影响投资方向、影 

响产业结构变动的重要因素。从消费需求人手，根据市场消费趋势和需求结构，调整产业结构、产 

品结构 ，从而调整投资需求 ，这是需求导向型经济的又一重要立足点。 

消费需求量的大小，增长的快慢，必然会受制于由各个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组成的制约因 

素。 

2．当前消费需求的内在和外在制约因素 

制约消费的因素在经济发展的任何阶段都会存在并发生作用，在其作用发挥到相当大的程度 

时，就会表现出整体的消费不足和市场疲软。我国经济在 9O年代下半期结束短缺走向剩余。应该 

说，对市场经济而言，适量的剩余是正常的也是必须的 但是我国的剩余经济从一开始就表现为相 

当剧烈的市场疲软。l 995年 来．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幅和物价指数持续回落。l995年至 l 999 

年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幅分别为：l2．7 、1 2 、l0．8 、6．8 和 6．8 。商品零售价格指数 

分别为 l 4．8、6 l、0．8、一2 6和一1．4， 这些数据比较充分地表现了我国的消费需求已走人了连 

续相对疲软的状态。 

制约消费需求的内在因素是消费者收人。在没有其他因素的作用下，消费需求与收人同步增 

长。l999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人 5854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人 22l0元，分别比 l995 

年增长36．7 和40 ，同期消费支出增幅分别为 30．7 和 26．6 。 收人的正向增长并设有带来 

消费的同步增长，显然是“其他因素”的作用盖过了内在因素的作用。 

制约消费需求的外在因素主要表现为制度变迁和物价走低 制度变迁因素降低了人们的即期 

消费。我国的社会保障、医疗、住房、就业、教育等制度在 90年代下半期都进行了大幅度的改革，改 

革的共同趋势都是把原先由国家或集体负担的费用逐步转为由个人或个人、集体、国家共同负担， 

即个人未来预期支出增加远大于预期收人增加，“帕累托改进”的效果在短期内无法从宏观转移到 

微观，这时消费者的自然反应是减少即期消费 物价走低固素转移了人们的即期消费。根据供求 

原理，价格下跌 ，购买增加。但是如果价格持续下跌，人们的心理预期则会产生更大的作用：价格还 

会下跌，除了非买不可的，以后再买更合算。除开这两大主要固素外，还存在诸如结构性供需矛盾 

突出、城乡基础设施落后、买卖双方信息不对称以及消费障碍等等的影响因素。 

消费需求的主体是城乡居民，城乡居民由不同的收人阶层组成。90年代开始，我国居民收人 

差距加大的速度明显变快 收A的分化导致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发生了新的变化。 

3．收几差距加大导致的平均消费倾向下降 

90年代以来，居民收人分化的主要原因在于改革后 自负盈亏的行业与企业经济效益的差别、 

收入与人力资本开始成正比、资本所得开始成为收入的一部分，以及下岗和失业成为社会经济生活 

中的一个重要现象。面对收人的分化和制度变迁，低收人者群体势必尽可能地增加储蓄，以保证今 

后若干年内的预期支出；高收入者群体则在对增加储蓄以购买高档消费品上表现出比增加即期消 

费更大的 趣 这一现象．笔者把它称为“跨时消费一储蓄均衡”。跨时消费储蓄观念被不同收人 

水平的居民共同接受之后，将会引起储蓄倾向(S／Y)上升，消费倾 向(C／Y)下降 表二是 1 985年 

和 1 998年城市居民不同收入与不同消费倾向的对应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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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二 

收^ 2467．8 

消费支出 329 5．1 

平 均消费1匝向 O．94 

3303 2 

29 79 3 

上表显示 ，1998年的收入差距是 1 985年的 1．j4倍。与此相应 ，高收入者的消费倾 向绝对 降 

低 ，低收入者的消费倾向相对降低 两者综合 ，平均消费倾向由 O．89降为 0 80 

从整个 90年代看，城乡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 C／ Y)也是持续下降的。其中农村居民的 

消费支出甚至出现负增长，从而边际消费倾 向小于 0，见表三0 

袅 三 

城乡居民消费倾向、边际消费倾向在不稳定变化中下降，其总的原因，除了上文中提到的跨时 

消费 储蓄均衡外，也有 般意义上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率”的作用，还有社会经济生活变革的综 

合性原因 消费不能与收入共同增长，甚至下降，对经济增长是十分不利的。通过调整、优化消费 

政策来促进消费增长的任务也就自然地摆在了我们面前。 

二、消费需求与消费政策 

1．调整消费政 策的出发点 

任何政策都以目前的客观现实为出发点，通过制定或调整政策，使客观现实朝既定的方向发 

展。消费政策也是如此。寻找调整消费政策的出发点问题就是判断我国消费处于一个什么样的阶 

段的问题 。 

我国已处于消费结构的转型期，居民消费水平将进人一个新的阶段 从我国国情出发，与一定 

的收入相对的需求结构可以划分为：年人均 GDP4000元为生存型需求结构，其需求内容主要是廉 

价的生存资料；4000~ 7000元为温饱型需求结构，其需求内容主要是满足温饱的生活必需品和 

服务；7000元～1 5000元为小康型需求结构，其需求内容主要是提高生活质量的耐用消费品、住房、 

基础设施和高水平服务；15000元以上为富裕型需求结构，其需求内容主要是满足人的发展与享受 

需求的高智能产品和服务。我国 1 999年人均 GDP为 651 7元，2000年为 7040元，。从总体上看我 

国目前正处于温饱型需求结构向小康型需求结构过渡的阶段 这一过渡将为消费需求的扩大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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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限的生机 吃、穿和一般维持温饱的生活用品的需求已受到消费生理界限的制约，需求总量难以 

以超过两位数的速度增长。但是提高生活质量的消费品和服务的需求将会在未来 l0～20年中以 

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与消费结构转型期相伴而来的还有如下必须纳人我们视野的现象： 

城乡居民收人水平持续增长和金融资产较大存量及较高增长率为消费需求结构转型提供了雄 

厚的基础。市场经济下，所有的消费需求都是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收人的增长是消费扩大的前提。 

尽管城乡居民收人增长率近年来有所下降，但仍保持一定的增长幅度 另一方面，由于长期以来我 

国居民具有较高的储蓄倾向，使储蓄得以以惊人的速度增长。1979年全国居 民储蓄存款余额约 

300亿元，1989年为 5000亿元，1999年为 60000亿元，此外还有 30000亿元的金融资产以有价证 

券与现金的形式0，与储蓄存款一起，形成了巨大的现实的和潜在的消费能力。 

农村城市化为消费需求结构转型提供了长期的动力。农村城市化既表现为自给 自足式的乡村 

区域缩小和新型城镇的崛起，也表现为普遍的农村人口生活商品化，还表现为大量的农村劳动力牵 

家带 口迁人城市工作生活。这个过程在中国还仅仅是刚刚开始。9亿农村改变消费习惯，从基本 

不消费商品到开始消费商品，从相对低消费到相对高消费，这是何等巨大的市场 

新的消费理念不断形成为消费需求结构转型提供了持续的推力。新的消费理念既是消费结构 

转型的产物，也是消费结构转型的推动力 开放的环境为新的消费理念形成创造了条件，高中收人 

阶层为新的理念形成充当了开路先锋。诸如教育消费、人力资源投资消费、保健消费、健身美容消 

费、旅游消费、汽车消费、上网消费等等以前闻所未闻的消费内容日益被广大城乡居民所接受，构成 

了一轮又一轮的消费热点 

消费环境不断完善为消费需求结构转型提供了切实的支持 可以归为这一领域的有：储蓄存 

款利率的持续下降，消费信贷政策的不断出台，耐用消费品的不断降价，商品售后服务的日益完善， 

消费信息的逐渐透明，所有这些，都使消费交易的交易成本下降，交易时间缩短，交易便利程度增 

加，并且使暂时没有支付能力的消费者也能实现消费，它们共同从另一个侧面拓展了消费 

归纳起来说，从消费结构转型出发调整和优化消费政策，其着眼点是重在刺激鼓励消费，扩大 

居民的消费支出；其立足点是切实增加居民收人，确保居民收人稳定增长；其着力点是扩大居民“住 

行”需求，推进消费结构升级；其关键点是开扩农村市场，促进农村居民消费稳定增长；其新视点是 

大力支持文化生活消费，拓宽消费领域与提高消费质量。 

调整消费政策的过程就是重新决策的过程。在中国经济已经融人世界太市场的今天，在世界 

科技和社会经济迅猛进步的今天，我们还应该在决策中注人新观念，摈弃旧观念。 

2．更新观念 ，指导消费政策调整 

从满足需求到创造需求。长期以来，我们都把视点放在“满足”需求上。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 

律就被表述为“社会主义的生产 目的是为了满足人们 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改革以来， 

我国以三太措施满足消费需求，一是进口消费品特别是耐用消费品，二是大力发展消费品工业，三 

是从刺激农民生产积极性人手增加农产品供给。满足需求的思维，在计划经济和卖方市场状态下， 

是可行而有效的。 

买方市场是一种供给相对充裕，需求相对不足且需求选择性较强的市场。市场上缺的不是商 

品，而是适销对路的商品，消费者要的不是一般商品，而是符合自己某种需求的商品。这时，按旧的 

思维方式 ，就认为市场已经饱和，需求已经满足，生产无法再发展。此时就需要我们创造需求。 

创造需求作为一个名词，最早出现于 30年代的美国，其核心思想是企业将市场消费需求与自 

身生产能力结合起来，主动生产并刺激人们购买某种产品。科学的“创造需求”思维是一种不仅强 

调被动满足需求，更强调主动满足需求，以求得主动发展的思路。从实际情况来看，消费者的消费 

知识 §验、能力都是有限的，其消费需求有明显的可诱导性。试想，在网站还未出现之前，消费者 

24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薛和生：论捎费需求与捎贽政策 

能产生上网的需求 吗?短缺经济下 ，市场需求多属显性需求，企业努力生产就能满足需求 。剩余经 

济下，市场需求大量地表现为隐性需求，需要企业和社会去发现需求，去刨造需求。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我们还被动地等待像 80年代那样的旺盛需求的到来，必将被蜂涌而来的外国企业创造的需求 

抢先占领市场，从而延误经济增长的大好时机。 

从不可持续消费到可持续消费。确切地说，我国从未有过“不可持续发展”、“不可持续消费”的 

说法。但设有说过不等于没有做过。好比计划经济下，我们从未说过要束缚生产力的发展，但事实 

上旧体制是严重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中国从 50年代到80年代，实际上贯彻的是不可持续消费 

的理念。为了多消费粮食，我们不惜围湖围海造田毁林毁草种粮；为了多消费工业品，我们可以让 

湖泊河流充满臭水黑水；为了享受交通便利，我们放手让成千上万辆助动车在人口密集的城市中排 

放废气。如此等等 ，我们实际上是为了这代人的消费，剥夺了下几代人正常消费的权利 这就是不 

可持续消费。 

什幺是可持续消费?联合国环境署在 ]994年内罗毕发表的报告《可持续消费的政策因素》中 

定义为：“提供服务以及相应的产品以满足人类的基本需求，提高生活质量，同时使自然资源和有毒 

材料的使用量最少，使服务或产品的生命周期中所产生的废物和污染物最少，从而不危及后代的需 

求。” 就是说，当代的经济要增长，消费也要增长，并且要尽可能快地增长，但前提是不损害后一代 

或后几代的经济和消费增长，从而使延续生存的人类能公正地享受到同样的自然环境。 

可持续发展和消费问题，在我国当前显得尤其重要。与世界各国相比．我国资源总量多，但人 

均占有量少。根据中科院国情研究分析小组发布的各国自然资源综台排序结果，我国在 144个国 

家中资源总量列第 8位，但综合资源负担系数(一国自然资源所负担的人 口数量与世界平均值之 

比)为3，即我国资源负担的人口数为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l949年我国人口为 5．4亿 ，1999年为 

l2．6亿，目前正以每年 1500万的速度递增，到 2030年约为 1 6亿。每一个人既是生产者，又是消 

费者，还是一个小小的污染源 l2多亿人口通过衣食住行等基本生存条件的巨大需求转化为资源 

环境的沉重压力。“可持续”问题在中国实际上已不是后代人如何需求，而是当代人面临的严峻问 

题了。创造消费在某种意义上说，主要是单个企业的任务 “可持续消费”却从一开始就是全社会 

的任务，是政策导向的结果。我国政府在 1995年已制定了《中国21世纪议程》，如何把其中的理念 

体现在调整优化消费政策中，是我们面临的紧迫任务。 

从提高投资率到提高消费率。一国的GDP忽略比重较小的净出口，剩下的部分由投资和消费 

构成，两者各自与 GDP的比率是投资率和消费率。长期以来，为了迅速改变我国落后贫穷的面貌， 

加快发展，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我国始终保持着相当高的投资率。计划经济的年代，投资率常 

年在 40 左右，改革以来的8O、90年代，仍在 3 一40 之间(见本文表一)。投资率持续居高，投资 

总量庞大，再加上投资结构不尽合理，最终形成较为普遍的重复建设，大量的生产能力被闲置浪费。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WB)的统计，90年代以来，世界平均消费率为 78— 

79 ．在做统计的 36个国家中只有 8个国家低于 7O 。以 1995年为例，印度为 78 ，日本为 

70 ，加拿大为 79．5 ，美国为 83．7 。我国则在 j8～61 之间。0我国消费率与世界平均水平相 

比，约低 l8个百分点，这是一个不小的差距。这表明，在我国的单位劳动成果中，用于消费部分偏 

少 ，而转化为投资的部分较多 日本人的勤俭是世界闻名的，相对西方国家，日本的消费率较低，但 

日本的人均GDP约是中国的 30倍，所以它的绝对消费水平并不低。我国低人均 GDP基础上的低 

消费率，是靠着长期很低的生活水平来维持的。 

如果说在短缺经济的状态下，供给不足，经济增长依赖于高投资率是一种被迫的举动，那么在 

剩余经济状态下，仍然长期维持高投资率，则是一种不台理的举动。我国在 90年代下半期由短缺 

步人剩余，并伴随出现市场疲软现象 90年代最后 3年中，我国为启动市场需求，为维持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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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左右的目标，采取了通过加大投资需求迂回刺激消费需求的政策，这一举措符合当时特定的社 

会经济环境 随着我国经济短缺一剩余转换的完成．随着经济结构产业结构调整的到位，降低投资 

率提高消费率势在必行 

三、消费政策 

基于对消费状况和消费政策关系的分析，笔者提出以下消费政策建议： 

I_转变消费观念 

政府要明确树立降低投资率提高消费率的观念。从我国现阶段经济是需求导向型经济的基本 

特征出发，提高消费率。消极地提高消费率是从压缩投资人手，很可能以降低经济增长为实现投资 

与消费关系协调的代价；积极地提高消费率是从扩大消费人手，使消费增长快于投资增长，实现较 

快经济增长下的投资与消费协调 建议把消费率增长与 GDP增长实行指标联动即GDP年增 6个 

百分点，消费率提高一个百分点，这样 l5年左右我国的消费率可以达到国际平均水平。同时还要 

注意，消费包括政府和居民消费。居民消费是居民购买商品和劳务的支出，政府捎费是行政事业单 

位行使政府职能的各种经常性支出，两者比例大约为4：l。由于我国GDP总量不大，财政能力有 

限，今后较长时期内，不宜提高政府消费，应节省资金用于居民消费的提高。控制政府消费也是改 

革政府机构，减轻企业负担的客观需要。 

居民要逐渐告别节衣缩食的消费观念。有人说这是中华民族的历史传统，其实不然。观念属 

于意识，存在决定意识。中国自封建社会以来生产力与消费力相比，一直十分低下，短缺迫使人们 

节衣缩食。我们要在观念上划清两个界限：一是消费与浪费的界限，提倡消费，反对浪费；二是合理 

消费与过度消费的界限，提倡合理消费，防止过度消费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消费水平的提高，“吃讲 

营养 ，穿讲漂亮，用讲高档，住讲宽敞，行讲便当”，应该理所当然地成为绝大多数居民的消费观念 

这一观念的确立，则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由政府导向的各种宣传媒体的引导。 

2．提高居 民收入 

提高城镇居民收入 尽管收入不等于消费，但收入是消费的前提。1998、1999和 2000三年， 

城镇居民实际收入增长率分别为 5．1 、9．3 和 6．4 ，三年算术平均增长为 6．9 ，低于同期 

GDP7．6 的平均增长率。0考虑到城镇居民的收入总量只占全国居民收入的 15 左右，提高城镇 

居民收入的余地还是很大的 建议以财政支出增加行政事业单位职工工资(这一点在 2001年初已 

开始实施)；以财政经费增加下岗职工生活补贴和失业救济金；提高企业最低工资限定；规定企业收 

入每增长 2 ，企业职工工资相应增长 1 。 

提高农村居民收入 近三年农村居民收人增长率为 3．4 、3．8 和 2．1 ，三年算术平均增长 

为 3．1 ，远低于 GDP平均增长 7．6 的水平 0提高农村居民收人的空间余地更大 建议进一步 

提高农产品收购价，增加农产品出口补贴，这部分支出由财政承担；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关键是精简 

乡村各级机构；加大农村人口转移的力度，是提高农村居民收入的最有余地的步骤 农村城镇化建 

设加快，带动消费商品化，带动服务业扩大，带动农村公共基础建设并增加农村就业，从而大量减少 

依赖土地收人的消费人口，从根本上增加农村居民收入 

动用喊税杠杆 市场经济国家无一例外地都是以增税给经济降温，以减税启动经济加速 减 

税是从另一个角度增加居民收人 我国由于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不高，近三年为 13 左右．0财 

政支出紧张，所以减税问题一直只 义不动 现在是提上办事 日程的时机了。建殴适度降低企业和 

个人所得税率；提高出口退税率；加快农村费改税改革步伐(农村费改税于1 999年开始试点)；大幅 

度降低消费税 

3．降低居 民支出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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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消费支出进一步细化，可分为即期支出和未来支出，未来支出增加意味即期支出减少。相 

应的，居民可支配收入也分成两部分，用于即期消费的消费支出和用于未来消费的储蓄支出 未来 

支出又分成确定的和不确定的支出两部分。当前，我国正在进行的以住房、医疗、教育、失业养老保 

险四项改革为主要内容的福利保障制度改革，极大地增加了个人不确定未来支出，表现为储蓄快速 

增长 近三年，居民储蓄增长率分别为 1 6．8 、11 6 和 7 9 ，三年算术平均值为 l2．1 ，大大 

高于同期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平均增长 6．9 和 3．1 的速度。0建议对四项改革制定分布实施计 

划，循序渐进，减少共振力度；在改革舆论宣传上，尽可能地具体化、数量化、透明化，让居民对未来 

支出数量心中大体有数；有关机构可着手编制不同收人不同年龄的消费者未来 10年和 2O年的年 

预期支出参照量，以最大限度地使未来支出中不确定部分转为确定部分。 

降低消费支出预期还需政府引导热点商品价格台理化。比如购买汽车，除了燃料、维修费外 ， 

还需支付购置税、消费税、保险金、养路费、车船税、路桥费等等，一辆车平均每月支出费用高达 

?000元。不合理的高价，极大地提高了居民的支出预期。建议对热点消费品进行债格清理，大幅 

度砍除不必要的税费，实行成本加规定利润率的售价 如江苏省已规定．经济实用房的售价是成本 

加 3 利润，普通标准商品房的售价是成本加 8 利润，同时成本公开化。0 

4．净化 消费环境 

狭义的消费环境是指消费场所的状况，广义的消费环境是指影响有消费意愿的消费者进行各 

种消费的综台因素 不良消费环境对消费的制约是多方面的，如伪劣商品的盛行、恶意广告充斥、 

行业垄断存在、服务态度恶劣、售后维修缺乏，乃至各种人为的消费障碍等等。在不良消费环境下． 

消费者很可能只买非买不可的那部分，迟买或不买其余部分。从而使花了很大力气的提高消费率 

增加收入等等鼓励消费的政策作用被抵消，这并非危言耸听，水电消费多了反而要加价收费，购买 

汽车要收占地费、扶贫费等等在市场经济完善国家像天方夜谈一样的做法，在我国近年来仍时有出 

现 建议加强整顿市场经济秩序．规范市场行为；由中央政府出面，梳理各地行政法规，剔除所有政 

策性消费障碍；指定严厉的限制行业垄断法规；严厉打击各种消费欺诈行为，着手制定尽量细化的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 

j．构造金融支持 

金融对消费的支持包括消费信用和降低利率，前者直接增加消费资金，后者间接增加消费资 

金 人的一生中．收入高峰期与消费高峰期往往存在较长的时间差，从而客观存在着消费信用产生 

和发展的必要性。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中，个人消费信用制度授其完善。我国消费信用自90年代 

以来有了初步发展 ，但由于贷款条件相对苛刻，贷款利率较高．贷款范围狭窄等原因，致使消费信用 

还没有从本质上对我国的消费市场发生影响 从另一个角度讲，我国目前的消费信用，在很大程度 

上仅仅是银行为扩大本身业务量增加收益而采取的行为，而不是扩大消费的举措，这是一个十分要 

不得的观念。建议由政府进行政策协调，迅速并大力扩大消费信贷的品种；改变目前消费信贷利率 

高于存款利率 200 以上的严重不合理局面，使两者利差小于 50 ；尽早使个人信用记录制度面向 

全体消费者；适时恢复个人综台消费贷款；尽可能地普及个人支票消费；消除贷记卡办卡的过多限 

制；大力增加和完善消费场所的POS结算设备。同时，在连续 7次降息的基础上，适时继续降低存 

贷款利息率。 

6．培育消 费热点 

消费热点即一个时期中对某类消费品的相对集中消费 目前大家比较公认的已形成的消费热 

点是住房、信息、旅游、文化教育，正在形成的消费热点有汽车、健身、租赁和无形消费(品牌消费) 

等。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消费热点，同一时期的不同消费群体也可以有不同消费热点 像 8O年代 

那样全国一个热点(家用电器)的局面，是特殊背景下的特殊现象，以后不会再有。消费热点一旦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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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具有强大的示范效应 ，从而极大地促进 即期消费。发现和等待消费热点是被动的，重在主动培 

育消费热点 建议政府设立专门机构，在充分调查论证的基础上，推出适合不同年龄和收人群体的 

消费热点导向；加强舆论引导，必要时进行有意识的消费品进 El引导，给予金融债格等政策支持，形 

成交替持续的消费热点。 

7．倡导绿 色消费 

人类的消费需求，不仅包含物质文化的需求，还应包含同样是基本性的并极其重要的生态需 

求，即良好的生存发展环境。良好的环境主要依赖于生产环节减少污染排放，但消费者群体也可以 

通过“用脚投票”的方式，少买或不买非环保产品，从而形成对提供非环保产品的生产者的压力和对 

提供环保产品的生产者的动力。当然，绿色消费由于环保要求加^成本而势必提高产品价格，从而 

对增加消费产生负作用。但其一，这是可持续消费的必由之路；其二，按 WTO修改后的国际补贴 

与反补贴规则，环保产品的补贴属于不可申诉的补贴范围，政府可以名正言顺地对环保产品提供专 

项补贴和低息贷款。建议政府对大量的主要消费品作出绿色和非绿色区分；给绿色消费品生产以 

强有力的政策支持，确保其价格不高于或略高于同类非绿色消费品；开展声势浩大的绿色消费宣 

传 ，鼓励消费者购买绿色产品，实行绿色消费积分制，积满一定分值，可获政府不同等级的绿色荣誉 

奖状和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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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Demand and Policy of Consumption 

XUE Hesheng 

(European Culture and Business College，Shanghai Teachers University，Shanghai，200234．China) 

Ahstract：The market-- oriented economy is actua Jly guided by the demand  The demand of consumption is the mo— 

tire force of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The level of consumption comes down ot present because of the interaction 

of the restrictive factors from both within and without Therefore，the most important task concerning the macro— 

economic regulation is to revise and optimize the policy of consumption。which will ensure the sustained needs and 

increase the consumption level on the basis o／changes in consumption patterns． 

Key wo ：consumption demand，consumption tendency，changes in consumption patterns．creation demand,s．SUB· 

tainable consumption，consumption 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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