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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文玲

目前，提振消费，就是稳经

济，就是稳预期。从近 3 年疫情来

看，2020 年，中国是唯一一个实

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增长了

2.3%，但是消费下降了 3.6% ；2021

年，经济增长了 8.1%，消费相应的

回升，但没有达到2019 年的水平 ；

2022 年， 经 济 增 长 了 3%， 比 预

期 5.5% 低了 2.5%，但消费负增长

0.2%。所以，现在看起来稳预期，

最主要是稳消费的预期。

消费为什么这么重要？因为

近十几年以来，消费在三驾马车中

拉动经济增长占 60% 以上，即在

中国经济增量中占 60% 以上，也

就是说中国经济的增长有 2/3 是靠

消费拉动的。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

我们要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

题，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增

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力和可靠性，提

升国际循环的质量和水平，加快建

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着力提高全要

素生产率，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

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着力推动城乡

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推动经济实

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扩大消费需求、提振消费信心和能

力，是保障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可持续发展和构建顺畅的双循环新

发展格局的基础性支撑。

消费这驾马车是拉动经济第

一动力，这是毫无疑问的。要把恢

复和扩大消费放在优先地位，是不

关于扩大消费需求的几个基础性问题

是就因为经济遇到问题了才这样

做？是不是只在 2023 年一年这样

做？我认为不是，未来很长的一段

时间、一个时期内都要把扩大消费

需求、把消费放在优先地位，在拉

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消

费应该是跑得最快的那一驾马车，

应该是马力最大的那一驾马车，这

样中国经济才有可持续发展的强劲

动力。

扩大投资最主要是政府行为，

必须能够带动社会投资，而现在带

动力是比较弱的。但目前国际大循

环受阻，全球性资产负债表通缩，

美元的暴力加息到现在已经 9 次，

还没有停止。我认为，消费能力下

降不是中国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

全球性的问题。有人说中国的出口

在下降，但出口下降虽有供应链重

构的因素，但并不是从基本面动摇

了中国的制造业，动摇了中国经济

发展的基本面，而是由国际上大环

境改变所致。

对于消费，从长周期来看，我

们要厘清和认识几个方面的消费基

础性问题。

第一，供给侧和需求侧的关

系。我们不能一提供给侧就忘了消

费和需求侧，一提扩大消费和需求

侧，就忘了供给侧，这两者是有机

的整体。供给侧和需求侧在不同的

商品结构中，即不同的消费对象中

有不同的规律。

比如，对于有形商品来说，对

于货物贸易来说，消费是在市场中

起决定性作用的，市场经济运行的

起点应该是消费需求，才能发挥市

场机制的作用。对于无形商品来

说，例如文化、教育、思想品德、

影视剧等无形商品来说，供给侧则

起决定性作用，供给侧有什么样的

产品，才能创造出相应的消费需求

和消费能力。这两者的规律是完全

不一样的。从供给侧看，有形商品

的生产上满足从潜在消费需求、即

期的消费需求和崭新的、被供给创

造出来的消费需求，这三大方面的

消费需求和需求侧结构，决定了供

给侧的结构与变革方向。在文化等

无形商品的供给中，供给侧决定了

需求侧，当然，需求侧反过来还会

推动供给侧。

第二，线下消费和线上消费

的关系。3 年疫情中线上消费蓬勃

发展，但疫情之后随着人民生活水

平的提高，随着体验式、沉浸式消

费需求的增加，在消费的供给结构

上，一部分实体店会向线下回归，

特别是体验性的实体店会回归。我

认为，现在线上的消费和实体运营

已经成为一体，我们不能把网络平

台看成虚拟的网络，网络平台背后

是实体的运作。网络平台的销售过

程，如抖音网红直播带货，带货看

着是在平台上进行的，但带货的背

后有强大的物流系统和金融系统，

有强大的结算系统，最重要还要有

比较完善的信用系统。

比如，消费者在网上买了高端

消费品，如端砚、紫砂壶等，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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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若想退货，就会申请退款，申请

退款后会弹出来“退货原因”，其

中有商品规格不对、不想要了、拍

多了、质量不行、7 天无理由退货

等等，让你选任意一个理由，退款

一般不到 5 分钟，有时候大约是 1

秒钟退款就可以到位了，如果没有

强大的金融系统，这种退款、结算

没有那么快。买货之后，例如紫砂

壶、珠宝等，它要进入这个平台的

质检中心，由平台聘请的专家做商

品的鉴定，物流系统在全国 3 天内

基本到货，到货不满意，7 天内无

理由退还，这是多大的一个支撑体

系。看似是一个平台，但背后的强

大物流系统有多少人就业？金融系

统有多少人就业？质量鉴定、珠宝

鉴定等需要多少鉴定人员？还有多

少具体解答问题的客服人员？他们

在平台的流通组织形式上，形成了

一个强大的支撑体系。所以，看着

是平台，是线上的，但流动的都是

线下的，这是一层意思。再一层意

思是，未来一批实体店会回归，特

别是体验式的实体店，现在路边的

专业的、定制衣服、购买衣服的店

铺已增加了，高端的超市和便利店

也在起步。

第三，物质消费和精神消费

的关系。作为物质消费规律，可以

概括是“刚性 + 弹性 + 连续性”。

它是以刚性需求为主，满足吃穿住

行的基本消费需求，这些是刚性消

费需求，如 3 亿农民工落户城市产

生的基本都是刚性消费需求。弹性

消费需求空间较大，中产阶层的人

群越大，弹性消费需求的潜力就越

大，形成大众成熟消费社会的可能

性就会越大，市场经济的作用就越

大。连续性，在不同阶段的刚性消

费概念、弹性消费的概念与内涵是

不同的，所以消费的升级，沿着这

两个脉络都可以找到其未来的方向。 

精神消费需求，可以概括为“柔性

的 + 弹性的 + 黏性”，因为一旦形成

精神方面的消费需求，一定是软性

的消费需求，还是有弹性的和黏性

的，精神消费需求形成的消费需求

偏好，就会产生路径依赖，就会产

生消费的内在动力和追求，它和物

质消费需求升级路径是不同的。

第四，即期消费和全生命周

期的消费之间的关系。2023 年主

要扩大的是即期消费需求，但未来

消费对于中国人来说，一定是面向

全生命周期的消费需求。中国是个

储蓄型的国家，儒家文化圈的国家

像日本、韩国等国家，都是储蓄型

社会，而储蓄型的社会特点是量入

为出，是用昨天的钱、今天的钱来

圆明天的梦，来满足未来全生命周

期的预期支出，所以它和即期消费

需求的规律不同。

比如，即期消费需求主要是购

买满足基本生活需求和在此基础上

升级的消费需求 ；全生命周期的消

费需求主要是购买长周期的耐用消

费品。例如，住房就是长周期的耐

用消费品，作为购买者是一次性的

消费支出，但是未来几十年摊薄、

几十年享用，这就是长周期耐用消

费品，它和彩电、冰箱、洗衣机等

原来耐用消费品含义是不一样的。

养老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养育后

代肯定是人类的责任，作为中国人来

说，我们用于长周期消费的储蓄，

在全世界占比中是最高的，这是好

事，是我们社会与家庭稳定的保障。

比如，2022 年中国消费下降，

但储蓄额增长了 17.84 万亿元，2023

年一季度全国储蓄额增长了 15.39

万亿元，其中 9.9 万亿元是住户储

蓄。说明什么？说明中国人有风险

意识，还在为未来全生命周期的长

周期消费准备。要把一部分消费转

化为即期消费，就是要创造更好的

消费环境，用更好的消费环境、有

利于消费的制度来激活其消费意

愿。有利于扩大消费的制度设计，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怎么能够把剩

余的钱，例如去年 17.84 万亿元新

增储蓄中，70% 是定期，30% 是活

期，这 30% 的活期可以转化为即期

的消费需求。如果要把中国人的定

期（储蓄）转化为即期消费需求，

这个转化比较难。但如果把 30%

的活期储蓄转化为即期消费需求，

只要我们有比较积极的刺激消费的

政策和制度，这一点就可以做到。

另一方面，要扩大消费要增

加收入，必须要有钱消费，没钱

说消费就是一句空话。必须要增

加收入，增加就业，例如 18 岁—

24 岁的年轻人，去年的失业率达到

18.4%，今年一季度下降到 16.2%，

这说明就业增加了，形势在好转。

增加年轻人的就业，给年轻人创造

就业的机会、创造增加收入的机

会，创造可以消费的收入或者叫即

期购买力，这一点至关重要。

（ 本 文 系 作 者 在“ 与 时 代 共

振——2023 中国消费发展论坛”

上的主题演讲）

（作者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

心总经济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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