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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随着经济基本面和市

场预期的改善，消费需求明显

增大，服务消费显著回升，线

下消费加快恢复，商品零售持续

回升。今年前两个月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由降转升，同比增

长 3.5%。从趋势看，我国消费

已进入加快恢复轨道。目前，多

数机构都预测全年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将增长 6%-7%。与此同

时，也要看到消费回升的动力还

不够强劲。今年前两个月消费价

格明显走低，反映了消费需求仍

显不足，恢复和扩大消费仍受到

多方面因素的制约。

第一，恢复和扩大消费受到

收入预期和消费信心的影响。消

费受疫情冲击影响最大，2022 年

全国消费品零售总额下降 0.2%，

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降至

32.8%，与疫情前 5 年平均 60%

的贡献率相比，下降幅度比较

大，这也预示着今年恢复和扩大

消费的空间较大。从前两个月的

数据看，旅游、餐饮、电影、交

通、住宿等服务消费反弹明显，

商品零售中基本生活品消费恢复

较快。但汽车、通信器材、居住

类等耐用消费品零售仍有下降，

表明恢复和扩大消费仍需改善居

民收入预期和消费信心。

第二，恢复和扩大消费仍有

赖于居民部门资产负债表的修

恢复与扩大消费  怎么看和怎么办

复。在经历了 3 年疫情冲击后，

居民部门的资产负债表受损较

为严重，特别是房地产市场深度

调整通过财富效应对居民消费

造成冲击，居民的消费行为更

为谨慎，储蓄意愿仍然较强。

今年前两个月，住户存款增加

近 7 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

中国人民银行《2022 年第四季

度城镇储户问卷调查报告》显

示，趋向于更多储蓄的居民仍

占 61.8%，创我国有统计以来的

新高，恢复和扩大消费仍有待

居民部门资产负债表的修复。

第三，恢复和扩大消费需要

改善居住类商品消费。居住类商

品消费包括家用电器、家具、装

修等，在消费中占比接近 10%，

是恢复和扩大消费的重要抓手。

受疫情影响，房地产市场持续

回落。今年前两个月，房地产

开发投资和商品房销售明显改

善，降幅分别较 2022 年大幅收

窄 4.3 和 20.7 个百分点，但仍处

于收缩状态。居住类商品消费

持续走弱，恢复和扩大居住类

商品消费仍有待房地产市场的

企稳回升。

第四，恢复和扩大消费还受

到人口总量和结构变化的影响。

2022 年，中国人口净减少 85 万

人，人口负增长和老龄化加快，

对需求特别是消费类需求的影

响最大。人口负增长通过人口总

量减少影响消费需求，老龄化加

快将降低居民的消费倾向，在中

长期将对扩大消费需求形成常态

化制约。这一长期趋势与疫情后

影响消费恢复的短期因素相互叠

加，对恢复和扩大消费形成新的

压力和挑战。

与 此 同 时， 受 全 球 经 济 低

迷、通胀高企、美欧等主要经

济体收紧货币政策等因素影响，

外部需求扩张明显放缓，我国出

口下行压力持续增大。加之一些

国家通过供应链去中国化，外贸

出口在受到周期性因素影响的同

时，还将受到更长期的结构性因

素的影响。疫情期间明显好于预

期的出口增速，今年大概率将明

显回落，进一步增大扩内需的压

力。而随着扩大投资的空间收窄

和投资增幅难有明显上升，扩大

消费对经济运行整体好转就显得

更为重要和紧迫。加快恢复和扩

大消费将成为推动经济企稳回升

的主要动力。

那么，怎么恢复和扩大消费？

第一，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

作为扩大内需的政策重点。自

1998 年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时提

出扩大内需战略以来，适应工业

化、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的要

求，扩内需的政策重点多以扩大

投资需求为主，并形成了一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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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引导地方政府和企业扩大投

资的政策框架和工具。但扩大

消费的手段和政策工具较为有

限，随着扩大投资的空间收窄

和边际效率的下降，扩大消费

对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作用逐

步显现。2013 年至疫情前，最终

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稳定在

60% 左右，消费始终是拉动我国

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我国是

拥有 14 亿人口的大国，城镇人

口超过欧洲总人口，4 亿中等收

入群体超过美国总人口。随着居

民收入水平提高和中上收入群体

的扩大，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将进

一步显现。从中长期来看，随着

经济的持续恢复，消费率将稳定

在 60% 以上，最终消费对经济

增长的贡献率将超过 60%。而短

期来看，消费企稳回升对全年

实现 5% 左右的预期增长目标尤

为重要。恢复和扩大消费，需

要创新扩大消费的政策工具，

形成促进消费的政策框架，完

善扩大消费的体制机制，释放

消费需求潜力。

第二，恢复和扩大消费要以

改善预期为重要前提。民营经济

和中小企业是吸纳就业的主渠

道，也是中低收入居民收入的

主要来源。要抓住经济加快恢

复的窗口期，回应市场关切，

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

权益，提振民营企业和企业家

信心，继续优化完善助企纾困政

策，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小微

企业的金融支持，帮助大量中

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恢复元

气，创造和扩大就业岗位。同

时，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

收入，扩大公共服务支出，提高

受疫情影响较大的中低收入居

民的消费能力和消费倾向，让

过去 3 年被疫情抑制的消费潜力

充分释放出来。

第三，恢复和扩大消费要突

出重点。重点激活服务消费，推

动旅游、餐饮、零售、交通、住

宿、文化、娱乐等行业快速恢

复，恢复消费市场的人气，激

活汽车和居住类商品消费，带

动消费市场的复苏。激活新型

消费，加快线上线下消费有机

融合，既提升居民消费便利度，

又助力培育消费新业态。激活中

心城市消费，继续办好上海进博

会、广州广交会、北京服贸会、

海南消博会，增强国际消费中心

城市和区域消费中心对消费的

引领带动作用。

第四，恢复和扩大消费要放

松中高端商品和服务消费的限制

性措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形

成了全球规模最大、成长性最强

的中高收入群体，这部分人是购

房买车、教育医疗、休闲旅游等

中高端商品和服务消费的主力

军，是引领消费转型升级的中

坚力量，对扩大消费的支撑作

用最强。建议放松住房的限购

措施，适当降低按揭贷款利率

和首付比，支持刚性和改善型

住房需求。放松大城市汽车限

购措施，通过扩大城市路网来

缓解拥堵的压力。同时，增加

教育、医疗等中高端服务的供

给，满足多层次的消费需求。

第五，扩大和恢复消费要以

改革创新激活潜在消费需求。我

国有近 3 亿农民工，已经占到

4.6 亿城镇就业人员的近 65%，

但农民工在城镇落户享受基本

公共服务方面仍受到多方面的

限制。根据经合组织的研究，

如果农民工按照城市居民消费

方式消费，人均消费支出将增

长 30%。要加快户籍制度和农

村土地制度改革，打通农民工

在城镇落户的通道，加快农业

转移人口市民化，实现基本公

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激发

潜在的消费需求。

总之，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

摆在扩大内需的优先位置，有效

改善市场预期，突出重点并增

强政策的针对性，通过改革创

新，消除制约消费增长的体制

性障碍，激活潜在消费需求，

把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潜力充

分释放出来，推动我国经济整

体好转，并开启新一轮增长周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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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副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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