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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德仁

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中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的关键时刻，支撑经济发展

的内在因素发生结构性变化，

消费需求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

要。我们需要审时度势，推进

与中国第二个百年目标相适应

的消费发展战略。

一、消费需求拉动将成为

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重要标志

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我国

经济增长以投资和出口为主要

拉动力，这是与中国作为一个

发展中国家，实施赶超型经济

发展模式相关联的。2021 年我

国人均 GDP 已达 1.2 万美元，按

照国际经验，当一个国家达到中

等收入水平之后，消费需求会

快速增长，而且经济越发达，

消费拉动力越强，凡是发达国

家，无一不是靠消费拉动经济

增 长 的。 目 前， 美 国、 日 本、

德 国 等 发 达 国 家 家 庭 消 费 在

GDP 中的比重均超过 50%，再

加上政府消费，社会总消费超

过 70%。韩国等二战后起飞的

国家家庭消费达 46%，社会总

消费达 65%。而我国目前家庭

消费所占比重不到 40%，社会

总消费只有 55%。从这些数据

看出，今后我国消费需求增长

我国新发展格局下的消费发展战略

还有很大空间。

中国有 14 亿人口，这是全

球最大的最具潜力的消费市场，

也是党中央根据国际风云变幻的

严峻形势，经济全球化出现逆

流的情况下，提出加快构建以

国内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

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战

略依托。积极推进消费需求健

康发展，不仅从短期看可以对

冲贸易摩擦所带来的国际市场

的需求减少，而且从长期看可

以重新调整投资、消费和净出

口三驾马车对促进经济增长的

关系，培养中国在走向现代化

过程中经济高质量发展新的内

生动力，进而顺利跨过中等收

入陷阱，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

目标。

提高消费水平，增强消费

需求拉动力，是我国作为一个社

会主义国家的内在要求。从社

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看，让广

大人民群众过上美好的生活，

满足他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

需要，是社会主义生产的最终

目的，也是我国各项经济政策

“以人民为中心”的重要体现。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过程中，我们必须紧紧围绕

这样一个目标，最大限度地满

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追求的

需要，形成消费需求拉动与生

产投资互动，形成强国与富民有

机结合的发展格局。

二、当前制约消费发展的

主要问题

总体来看，最近一些年我

国消费总量有了长足发展。2021

年，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

到 44.1 万亿元，增长 12.5% ；全

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2.4 万元，

比上年增长 13.6%，扣除价格因

素，同比增长 13.6%，远高于经

济增长速度。消费需求拉动相对

投资需求和净出口需求来说，比

重也有所提高，消费结构也有较

大变化，2021 年全国居民人均

服务性消费支出 1.06 万元，比

上年增长 17.8%，占消费支出的

比重提高到 44.2%，说明消费结

构有了一定程度的优化。但是，

与当前我国贯彻落实新发展理

念，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

相比，还存在一些问题。

（一）消费发展的经济基础

还不牢固

家庭消费的增长和消费水

平的提高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

收入水平 ；二是消费倾向。目

前，我国城市居民的收入尽管有

所提高，但相当一部分家庭收入

还未达到支撑消费水平持续提高

的程度。从收入分配结构看，我

国目前尚未形成中等收入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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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按一般规律，只有这一群体

才能够支撑消费总量的持续稳

定增长，带动消费结构不断优

化升级。目前我国存在的收入

分配差距拉大问题也是制约消

费增长的重要因素，因为高收

入群体随着收入不断增加，会

产生边际消费倾向递减问题 ；

而低收入阶层的消费力又很有

限，不足以形成消费需求拉动。

（二）疫情多发频发导致消

费预期不稳定

现在看来，新冠肺炎疫情

对经济的影响并不是一个短期

问题，而是持续影响人们的生

产生活，也包括消费行为。主

要因素是信心不足，由于就业

的不稳定、收入水平的下降，

再加上商品流通阻断，消费环

境受到限制，使消费水平提高

受到很大影响，许多家庭除了

基本吃穿用消费外，其他各类

消费，特别是高档消费，能拖

就拖，能减就减，能免则免。

今年上半年，受疫情多点散发

影响，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为负增长（-0.7%）。

（三）消费结构优化升级缺

乏足够的动力

从 国 际 经 验 看， 消 费 需

求拉动经济增长，不仅要靠常

规性的消费增长，而且要靠周

期性的消费更新换代，产生新

的突变性的消费增长点。比如

日本战后每隔一段时间就会产

生一次消费革命，已经产生了

四次消费革命。这种消费变革

的动力，一方面来自于需求侧

的消费者的消费观念和消费习

惯的进步 ；另一方面来自于供

给侧的企业创新，以及由此而

产生的新产品、新技术和新模

式对消费者的引导。可以说有

什么水平的消费革命，就会有

什么水平的技术创新，也就会

有什么水平的现代化。在这方

面，我国目前促进消费结构优

化升级的前景还不很明朗，动

力也不很强劲。

（四）消费发展的外部环境

还不完善

消费拉动经济完全是一种市

场行为，需要一种健全的市场环

境，包括全国统一开放的消费

大市场，畅通的商品和服务流

通渠道，公平公正的价格形成

机制，确保商品劳务质量和安

全，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市

场监管体系。目前看来，这些

改革还有一定差距。另外，涉

及消费结构调整优化，一些新

产品新技术的推广运用，需要

政府提供基础设施配套和公共

服务供给。比如新能源汽车的

充电站、加氢站建设，自动驾

驶汽车运行需要的交通法规建

设等，这些外部环境建设也是

当前的短板。

三、新发展格局下消费发

展战略的基本取向

鉴于消费拉动在新形势下

的特别重要性，我认为应该把

消费发展作为一个整体战略来

研究和部署，主要应当有如下

重点内容 ：

一是明确在实现第二个百

年目标、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过程中，消费与投资、内需与

外需的比例关系，以及消费需求

拉动经济主要目标和消费结构优

化升级的战略重点。

二是全面实施改善民生、

鼓励消费政策，包括实施就业优

先的政策，进一步提高就业质量

和收入水平，优化营商环境，鼓

励创新创业，加快中等收入群体

的形成，缩小收入分配差距，进

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加强社

会福利制度建设等。

三是采取有效措施稳定消

费预期，包括进一步统筹好疫情

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尽量避免

经济运行的卡顿现象，减轻对企

业经营和居民生活的影响，完善

社会救助体系，对疫情中歇业的

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及其失

业人员给予有效救助，以恢复消

费者信心。

四是增强企业创新能力，

引导消费观念不断进步，加快消

费结构优化升级，培养新的消费

增长点。

五是不断深化市场体系改

革，进一步优化消费发展的外部

环境。

本文系作者在“中国消费大趋

势——第二届中国消费论坛”上的

主题演讲。

（作者系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

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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