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济纵横

从假日消费火爆看扩大内需

本刊记者

今年的元旦、春节假日，消费着实

红火。尽管全球金融危机阴影远未散

去，但国内消费者的过年热情却未受

太大影响，用红红火火过大年的激情

点燃了牛年消费的“第一把火”。

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圣诞节市场清

淡形成鲜明反 差的是，我国元 旦、春

节假日期间，商场人流如 潮，销售活

跃；餐馆爆满，年夜饭需要提前预订；

车站人山人海，一票难求。节日市场

的火爆使人们根本感受不到经济增速

下滑所带来的负效应，更看不到经济

不景气所显现的萧条景象。这样的情

景直观地透露了这样的信息：金融危

机没有过多地降低人们的消费水平和

消费欲望，居民的消费需求仍然保持

强劲增势，国内消费品市场依然购销两

旺，进而表明居民对我国经济发展前

景依然趋向乐观，信心依 然十足。

假日经济拉动了消费需求

据 商务部统计，元旦 节日期间全

国 1000 家核心商业企业 实现 零售额

125亿 元，较 上年同期增长 13% 。春

节前后市场销售更是 火爆，多数零售

企业销售均超出 20% 。大年三十至正

月初 六，全国实现 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

额 2900 亿 元，同比增长 13.8% 。据北

京商业信息咨询中心对北京市 100 家

企业 2364 家店铺的抽样调查显示，节

日 7天，百货、超市、餐饮三个业态百

家企业比去年春节黄金周多卖了1.5亿

元。春节期间，全国重点监测的零售

企业食品、饮 料、烟 酒销售额同比分

别 增 长 23% 、17.5% 和 14.7% ，放 心

肉、绿 色蔬菜、时令水果、保健品、礼

盒装酒等成为居民家庭消费和馈赠亲

友的首选；服 装、鞋帽销售额同比分

别增长 14.2% 和 12.9% ，一些商场销

售额比平日增长两倍左右；家电、通

讯器材销售额同比分别增长17.8% 和

18.1% ，液晶电视、厨房小家电、数码

产品、电暖器等尤其旺销。北京市商

务部门 监测的 35家企业 实现营业额

7344万元，同比增长 16.6% 。其中，年

夜饭、家庭宴会在春节餐饮消费中占

绝对优势。

每年春节前后的一个多月时间里，

由探亲流、学生流、民工 流、旅游流

等20多亿人次汇成的极为巨大的人流

在 960 万平方公 里的大地上 涌动，蔚

为壮观。1月17 日，北京西站单日上车

旅客人数达到 22.7 万人，比去年春运

最高峰日增长 2.4万人，再次刷新历史

纪录，也一举创下西站建站 13年来最

高单日客流纪录。由于春运期间返乡、

探亲、出游等多重因素共同影响，航班

运输客流集中。据 预 测，今年春运期

间民航运输量达 2420 万人次，同比增

长 12% 。

应该说，假 日经济的形成对启动

消费、推动经济增长具有积极的促进

作用，创造了巨大商机，在一定程度上

拉动了消费需求的增长。不仅启动了

文化精神消费，而且开拓了娱乐、休闲

消费的新方式、新领域，为产能过剩

找到了新的消费增长点。

消费增长能否持续

（一）集中消费不利于市场的均衡

发展。消费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在

节假日的集中消费，消费的内容还是

跟往常一样，只 不过消费的时间、区

域发生了转变；另一种则是即时的冲

动型消费，把 消费者一些非必 需的潜

在消费激发出来，包括一部分旅游支

出、文教 支出、健康休闲支出，还有

刚起步的情感消费支出。这一行为对

消费的拉动作用会比较明显。假日消

费表面的热闹并不能带来消费总量的

增长，消费者的购买力仅仅 在时间、

空间、行业、企业等方面转移，对全年

的零售额并没有什么 大的影响。不少

专家认 为，集中消费并不是一件理想的

事，假 日集中消费破坏了市场的均衡，

使得市场暴冷暴热，尤其是交通、旅

游、娱 乐、饭店的容纳量不像商品 那

样可以储存，没有“蓄水池”可以调节，

难以 适应集中消费的状况。由于节日

市场销售过于集中，必 然会 影响 其他

月份的商品 销售，销售额的增幅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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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回 落，对此应引起有关方面的重

视。
（二）经济减速的负效应将会逐

渐传导到消费领域。从上世纪 80年代

两次周期和 90 年代上半期我国经济

运行情况看，当经济增长进入收缩期

后，经过一个滞后期，消费增长也将随

之回 落。从 经济内在规律和历次经济

周期变化看，消费与生产有较强的滞后

联动关系，经济增长回 落必然会导致

消费的降温或减速。据有关专家测算，

G D P 减速和消费降温的滞后期大约为

1年左右。从 2007 年四 季度起，经济

增长已持续回 落近 1年时间，初步判

断，消费增长速度在 2009 年将有所放

慢。此外，工 业生产增长快慢，将直接

影响到消费需求的大小，特别是消费

品 零售额的增速与工业增加值的增长

有较强的关联性，消费品 零售额的涨

跌 变化 均滞后于工 业增加值升降变化

4—6个月左右的时间。国家统计局公

布数据显示，今年1 月 C PI同比 上涨

1.0% ，连续第 9 个月走低。此前市场

预 测，随着经济的继续下行及国际市

场原油、粮食等价格的显著下降，今

年1季度C PI或出现负增长。业内人士

分析，通缩态势已经形成。

（三）居民消费的可持续性增长受

不利因素影响。一是多数居民收 入下

降延缓消费计划。据 调查结果显示，

2008年逾九成股民亏损，其中六成股

民亏损逾70% 。参与调查的七成股民

表示随着股市下跌，消费水平明显下

降；两成股民表示买房、买车等改善

生活水平的计划已经放缓，仅一成股

民表示股市下跌对自己的消费影响不

大。此 外，除了股市急跌 对消费意愿

的影响，被动性 失业、农民收入增幅

缓慢等，同样严重制约了内需市场的扩

大。二 是 支出预期将制约消费扩大。

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仍是紧缩开支的

根源，医疗、社会保障、住房、教育等

各项 支出有增无 减，增强了居民的支

出预期。三是楼市、车市的不景气将对

整体消费增长产生下拉作用。

把潜在的消费需求变成消费现实

应该说，受传统 观念以 及长期高

储蓄的支撑，居民的节日消费基本不

受经济好坏的影响，因而假日消费的

市场潜力仍 然十分巨 大。只要旅 游、

交通运输、商业、餐饮、邮电通讯、服

务等行业进一步抓住有利时机，开拓

市场，营造宽松、便利、规范的假日消

费环 境，就能够使这一消费市场的潜

力得以 释放，取 得可观的经济效益。

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消费品

市场不能只 满足于节日消费的一时旺

盛，当务之 急是要趁势而为，培育消

费后 劲，充分释放 消费潜力。目前，

我国正 处在人均 GDP从 2000 美元向

3000 美元攀升的过程中，消费市场面

临转型升级的机遇。为此
，
专家建议

从 多方入手，努力把 潜在的消费需求

变成现实的购买力。首先应在不断增

加居民收 入的同时，健全社会保障制

度，打消老百姓 不愿意消费的顾 虑。

其次要继续大规模推动“家电下乡”活

动，并把送文化下乡、送旅游下乡、送

健康下乡等作为培育农村消费增长点

的重要 事项 来谋划。第三，要不断提

高服务质量，用“服务第一”取代“价

格第一”。实行“黄金周”制度以 来，不

少旅游景区习惯用提高票价的方式实

现营利，结 果 高票价 挡

住了不少消费者的脚步。

市场规律表明，“优质服

务、低廉价格”才是刺激

消费的正 道。第四 ，树立

“良好的消费环境也是生

产力”的理念。当前，一

些商场里名目繁多的打

折、返利促销手段，让消

费者犹如 雾里 看花；一

些旅 游目的地多如 牛毛

的消费项目及高昂的消费

价格让消费者望而却步。

因此，如 何构建一个透

明、公 平、法治的消费环

境，是促进消费升级 的

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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