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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结构转型升级面临的困难及建议

□张巍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在生产、投资、

出口增速明显放缓的同时，我国消费增

速也出现回落。今年1—4月累计，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比上年同期增长12%，

增速比上年同期回落0.5个百分点；扣

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0.9%，同比回落

0.2个百分点。消费尤其是消费升级是今

后较长时期经济增长的持续动力，并由

此加快经济转型速度，继续引导相关产

业加速发展，从根本上转变经济增长方

式。但目前我国居民消费结构转型升级

还面临不少困难和问题：

（一）居民收入水平偏低制约消费

结构升级。在其他因素相对稳定的前提

下，居民收入的变化将成为居民消费变

化的唯一的决定性因素。多年来，由于

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居民收入增长未能

与经济增长保持同步。1979—2012年，

国内生产总值从4063亿元增加到51.9

万亿元，年均增长9.8%，财政总收入

从1146亿元增加到11.7万亿元，年均

增长14.6%，而同期城镇和农村居民人

均收入分别增长7.4%和7.5%，经济增

长速度与城乡居民收入增速相差2.4和

2.3个百分点。收入的多少决定消费需

求的强弱。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

居民消费增速长期慢于GDP增速。按

照当年价格计算，1990—2003年GDP

年均增长15.3%，而居民消费总量年均

增长13.8%，居民消费增长比GDP增长

慢1.5个百分点。特别是2000年以后，

居民消费连续4年慢于GDP的增长，

年平均增速差距多达2—3个百分点。

不仅居民消费总量增速缓慢，人均居民

消费水平提高速度慢于经济增长的情

况更加明显。总体来说，城乡居民收入

水平偏低，影响居民整体消费结构的升

级速度。

（二）居民收入差距扩大不利于消

费结构优化升级。根据收入分配影响消

费需求的理论分析，由于高收入者的平

均消费倾向低，低收入者的平均消费倾

向高，因此如果居民收入分配的差距过

大，收入集中于消费倾向较低的高收入

者手中，不利于形成新的消费热点，而

占绝大多数的中低收入消费群体受购

买力脆弱的制约，达不到相应的消费能

力，导致消费断层的产生，从而影响居

民整体消费结构的优化与升级。据统

计，我国收入差距约50%来自城乡之间

的差距，城乡差距的走向对整体收入差

距的变动起着决定性作用。据国家统

计局统计，2012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比为

3.10：1，2011年该收入比为3.13：1，2010

年该收入比为3.23：1。全年农村居民人

均纯收入7917元，比上年增长13.5%，

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0.7% ；农村

居民人均纯收入中位数为7019元，增长

13.3%。全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4565元，增长12.6%，扣除价格因素，

实际增长9.6%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中位数为21986元，增长15.0%。农村

居民收入实际增速比城镇快1.1个百分

点。      

（三）高房价成为加快消费升级的

重大阻力。近年来，我国房价不降反

涨，将进一步强化居民消费支出预期，

严重挤压其它消费购买力。高房价至

少会在两个方面抑制消费的快速增长：

一是高房价让许多人沦为房奴，在沉

重的房贷压力下，对这部分家庭的未

来消费产生巨大的挤出效应。例如，大

部分收入将用于房贷月供，这不仅会

导致一般住房消费者的日常消费全面

萎缩，而且还会影响到他们的人力资

本提升，最终将导致这部分家庭的收

入水平固化和消费能力的削弱；二是

高房价改变了人们的预期，增加了预

防性储蓄需求，使多数人不敢消费、谨

慎消费。房价的过度上涨，导致众多中

低收入阶层，在城市住宅资源方面逐

渐边缘化，只能望房兴叹。不少地方的

房价大大偏离民众的实际购买力。因

此，高房价阻碍了居民的消费升级，削

弱了消费增长的后劲，使刺激消费的

政策受到很大干扰；同时，还影响了

城市化进程，加剧了贫富差距，使巨大

的消费潜力得不到释放，已成为当前

制约消费升级的大阻力。

（四）消费环境欠佳影响居民消费

结构正常升级。我国目前正处在经济加

速转型期，制度建设、法制建设以及诚

信建设还不完善，市场环境整体来说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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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待改善，居民对未来支出的不确定性

增强，支出预期增加，导致居民储蓄居

高不下。例如，随着就业形势日趋严峻，

人们的职业稳定性下降，收入不确定性

大大提高，从而使得收入预期变小，制

约了即期消费。此外，当前，市场的消

费环境总体欠佳，缺乏诚信。假冒伪劣

商品、坑骗消费者、虚假广告等非诚信

现象充斥市场；食品安全问题突出，欺

诈消费者现象时有发生。面对不良的消

费环境，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时十分谨

慎，反复权衡消费收益和可能发生的消

费风险。在这种情况下，往往选择持币

待购、推迟消费乃至放弃消费，从而压

抑了人们的消费热情，对居民消费结构

升级带来不利影响。

（五）消费品供给结构滞后于消费

结构的变化。当前消费结构呈现出多元

化、个性化、高档化以及快速多变的发

展态势，但由于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之

间缺乏有效的连接机制，消费结构变化

所蕴涵的信息没有及时准确地传递到有

关部门或被产业部门所利用，产业技术

的进步受到影响。生产企业适应消费结

构和市场需求变化的能力较差，即使知

道市场需要什么，也无法及时提供。市

场供给结构滞后于消费需求的变化，已

成为消费结构快速升级的一大难点。

要加快消费结构转型升级，需要从

以下方面消除不利因素。 

（一）进一步增强居民消费能力。要

多渠道多形式扩大低收入家庭就业，增

加居民工资收入。加快健全以税收、社

会保障、转移支付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

调节机制，逐步形成合理的收入分配制

度。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加大财政

对低收入群体转移支付力度，着力提

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增强居民消费能

力。

（二）进一步优化商品和服务供给

结构。企业要把产业和产品结构调整与

居民消费结构升级转型有机结合起来，

形成良性互动，创造出有效的供给，逐

步改变目前产品的结构性过剩与结构性

短缺并存的现状。要通过科技进步，不

断开发和创新产品品种，使低水平、低

档次的消费品逐渐淡出市场，差异化、

个性化的产品占领市场，满足居民多层

次消费需求。

（三）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城镇社会

保障体系。要加大对基本公共服务设施

和体系的建设投资力度，健全和完善社

会保障体系，加强医疗、教育、养老、

失业、社会援助等社会保障的力度，以

解决城镇居民的“后顾之忧”，提振居

民消费信心，不断释放城镇居民的消费

需求。

（四）进一步加强住房保障建设。要

切实加强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规范房

地产市场价格和收费秩序。科学制定和

实施城镇住房建设规划，重点发展低收

入住房困难群体需要的廉租住房、公共

租赁住房，以及居民自住需要的中低价

位、中小户型普通商品住房。鼓励有经

济积累条件的居民改善住房品质，加快

住房升级换代。

（五）进一步优化信息消费环境。必

须加大力度全面提升信息产品、信息内

容、信息平台、电子商务、电子政务等

五大服务能力，增强信息消费服务的有

效供给。同时重点实施消费示范、智慧

城市、智能终端、信息惠民、消费环境

五个专项行动，突破制约信息消费的瓶

颈和短板。

（六）进一步加强消费品质量监管

力度。要加强对消费品生产、流通、销

售、服务等各个环节质量监测。以肉类、

蔬菜等商品为重点，建立来源可追溯、

去向可查证、责任可追究的流通追溯体

系，打造涵盖生产、流通、消费全过程

的全产业链追溯模式，加快建设追溯管

理公共服务平台。强化对食品、药品等

重要商品的安全、质量和卫生监管，做

好跟踪监测，让居民放心消费、安全消

费。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营造公

平、有序、规范的市场环境。 

（作者单位：云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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