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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长期依赖的出口导

向型经济增长模式取得了巨大成就，各项经

济指标成绩斐然。但从日本、亚洲四小龙的

经济发展历史来看，随着发展中国家和地区

“后发优势”的消失，经济增长率会随着资本

积累及GDP总量的增加而逐步放缓，传统依

靠外需拉动的经济增长方式必将被内需拉动

所取代。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需求快

速萎缩，我国外贸出口增速明显回落，出口

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已不能适应世界经济格

局变化，依靠内需拉动经济增长变得更为重

要和现实。

而我国也具备一定的优势和条件，将扩

大消费、提高内需作为未来经济结构调整的

重要方向，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一是13

亿人口本身就是庞大的消费市场。虽然“人

口红利”拐点已近，但与发达国家相比，相对

的“人口红利”还能持续5—10年，暂时不会

带来劳动力成本的代际上升。二是经济发展

阶段、地域和文化的多样性，使国内不同地

区间具有类似国际间的比较优势，地区间的

经济互补性很强。三是今后很长一段时间，

经济仍将处于以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为主要

特征的高速增长期，新型消费市场扩张、消

费结构升级所创造的需求将持续拉动经济增

长。

财政政策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手

段，应促进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尤其是农村

居民收入增长，积极引导资源投向农村、中

西部等具有巨大潜力的消费市场，同时降低

税率，创造促进扩大内需的宏观环境和制度

背景，实现经济增长模式从出口导向型向内

需拉动型转变。

（一）提高农村居民收入占比及收入水平

虽然我国农村人口从1998年的66.65%

下降到2010年的50.05%，但农村人口的庞

大基数决定了农村居民消费对总消费的贡献

潜力，同时由低收入导致的高边际消费倾向

也使得农村居民消费对总消费的贡献不容忽

视。然而，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占比却一直下

降，这将影响我国居民的总消费水平。因此，

必须注重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比重。

我国多年来实行的农业反哺工业、重城

市轻农村的非均衡发展战略，造成了农业亏

损、农村落后、农民穷苦的局面。农民增收、

农业及农村发展必须依靠财政扶持和直接补

贴。提高农村居民收入占比不是简单地把城

镇居民的部分收入转移给农村居民，而是在

保证城镇居民收入不降低的情况下扩大农村

居民收入比重。目前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在

收入来源中位于第二位，但是与城镇居民相

比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这就需要统筹城乡

就业，大力发展城市服务行业，促进农村劳

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通过大力提高

农村居民的工资性收入来提高农村居民收入

水平。

（二）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

中的比重

居民收入水平是影响消费的最重要因

素，高收入者的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都

很低，而城镇低收入者和农民的消费倾向虽

然很高但消费能力却很弱，因此扩大消费的

关键在于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国民收入初

次分配应由国家和企业占主导向个人倾斜，

财税改革CHINA STATE FINANCE

经济转型期扩大内需的财政政策建议

陈腾龙

财政政策应
积极引导资源投
向农村、中西部
等具有巨大潜力
的消费市场，同
时创造促进扩大
内需的宏观环境
和制度背景，实
现经济增长模式
从出口导向型向
内需拉动型转变。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492012.02  中国财政

降低税负、提高劳动者报酬，保障低收入者的最低工资

收入，从而提高居民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首先，通过降低税负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从1994

年分税制改革以来，国家税收收入基本上保持着15%

以上的增长速度，2007年达到31.06%的阶段性高点，

2009年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实行税收减免、提高出口退

税率等政策，税收收入增幅骤降至20世纪90年代以来

的最低点（9.77%），但2010年又恢复到22.98%。而同

期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纯收入的增长率基

本上都低于15%，甚至很多时候的农村居民收入增幅都

在10%以下，与国家税收收入的高增长形成鲜明对比。

其次，通过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抬高社会平均工资

水平，促使企业放弃粗放型、低利润的经济增长方式，

实现产业升级。而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和促进产业升级

有助于直接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从已公布2010年最

低工资标准的14个省市来看，最低工资平均上调幅度

在20%左右，其中福建和广东上调幅度更是达到25%。

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对《部分城市2010年企业春

季用工需求和2009年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就业情况的调

查》，72%的企业预计2010年人工成本较2009年上升

9%，而在2008年，预期用工成本上升的企业仅占40%。

（三）扶持中小企业，创造就业机会

我国的劳动力供给上升趋势明显，即使保持目前的

经济增长速度，也远远满足不了就业的需要，在一段时

期内,我国将面临沉重的就业压力。而就业率高意味着

会带来较高的购买力和消费能力，因此加大投入应该更

多地关注就业增长，而不仅仅是GDP增长。中小企业和

第三产业吸纳了农村和城镇的绝大部分富余劳动力，应

当从税收政策等方面予以大力扶持。

按照现行划分办法，中小企业的数量占企业数量的

99%，经济总量占60%，上缴利税占50%，特别是就业人

数占80%。随着中小企业的发展和新兴产业的出现，中

小企业在增加就业岗位安置劳动力方面将会发挥更大

的作用。最近几年中小企业生存环境有所恶化，政府应

当加快垄断行业放开力度，完善、健全市场经济体制；

通过减税、减费，给予中小企业直接扶持；运用市场倒

逼机制促使企业转型升级。

（四）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提高社会保障水平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社会保障体系覆盖范围较

小、层次较低，在居民预期收入不稳定而预期支出却是

刚性的情况下，预防性储蓄率一定会居高不下。这就要

求尽快完善医疗卫生、住房、教育等社会保障制度，提

高社会保障的覆盖率和保障度，为居民消费解除后顾之

忧。随着收入的快速增长和储蓄率的逐步下降，居民消

费能力将大幅上升。

（五）加大城市化西进力度，平衡城乡收入差距

2009年我国的平均城市化率为46.6%，其中西部

地区的城市化率低于40%，中部地区的城市化率也没有

超过50%。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城市化进程是保持我国经

济长期稳定增长的战略支点，也是缩小地区二元结构差

异的重要手段。经济学界多数人认为城乡差距对收入差

距的影响程度占到了40—60%，因此缩小城乡差距有助

于减小收入分配差距，从而提高居民整体收入水平，而

我国城乡差距的缩小应当主要通过中西部地区的城市

化来完成。

（六）控制政府投资规模，优化投资结构

世界平均投资率已从1990年的24%降至2002年的

19.9%，并有逐年缩小的趋势，而我国的投资率却呈不

断提高之势，2003年以来一直保持在40%以上。随着4

万亿资金的逐步投入，2009年和2010年的投资率接近

50%。投资和消费是扩大内需中此消彼长的一对矛盾，

长期过高的投资率意味着长期偏低的消费率。如果消费

和投资没有形成合理的比例关系，就会使投资增长失去

消费需求支撑，加剧产能过剩，严重影响经济健康发展。

我国投资结构不尽合理，一些高耗能、高污染企业

投资规模持续扩大，而对节能减排、环境保护、高新技

术及公共服务投入不足，因此必须严格控制政府主导

的保增长投资，通过税收等经济手段引导资源市场化

配置。一是进一步加大对“三农”的投入力度，特别是

继续加强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城乡协调发

展。二是限制高能耗产业，推动节能行业发展。我国能

源结构不合理，在一次能源中，碳排放量较高的煤炭占

69%，核能、水电等非化石能源只占9%，低于发达国家

的14%。三是加大对重型装备制造、高新技术、新材料、

新能源等战略性产业的投入力度，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

级，努力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四是加大对社会事业的

投入力度，特别是增加公共医疗卫生、基础教育等建设

的投入，促进社会与经济协调发展。五是加大对生态建

设和环境保护的投入力度，修复已经破坏严重的自然环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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