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济纵横

2007：消费驱动将更为强劲

本刊记者  ★木 子★

2006年在经济保持快速增长的大环境下，消费需求也

呈现出对经济的强劲拉动力，居民消费增长速度创

近几年的新高，电子通讯器材、家居商品、音像制品等继续

旺销，汽车、住房等商品对相关消费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加

大。那么，2007年能否延续这一发展势头呢？为此，记者

对国家统计局等相关部门进行了采访。权威人士分析认为，

2007年伴随着经济的持续增长，城乡居民的消费需求仍将

延续2006年的走势，实际增长速度也将高于 G D P的增速。

拉升 2006年消费需求快速增长的五大因素

专家预计，2006年衡量城乡居民商品性消费的主要指

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上年的增速达到 13% 以上，

快于1998-2005年的平均增速，也超过了同期G D P的增速，

表明消费需求增势强劲，呈现出本轮经济扩张期以来的最

强有力的上升势头。拉升2006年消费需求快速增长的主要

因素有五个：

一是商品市场一些商品持续热销。据统计，2006年 1至

11月，全国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业通讯器材类商品零售额比上

年同期增长22.6%，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增长 19.3%，体

育、娱乐用品类增长 17.8%，书报杂志类增长 12.7%。
二是住房和汽车消费继续带动了相关商品的消费增长。

与上年同期相比，汽车零售额增长 26.1% ，石油及制品类

增长 36.3%，建筑装潢材料类 25.8% ，家具类零售额增长

21.8% 。

三是节假日消费拉动明显。受春节、“五一”、“十一”

长假的带动，2月份、5月份和 10月份消费品零售额的增幅

分别达到 15.8%、 14.2% 和 14.3%，均为一年中增速较高

的月份。

四是餐饮消费持续红火。住宿和餐饮业营业额比上年

同期增速达 16%以上，对消费市场起到较大的拉动作用。

五是农村市场升温加快，驱动整体市场的旺盛。

2007年消费驱动将更为强劲

有关专家分析认为，伴随中央宏观调控力度的加强，我

国经济将朝着预期的方向发展，投资增长过快的势头将会

逐步得到抑制，消费相对不足的现状将有所改变，2007年

国内消费需求仍将会延续2006年的增势。

一是政策效应将驱动消费市场的旺盛。2007年经济工

作的着力点将继续坚持以增加居民消费尤其是农民消费为

重点，加快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努力提高农民和城镇低

收入者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投资拉

动为主向消费拉动为主的根本转变。积极扩大内需将是今

后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政策。我国作为一个快速发展的大

国，内部存在不平衡性，只有通过扩大内需，才能减弱经济

发展的不平衡性，缩小发展中的差距。从社会生产来看，投

资需求不过是中间需求，只有消费才是社会再生产的终点

和新的起点。消费需求在某种意义上决定着投资需求和总

需求。特别是从中长期来看，没有消费需求支撑的投资将成

为无效投资，而无效投资是无法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

健康增长的，这一点已为我国多年经济运行的实践所证明。

因此，2007年国家将继续采取扩大消费的宏观政策措施，鼓

励消费增长的宏观经济政策还将延续，政府将推出更有力

度、更具效果的政策措施，经济增长方式将会实现重大转

变。这些为新的一年消费需求的进一步扩张创造了一个良

好的政策氛围。

二是主导经济增长的消费需求的基础条件已逐步形成。

一方面城乡居民消费需求总量空前增大，结构层次升级且

变动速度加快，奠定了消费需求主导经济增长的力量。另一

方面买方市场的确立，长期的市场短缺状态基本消失，已大

体形成了供给适应和追求需求变动的市场环境。其次，居民

消费行为趋于理性和成熟，权益保护意识和自主意识也逐

渐增强。正是消费需求的这种历史性变化，形成了消费需求

主导经济增长的基础。

三是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收入增长将支撑消费总量的

不断上升，社会有效需求将在收入增加的基础上充分释放。

2006年中央和地方政府出台了一系列调整收入分配关系，

增加中低收入者收入的举措，如改革公务员工资制度、提高

最低生活保障补助标准等，使居民收入水平有所提高。据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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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2006年前三季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扣除价格

因素，同比实际增长 10%，比上年同期加快 0.2个百分点；

农民人均现金收入同比增长 12.7%，扣除价格因素，实际

增长 11.4%，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2007年，居民收入增

长前景良好，这将大大增强居民的消费能力，消费需求持续

增长将成为必然。

四是我国众多的人口、城市化进程、建设新农村、区域

消费及城乡消费差距的空间都将成为消费行业发展的动力。

城市化还将带动周边农村消费品市场的发展。此外，农民进

城打工将进一步推动农村人口向城镇地区转移，这将促进

这部分农村居民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的转变，推动其消费

增长和消费结构变化。

五是经济全球化和现代化程度提高将推进我国技术进

步和产品结构的升级，带动消费的升级。居民消费观念的进

一步更新，将使一些具有拉动经济增长功能的商品成为消

费热点，促进消费结构升级。旅游、高档和高技术消费品以

及信息产品将迅速增长。

六是汽车和住房消费等消费结构升级因素仍将是促进

消费增长的重要力量。2007年国家汽车消费政策的调整，小

排量汽车销售将快速增长。随着有针对性的房地产调控政

策出台，房价过快上涨的局面有望得到控制，而经济适用房

投资和建设的增长也将增强居民买房的支付能力和信心。

汽车和住房等重量级商品消费的持续增长对整体消费的拉

动作用较大。

尽管实现经济增长向消费拉动型方式转变的条件已基

本具备，但仍有一些制约因素不容忽视。从城市看，房价高、

看病贵、教育费居高不下等问题仍大量分流居民购买力，要

从根本上缩小这三大支出占居民消费总支出的比重，任重

而道远。从农村看，虽然农村消费市场潜力巨大，近几年消

费结构有升级的苗头，但农民增收难度加大，消费能力仍然

离人们的期望值相差较远。这些仍需有关部门做出艰巨的

努力。

几大消费热点仍将持续

目前我国人均G DP已超过1700美元，标志着我国居民

的消费结构升级加快，处于以发展性消费为主的阶段，发展

空间相当大。未来消费品市场能否继续保持稳定增长，在较

大程度上取决于新的消费热点的形成和巩固。专家认为，从

多种因素看，近几年我国消费市场持续快速增长与住房、汽

车、旅游、信息等消费热点的带动作用密不可分。2007年，

这些消费热点仍将持续，继续扮演推动消费增长和升级能

力的角色，由此拉动信息通信产品、家居装潢、娱乐休闲等

消费，成为拉动消费增长的主导力量。

一是汽车。汽车是我国消费结构升级的标志性商品。从

各个国家的发展经验来看，当一个国家人均G D P达到3000

美元以上将进入汽车消费快速发展的时期。在我国一些大

中城市人均G D P已经接近或超过3000美元，汽车消费出现

较快增长。但应该看到，频繁价格战打破了消费者对车市的

价格信心，汽车价格一再下降也加剧了潜在购车者的观望

心态。因此，汽车消费将会步入稳定增长期，不会再出现“井

喷”的行情。

二是住房。我国已经进入到住房需求大幅度增长的时

期，城市化和人均居住条件的改善，以及房屋的自然折旧将

带来对住房的巨大市场需求。特别是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

进，对住房的需求会进一步加大。专家预计在“十一五”期

间，城市化率仍将以每年1个百分点的速度推进，而城市化

率的发展直接带动的是房地产业的发展。从这些情况考虑，

未来住房的需求潜力仍然可观，房地产业也仍将保持较快

的发展势头。此外，各地二手房交易市场不断规范和完善，

一、二级住房市场联动，将有效满足不同的购房需求。预计

2007年我国房地产业投资和销售快速增长的局面不会有大

的改变，商品房仍将成为带动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主导产

品。但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多数地区的房价已居高不下，短期

内也难以大幅回落，将会抑制中低收入者的购房需求，商品

房的销售增长速度将有所放缓。

三是电子通讯商品。从“九五”后期开始，通信、信息

消费已成为居民新的消费热点，产销均呈现快速增长势头。

从发展趋势分析，信息家电、通讯设备、计算机、数字彩电、

数码产品等将继续走俏。以电子商务为核心开展的网上商

场、网上购物、网上服务、网上教育、网上国际贸易等都渐

成热点，电脑、手机数量及上网人数将继续快速增长。

四是旅游、休闲、餐饮、保健消费。目前我国居民外出

旅游人数不断增加，旅游业将是今后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

力量之一。根据国际经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 1000美

元左右时，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步伐加快，在外就餐、商务、

旅游、会展活动逐步增多，将推动餐饮业快速发展。随着居

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健康变得越来越重要，与之相关的商品

需求量将会随之增加。

五是服务消费。2007年我国经济实力和货币支付能力

的提高，将进一步推动居民发展性和享受性消费的快速增

长。同时，服务价格上调意愿强烈，将从价值量上推动服务

消费的快速增长。我国服务业发展空间巨大，国家也将大力

发展服务业，为居民服务消费的扩大创造了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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