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颖促进消费和投资需求

协 调 增 长

严于龙

2003 年，我国经济取得了 1997

年以来最快增长，速度达到 9.1 % 。
应该说，这是多年来我国政府宏观

调控取得实效的结果，更是延续多

年的努力扩大内需政策成功实施的

必然结果。但从当前国民经济运行

的状况看，政府调控经济、启动内需

的任务仍然很繁重，其难点是如何

促进消费和投资需求协调增长。

消费需求、投资

需求增长不协调

最近几年，我国扩大内需政策

总体上是成功的，保持了经济的持

续、快速增长。但是，相对而言，投

资需 求的增长快于消费需求的增

长，消费需求显得不足。
一是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明显快于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增长，而且，增长幅度在逐步扩大。
2000 年— 2002 年，全社会固定资产

投资增长幅度分别比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增长幅度高 0.6、2.9 和 8.1 个

百分点。特别是 2003 年，全社会固

定资产投资增长高达 26.7% ，而社会

消 费 品 零 售 总 额 比 上 年 只 增 长

9.1 % ，二者增幅差距达 17.6 个百分

点，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增长明显

不协调。二是投资率进一步上升，消

费率进一步下降。1997 年投资率为

38% ，此后连续 4 年下降，2000 年下

降到 36.4% ，2001 年重又开始上升，

2002 年上升到 39.2% ，2003年进一步

上升到 41% 左右；与之对应，消费率

由 1997 年的 58.2% 连续四年上升到

2000 年的 61.1% ，2001 年重又开始下

降，2002 年下降为 58% ，2003年进一

步下降到 55.2% 左右。20 世纪 90 年

代世界平均消费率为 78% — 79% ，平

均投资率约为 20% ，与之相比，我国

投资率偏高 16 个百分点，消费率偏

低17—18个百分点。三是消费对GDP

增长的贡献率逐年下降，由最高年

份 1999 年的 76.3% 下降到 2003 年的

33.7% ；总投资对 G D P 增长的贡献率

逐年上升，由最低年份 1 9 9 7 年的

20.6% 上升到 2003 年的 70.9%。

从消费需求结构看

扩大消费的重重点

从消费需求的结构来看，居民

消费占 78% 左右，政府消费占 22% 左

右。政府消费占GDP的12.1% ，与2001

年美国 2 % 、澳大利亚 1 .3 % 、韩国

3.3 % 相比，即便扣除各种不可比因

素，我国政府消费的比重也已经很

高 ，政府消费扩大的潜力已经有

限。所以，扩大消费需求，重在扩大

居民消费。那种在短期内通过扩大

政府消费来扩大消费需求的思路显

然是不可取的。再从城乡居民消费

来看，2002年城镇居民消费占 56.4% ，

农村居民消费占 43.6% ，城镇居民人

均消费水平 7972 元，是农村居民人

均消费水平 2259元的 3.53倍。显然，

农村居民消费严重偏低。由此看

来，在继续扩大城镇居民消费的同

时，重点应该放在扩大农村居民的

消费上，想方设法提高农村居民的

消费水平，这是当前扩大消费需求

的重要着力点。

从消费与收入关系

看消费增长的动力

从消费与收入的关系来看，城

镇居民 消费增长已经超过收 入增

长，农村居民消费增长相对较慢。我

们利用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分别与城

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

家庭人均纯入做回归分析，结果为

城镇居民消费水平对城镇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的弹性是 1.15，农村居民

消费水平对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

入的弹性是 0.985，即城镇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每增长 1 % ，城镇居民消

费水平增长 1.15% ；农村居民家庭人

均纯收入每增长 1 % ，农村居民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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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就增长 0.985 % 。由此可见，城

乡居民消费水平的增长直接决定于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

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增长水平。所

以，要扩大城乡居民消费，归根结底

要提高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

制约消费需求增长的因素

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减缓，滞后

于城镇居民收入增长。最近五年，农

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仅

3.8 % ，比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年均增长 9.4% 低 5.6个百分点。
这是制约农村居民消费增长的最重

要因素。
居民收入增长严重滞后于 G D P

的增长。1978 年以来，G D P 增长了

8.35倍，而同期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

收入增长了 4.5 倍，城镇居民家庭人

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了 4.2 倍。居民收

入增长滞后于 G D P 增长，也是当前

居民消费不足的重要原因。
收入预期不确定，储蓄意愿增

强。虽然经济不断增长，但人们对收

入预期并不很乐观，相反，由于不确

定因素增多，居民预期支出增加，消

费谨慎，储蓄意愿增强，造成当前即

期消费不足。
收入差距大，消费倾向低。由于

城乡、城镇内部、农村内部、地区之

间等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出现

消费断层，有消费能力的无消费意

向，有消费意愿的却无消费能力。居

民的总体消费倾向下降，影响了消

费的增长。
消费信贷不能适应部分居民的

消费需要。一方面，部分收入预期不

好的居民储蓄意向加强，抑制了消

费；而另一方面，收入预期好的居民

希望借贷消费，但却由于目前消费

信贷成本高、手续繁杂，范围小、品

种少，仅限于住房、汽车、教育等消

费，不能满足这部分居民的消费需

要，也阻碍了消费。
消费环境有待进一步改善。随

着城镇居民生活水平总体上实现从

温饱到小康的跨越，居民消费热点

已逐步转向住房、教育、旅游、电

子、信息产品、医疗保健服务和汽车

方面，但就目前而言，这些领域的消

费政策和消费环境都有待于进一步

改善。在农村，由于基础设施特别是

与居民消费息息相关的水、电、通

讯、交通等基础设施发展滞后，在一

定程度上阻碍了农村消费需求。

消费需求、投资需求

协调增长的政策建议

增强消费意识 ，以 消费促投

资、促生产。在计划经济体制和短缺

经济的卖方市场条件下，生产投资

处于主导地位，普遍的观念是“重生

产、轻生活（消费）”、“高积累（投资）、

低消费”。而如今我国已逐步建立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买方市场已

然形成，消费既是生产、交换、分配

和消费社会经济循环的终点，又是

起点 ，居国民经济循环的主导地

位。所以，生产投资应该向消费看

齐，以消费促投资、促生产。要鼓励

消费，引导投资，保持投资、消费协

调增长。
把增加居民收入特别是增加农

民收入作为扩大消费需求的着力

点。对城镇居民要继续保持家庭人

均可支配收入连续增长势头，增加

居民现实收入，改善收入预期。对农

村居民，主要是贯彻落实中央一号

文件精神，将中央关于增加农民收

入的各项措施落到实处，争取使农

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有显著的增长。
进一步鼓励信贷消费，扩大消

费信贷范围和规模。对于可能出现

的经济过热，总体上压缩银行信贷

是必要的，但同时要区 分信贷投

向，不能搞 “一刀切”。消费信贷不

但不应该压缩，还应该鼓励、支持，

甚至要扩大消费信贷范围，拓宽消

费领域 ，增加消费信贷品种和形

式，适当降低贷款利率，创造新的消

费信贷金融工具，努力扩大消费信

贷规模，继续提高信贷消费对居民

总消费以及 G D P 增长的贡献率。
引导居民消费预期。居民即期

消费不足，银行储蓄存款迅速增加

的情况表明居民消费有后顾之忧，

预期未来的消费支出将扩大。未来

的消费支出主要集中于子女教育消

费支出和医疗、失业、养老等社会保

障支出两大方面。在教育体制改革

方面，要清理教育乱收费，实行规范

化管理，在农村推行九年制义务教

育，降低居民对教育消费支出的预

期；在医疗、失业、养老社会保障制

度改革方面，要加快改革步伐，健全

保障制度，扩大覆盖面，特别是在广

大农村地区实施最低限度的医疗救

助制度，防止因病返贫，为增加居民

消费需求提供制度保障。
适当控制投资需求的增长，保

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避免增

长速度的大起大落。鉴于投资需求

的大幅增长将导致经济出现过热现

象，因此，应从总量上适当控制投资

需求的增长，保持经济平稳增长，避

免大起大落。对当前积极的财政政

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应进行适时适

度的微调，实质性地控制投资需求

的膨胀。而在投资结构上，对那些投

资有过热现象的行业，如房地产、汽

车、钢铁、电解铝、水泥等行业，要

防止新一轮的盲目投资、低水平重

复建设，要加大宏观调控力度，采取

多种手段遏制这种不良趋势，保持

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作者单位：国家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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