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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激消费需要制定明确

和稳定的消费政策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

究部副部长王元在接受《中国经济时

报》记者采访时说，新时期需要制定明

确与稳定的消费政策。面对市场竞争

格局和市场需求的变化，我们一直缺乏

相应的以刺激消费增长和引导消费行

为为重点的政策导向。储蓄利率调整

并未像预期的那样对消费产生刺激，反

而开启了股票投机的闸门，个人所得税

的征收因主要靠“觉悟”也未对调整分

配有明显成效。同时，政策往往带有

“单一性”和短期性，无论是鼓励优先发

展的方向还是环境保护似乎都不十分

明确。
针对当前消费需求的特点和经济

增长对扩大消费的要求，消费政策的基

本框架和功能应重视以下几个方面。
1.消费刺激政策。刺激消费是消

费政策的核心，但这个核心应明确刺激

谁、刺激什么和如何刺激。刺激的重点

应是“消费领先者”群体，即年轻人。这

一群体具有持续的购买欲望和较强的

消费带动性，而且易于接受和形成现代

消费意识，虽积蓄不多，但预期的挣和

偿付能力强，刺激这一群体的消费应当

以提供金融支持为主要手段，即在建立

个人信用制度的基础上，积极发展消费

信贷；而且消费信贷应提供多种消费刺

激的选择，即一种“开式”的刺激和需求

满足的渠道。
2.消费支持政策。除税收调整外，

购买能力的提高显然直接取决于经济

的增长速度和发展水平。一是从扩大

国内有效需求的角度，在加快中西部经

济发展总目标的要求下，应以支持中部

经济发展和活跃城市经济为重点。推

进其城市化进程，提高城市对消费的带

动和刺激作用，通过发展中小城镇，活

跃商业和形成“商圈”。二是扩大农村

消费市场的一个重点，是完善农村消费

品市场网络和建立多层次的市场体系。
3.控制消费与保护消费政策，也可

称为消费环境政策。消费需求并不是

个项的，而是组合性的。因此，住宅产

业的发展要以不断改善的城市基础设

施为前提，从这个意义上说，扩大基础

设施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在科

学规划的基础上，加强城市改造和进行

基础设施的现代化建设。
（摘自 1999 年 3月 12 日《中国经济

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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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经济面临问题的

根本原因在于农村经济

发生了阶段性变化

对当前农村经济运行中出现的

农产品销售不畅、乡镇企业发展速

度回落与农民收入低速增长等问

题，应从发展的角度予以审视。这

些问题的出现并不表明农业政策和

农村工作指导思想出现了失误，自

然灾害和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也不

是主要因素，而根本的原因在于我

国的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已经发生

了阶段性变化。经过 20 年的改革

和发展，我国的农业和农村经济发

展已由受资源约束转变为受资源和

市场双重约束，农村经济与整个国

民经济发展的关联程度越来越强。
因此，从城乡经济发展的大格局中

考虑问题，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调

整、优化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将经

济增长转到以质量、效益为中心的

轨道上来，已经成为农村经济发展

的迫切要求，也是我们必须研究解

决的重大问题。
（摘自《了望》周刊 1999 年第 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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