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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性财政支出是用于民生改

善、民生保障的支出，与人民生活息

息相关。民生性财政支出包括医疗卫

生、住房、社会保障、养老、教育、就

业、生产活动等方面，可以分为人力

资源支出、社会环境支出、生态环境

支出、转移性支出。大量实证分析研

究证明，增加民生性财政支出会在长

期内有助于经济的增长，并能够起到

刺激消费的作用。本文通过对全国城

镇、农村样本分析评估，研究居民消

费与四种不同类型的财政支出之间的

关系。

我国民生性财政支出与居民消费状况

1.民生性财政支出状况

民生性财政支出大致可以分为四

类，第一种是以公共安全为主的社会

环境支出，主要是通过减少社会不稳

定因素，从而达到降低居民预防性存

款、增加当期消费的目的。第二种是

以教育、医疗卫生、科学基础、文化体

育、传媒等为主的人力资本投资支出，

通过投资居民，提升消费者自身水平，

使他们获得更高收入，从而影响居民

消费水平。第三种是以节能环保、绿

色健康为主的生态环境支出，通过改

善人们的生活环境，提高人民健康水

平，提高生活体验，在长期内影响居

民消费。第四种则是以社会保障、就

业、住房等为主的转移性支出，主要

是通过调节城乡居民收入分配，缩小

居民收入的差异，从而实现整体性居

民消费倾向。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对民众生

活水平的愈加重视，民生性财政支出

的规模也随之不断增加，占GDP的比

重也不断提高。

由图1可以看出，从2003年开始，

四种民生性财政支出总体上都呈增长

趋势，其中人力资本投资支出从2003

年的4150亿元增长到2018年的55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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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增长12.31倍，在民生性财政

支出中占据较大部分的比重；社会环

境支出从2003年的1348亿元增长到

2018年的12461亿元，增长8.24倍；

转移性支出从2003年的2836亿元增

长到2018年的31163亿元，增长9.99

倍；生态环境支出从2003年的78亿

元增长到2018年的5617亿元，增长

71.01倍，从侧面反映了对生态环境的

支出力度不断加强。

从图2可以看出，民生性财政支

出占GDP的比重从2003年的12.19%

增长到2018年的22.59%，反映了政府

更加重视民众生活，将更多的财政资

金比例投入民生性财政支出，用于提

高民众生活水平。

2.居民消费状况

从图3和图4可以看出，1978年

到1994年期间，由于受到市场化改革

以及对外开放政策的影响，宏观经济

总体特征转向市场经济，城乡居民消

摘	 要：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人们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升，城乡消费差异日益加大，如何才能减小

城乡居民间的消费差异，推动全面共同富裕目标的发展，需要社会制度的不断完善。本文基于民生的角度

关注政府财政支出结构，通过对城镇居民与乡村居民消费情况进行分析，探讨城乡居民消费增长的差异

化，并提出相关建议意见。

关键词：财政支出；居民消费；消费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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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2003年—2018年四种民生性财政支出变化

费潜力得到释放，居民消费增长率飞

速提升。在1995年到2003年期间，居

民消费增长率相比较于之前出现了不

同程度的下滑。在2003年至2017年

之间，城乡居民消费增长率又开始了

增长。

从图5可以看出，在消费结构上，

由于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民财富水平

的提高，农村消费结构从1978年开

始逐步优化。从1978年开始，农村的

基本性消费比重不断降低。基本性消

费比重占比从1978年的90%，降低到

2017年的64%，已与城镇居民的基本

性消费比重基本持平，反映了农村居

民可支配收入不断增加，生活水平逐

渐提高；医疗保健支出占比从1978

年的0%提高到2017年的13%，体现

了民众日益富裕，能够将更多的财富

用于医疗消费，提高自身健康水平；

交通通讯支出占比从1978年的9%提

高到2017年的11%；文教娱乐支出从

1978年的0%提高到2017年的10%，

农村居民能够将更多的财富用于提高

自身水平，从而在未来更好地提高自

身收入。

从图6可以看出城镇居民的消费

结构也在不断优化中，基本性消费比

图2			2003年—2018年民生性财政支出占GDP比例

图3			1978年—2017年城镇居民消费水平

消费，提高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医

疗保健支出从1998年的占比5%提高

到2017年的16%；交通通讯支出从

1998年的6%提高到2017年的14%；

文教娱乐支出从1998年的12%降为

2017年的7%。

相关结论

从整体上来讲，民生财政支出增

加对于城乡居民消费确实产生了促进

作用，人们获得了更好的公共福利，城

乡居民在消费结构上得以优化，基础

消费的比重降低，中高端层次的消费

比重增长。但另一方面，这种促进作用

仍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主要表现在：

一是城乡消费的差异。国内城乡

重从1998年的70%降低到2017年的

60%，基本性消费比重大大降低，有

利于城镇居民将更多的财富用于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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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1978年—2017年农村居民消费构成

图6		1998年—2017年城镇居民消费构成

二元经济结构使得城镇居民消费、农

村居民消费表现不同。在民生性财政

支出方面，不同类型的支出对于城镇

居民和农村居民的影响不同，消费结

构变化也不同。由于城镇居民人均收

入水平较高，有更多的财富可用于消

费，因此增加社会环境类财政支出，

有利于提高城镇居民生活的幸福指

数，增加居民的消费意愿，对于城镇

居民消费结构产生较大的影响；而农

村居民由于所受教育程度偏低，对提

高自身文化水平有更强烈的需求，因

此提高人力资本投资支出，能间接提

高农村居民消费支出。

二是支出结构的差异。社会环境

支出和人力资本投资支出的增加对于

提高居民消费水平有较大的促进作

用。在转移性支出及生态环境支出方

图4			1978年—2017年农村居民消费水平

面支出增加则对于居民消费的提高效

果不佳，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居

民消费支出，这主要是由于生态环境

支出的效果具有滞后性，需要较长时

间才能起到效果，而转移性支出则有

待完善的地方，导致对于提高居民消

费水平效果不佳。

三是有无自住房的差异。在我国

对于普通家庭而言，房子就是衡量人

们生活的底线标准，自住房与租房对

居民消费结构存在巨大的差异。如果

没有自住房，那么在城市内的家庭或

个人消费水平会大大降低，其收入会

有很大比重花费到租房和用于买房的

储蓄，这也就大幅度的挤占了其他领

域的消费支出。此外，如果没有自住

房还会导致居民难以享受到众多的社

会福利，特别是地方教育及医疗卫生

支出上的福利。

政策建议

一是加大对农村的民生性财政支

出投入。我国民生性财政支出分配长

期更多倾向城镇地区，导致了城乡各

方面差距显著，农村居民没能得到应

有的社会福利，进而消费潜力、消费

能力都被压制。因此想要释放农村巨

大的消费潜力，加大对农村的民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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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支出，加快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

建设促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步伐，	逐

步实现城乡居民基本权益平等化、城

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居民收入均

衡化、城乡要素配置合理化，以及城

乡产业发展融合化。

二是优化民生性财政支出结构。

加大民生性财政支出的比重，优化民

生性财政支出结构，配置所需的资源，

推动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通过转移

性支出，以及不同地区实行不同政策，

加快推动全方面统筹发展，加大对低

收入群体的保护，缩小城乡居民的消

费差异，缩减社会收入的差异性。根

据实证分析可知，社会环境支出和人

力资本投资支出对于居民消费的提高

有着更显著的作用，从而适度提高社

会环境支出和人力资本投资支出，可

以更有利于居民消费支出的增加。

三是加大城镇住房保障力度。大

力推进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通过公

租房、廉租房、经济适用房等多种形

式，解决城镇中低收入人群住房困难，

实现“住有所居”。在住房条件得以保

障和改善的情况下，城镇居民消费支

出水平将大大提升。

四是针对城镇和农村进行有所侧

重的财政支出政策。根据实证分析可

知，不同类型的民生性财政支出对于

城镇和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影响不同。

针对城镇居民，社会环境支出的增加

更有利于提高城镇居民人均支出；针

对农村居民，人力资本投资支出效果

则十分显著。因此，对于城镇居民和

农村居民，可以适度采取不同的财政

支出政策，从而使得财政支出更有效

地提高居民消费水平。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东吴商学院		

江苏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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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强对地方政府债务有关问题的研究和政策解读，在财政部预算司

指导下，中国财政杂志社、政府债务研究与评估专项工作办公室联合开展“加

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征文活动，广泛听取地方各级政府、财政和金融领

域专家学者及广大从业人员关于进一步提高我国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水平，

着力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意见建议。具体方案如下：

一、组织领导

成立“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征文”组委会，由中国财政杂志社、政

府债务研究与评估专项工作办公室相关人员及有关专家组成，负责指导征

文活动的相关工作。

二、征文主题及截稿时间

以《预算法》《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

债券发行及项目配套融资工作的通知》《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

管理的意见》等法律和制度规定为依据，就进一步提高我国地方政府债务

管理水平，着力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进行前沿理论研究与探讨；立足于

当前地方政府通过举债融资支持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问题，结

合工作实践探索，从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角度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具体征文主题及截稿时间如下：

1. 加快发行使用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研究（2020 年 1月底截稿）

2. 健全专项债券偿还机制研究（2020 年 4 月底截稿）

3. 推进地方政府债务信息公开研究（2020 年 7 月底截稿）

4. 加强地方债项目绩效管理研究（2020 年 10 月底截稿）

三、征文要求及活动安排

征文应具有原创性，观点鲜明，角度新颖。字数在 5000 字左右为宜。

征文电子稿请统一发送至公共邮箱 csf187@126.com。

联系人：韩璐		010-88227055，010-88227058

四、评选奖项

征文设一、二、三等奖和优秀奖，另设组织奖，由征文活动评委会认

真筛选和评议。对获奖个人及组织颁发证书，给予适当奖励。

2020年 12月完成征文评选工作，届时举办“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

研讨会暨征文颁奖活动。

同时，征文稿件将择优在《中国财政》杂志相关专栏刊登，同步在《中

国财政》微信公众号推送。其他稿件观点将送有关部门作决策参考。

组委会享有本次征文活动的最终解释权。

	“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征文”组委会

2019年10月

关于开展“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
征文活动的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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