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济纵横

消费升级对经济产生强劲拉力

叶为金

消
费升级与助推经济增长是相互协

调、相互促进的关系。当升级到

一定程度时，出现新的产品需求，产生

新的行业企业，在示范效应下成为促

进消费结构升级的一个动因。近几年，

我国消费需求增势强劲，对经济的拉

动力不断增强，是与城乡居民消费升

级紧密相关的。居民消费品中多功能、

智能型耐用家电已成为城镇居民更新

家电的首选，家用影碟机、家用电脑消

费持续升温，升级换代加快。2006年

移动电话普及率提高，更新速度之快

创其它消费品之首，拥有量同比增长

17.23%。家用汽车成为高收入户家庭

消费追逐的目标，2006年底城镇居民

每百户汽车拥有量同比增长 26.5% ；

随着信息应用水平逐步提高，居民家

庭接入有线电视、互联网的计算机用

户持续增加，每百户拥有移动电话

152.9台，增长 11.6%。

消费升级的作用

居民消费的结构型升级和质量型

升级，大大推动了高新技术在生活领

域的运用和推广，成为消费升级的最

典型标志。
（一）消费升级成为消费增长的动

力，满足了不同消费群体的消费需求。

一般而言，在人均G D P超过1000美元

之后，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将发生跳跃

性变化。以住房、汽车为龙头的消费热

潮已经到来，投资型和服务型消费热

点支撑着消费品市场的活跃与稳定增

长，为消费的扩容增添新动力。我国第

一、二次消费高峰满足了人们对服装、

电视等生活必需品的需求，在第三次

消费高峰中，随着人口结构变动和消

费结构的升级，居民消费开始从满足

于基本的生存需求向重视生活质量的

提高转变，从追求物质消费向追求精

神消费和服务消费转变，品牌消费将

渐成趋势。传统食品、衣着的消费倾向

将趋于下降，交通、通信、居住、教育、

文化娱乐、医疗保健等消费倾向将趋

于上升，品牌服装、化妆品、黄金珠宝

等奢侈品消费所占比重将逐渐提升。

（二）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有力地推

动了第三产业的迅猛发展。据统计，

1998-2005年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年

均增长9.7% ，超过 G D P增速0.8个百

分点。随着可支配收入迅速提高，消费

结构升级朝着高级化发展，带来了第

三产业层级变革。据测算，“九五”期

间，经济每增长 1个百分点，居民消费

水平大约增加0.8个百分点，居民的旅

游支出增加2.2个百分点。如消费升级

推动了国内旅游业加速发展，旅游需

求出现结构性变化，观光游需求快速

发展，休闲游加速发展，预计未来几年

观光游将以 10% 以上速度发展，而休

闲游的增速将在 20% 以上。因此，居

民消费升级的加快，为与企业生产密

切相关的交通运输、仓储、金融保险、

信息咨询等第三产业创造了巨大的发

展空间。

（三）消费升级推动了我国相关行

业的发展。在消费升级的直接带动下，

居民尤其是城镇居民对住宅和汽车的

强大需求有力地支撑了重化工业的发

展，工业化加速推进到重化工业为主

导的新阶段。近年来，住房和汽车在居

民消费需求的拉动下快速发展，据统

计，城市居民人均住宅面积从 1997年

的 17.8平方米扩大到 2005年的 26.1
平方米，年均增长 4.9% ；农民人均住

房面积由 22.5平方米提高到 29.7 平

方米，年均增长 3.5%。城镇居民平均

每百户汽车拥有量由1999年的0.34辆
增加到2006年的4.3辆。一般而言，住

房和汽车具有把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

有效连接起来的突出功效。从消费需

求来看，住、行需求体现了整体跨入小

康生活的消费者更高层次的生活追求，

是代表消费升级的高价值商品。从投

资需求来看，住、行投资与最终消费需

求紧密相关，其扩大就业、拉动增长的

力度也最为强劲，由于住、行涉及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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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几十个部门，产业链条较长，投资

乘数效应较大，能更有力地促进经济

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增长。从具体

产业来分析，住、行为主导的消费结构

必将拉动建材、钢铁、石油、石化、有

色金属、橡胶、塑料等重化工业的发

展，重工业的产业链极长，巨大的拉动

效应对持续的经济增长至关重要。

消费升级过程中的障碍

目前，居民消费结构升级面临许

多政策和体制性障碍，概括起来包括

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住房市场的乱收费问题仍没

得到根本解决。目前，土地和住房建设

中的各种乱收费仍较突出，主要表现

在收费项目多，手续繁琐；一些部门和

单位违反规定，擅自设立收费项目，提

高收费标准，扩大收费范围；一些地方

政府超越管理权限出台收费政策等，

加重了消费者的经济负担。据调查，房

地产开发企业承担的各种收费约占房

价的 15% 左右，而涉及收费的项目多

达几十项。

二是涉及住、行产品生产的企业

竞争还不够充分，使得住、行产品价格

整体仍偏高。目前在住、行领域，基本

上还是国有企业占居主导地位，对其

他所有制企业还设有各种各样的市场

准入门槛，妨碍了各种生产要素活力

的竞相发展，使社会财富创造的源泉

不能充分流动。

三是满足住行需求的外部条件不

配套。如在许多城市，居民停放私家车

已成为一大难题，这一方面说明专门

的停车场收费较高，另一方面说明城

市的布局远没有考虑汽车快速进入家

庭的需要。再有，由于城市道路交通规

划赶不上城市人口的快速扩张以及机

动车的增长，拥挤的道路使不少消费

者只能持币观望。

四是消费环境不容乐观。假冒伪

劣产品屡禁不止、 价格欺诈、 虚假宣

传、消费纠纷解决不及时等问题成为

影响当前消费环境的突出障碍。特别

是由于我国正处于社会经济发展的转

轨时期，市场经济的各种法律法规尚

不够完善，市场信息缺乏充分性、及时

性和对称性，市场交易还不够规范，导

致商品质量问题仍然比较突出，不仅

损害国家、集体、消费者个人的利益，

还会危及消费者的身体健康和生命、

财产安全。

五是抑制消费的因素还没有明显

减少。主要表现为消费环境的缺乏诚

信和竞争的无序化迫使消费者捂住了

钱袋。与城市相比，农民消费不方便、

不放心、不实惠已成为抑制农村消费

的三大“拦路虎”。

消费升级的发展趋势

“十一五”期间，随着工业化、城

市化的进一步深化，人均收入水平的

大幅提高，由消费以及消费升级推动

的经济增长必将逐渐占据主导。
（一）宏观经济趋好决定了消费升

级步伐将加快。我国经济正处于城市

化、工业化发展初期，未来 10 - 15年

将是重要的发展机遇期，整个经济总

量和规模将上一个新的台阶。因此，未

来 10 - 15 年将是我国消费的黄金时

期，发展空间十分巨大。随着收入和购

买力的提高，居民消费开始从满足于

基本的生存需求向重视生活质量的提

高转变，从追求物质消费向追求精神

消费和服务消费转变。目前医疗、文

化、体育、娱乐、旅游、餐饮、家政、

物业管理等消费，不仅所占比重偏低，

而且产品与市场狭小，表明居民消费

具有巨大的增长空间。
（二）人口结构决定了消费潜力的

增长空间。根据国际经验，个人消费支

出的高峰期一般在 40-50 岁左右，也

就是说2010年前后的10年将是我国消

费增长最快的时期，现阶段的消费增

长正处于高峰期的开端。上世纪60年

代的高生育率使我国从90年代开始逐

渐迎来了人口增加带来的需求扩张。

这一年龄段的人口目前正逐渐度过高

储蓄期，消费需求将呈快速增长态势。

人口出生率和人口结构是影响消费结

构的关键。1981年之前出生的独生子

女有 9000万人，目前正处于收入和消

费的上升期；而 1992-1998年出生的

独生子女约有3亿多人，亦将逐步进入

消费年龄，这两代人的消费倾向要远

高于储蓄倾向。特别是在国家对社会

保险、医疗、教育等社会保障机制加大

投资的背景下，居民消费力将得到更

为充分的释放。
（三）汽车与住房对经济的拉动力

方兴未艾。随着消费升级，汽车进入家

庭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目

前我国千人拥有汽车大约为 30辆，远

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20辆 / 千人）。预

计到 2020 年，私人载客汽车将达到

9000万辆，轿车年销量将突破1000万

辆。未来，我国汽车销量的增长速度将

会在 15% 左右。房地产业能否健康发

展，对整个经济增长的影响越来越大。
未来住房将是消费结构升级的重点。

此外住房、轿车带动的消费升级力度

带动对家电、纺织品、家具、五金电料

等商品的需求。

由生产大国向消费大国转变需

要采取的对策

（一）分层次加快居民消费结构的

升级。要防止居民对未来消费升级换

代进行大量储蓄而不利于即期消费的

实现，同时也要防止未来升级换代过

于集中。当前应当细分消费群体的消

费层次，维持消费升级的渐进性，使消

费升级成为一个分层次、有步骤的稳

定过程。对于中等偏上收入者可以以

消费信贷等方式引导一部分中高收入

者首先购房买车，对于中等收入者可

以增加其文化娱乐消费，对于中等偏

下收入者可以增加其耐用消费品的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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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与换代。

链接

城镇居民耐用消费品拥有量  单位 ： 台 / 百户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 鉴

（二）调整产业结构和供给结构，

转化高收入群体的长期储蓄为有效购

买力。如何成功启动高收入群体的购

买力，成为消费需求主体，对经济增长

的拉动作用不可估量。因此，要从满足

更高层次的消费需求入手，加快调整

和升级供给结构。要积极调整产业结

构、产品结构，增加高档产品、创新商

品和投资品的供给，特别是增加服务

品的供给，最大限度地满足高收入群

体的消费需求和消费领域。
（三）进一步增强鼓励消费的政策

力度。要把扩大内需的重点从投资转

向消费，将巨大的消费需求潜力转化

为现实购买力，就必须调整消费政策，

转变管理观念。一是及时清理并取消

限制消费的各种政策和行为，加大消

费政策的调整力度，鼓励发展新的消

费热点和消费方式，清理限制性的消

费政策，大力促进消费结构的升级活

动。要把改善农村消费环境作为各级

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除加快农村电

网建设外，还有广播电视网、邮政通讯

及信息网络建设，农村公路网络改造

和建设，农村医疗卫生网点建设等等，

这些都直接关系到农村居民消费需求

的满足与消费质量的提高。二是完善

社会保障制度和发展社会公共事业，

增强居民的安全感，改善居民的支出

预期。三是促进低收入群体的收入稳

定增长，特别是加大对农民减负增收

的支持力度。四是继续整顿市场经济

秩序，改善消费环境，增强消费信心。
（四）加快不同档次消费品的替代

转化。由于收入差别的客观存在，某些

高档消费品、中档消费品与低档消费

品是永远也无法替代和转化的。但是，

随着收入水平的普遍提高，不同收入

阶层的消费结构会发生变化，原来属

于高收入阶层消费的产品可以普及到

大众或中等收入消费层面，原来属于

大众或中等收入消费层面的产品也可

以普及到低收入阶层消费层面，这种

转化正是消费结构升级与产业结构梯

度升级的最显著标志所在。从这个意

义上来讲，三大类产品群的替代与转

化对消费升级与扩大内需有重大影响。

我国居民三次消费升级均体现了由高

档消费（或高收入消费）向中档消费

（或中等收入消费）、中档消费向低档

消费（或低收入消费）普及与转化的进

程，从而引起了消费结构的梯度升级

变化。因此，扩大内需，带动消费结构

梯度升级的政策核心在于适应不同等

级收入群体消费需求的扩张，推动三

大类消费产品群的替代转化。
（作者单位：云 南财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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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湖北省沙洋县将部分中小学教学楼及学生公寓

的改扩建工程纳入政府采购并实行公开招投标，涉及金额

90 多万元。

（李军  郑云  谢朱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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