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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放居民消费市场潜力  夯实经济内循环基础
谭静|范亚辰

着眼人的安全健康生存和高质量

发展，不断释放居民消费市场的巨大

潜力和内生活力，是构建国内经济大

循环体系的重中之重。单纯依靠政府

的短期刺激政策难以持续释放巨大国

内消费市场潜力。需要依托产业带动

就业，提升经济增长预期进而增强居

民消费预期，推动生产消费精准协同。

释放居民消费市场潜力面临三大客

观现实

（一）市场潜力转化为实际购买力

的消费能力支撑不确定。新冠肺炎疫

情对国际国内消费市场的冲击及负面

效应短期内难以彻底消解。如何在危

机中寻找国内消费市场发展的新机成

为各界关注的焦点。尤其是随着复工

复产及应急政策效应带动的相关指标

改善，各界对国内消费市场回暖复苏

的信心日益增强。在全球疫情不确定

性风险加大，国际消费市场低迷态势

短期难以扭转的情景下，国内存量消

费市场扩容升级和新消费市场培育扩

张的长期趋势更加明晰。但国内消费

市场的巨大潜力和张力能否真正转化

为居民实际购买力并形成对经济的实

际贡献是有条件的。

（二）国内市场供给与居民消费升

级需求的匹配不精准。我国经济的快

速发展促进了国内产业供给能力的大

幅提高，基本解决了我国初级消费“有

没有”的问题，推动了国内消费市场成

为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但是，也要

客观认识到，随着我国人均GDP超过

1万美元，居民对消费质量和消费体验

的诉求越来越高，初级消费“好不好”

以及中高端消费“能不能自给”的问题

并未很好解决，导致国内市场供给与

居民消费升级的需求不能精准匹配。

（三）国内消费环境与居民消费

转型的要求存在

差距。首先，消费

理念、政府消费政

策、监管方式等软

环境与产业供给能

力不匹配。当前政

府出台的消费政策

主要以刺激餐饮、

文娱等消费为手

段，着眼于短期内

刺激消费需求，并

未出台系统支持居

民消费高质量转型

升级和致力于长期

扩大内需的政策体

系，且存在部分消

费政策不协同的问

题。其次，与疫情

倒逼消费数字化转

型的速度相比，通

讯、网络、物流等消费基础设施远远

不足，且存在建设不完善、不均衡等

问题。我国通讯、网络、物流等基础设

施整体水平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激活消费需要着眼内循环而系统发力

（一）跳出消费才能激活消费。我

国巨大的消费市场潜力能否转化为实

际消费行为和结果是需要条件支撑

的。就消费论消费，单方面依托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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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消费刺激政策难以从根本上激活

这个“潜在市场”。换句话说，如果这

个巨大潜力不能转化成消费的交易行

为，就谈不上市场。对此，不论是理论

研究还是政策制定，要有清晰的认识。

要立足目前消费市场乏力的病根，通

过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流通链的

多链融通，着眼供给侧和产业带动就

业，打通消费拉动经济的“栓塞”和“梗

阻”。以消费者的需求为出发点，扭转

生产引领消费或供给创造需求的传统

认知逻辑，构建更加柔性和精准协同

的消费生产关系，实现两者相互促进

的可持续良性循环。

（二）跳出短期直接刺激才更持

续。要构建短中长期政策体系相衔

接，直接刺激与间接刺激相结合的新

时代价值型居民消费体系。例如把消

费券转化成培训券，消费券表面上可

以解决短期吃饭问题，而培训券则事

关未来发展问题，可以创新形式，各

有侧重。

（三）从重物消费转向重人发展的

消费。作为数字化时代的产物，新时

代消费的核心是人，而非商品。所以，

新时代消费要更加注重人的多层次需

求和价值实现，打造围绕“人的价值

实现”的消费文化、消费场景、消费模

式、消费结构、消费政策协同集成创

新的新时代消费体系。

多措并举激发居民消费潜力的建议

（一）依托产业带动就业，增强居

民消费预期和能力。提升居民收入水

平是增强消费能力和消费预期的根本

措施。短期内，政府可按照稳就业、保

就业的思路保障居民工资性收入，稳

定居民消费能力，例如可利用税收延

征、贷款贴息、就业补贴等措施，促

进企业全面复工复产，稳定存量就业

岗位，防止大规模裁员现象出现。长

期来看，政府应着眼于通过产业发展

带动居民就业水平提升进而增加居民

收入：一是依托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

拓展居民就业渠道，鼓励自主创业，

提升居民就业水平和就业质量，切实

增加劳动收入，同时通过产权制度改

革，实现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大幅增长。

二是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

快推进形成国内经济大循环，维持经

济的中高速增长，实现居民收入与经

济增长的齐头并进。

（二）依托数字化转型，不断创新

优化消费软硬环境。一是加快建设数

字化监管体系，搭建消费信用平台、

产品安全全生命周期追溯平台、消费

者维权信息化平台等机制，维护消费

市场的基本秩序，切实保障消费者的

消费安全。二是政府和企业部门应携

手加强消费基础设施的建设与创新，

全面提升居民家庭信息化水平，完善

城乡物流配送体系，为数字化消费提

供重要支撑。三是依托各类数字化平

台实现国内供给与需求的精准对接，

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形成需求引领

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

平衡关系，激发居民消费意愿。

（三）对标国际先进水平，不断提

升消费标准体系。高标准、强约束的

消费品质量标准体系是优化市场供给

的必要条件，政府需进一步完善消费

品质量标准体系，从源头优化商品供

给。一是加快建立政府强制性标准与

市场主体自主标准相结合的消费品质

量标准体系，提升消费品市场准入门

槛，鼓励生产企业实施高于国家标准

或行业标准的企业标准，实现以标准

提升促进商品质量提升，搭建消费者

与企业之间的互信纽带。二是大力开

展高端品牌建设，形成具有示范引领

作用的行业“领跑者”标准，引导其他

企业向领先标准靠拢，进而带动整个

行业商品质量的提升，满足消费者对

高品质商品和高质量服务的需求。三

是加快国内消费品质量标准与国外领

先标准接轨乃至超越，扭转出口商品

质量高于内销商品质量的尴尬局面，

助推境外消费回流。

（四）对不同收入群体差异化施

策，真正激发消费活力。提升居民收

入水平是激发国内消费活力的基本举

措，但由于不同收入群体的消费需求、

消费能力、消费结构具有显著差异，

因此要针对不同人群的消费特点差异

化施策，形成以中高收入人群消费为

引领、中低收入人群消费为基础并逐

步提升的消费结构，真正激发国内消

费活力。低收入人群，应依托社会保

障和就业措施等稳定其收入水平，保

证基础消费的数量和安全。中等收入

人群，应综合利用就业政策提升就业

质量和收入水平，结合发放通用型消

费券、降低消费券使用门槛和条件、

增大定向消费券补贴力度（主要考虑

对定向产业的支持）等措施增强消费

能力，重点增加基础消费的数量、提

升基础消费的质量。较高收入人群，

可通过增大定向消费券的补贴力度、

降低定向商品消费贷款利率或进行贴

息等措施，引导较高收入人群在提高

中端消费质量的基础上逐渐向高端消

费拓展。高收入人群由于高端供给不

足导致其富裕的消费能力不能有效转

化成实际消费行为。因此，应支持科

技创新和商业模式变革等推动高端供

给的转型升级，刺激高收入人群增加

高端消费数量，发挥其在消费领域的

引导带动作用，促进国内消费升级。

（作者单位：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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