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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还不尽如人意，被束缚的地方还不少—— 
 

进一步释放消费力 
 

刘伟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  教授 
 
    使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能 
    转变增长新动能，提高发展质量，转变发展方式，目前主要是释放消费力，使消费成为真正
推动经济增长的新动能。这个问题，体现的是对经济运行机制、经济资源配置方式根本转变的某

种选择，或者某种改革深化的判断。 
    从经济发展角度来看，消费力获得了很大的提高，基础是 40 年改革开放带来的发展水平。
现在中国人均 GDP按汇率折算已经到了 8800多美元，按世界银行划分标准，进入了当代上中等
收入阶段。从 8000美元到 12000美元，是中国人均 GDP稍往上的水平，现在处于这个层次的大
概有 4 亿多人，约占中国总人口的 30%。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中国形成了“中等收入阶层”。
这 4亿多人，形成高于平均收入的社会力量，很可能构成我们消费持续增长和社会的中坚力量。
当然我们也看到，有 57%的人收入低于 6000 美元，显著低于平均水平以下。这是另一个问题，
即分配结构问题。 
    有数据表明，中国今年上半年社会消费力过了 18 万亿元，今年全年国内内需消费能力有望
超过美国。这意味着，中国有可能成为世界第一大内需消费市场。这至少表明，中国消费市场内

需的绝对规模在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这是一个不争的客观事实。这就为我们在新常态、新条件

下，转变发展方式，转换增长动能，从过去长期靠投资为主，转向消费拉动为主，提供了深厚的

经济发展基础。从今年上半年数据来看，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概在 78%以上，比资本对增长
的贡献高出 40%多。这从一定意义上反映出一种客观趋势。这是我们具备的发展条件。 
    但是进一步说，和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和拉动还远不尽如人意，还
有很多被束缚的地方。消费与可支配收入相关，而可支配收入与 GDP 高度相关。我们国家现在
的问题是什么？首先，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偏低，大概是 45%左右。一般国家该
比重差不多在 50%以上。可支配收入向消费的转化，通过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形成的居民可支配收
入占比偏低，这就抑制了我们消费应有的增长。同时，储蓄比例偏高，高于世界一般水平，也在

45%以上，显著高于其他一般国家的平均水平（世界平均水平在 20%左右）。当然，中国储蓄率高，
很大一部分是企业和政府的储蓄。但动态地看，居民部门的储蓄率增长速度是持续上升的。这最

终又进一步抑制了可能达到的消费的彰显。 
    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消费需求增长速度落后于名义 GDP 增长速度。消费需求大概在 14%
多一点，名义 GDP 大概在 16%左右。居民名义增长速度略高一点，把政府的消费剔除掉后，消
费需求增长速度仍然落后于名义 GDP增长速度（个别年份可能高一点）。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
消费需求增长和经济增长之间还是有着不适应。 
    如何进一步释放消费 
    相关政策和体制的调整空间很大。从财政政策看，我们知道，中国间接税很大，最后全加到
消费者身上。就是说，谁最后消费，谁承担前面一系列流转环节的税。这就遏制了消费。这不仅

是间接的从价流转税，消费课税约占我国税收总量 65%左右，比一般发达国家要高得多（经合组
织国家平均为 31%）。消费税中，97%是对一般商品的消费；对奢侈品的消费占 3%（经合组织国
家平均为 35%），这又远远低于世界一般水平。从财税来说，主要是从价的流转税，它会加到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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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者头上，而且主要加在一般消费者或大众消费者头上，这无形中就抑制了消费力的释放。 
    从货币政策来看，货币政策对不同消费者的影响不同。对于不同收入的家庭，通货膨胀对消
费力的影响是不对称的。通货膨胀对高收入家庭影响较小，对低收入家庭影响较大。通胀的影响

在城乡之间也不对称。这可能会进一步拉大收入分配差距。形成收入分配差距的原因很多，而产

业之间、地区之间收入差距扩大都会抑制消费，需要通过一系列政策来调节。 
    从具体消费政策上看，针对消费疲软，必须扭转房地产市场的不健康发展，深化收入分配改
革，完善促进消费的体制机制。一要加快建立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长效机制，多渠道和

多主体提供房地产供给，有效控制房价，减少居民在房地产领域的过度支出，释放消费资金；二

要推动税收结构改革，发挥收入分配调节功能，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三可以实施与消费相匹配的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中国中高端消费品的供给和需求能力的释放，适应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

达到联合国富足标准后的消费升级需求；四要加大公共服务，加速民生工程建设，减少居民为养

老、医疗、教育等服务而进行的预防性储蓄，从而提升消费；五要加大上市公司和国有企业利润

的分配，充实消费基金；六要加强消费市场监管，特别是健康、医疗、幼儿教育等新型消费领域，

提高消费者权益保护，营造安心的消费市场环境；七要利用消费税减免等相关税收政策以及信贷

支持等金融政策，鼓励消费增长，优化资源向新型消费领域配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做的工作，说来说去就是两件事：一是如何把蛋糕做大，就是发展。
二是如何把蛋糕分好，就是公平。差距扩大不仅影响公平，同时影响效率，影响经济增长。下一

步，需要考虑如何在持续发展的基础上做好收入分配问题，使消费确确实实能够和经济发展相适

应，进一步释放我们的消费力，使之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这就需要切切实实从发展角度，

推动中国发展方式转变，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切实发挥决定性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