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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有效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的短期冲击，自

2020年3月份以来，多地陆续开始发放消费券。据初步

统计，已有28个省份、170多个地市统筹地方政府和社会

资金，累计发放消费券达200亿元左右。而且，各地还陆

续出台多项政策鼓励和支持发展“地摊经济”。在发放

消费券、发展“地摊经济”和其他经济政策的协同发力

下，居民消费确实有了一定的起色。然而，无论是发放

消费券还是发展“地摊经济”，都只是疫情冲击之下的权

宜之计，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当前居民消费持续低迷的问

题。货币政策等传统宏观政策对此也作用很有限，只有

依靠改革的办法才能真正有效提振居民消费。具体而

言，有以下几个重要抓手：

一是，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

基础性作用。长期以来，中国依靠“高储蓄—高投资—

高出口”的发展模式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然而，这

样的发展模式必然导致资本积累超过黄金律水平和消

费受到抑制。有鉴于此，需要坚定改变经济发展模式的

决心，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从而进一步

挖掘居民消费潜力。

二是，从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两方面入手，缩小居

民收入差距，壮大中等收入群体。新世纪以来，中国基

尼系数不断上升并长期处于0.4的国际警戒线之上。如

果将“隐性收入”考虑在内，中国收入差距可能会更大。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由高收入群体

收入增长过快转为中等收入群体收入增速下滑过快。

作为消费的主力军，中等收入群体收入增速下滑成为制

约全社会消费的主要因素。

三是，加快建立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长效机

制，减轻居民部门住房债务负担，降低居民债务对消费

的抑制作用。目前，中国居民部门债务负担已经较重。

截至 2018 年年末，中国居民部门债务总额为 47.3 万亿

元。其中，个人住房贷款余额为25.8万亿元，约占债务总

额的 55%。房贷规模的扩张显著抑制了居民消费。因

此，未来应加快构建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长效机

制，减轻居民部门债务负担，从而释放居民消费潜力。

四是，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根本性地减轻居民在教

育、医疗、养老、住房等方面的后顾之忧，降低居民预防

性储蓄。一直以来，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服务性消

费供给数量不足，导致“上学难、看病难、养老难”等问题

持续存在，明显增加了居民预防性储蓄。解决好教育、

医疗、养老、住房等方面的后顾之忧，才能解决我国社会

面临的主要矛盾，从而使人民的生活更加美好。因此，

要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加快推进教育、医疗、养老

等多方面体制机制改革，促使居民降低预防性储蓄，为

消费腾出更多的空间。

五是，构建“世界工厂+世界市场”新模式。改革开

放以来，中国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并积极参与对外贸易，

迅速发展成为“世界工厂”，随之产生的是中国居民消费

水平偏低、内需持续不足的局面。要加快培育国内市

场，加速技术进步和转型升级，提高中国产品的质量和

技术含量，打造中国作为“世界市场”的新角色。通过

“世界工厂+世界市场”的新模式营造更好的消费环境，

促进居民消费的提升。

概括而言，不要以为居民消费占GDP比重小，就以

为居民消费是小事。要靠改革才能真正提振居民消费

和开发出居民消费的巨大潜力。需要强调的是，十三五

期间我国重点解决了贫困群体的收入与消费问题，即将

到来的十四五期间我国需要战略性地着力扩大中等收

入群体的收入与消费。这既是落实高质量发展和践行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需要，也是跨越中等收入陷

阱、避免陷入低消费低增长恶性循环的现实要求。

（新浪网）

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于2020年6月23日举

行。主题为：消费潜力与扩消费对策。中国人民大学国家

经济学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执行主任、中国宏观经济论

坛（CMF）主要成员陈彦斌出席会议并演讲。

过去二十年，国家高度重视提高居民消费水平。

但国家的重视并未促成高消费发展态势。反而，长期

以来，中国经济呈现出“高增长、低消费”的典型特

征。从历史对比来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居民部门消

费率整体呈现下滑趋势，从1978年47.8%下降至2010

年35.4%的历史最低点。从国际对比来看，2018年中

国居民部门消费率仅为39%，而同期世界平均水平达

到了58%。

事实上，疫情前几年，居民消费需求不足的问题

就已经进一步凸显。其中，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的消

费增速差异显著。2019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实

际增速为4.6%，较同期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实际增

速低了近2个百分点，延续了2014年以来城镇居民人

均消费支出增速低于农村居民的走势。从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来看，剔除价格因素的实际增速从2012年

的 12.1%下滑至 2019 年的 6%，触及 2008 年国际金融

危机以来的最低点。中国居民消费水平持续低迷，居

民部门承受了较大的福利损失。

由于中国居民消费占 GDP 的比重比较低，因此

各界人士更为重视投资和出口对于中国宏观经济的

支撑作用，存在忽视居民消费的倾向。然而，在“高储

蓄—高投资—高出口”的经济发展模式下，中国经济

很容易受到外部冲击的影响。就今年而言，受疫情蔓

延与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增加等因素的影响，近期中国

的调查失业率有所上升，较高就业风险下，家庭消费

能力有限，难以出现报复性消费。出口疲软加上家庭

消费乏力，可能会进一步恶化制造业投资，从而总需

求增长乏力，并进一步加大总生产与总需求之间的缺

口与产能过剩。在不利外部环境的情况下，提振居民

消费是盘活宏观经济和建立“消费-投资-生产”良性

循环的关键环节。

有鉴于此，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实施扩大内

需战略的新抓手就是“使提振消费与扩大投资有效结

合、相互促进”，离战略要求还有较大的差距。因此，

需要高度重视与合理应对居民消费乏力的问题。

客观而言，中国居民消费是具有较大潜力的。潜

力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中国居民部门消费率

持续偏低，未来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二是国内市

场高技术含量和高附加值产品的供给还较少，消费

者对高品质产品的消费潜力由于供给侧受到抑制而

未充分释放。三是中国消费环境整体欠佳，部分消

费者的消费潜力未被释放。面对大量的假冒伪劣商

品和质量较差的消费环境，部分消费者在购买商品

时会仔细权衡消费获益与消费风险，这就抑制了消

费潜力的释放。

当然，需要注意的是，以上分析有可能存在潜力悖

论问题，导致并不见得消费潜力就一定会释放出来成为

现实的增长动力。通常所谈的消费潜力大多都是基于

差距，也就是说，之所以有消费潜力，主要是由于现在消

费相对低下。但这种看法是存在逻辑悖论的。消费差

距与消费低迷是结果、是现象，并非可以获得快速增长

的前提与原因。举例来说，按照差距与潜力的说法，全

班体育成绩中最后一名的同学潜力是最大的，而全班体

育成绩第一名的同学是最没有潜力的。可见，以差距来

判断潜力可能存在误判。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我国各个行

业已经基本恢复了正常生产运营。但相比之下，消费

仍然相对复苏疲软乏力，同时，消费出现了结构性分

化。一方面，网上消费、新业态消费等增长比较快，实

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上升

到24.3%。另一方面，餐饮、住宿以及与旅游相关的服

务类消费仍然较为疲软。因此，之前所乐观预期的

“报复性消费”暂时还没有出现，消费低迷现象依然存

在，促消费任务仍然艰巨。

消费券只是消费券只是权宜之计权宜之计，，
改革才能真改革才能真正提振居民消费正提振居民消费

陈彦斌：

提振居民消费是长期以来的
“老大难”问题

居民消费有潜力并不见得就会自动得到提振

用改革的办法才能真正提振消费，消费券和地摊经济等只是权宜之计

▲陈彦斌，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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