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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经济社会改革发展的若干思考

积极培育八大消费增长点

扩大消费、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是当前稳定经济增长和今后持续健康发展的

重大举措，也是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重要内容。当前，随着住房、汽车等传统

消费热度的降低和家电下乡、以旧换新等补贴刺激政策的结束，消费增长动力明

显减弱。今年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名义增长 12.4%，是 2005 年以来

的最低值，比上年同期回落 2.4 个百分点。面对经济下行压力，从扩大消费需求、

增强消费发展后劲出发，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意义重大，势在必行。

扩大消费需求的影响因素很多，但就目前我国情况来说，主要有四大制约因

素：一是居民收入。收入是消费的函数，是决定性因素。没有收入，就没有购买

能力，就不能形成有效消费需求。因收入分配等体制原因，目前我国居民收入差

距较大，大多数中低收入者特别是低收入者群体想消费而无力消费。二是社会保

障。如果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和保障水平不高，居民有后顾之忧，即使有收入，

也不敢消费。这也是我国居民储蓄率较高而消费率较低的重要原因。三是消费环

境。它包括产品的质量和安全、消费市场秩序和监管水平、商家的诚信守责和消

费者的权益维护、购物的方便快捷和消费的金融支持等。目前频频发生的食品药

品安全问题，严重影响了国内消费环境和消费者信心，使大量消费潜力得不到释

放或转移到国外。四是产品升级。经济越发展，居民生活水平越高，消费者对产

品的技术含量、性能品质、时尚名牌等要求就越高。现阶段我国正处于消费升级

的重要时期，但国内产品升级换代跟不上许多城镇居民消费升级的步伐。对一些

中高收入者来说，国内基本上没有可消费的产品，因而不得不购买国外产品。

其实，在这四个方面，我们可以改善的空间很大，政府能发挥的作用也很

大，特别是在改善消费环境和提高社会保障水平方面是大有可为的。但这只是扩

大消费、释放存量需求的一方面，由于诸多因素影响一时难以见效，我们还必须

积极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以增量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当然，消费新增长点

的培育主要靠市场力量，政府的作用是通过政策加以引导和促进。综合考虑经济

发展阶段的新要求和居民消费升级的新特征新趋势，我们建议大力培育以下八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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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关于经济形势与宏观调控

方面的消费增长点，并以点带面，扩大消费需求，进一步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

拉动作用。

（1）信息消费。信息消费是一种直接或间接以信息产品和信息服务为消费对

象的消费活动。它具有结构层次高、绿色无污染、带动作用强的优点，是各国重

点培育的新兴消费热点。我国信息消费方兴未艾，完全可以成为扩大消费的新增

长点和扩大内需的着力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预测，信息消费每增加 100 亿元，

将带动国民经济增长 388 亿元。近年来，信息消费对我国内需的拉动作用已经显

现。2011 年我国宽带接入及互联网信息服务消费总额达 2830 亿元，数字内容消

费规模约为 3292 亿元。据测算，2012 年到 2015 年，两者累计可达 2.5 万亿元以

上。2012 年我国移动智能终端出货量高达 2.58 亿部，超过此前历年出货量总和。

智能终端和宽带网络的日益普及，极大地激发了网络支付、电子商务、云计算、

大数据、物联网等信息服务需求。仅在物联网方面，2012 年就创造了 3650 亿元

的市场规模，比上年增长 38.6%。从未来看，我国信息消费的空间和潜力巨大。

目前美国、日本的人均年信息消费支出分别为 3400 美元和 2400 美元，我国仅为

190 美元，差距很大；而且我国在宽带网络的普及率、网速、价格方面，在信息

资源的整合方面，在下一代物联网、通信网、三网融合推进方面等，也都与发达

国家有较大差距。差距也意味着潜力。我国又拥有全球最大的通信和互联网用户

市场。截至 2012 年底，我国互联网普及率已达 42%，网民规模达到 5.64 亿，其

中农村人口占比为 27.6%，农村网民达 1.56 亿。正在大力使用的企业电子商务、

政府电子政务、社会民生服务等都蕴藏着无限的信息消费潜力。特别是智能终

端、移动互联网等新兴产品和服务将推动信息消费继续保持强劲增长，成为新一

轮消费热点。下一步，要实施更加积极的信息消费激励政策，出台从信息内容到

信息应用等更有针对性的财税和金融政策，更大程度地激发我国信息消费的潜力

释放。

（2）网络购物。网络购物是电子商务的一种重要形式。电子商务和网络购物

给居民提供了更加方便、多样和实惠的消费选择，目前已成为扩大消费、拉动内

需的有效手段和新引擎。近年来，我国网络零售交易额持续高速增长。自 2003
年以来，复合年增长率达到 120%，2012 年创造了超过 1.2 万亿元的新记录。据

报道，在去年 11 月 11 日中国“光棍节”，阿里巴巴集团旗下天猫网和淘宝网一

天的网络销售额就高达 191 亿元。2013 年一季度，网络零售交易规模增长 37%，

远高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目前我国网络零售占整体零售比例达 6% 以上，

已超过美国（占比为 5%），今年有望成为全球第一大网络零售市场。有关部门预

测，到 2020 年我国网络零售交易额将超过 10 万亿元，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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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将达到 16.3%。网络购物不仅是从线下消费向线上消费的简单转移或替代，

更是对居民消费潜力的释放和满足，是对新增消费或消费增量的创造。据麦肯

锡对中国 266 个城市数据的测算，消费者通过网络购物的 100 元中，约 61 元是

替代性消费，另外 39 元则是新增消费。对于三四线城市来说，替代性消费只占

43%，新增消费则高达 57%。据此计算，2012 年中国网络购物创造的消费增量

达到 5000 亿元。由于网络零售显著改善了商品流通体系，弥补了三四线城市和

乡镇、农村实体商店零售条件的不足，使这些地区居民仅仅通过在线挑选、网上

支付和物流快递，就能及时买到当地买不到的商品，从而大大释放了这些地区的

消费潜力。此外，网络零售以相对于线下更低的商品和服务价格（平均低 6%—

16%）促发消费者更多购买，也以海量个性化商品刺激和释放中国人日益崛起的

个性化消费需求。下一步，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特别是继续实行免税或更加优

惠的低税政策，加大对侵权和假冒伪劣商品打击力度，营造更为安全放心的消费

环境，促进电子商务和网络购物快速健康发展。

（3）服务消费。居民消费由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两部分构成。我国居民商品

消费保持高增长，但服务消费却明显滞后。目前我国居民商品消费占比约 65%，

服务消费占比约 35%，服务消费远低于同等发展阶段时期的日本（55%）、韩国

（58%）和美国（66%）。从发达国家看，一般服务类消费增长都快于商品类消费

增长。例如，从 1980 年到 2012 年，日本家庭商品消费支出的年均增速是 0.4%，

而服务类消费支出的年均增速是 1.7%。今后，我国受消费者收入上升和人口结

构变化的双重推动，服务消费占比将显著上升。当前应该把交通通信、家政养

老、教育培训、文化娱乐、体育健身等服务消费作为新的消费增长点加速培育。

下一步，政府要出台实实在在的鼓励发展政策，比如建设更多公共服务性消费网

点，给民营企业以税收优惠或财政补贴鼓励进入等，通过扩大市场准入和增加服

务供给，推动服务消费业发展，释放居民服务消费潜力。

（4）中高档消费品。目前我国虽已告别短缺经济时代，基本解决了消费产品

数量供给，但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普遍不高，品牌影响力较弱，一般产品

过剩而中高档消费品不足，严重削弱了中高收入者的消费热情和消费能力，使一

些消费者不得不购买进口产品或直接去国外购买产品。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发

展和居民收入提高，中高档消费品进口量和奢侈品消费额在逐年攀升。2012 年，

我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国际旅游消费国，游客境外消费总额达到 1020 亿

美元，比 2011 年增长了 40%，比 2000 年增长了近 8 倍。其中，许多游客出国是

为了购买国外产品，中国游客已成为近年来整个欧洲奢侈品市场免受危机波及并

实现增长的最大动力。另据统计，2012 年中国消费者在海外消费的部分已占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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