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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1960 年，挪威经济学家 L.约翰森(L.Johansen)提出了 CGE 模型（可计算一般

均衡模型，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简称 CGE 模型），经过多年的发展，

CGE 模型已经日益成熟，成为政策模拟分析的重要工具。CGE 模型把整个宏观

经济变量纳入研究范围，也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这是本文采用 CGE 模型进行

分析的主要原因。居民消费在稳定未来经济增长，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

方式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旨在建立一个小型开放的 CGE 模型，以此

来研究影响居民消费的因素，并据此提出提高居民消费的政策建议。 

第一章首先分了扩大居民消费对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之后分析了我国居

民消费的现状，提出了本文的研究目的，即影响我国居民消费的因素有哪些，有

哪些手段可以刺激居民消费如果采取这些手段进行调整，会对宏观经济产生怎样

的影响。本章还概述了目前为止研究这些问题的相关文献，提出了这些文献中存

在的不足以及本文的改进。之后文章指出了 CGE 模型与其他政策模拟分析方法

相比所具有的优势。 

第二章主要介绍了 CGE 模型的应用方法以及应用现状，通过一个封闭经济

CGE 模型的介绍分析了 CGE 模型的基本结构和重要性质，介绍了 CGE 模型的

数据基础即社会核算矩阵（SAM）以及模型的求解顺序，并对 CGE 模型的提出、

发展与目前的主要应用领域进行了描述。 

第三章是文章的主体部分，该部分提出了本文所用的模型的基本方程，根据

2007 年资金流量表的实物部分建立了 2007 年的我国社会核算矩阵，根据该社会

核算矩阵对模型进行了参数估计以及模型校准，之后对模型进行不同外生变量的

冲击模拟，发现了以下问题：一是从暂时增加居民收入的角度出发的政策如降低

直接税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不明显；二是提高政府转移支付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不明

显；三是降低间接税不能很好的刺激居民消费，因为企业会把更多的利润留在了

本企业中；四是政府消费对居民消费无影响；五是从增加居民消费倾向的角度出

发，如降低居民储蓄率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很明显。这说明在我国经济的转轨时期，

影响居民消费的重要因素是居民的消费倾向。 

第四章根据第三章的模拟结果对我国居民消费偏低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并提

出了政策建议。 

 

关键词：居民消费；CGE 模型；政策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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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GE model was built in 1960, and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mature. It has been an 
important tool for policy simulation analysis. CGE model includes all 
macro-economic variables and has a solid theoretical foundation, so this paper adopts 
the CGE model. The household consumption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the stable 
economic growth, adjusting the economic structure and changing the mod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his paper aims to establish a small open CGE model in 
order to study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household consumption and give some policy 
recommendations. This paper includes four chapters. 

   The first chapter describes the importance of consumption in the macroeconomic，

then the status of  consumption and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are present：what 

factors affect the household consumption, what measures can be taken to stimulate the 
household consumption and if these measures adjust what impact will be to the 
macroeconomic. This chapter also outlined the relevant literatures , the shortcomings 
in the literatures and the improvements this paper made. Then the article points out 
the advantages of the CGE model compared to other policy simulation methods. 
    The second chapter describes the current application of CGE models, introduces 
the basic structure and important properties of CGE model, then the data foundation 
Social Accounting Matrix(SAM) and the model solving sequence. Then the paper 
describes the development and the present applicant areas of the CGE model. 

The third chapter is the main part of this paper. In this part, the basic equations of 
the model are raised, and the China Social Accounting Matrix in 2007 is built based 
on the 2007 Funds Flow Statement. Then the model parameter estimation and model 
calibration are done according to the 2007 SAM. The model simulates the impact of 
various exogenous variables then and find these problems: first, lowering direct taxes 
is not significant; second, increasing the transfer payment from the government to the 
household is not significant too, third, reducing indirect taxes is not significant 
because much of the profit remain in the enterprises; fourth, the government 
consumption has no effect on household consumption; fifth, reducing the household 
saving rate is significant. 

The fourth chapter analyses the reason of the low household consumption based 
on the simulation results and puts forward some policy recommendations that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level of household consumption we should increase enduring 
household income and enhance the protect of the resi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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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绪论 

1 

 
 

第 1 章 绪论 

本章主要提出本文所要研究的问题，主要由六节组成，第一节分析了消费问

题在我国宏观经济中的重要作用，第二节对我国消费情况进行了概述，之后提出

了本文的研究目的，第四节对目前已有的研究做了综述，因为本文将用到政策模

拟的方法，所以第五节将对目前政策模拟的方法做一个综述，提出了目前研究的

不足，第六节对本文的研究方法进行了说明。 

1.1 消费问题在我国宏观经济中的重要性① 

消费是一个世界各国都很关注的问题，因为消费对经济增长具有持久的推动

力。经济增长与消费的关系是一个复杂的却又重要的研究领域。 

在我国，消费同样是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重大问题。改革开放初期，中国

的工业化进程在相当程度上呈现出粗放型发展的特征。之所以在改革开放初期选

择了以发展劳动密集型工业为主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是因为在当时，我国的

人均 GDP 很低，资本严重短缺，而劳工、土地相对丰裕、价格便宜。粗放型经

济增长虽然是一种主要依靠增加劳动与土地、自然资源投入，较少增加资本与技

术投入的经济增长方式，但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采用这种发展策略却是特定

时空条件下优化资源配置的必然选择。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各种生产要素的比

价开始慢慢发生变化，例如，随着经济发展，人均 GDP 开始增加，进而人均收

入增加，劳动力的再生产成本从而劳动力的价格也就慢慢地升高；与此同时，随

着人均收入增加，储蓄从而资本积累逐渐增加，资本稀缺的状况逐步得以改善；

然而，随着经济发展，投资增长，原来相对充裕的土地逐渐变得稀缺，土地价格

也就逐渐增长。这样，原来廉价的劳动力、土地这些生产要素也就不再廉价，而

原来稀缺的资本稀缺程度相对缓解，资本的边际报酬率因此也就逐渐下降，从资

源优化配置的角度来说，经济增长方式应随着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逐渐从

粗放型转为集约型，因为集约型经济增长是一种通过较多增加资本与技术投入，

较少增加劳动与土地、自然资源投入，主要依靠提高劳动生产率与土地利用率、 

                                                        
①本节内容借鉴了厦门大学宏观经济中心 CQMM 课题组：《中国宏观经济预测与分析——2010 年春季报告》

的一些研究成果。 

带格式的: 左侧:  3.17 厘
米, 右侧:  3.17 厘米, 节
的起始位置: 奇数页, 无
网格

带格式的: 段落间距段前:
0.5 行, 段后: 0.5 行

带格式的: 字体: 五号

带格式的: 字体: (中文) 宋
体, 五号

带格式的: 正文, 左, 缩进:
左侧:  0 厘米, 段落间距段
前: 0 磅, 段后: 0 磅

带格式的: 字体: (中文) 宋
体, 五号

带格式的: 正文, 左, 缩进:
左侧:  0 厘米, 段落间距段
前: 0 磅, 段后: 0 磅

带格式的

带格式的

带格式的

带格式的

带格式的

带格式的

带格式的

带格式的

带格式的: 缩进: 首行缩进:
 0.85 厘米

带格式的

带格式的

带格式的

带格式的

带格式的

带格式的

带格式的

删除的内容: 
分节符(奇数页)

 

删除的内容: 

删除的内容: 四个

删除的内容: 因为本文将用到

政策模拟的方法，所以第三节

将对目前政策模拟的方法做

一个综述，第四

删除的内容: 第五

删除的内容: ，正如凯恩斯所

说：“消费乃一切经济活动之

唯一目的，唯一对象，如果消

费倾向一经减低成为永久习

惯，则不仅消费需求减少，资

本需求亦将减少”。

删除的内容: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影响我国居民消费的因素分析——基于 CGE 模型 

2 

 

自然资源利用率实现扩大再生产的经济发展方式。与此同时，经济的拉动方式也

应该由投资、出口拉动逐步转化为依靠 终消费尤其是本国居民的 终消费拉

动。其原因是： 

1. 通过消费拉动经济增长，是未来经济稳定增长的需要。 

以 2009 年经济危机为例。由于受到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2009 年我国出口

萎靡，国家为了保证经济的稳定，实行了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固

定资产投资迅速增加，强有力的拉动使得我国经济下滑的态势得到扭转。由图

1-1 可以看出，2009 年资本形成总额对 GDP 的贡献率达到了 92.3%，远远超出

了其他年份（此前，资本形成总额对当年经济增长贡献率 高的年份是 2003 年，

达 63.7%），虽然自 2003 年后，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有所提高，但是经济仍

然主要由投资拉动，2009 年这种情况尤为突出。 

2009 年的宏观调控仍然以投资拉动经济增长为主，而且刺激力度较往年更

大，本次宏观调控以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为主体，将国内信贷扩张带来的投资资

金集中用于制造业、房地产以及基础设施的建设。它的效果十分明显，较快遏制

了我国经济的急速下滑，但其中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由于受到经济危机的影

响，我国出口下滑，而国内 终消费常年不足，而这些新的投资在不久的将来将

形成新的生产能力，如果这些新的生产能力不能被国内外的消费市场吸收，我国

现有的产能过剩情况将会进一步加剧，因此，通过扩大投资遏制经济增长率急剧

下滑的反危机政策在我国当前产能严重过剩的情况下具有较大的负作用，当经济

危机导致的需求下降被过度的投资缓解之后，我国经济固有的“两高一低”结构矛

盾将更加凸显，从长远来看，只有通过国内消费的增长来拉动经济才能使经济达

到长期的稳定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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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GDP 各构成部分的贡献率（支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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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根据中经网数据计算所得

 

2.通过消费拉动经济增长，是经济结构调整的需要。 

如前所述，投资的迅速扩张可以达到短期内扩张总需求进而迅速拉动经济增

长的效果，但是投资从长期来看都会转变为生产能力。目前我国产能过剩，而投

资的迅速增加无疑会增加这种过剩。如果国内 终消费需求始终无法有效扩张，

就会使未来经济的发展因国内市场受到极大限制。应对措施无疑有两个：一个是

继续鼓励出口，让国外消费市场吸收过剩的产能，这种方法严重依赖世界外部环

境，具有太大的被动性，应对风险能力小；二是扩大内需，让国内消费市场吸收

过剩的产能。这种方法依赖经济体自身，能 大程度上减轻世界其他经济体周期

波动及经济政策的影响，而且从福利经济学的角度看，这种方法能让本国国民充

分享受到经济发展带来的福利增加的效果。所以，在经济发展到了一定阶段之后，

通过扩大国内消费拉动经济增长，有利于降低投资与净出口占 GDP 的比重，是经

济结构调整的需要。 

3.通过消费拉动经济增长，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需要。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便宜，资本稀缺，采取粗放型

经济发展方式是资源优化配置的需要。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劳动力和土地的价格

应该逐渐上升，资本的价格应该下降，应该渐渐地向集约化生产的方向发展。然

而我国目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步伐较慢。究其原因，价格本应该提高的劳动力

和土地并没有得到相应的提高，而劳动力和土地过于廉价，必然造成低端生产和

粗放型生产，使得资源不能得到有效配置。那么，为什么本来应该逐步增值的劳

动力和土地的价格并没有得到相应的提高呢？这里就涉及到收入分配问题，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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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政府的政策导向问题。首先，政府为了吸收外资，不惜以压低劳动力成本为代

价，与此同时，政府为鼓励投资，对投资实行补贴，其方式通常通过“零地价”，

即廉价地把土地转让给来投资的企业。劳动力和土地的低成本确实给我国的出口

带来了竞争力，但是这种低成本竞争方式却长期以来一直在抑制着老百姓的消费

水平，而老百姓的消费水平被长期抑制的后果在前两点中已经进行了阐述。除了

初次收入分配上的不公平，由政府主导的收入再分配中，近十来年来也出现了政

府财政收入占 GDP 的比重不断上升，居民收入经过再分配环节之后进一步下降

的趋势。说明近年来政府的再分配政策实际上产生了逆调节结果，这样无疑更加

加重了老百姓的负担。实现集约化生产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而政府政策的一

些错误导向则使得这种趋势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抑制。要想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

必须提高劳动力和土地的价格，使粗放型经济增长所依托的优势不再存在，迫使

企业转变生产方式，推动经济向集约型增长转轨。 

总而言之，经济危机之后中国经济要继续像 2009 年那样依靠大规模投资拉

动增长，或者像 2005—2008 年那样继续依靠出口拉动增长的空间是相当有限的。

一个国家尤其是像中国这样的大国，长期依靠外需拉动即出口拉动经济增长是不

现实的，国内消费尤其是居民消费增长对经济增长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扩大居民

消费，不仅是未来经济稳定增长的需要，关系到今后我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也是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需要。 

1.2 我国消费情况概述 

上一节从多个角度分析了扩大居民消费问题对我国长期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要研究我国的消费问题，就必须了解我国消费的现状。本文主要从我国消费的总

量和构成两方面进行分析。 

 1.2.1 我国消费的总量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迅速，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消费的绝对量

不断上升，但 终消费率①却不断下降。1992 年之前，我国的 终消费率都超过

了 60%。从图 1-2 可以看出，1996 年 终消费率下降到了 59.2%。1997-2000 年 
                                                        
①消费率指某国一年中的 终消费额占该国 GDP 的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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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消费率有所上升，主要是由于亚洲金融危机使中国的出口减速，因而 终消

费率得以上升。从 2001 年开始， 终消费率始终处于下滑趋势，到 2008 年已下

滑到 48.6%。可见，抛开外部环境对 终消费率的影响，中国的 终消费率总体

上呈现下滑的趋势。 

 
图 1-2：GDP 支出法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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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根据中经网数据计算所得 
 

此外，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我国消费率也是很低的。目前，发达国家居民

消费占 GDP 的比重在 70%左右，发展中国家居民消费占 GDP 的比重也在 60%

左右。根据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生产/收入/价格国际比较研究中心”编制的购买

力评价 GDP 国际比较数据，2007 年，世界 196 个国家按消费率从高到低排列，

中国位于第 166 位。2007 年中国人均实际 GDP 为 8510.6 美元（购买力平价，2005

年价格），接近巴西的人均实际 GDP 水平（9644 美元）。当年巴西消费率为 64%，

而中国只有 36.51%，可以看出我国消费率在同期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相近的国家

中是比较低的。① 

 1.2.2 我国消费的构成分析 

终消费可分为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②，故消费率也分为居民消费率和政府 

消费率。分别等于居民消费占支出法计算的 GDP 比例和政府消费占支出法计算 

                                                        
①
龚敏、李文溥：《中国高资本报酬率与低消费率的一个解释——基于动态一般均衡模型的分析与校准》，厦

门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工作论文。 
② 政府消费指全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消费支出和免费或以较低价格向住户提供的货物和服务的净支出。（中

经网统计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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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GDP 比例。由图 1-3 可以看出，居民消费一直是我国 终消费的主体，但

1994-2008 年间政府消费率基本保持平稳，而居民消费率有明显的下降趋势，从

1994 年的 43%下降到了 2008 年的 35%，下降了 11 个百分点，可见我国 终消

费率不断下降的原因主要是居民消费率下降。 

 
图 1-3：居民消费率与政府消费率变动情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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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根据中经网数据统计得出 
 

1.2.3 居民消费的总量及构成分析 

前面的分析指出我国居民消费率的不断下降造成了 终消费率的不断下降，

因此有必要对居民消费进行单独分析。 

从总量上来看，2008 年我国居民消费相当于美国居民消费的 15.4%，虽然与

2003 年的 8.8%相比有了不小的提高，但其中的差距是显而易见的。从相对数来

看，2008 年我国居民消费率为 35.3%，美国为 70.1%，印度为 54.7%，可见我国

的居民消费水平不仅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部分发展中国家。① 

从居民消费的构成上分析发现，居民消费的内容日趋丰富，体现出了多样性、

差异性以及多层次性。这里我们选择城镇居民为代表进行分析。通过表 1-1 可以

看出，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各种支出比例的排序有了很大的变化。

食品支出比例、衣着支出比例呈现下降趋势，食品支出比例从 1990 年的 54.25%

下降到 2000 年的 39.44%，下降速度很快，到 2008 年下降为 37.89%，下降速度 

有所减慢。衣着支出比例从 1990 年的 13.36%下降到 2000 年的 10.01%，之后保

持的较为稳定，2008 年略升为 10.37%。 

                                                        
① 新华每日电讯 2009 年 12 月 3 日第 6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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