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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中出现的内需不足关键在于消费需求不足;而消费需求不足的最大梗阻

则是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的下降以及收入水平差距的拉大。因此,启动国内需求必须采取针对性措施增

加居民收入, 缩小收入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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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启动内需的关键在于启动消费需求

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中出现的内需不足是多种因

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归结起来,其核心还在于消费

市场疲软、消费需求不足。 因此,启动内需关键在于

启动消费需求。这主要是因为:

1. 短缺经济向过剩经济转变过程中消费与投资

变动的规律已经发生了背离。传统体制下的短缺经

济属于一种投资拉动型的经济。在这种体制下, 消费

的变动规律与投资的变动规律是一致的, 消费需求

是随着投资需求的变化而变化的, 因而消费需求对

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基本上是与投资需求对经济的贡

献度同步变化。与此相适应,国家对经济的调控也主

要靠投资政策。自 1992年开始,我国的市场供求状

况便开始由买方市场逐渐向卖方市场转变。到 1998

年买方市场的格局已经非常明显。统计结果表明,目

前我国市场上供大于求及供求平衡的商品已占 99.

9% ,供不应求仅占 0. 1% 。买方市场的形成,使我国

居民的消费行为趋于理性化, 不再表现为短缺条件

下饥不择食的“消费饥渴症”, 也使得我国的经济增

长由原来的供给约束型逐步转变为需求约束型。在

这种转变中, 消费变动的规律逐步独立化、个性化,

逐步与投资变动的规律相背离。 消费的变动不再取

决于投资的变动,从而使通过加大投资规模来带动

消费需求的政策空间已经十分有限,实际效果也大

大下降。 因此, 在买方市场条件下,启动内需不能再

像短缺经济那样单纯依赖投资拉动, 而应当采用新

的更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

2.在社会总需求构成中, 消费需求所占的比重

最大,对 GDP的贡献也最大。在我国的三大需求中,

最终消费所占的比重一直在 60%左右。由于消费在

总需求中所占的比重最大, 因此消费增长对经济增

长的贡献度也最大。 过去 20年里,消费增长对经济

增长的贡献度一直在 50%以上。凡是经济增长率在

10%以上的年份,消费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都在 6

个百分点以上。 相反,只要消费增长速度下降,则经

济增长速度必然下降, 二者有很强的一致性 (见下

表 )。

消费需求在总需求中的比重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

年份
消费在
GDP的
百分比

GDP的

增长率

消费增长对

GDP的贡献百分点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62. 0
61. 8
61. 7
58. 5
57. 8
58. 1
59. 2
58. 8

3. 8
9. 2
14. 2
13. 5
12. 6
10. 5
9. 6
8. 8

1. 66
5. 53
8. 69
6. 61
7. 03
6. 25
6. 27
4. 89

　　 3.消费需求的波动比投资需求和出口的波动要

小得多,但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的惯性却很大。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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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消费需求也是国民经济发展的一个“稳定器”。从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消费、投资及出口的增长情况

来看, 居民的消费水平增长速度最高为 13. 1%

( 1985年 ),最低为 - 0. 5% ( 1989年 ),最大波幅仅为

13. 6% ; 出口增长速度最高达 31. 9% ,最低为 - 0.

4% ( 1983年 ), 波幅为 32. 3%;而投资的增长最高为

1993年的 61. 8% ,最低为 1989年的 - 0. 07%, 波幅

达到 62. 5% 。很显然, 消费水平的增长是最平稳的。

4. 从社会再生产的角度看, 投资需求属于一种

中间需求,是消费需求的派生需求,其本身不能成为

经济增长的持久的拉动力量, 而只有消费需求才是

社会再生产的真正起点和终点, 才是真正的最终需

求。消费需求规模的扩大和消费结构的升级,才是经

济增长的根本动力。因此, 笔者认为,启动内需的关

键在于启动消费需求。

二、消费需求不足的收入探因

(一 )收入与消费关系的理论分析

研究消费需求离不开消费函数理论。 消费函数

理论就是研究家庭消费支出与决定消费的各种因素

之间的关系。当前,西方比较流行的消费函数理论主

要有: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杜森贝里的相对收入

假说、莫迪利安尼的生命周期假说和弗里德曼的持

久收入假说。上述理论虽然各有不同,但都有一个共

同点,那就是:强调收入因素在消费需求中的决定性

作用及其对消费变动的深刻影响。

根据凯恩斯的消费函数理论, 消费与收入的关

系可以表述为下述消费函数:

C= a+ b· Y d

其中, C表示总消费需求, a是一个常数, 表示

自发消费, b表示边际消费倾向, Y d表示可支配收

入。从这一公式我们可以看出,消费水平的高低主要

取决于两个因素: 一是居民的可支配收入, 二是边际

消费倾向。消费水平的高低与收入水平以及边际消

费倾向都成正相关关系。然而,根据边际消费倾向递

减规律,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边际消费倾向有不断

下降的趋势。 这就是说,一般而言,收入水平越高的

人边际消费倾向越低; 而收入水平越低的人边际消

费倾向却越高。因此,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收

入分配差距越大, 则边际消费倾向越低,边际消费倾

向与收入分配的差距大小有着很强的关联性。 这样

以来,影响消费需求的最根本的因素就归结为一个:

即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水平及其差距。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居民货币收入的波动与消费需求的波动所呈现

出的极强的同步性正说明了这一点。

诚然,利率、消费模式、以及居民的心理预期等

也都是影响消费需求的重要因素,但是它们都不是

消费需求真正的因变量, 它们的影响都是浅层的、间

接的,都不是决定性的。只有可支配收入及其差距才

是最直接,也是最深刻的原因。

(二 )近年来我国居民收入增长及收入差距状况

近年来,我国收入分配中出现了居民收入水平

下降与收入差距拉大并存的现象,这已经构成了当

前消费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

首先,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和市场竞争的加

剧,平均利润率下降规律在我国的作用越来越明显,

加上近年来我国国民经济增长速度的放慢,使我国

企业经济效益不断下降。企业经济效益的下降,又使

得城乡居民收入增长速度持续下滑。 从 1993年到

1997年, 我国城乡居民的生活费收入的增长率从

10. 2%下降到 3. 4% ;农民人均纯收入 1996年以前

均是增长之势,但 1997年也下滑至 4. 6%, 比上年

增幅回落 4. 4个百分点。

其次,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在不断扩大的收入差

距也有加剧的趋势。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

一,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拉大。 1978年,城镇居民

人均生活费收入为 316元,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

133. 6元,二者相差 182. 4元,二者的比例为 2. 37∶

1。 1997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5160元, 农

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 2090元, 二者的差距扩大到

3070元,比例扩大到 2. 47∶ 1。第二,地区间收入差

距不断扩大。 1985年,东、中、西部地区之间收入差

距比为 1. 15∶ 0. 88∶ 1, 1995年扩大为 1. 42∶ 0. 97

∶ 1。 第三,城镇居民内部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1996

年,我国城镇居民中收入最高的 20%家庭与收入最

低的 20%的家庭,人均生活费收入之比由 1981年

的 2. 3∶ 1扩大到 4. 2∶ 1。第四,农村居民内部收入

差距的不断扩大。 1986年, 东、中、西部农民收入差

距为 1. 80∶ 1. 10∶ 1, 1993年扩大至 2. 89∶ 1. 20∶

1。以东部地区最高的上海市和最低的甘肃省比较农

民人均纯收入之比, 1978年为 2. 95∶ 1, 1995年上

升至 4. 75∶ 1。

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 使社会财富过多地集中

在少数高收入阶层。 到 1995年,我国已经有 100多

万人的个人存款在 100万元以上, 按 1995年末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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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存款总额 3万亿元计算, 仅占全国千分之一的

这部分居民却占有全国居民存款的三分之一以上。

以国际上通用的衡量收入差距的指标基尼系数来

看, 1995年我国居民的个人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

已高达 0. 445,比 1988年的基尼系数高出 7个百分

点。按照国际上一般的看法,个人收入分配的基尼系

数如果在 0. 3- 0. 4之间为比较合理, 在 0. 4- 0. 5

之间为差距较大, 0. 5以上为差距悬殊。我国目前的

基尼系数按上述 1995年的数字已经属于比较大的,

而且这其中还没有考虑大量的所谓“灰”、“黑”色收

入。

(三 )消费需求不足的收入因素分析

收入增速的减缓以及收入差距的拉大, 使我国

近年来的消费需求的内在动力不断减弱, 进而导致

了社会总需求的相对不足。 主要表现为:

第一,收入增速减缓,使居民的可支配收入相对

甚至绝对下降直接影响着实际购买力的提高。 收入

水平是影响消费需求的最根本的因素,近年来我国

居民收入水平的增长受到了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影

响。与此同时,随着住房、医疗、教育等各项制度改革

的不断深入, 广大居民的支出却大幅度增长,这就使

得我国居民的实际可支配收入相对于支出而言,有

下降的趋势。 而实际可支配收入的下降构成了居民

购买力的强大的收缩力量。 使得我国的总消费需求

缺乏购买力的支撑。

第二, 收入增速减缓, 收入稳定性下降,给居民

的消费心理造成严重的不良预期, 使居民压缩现期

消费,导致了我国高储蓄、低消费的现状。 在世界各

国中,我国的储蓄率一直是比较高的,不仅高于发达

国家,而且高于许多发展中国家。八十年代,美国、日

本、德国、英国、加拿大的储蓄率分别为 16. 3% 、 31.

6% 、 22. 5%、 16. 6%和 20. 7% , 而我国的储蓄率从

改革开放以来直线上升, 1990已达到 39. 8%, 1995

年更升至 51. 4% 。近年来,由于居民可支配收入的

增长率持续下滑, 给居民造成强大的心理压力, 使人

们对未来收入的预期急剧下降, 从而尽量压缩即期

消费。尽管自 1996年以来我国连续六次降低银行利

率,但降息并没有能够阻止居民的储蓄的增长, 居民

储蓄余额却仍然持续迅速增加, 居民消费倾向并未

有所改观。据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分行调查统计处在

1998年 7月 1日降息后进行的问卷调查,被调查的

120户居民中,降息后要增加消费支出的仅占 1%,

消费支出不变的占 68% ,而表示要减少消费支出的

占 31% 。

第三,收入差距扩大,使居民的收入分配格局中

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收入断层, 产生了购买力的脱节,

进而形成消费断档。 当前我国居民消费缺乏热点支

撑,出现了一个所谓的结构断层。有人称之为消费断

档。笔者认为,与其称之为消费断档不如说是收入断

档。这种消费结构断档脱节现象的产生,固然有消费

结构升级的原因, 但根本原因还在于收入水平或收

入结构中出现了一个断层。是由于收入水平的“青黄

不接”而导致所谓的消费断档。

第四,收入差距拉大,使我国居民的边际消费倾

向不断下降,形成了对消费需求的一股强大的收缩

力量。边际消费倾向是影响消费需求的主要因素之

一。根据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边际消费倾向会随

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而有下降的趋势。因此,相对而

言,在不考虑消费模式的情况下,居民的收入水平越

高,则边际消费倾向越低,而收入水平越低的人边际

消费倾向却越高。对一个国家而言, 收入分配越公

平、收入差距越小,则边际消费倾向越高;反之,则越

低。如前所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收入分配差距呈

不断拉大的趋势, 已经构成了导致我国边际消费倾

向不断下降的主要原因。 1995年以来的边际消费倾

向持续下降, 从 0. 845下降到 1996年的 0. 733和

1997年的 0. 576。边际消费倾向的下降不仅影响消

费需求的增加, 而且也直接削弱了投资乘数的杠杆

作用。

第五,收入水平不高、收入增速的减缓以及收入

差距的拉大,还直接影响了消费信贷的推行。消费信

贷是通过信用的形式使消费者能够用未来的收入进

行即期消费,它不仅可以使消费者更加合理地分配

其一生的消费及支出,而且可以有效地扩大社会总

需求。同时,通过分期付款形式,使原来一次性完成

的消费行为经过多次的小量购买来完成,这一方面

减轻了消费者购买大件商品的现金压力,也使得耐

用消费品的购买过程“非耐用化”。所以说,消费信贷

是缓解生产与消费之间矛盾的一个非常有效的措

施,目前在发达国家颇为流行。然而,我国消费信贷

业务的发展还相当落后, 而这种落后是与我国当前

收入水平低、可支配收入下降有着很大的关系。

一般而言, 发展消费信贷有三个基本前提:一是

居民收入水平较高, 有一定的储蓄能力;二是收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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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比较稳定, 居民的收入预期较高;三是消费观念超

前。在我国, 虽然从改革开放以来,居民的可支配收

入获得了较快的增长, 但总体而言,我国居民的人均

收入水平还很低,居民的收入水平离大规模开展住

房、汽车消费还有一定距离, 因此, 开展消费信贷首

先受到了收入水平的限制。再者,我国居民的收入水

平虽然取得了大幅度增长, 但收入的增长波动较大,

收入的稳定性不强,尤其是近年来,居民收入水平的

增长速度连年下滑, 造成广大居民对未来收入的预

期不稳,故而对开展消费信贷心存疑虑。即使有足够

的能力,也往往不敢贷款消费。所以说,收入水平低、

收入增长不稳定,深深妨碍了我国消费信贷业务的

开展

三、调整收入分配政策,增加消费需求

由于收入是消费背后的最终决定力量, 收入水

平及收入的稳定性不仅直接影响居民及社会的购买

力,而且也影响居民的心理预期, 进而影响消费需

求。因此,采取有效措施,增加居民实际收入是当前

启动消费和扩大内需的关键。具体来说,应当从以下

几方面入手:

(一 )调整收入政策,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

当前,国家花大力气扩大投资需求。笔者认为在

当前条件下, 这种做法事倍功半。勿庸置疑,扩大投

资是增加有效需求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方面, 尤其是

在短缺经济条件下。事实上,这也一直是我国扩大需

求、启动市场的法宝。然而, 时过境迁,我国当前的市

场状况已经由长期以来的卖方市场转化为买方市

场,已不是原来短缺经济的大环境,因此, 一味地简

单照搬过去的作法已经行不通了。而且,当前我国的

市场不旺,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供需结构的错

位,有很多积压产品不是由于消费者不需要,而是由

于产品不适销对路。在这种情况盲目进行投资起到

的效果不是扩大了需求,而是增加了积压和浪费。因

此,笔者认为,与其盲目投资, 不如实实在在地增加

居民的收入。 这才是更直接、更简单、也是更有效的

出路。

第一,国家应当适当地提高在职职工的工资,使

其能够在扣除各项支出之后有一个实际的增长。在

职职工是消费的主体力量,而他们的消费直接取决

于他们的收入与支出的比率、增幅及未来的预期变

化。当前,我国在职职工的收入增长速度下降, 而各

项支出却不断增长或预期将要增长,导致居民实际

可支配收入及预期未来收入双双下降, 进而拉动我

国的边际消费倾向急剧下降。因此,国家应当适当而

稳定地提高在职职工的收入水平,从根本上改变广

大居民的收入预期, 解除人们消费的后顾之忧。

第二, 切实解决下岗与失业问题, 增加收入总

量,减轻在岗职工的心理压力。下岗与失业人群的大

量存在,给消费需求造成的压力也是非常大的。这主

要体现在: ( 1)下岗职工及失业者的收入很低, 导致

全社会收入总量下降,消费需求赖以扩展的收入基

础之基数下降, 必然造成消费需求不足。 ( 2)下岗与

失业人数的增多,给在业者造成强大的心理压力, 人

们对未来的就业及收入缺乏信心, 失业预期强化, 收

入预期不稳,加上各项改革的结果都是从老百姓口

袋里掏钱,从而强化了人们的储蓄心理,使广大居民

有钱不敢花,不敢用。 ( 3)下岗与失业者属于收入的

最底层,按照边际消费倾向与收入的关系,他们的边

际消费倾向最高,对消费需求的影响力也是最大的。

因此,这部分人数量的增加以及收入的下降必然会

大大降低全社会的消费需求。 1997年末, 我国下岗

职工总数已达 1151万人,如果把下岗职工与登记失

业人口合计,我国 1997年城镇的社会实际失业率为

9. 36%。 从城镇职工生活费收入情况来看, 1997年

全国因下岗或停、减发工资而无收入或收入在基本

线以下的职工人数约为 1600万人。 试想, 如果这

1600万人每人一年增加收入 5000元 ( 1997年城镇

居民人均收入 5160元 ), 按边际消费倾向 0. 8计算

的话, 便可增加消费需求 640亿元左右。可见下岗与

失业对消费的冲击之大。所以,当前我国的下岗问题

已经不单单是一个就业问题, 它还与当前的有效需

求不足有着紧密的联系。因此,笔者认为,减员增效、

压缩冗员等各项政策, 固然很必要, 也很紧迫, 但在

当前的国际国内环境下, 应当考虑延缓执行。 否则,

这对于本已疲软的消费需求无疑是雪上加霜。同时,

还应当广开就业门路,为下岗职工提供更多的就业

机会。

第三,增加农民收入,减轻农民负担。长期以来,

我国广大农民不仅收入低、增长缓慢,而且收入波动

大、负担繁重。 我国农民收入在 80年代前期增长较

快,但从 1985年以后便逐渐趋缓。 “七五”期间农民

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 8%, “八五”期间增幅降到

4. 3% ; 1996年尽管上升到 9% , 但 1997年又降至

4. 8% 。 1996年农民的年人均纯收入仅 1926元, 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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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数量的农村居民只能维持温饱生活,而且,全国尚

有 5000多万贫困人口温饱问题尚未解决。 因此,政

府应当努力开辟农民增收的新渠道,以保证农业生

产的稳定、快速增长。( 1)加大农业投入,提高农业经

营收入。由于我国农村居民的收入 60%以上来自于

农业经营收入,因此,增加农民收入的关键还在于加

大农业投入, 保证农业生产的稳定, ,同时控制农业

生产资料的价格, 降低农业生产成本。 ( 2)加快农业

产业化进程, 转变农业经营方式, 调整农业产业结

构,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我国目前农业产业化、市场

化程度很低, 农业生产方式落后,经营效益很低下,

只能解决农民的温饱问题。 这就使得我国广大农村

人口的恩格尔系数长期居高不下, 目前高达 52%,

严重影响了工业品的农村市场。 通过农业产业化及

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 增加农业的科技含量,发展高

产、优质、高效农业,提高农业生产的经济效益, 是增

加农民收入, 提高农村居民购买力的必然途径。 ( 3)

加快农村城市化进程。城市化进程缓慢,是我国农业

及农村发展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 也是我国农村居

民收入水平及消费水平长期难以提高的一个主要原

因。我国目前农村人口的总数是城镇人口总数的 2.

4倍,但收入水平仅是城镇人口的五分之二, 平均消

费水平不足城镇人口的三分之一。如果农村人口消

费水平达到城镇人口的消费水平, 至少要增加

33400亿元的购买力。 因此, 加快农村城市化进程,

提高农村地区非农产业人口比例, 对于启动我国消

费品市场有着相当大的作用。( 4)切实采取措施减轻

农民负担。长期以来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一直不能

解决, 造成农民收入难以增长的同时各种负担却不

断加重。这种情况大大影响了农村居民购买力水平

的提高以及市场需求的扩展。

(二 )调整收入分配政策,平衡收入差距

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是导致我国边际消费倾向

下降的主要原因。造成当前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

收入分配呈两极分化局面的原因很多,但笔者认为

最关键的莫过于两方面:一是市场化发展的不平衡;

二是税收杠杆调控不力。

由于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沿海向内地、从东部

向中西部逐步推进的, 这就使得最早摆脱计划体制

束缚、推行市场化改革的东部及沿海地区先一步实

现生产力的发展, 居民的收入也早一步获得增长。目

前经济特区的人均收入水平高于边疆地区 10倍以

上。因此, 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

的进程,不仅可以提高这些地区居民收入、平衡收入

分配差距, 而且也是促进各地区经济平衡发展的根

本途径。

我国税收体制的不健全, 尤其是个人所得税的

设置和征收的不科学,也是形成目前收入差距过大

的一个主要原因。目前,我国个人所得税征收过程中

的主要问题存在于两方面:第一,个人所得税的起征

点过低,不适应经济发展的水平。我国目前的个人所

得税的起征点是 800元。这是 1980年我国刚刚开始

设置个人所得税时的起征标准,如今,近二十年过去

了,人们的个人所得已经增加了好几倍,而个人所得

税的起征点却没有提高。 这样就将大量的低收入者

也纳入到个人所得税的征收范围,其结果是使低收

入者的收入水平更低。这就使个人所得税不仅没有

起到平衡收入差距的作用, 反而加剧了收入分配的

不平衡。同时,由于起征点过低,征收面过广, 必然导

致低收入者集体及个人共同合作,想方设法逃避个

人所得税的消极后果,增加了个人所得税的征收难

度。 因此,要缩小收入差距,必须提高个人所得税的

起征点, 使广大中低收入阶层免征或少征个人所得

税。按照目前的收入水平,笔者认为, 以 2000元作为

起征点比较合理。第二, 个人所得税征收不严格, 偷

税、漏税现象十分严重。 我国每年税收流失至少达

1000亿元, 比全国县级财政一年的收入还要大。 逃

税面个体经济超过 60%, 公民超过 80% ,个人所得

税 1994年实收 72亿元,仅占应收数的 5%。照此比

例推算,从个人所得税开征以来至少流失千亿元。个

人所得税的大量流失不仅使国家损失大量的税收收

入,而且使个人所得税失去了平衡收入分配, 抑制个

人收入畸型升高的作用, 使得我国出现了一个暴富

群体。由于高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倾向较低,从而影响

了我国的总体边际消费倾向和消费水平。即不利于

社会公平,更不利于消费需求的平稳发展。因此, 要

缩小收入差距,必须强化税收的征收力度。 笔者认

为,目前急需加强的一是切实关贯彻税法,坚持依法

收税,并加强打击力度, 严惩逃税者; 二是严格会计

审查制度,建立纳税约束机制;三是推行收入申报制

度, 增强公民纳税意识; 四是使隐性收入公开化, 切

断偷税漏税的根子。

(作者单位: 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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