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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消费恢复滞后 需扩大中等收入

群体发展新型消费

今年以来，我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恢复态势良

好，但“三驾马车”的恢复并不均衡。疫情抑制了消费倾向

和消费预期，相对于投资和进出口的恢复速度，消费恢复明

显滞后。建议通过制度改革、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发展

新型消费等措施，积极释放居民消费潜力，增强消费需求和

动能，使消费特别是居民消费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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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消费恢复滞后 需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发展新型消费

今年以来，我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恢复态势良好，但“三驾马车”的恢复并不均衡。疫

情抑制了消费倾向和消费预期，相对于投资和进出口的恢复速度，消费恢复明显滞后。建议通过制

度改革、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发展新型消费等措施，积极释放居民消费市场潜力，增强消费需

求和动能，使消费特别是居民消费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今年我国消费恢复明显滞后

今年以来，我国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恢复都走在世界前列，但“三驾马车”的恢复并不

平衡。统计数据显示，前 10 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 5.9%，而投资同比增长 1.8%，货物

进出口同比增长 1.1%。

“相对于投资和进出口的恢复速度，消费的恢复明显滞后；相对于供给端的恢复速度，需求端

的恢复相对滞后。”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王一鸣表示。疫情前，消费增速比投资增速高

3个百分点左右，而现在低 8个百分点左右。工业生产目前已经基本恢复到疫情前水平，但全年消

费转为正增长的难度很大。

关于消费恢复滞后的原因，专家们从多个角度进行了分析。

王一鸣认为，今年受疫情冲击，居民收入增长放缓，导致居民的消费倾向明显下降。而中低收

入群体收入增长放缓更加明显，因此该群体消费下降更为明显。

“一项调查显示，月薪 4000 元以下的职位招聘数量下降幅度更大，年收入 10 万元以下家庭的

消费下降更显著，而年收入 50 万以上的家庭消费回升更快。这说明疫情对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

和中低收入群体的冲击更大。”王一鸣说。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韩永文表示，2019 年我国最终消费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的贡献率为 57.8%，与发达国家大概相差 20 个百分点左右，这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和阶段极不相

称。

此外，消费产品的供给结构不均衡和收入分配不均衡也是消费恢复滞后的重要原因。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杨伟民表示，目前消费产品的供给体系还有很多问题，比如一些消

费产业发展不足，中高端产品，特别是高端产品供给不足，部分生活性服务业供不应求等。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学术委员会主席宋晓梧认为，收入差距过大是制约一个国家总需求的

重要原因。“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合理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稳定居民预期，从而较大幅度地提



高消费能力的空间还是很大的。”宋晓梧说。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 增加消费需求

对于如何加快消费复苏的速度？增加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扩大需求是专家们普遍的建议。

“‘十四五’期间，要把扩大消费的着力点放在大幅度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上，力争使中等收入

群体达到 6亿人左右，使中等收入群体占总人口的比重，由目前的 29%上升到 40%左右。如果能做

到这一点，将会对扩大消费市场、提高潜在的经济增长率形成巨大的推动。”韩永文说。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刘世锦也建议，今后十到十五年，中等收入群体力争实现倍增，由

现在的 4亿人增加到 8亿至 9亿人。一方面扩大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另一方面还可以扩大人力

资本。

通过推进系统化的制度改革增加消费动力，也是多位专家强调的重点。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彭森建议，“十四五”期间，在劳动力要素市场化配置方面，要

重点突破户籍、所有制等身份差异对劳动力要素自由流动、市场化配置的制度障碍，着力引导劳动

力要素合理畅通有序流动。要进一步放开除个别超大城市的落户限制，试行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

的制度，在城市群内探索户口通签、居住证互认制度。要建立城镇教育、就业创业、医疗、养老等

基本公共服务与常住人口挂钩的机制。

杨伟民认为，要聚焦提高居民消费占总需求的比重，加快推进收入分配、土地、户籍、身份证、

住房等方面的制度改革。要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努力

使居民收入的增长同步或者快于经济增长。

“扩大消费要把稳定就业放在优先地位。稳定就业、保障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扩大消费才有

更大的空间。稳就业除了稳定现有的就业岗位以外，未来一个重点是发展新就业形态，因为新就业

形态对就业的贡献份额是提升的。要加快恢复餐饮、住宿、旅游、培训等服务业，推动生活服务业

的线上线下融合，来促进消费的回升。”王一鸣说。

释放新型消费潜力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匡贤明认为，作为一个有着 14 亿人口的大国，

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基点应放在扩大内需上，应尽快形成内需主导的新模式，由此奠定国内大循环

的重要基础。在内需市场中，最具增长空间的是城乡居民消费，尤其是新型消费。在经济全球化面

临严峻挑战、国际不确定性加大的特定形势下，在我国走向高质量发展的大趋势下，有效地把城乡



居民的新型消费释放出来，成为关系全局的重大战略举措。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郭丽岩认为，当前，新型消费发展超出预期，但是部分监管规范相

对滞后，对新业态新模式跟进不足、反应迟钝，在客观上限制了迭代创新。我国拥有超大规模的国

内市场优势，其中消费大数据是宝贵的市场资源。但是在现阶段，一方面缺乏脱密、脱敏等数据的

使用规范，容易出现隐私泄露等不安全事件；另一方面，存在数据壁垒、孤岛等限制，结构化开发

整合力度不够。

“要营造鼓励市场主体加快创新、支持新业态新模式加快发展的制度和政策环境，激活全产业

链，实现供需高效匹配和良性循环，推动新型消费加快发展。”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所研究员

王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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