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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１０多年来，政府依据“消费率偏低”观点及其相应的建议推出的“刺激消费、扩大内

需”政策的无效性表明我国消费率问题的实质很可能不是“高低”的问题。我国消费率处于低位并

不断创造历史新低是其长期波动、持续下降的结果，而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更值得研究和关注。
对我国消费率整体结构、人均结构、效应结构及影响因子的分解分析，可以得出其波动、持续下降的

不同层次的动因。据此，可以通过转变发展方式、企业技术升级、提高就业稳定性和鼓励创新等政

策措施来抑制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占比下滑；通过教育、医疗、养老和住房体制改革等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措施来抑制居民人均消费倾向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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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２０世纪９０年 代 末 以 来，为 了 缓 解 亚 洲 金 融 危

机冲击造成的外需急剧下滑的压力，扩大内需成为

国内 政 策 的 着 力 点。在 扩 内 需 政 策 和 成 功 加 入

ＷＴＯ的综合作用下，２００３年到２００７年我国经济实

现了２位数以上高速增长，特别是２００７年增速高达

１３．３％。在此期间，消费率却持 续 下 降，由２０００年

的６２．３０％降 到２００９年 的４７．９８％；同 时，ＣＰＩ由

２０００年的０．４％提高到２００８年的５．９％，经济整体

呈现复杂局面和政策调节困境。
针对２０００年以来我国消费率持续下降 并 不 断

打破历史低位的现实，学术界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

探讨。多年来，学 界 的 主 流 观 点 是 我 国“消 费 率 偏

低，投资率偏高”，持这种观点的代表性学者有尹世

杰、①刘国 光、②陈 新 年、③卢 中 原、④董 辅 仁、⑤许 永

兵、⑥刘尚希、⑦毕 玉 江、⑧等。学 者 们 在“消 费 率 偏

低”观点的基础上就其成因进行了分析研究并提出

了相应的对策建议，政府也基本认可“消费率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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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观点并接受了相应的政策建议，相继出台了“扩大

内需，刺激消费”的系列政策；但１０多年来，我国消

费率非但没有提高，反而依然呈下降态势。扩大内

需政策的效果不明显，说明我国消费率不是简单的

高低问题。事实上，我国消费率近１０年来处于低位

是其长期波动、持续下降的结果，因此，我国消费率

长期波动、持续下降问题可能更值得研究和关注。

一、我国消费率长期波动、持续下降的现状

（一）我国消费率及其结构波动、持续下降现状

在１９７８－２００９年期间，我国的消费率经历了两

个上升期短、下降期长的非对称周期性波动下降。在

第一个波动下降周期（１９７８－１９９５），消费率先由１９７８
年的６２．１０％上升到１９８１年的最高点６７．１１％，然 后

进入长达１４年的波动下降期，１９９５年降到５８．１３％，
相对于１９７８年下降３．９７个百分点。在第二个非对

称波动下降周期（１９９５－２００９），消费率先由１９９５年

的５８．１３％上升到２０００年的６２．３０％，其后进入长达

１０年的 持 续 下 降 期，２００９年 降 到４７．９８％，相 对 于

１９９５年下降了１０．１５个百分点。１９７８－２００９年我国

消费率总共下降了１４．１３个百分点，其中２０００－２００９
年持续下降了１４．３２个百分点，占消费率下降总值的

１０１．４２％。我国消费率具有非对称周期性波动下降

的明显特征，并且２０００年以来呈持续下降、不断打破

历史低位的态势。
在整体结构上，我国消费率的波动、持续下降主

要表现为居民消费率的非对称周期性波动、持续下

降，政府消费率相对比较稳定。在消费率波动下降

的第 一 个 周 期，居 民 消 费 率 先 由４８．７９％上 升 到

１９８１年 的５２．４７％，然 后 波 动 下 降 到１９９５年 的

４４．８８％，下降了３．９１个百分点。在第二个周期，居
民消费率先反弹到２０００年的４６．４４％，然后持续下

降到２００９年 的３５．１１％，下 降９．７７个 百 分 点。

１９７８年到２００９年 期 间，居 民 消 费 率 下 降１３．６８个

百分点，占消费率下降的９６．８５％；政府消费率下降

０．４４个百分点，占消费率下降的３．１５％。无论是在

第一周期、第二周期内，还是整个波动下降期间内，
我国消费率的波动、持续下降都主要表现为居民消

费率的波动、持续下降。我国消费率及其结构波动、
持续下降情况见图１。

图１　１９７８－２００９年我国消费率及其结构变动现状

　　 （二）我国居民消费率波动、持续下降结构现状

我国居民消费率的非对称周期性波动、持续下

降在结构上主要表现为农村居民消费率的波动、持

续下 降 和 城 镇 居 民 消 费 率 波 动 上 升 及 其 持 续 下

降 的 综 合 效 应。在 消 费 率 变 动 的 第 一 个 周 期，农

村 居 民 消 费 率 由 ３０．３０％ 上 升 到 １９８１ 年 的

３２．０２％，然 后 波 动 下 降 到１９９５年 的１７．８３％，
周 期 内 下 降１２．４７个 百 分 点。城 镇 居 民 消 费 率 由

１８．４９％波 动 上 升 到１９９５年 的２７．０５％，周 期 内

上 升８．５６个 百 分 点。在 第 二 个 周 期，农 村 居 民

消 费 率 波 动 下 降 至２００９年 的８．３６％，下 降９．４７
个 百 分 点；城 镇 居 民 消 费 率 先 上 升 至３１．１０的 高

位，其 后 持 续 下 降 至２６．７５％，周 期 内 下 降０．３０
个 百 分 点。１９７８－２００９年 农 村 居 民 消 费 率 下 降

２１．９４ 个 百 分 点，占 居 民 消 费 率 下 降 的

１６０．３８％，城 镇 居 民 消 费 率 上 升８．２６个 百 分 点，
占 居 民 消 费 率 下 降 的６０．３８％。２０００－２００９年，
农 村 居 民 消 费 率 持 续 下 降 了６．９８个 百 分 点，占

居 民 消 费 率 下 降 的６１．６４％；城 镇 居 民 消 费 率 持

续 下 降 了４．１１个 百 分 点，占 居 民 消 费 率 下 降 的

３６．２７％。在 不 考 虑 人 口 因 素 和 城 乡 人 口 结 构 变

动 的 情 况 下，农 村 居 民 消 费 率 的 波 动、持 续 下 降

是 居 民 消 费 率 波 动、持 续 下 降 的 主 体。我 国 居 民

消 费 率 及 其 结 构 为 波 动、持 续 下 降 情 况 见 图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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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１９７８－２００９年我国居民消费率及其结构变动情况

　　（三）我国居民人均消费率及其结构波动、持续

下降现状

居民人均消费率包括城镇居民人均消费率和农

村居民人均消费率。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消费率是

指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最终消费支出与人均ＧＤＰ的

比值，反映的是剔除人口及城乡人口结构变动后城镇

和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对人均ＧＤＰ的占比情况。
在考虑人口和城乡人口结构变动因素后，我国农村居

民人均消费率由１９７８年的３６．９１％上升到１９８３年的

４１．２７％的 高 位 后 就 开 始 波 动 下 降，１９９４年 降 至

２４．７２％的低位，然后，经过两年的反弹至１９９６年的

２６．９７％，其 后 进 入 持 续 下 降 阶 段，到２００９年 降 至

１５．６５％的低位。城镇居民人均消费率由１９７８年的

１０３．２１％降 到１９８４年 的８４．３９％，然 后 波 动 上 升 到

１９９２年９４．６８％的 高 位 后 波 动 下 降 到１９９９年 的

８６．２５％，其后进入持续下降阶段，到２００９年降低到

５７．４２％的低位。１９７８年到２００９年，农村居民人均消

费率下降了２１．２６个百分点，降幅为５７．６１％，其中波

动下降阶段降低了９．９４个百分点，占比是４６．７３％；
持续 下 降 阶 段 降 低 了１１．３３个 百 分 点，占 比 是

５３．２７％。城镇居民人均消费率下降了４５．８０个百分

点，降幅为４４．３７％，其中波动下降阶段降低１４．５２个

百分点，占比３１．７１％；持续下降阶段下降３１．３８个百

分点，占比６８．２９％。在考虑人口因素和城乡人口结

构变化后，我国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消费率都呈波

动、持续下降态势。农村居民人均消费率下降的绝对

值小于城镇居民，但降幅大于城镇居民。我国居民人

均消费率及其结构变动见图３。

图３　居民人均消费率及其结构变动图

二、我国消费率波动、持续下降的特征及引发的问题

１９７８－２００９年期间，我国消费率的变动呈现出

以下几个明显的特征：一是上升期短、下降期长的非

对称周期性。我国消费率在两个非对称周期性波动

过程中都是上升期短，下降期长，其中第一个波动下

降周期的下降期是上升期的３．５倍；第二个波动下

降周期的下降期是上升期的１．８倍。二是消费率结

构变动的非均衡性，表现为居民消费率波动、持续下

降，政府消费率变动相对平稳。三是城乡居民消费

率结构变动的反向性，表现为农村居民消费率波动

下降，城镇居民消费率波动上升。四是下降的阶段

持续性。２０００年 以 来 消 费 率、居 民 消 费 率、政 府 消

费率、城镇和农村居民消费率都持续下降。五是城

镇和农村居民人均消费率波动、持续下降的相似性。
在考虑人口因素和城乡人口结构变动后，城镇和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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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居民人均消费率变动趋势相似，都呈波动、持续下

降态势。
我国的消费率经过长期波动、持续下降已经处

于历史低位，这可能导致我国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存

在以下问题：一是内需基础弱化。消费率长期波动、
持续下降意味着经济增长的内需基础逐步弱化进而

造成内需动力不足。二是贸易摩擦增多，人民币升

值压力加大。内需不足，出口增加将导致贸易顺差

不断积累，进而引致国际贸易摩擦增多，人民币升值

压力加大。三是对外依赖性增强。在经济高速增长

的背景下，内需基础弱化必然伴随贸易顺差的增长

和出口比例的增加，外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强

化，对外依赖性逐步增强。四是经济脆弱性提高，抵
御外来风险的能力下降。内需基础的弱化和对外依

赖性的提高势必导致我国经济稳定能力下降，经济

发展的脆弱性提高，抵御外来风险冲击的能力下降。
五是社会矛盾积累，影响和谐社会建设。消费率波

动、持续下降意味着居民生活水平提高或改善的速

度低于经济增长的速度，再加上社会贫富差距加大，
居民幸福感下降引致社会矛盾不断积累，达到一定

程度将会影响我国和谐社会建设的进程。总之，我

国的消费率经过长期的波动、持续下降，已经导致经

济发展的内需基础削弱，对外依赖性增强，抵御外来

风险能力下降，经济发展脆弱性提高，社会矛盾在积

累等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成为政府关注和需要解

决的焦点问题之一。

三、我国消费率波动、持续下降的成因分析

（一）我国消费率波动、持续下降的整体结构成

因

在整体结构上，我国消费率波动、持续下降主要

表现为居民消费率的波动、持续下降。居民消费率

波动、持续下降数值占消费率在第一个下降周期下

降的９８．４９％，占第二个下降周期的９６．２％；可以解

释消费 率 在 整 个 波 动 下 降 期 间 的９６．８５％和２０００
年到２００９年 的 持 续 下 降 期 间 消 费 率 持 续 下 降 的

７９．１１％。居民消费率波动、持续下降在构成 上 又 主

要体现为农村居民消费率波动、持续下降。农村居

民消费率在消费率波动下降的第一周期波动下降了

１２．４７个百 分 点，是 居 民 消 费 率 波 动 下 降 的 近３．２
倍；在第二周期下降了９．４７个百分点，占居民消费

率下降的９６．９７％。在２０００年到２００９年的持续下

降期，农村居民消费率下降了６．９８个百分点，占居

民消费率持续下降的６１．６３％。农村居民消费率的

波动下降是 居 民 消 费 率 波 动 下 降 结 构 上 的 唯 一 动

力，城镇居民消费率波动上升是居民消费率下降的

抑制性因素。２０００年以后，农村居民消费率持续下

降是居民消费率持续下降的主动力；城镇居民消费

率持续下降是居民消费率下降的另一重要动力。这

是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整体结构分析的结论，但因

没有考虑人口和城乡人口结构因素，无法揭示出居

民消费率波动、持续下降的更深层次的动因。
（二）我国居民人均消费率波动、持续下降的结

构成因

居民人均消费率在结构上可以分解为城镇居民

人均消费率与城镇居民人口占比的乘积及农村居民

人均消费率与农村居民人口占比的和，并且在数值

上与居民消费率相等，用公式表示为：ｃｐ＝ｃａｐ＝ｃａｃｐ

×ｐｃｐ＋ｃａｇｐ×
ｐｇ
ｐ
。ｃｐ———居民消费率；ｃａｐ———居民人

均消费率；ｃａｃｐ———城镇居民人均消费 率；ｃａｇｐ———农

村居民人 均 消 费 率；ｐｃ
ｐ
———城 镇 人 口 占 比；ｐｇ

ｐ
———

农村人口 占 比。根 据 分 解 公 式，构 建 出１９７８年 到

２００９年期间主 要 年 份 居 民 人 均 消 费 率 影 响 因 素 矩

阵表见表１。矩阵表的横栏表示以该年度的城乡居

民人均消费率保持不变与相应年度的人口结构计算

出的居民人均消费率；纵栏表示以该年度人口结构

保持不变与相应年份的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消费率

计算出的居民人均消费率。
矩 阵 表 中 数 据 显 示：城 镇 和 农 村 居 民 人 均 消

费 率 波 动、持 续 下 降 是 我 国 居 民 人 均 消 费 率 波

动、持 续 下 降 的 主 动 力；而 城 镇 和 农 村 居 民 人 口

结 构 调 整 是 居 民 人 均 消 费 率 波 动、持 续 下 降 的 抑

制 性 因 素。譬 如，在１９７８年 城 镇 和 农 村 居 民 人

均 消 费 率 保 持 不 变 的 条 件 下，居 民 人 均 消 费 率 在

城 乡 人 口 结 构 调 整 的 带 动 下 由 １９７８ 年 的

４８．７９％上 升 到１９８５年 的５２．６３％，到１９９５年

的５６．１６％，再 到２００５年６５．１４％和２００９年 的

６７．８０％。在 城 乡 人 口 结 构 保 持 不 变 的 条 件 下，城

镇 和 农 村 居 民 人 均 消 费 率 波 动、持 续 下 降 引 致 居

民 人 均 消 费 率 先 由１９７８年 的４８．７９％上 升 到

１９８１年 的５１．０９％，然 后 波 动 下 降 到１９８５年 的

４８．９４％，１９９５年 的３７．０６％，再 到２０００年 的

３５．１３％；其 后，持 续 下 降 到２００９年２３．１３％。
这 说 明 在 我 国 城 乡 二 元 结 构 体 制 下，城 镇 和 农 村

居 民 人 口 结 构 的 调 整 有 利 于 居 民 人 均 消 费 率 的

提 高 或 者 抑 制 其 下 降；而 城 镇 和 农 村 居 民 人 均 消

费 率 的 波 动、持 续 下 降 是 居 民 人 均 消 费 率 下 降 的

内 在 驱 动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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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居民人均消费率影响因素矩阵表

　 人口结构不变

　 年份 １９７８　 １９８１　 １９８５　 １９９０　 １９９５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９
人 １９７８　 ４８．７９　 ５０．２７　 ５２．６３　 ５４．４２　 ５６．１６　 ６０．９２　 ６５．４１　 ６７．８０
均 １９８１　 ５１．０９　 ５２．４７　 ５４．６５　 ５６．３０　 ５７．９１　 ６２．３２　 ６６．４７　 ６８．６８
消 １９８５　 ４８．９４　 ４９．９８　 ５１．６４　 ５２．９０　 ５４．１３　 ５７．４８　 ６０．６５　 ６２．３３
费 １９９０　 ４３．７２　 ４５．０７　 ４７．２２　 ４８．８５　 ５０．４４　 ５４．７７　 ５８．８６　 ６１．０４
率 １９９５　 ３７．０６　 ３８．８４　 ４１．２５　 ４３．０９　 ４４．８８　 ４９．７６　 ５４．３６　 ５６．８１
不 ２０００　 ３５．１３　 ３６．５１　 ３８．７０　 ４０．３７　 ４２．００　 ４６．４４　 ５０．６２　 ５２．８４
变 ２００５　 ２６．７７　 ２７．８５　 ２９．５６　 ３０．８５　 ３２．１２　 ３５．５７　 ３８．８２　 ４０．５５

　 ２００９　 ２３．１３　 ２４．０７　 ２５．５５　 ２６．６８　 ２７．７８　 ３０．７８　 ３８．２７　 ３５．１１

　　　数据来源：依据《中国统计年鉴》计算整理。

　　（三）我国居民人均消费率波动、持续下降的效

应结构分解

我国居民人均消费率的波动、持续下降的效应

在结构上可以分解为人口结构调整及城镇和人均消

费率波动、持续下降的效应。人均消费率波动下降

的效应包括城镇居民人均消费率波动下降效应和农

村居民人均消费率波动下降效应。人口结构调整的

效应可以分解为城镇居民人口占比增加的效应和农

村人口占比下降的效应。居民人均消费率波动、持

续下降效应的结构分解结果见表２。

表２　居民人均消费率变动效应结构分解表

　 １９７８　 １９８１　 １９８５　 １９９０　 １９９５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９
居民人均消费率 ４８．７９　 ５２．４７　 ５１．６４　 ４８．８５　 ４４．８８　 ４６．４４　 ３８．８２　 ３５．１１
０９年城乡居民人

均消费率保持不变
２３．１３　 ２４．０７　 ２５．５５　 ２６．６８　 ２７．７８　 ３０．７８　 ３３．６０　 ３５．１１

人均消费率效应 －２５．６６ －２８．４０ －２６．０９ －２２．１７ －１７．１０ －１５．６６ －５．２２

人口结构效应 １１．９８　 １１．０４　 ９．５６　 ８．４３　 ７．３３　 ４．３３　 １．５０

综合效应 －１３．６８ －１７．３６ －１６．５３ －１３．７４ －９．７７ －１１．３３ －３．７２

其中

１．城镇居民 ８．２５　 ６．３０　 ６．０６　 ２．１１ －０．３０ －４．３５ －１．７２

人口结构 １６．４６　 １５．１８　 １３．１４　 １１．５９　 １０．０８　 ５．９５　 ２．０７

人均消费率 －８．２１ －８．８７ －７．０８ －９．４８ －１０．３７ －１０．３０ －３．７９

２．农村居民 －２１．９４ －２３．６６ －２２．６０ －１５．８５ －９．４７ －６．９８ －１．９９

人口结构 －４．４９ －４．１４ －３．５８ －３．１６ －２．７５ －１．６２ －０．５６

人均消费率 －１７．４５ －１９．５３ －１９．０２ －１２．６９ －６．７３ －５．３６ －１．４３

实际变动 －１３．６８ －１７．３６ －１６．５３ －１３．７４ －９．７７ －１１．３３ －３．７２

　　　数据来源：依据《中国统计年鉴》推算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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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效应结构分解数据表显示：在１９９５年以前，农

村居民人均消费率波动下降的效应远大于城镇居民

人均消费率波动下降和农村人口占比下降的效应，
是居民人均 消 费 率 波 动、持 续 下 降 的 内 在 主 动 力。

１９９５年以后，城镇居民人均消费率持续下降的效应

远大于农村居民人均消费率持续下降和农村人口占

比下降的效应，成为居民人均消费率持续下降的主

动力。综合来看，在居民人均消费率波动下降阶段，
农村居民人均消费率波动下降是主动力，城镇居民

人均消费率和农村人口占比下降是两个重要动力。
在居民人均消费率持续下降阶段，城镇居民人均消

费率波动下降是主动力，农村居民人均消费率和农

村人口占比下降是两个重要动力。因此，城镇和农

村居民人均消费率波动、持续下降是我国居民人均

消费率波动、持续下降进而引致消费率波动、持续下

降的两个主要驱动力。
（四）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消费率波动、持续下

降的因子分解

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消费率受各自可支配收入

占比和消费倾向两个因子的共同影响。农村居民人

均消费率在波动上升阶段（１９７８－１９８３），人均可支

配收入占比波动上升同时消费倾向持续下降。在波

动下降阶段（１９８３－１９９６），人均可支配收入占波动

下降而人均消费倾向以８６．１４为均值上下波动。在

持续下降阶段（１９９６－２００９），农村居民人均消费率

下降了１１．３３个百分点，其中人均可支配收入占比

持 续 下 降 引 致 下 降 约 ９．４３ 个 百 分 点，占 比 为

８３．２４％，人均可消费倾向持续下降引致下降约１．９０
个百分点，占比约为１６．７６％。可见，农村居民可支

配收入占比波动、持续下降是农村居民人均消费率

波动、持续下降的主动力；而农村居民人均消费倾向

１９９６年以后成 为 农 村 居 民 人 均 消 费 率 下 降 的 另 一

重要动力。
城镇居民人均消费率在波动下降阶段（１９８０－

１９９９），人均可支配收入占比波动下降，由１９８０年的

１０２．６４％降到１９９９年的８０．８１％，下降２１．８３个百

分点；人均消费倾向在均值１０４．５２％左右浮动。在

持续下降阶段（１９９９－２００９），城镇居民人均消费率

下降了２８．８４个百分点，其中人均可支配收入占比

持续 下 降（由１９９９年 的８０．８１％降 到２００９年 的

６６．４４％）了１４．３７个百分点，引致城 镇 居 民 人 均 消

费率下降约１３．９２个百分点，占比为４８．２９％，人均

消费倾 向 持 续 下 降（由１９９９年 的１０６．７４％降 到

２００９年的５７．４２％）了２０．３２个 百 分 点，引 致 城 镇 人

均消费率下降约１４．９１个百分点，占比为５１．７１％。

在波动下降阶段，人均可支配收入占比下降是城镇

居民人均消费率波动下降的主动力。在持续下降阶

段，人均消费率倾向持续下降成为居民人均消费率

下降的主动力，人均可支配收入持续下降成为重要

动力。
从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消费率波动、持续下降

的影响因子的分解结果看，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占比波动、持续下降是农村居民人均消费率波动、
持续的主动力，而农村居民人均消费倾向波动下降

是次要动力。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占比波动下

降是城镇居民人均消费率波动下降的主动力；而在

持续下降阶段，城镇居民人均消费倾向下降成为主

动力而人均可支配收入占比依然持续下降是其下降

的重要动力。
（五）我国消费率波动、持续下降成因分析结论

通过对１９７８－２００９年期间我国 消 费 率 整 体 结

构、人均结构及影响因子分解的成因分析，得出其波

动、持续下降不同层次的成因如下：

１．在整体结构上，居民消费率波动、持续下降是

我国消费率波动、持续下降的主动力。在居民消费

率波动下降阶段，农村居民消费率是主动力而城镇

居民消费率是抑制性因素。在居民消费率持续下降

阶段，城镇和农村居民消费率持续下降成为其持续

下降的两个内在驱动力。

２．在居民人均消费率构成上，城镇和农村居民

人均消费率波动、持续下降是居民人均消费率下降

的两个主动力；农村居民人口占比下降是居民人均

消费率下降的次要动因，而城镇人口占比增加是居

民人均消费率下降的抑制性因素。

３．从居民人均消费率下降效应的分解结构看，农
村和城镇居民人均消费率和农村人口占比的效应均为

负，是促进居民人均消费率下降的三个主动力源。城

镇人口占比的效应为正，对居民人均消费率的下降起

抑制作用。另外，在１９９５年以前，城镇居民人均消费率

下降的负效应小于城镇人口占比增加的正效应，城镇

居民对居民人均消费率的综合效应为正；１９９５年以后，
城镇居民人均消费率的负效应开始大于城镇人口占比

的正效应，对居民人均消费率的效应开始为负。

４．从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消费率的影响因子分

解看，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占比波动下降

是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消费率波动下降的主动力；城
镇和农村居民人均消费倾向波动变化对居民人均消

费率波动下降的贡献不大。１９９６年以后，农村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占比和消费倾向持续下降是农村居

民人均消费率持续下降的两个内在主动力。１９９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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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占比和消费倾向均持

续下降成为城镇居民人均消费率持续下降两个内在

主动力。因此，在持续下降阶段，城镇和农村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占比和人均消费倾向的持续下降成为

居民人均消费率持续下降的四个内在驱动力。

图４　农村居民人均消费率影响因子分解

图５　城镇居民人均消费率影响因子分解

四、抑制我国消费率波动、持续下滑的对策建议

针对我国消费率波动、持续下降的四大动力源，

本文提出抑制我国消费率下降的对策建议如下：
（一）抑制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占比继续下

滑

经过１９年的波动下降，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占 比 在１９９６年 已 降 到３１．７９％，又 经 过１４
年的持续下降，降 到２００９年 的１９．９４％，相 对１９７８
年降幅为４４．１１％。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占比

还不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五分之一。３０多年来，

农村 居 民 可 支 配 收 入 增 长 绝 大 多 数 年 份 都 低 于

ＧＤＰ的增速，特 别 是１９９６年 以 来 农 村 居 民 收 入 增

速一直低于ＧＤＰ增速。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相对放

缓造成农村居民消费能力相对下降，成为农村居民

消费率波动、持续下降的主动力源。为了抑制农村

居民消费率继续下滑，首先，要认识到农村居民消费

能力不足是我国农村需求不足、消费不振的首要根

源。其次，在政策上要推出有针对性的惠农措施，培
育、保护农村持续发展的能力。再次，落实惠农保护

措施，减轻农民各种成本负担，确保提高农民的增收

速度不低于ＧＤＰ增速，逐步扭转农村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占比下滑的局面。争取到“十二五”期末能够

提高到２０世纪末期的水平；到“十三五”期末能够提

高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的水平。因为抑制农村居

民可支配收入占比继续下滑或逐步提高农村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占比是抑制农村居民消费率继续下滑

和逐步提高农村居民消费率的关键。
（二）抑制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占比继续下

滑

经过２２年的波动下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占比 在１９９９年 降 到８０．８１％，又 经 过１０年 的 持

续下降，到２００９年已经降到６６．４４％，相对１９７８年

降幅为２７．５３％。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与农村

居民一样在绝大多数年份都低于ＧＤＰ的增速。特

别是１９９９年以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持

续低于ＧＤＰ增速造成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占比不断下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对下降

导致城镇居民消费能力相对不足，是城镇居民需求

不足、消费率下降的根本动力源。要从根本上抑制

城镇居民消费率下降，首先，需要改变依赖廉价劳动

力和低水平规模扩张的发展方式，鼓励企业技术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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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和创新。其次，要通过发展方式转变和企业技术

升级提高竞争能力和盈利能力，进而提高资本使用

效率和初次分配中的劳动报酬占比。最后，调整当

前不利于劳动者的分配制度体系。通过初次分配和

再分配政策调整，逐步提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占比，
进而提升城镇居民的消费能力。城镇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占比提高是抑制城镇居民消费率继续下滑或

提高城镇居民消费率的关键。
（三）抑制城镇居民人均消费倾向继续下滑

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消费倾向在１９９９年以前基本

保持在８５％以上高位，其后，开始持续下降，到２００９
年降到５７．４２％，相对１９９９年降幅是３３．４３％。城镇

居民人均消费倾向下滑源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的

一系列改革措施。首先，国企改革造成大批职工下岗

分流的同时还导致城镇居民就业稳定性下降，收入不

确定性提高。①收入风险的提高强化了城镇居民的谨

慎消费意识是其消费倾向下降主要根源之一。其次，
随着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和住房改革的深入推进，城
镇居民支出不确定性也大幅提高。支出风险的增强

进一步强化了城镇居民谨慎消费的意识是其消费倾

向下滑的另一重要根源。因此，要抑制城镇居民人均

消费继续下滑的态势，就需要出台相应政策促进就业

的稳定性。然后，在稳定就业的基础上，尽快完善教

育、医疗、社会保障和住房体系改革，逐步降低收入和

支出的不确定性引致的谨慎消费心理，促使城镇居民

消费倾向稳步提高。采取有效措施抑制城镇居民人

均消费倾向继续下滑是抑制城镇居民消费率下滑的

关键之一。
（四）抑制农村居民人均消费倾向继续下滑

我国农村居民人均消费倾向降幅平缓，但长期

也呈下降态势。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农村居民人均消费

倾向均 值 是８７．７６％，９０年 代 是８３．７２％，２０００－
２００９年均值是８１．３２％。影响农村居民消费倾向的

主要根源是收入不确定性较大。首先，农业收入受

气候变化影响收成不确定性较大。其次，农产品价

格不稳定。尽管国家对农产品有最低收购保护价，
但无法满足农民的最低收入保障要求。再次，农民

工多是临时性、季节性就业，缺乏稳定性。打工收入

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是影响农村居民消费倾向不高

的重要的根源。因此，抑制农村居民人均消费倾向

下滑首先需要倡导农业技术创新，稳定农民的农业

收入，其次，要 通 过 发 展 中 小 城 镇 鼓 励 农 民 就 近 就

业，提高农民工就业和收入的稳定性。
总之，首先，通过转变发展方式、鼓励企 业 加 快

技术升级和技术创新为国家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打下

坚实基础。其次，通过收入分配体制改革逐步提高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占比是抑制居民消费率下滑的

关键。同时，通过完善养老、医疗、教育和住房等社

会保障体系及促进城镇就业稳定和农村增收保护措

施，提高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消费倾向进而逐步提

高居民消费率。因此，转变发展方式和企业技术升

级及创新能力培育能否成功和社会保障体系是否完

善和顺畅运行是居民消费力提高和消费意愿增强的

根本，也是内需能否扩大和能否实现提高消费率的

技术和制度的根本保障。

①　陈安平：《我国 收 入 差 距 与 经 济 增 长 的 面 板 协 整 与 因 果 关 系 研

究》，《经济经纬》，２０１０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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