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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AD_90_E5_95_86_E5_c40_250430.htm 目前，我国经济处于

艰难启动期，一方面市场疲软，产品普遍存在供大于求的状

况，另一方面，国内的居民储蓄欲望在不断地加强，储蓄率

在不断地攀升。有资料表明，我国在家电，机械加工行业企

业的开工率只有 60% 左右，同时城乡居民的存款却是以年均

数亿元的速度增长，仅 1998 年的前 11 个月，居民的存款增长

了 7160 亿元，比上年同期多增了 873 亿元，而社会零售总额

增数却由 94 年的 30.5% 下降至 98 年的 6.79% 。 ① 因此刺激

消费，扩大内需一直是近年来常被关注与探讨的话题。马克

思说过：“一个社会不能停止消费，同样，它也不能停止生

产，因此，每一个生产过程，从经常的联系和它的不断更新

来看，同时也就是再生产过程。” ② 也就是说，消费是社会

再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离开消费，社会再生产便无法继续

进行，消费既是生产的起点，也是生产的终点。消费水平作

为消费的重要内容之一，是指一国居民在一年内平均消费的

商品和劳务的价值额，同时也可以用来指称一国的消费总规

模，即社会总消费。研究消费水平，对于确定社会生产的两

大部类的比例，积累与消费的比率，确定社会经济发展的战

略具有重要意义。 一、消费水平与经济发展 （一）消费水平

与经济增长 消费水平的提高与经济增长，在客观上有合理的

比例，在数量上有很大的依存关系，这种依存关系表现为以

下几方面。 首先，消费水平的变动与国民收入增长的变动有

着直接的依存关系，当国民收入的增长较快时，其他条件不



变的情况下，消费水平也增长较快，而在某些时候，消费水

平的增速会高于或低于国民收入的增速，但只要使积累与消

费的比例稳定合理，国民经济就可以持续、稳定、协调地发

展，当消费的增长超过国民收入的增长，也就是我们通常所

说的高消费时，消费与生产的正常比例就会遭到破坏，生产

正常发展就会受到影响，消费水平的提高则成为一种无源之

水，无本之木。当消费需求不足，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高积

累，低消费”时，消费与生产的比例同样会遭到破坏。这时

候消费需求相应减少，消费品市场供过于求，消费对生产的

促进作用弱化。由于生产与消费之间的不协调差距加大，引

起商品或资本运动受阻，最终导致整个社会经济生产活动的

被迫紧缩。 其次，消费率与经济增长率有一定的依存关系。

消费是国民生产总值的主要部分，其变动必然会引起国民生

产总值的变动。而最终消费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函数，就

是消费率，消费率对经济增长率变动有明显的影响。在合理

的经济增长率区间，当消费旺盛，经济增长率就高， 消费不

足，经济增长率就会滑落。当然，消费率也不是越高越好。

消费率长期过高，会挤掉投资，使经济增长不能持久，但消

费率也不能长期过低，长期过低就会使高速扩张的生产能力

与低消费水平不相适应，出现“过剩危机”，从而影响经济

增长。 目前，我国消费率总的变动趋势是下降的，虽然在

1978 － 1982 年消费明显上长，从 61.8% 上升到 68.7% ，但从

此以后，我国的消费率却是持续下降的。 1990 年比 1982 年降

低了 7.4 个百分点。 1997 年又比 1990 年下降 1.4 个百分点。 

③ 由于消费率下降，总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呈下降趋

势。如表（一）所示。 表（一） 1990-1998 年我国经济增长



的各指标贡献率 年份 经济增长速度 总消费贡献率 总投资贡

献率 净出口贡献率 1990 3.8 72.1 12.0 15.9 1991 9.2 68.9 25.8 5.3

1992 14.2 64.8 46.0 -10.8 1993 13.5 46.6 70.5 -17.1 1994 12.6 38.2

42.8 19.0 1995 10.5 37.9 55.4 6.7 1996 9.6 52.9 33.7 13.4 1997 8.8 49.8

33.4 16.8 1998 7.8 31.8 63.1 5.1 资料来源：引自许永兵《消费需

求：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导因素》 从表一可知我国拉动经济增

长的主要因素是内需的增长，但从 1993 年以后，我国的消费

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呈下降趋势。 93-98 年消费对经济增

长的贡献率平均为 42.9% 而投资贡献率却为 56.7%, 后者比前

者高出 13.8 个百分点。这主要是近几年来城乡居民收入增长

势头放慢。受收入水平制约，再加上居民对房改，医疗保险

，就业制度等改革的预期热情不高，再加上服务消费、住房

消费等绝大部分还未完全市场化，所以造成近年来消费对经

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逐渐减弱。 ( 二 ) 消费水平与经济波动 改

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人民的消费水平也取得

了同步的增长，我国国 民生产总值 1978 年为 3588.1 亿元，

1994 年上升 43798.8 亿元，年平均增长 9.5%( 按不变价格计算

)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则由 1978 年的 375 元增加到了 1994 年

的 3654.5 元，剔除价格因素，年平均增长了 7.3%, 而全国居民

的平均消费水平由 1978 年的 175 元上升至 1994 年的 1737 元。

剔除价格因素，居民消费水平实际年平均增长 9% ， ④ 同时

，我们也不难看到，消费水平是阶段性波动的。如表（二）

所示。 表（二） 年份 国内生产总值（亿元） 国内生产总值

增长率（％） 全国居民消费水平（元） 全国居民消费水平增

长率（％） 1988 14074.2 111.3 635 106.9 1989 15997.6 104.3 694

99.2 1990 17681.3 103.9 723 102.2 1991 20188.3 108.0 849 114.3 1992



24362.9 113.6 1004 112.0 1993 31380.3 113.4 1246 108.7 1994

43798.8 111.8 1737 114.8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1994 》，

中国统计出版社 1994 年。 究竟是什么引起了消费的波动呢？

通过研究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有以下几点因素： 1 ，个人收

入增长的波动，居民消费直接受到可支配收入的制约。当居

民的收入大幅增加，居民的消费水平就有所上升，居民的收

入下降时，消费也就相就地受到限制，这一趋势以下表（三

）可以清晰地表现出来。 表（三） 指 标 1981年 1985年 1990

年 1991年 1992年 1993年 1994年 平均每人全部年收入（元）

500.40 748.92 1522.79 1713.10 2031.53 2583.16 3520.31 生活费收入

（元） - 685.32 1387.27 1544.30 1826.072336.54 3179.15. 生活消

费支出（元） 456.84 673.20 1278.89 1453.81 1671.13 2110.81

2851.34 平均每人全部年收入％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生活

费收入（％） - 91.5 91.1 90.1 89.9 90.5 90.8 生活消费支出（％

） 91.3 89.9 84.0 84.9 82.3 81.7 81.4 资料来源：曾壁钧等著《我

国居民消费问题研究》第 50 页，中国计划出版社。 2 、居民

消费倾向的变动。 居民消费倾向是指居民消费支出占居民收

入的比例，是平均消费倾向及边际消费倾向的统称。平均消

费倾向是指任一收入水平上消费在收入中的比率 (APC) ，边

际消费倾向就是增加的 1 单位收入中用于增加的消费部分的

比率 (MPC) 。 在经济的短期波动中，人们的消费变动不会和

收入的变动成比例，具体而言，在经济趋向繁荣过程中，收

入增加，这时人们的消费会增加，但增加的幅度会小于收入

增加的幅度，即边际消费倾向要比平均消费倾向小。在经济

走向衰退过程 中，收入下降，这时人们消费会减少，但减少

的幅度会小于收入下降的幅度，这也说明，边际消费倾向要



比平均消费倾向小。平均消费倾向随着收入的增加而下降，

因此边际消费倾向小于平均消费倾向，随着收入的增加，边

际消费倾向是下降的。 消费倾向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的。它充分反映了在一定收入水平下

消费意愿的大小。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实行“低工资，高积

累“的政策，居民个人所得少，消费倾向普遍很高，改革开

放以后，居民收入大幅度提高，居民的消费也 就进入了一个

新的阶段。从 1978 年以后，我国的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基本上

呈现出缓慢下降的趋势，而边际消费倾向的下降不太明显。

3 、农业波动对消费波动的影响。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

业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大，农业的波动必然引起整个国

民经济的波动，从而引起消费的波动。首先，农业的增长必

然导致消费的增长， 1979 年到 1982 年，农业分别增长 1.81 ％

， 0.31 ％， 1.5 ％和 0.87 ％，消费分别增长 2.8 ％， 3.1 ％，

1.0 ％， 2.2 ％，其次，农业的减产或低增长导致消费的下降

或低增长， 1991 年农业国民收入下降 1.53 ％，同年消费下降

3.2 ％， ⑤ 1992 年至 1995 年，农业国民收入大幅下降消费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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