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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基础作用的思考
———以江苏省为例

李　慧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０４）

摘　要：经济增长动力发生转变和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显著增加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特征。发挥消费对经

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不断提高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实现经济发展高质量、人民生活高质量的重要途径。分

析江苏消费增长动力的现状及新的变化特征，对消费需求发展中一些不平衡、不充分的表现加以解析，并就如何增

强消费的基础性作用提出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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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

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

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

盾。“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包含人民群众

对更高层次消费产品的需要。随着收入水平的提

高，人们已经从对吃、穿等主要为了解决温饱问题的

生存型消费转变为为了寻求更好、更高质量的发展

而产生的发展型消费以及为了提高劳动者生活水

平、满足人们享乐需要的享受型消费。推动江苏经

济高质量发展，就是要发挥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

性作用，不断提高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使消费成

为经济发展的强劲动力，同时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

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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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江苏消费需求的基本情况及特点

（一）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第一动力

２０１１年以来，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消费

对江苏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稳步上升。２０１７年，最终

消费对江苏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６１．７％，比２０１１

年提高１１．７百分点（图１），始终保持经济增长“三驾

马车”中第一拉动力的位置［１］。

数据来源：历年江苏省政府工作报告。

图１　２０１１—２０１７年江苏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情况

（二）居民消费支出持续增长

城乡居民消费性支出增长较为显著。２０００年

江苏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性支出为５３２３元，２０１７

年增加到２７７２６元，年均增长１０．２％；２０００年江苏

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性支出为２３３８元，２０１７年

增加到１５６１２元，年均增长１１．８％（图２）。

（三）消费结构持续升级

随着消费水平不断提高，江苏居民消费开支从

满足吃、穿等生存型消费，逐渐向注重健康、教育等

发展型消费和注重娱乐等享受型消费转变。２０００

年，江苏城镇居民用于食品烟酒和衣着方面的支出

比例之和为５０．３％，２０１７年下降为３４．１％；农村居

民食品烟酒和衣着消费支出比例之和也由２０００年

的４８．９％下降为２０１７年的３４．６％。２０１７年，江苏

城镇居民用于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和医疗保健

等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支出的比例合计为３２．４％，

比２０００年提高６．９百分点；２０１７年，农村居民交通

通信、教育文化娱乐和医疗保障三项消费支出比例

图２　２０００—２０１７年江苏城镇、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性支出情况

合计为３５％，比２０００年提高１１．３百分点。此外，

由于房地产市场快速发展，住房条件和住房环境不

断改善，江苏居民用于住房装修等居住类消费支出

占消费支出的比例也有明显提高。例如，２０００年

城镇居民居住消费支出比例仅占８．２％，２０１７年提

高到２４．４％；农村居民居住消费支出比例也由

２０００年的１８．９％提高到２０１７年的２１．７％。生活

用品及服务方面，城镇居民生活用品及服务消费支

出比例由２０００年的１０．７％ 下降为２０１７年的

６．２％，农村居民生活用品及服务消费支出比例由

２０００年的４．９％提高到２０１７年的６．１％（表１、表

２）。这可能是由于城镇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高于

农村，对家电等耐用消费品的购买意愿下降，而随

着收入水平的提升，农村居民消费结构中用于更新

换代的耐用消费品支出越来越多。

（四）消费渠道更加多元化

除了到实体店消费以外，网络消费逐步成为江

苏消费者消费的新途径。２１世纪经济研究院联合

京东发布的《２０１６中国电商消费行为报告》显示，

全国网购消费人数前五名的省（市）为广东、江苏、

浙江、北京、山东，江苏人网购排名全国第二［２］。同

表１　２０００—２０１７年江苏城镇居民消费支出结构①

％

年份 食品

烟酒

衣着 居住 生活用品

及服务

交通

通信

教育文

化娱乐

医疗

保健

其他用品

和服务

２０００４１．１ ９．２ ８．２ １０．７ ７．４ １２．６ ５．５ ５．２

２００５３７．２ ９．３ ９．２ ６．８ １２．２ １４．９ ６．７ ３．６

２０１０３６．５１０．２ ８．６ ７．２ １３．５ １４．９ ５．６ ３．６

２０１５２８．１ ７．１２２．６ ６．１ １４．５ １２．３ ６．４ ３．０

２０１７２７．５ ６．６２４．４ ６．２ １４．３ １２．４ ５．７ ２．９

　数据来源：历年《江苏统计年鉴》、江苏省统计局网站。

１４

① ２０１３年以前消费支出包括食品、衣着、家庭设备用品及

服务、医疗保健、交通和通讯、娱乐教育文化服务、居住、

杂项商品和服务八大类。２０１４年国家统计局根据《居

民消费支出分类（２０１３）》修改了居民消费支出分类标

准，消费支出划分为食品烟酒、衣着、居住、生活用品及

服务、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医疗保健、其他用品及

服务八大类。因此本文将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消费支出中食

品支出纳入食品烟酒支出，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支出

纳入生活用品及服务支出，杂项商品和服务支出纳入

其他用品及服务，表２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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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２０００—２０１７年江苏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结构

％

年份 食品

烟酒

衣着 居住 生活用品

及服务

交通

通信

教育文

化娱乐

医疗

保健

其他用品

和服务

２０００４３．５ ５．４ １８．９ ４．９ ６．７ １１．５ ５．５ ３．５

２００５４４．０ ５．４ １４．４ ４．７ １０．２ １３．４ ５．６ ２．４

２０１０３８．１ ５．４ １７．９ ５．０ １２．０ １３．９ ５．５ ２．２

２０１５３１．７ ６．０ ２０．６ ５．９ １４．６ １０．３ ８．５ ２．６

２０１７２８．９ ５．７ ２１．７ ６．１ １６．８ ９．３ ８．９ ２．５

　数据来源：历年《江苏统计年鉴》、江苏省统计局网站。

时，近几年江苏农村电商消费也在加快发展。互联

网的普及和农村网民数量的攀升，进一步激发了江

苏农村消费市场的潜力。２０１４年，支付宝发布的

全国网购支付百强县主要集中在苏浙闽三省，其中

江苏有２６个县入选，位居第二。另京东发布的

《２０１６中国农村电商消费趋势报告》显示，从农村

电商用户分布来看，沿海地区下单人数居前，江苏、

河北、浙江、山东、广东、四川、河南构成第一梯队，

合计下单人数占比超过５０％，其中仅江苏农村地

区下单人数占比即超过９％，显示出江苏农村地区

强大的网络支付和消费能力［３］。

（五）消费主体日益年轻化

随着江苏人口结构的变化和城乡居民收入水

平的提高，消费群体结构正在发生重大变化，日益

壮大的中等收入群体和“８０后”、“９０后”及“００后”

正在成为消费市场的主力军。根据中国银联、京东

金融发布的《２０１７年消费升级大数据报告》，江苏

“８０后”的消费金额在全国各省（市）中排名第四，

仅次于广东、北京和上海；江苏“９０后”的消费金额

在全国各省（市）中排名第三，仅次于广东和

北京［４］。

（六）新型消费不断涌现

随着消费渠道、模式和理念的不断变化、升级，

绿色低碳消费、智能产品消费、体验消费、共享消费

等新型消费在江苏不断涌现。２０１７年初，第一财

经商业数据中心（ＣＢＮＤａｔａ）发布了２０１７中国年货

大数据报告。报告显示，２０１７年年货节，阿里各平

台空气净化器销量猛增，其中江苏购买量在全国排

名第七［５］。《２０１６中国智能电视用户最新分析报

告》显示，智能电视受众的地域分布受人口、宽带、

经济发达程度三个因素影响，智能电视用户主要集

中在智能电视销售量较大的省市和互联网普及度

较高的经济发达地区。从智能电视受众的分布情

况来看，江苏排在全国第四位［６］。

二、江苏消费需求发展不平衡不充分

的表现

（一）消费需求与其他经济增长动力的不平衡

根据钱纳里的多国模型，在工业化初期，消费

率的平均水平为８５％；到工业化中期，消费率下降

到８０％；在工业化末期，消费率下降到７７％。与钱

纳里的多国模型相比，江苏的消费率明显低于模型

中的标准值。目前，江苏正处于工业化后期，但是

２０１６年消费率仅为５１％，低于标准值
［７］。与其他

省（市）相比，江苏消费率在全国位于第１８位，低于

全国平均水平（５３．６％）２．６百分点。消费率低意

味着投资率高，这是增长动力不平衡的问题。

（二）城乡居民消费支出不平衡

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升，江苏城镇居民收入持

续增加，随之带来的是城镇居民消费能力不断提升。

但与此同时，农村居民消费能力并未表现出相同程

度的提升，而是与城镇居民消费水平的差距在不断

扩大。２０００年，江苏农村居民消费占居民消费的比

例为４７．５％，城镇居民消费占居民消费的比例为

５２．５％，农村居民比城镇居民仅低５百分点。而

２０１６年，江苏城镇居民消费占居民消费的比例为

７８．５％，农村居民消费占居民消费的比例则下滑到

２１．５％，二者差距扩至５７百分点。

（三）区域间居民消费支出水平不平衡

江苏不同地区之间居民消费支出水平差距也

比较明显。２０１０年，苏南、苏中、苏北城镇居民人

均消费支出分别为１７３７８元、１２９８８元和１０６６１

元，苏南地区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比苏中高

４３９０元，比苏北高６７１７元。２０１６年，三个地区

的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分别为３０４４４元、２３３１１

元和１７１６３元，苏南比苏中高７１３３元，比苏北高

１３２８１元，地区之间的消费支出差距进一步拉大。

（四）不同群体间消费支出水平不平衡

２０１６年，江苏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前２０％

的高收入户与后２０％的低收入户的消费差距达到

３８４３６元，最高收入户消费支出水平是最低收入

户的３．９倍。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前２０％的高

收入户与后２０％的低收入户的消费差距也达到

１４４８５元，最高收入户消费支出水平是最低收入户

的２．７倍（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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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２０１６年江苏不同收入组常住居民家庭人均生活消费

支出情况

元

项目 全省调查户

平均水平

低收

入户

中低收

入户

中等收

入户

中高收

入户

高收

入户

城镇居民 ２６４３３ １３１１２１８１１７ ２４５６５３１３９８ ５１５４８

农村居民 １４４２８ ８３３０１１２８７ １４４１０１７１１７ ２２８１５

　数据来源：《江苏统计年鉴》。

（五）中高端消费需求产品供给不充分

中高端消费需求产品的供给不充分，抑制了居

民的消费意愿，制约了消费升级。在消费品市场

上，大量处于生命周期衰退期、技术含量低、附加值

低的消费品供给过剩，同时假冒伪劣产品、不合格

产品屡见不鲜。根据《江苏省工商局２０１７年网络

交易商品质量抽检结果》，２０１７年５—１０月，江苏

省工商局组织对省内网络经营主体销售的成人服

装、冲锋衣、防辐射服类商品进行质量抽检。经检

测，２００批次商品中有１０６个批次合格，合格率仅

为５３．０％。另据江苏省工商局对网络交易灯具类

商品质量抽检结果发现，抽检的１００批次灯具商品

中，４５个批次合格，总体合格率仅为４５．０％。

市场上处于成长期、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符

合居民消费结构升级需求的新产品、新供给较为缺

乏，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消费新需求的释放，同时

也导致消费者对海外产品需求的快速增长。根据

艾瑞咨询《２０１６年中国跨境网购用户研究报告》，

江苏跨境网购用户量仅次于广东和上海，全国排名

第三。调查显示，跨境网购消费者偏爱购买对安全

和品质有较高要求的产品，这说明这部分消费者对

国内产品的品质和安全没有信心［８］。

三、增强消费基础性作用的政策建议

（一）更新发展理念，正确对待投资和消费的关系

长期以来我们的发展重视投资而轻视消费，一

方面造成了目前一些产业产能过剩的局面，另一方

面也使经济增长的物质依赖性提高，经济发展的投

入成本、资源消耗和环境代价仍然很大。从发达国

家的实践看，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最稳定、最持久

的动力，而一旦居民消费率比较低，就会导致整个

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不足。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

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

力的攻关期。推进高质量发展，不能再强调 ＧＤＰ

优先，而应使经济增长从投资驱动为主转向消费驱

动为主。与投资增长驱动的经济相比，消费增长驱

动的经济较为稳定。一方面，可以通过扩大消费来

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另一方面，通

过消费升级也可能推动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和

服务化方面转变，以及服务业向现代化、专业化和

精细化转变。

（二）缩小贫富差距，提高中低收入者的消费能力

一般来说，高收入者消费倾向低，低收入者消

费倾向高但购买力差，因此贫富差距的扩大会使居

民整体消费倾向下降，从而减少全社会的消费。因

此，扩大消费需求必须要缩小贫富差距，提高中低

收入者的收入水平。要进一步提升公共服务水平，

增加政府在养老、教育、医疗方面的投入，解决中低

收入者看病难、入学难等问题。要大力控制房价过

快增长，减少居民收入在房地产领域中的过度支

出。对于农村居民，一方面要加快推进城乡公共服

务均等化，落实低保、养老、新农合等社会保障和救

助措施；另一方面，要通过提高农业现代化经营水

平、鼓励创业、加强农业技术培训等多种措施提高

农民收入。

（三）创新消费供给，加大中高端消费供给力度

一是牢牢把握消费升级的趋势，创造新供给，

不断适应和满足消费者的新需求。推动终端消费

品制造业转型升级。引导低端产能退出，鼓励企业

兼并重组，有序推进产业转移，发展先进制造业，加

快传统优势产业改造升级，推动产业合作取得新成

效，引导消费品工业向技术含量高、产品附加值高

的中高端环节升级。二是促进文化产业发展。推

动文化产品向高科技、创新型的方向发展，加快产

品创意研发，支持社会资本参与文化消费项目配套

建设。同时，针对文化消费不足的问题，要通过直

接补贴消费者、奖励积分补贴、绩效奖励等多种形

式，提升居民的文化消费能力。三是发展健康产

业。建设国家级和省级健康产业园区，加快发展医

疗服务业，推动医疗服务与健康旅游、康复护理、养

老服务相结合，积极引进、培养健康产业管理、服务

人才。四是推动养老产业、养老服务业发展。进一

步降低社会力量举办养老机构的准入门槛，建立统

一、开放的市场环境及公开、透明的政策环境，促进

各类主体公平竞争、有序发展，最大限度激发市场

活力。五是推动旅游产业创新发展。积极开发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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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养生、运动、娱乐、观光等多样化、综合性旅游休

闲产品，着力建设一批休闲街区、特色村镇、旅游度

假区，打造一批便捷、舒适、健康的休闲载体与空

间，更好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个性化和多样化的

需求［９］。

（四）改善消费环境，提升消费者权益保护水平

各级工商、消保部门应利用多种渠道积极宣传

新修订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及相关法律法规，提

高消费者的权益保护意识和维权能力，要积极引导

消费者依法维权，加强“１２３１５”消费维权热线电话、

荔枝维权平台、智慧３１５平台的宣传力度。要加强

知识产权保护，重点打击各类侵犯驰著名商标权益

的行为，深入查处“傍名牌”行为，加大对知名商品

的保护力度，加强售后服务、质量追溯和质量诚信

管理。针对互联网消费环境存在的问题，有关部门

应加大对互联网消费市场的监管力度，推进线上监

管与线下监管相结合，加强部门间综合监管和区域

间联合监管；畅通消费诉求渠道，便捷维权程序，提

高消费纠纷快速处理与和解效率，切实降低消费者

维权成本［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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