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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扩大消费需求的必要性及思路

尹世杰

　　摘要 : 不断扩大消费需求 ,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和动力 ,必须充分发挥消费需求的导向作

用和拉动作用。我国近年来消费需求不旺的主要原因在于最终消费率、居民消费率偏低 ,居民收入水平偏

低 ,要进一步扩大消费需求、培育消费热点 ,通过扩大消费需求 ,加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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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牵涉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个

方面的工作 ,但不断扩大消费需求 ,是极其重要的内容和动

力。江泽民同志在中共十六大的报告中明确提出 :“坚持扩

大国内需求的方针 ,根据形势需要实施相应的宏观经济政

策。调整投资和消费关系 ,逐步提高消费在国内生产总值中

的比重”。这正说明扩大消费需求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作

用。本文就这一问题作些初步的探讨。

一、要充分发挥消费需求的导向作用和拉动作用

市场经济是需求导向型经济 ,而市场需求 ,首先是消费

需求 ,因为它是最终需求。英国著名经济学家马歇尔早就指

出 :“一切需要的最终调节者是消费者的需要”①。马克思也

说得很多 :“没有需要 ,就没有生产。而消费则把需要再生产

出来”。“消费的需要决定着生产”②。这是众所周知的。马

克思还说 :“在社会中消费者和生产者是不等同的 :第一个范

畴即消费者范畴 ⋯⋯比第二个范畴 (即生产者范畴) 广得多。

因而 ,消费者花费自己收入的方式以及收入的多少 ,会使经

济生活过程 ,特别是资本的流通和再生产过程发生极大的变

化”③。马克思在这里讲消费者收入不仅影响“经济生活过

程”,而且影响整个再生产过程 ;不仅是一般的影响 ,而且使

其“发生极大的变化”。这正说明消费需求对整个社会经济

发展巨大的导向作用和拉动作用。具体说 ,这主要体现在以

下几个方面 :

第一 ,它直接体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 ,也就是发展经济

的根本目的。江泽民同志在中共十六大的报告中指出 :“发

展经济的根本目的是提高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和质量。要

随着经济发展不断增加城乡居民收入 ,拓宽消费领域 ,优化

消费结构 ,满足人们多样化的物质文化需要。”消费需求扩大

了 ,就有利于“拓宽消费领域 ,优化消费结构”,从而“满足人

们多样化的物质文化需求”,“提高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和质

量”,这正体现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

第二 ,扩大消费需求 ,能直接促进经济增长。消费需求

扩大了 ,消费领域扩大了 ,就能促进消费结构的优化、升级。

消费结构的优化、升级 ,就能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形

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从而形成消费需求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良

性循环。在这良性循环过程中 ,促进旅游、文化教育、生活服

务等产业的发展 ,能吸收大量劳动就业。这些都有利于促进

国民经济的发展。

第三 ,扩大消费需求 ,提高发展性、享受性消费的比重 ,

提高消费中的科技含量和文化含量 ,就不仅能提高消费层次

和质量 ,而且能培育优良的社会机体 ,提高社会文明程度 ,促

进两个文明建设协调发展。

上面这些 ,正体现了江泽民同志在中共十六大报告中所

指出的 :“⋯⋯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

社会 ,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

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正体现了全

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本内容。可见不断扩大消费需求 ,充分

发挥消费需求的导向作用和拉动作用 ,就能加速全面建设小

康社会的进程。

二、我国近年来消费需求不旺的主要原因

我国最近一段时期 ,消费需求不旺 ,甚至出现比较严重

的市场疲软。前不久 ,全国商业信息中心对全国市场主要商

品供求情况的分析结果显示 ,供过于求的商品 : 1995 年为

1416 % ,1996 年为 911 % ,1997 年为 3118 % ,1998 年为 3318 % ,

1999 年为 80 % ,2000 年为 7916 % ,2001 年为 83 %。商品供过

于求 ,原因是多方面的。在供应方面 ,过去产品趋同情况比

较严重 ,商品供应结构不适应消费需求的变化 ,有些商品质

量不高。但重要原因是有效需求不足 ,大多数居民收入水平

偏低 ,特别是农村。就以 2002 年而言 :城镇居民尚有一些困

难户 ,平均每人全年收入为 2 74914 元 ,消费性支出为 2 68714

元 ;还有为数不少的低收入户 ,平均每人全年收入为 4 48619

元 ,消费性支出为 3 91319 元。农村居民家庭全年纯收入在

500 元以下的还有 2116 % , 500～ 1 000 元的还有 9185 % ,

1 000～1 500 元 还 有 1613 % , 1 500 ～ 2 000 元 的 还 有

16178 %④。这就说明 ,尽管我国近年来城乡居民收入不断增

长 ,但到现在为止 ,还有很多人收入偏低。这就必然影响消

费需求的扩大 ,影响市场的繁荣。

我国居民收入水平偏低 ,根本原因是长期以来最终消费

率(总消费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 偏低。直到 2001 年 ,

最终消费率还只 5918 ,2002 年又下降至 5812⑤ ,最终消费率

如此之低 ,在世界上是罕见的。远的不说 ,以 1999 年为例 ,

总消费在国内生产总值 ( GDP)中的比重 ( %) :孟加拉国 8313 ,

印度 80 ,以色列 8816 ,缅甸 8919 ,菲律宾 8014 ,埃及 8516 ,南非

8118 ,加拿大 7619 ,美国 (1998 年) 8116 ,阿根廷 8218 ,法国

7815 ,意大利 7617 ,荷兰 7717 ,西班牙 7616 ,英国 8411。世界

平均为 7513 ,我国 1999 年为 6013⑥。无论高收入国家、中等

收入国家还是低收入国家 ,均比我们高得多。最终消费率偏

低 ,主要由于投资率偏高。根据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

2001 - 2002》的数据 ,2000 年我国投资率 ( %) 高达 38 ,世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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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 23 ,低收入国家为 21 ,中等收入国家为 25 ,高收入国家
为 22。在世界银行统计的国家和地区中 ,投资率达到或超过
我国的只有阿塞拜疆、厄立特里亚、莱索托、尼加拉瓜、土库
曼斯坦等 5 个国家 ,主要是由于贸易逆差过大 ,缩小了 GDP

这个分母 ,使得投资率看起来很高 ,实际上低于我国 ,因为我

国 38 %的投资率是以贸易顺差为基础的。⑦

长期以来 ,我国最终消费率偏低、投资率偏高 ,必然影响
居民收入的提高 ,削弱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影
响消费市场的繁荣。这是我国长期以来“重生产 ,轻生活”、
“高积累 ,低消费”的传统观念在有些同志认识上还没有彻底
根除 ,因此不由自主地要强调提高投资率 ,忽视最终消费率
的提高 ,从而影响消费需求的扩大。但一直到最近几年 ,有
些人还强调要提高投资率 ,要加强投资启动 ,反对消费启动。
例如有人提出 :“我国当前消费率并不偏低 ,即令偏低 ,也是
好事。可以通过投资来加强国力 ,是一个求之不得的条件。”
还有人提出 :“我国在近、中期 (三至五年) 内可考虑推行高投
资率的增长。这一模式的基本特点是以投资需求的相对扩
张来弥补消费需求的相对不足 ,以维持就业增加和经济增长
的较高速度”。“在我国目前的条件下 ,促进投资扩大要比促
进消费扩大来得容易 ,而且在一定时期内 ,投资不依赖于消

费而扩张 ,带动产业不平衡增长 ,是可以的”⑧。还有人认为 :

“刺激最终需求 ,应以固定资产投资需求为重点”,“投资需求
是带动经济回升的主要动力”⑨。这两三年 ,我在一些文章
中 ,一直反对这些观点⑩。其实 ,这些问题 ,英国著名经济学
家凯恩斯早就说过 :“资本不能离开消费而独立存在 ,反之 ,

如果消费倾向一经减低 ,便成为永久习惯 ,则不仅消费需求
将减少 ,资本需求亦将减少”�λϖ 。马克思恩格斯对这些问题说
得更为明确 (像我们前证的一些论述) 。只有消费需求是最

终需求 ,具有导向作用和拉动作用。投资需求不是最终需
求。依靠投资启动 ,不仅周期长 ,收效慢 ,而且容易走偏方
向 ,出现“为生产而生产 ,为投资而投资”的情况 ,甚至出现盲
目投资、产品趋同的情况。我国过去、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
中全会以前出现的“重投资、轻消费”引起的国民经济比例失
调、影响经济增长的情况 ,正是如此。我们应该吸取过去一
些教训 ,迅速调整投资和消费关系 ,像中共十六大报告中明

确提出的“逐步提高消费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怎么还
能“推行高投资率的增长”,“应以固定资产投资需求为重点”
来“刺激最终需求”呢 ? 怎么能反其道而行之呢 ?

三、不断扩大消费需求 ,培育消费热点

当前 ,我国正处在消费升级的关键时期。城镇居民消费
正由以吃穿用为特征转向以住、行为特征的方向转变 ,农村
居民正由以吃穿为特征由以“用”为特征的方向转变 ,全国居
民正不断提高文化教育和闲暇消费的比重 ,加速消费的升
级。全面进入小康社会 ,更要扩大消费需求 ,培育消费热点 ,

加速消费的升级。近几年来 ,由于消费需求的扩大 ,陆续出
现一些消费热点。

11 住房已成为城市居民的消费热点。“小康不小康 ,关
键在住房”。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居住支出 : 1997 年为
39415 元 ,2002 年已增加为 62414 元�λω。城镇新建住宅面积 ,

1997 年为 411 亿平方米 ,2001 年为 517 亿平方米 ,2002 年为
517 亿平方米。人均建筑面积 :1989 年为 1315 平方米 ,1997

年为 1718 平方米 ,2001 年为 2018 平方米。商品房销售额 :

2001 年为 4 86218 亿元 ,2002 年为 5 72112 亿元 ,其中销售给
个人的 : 2001 年为 8618 % ,2002 年为 9113 %�λξ。2003 年第 1

季度商品房销售额又增长 5217 % ,正在不断升温。特别是住
房消费的发展 ,能带动一个很长的产业链条 ,包括住房装修、

装饰、家具、家电等产业的发展。如 2000 年全国家居装饰产
值就超过 3 000 亿元 ,还以 20 %以上的速度增长。这些都大
大促进经济的增长。有人计算 : 2000 年我国 GDP 增长
811 % ,其中住宅拉动经济增长约 111 %�λψ。这两年住房消费
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就更大了。特别是我国加入世界贸

易组织 (WTO)后 ,雄厚的国际资本已进入国内房地产市场 ,

如最近已引进 500 强中排名第 24 位的荷兰国际集团 ,与首创
集团合资成立了“中国房地产开发基金”,面向中国市场。这
些对推动我国房地产业的发展 ,更好地培育住房消费热点 ,

满足我国居民住房消费需求 ,将起着重要的作用。现在的问
题是 ,有些城市房价还偏高。如 2002 年北京市商品房平均
售价为每平方米 4 764 元 ,虽比上一年下降 298 元 ,但还是偏
高 ,相当于全国平均房价的两倍。偏高的原因是土地价格高
和房地产市场运作无序所致�λζ 。其他地区、城市也有房价偏
高的情况。除尽量降低房价外 ,还要开发房地产二级市场 ,

完善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等制度。这些问题 ,须及早解决 ,

以促进住房消费的升温。
21 小汽车消费也将成为消费热点。进入 20 世纪 90 年

代以来 ,我国汽车销售量年均增长 1415 %。城镇居民平均每
百户家用汽车拥有量 (辆) :1997 年为 012 ,2002 年增至 019 �λ{ 。
珠江三角洲地区率先进入“汽车时代”,现在每百户拥有量已
超过 20 %。美国通用汽车公司预测 :2000 - 2005 年中国的轿
车消费将保持 20 %～25 %的年增长速度。我国有些专家预
测 :我国汽车需求量 (万辆) : 2005 年将达 583 ,2010 年将达
1 23616 ;轿车需求量 (万辆) :2005 年将达 20914 ,2010 年将达
47916 �λ| 。我国近年来 ,汽车生产量也增长很快 ,以轿车为例 ,

1991 年生产 619 万辆 ,1995 年生产 3313 万辆 ,2000 年生产
6017 万辆 ,2002 年生产 10912 万辆�λ} ,增长很快。特别是加入
世界贸易组织以后 ,国外价廉物美的轿车不断涌入 ,我国汽
车行业 ,也正在争创名牌 ,小汽车消费成为消费热点 ,是发展
的必然趋势。

31 近几年 ,旅游消费已成为重要的消费热点 ,而且不断
升温。过夜入境旅游人数 (万人次) :1978 年为 7116 ,1990 年
为 1 04814 ,1996 年为 2 27615 ,2002 年为 3 680126 ,跃居世界第
5 位。国内旅游总人数 (百万人次) :1994 年为 524 ,2000 年为
744 ,2002 年为 878 ;人均花费 (元) :1994 年为 195 ,2000 年为
426 ,2002 年为 442 �λ∼ 。我国旅游消费潜力很大 ,一方面 ,我国
地大物博 ,又是一个有 5 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 ,旅游资源极
其丰富 ,很多资源优势还没有转化为产业优势 ;另一方面 ,随
着闲暇时间的增加 ,闲暇消费的兴起 ,旅游消费、特别是生态
旅游、文化旅游将不断升温。旅游消费将成为重要的经久不
息的消费热点 ,带动一个很长的产业链条 ,促进经济增长。
有人预计 :我国 2010 年旅游总收入将达到 113～114 万亿元 ,

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 8 %左右�µυ 。有人提出 :按世界旅游
理事会 (WTTC)预测 :到 2010 年 ,中国旅游业将为 GDP 贡献 3

万多亿元 ,旅游业收入占 GDP的比重将达 10 %以上�µϖ 。这些
预计 ,并不是不可能的。这也说明旅游消费正在成为新的经
济增长点。

41 信息消费、网络消费也正在成为重要的消费热点。我
国“九五”时期 ,电子信息产品的需求每年以 30 %以上的速度

增长。城镇居民平均每百户拥有的家用电脑 (台) :1997 年为
216 ,2002 年增至 2016 ;移动电话 (部) :1997 年为 117 ,2002 年
增至 6219 �µω。2002 年我国固定电话、移动电话用户已达 4121

亿 ,居世界首位。截至 2002 年 9 月底 ,我国拥有计算机互联
网用户已达 5 435 万 ,网站已达 81 907 个。据权威部门预测 :

到 2005 年 ,中国的数据用户将超过 5 000 万 ,2010 年将超过
218 亿。信息、网络消费将不断升温 ,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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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文化教育消费正在成为重要的消费热点。以文化而
言 ,电视台 (个) :1978 年为 32 ,1990 年为 282 ,2002 年为 369。
电视综合人口覆盖率 ( %) :1990 年为 7914 ,2002 年为 9416 ;报
纸总印数 (亿份) :1990 年为 21113 ,2002 年为 36718 �µξ。反映文

化消费 ,不断升温。以教育而言 :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人数 (万
人) :1990 年为 6019 ,2000 年为 22016 ,2002 年为 32015 ;研究生

招生数 (万人) :1990 年为 310 ,2000 年为 1219 ,2002 年为 2013 ;

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 (万人) :1990 年为 20613 ,2000 年为

55611 ,2002 年为 90314 ;研究生在校学生数 (万人) :1990 年为
913 ,2000 年为 3011 ,2002 年为 5011 �µψ。教育事业发展很快 ,使
居民家庭教育消费支出大大增加。据中国社会调查事务所

2000 年在北京、天津、上海等 6 地 3 900 人进行问卷调查 :

54 %的家庭子女教育费占全家总收入的 30 %以上。广东城
镇居民人均用于教育消费的支出 : 1997 年为 39618 元 ,2001

年增至 565189 元�µζ 。文化教育消费将不断升温 ,成为经久不

息的重要的消费热点。
61 重视农村消费热点的培育。上面主要是城市的情况 ,

我国农村有将近 8 亿农民 ,是极其广阔的消费市场。农村的
消费热点 ,一旦来到 ,就会出现巨大的消费需求。以家用电

器而言 ,农村居民家庭的拥有水平普遍偏低。2002 年城乡居
民平均每百户主要耐用消费品拥有量列表如下 :

表 1 2002 年中国城乡居民每百
户主要耐用消费品拥有量

单位 城市居民每
百户拥有量

农村居民每
百户拥有量

彩电 台 12614 6015
电冰箱 台 8714 1418
洗衣机 台 9219 3118
照相机 架 4411 313
空调器 台 5111 213
移动电话 台 6219 1317
组合音响 台 2512 917

　　资料来源 :《中国统计摘要》(2003) ,104、109 页 ,北京 ,中国统计
出版社 ,2003。

远的不说 ,如果 10 年之内农村居民家庭这些家用电器
的拥有量达到目前城市居民家庭现在的水平 ,全国 211 亿农
户就需要增加彩电 1138 亿台 ,电冰箱 1152 亿台 ,洗衣机 1128

亿台 ,照相机 8 568 万架 ,空调器 1102 亿台 ,移动电话 1103 亿

部 ,组合音响 3 255 万台。还有电话机、家用电脑以及其他家
用电器 ,这是一个多么广阔的消费市场。

农村居民不仅在家用电器上有极巨大的潜在需求 ,其他

很多消费品以及文化教育等 ,潜在需求都很大。因此 ,培育
消费热点 ,重点将在农村 ,5 年、10 年以后将更是如此。

四、如何进一步扩大消费需求

要进一步扩大消费需求 ,使消费热点不断升温 ,成为新
的经济增长点。这需要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我们认为 ,主

要有 :

第一 ,提高居民收入。收入是消费的基础 ,居民收入不
提高 ,潜在需求就难以转化为有效需求。我国多年来 ,城乡

居民收入虽增长较快 ,但仍低于国内生产总值的提高速度。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 ,如以 1978 年为 100 ,2002 年为
64013 ;同一时期 ,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增长为 52810 ,

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为 47211。特别是最近

几年 ,如“九五”时期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速度为
713 % ,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年平均增长速度为 417 % ,

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平均增长速度为 517 %�µ{ 。
可见 ,城乡居民收入提高速度远远低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

长。这样就使城乡居民收入一直偏低 ,直到 2002 年 ,城镇居
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还只 7 70218 元 ,还不到 1 000 美元 ;

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还只 2 47516 元 ,还不到 300 美元 ,

低于一些发达国家十几倍乃至二三十倍 ,确实偏低。
提高居民收入的关键问题 ,是要充分认识消费需求的导

向作用和拉动作用 ,提高最终消费率。这些问题 ,前面已说
过了 ,这里从略。

我国 2002 年国内生产总值已超过 100 万亿元 ,如果最终
消费率提高 5 % ,就是 5 000 亿元 ,居民消费就可能增加 4 000

亿元 (政府消费一般占 20 %左右) ,这笔收入投入市场 ,市场
就搞活了。

提高居民收入 ,从城镇来说 ,就要着重提高中、低阶层的
收入 ,千方百计推进再就业工程 ;同时要继续提高职工工资。
全国职工如果每年提高工资 5 % ,就增加工资 2 000 亿元以
上 ,为数就很可观了。从农村来说 ,除了加速调整农业产业
结构、不断提高农产品质量以及其他一些措施外 ,要大搞农
产品加工增值 ,搞精、深加工 ,开拓新产品。2002 年温家宝同
志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 :“⋯⋯不是单
纯调整农业的生产结构 ,而是在发展农业生产的基础上 ,大
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 ,发展二、三产业 ,促进城乡经济协调发
展”。“发展农产品加工业 ,提高农产品附加值 ,这是结构调
整的一个主攻方向”。“我们这样一个大国 ,人口众多 ,应该
有发达的食品工业。今后 ,乡镇企业应重点发展农产品加工
业 ,适应市场的不同需求 ,提高产品质量和档次”�µ| 。这正是
提高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

第二 ,优化产业结构 ,适应消费结构升级的要求。当前
正面临城乡居民消费升级的新时期 ,特别是全面进入小康社
会 ,更体现消费结构的优化、升级 ,不断提高享受资料、发展
资料在消费结构中的比重 ,特别是发展高层次的劳务消费 ,

包括旅游、文化教育等消费。要根据消费结构的优化、升级 ,

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这除了发展信息、生物工程等
高科技产业外 ,还要发展闲暇产业、文化教育、交通通讯等产
业 ,以及信息服务、社区服务、医疗保健服务等产业 ,既满足
了消费需求 ,又有利于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促进经济发
展。新产业、新产品增加了 ,适应消费需求 ,就能开拓广阔的
市场 ,反转来又促进经济的发展。这样就会促进消费需求与
经济增长之间的良性循环。

第三 ,改善、优化消费环境。一方面要改善、优化自然环
境 ,不仅要治理环境污染 ,保护生态平衡 ,而且要培育一个优
美的环境 ,实现江泽民同志在中共十六大报告中所指出
的 :“⋯⋯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 ,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
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另一方面要改
善、优化社会环境。除了改善、加强城乡水、电、路等基础建

设和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外 ,还要改善市场环境。现在伪劣假
冒产品充斥市场 ,危害消费者。有的不仅使消费者财产受到
损失 ,甚至人身安全受到伤害。2002 年全国消费者协会共受
理消费者投诉 69 万余件 ,其中人身伤害、人格侮辱的案件就
达 1 万 3 千余件。前不久 ,零点公司一项调查显示 :有 80 %

以上的消费者上当受骗。毒猪油、毒大米、黑心棉、假酒、假
药以及服务领域的旅游、美容、餐饮、娱乐场所等都存在很多

问题。必须加大打假的力度 ,严惩狠打 ,净化消费市场 ,维护
消费者权益。

在精神文化消费领域 ,黄、赌、毒等丑恶现象 ,也在危害
人们。网络消费中 ,“黄毒”泛滥的情况 ,也经常出现。必须
进一步加强“扫黄打非”的力度。扫除“黄毒”,扫除“电子海
洛因”。这几年 ,整顿市场经济秩序 ,很有成效。但还需要进
一步整顿治理 ,免除人们的后顾之忧 ,使消费者敢于消费 ,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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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消费 ,以利于扩大消费需求 ,培育消费热点。
第四 ,完善消费信贷。消费信贷是增加有效需求、培育

消费热点、活跃消费市场的重要手段。很多发达国家 ,消费
信贷在消费中所占比重很大 ,有的甚至达 70 %以上。通过消
费信贷 ,扩大消费需求 ,促进经济增长。我国近几年 ,消费信

贷逐步发展 ,但现在还不普遍 ,特别是在农村还刚起步。整
个消费信贷 ,还没有建立一个比较完善的体系。需要扩大消
费信贷的规模和品种 ,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 ,扩大消费信贷
的空间。金融机构应扩大消费信贷的规模和资金来源 ,增加
信贷品种 ,特别是针对消费倾向大的中、低收入家庭 ,可以搞
小额贷款 ,如千元级的消费品贷款 ;也可多推行信用卡借贷
消费。要逐步建立、完善消费信贷的法规和具体的规章制
度 ,包括个人信用登记制度、个人信用评估制度、个人信用风
险制度等。还要建立消费信贷的风险防范机制 ,建立、完善
信用担保制度 , 尽快制定《消费信贷法》,使消费信贷有法可
依 ,有章可循 ,有利于鼓励、引导消费。

第五 ,加速发展文化教育 ,提高消费力。马克思早就说
过 :一个人“要多方面享受 ,他就必须有享受能力。因此 ,他
必须是具有高度文明的人”�µ} 。当代消费一大特征和趋势是
消费智能化。智能化的消费 ,要求智能的人 ,否则难以享受
当代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的丰硕成果。这就必须从根本上
提高人的素质 ,提高消费力 ,必须加速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和
产业。我在十年前提出“文化教育是第一消费力”,其意义也
就在于要充分发挥第一消费力的作用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在全面建设小康社
会的新的发展阶段 ,更应如此。这里有个值得重视的问题 :

我们过去把文化教育完全作为“事业”,作为“福利”,由政府
“包”和“统”,影响文化教育的发展。但也不能走向另一个极
端 ,把文化教育完全作为“商品”,搞“商品化”,作为牟利的工
具。现在有些学校 (甚至一些中小学) ,一些文化娱乐场所 ,

高收费、乱收费 ,片面追求经济利益 ,忽视社会效益 ,完全违
反了发展文化教育的崇高目的 ,影响文化教育的发展。其
实 ,这问题邓小平同志早就说过 :“思想文化教育卫生部门 ,

都要以社会效益为一切活动的唯一准则。它们所属的企业
也要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强调要反对“把精神产品商
品化的倾向”�µ∼ 。我们近年来出现的把文化教育商品化的错
误做法 ,应及时加以纠正。

五、不断扩大消费需求 ,加速全面小康的进程

马克思说 :“在社会主义的前提下 ,人的需要的丰富性 ,

从而某种新的生产方式和某种新的生产对象具有何等的意
义 :人的本质力量的新的证明和人的本质的新的充实”�νυ 。人
的需要 ,当然包括物质需要和文化需求。消费需求的扩大 ,

消费结构的优化升级 ,特别是享受资料、发展资料比重的提
高 ,正反映“人的需要的丰富性”,正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新的
证明和人的本质的新的充实”。马克思在谈到对人的本质的
占有时还强调指出 :“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 ,也就是说 ,作为
一个完整的人 ,占有自己全面的本质”�νϖ 。这正说明 ,不断扩
大消费需求 ,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提高人的
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性。马克思、恩格斯对人的
全面发展有一系列极其重要的论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江
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八十周年纪念大会的讲话
中 ,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提到“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
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的高度 ,强调指出 :“在发展经济的基
础上 ,努力增加城乡居民的收入 ⋯⋯,提高生活质量”,“把提
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根本出发点 ,不断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
进步”,“我们要在发展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基础上 ,不断推

进人的全面发展”。在中共十六大的报告中又强调 :“推动社
会全面进步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些都说明 :不断扩大消
费需求 ,更好地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 ,优化消
费结构 ,提高消费质量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正体现“人的本
质的新的充实”,体现“作为一种完整的人 ,占有自己全面的

本质”,正体现“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
要求”,正体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本质要求。

这里还有些具体问题值得研究。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的过程中 ,它的发展趋势 ,它的发展进程 ,应该有些具体指
标 ,从数量上进行预测 ,进行分析比较。我们在这里 ,主要从
消费方面 (消费需求的扩大 ,消费结构的优化、升级 ,消费质
量的提高)提出一些具体指标 ,以供探讨 :

11 国内生产总值。这是最基本最重要的指标 ,也可以说
是总指标。2000 年国内生产总值为 89 94019 亿元 ,要翻两番
就要达到将近 36 万亿元 ,超过 4 万亿美元。根据过去二十
年来的情况 ,绝大多数年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均在
8 %以上 ,因此 ,通过全国人民的努力 ,翻两番是完全可能的。

21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2000 年为 7 081 元 ,翻两番就要
达到 28 324 元 ,达到 3 000 美元左右。根据过去二十多年的
情况 ,绝大多数年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在 8 %以
上。因此 ,翻两番也是完全可能的。

31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随着国内生产总值的增
长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也会不断提高 ,甚至会高于人
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 ,因为今后一段时期 ,最终消费
率和居民消费率均将提高 ,因此 ,城镇居民收入翻两番也是
完全可能的。

41 农村人均纯收入。我国农民收入水平一直偏低。全
面建设小康社会 ,关键在农村 ,需要大幅度提高农民的收入。
2000 年农村人均纯收入仅为 2 253142 元 ,翻两番也只达 9 002

元 ,只 1 000 美元多一点 ,还是偏低。为了要逐步消除城乡差
别 ,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需要加速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力
争在 2015 年以前翻两番 ,到 2020 年力争达到 2 000 美元水
平。

51 恩格尔系数。这是衡量消费水平、消费质量的一项重
要指标。我们过去 ,城乡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一直居高不下。
2002 年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 3717 % ,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
4612 % ,还是偏高。今后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 ,城
乡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 ,到 2020 降低到 30 %以下 ,即中等
收入国家的水平 ,应该说是可能的。

61 人均居住面积及质量。2001 年城市人均建筑面积已
达 2018 平方米 ,今后 10 年内达到 30 平方米 ,实现单元房三
四居室以上 ,宽敞舒适 ,是完全可能的。农村居民人均住房
面积 ,2002 年已达 2615 平方米 ,今后 10 年内超过 30 平方米 ,

并不断提高住房质量 ,也是可能的。
71 人均高档耐用消费品。彩电、冰箱、洗衣机等 ,城市已

基本普及 ,今后只是更新换代而已。农村在今后 20 年内 ,也
会普及。2002 年城镇居民家庭拥有家用电脑 2016 % ,移动电
话 6219 % ,估计 10 年之内也会普及。农村居民家庭耐用消
费品拥有水平还很低。最近 10 年争取达到现在城镇家庭的
拥有水平。争取 2020 年逐步普及高档耐用消费品。

81 文化、教育水平。几年之内 ,全国消灭文盲 ;10 年之
内基本普及义务教育。2002 年小学升学率为 97 % ,初中升学
率为 5813 %。5 - 10 年之内小学升学率达到 100 % ,初中升学
率达到 90 %以上 ,高中升学率达到 70 %以上 ,大学升率学达
到 40 %以上 ,应该说是可能的。

91 旅游消费。从居民消费来说 ,主要是国内旅游。前面
已经谈到 ,我国近年来旅游消费发展很快 , (下转第 6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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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范围之内。而其比例的变化则主要是由于合作开发项目

在出资构成及利润分配等方面与合作制企业类似 ,因而投向

该类型的资金在早期亦占据了较高的比例。而到后期我国

外资整体增长迅速而投向合作开发项目的资金基本不变 ,其

比例自然大幅下降。

综合起来 ,从我国吸收外资的组成情况的变化来看 ,随

着我国投资环境日趋完善、成熟 ,各种类型投资将根据其各

自的产权特性等特质而占据一个相对固定的比例范围。

五、结论

本文认为我国实际利用外资金额的两次“飞跃”是由于

我国改革开放后吸收外资的两次“制度变迁”使然 ,而 1999 -

2000 年间的下降则是一个由外部因素引起的扰动。文中建

立了年实际利用外资金额的时间序列数学模型 ,并指出该数

值以负指数函数形式逼近某一饱和值 ,并最终呈现出“饱和

状态”。若要使其重新大幅度增加、加速上升则需要有“制度

创新”。

在我国已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后 ,一系列对于市

场规范及贸易规则的要求将使我国利用外资的制度变迁进

入新的阶段 :2002 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增长12. 4 % ,达

527 亿美元标志着“第三次制度变迁”的开始。这将是我国进

一步开放并出台新政策的恰当时机。

我国利用外资组成的变化是各类投资随着我国吸收外

资的“制度变迁”并因其产权特性等特质而出现的必然趋势。

外商在 4 种投资类型中的投资意向转移大致上是一个齐次

马尔可夫链 ,即平稳随机过程 ,将可以用转移概率来表征该

过程。结果表明 :由其他类型向独资类型投资意向的概率性

转移是该过程的主流 ,这与实际趋势是一致的。

文中采用非线性参数估计方法建立了合作、合资、合作

开发三种投资类型对独资类型的比值的时间序列数学模型 ,

从而对外商投资意向的长期稳态组成进行了预测。结果显

示独资最终将成为我国利用外资的主导类型。因此 ,国家在

制定投资政策时 ,应当充分考虑到这一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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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51 页) 2002 年国内旅游总人数已达 878 万人次 ,总花
费已达 3 87814 亿元。10 年之内在此基础上翻一番 ,也是完
全可能的。

101 交通通讯消费。主要是小汽车消费。城镇居民家庭

平均每百户拥有量 2002 年为 019 ,但发展很快 ,预计 10 年之
内全国城镇居民家庭家用汽车将达到 20 % ,即现在珠江三角
洲水平。到 2020 年达到 50 %以上 ,农村居民家庭达到 20 %

左右 ,应该说是可能的。
此外 ,还有生态环境的指标 (如城市人均绿地面积) 以及

公共文化设施、医疗保健等指标 ,10、20 年之内 ,都会大大提
高 ,得到合理的解决。上面这些指标及预期数字逐步实现
了 ,就会大大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 ,实现全面建
设小康社会的光荣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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