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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居民消费特点及其影响

国世平 国 庆 宋一 陵

由于历史
、

地理环境
、

文化
、

心理
、

政

策等诸多差异
,

必然会形成我国特殊的消费

特点
,

分析这种特点
,

评价它对社会
、

经济

造成的影响
,

无疑有助于我们进行合理的消

费选择
,

制定正确的消费政策
。

一 我国消费的甚本特点

一 消 费的 平均性 和攀 比性
。

这是

我国消费的基本特点
。

我国消费之所以具有

这种特点
,

主要由于我国长期以来执行收入

均等化政策 以及平均主义政策所致
。

二 消费的炫耀性和虚荣性
。

消费的

炫耀性和虚荣性是指消费主要不 是 为 了 满

足 自身的需要
,

而是让别人左右和评估自身

消费
,

从而使消费失去 自身意义
。

我国炫耀

性和虚荣性消费主要表现在
、

消费支出上

讲排场
,

往往超出自身支付能力
、

消费不

考虑自身经济实惠
,

消费效益低下
、

消费

上没有自主性
,

而是赶时髦
,

模 仿 别 人 消

费
。

三 消 费的 节俭 性 和求实性
。

我国

消费在存在炫耀性和虚荣性同时
,

又有着节

俭性和求实性的特点
。

这种特点 具 体 表 现

在 量入为出
,

制定日常消费计划 崇

尚俭朴 追求实用
。

我国消费的炫耀性
、

虚荣性和节俭性
、

求实性表面上看似乎矛盾
,

实际上并不如此
,

而是十分和谐地交融在一

起
。

我国人民消费水平毕竟有限
,

不能保证

消费的各个方面都炫耀
,

因此在某些方面则

必须是节俭与求实
。

一般说
,

外化消费是炫

很和虚荣
,

内化消费才是节俭和求实
,

以保

持最低消费得以延续
。

四 消费的等级性和特权化
。

我国消

费的等级性和特权化表现在各个方面
。

例如

领导干部
、

高知
、

残废军人等便大量享受消

费上的特权
,

其货币含金量要远远高于一般

消费者
,

此类例子不胜枚举

五 消费的人情性和迷信色彩
。

这

具体表现在人情送礼名目繁多
,

送礼数额巨

大
,

婚丧消费迷信色彩浓厚等

另外我国消费还存在开放性和封闭性并

存的局面
。

二 消费上的特点对我国杜会
、

经济生

活的影晌

消费特点制约着人们的消费行为和消费

支出的趋向
,

必然会对社会生活
、

经济发展

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

这种影响主要表现

为不利方面
。

一 对产业结构
,

产品结构产生重大

影响

我国人民的收入平均化程度很高
,

消费

的平均性和攀比性必然会导致消费需求的无

层次性
,

这给生产的发展
、

市场的发育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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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列矛盾
。

产品的生产带有周期性
,

一般

可分为试制
、

大批量生产
、

老化 等 三 个 阶

段
。

产品在市场上销售也要经历发育
、

旺盛
、

衰退等几个过程
。

而消费的无层次性既不能

适应生产周期的变化
,

也不能适应销售市场

发展的要求
。

在生产的试制阶段
,

企业生产能

力小
,

成本高
,

销售市场也处于发育阶段
,

新产品间世
,

批量小
,

价格高
。

而这时
,

几乎

全体消费者都因价格高昂而无人问津
。

这样

既使得新产品发展缓慢
,

推迟了产品从第一

阶段向第二阶段的转化 同时由于新产品打

不开销路
,

市场迟迟发育不起来
。

一旦产品

逃入第二阶段
,

价格适中
,

质量稳定
,

而全
·

体消费者的需求几乎全部集中在这一阶段
,

梢售市场也开始转入盛期
。

由于产品供不应

求
,

要么断档脱销
,

要么价格暴涨
,

人民的

消费需求难以得到满足
,

这种状况使得本来

短 缺 的 消费资 料变得更为短缺
。

到了第三

阶段
,

产品开始老化
,

更新的产品逐渐取代

旧产品
,

销售市场因产品无人购买而迅速由

眨盛阶段转入衰退阶段
。

消费需求同产品生

产周期和产品销售周期的矛盾
,

形成了消费

需求跳跃式和生产发展跳跃式的恶性发展
。

一方面导致我国产业结构
、

产品结构的畸形

化
。

一是生产跳跃式发展 由于多种条件的限

制
,

难以满足跳跃式的消费需求而造成严重

短缺 , 二是盲 目投资
、

重复建设造成产业结

构
、

产品结构的比例失调
。

另一方面大大缩

短了产业
、

产品的发育成长期
,

影响产业结

构
、

产品结构的稳定
,

造成社会生产的极大

浪费
。

如收音机
、

缝纫机
、

自行车
、

手表等

老四件的生产周期远远短于外国
。

现在新六

件 电视机
、

照相机
、

洗衣机
、

电冰箱
、

电

风扇
、

录音机 又开始面临同样的局面
、

这

对我国这个社会生产力水平较低
,

资源严重

映乏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稳定是极为

不利的
。

二 对消费品质量要求过高
,

工业企

业面临严重挑战
。

由于中国人消费的平均 性 和 攀 比性
,

炫耀性和虚荣性的特点
,

使得消费者对消费

品质量提出过高的要求
,

人们往往崇拜外国

货和名牌商品
,

对质量稍劣的商 品 不 屑 一

顾
。

这种要求完全超出我国 目前生产力的发

展水平
,

使民族工业和大多数企业面临着十

分严峻的挑战
。

我们不应该忽视这样一个现

实
,

我国的社会主义生产力脱胎于半封建
、

半殖民地社会
,

发展水平较低
,

加之社会经

济发展很不平衡
,

必然会导致生产力水平的

多层次性
。

这就决定了生产出来的消费品质

量也是多层次的
,

不同产品质量不同
,

同一

产品质量不 同
,

这就是我国的基本国情
。

可

是由于我国消费特点的影响
,

消费者往往对

商品质量提出过分脱离实际生产力水平的要

求
,

即购买力过于集中在高质量的商品上
,

这种状况除直接导致了名牌商品紧俏外
,

而

其他非名牌商品大都滞消
,

大多数企业处于

不景气的状况
。

前几年
,

想吸收一部分购买

力而大量输入外国高质量消费品
。

再加上国

外消费示范
,

广大消费者都将眼光盯在国外

高质量的商品上面
,

而我国消费品却缺乏市

场
,

中等质量以下的消费品生产企业更是受

到国外高质量消费品和国内名牌商品的两面

夹击
,

严重阻碍了我国民族工业的发展
。

有

人提出
,

我国消费品质量不高
,

应保持一定

的淘汰率来迫使企业改进质量
,

这种提法值

得商榷
。

要求改进质量的用心是好的
,

但必

须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
。

如果要求超越我国

生产力发展水平而一味追求一般生产企业无

法达到的高质量
,

其结果只能是妨碍和扼杀

我国民族工业的发展
。

同时过高的淘汰率也

不妥
,

超越企业 自身能力的淘汰率不仅不能

促进企业改进质量
,

反而会响影企业的正常

发展
。

消费者对消费品质量要求过高
,

将给企

业造成以下恶果
。

一是企业受到过高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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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迫
,

常年处于不景气的状况 , 二是企业为

了适应消费者的过高要求
,

必须不惜血本试

制新产品和改进质量
。

从而增大
’

了 产 品 成

本
,

提高了价格
,

而消费者又买不起
,

使得

企业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 三是高质量水平

的企业常年吃不了
,

产品供不应求
。

容易产

生拼设备的短期行为
,

或降低质量来提高产

量
,

以满足消费的需要
,

同时固步 自封
,

不

思改进
,

难以得到进一步发展
。

而低质量水

平的企业经常吃不饱
,

产品滞销积压
,

只得

增大流通费用进行推销
,

造成不必要的浪费
。

这种状况势必加剧两者不平衡的发展
。

三 加剧通货膨胀
,

阻碍经济体制改

革的顺利进行
。

我国近年来出现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双

膨胀的局面
,

造成社会总需求过度膨胀
,

货

币超量发行
,

这当然是许多因素酿成的
。

其

中我国的消费特点也是造成这种状况的重要

原因之一
。

由于消费的平均性和攀比性特点

作祟
,

人们往往喜欢将自己的收入与别人进

行横向比较
,

如果发现吃了亏
,

各企业之间
,

个人之间不平均
,

就会产生严重 的 抵 触 情

绪
。

经济体制改革以后
,

削弱了消费增长约

束的宏观机制
,

而消费增长约束的微观机制

尚未健全
,

在平均主义和相互攀比浪潮的猛

烈冲击下
,

使得企业的大部分留利以各种形

式流向消费
,

成为消费需求膨胀的极为重要

的根源
, 从而导致需求拉动型的通货膨胀

。

目前
,

大多数企业并未认真实行
“

没有

效益就不能增加收入
。 ”

他们不愿与别的企

业比经济效益
,

而是乐于相互攀 比 工 资 收

入
,

造成工资收入的增长幅度大大超过劳动

生产率的提高速度
,

而经济效益却 日益下降
,

工资收入的增加
,

经济效益的降低
,

必然会

导致成本提高
。

对此
,

大多数企业往往通过

提价来转嫁给消费者
,

这样又造成成本推进

型的通货膨胀
。

当产品处于生产周期的第二阶段时
,

因

为供不应求
,

产品价高利大
,

各级政府和企业

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纷纷向这些行业投资
,

而基础产业却无人间津
。

必将 出现严重短缺

而价格暴涨
,

这些重要产品的价格上涨必然

会带动其他商品价格上涨
,

从而形成结构型

的通货膨胀
。

如粮食生产
,

政府投资减少
,

而农民因价格过低
,

又因炫耀性消费
,

人情

性消费
,

迷信性消费的增加而减少对粮食生

产的投入
,

粮食处于供不应求的状况
,

粮价

必然上涨
,

这样势必带动其他农副产品价格

的上涨
。

由于价格改革放开了某些重要的紧俏商

品的价格 如彩电
、

电冰箱等 这些商品价格

因严重供不应求而急剧上涨
,

从而打破了原

来的比价关系
,

进而推动其他商品价格的上

涨
,

由于收入的平均化而使消费需求处于同

一层次
,

所以在抢购风中
,

其购买支出全部

集中在同一类商品 如广东主要抢购彩电
、

冰箱等高档耐用商品
,

湖南则抢购粮食
、

食

盐及 日用生活品 因而引起严重 的 供 不 应

求
,

导致物价全面上涨
。

通货膨胀的加剧
,

使本来举步维艰的经济体制改革面临极为严

峻的局面
,

不得不延缓改革的进程
。

四 消费的上述特点是消费早熟产生

的重要根源
,

对我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产生巨

大的冲击波
。

近几年来
,

我国出现消费早熟的趋向
。

所谓消费早熟就是指消费力水平超越了本国

生产力发展水平
。

我国的消费早熟有不同于

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起飞阶段所出现

的消费早熟
,

它是一种结构性的消费早熟
。

其具体表现为 一是出现不适当地过度追求

高档耐用消费品的高消费倾向
,

从而导致消

费供求的结构性失衡 二是低层次的基本生

活需要尚未得到充分满足
,

就越级追求高层

次的高消费
,

三是政府消费和社会集团消费

呈现出超越本国应有消费水平的发展
。

产生

消费早熟的原因固然较多
,

但其中不能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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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个重要根源就是中国人 民的消费特点
,

由于消费的平均性和攀比性
、

消费的炫耀性

和虚荣性
,

使得消费者过于讲究面子
。

这两

个特点导致了消费者对消费品质量提出苛刻

的要求
,

导致了超越我国生产力能力的高消

费

中国消费的炫耀性
,

虚荣性及攀比性
,

导致我国的消费发展序列呈异常状况
。

我国

消费者在基本生活需求尚未充分满足的情况

下
,

就开始追求高层次的消费
。

它集中表现

为 第一
,

在基础性食物消费还未充分满足

时
,

就迅速向带有发展性和享受性的耐用品

消费方面发展
。

据世界银行估计
,

年我

国人均国民收入约 。美元
,

城市约为 至

。。美元
,

但该年我国城市居 民的电视 机
、

收录机
、

洗衣机
、

电冰箱的普及 分 别 达 到

肠
、

肠
、

肠
、

和 。肠
,

相当于 日本

年人均国民收入超过一千美元所达到的

普及水平
,

而 同年我国人均动物蛋白的摄入

量却远远低于人体的正常需要
。

城市居民人

确纵
,

肉消 费 量分 别为 公 斤 和 公

斤
,

‘

远远低于 年世界平均的“ 公斤和

公斤
。

年至 年
,

城市居民人均肉
、

蛋
、

奶
、

水产品等的消费量仅增长 肠
,

而耐用消费品却成倍增长
。

第二
,

低档耐用

消费品尚未普及
,

便迅速向高档 耐 用 品 发

展 如电视机
,

在 时
、

时黑白电视机普及

率很低的情况下
,

人们便向
、 、

时的

黑白电视机方向发展
。

在黑白电视机普及率

很低的情况下便过早地向彩色电视机方向发

展
。

第三
,

人们对高层次产品的需求量与社会

技术水平不相适应
。

年
,

轻工部确定有

能力生产电冰箱的企业为 家
,

年生产能力

不到 万台
,

而社会对电冰箱的需求 量 为

。一 。万台
。

目前我国还没有一家企业能

全部用国产零件生产彩电
、

而彩 电的需求量

知达 万台
。

不仅如此
,

消费的等级 性
、

特 权 性 使

政府消费和社会集团消费超越本国的消费水

平
,

导致消费早熟
。

第一
,

政府行政开支增

长迅速
。 、

社会集团购买力迅 速 增 长
,

年全国社会集团购买力为 亿 元
,

至 年激增至 亿元
,

增长 倍有 余
。

、

政府行政开支急剧增加
,

年行政开

支为 亿元
,

年达 亿元
,

增 长

肠
。

政府行政开支和社会集团购买力的增

长速度大大超过同期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
。

,

政府消费层次过高
。

各城市主要供政府

和公共用的大
、

中型高级豪华宾 馆 纷 纷 投

建
。

北京市 年已有宾馆
、

客 店 多

个
,

年又投资兴建宾馆 多间
。

但

其床位仍供应不足
。

支付这些住房费的开支

一般由社会集团消费和政府消费支出
,

这些

支出
,

远远超出我国的国力
,

豪华
、

优质的

住宿水平也大大超过正常水平
。 、

会议伙

食费大大超过正常标准
,

不仅如此
,

不少会

议还巧立名 目
,

发给代表各种纪念品
,

不仅

吃得好
,

而且还带着走
,

损公肥私
。 、

小

汽车大量普及
,

各机关竞相购买豪华
、

高级

小轿车
,

仅 年就进 口 多万辆
,

耗费近

。亿美元
。

另外各种名目的考察
、

参观
,

更

是耗资巨大
。

消费早熟带来的严重后果显而易见
,

简

而言之
,

一是使消费与生产经常产生矛盾
,

陷入消费需求跳跃式与生产发展跳跃式的恶

性循环 造成产业结构的畸形化 二是消费

者对消费品质量要求过高
,

致使一些产品找

不到销路而导致一部分生产能力闲置
,

民族

工业受到严竣挑战 三是推动社会总需求过

度膨胀
。

经济短缺
,

加剧了生产结构调整的

困难
。

同时使得以加强经济调节机制调控为

基本特征的各项改革计划难以实行
’

四是造

成严重的通货膨胀
,

它以需求拉动
,

成本推

进及结构型三个方面促使货币投放过多
。

正

是这些因素
,

给我国的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

带来严重的消极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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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导致不合理的消费行为
,

造成社

会财富的巨大浪费
。

我国许多不合理的消费行为
,

造成了社

会财富的极大浪费
。

而这些不合理的消费行

为往往与中国人的消费特点有着千丝万缕的

联系 具体说来
,

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迷信消费较为严重
。

迷信消费是中

国人的消费特点之一
,

迷信消费本身就是一

种浪费性的消费
。

近年来
,

由于各种因素的

交织影响
,

迷信消费不但开始上升
,

而且愈

演愈烈
。

城市中看相
、

算命成了某些游手好

闲的专门职业
,

甚至还出现了五 花 八 门 的
“

科学
”

算命法
。

城乡清明
“

上坟
”

祭祖
,

排场越摆越大
,

过去烧纸钱
,

现在却烧纸制

彩电
、

冰箱
、

各式家具
。

从事制作这些祭物

的业行生意兴隆
,

财源茂盛
,

大量的社会财

富毁之一炬
。

农村迷信消费更盛
,

烧香拜佛
、

求神许愿乃是司空见惯之事
。

甚至不惜长途

跋涉
,

乘火车
,

坐汽车寻找名刹古寺
,

一步

一破头
,

以示虔诚
,

庙里菩萨坐 享 人 间 烟

火
,

香火旺盛
,

连绵不绝
。

不少村民勒紧裤

带
,

从 口中省出粮食建造庙宇
,

为诸路神仙

再塑金身
。

生病不愿求医
,

拱手将钱物交给

巫婆神汉
,

由他们来驱鬼避邪
。

一旦人死
,

更是倾其所有
,

请和尚念经作道场
,

超渡亡

魂 诸如这些
,

真是枚不胜举
,

造成社会财

富的巨大浪费

消费陋习有增无减
。

旧社会赌博
,

吸毒是两大消费陋习
,

建国后
,

我国政府广

为宜传
,

严法禁止
,

决心彻底革除吸毒和赌

博这两种严重危害人民身心健康 的 消 费 陋

习
,

收到了很大成效
。

近年来
,

吸毒尚属罕

见
,

但赌博风 日盛
,

甚至一些不法之徒竟敢

在火辛
、

街头等公众场所开设赌场
,

有的诱

赌
,

有的挟赌
,

大胆妄为之徒竟 敢 敲 诈 财

富
,

甚至持刀胁迫
,

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
。

土葬比起火葬来
,

当然是一种消费陋习
,

中

国人有一种
“

入土为安
”

的传统说法
。

土葬

不但导致死人与活人争地
,

这对我们这个人

多地少的国家来说是一种极大的资源浪费
。

另外入殡期间大肆铺张
,

造成人力物力的巨

大浪费
。

近年来更出现
“

活人缘
”

的咄咄怪

事
。

一些人尚在盛年
,

却大力营造陵墓
,

广

占土地
,

并建造得堂皇
、

富丽
,

以便死后仍

享人间之乐
,

这一切都是触 目惊心
,

令人晴

叹不已
。

铺张浪费
、

耗费钱财
。

我国是个人

口多
,

底子薄的穷国
,

可是摆排场
,

比阔气
,

铺张浪费成风
,

过去那种勤俭节约的好传统

不说是荡然无存
,

但已失去不少
。

有的贫困

地区
,

农民人均年纯收入仅 多元
,

可是操

办一次红白喜事
,

竟要吃掉上千斤猪肉
,

七
、

八百斤米酒
,

不少农民为此负债累累
。

各地

行政事业机关
、

企业摆宴请客为家常便饭
,

并在请客档次上竞相攀比
,

规格越来越高
,

竟有一桌酒席耗资数千元之巨 名为
“

学习
” 、

“

检查
”

的各种团体
,

大慷公家之慨
,

不但

是公费旅游
,

而且走到哪儿吃到哪儿
,

一文

不付
,

反而酒醉饭饱 据有关调查
,

一些学校
每日倒掉的米饭达数百公斤

,

某城市各种宾

馆每天倒掉的高级柑水达千余斤
,

有人粗为

计算
,

每年大吃大喝就用去 亿元
,

为 全

国每年教育经费的 倍
。

这种铺张浪费的现

象真叫人痛心疾首
,

俗语说得好
, “

由俭入

奢易
,

由奢入俭难
。 ”

铺张浪费一旦形成风

气就一时难以扭转
,

这会给整个社会经济生

活造成严重的破坏
。

古罗马帝国
,

中国历代

皇朝
,

哪一个不是因为统治阶级骄奢淫逸
,

暴珍民财而导致亡国之祸的
。

殷鉴不远
,

如

果任凭这种铺张浪费的风气漫延下去
,

就一

定会坐吃山空
,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将成为

泡影
。

消费效果欠佳
,

消费资料没有得到

最充分的利用
。

如对电冰箱的使用
,

据大连市

抽样调查 。户居民
,

使用期平均每户冷冻藏

食品仅占冰箱容积的 肠
,

的用户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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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在 个月左右
,

甚至许多家庭在 电冰箱里

贮存剩饭剩菜
,

昂贵的冰箱竟成了碗柜
。

①

我国动物性食物严重不足
,

但却不能很好地

发挥它的最佳营养效益
,

居民的肉类消费分

布得很不均匀
,

平 日吃肉不多
,

逢年过节
,

扫 摆实请客则大吃特吃
,

愈是肉食品消费水平

低的地区
,

对其消费就愈加集中
,

因此
,

不

是营养过剩
,

就是营养不足
,

这种状况也是

对消费品的巨大浪费
。

六 败坏 社会 风气
,

导 致腐败 现象
。

社会风气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和本国的

消费特点有关
。

消费特点有好的
,

也有不好

的
,

因此
,

’

要善于发扬好的消费特点
,

抑制
、

。

消除不好的消费特点
,

培养出一个 良好的社

会风气
。

但是近年
,

我们对消费引导缺乏足

够重视
,

宣传工作抓得不力
,

而 是 听 之 任

之
,

使得社会风气每况愈下
,

腐败现象随机

而生
。

本来勤俭节约
,

讲究实用是我国人民

的美德
,

但近年来却不太讲了
,

相反不合时

宜地提倡高消费
。

随着人 民生活 水 平 的 提

沪表
, 长期被压抑着的炫耀性

、

虚荣性的消费

特点日益暴露
,

逐渐占了上风
,

节俭性
、

求

实性的消费特点反倒日渐淡化
,

这对社会风

气产生了消极的响影
。

具体表现在
、

不少人为了炫耀 自己的尊贵
,

满足

其虚荣心
,

任意暴珍天物
。

一是随便浪费粮

食和其他食物 二是对款式陈旧的衣物但仍

有用途的衣服
、

鞋袜等毫不可惜地扔掉 三

是虽派不上用途的消费品不加限制地购置
,

如添置 电冰箱
、

过多的嫁妆
、

奢侈品的摆设

等 四是大摆宴席
。

铺张浪费之 风 弥 漫 全

国
。

一些外国报纸评价我国是世界上最穷的

大国
,

又是世界上最浪费的大国
,

难道这不

令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汗颜
、

鄙视劳动
,

损人利 己
。

不少姑娘
、

小伙子身着华服到处炫耀
,

怕弄摺
、

弄脏衣

服
,

什么劳动都不敢做
,

甚至坐也不是
,

站

也不是
,

长期下去则养成鄙视劳动
,

不劳而

获的心理
。

许多人对自己家中的摆设
、

自身

的打扮十分热心 ,

但却不顾他人身体健康
,

随便在公共场所倒垃圾
、

扔果皮
、

烂菜叶及

食物包装品等
,

污染空气和环境
。

、

企图不劳而获
、

贪图安逸
,

既想 日

子过得舒服
,

又不愿卖力气
。

费力不赚钱
,

赚钱不费力
。

于是算命盛行
,

聚赌成风
。

不

少人借此谋生添财
。

、

送礼成风
。

对大多数人来说
,

讲排

场
,

比阔气
,

仅靠自己菲薄的工资收入是远

远不够的
。

于 是 又结 合人 情性 的 消 费 特

点
,

才使得铺张浪费
“

打肿脸充胖子
”

的高

消费繁衍并持续下去
。

一是出于对别人赠礼

的回报
,

二是借机保本捞财
,

不但要将原来

的赠礼赚回来
,

而且还成为一种生财手段
,

这样送礼名目不断翻新
,

数额越来越大
。

甚

至使得人忙不过来
,

还得请
“

帐房先生
”

帮

助记帐
。

进一步助长了不正之风
。

腐蚀干部队伍
,

败坏党的声誉
。

一

些党员干部抛弃艰苦奋斗的优 良作风
,

忘记

了自己是人民的公仆和应该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的宗旨
,

,

一味追求享受
,

养尊处优
,

为

显示 自己的特权和等级
,

不惜动用建设资金

及扶贫钱款财物
,

广建楼堂馆所
,

购置高级

小轿车
,

到处炫耀
。

甚至动用公款替 自己营

建安乐窝
。

某些蜕化变质分子公然宣称
, “

有

权不用
,

过时作废
, ”

于是不惜以身试法
、

大肆利用手中权职为自己谋取私利
,

或倒买

紧俏物资
,

或接受回扣
、

贿赂
,

或 贪 污 娜

用
,

这些不法行径深为广大群众所痛恨
,

严

重败坏了党的声誉
。

消费特点对社会
、

经济生活产生了广泛

和深远的影响
,

对此我们不能小视
,

应该不

失时宜地加以引导
,

以利于经济的发展和培

养良好的社会风气
。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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