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必须要立足“消费升
级”与“消费降级”结
构性并存的客观实
际，进一步完善收入
分配制度，增加低收
入群体收入，激发高
端消费潜力，推动消
费 整 体 结 构 全 面
升级。

立足“消费升级”与
“消费降级”结构性并
存的现实，进一步优
化消费结构，激发消
费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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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斌杰

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

引擎。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完

善促进消费的体制机制，增强消费

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之前，

随着经济运行稳中有变，特别是外

部环境发生明显变化，股市暴跌、

人民币贬值，导致“消费降级”的舆

论声音一度汹涌。最终商务部发

言人不得不出面“辟谣”，客观地

看，当前市场出现部分大众化商品

销售较好的情况，从一个侧面反映

了消费升级的新趋势。

究竟应该如何更加全面理性

地看待“消费升级”与“消费降

级”？笔者认为，“消费升级”是主

流，但是“消费降级”也同时结构

性并存。必须要立足“消费升级”

与“消费降级”结构性并存的客观

实际，进一步完善收入分配制度，

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激发高端

消费潜力，推动消费整体结构全

面升级。

“消费升级”是主流和趋势

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从

“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

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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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之所以作

出这一重大历史性判断，消费的

不断升级是主要依据之一。“消费

升级”重点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消费规模持续增长。据

商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

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

36.6万亿元，比2016年净增3.4万

亿元，同比增长10.2%，连续第14

年保持两位数增长。2013-2017

年年均增长11.3%，实际增速比同

期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速快3.2个百

分点，占GDP比重持续上升。

——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

长的贡献率持续攀升。据国家统

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上

半年，我国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

的贡献率达到78.5%，比上年同

期提高14.2个百分点。2013年

至2017年，我国最终消费支出对

经济增长的年平均贡献率为

56.2%，连续第四年成为经济增长

的第一驱动力。

——消费结构持续升级。国

家统计局发布的2017年我国恩

格尔系数为29.3%，比2016年下

降0.8个百分点，比2012年下降

3.7个百分点。居民消费结构持

续改善，2018年上半年，全国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9.4%，据文化和旅游部公布的数

据显示，上半年国内旅游收入同

比增长12.5%，全国电影票房同

比增长17.8%，化妆品类商品同

比增长14.2%，居民人均体育健

身活动支出增长39.3%，较同期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分别快

3.1个百分点、8.4个百分点、4.8个

百分点和29.9个百分点。

从一线城市个别行业调研数据

看，也存在“消费升级”现象，例如，

服装行业，通过调研“十一”期间北

京市某一服装经销公司发现，高端

服装销量较去年同期增加11%，中

端服装销量较去年同期增加

200%，低端服装销销量较去年同期

减少60%。这些数据也一定程度上

反映了消费结构升级的趋势。

“消费降级”结构性并存

虽然“消费升级”是主流、主趋

势，但是“消费降级”却结构性并存。

从宏观行业数据来看，一方

面，据商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全

国限额以上单位汽车销售额同比

下降2%，降幅较上月收窄5个百

分点；家电、建材和家具销售额同

比分别增长0.6%、5.4%和11.1%，

较上年同期分别放缓12.5、7.7和

1.3个百分点。另一方面，从京东

金融大消费涵盖的12个行业来

看，2018年上半年，家用电器、家

居装饰、手机数码同比增速分别

为31%、13%和23%，较上年同期

分别放缓20个百分点、16个百分

点和12个百分点。

从问卷调研数据来看，一方

面，调研对象总体消费水平呈现

下降趋势。“十一”期间，通过对河

北省沙河市等县城消费群体发放

电子问卷，收回分析主要数据发

现，与去年“十一”相比，总体消费

水平持平的占比达36%；消费水

平上升的占比达9%；消费水平下

降的占比达54.6%，且消费总体

金额平均下降 15%以上。去年

“十一”期间选择外出旅游消费，

而今年选择居家消费的占比达

18%。通过数据分析，可以得出

调研对象整体消费水平有所下

降。另一方面，部分四五线城市

行业产品销量及结构呈现下降态

势。从家电销售情况看，通过随

机抽查石家庄下辖的藁城、平山、

鹿泉等一些县城家电销售门市情

况看，家电销量普遍下降20%左

右，电器价格同比上升5%—9%，

且消费结构有所下降。以某门店

空调销售为例，3000元以上品牌

空调销量占比达20%，较去年同

期占比下降20个百分点；2000—

3000 元二线品牌销量占比达

50%，较去年同期占比上升15个

百分点；2000元以下杂牌空调销

量占比达30%，较去年同期占比

上升5个百分点。从接待游客数

量看，通过调研河北沙河市一家

旅行社，数据显示该旅行社今年

“十一”期间接待游客人数较上年

同期减少34.8%。其中，一日游

较去年同期减少78%；过夜游较

去年同期减少23%。从手机销量

情况来看，通过调研邢台市某一

手机连锁店，手机总销量较去年

同期减少20%，手机价格同比上

升 12.5%~20%，4000 元以上手

机销量同比减少33%，2000元~

4000元手机销量同比减少27%，

2000元以下手机销量同比增加

33%，总体消费结构呈现下降趋

势。从汽车销售情况来看，通过

调研邢台市某一大众4S店，“十

一”期间累计销售车辆较去年同

期减少58.5%，广汽传祺4s店“十

一”期间销量较去年减少40%。

虽然受汽车市场新开店等因素影

响，但是鉴于售价较去年同期也

降低5%以上，还是很大程度上反

映了“消费降级”的现实。

“升级”“降级”并存的
深层次原因及其不利影响

——“消费升级”与“消费降

级”结构性并存的深层原因。笔

者认为，国内总体的“消费升级”

是由于高收入群体的“消费升级”

与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降级”的

加权平均导致，贫富收入差距的

扩大掩盖了结构性“消费降级”的

事实。一是从贫富收入差距来

看，2017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

基尼系数为0.4670，较2016年上

涨0.002个百分点，较2015年上

涨0.005个百分点。这说明我国

贫富差距扩大趋势有所抬头。同

时，从2017年国家统计局将全国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进行5等份

分组情况看，最富裕的“高收入

组”收入增长9.1%，较2016年扩

大0.8个百分点；“中等偏上”“中

等”和“中等偏下”的收入增长分

别为7.7%、7.2%和7.1%，增长速

度放缓了0.6个百分点～1个百分

点，与富裕阶层之间差距不断扩

大。二是从外部环境影响来看，

近几年，我国经济增速趋缓导致

收入增长明显放缓。2018年上

半年，我国GDP实际增长6.8%，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

长仅为5.8%，低于GDP增速1个

百分点。特别是相对于企业主和

大量财富的群体，以工资为主要

收入来源的家庭，受到经济形势

的不利影响更大。三是从家庭支

出结构来看，高房价、高房租特别

是一二线城市表现更为明显，导

致中产阶级负债率较高，其带来

的挤出效应，必然影响中产阶级

的消费能力和水平。同时，下一代

的培养和教育支出正在成为家庭

最大的成本开支。新浪《2017年

中国家庭教育消费白皮书》数据显

示，中国家庭教育支出已经占家庭

年收入的20%以上，这也必然带

来家庭消费组合的结构变化。

——“消费升级”与“消费降

级”结构性并存的不利影响。一

是奢侈品消费水平惊人。据《北

京——界面》推出的“2018中国

最富1000人”榜单，1000位上榜

富豪的总财富达到12.5万亿元，

占2017年全国GDP的15.1%，百

亿及以上富豪有311位，他们的

财富总和占榜单总财富的71%。

高收入群体财富的高度集中，带

来的是奢侈品消费规模的快速扩

张。据麦肯锡调查显示，2017年

我国居民购买的奢侈品金额占全

球奢侈品消费总额的2/3左右。

二是县乡商贸发展可能呈现衰落

倾向。低收入人群重点集中在县

乡区域，受制于县乡家庭消费水

平降级、线上消费成为趋势、县乡

人口持续向大城市流入等因素，

县乡商贸发展可能出现衰败倾

向，不利于县乡群众，特别是中年

以上人群满足改善生活、便捷消

费的需求。三是多样化多层次消

费需求难以被有效满足。由于收

入群体结构的复杂性，导致多样

化多层次的消费需求难以被及时

有效满足。例如，由于高品质产

品服务供应不足，高收入群体蜂

拥到国外消费的现象层出不穷；

由于文化、教育、体育及休闲娱乐

设施等滞后，制约了服务消费的

提质扩容等。四是可能抑制国内

长期消费潜力。贫富两极分化，

必然导致富裕阶层消费能力惊

人，低收入群体只能被“贫穷限制

了想象力”，更加倾向于生存型消

费，形成“中间空、两头重”的失衡

消费结构，对于激发促进国内居

民长期的消费潜力必然存在不利

影响。

优化结构激发潜力的建议

立足“消费升级”与“消费降级”

结构性并存的现实，进一步优化消

费结构，激发消费潜力，笔者认为，

应该重点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

革。建立完善工资正常增长机制，

拓宽居民劳动收入和财产收入渠

道，不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加大

精准扶贫力度，确保深度贫困人口

稳定如期脱贫，切实增加低收入群

体收入。

——切实减轻居民生活负

担。在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

方面，进一步加大政府投入力度，

完善优惠税收政策，切实减轻居

民负担，不断增强居民消费能力

和水平。特别是针对家庭教育负

担重这一情况，重点落实好习总

书记在全国教育会议上的讲话精

神:“深化教育体制改革，扭转不

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坚决克服

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

唯帽子的顽瘴痼疾，从根本上解

决教育评价指挥棒问题”,彻底纠

正当前辅导班乱象丛生、家庭被

迫进行庞大的教育经费支出这一

不正当现象。

——打造优质高效的消费环

境。一是优化基础消费环境。进

一步加大交通、物流、信息等设施

投入力度，不断增强节假日购物

旅游愉悦感。建立便捷的交通体

系，切实缓解节假日“出行难”；打

造现代物流体系，切实降低流通

成本；完善高效的信息服务体系，

推进线上消费持续攀升。二是稳

控价格消费环境。进一步规范市

场秩序，切实遏制景区、旅游酒店

等在“十一”黄金周旺季大幅涨价

违规行为。加强家居、家电、通信

设备等生活用品的物价监测，从

原材料、物流等多方面强化措施，

抑制消费品物价过快上涨。三是

提升服务消费环境。实施品牌战

略，推进高端品质认证，满足消费

者优质高端产品需求。推动文

化、体育、教育、休闲娱乐、健康养

老等服务消费升级，在用地、税收

等方面进一步落实优惠政策，鼓

励支持社会力量参与相关配套设

施建设，不断增加高品质服务供

给。四是改善县乡居民消费环

境。优化整合原有商贸设施资

源，推进线下商贸与线上电商交

易平台结合、商贸物流与休闲农

业、乡村旅游、产品加工等相结

合，引导城市消费群体到县乡区

域进行采摘观光游、农家体验游、

休闲娱乐游等，形成城乡消费双

向联动发展的生动局面。

——培育健康理性绿色消费

文化。鼓励绿色消费。建立绿色

产品多元化供给体系，丰富绿色消

费品生产，建立健全绿色产品消费

优惠政策，引导居民养成绿色消费

习惯。倡导健康理性消费。鼓励

节约适度、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和

消费模式，力戒奢侈浪费型消费和

不合理消费，增加国内消费，减少

消费外流，推进可持续消费。

理性看待“消费升级”与“消费降级”并存
□ 陈 鹏

苏宁金融研究院联合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近

日发布《中国居民消费升级

指数报告(2018)》（以下简

称《报告》）显示，我国居民

消费升级综合指数加速攀

升，从2013年的0.341上

升至2018年的0.376，京沪

浙苏粤五省市消费升级水

平继续领跑全国，消费向发

展和享受型倾斜。

值得一提的是，针对

当前出现的“消费降级”的

声音，《报告》指出，一方

面，社零指标没有涵盖教

育、医疗、文化、艺术、金融

等服务性消费，不能全面

反映居民的最终消费支出

情况。实际上进入 2018

年以来，最终消费支出对

GDP的贡献不降反升。另

一方面，榨菜和方便面业

绩提升，与单品涨价和单

品升级有一定关联。

“2013年~2018年全

国居民消费升级整体综合

指数稳步改善，改善幅度

最大的是服务类消费升级

指数，但消费升级最大短

板也是服务类和与服务业

相关的消费业态指数。”

《报告》指出，作为发达地

区代表，京、沪、浙、苏、粤

五省市处于居民消费升级

水平的第一阵营，消费升

级水平遥遥领先，各个分

项指标中无明显短板；津、

闽、鲁三省份紧随其后。

《报告》据此得出结论：

“可见，除少数发达地区外，

我国大多数地区居民消费

升级水平不高，消费升级依

然存在一定潜力。‘懒人经

济’时代或将来临。”所谓

“懒人”系指那些拥有不同

的职业和支付能力，且消费

理念新，敢于尝试购买不同

产品与服务的新型消费群

体。在工作之余，这些全新

的消费群体渴望寻求一种

忙碌以外的惬意，而不愿意

再去为打扫卫生、做饭洗碗

等繁琐的家务类生活起居

而花费精力，由此带来的一

系列关于代替“懒人群体”

劳作的商机。这也表明中

国居民的高端家电消费支

出正快速增加，居民消费结

构处在升级通道。

今年是改革开放 40

周年，《报告》从多个维度

解析了40年以来消费变

迁之路，主要划分为“短缺

经济时代”的消费升级

（1978~1998年）和“过剩

经济时代”的消费升级

（1998年至今）两大阶段。

《报告》列出了中国居

民40年消费升级产品路线

图：1980年~1990年系“老

式经典”时期，从老三件

（缝纫机、自行车、手表）到

新三件（电话、收音机、电

视机）；2000年为升级换代

时期，购置摩托车、手机、

电脑、洗衣机、冰箱、彩电

成为潮流；现在家用电器

进入电子化、智能化、互联

网化兼顾娱乐性、趣味性、

科技性的时代，汽车、手提

电脑、智能手机、智能手表

等产品已经走进千家万

户。“见微知著，大到出行、

旅游、房产，小到个护化

妆、厨卫家电，方方面面都

体现出居民消费升级正当

时。”《报告》这样说道。

总的来说，在解决温

饱、实现小康、迈向富裕

的过程中，改革开放 40

年来中国居民在饮食结

构、衣着需求、居住面积、

交通通信、文化教育、医

疗保健等领域均呈现出

颇为明显的消费升级态

势，消费品质从满足基本

吃穿的生存型消费，向发

展和享受型消费倾斜。

我国消费向发展和享受型倾斜

□ 任泽平

我国消费升级与降级

并存，收入差距拉大背景下

的消费分级特征明显。长

期来看，消费升级趋势仍在

继续，恩格尔系数持续下降

至30%以下，医疗、教育、通

信等发展、享受型消费占比

上升，服务消费占比提高至

40%以上。短期来看，部分

中低收入者消费降级，流动

性退潮叠加刚性负债高企、

房租和医疗价格大幅上涨，

消费降级，集中体现在娱乐

文化消费占比较去年下降，

集中于中产阶层人群，比如

加杠杆购房的高负债中产

白领和一二线租房的城镇

职工等人群。

扩大居民消费应当从

增加居民收入和提高居民

边际消费倾向两方面入

手，需要减税并优化税制、

加快农村土地流转和对低

收入的转移支付、加快户

籍制度改革推进城镇化、

改善财政支出结构完善社

保体系、开放服务业市场、

提高中高端产品质量。

一是要进一步改善国

民收入分配结构，提高居

民收入在收入分配中的比

重，降低政府的收入分配

比重，主要包括降低个人

所得税、降低增值税税率、

完善消费税，加大政府对

居民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体

的转移支付力度，加快农

村土地和住宅的市场化流

转，提高农村居民的财产

性收入等。

二是要提高居民的边

际消费倾向，通过改善政府

的财政支出结构，降低财政

供养人员和基建支出比例，

进一步提高财政支出中教

育、养老、医疗等社保的比

重，解决居民的后顾之忧，减

少预防性储蓄。

三是加快户籍制度改

革，推动农民工市民化进程。

四是建议从供给端发

力，提升中高端产品的供

给，提高产品质量，使海外

购物和奢侈品消费回流本

土市场，满足中高收入者

需求。

五是放宽旅游、文化、

医疗、养老、教育培训和家

政服务等服务消费领域的

市场准入，鼓励民营机构

参与竞争，加强标准建设

和有效监管。

从两处入手促进居民消费
商务部近日发布《主要消费品供需状况统计调查分析报告》。调查结果显示，消费者对进口商

品的需求旺盛。进口商品消费占商品消费总额比重达到三成以上的消费者占全部调查对象比例

超过20%，其中化妆品、母婴用品、钟表眼镜、乘用车、珠宝首饰比例分别为36.1%、33.4%、28.9%、

27.3%和22.7%。吃类更重安全，用类更重品质。图为消费者在超市选购商品。 于 琨 摄

大到出行、旅游、房产，小到个护化妆、厨卫
家电，方方面面都体现出居民消费升级正当时

扩大居民消费应当从增加居民收入

和提高居民边际消费倾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