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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要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

标，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
是关键。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居民
收入大幅增长，居民消费逐步从“买
得起”发展到“买得好”，城乡居民生
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买买买”是近年来最热门的话
题之一。消费，被称之为中国经济
发展的稳定器。2019年，中国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41.2万亿元，
首次超过40万亿元，内需持续增长
的前景一片光明。未来，如何更进
一步挖掘消费潜力，成为需要深入
思考的问题。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一
度为扩大内需蒙上阴影，但随着国
内疫情防控向好形势持续巩固，特
别是在扩内需、促消费等政策促进
下，国内居民消费需求持续改善，市
场销售降幅连续 3 个月收窄，国内
需求的强劲韧性已经充分显现。

随着保障消费增长的体制机制
进一步完善，制约消费增长的不利
因素有所缓解，新的消费亮点不断
涌现，为国内需求增长继续向好奠
定了基础。

从发展阶段看，我国人均GDP
已经超过了1万美元，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90%。今年一
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561元，远高于当初预计的
全面小康标准。所以，无论是从国家综合实力，还是从居民
的收入水平来看，中国的消费能力都已经达到甚至超过了小
康社会水平，消费需求非常旺盛，消费规模持续扩大。

从政策层面看，我国促进国内需求增长的体制机制日
趋完善。国家明确提出要通过供给质量和水平的提升促进
消费升级，从而畅通供给与消费之间的经济循环，保障消费
增长机制更加顺畅。

从消费增长看，新的消费亮点持续出现。今年1月份至5
月份，全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11.5%，增速比1月
份至4月份加快2.9个百分点；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占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比重为24.3%，比上年同期提高5.4个百分点。

当前，我国整体消费结构仍将保持商品消费与服务消
费双轮驱动的格局。其中，消费品质化、个性化、多样化特
点更加突出。国内消费需求仍有潜力可挖。伴随着全面小
康社会建成，内需平稳较快增长的态势仍将延续。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人
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日益增长，随之而
来的是国内消费需求正在悄然变化。在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我国消费结构、方式、
理念发生了什么变化？未来国内消费需求将
呈现何种态势？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国际贸易
研究部主任赵萍接受了经济日报记者采访。

居民消费能力已达到甚
至超过小康水平

记者：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新时代我国
社会主要矛盾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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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此，如何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成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需要解决的重要
问题。那么，当前国内需求有哪些显著特点？

赵萍：从全面小康的标准来看，当前我国
国内市场需求呈现3个主要特点。

第一，居民消费能力已经达到甚至超过
了小康水平。小康是介于温饱和富裕之间的
一个阶段，从人均GDP的标准来看，当前我
国的人均GDP已经超过了1万美元，相当于
世界平均水平的90%，远高于小康标准。我
国人均收入水平持续提高，今年一季度，全国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561元。其中，城镇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691元；农村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4641元，都远高于当初预计的全
面小康标准。如果以家庭收入10万到50万
元作为标准的话，那么目前中等收入群体已
经超过4亿人，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在全球遥
遥领先。所以，无论是从国家综合实力，还是
从居民的收入水平来看，中国的消费能力已
经达到甚至超过了小康社会的水平，消费需
求非常旺盛，消费规模持续扩大。

第二，我国居民的消费水平与消费结构
也达到了小康水平，物质消费有保障，精神消
费快速增长。从消费结构来看，温饱问题得
到了彻底解决，衣食无忧的生活获得强有力
保障，恩格尔系数已经连续8年下降，2019年
我国恩格尔系数下降至28.2%。按照联合国
依据恩格尔系数划分的生活水平划分，一个
国家平均家庭恩格尔系数大于60%为贫穷，
50%至 60%为温饱，40%至 50%为小康,
30%至40%属于相对富裕，20%至30%为富
足，20%以下为极其富裕。当前我国的恩格
尔系数指标已经远远超过小康水平，进入到
富足的区间。而且，我国人均衣着类消费支
出占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也下降到6.2%。这
些都表明，我国居民消费已经超过衣食无忧
的小康生活水准。

第三，从消费满足层次看，温饱等生存方
面的消费需求占总需求的比重正在下降，人
们开始把收入用于发展型消费。在生存型消
费得到全面保障的基础上，我国家电、小家
电、手机全面普及，汽车快速进入普通家庭，
人均住房面积持续提高，物质消费远远超过
小康标准。人们用于向交通、通信、教育、文
化娱乐、医疗保健等方面的消费增速和占比
持续提高。总体来说，消费层次已经达到了
自我发展的要求。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拉动
消费升级

记者：消费需求的升级与跃升是如何实
现的？反映出我国经济结构变化的哪些
特点？

赵萍：主要是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
实现。首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聚焦补短板，
激发了消费需求跃升的潜力。在巩固“三去
一降一补”成果的基础上，坚定不移地深化
改革、扩大开放，有利于畅通供给与需求
之间的经济循环，加快产业结构升级，

提升供给质量和水平。2019年，我国国内生
产总值增速达到6.1%，明显高于全球经济增
速。其中，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稳居第一，第
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
53.9%。产业结构升级，能够从供给侧更好地
满足消费升级对品质消费、品牌消费和服务
消费的需要。

其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降低各种制度
成本，增强了微观主体活力，创造了消费需求
跃升的新动力。根据国家统计局测算，2019
年创新驱动指数为 201.4，比上年增长
15.6%。其中，全国研究与试验发展（R&D）
经费支出与GDP之比为2.19%，比上年提高
0.05个百分点。企业愿意为创新投入，舍得
为创新投入，创造更多新产品、新服务、新业
态和新模式，创造新的消费需求，改善消费
体验。

第三，脱贫攻坚战、污染防治攻坚战取得
显著成效，保障了全体居民都能实现消费需
求的跃升。数据显示，2019年末，农村贫困
人口551万人，比上年末减少1109万人；贫
困发生率0.6％，比上年下降1.1个百分点。
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核心，污染防治攻坚
战取得关键进展，主要污染物排放量持续减
少，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在水和空气等
基本生活需求得到保障的基础上，才能去追
求更高水平的消费升级。

供给侧的变化，也体现出我国经济增长
结构的三大变化：

一是供给与需求结构更加匹配，供需之
间的经济循环更加畅通。2019年最终消费
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为
57.8%，已经连续6年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
的第一“主引擎”。

二是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三次产业的创
新驱动特点非常明显。高技术制造业和高技
术服务业快速增长,2019年网络经济对经济
发展新动能指数增长的贡献率为80.5%。

三是区域经济结构差距有所缩小，东中
西和东北齐头并进。以共建“一带一路”、京
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
区建设、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等重大
战略为引领，区域经济结构趋向均衡，消费增
长呈现梯度增长格局，使得消费亮点更加
持久。

记者：当前我国消费升级出现了哪些显著
变化？这种变化是中长期趋势还是短期现象？

赵萍：当前我国消费需求正在呈现3个
显著变化。

从消费结构角度看，商品
消费持续稳步增长，但是在总
消费当中,商品消费的占比不
断下降，而服务消费的增速和
占比持续提高，人们把越来越
多的收入用于服务消费，以满

足精神和心理需求，追求自我发展和自我实
现等更高层次的满足。

从消费方式角度看，线上消费将会长期
保持高速增长态势，线上消费的新业态、新
模式不断涌现，越来越多的商品和服务供给
通过线上来实现，特别是5G网络等新一代
信息技术的应用，使得线上消费渗透率持续
提高。

从消费理念角度看，随着收入水平和消
费水平持续提高，人们更善于合理安排消费
支出，在财力允许范围内更加追求个性化和
多样化的消费，消费需求源自人们内在对物
质和精神的需求，模仿式、冲动式消费退居次
要地位。

这3个变化并不是短期现象，而属于中
长期消费趋势。这些变化将会对供给端产生
新的牵引力，促进供给方式变革，增加有效供
给，有利于供给与需求之间的良性循环和经
济的高质量发展。

国内消费需求仍将呈现
增长态势

记者：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全国两会期
间指出，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
点和落脚点，这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出
了哪些新的课题？该从哪几个方向发力？

赵萍：一是要夯实全面小康的收入基础，
全面完成脱贫攻坚任务，提升我国居民消费
能力，要把全面脱贫作为消费端实现全面小
康的突破口。

二是提升商品的供给质量和水平二是提升商品的供给质量和水平，，更好更好
满足发展型需求满足发展型需求。。全面小康不是仅仅满足于全面小康不是仅仅满足于
基本物质生活的需求基本物质生活的需求，，
还要通过创新发展还要通过创新发展，，提提
高商品的质量和工高商品的质量和工
艺艺，，满足人们对于品满足人们对于品
质消费质消费、、品牌消费的品牌消费的
需求需求，，以实现更高水以实现更高水
平的全面小康平的全面小康。。

三是要增加公三是要增加公
共服务供给共服务供给，，满足满足
人民对民生等基本人民对民生等基本
服务的需求服务的需求。。全全
面小康不只是物面小康不只是物
质方面的小康质方面的小康，，还还
要加大对义务教要加大对义务教
育育、、基本医疗基本医疗、、育育
幼养老等方面的幼养老等方面的

供给，提升教育、医疗、养老等服务的供给能
力，加快公共服务行业发展，彻底解决上学
难、看病难、看病贵等基本民生需求问题，满
足人民的发展型需要。

记者：全面小康社会建成后，国内消费需
求将呈现怎样的走势？

赵萍：虽然物质生活的基本需求已经得
到了满足，但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永不
止步。国内消费需求总体将呈现平稳较快增
长态势。其中，商品消费会持续稳步增长，服
务消费会保持较高增速。在商品消费领域，
创新型商品更受消费者欢迎，并形成更多消
费亮点，带动商品消费增速保持在较高水
平。从渠道看，新业态新模式提升了消费体
验，增强了消费便利，进一步激发了消费潜
力，带动商品和服务消费持续稳步增长。

适度消费、绿色消费、共享消费的特点将
会更加突出。人们除了通过商品消费满足物
质生活需要，通过服务消费不断提升自我发
展能力以外，消费的社会属性凸显。一方面，
人们在消费时会在同等条件下选择质量更好
的商品和服务，改善自身福利；另一方面，追
求低调内敛有爱的消费文化，促进社会和谐，
通过选择绿色低碳环保的产品，尽量减少消
费本身对环境资源的负面影响。

东中西部、城乡之间和不同阶层之间的
消费能力和消费水平差异将会有所缩小。商
品的供给能力、供给渠道持续改善，公共服务
供给能力也将逐步提高。社会整体的消费水
平会得到明显提升，各个区域和各个阶层之
间，代表消费水平的电器拥有量、汽车保有
量、住房面积、基本公共服务等消费指标趋向
均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