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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激消费需求的几个问题

魏杰

    消费需求是总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消费需求作为最终需求，对于带动总需求的增长有

积极的作用，因而要刺激总需求，解决总需求严重不足的问题，就必须加大对消费需求的刺激力

度。从目前的现实状况来看，主要有六大要素影响我国消费需求的变动，因而刺激消费需求应该从

下述六个方面做工作。     第一， 调整消费倾向。目前我国居民的消费倾向比较低，其原因是消

费观念比较陈旧，人们在已经富有之后，仍然持有比较贫穷时的消费观念。艰苦奋斗和勤俭节约的

观念是完全正确的，但这种观念产不是强调人们不要增加消费和提高消费水平，人们在富有之后，

应该考虑提高生活质量的问题。提高生活质量是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最终目标，因而在富有之后应

该强调生活质量提高的问题，不能把勒紧裤带过日子绝对比，在富有之后仍然不去提高生活质量。

因此，在消费观念上要消除陈旧的消费观念，树立随着经济发展而不断提高生活质量的观念，包括

在节假日前后及在人们各自有纪念意义的日子前后，提倡应有的消费，不宜约束人们的应有消费，

从而促进消费需求的提高和消费的增加。     第二， 调整消费方式。消费方式从消费资金来源

上，可以划分为收入性消费和信贷性消费，这两种消费方式在人们的消费中应保持应有的比重，我

国目前的居民消费中的信贷消费比重太低，因而约束了消费需求的应有增长。在我国的前两次消费

升级中，即解决温饱问题和普及家电中，由于人闪为此而支付货币数额不大，因而可以通过靠自己

收入来实现，也就是可以通过收入性消费而实现但现在我国面临的是以新三件为特征的消费升级，

即以私人诠房、私人小轿车、私人现代通讯设施为特征的消费升级，购买新三析所需要的货币数额

比较大，人们往往不可能仅靠现有收入而实现，必须要借助借贷手段来实现，因而必须推动信贷消

费的发展，提高信贷消费在消费中比重，否则，消费需求就不可能增加和提高。为了推动信贷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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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目前要做的工作是要开发个人和家庭的信用工具，并完善相关法律。     第三， 完善社会保

障制度。在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的条件下，人们往往有巨大的后顾之忧，不可能去提高自身的消

费，而是必然要将收入中的相当的部分用于储蓄。因此，为了刺激消费需求的增加，就必须加速完

善社会保障制度。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完全可以以国家信用为基础，采取借债的方式促进社会保障制

度完善。国家可以借俩修桥修路和搞基础设施建设，也可以借债加速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同时，国

家也可以通过变现国有资产的方式而筹集社会保障基金，以解决社会保险制度的资金不足的问题。

    第四， 调整价格的变化趋向。价格变化直接影响消费的变化。按照经济学的一般原理，价格

下降则消费增长，价格上升则消费下降，因而刺激消费需求应该降价，但我国在这方面似乎有着不

同的趋向，人们往往是买高不买低，价格下降则消费减少，价格上升则消费增加。因此，根据目前

价格连续下降二十三个月而消费需求增长乏力的状况，我们应该适当提高价格，尤其是防止过度竞

争中的乱降价。国有企业由于降价损害国家的利润收益而对企业本身有利，因而往往不惜牺牲利润

而非规范降价，这种乱降价既损害国家利益，也不利刺激消费需求，必须要加以禁止。总之，应该

根据刺激消费需求的要求，适当调高价格。     第五， 调整利息变动。利息的降低可以有效刺激

消费需求，因而我们为了刺激消费而大幅度地降低了利息，不到两年下调了七次，并实施了利息

税。考虑到利息已经很低的情况，我们不宜再降息了。你国居民的存款实际上不是以追逐资金回报

率为唯一目的的真正的投资资金，而是一种自我保障资金，是因为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而通过存款

自己为自己保障，因而利息率不能太低，太低了不仅不利于促进储蓄资金用于消费，而且还会因为

对经济景气预期不好而降低消费。有人根据物价的状况推算出现在实际利息率是6%，因而主张再降

息，这是不对的，因为居民是将自己的钱用于储蓄，并没有用于购买物品，怎能用物价状况而推出

居民储蓄会享受到物价降低的收益？储蓄收益与购买收益对已选择了储蓄或购买的人是不能搞相对

性的套用的。我认为，考虑到我国的实际情况，利息不宜再降低。     第六， 增加居民收入。收

入增加与消费需求增加有直接的关系。一般来说，凡是人敢花钱的时候，都是挣钱的时候或者感到

自己未来能挣钱的时候，因此，为了刺激消费需求，就应该增加居民收入。近期我们对公务员等阶

层已提了一次工资，这对消费启动因该说是有好处的，但就全社会刺激需求来说，收入增加的幅度

还是不够的。收入增加虽然与需求增加有直接关系，但并不是任何数量的收入增加都会带动消费需

求增加，收入只有达到一定的数量时，才会带动消费需求增加。因此，我们应该人们预期支出增大

的条件下，需要再进一步提高人们的收入水平，尤其是应该充分利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提高人们

的收入水平，不要害怕提高收入水平会引发通货膨胀，应该较大幅度提高人们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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