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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张国华

论收入差距对消费需求的影响及对策

消费需求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最终力量，已经并将进一步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越来越重

要的影响。在影响消费的众多因素中，居民收入一 般无疑是最 重要、 最首要的因素，这在凯恩斯

等许多经济学家的著作中都有明确的阐述。1996 —1998年， 城市居民人均收人增幅连续 到达

近8年来的最低点，农村居民收入增幅也有所下降，这是1994-1998年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持续下降的重要原因。 同时，也必须注意到，居民收入的分配结构同样对消费需求变动 产

生了重要影响。

一、居民收入向高收入家庭相对集中，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下降

从抽样调查结果看，高收入家庭在城镇居民收入总份额中所占比重逐渐提高。 最高收入

户、高收入户在全部城镇居民生活费收入中的份额分别由1991年的14.41%、12.11％提高到

1997年的16.95％和13.33%，而最低收入户、低收入户所占比重 则由6.69%、7.86％下降到

5. 32％和6.74%。 由于高收入家庭消费需求大多已得到满足，或适合他们消费的产品不足等

原因，这些家庭的人均消费倾向大大低于低收入家庭的人均消费倾向 ，1997年最高收人户、高

收入户人均消费倾向仅为71.36％和76.53%，比最低收入户的人均消费倾向 分别低24.64 和

19. 47 个百分点。 由于高收入家庭在全部收入中所占比重大 ，而人均消费倾向低，从而带动 全

国 城镇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下降，由1991年的94.14％下降到1997年的81.11%，下降了约13

个百分点。

全国城镇居民按收入等级分类平均消费倾向（％）

年份�v 总平均 最低收入户 低收入户 中等偏下户 中等收入户 中等偏上户 高收入户 最高收入户

1991 94. 14 105. 65 100.8 97. 8 95.46 91. 98 90. 95 84.96 

1996 89. 54 107. 94 99. 01 96. 12 92.04 88. 31 84.07 76.91 

1997 81. 11 96 89.82 86.42 83. 04 79. 77 76. 53 71. 36

注：根据 1992 、1997、1998年中国统计年鉴资料计算。

二、居民收入差距逐渐拉大，消费需求出现明显断层

居民收入差距扩大 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尽管差距尚在较为合理的范围。 从 城镇居民情况

看， 最高收入户人均生活费收人1996年是最低收入户的3. 91倍，而1997年则 增加到4. 22 

倍；1995年全国居民的个人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已高达0. 445 ，比1988年的基尼系数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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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个百分点， 年均上升1个百分点。 随着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城镇居民对千元级商品消费

在 80年代渐趋饱和之 时，短期内对万元级商品不会形成排浪式消费。 1997年，占总户数10%

的最高收入户户均生活费收入为27883元，这样购买一套价值10多万的住房仍需4、 5年的积

累，这还不包括装溃、购置家具等的费用，而中等收入家庭 则需8年左右的积累 时间。 当然， 一

批极少数富裕家庭早已实现对汽车、住房等万元级商品的消费。 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看，1993

-1997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年均增长 6%，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年均增长

5. 4% ;1998年，预计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5424元和

2160元，实际分别增长5 .8%、4.3%，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人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人之比由

1992年的 2. 33 : 1上升到 1998年的 2.5 1  : 1。 从各方面的统计资料判断， 农民收入和 消费水

平大约比城镇居民落后10年左右，这样在城镇居民的一般耐用消费品普及之后， 农村 对耐用

消费品的需求 还需较长时间才能衔接上去。

三、储蓄相对集中化，降息刺激消费作用下降

1996年以来，央行已 6次降息，特别是1998年连续 3次降息，但城乡居民储蓄存款1998

年继续保待较高增长势头，居民储蓄存款余额达53407.5亿元， 比上年增长17.1%；而1998

年全国 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上半年和全年的增长速度都是 6.8%，即降息基本上对下半年的

消费未起到刺激作用。 重要原因 之一 是高收入家庭 在储蓄中所占的份额 较大。 1996年 6月，

20％的最高收入家庭占有全部金融资产的 37%，而消费倾向高的低收入家庭仅占 8.4%。从抽

样调查数据推算， 全国城镇 人口1997年为3.6989亿， 相应的可支配收入总额为19087.51亿

元(5160.32X3. 6989)，扣除消费性支出总额后的余额为3605.24亿元，这个余额从广义上看

是当年城镇居民的新增储蓄， 其中最高收入户和高收人户新增1523.76亿元，即 20％的高收

入家庭占全部新储蓄的 42.27%，而20％的低收入家庭（最低收入户和低收入户）仅占4.76%。

由于高收入家庭的消费需求已基本得到满足，降息对其消费很难起到刺激作用，因而40％的

新增储蓄难以避免；而相当部分的人则如前所述，有购买欲望， 现期购买力不 足，尚需时间储

蓄、积累。

四、强化财政的再分配职能，促进分配和消费的良性循环

从 社会 稳定看，目前的收入分配差距尽管尚在可以接受的范围里，但 收入差距的扩大已经

引起部分社会成员的不满。一般地， 人们对收入分配中纯粹由于要素差异造成的收入差距扩大

还是能够理解的，但目前的收入差距中不少是由于竞争起点不公平、竞争过程不公平引起的。

如国有企业的职工与外 资企业、中外合资企业等其他类型企业的职工存在收入差距， 部分原因

是国有企业缺乏与其他类型企业平等竞争的条件；不 同行业的职工收入差距也显著拉大， 金

融、保险、邮电通信、供电等行业的员工收人明显高于其他行业员工的收入，这往往是行业垄

断、行业间比价不合理导致的。人们最为不满的是极少数人非法致富，这些人侵吞国家、集体资

产， 以权谋私，贪污受贿，利用税收体制上的漏洞和执法不严等牟取暴利，有调查显示，高达

48％的工人家庭表示对当前收入差距拉大难以接受。 缩小收入差距， 实现公平分配，已经成为

妥善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三者辩证关系的重要内容。正如小平同志指出的那样：“社会主义不

是少数人富起来， 大多数人穷，不 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

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当然，公平分配是经济公平和社会公平相兼顾的， 不 能为了社会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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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而排斥经济公平，搞平均主义；也不能只顾经济公平而忽略社会公平，导致两极分化。在今后
一 个相当长的时间里，分配的基本原则仍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逐 步缩小收入差距。

从经济发展看，分配和消费是社会经济发展中两个相互影响的重要环节，收入差距扩大对

消费需求增长正在产生 不利影响，也是当前影响经济待续平稳增长的因素之 一 。宏观层面上应

及时采取以下对策：

L确保中低收入家庭收入的稳定增长，加强对中低收入家庭的转移支付。中低收入家庭的

人均消费倾向一般较高，促进这些家庭收人的增长对刺激总消费十分重要。1997年，城镇居民

最低收入户和低收入户家庭的人均消费倾向分别为9 6％和90%，大大高于81％的全 国城镇

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当前影响一般家庭收入增长的主要因素是工人下岗待业，必须一方面支持

企业减员增效，同时更要促使企业加快机制转换，在发展中消化冗员；要鼓励、扶持下岗工人再

就业，大力支持下岗工人自我创业。 要进一步建立完善企业职工聘用、解雇和报酬等方面的法

规，严格执法；要切实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稳步推进各项改革，稳定居民的就业、收人预期，提高

消费信心。在进行社会福利改革及人力资本等投资方面，美国政府的许多政策思考是值得借鉴

的。在增加衣民收人方面，要切实推行好村务、乡务公开，采取
“

一卡式
“

收费，减轻农民负担；同

时促进衣副产品的深加工，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

么加强税收调节，促进高收入者的合理投资消费。目前个人所得税征收极不规范、严格，漏

征十分普遍，未起到调节分配的应有作用。 据估计，我国个人所得税的税收损失在50％以上，

其中直接征管损失20％左右，纳税人偷逃税导致的损失在80％左右。 必须从法制、体制、机制

等方面严格个人所得税征管，加快设立遗产税、赠与税等。一般的，人们提到罗斯福新政都讲到

其扩大投资的举措，而忽略了罗斯福提高高收入者税率和加强对中低收人家庭转移支付的史

实。 应采取税收优惠政策，促进高收人家庭，特别是个体业主、私营企业家把收入用于再投资。

对高收入家庭的健康消费应予鼓励，尤其应促使其增加在文化教育方面的支出．

趴保障贫困家庭子女接受平等教育机会，发挥教育的再分配功能。 研究表明，“进入90年

代以来，与经济改革的进程相适应，中国的私人教育收益率逐年提高。”随着市场化程度的进一

步提高，教育等人力资本将成为决定个人收入及其分配并进而影响消费的主要因素之一。教育

体制的改革已迈出了不小的步伐，取得了许多成绩。 目前的问题是效率提高还不显著，教育的

公平分配已越来越受到影响，城乡居民普遍提高了未来教育方面的支出预期，低收入家庭子女

接受中高等教育的机会存在减少的趋势，在本专科教育收费已普遍推广的情形下，一 些地方初

高中收费也在不断上升，近日 一 些高校还提议对研究生教育进行收费（硕士生年均收费7000

元）。 当前教育机会不平等性必须引起重视，目前一般大学学生年需费用在5000元左右，这几

乎是一 些农村家庭和城市贫困家庭的全年收入，虽然对不少大学采取了减免学杂费等助学措

施，但还有些学生甚至连来回家乡的路费都付不起。 要确保中低收入家庭子女的教育机会，希

望工程应成为财政实施工程，可以采取类似于部援藏的做法，鼓励城市中文化水平较高的下岗

待业青年或离退休教师到农村去担任教师或开展知识扶贫活动。要在办学方面进行改革，形成

类似国外的国立和私立的中高等学校，进一 步完善对贫困家庭子女学习的各种补助制度。

4、采取有利于中低收入家庭的消费政策，推动城乡居民消费升级。当前居民消费正处于升

级过渡时期，多数居民收入水平还不足以消费住房、轿车等万元级商品。从统计资料看，不少城

镇居民在经过5、6年积累后，可能都具备购买万元级商品的能力，应避免过去那种排浪式的消

费，通过信用消费、租赁消费等形式促进消费平稳增长。 促进万元级商品的消费 一 方面要清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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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不合理的费用，努力降低房价等，特别是房改政策应向有利于中低收入家庭倾斜，突出降

低中低档住房的房租、房价；另一方面，要对住房、教育等消费提供信贷支持。 要尽快改善农村

交通、能源等条件，加强流通网络建设，促进农村消费水平的提高。

趴切实加快全国统一市场的建立、完善，缩小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 市场壁垒、城乡、地区

差距直接影响居民消费倾向并影响最终需求的进一步扩大，妨碍全国产业结构调整。要坚决打

破城乡、地区种种市场壁垒，促进各种要素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要制订适当的产业政策、人

才政策，增强扶待中西部地区发展的力度，同时加强衣村、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投资，优化这些

地区的投资环境，鼓励东西部经济合作。

队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满足多层次消费需求。目前收入差距的扩大导致短期内不大会出现

集中的消费
“

热点
“

，消费需求越来越个性化、多层次化。对高收入家庭，要努力提供休闲、娱乐、

健身等方面的高档消费品和服务；对中等收入家庭，要开发、提供能引导、促进其合理消费的产

品和服务；对低收入家庭和广大衣民所提供的仍然要以价廉物美、简易实用的消费品为主，确

保教育、医疗等基本需要的满足。 要避免重复建设，鼓励企业进行合理的市场定位、市场细分，

开展错位竞争，坚决制止各种不正当竞争；积极支持、引导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开发新产品，对

高新技术和新产品的发展提供有力保护和财政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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