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霾卢 现 祥

简析我国居民结余购买力增长中

的若干问题
~~~~~~~~~~~~~~~~~~~~~~~~~~~~~~~~~~~~~~~~ 

一、 如何石待居民结余购买力的增长

改革以来， 我国居民结余购买力一直呈上升趋势。 有人计算过， 我国城乡扂民的边际俏

岳倾向， “一五” 时期为0.0439, 其中城镇为0.Q394; 而在1979年以来的近 8 年内， 城乡居

民的边际储蓄倾向上升为0.1468, 其中城镇为0.2314, 农村也达到0-0830。 0到 1988年底，

我国居民结余购买力总额达6106亿元， 其中储蓄存款 3919 亿元， 现金 1737 亿元， 付价证券

486亿元， 保险金 54.6 亿元。 目前我国居民结余购买力已达 7 千亿元。 决策部门和理论界对

此喜忧参半， 衮贬不一 。

首先， 我们要明确什么兑居民结余购买力。 现在有文章论述 “如何处置7千亿元居民结

余购买力” 。 我认为这种说法过于笼统， 因为7千亿元中的有价证券、 保险金等是不需要
“处笠” 的。 因此， 对我国居民结余购买力的分析， 不仅要注重其总址， 还要分析其结构。

所谓居民结余购买力， 从居民消费的角度看， 是收入大于购买的余额， 但从总益上来观察，

它是储谐的组成部分， 其对应的产品和服务基本上被投资所使用， 构成资本形成的等蜇部

分。 居民得到的是现金、 存款等金融资产和一部分个人所有的固定资产。

其次， 对我国居民结余购买力的增长， 既要把它与经济体制改革联系起来， 也要分沂其

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不仅要注意其现期对经济运行的影响， 也要分析其与社会主义有计划商

品经济体制构造的关系。 我认为， 当前我国理论界不少同志对居民结余购买力增长的负效应

分析较多， 而忽视了其正效应。 我国居民结余购买力增长的正效应主要表现在：

(1)它确立了消费者主权的地位。 居民结余购买力的增长使居民的选择能力增强， 选

择的空间扩大， 这迫使企业不得不改变传统的经营思想。 当前的市场疲软， 其根源在于最终

需求不足， 它迫使我们的政府决策者和企业经营者不得不重新考虑消费者的地位。

(2) 它为废除贪全供给制提供了前提条件。 我国传统体制下的 “父爱主义” 及其国家

对企业的 “大锅饭” 式的资金供给制根源于国家的统收统支和政府储蓄比例过大。 在我国近

10年的改革过程中， 总储蓄的部门结构发生了茠刻变化（见表）。

从这个部门结构的变化可以看出， 政府维持资金供给制愈来愈困难， 企业低效使用资金

的压力也越来越大。 目前， 银行亏损面的增大是我国废除资金供给制的告急信号。

(3) 它有利于我国资全市场的迂立和银行体制的改革。 资金市场的发育和成长， 有待

于社会闲置货币资金的增长。 居民结余购买力的增长， 无疑给我国资金市场的发展拓展了空

间和注入了新的血液。 作为硬预算约束的居民家庭， 对价格的敏感反应， 对消费与储蓄的决

策以及对金融资产多元化的盂求和对未来的预期， 能给我国银行金融体制的改革以强有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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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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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慷 ＜经济研究＞1990年第4期．

(4)它为我国进一步改革提供了选择的空间。就发展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角度
看，储蓄主体和积累主体的多元化，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世界各国发展的共同
趋势。同时，我国居民结余购买力的增长，还为我国住房商品化、福利制度的改革、股份制

的推行、拍卖一 些无效率的中小型企业、价格的改革等提供了经济社会基础。

二、居民结余购买力是否 “没有物资保证的虚假资金”

有人认为，我国储蓄持续大幅度虚假增长，部分储蓄形成没有物资保证的虚假资金。由
于货币购买力的增长大大超过了 生产的发展特别是农业发展所能增加供给的可能，结余货币
购买力大幅度增加，近儿年中居民新增加的货币收入中约有 70％不能转变为现实的消费而逐

年沉淀下来，转化为储蓄，必使我国的储蓄也没有相应的物资商品作保证。储蓄总额所代表
的商品购买力，相当 一部分属于虚假，如果通过银行贷款，将这部分虚假购买力转化为投资
或流动资金，便形成了虚拟资本＠。我认为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第一，认为我国近儿年

中居民新增加的货币收入中约有70％不能转变为现实的消费而逐年沉淀下来是没有根据的。
这种分析是简单地把居民收入与消费基金等同，把居民金融资产与对消费品有支付能力的需
求等同。第二，从工资的增长情况看，197 8一1 98 8 年1 0年期间，职工实际工资总额增长 了
1.1 6倍，年增长 8%；同期，国民收入增长1.42倍，年均增长9.2%，二者比例关系为1:Q.87。
在这期间，职工实际平均工资的增长也没有超过同期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前者 为4 .2%，后
者为7. 8%， 二者的比例为1:Q.54。第三，我国居民结余购买力的增长是改革以来放权让利
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发生深刻变化的结果。我国居民储蓄从绝对水平看，1989年是3 714亿元，
比1979年的296亿元增长了11.5倍，而且同期的居民消费增长了3.5倍，从相对水平看，居民
储蓄1979年占全部储蓄的不到1 / 4,. 1989年占近2/3。占GNP的比重从6 .8％上升为
19.5 7%。原来以政府和企业为储蓄主体(1979年为 75. 6%），现在则以居民为 储 蓄主 体
(1989年为65 .9%）。原来的政府和企业储蓄之和为居民储蓄的3倍多，现在则是居民储蓄
的一半略多 一 点。显然，我国居民结余购买力的增长是以政府和企业对 “经济剩余”占有的
减少为前提的。它并不与物资商品的多少发生关系。这是一种价值分配中此消彼长的关系。

三、银行是否完全应将个人储蓄（或结余购买力）转化为生产资金

近几年，我国居民结余购买力的增长对我国经济运行、市场波动的影响愈来愈显著。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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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抢购和市场疲软的交替、储蓄的高流动性、消费型储蓄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及吸收储蓄
的经济社会成本上升和企业对高负债经营的承受能力低等已经引起我国决策部门和理论界的
重视。从这个角度看，我国 一些人把居民结余购买力的增长视为 “笼中虎” 并不是没有道理
的。此外，资金短缺将是我国长期存在的一种现象。由此，不少人提出银行应将个人储蓄转
化为生产资金。现在一谈到个人储蓄或结余购买力，好象只有把储蓄转化为生产资金才是正
确的或唯一的，殊不知，这种观念的危害是后患无穷的。

首先，就我国银行自身情况看，根据198 7年全国信贷收支平衡表，银行长期贷款仅占贷
款总额的14. 2%。这说明银行将储蓄存款转化为投资的能力还十分有限。日本国民储蓄也大
部分通过银行进行，但是日本经营储蓄业务的投资却将大约80％左右的资金投入长期信贷业
务中，直接形成投资。尤其重要的是，银行将个人储蓄转化为生产资金还会影响 社 会 总需
求，特别是最终需求。日本与我国不同的是，日本在二次大战后，基本采取外向型的发展战
略，因此，个人高的储蓄率对最终需求影响不大。而我国外贸（尤其是出口）占GNP的比
例不大。所以，提高储蓄率将会影响最终需求。最终需求不足将会引起市场疲软，事实已证
明了这一点。据统计，我国1989年 1 一9月份银行商品性回笼比上年同期增加392亿元，增
长7,6%J而同期信用回笼货币1215亿元，增长39 .6%，占回笼货币总额的62%。信用回笼
货币大大超过商品性回笼货币是导致我国市场疲软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次，我国居民的储蓄基本上是一种消费型储蓄。这种储蓄存款是不稳定的。即使银行
有把这种消费型储蓄转变为长期投资的欲望，但也面临着极大的风险，尤其在我国是一个短
缺经济和企业软预算约束的情况下，这种风险就更大。言以武汉市为例，在1986年至1989年上

半年近4个年份中，储蓄资金成本均大大高千综合资金成本，其中有两个年 份 高 出 1倍以
上。如把储蓄资金成本与全部资金收益率进行比较，在4个年份中，除了1986年有轻微盈利
之外，其他年份均为亏损。

最后，把个人储蓄仅仅转化为生产资金的观念使我国住房商品化等改革根本无法进行，
并把银行的职能单一化。长期累积的结果是使我国居民储蓄成为一 色的 “食利阶层” 。我认
为，银行应该开展消费信用业务，如购买商品房信贷等。发展消费信用，既有利于消除当前
的市场疲软，也有利于一些改革措施的推进。发展消费信用与鼓励高消费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两回事。例如，让企业向银行贷款建职工住房与让消费者申请银行贷款购买商品房的目的是
一致的，但对我国深化改革，尤其是拓宽居民结余购买力的转换途径，效果是不同的。

四、个人能否作为 “三分之一的积累主体”

我国居民结余购买力的增长，使我国的积累主体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国际积累主体格局的比较（％）
币 国 美国 英国 日 本 1 南朝鲜！印度
(1981)

政府积累 49 7 。 9 26 13 

企业积累 22 58 56 37 35 22 

家庭积累 29 35 43 54 38 65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经济考察团： 《中国：长期发展的间题和方案> 192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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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认为， “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的双项角度看，在一定的时期内， ｀三三
制＇ （即政府、 企业、个人的积累各占 1 / 3)也许是符合中国 国 情的积累主体 格 局。” @
值得思考的是，在一 定时期内，我国个人能否作为三分之一的积累主体？个人储蓄或结余购
买力能否转化为积累和投资，关键取决于一国 的产权制度。 笔者认为，． 我国居民结余购买力
增长中的矛盾，从长远和深层次的角度看，表现 为居民结余购买力的增长与居民生产性（或
资本）积累动机微弱的矛盾。尽管这个矛盾目前还不很明显，但趋势是令人担忧的：

( 1)就整个国民经济生产性积累和非生产性的比例看，我国年均生产性积累，1958一

1977年间为22,4%, 1978一1987年间为19.1%，后者比前者低 3.3个百分点。我国 国有企业

1987年比 1986年，非生产性固定资产增长 17%， 生产用固定资产增长 12%。与其他国家 相

比，1986年我国居民消费性金融资产与投资性金融资产的比例为 59 I 41, 高于同期的日本
(9,8 I 90,2)、 美国(8.5:91.5)、 联邦德国(26,6 : 73.4)。

(2)从个人储蓄动机和储蓄结构看，据调查，在居民的选择中，为购买高档耐用消费
品的占22.1%，为供养子女或赡养老人占31.1%，为家庭成员婚丧嫁娶之需占31.o%。＠这

与国外特别是西方国家居民的储蓄动机相比，有着十分明显的差异。一般说，西方国家居民

的储蓄中，资本性储蓄、遗产性储蓄，特别是退休保险性储蓄通常占极高的比重。
( 3)农民生产性积累动机微弱。1979一1986年，农民人均纯收入 增 长 平 均 速 度 为

15,5%，同期，农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长平均速度为15,1%(<＜中国统计年鉴(1987) »)。

农村改革不仅把土地的经营权交给了农民，而且农民还应承担经营土地的长期责任，所以在
它们增长的收入中实际上包含着原来由集体集中的那部分扩大再生产的投资。但是， “超前
消费” 、建房热等近些年在农村蔓延。据统计，全国衣民人均住房面积已从1979年的 8.1 平
方米增长到1986年的15.29平方米，增长88.7%，每间房屋的平均价值也由1980年的 269,17

元，增加到1985年的465,75元，增长了73%。1986年，每百户农民家庭拥有的耐用消费品量

中自行车90,31辆，比上年增加9,67辆，电视机17,28台，比上年增加5.54台。农民生活性消

费如此快增长，与我国 农民目前的生产和收入水平是不大相当的。农村大量水利设施建设等
被人遗忘。据统计，1986年农民用千家庭经营生产的投资额人均为 149.31 元，比上年增 加

9,22元，仅增长 6.6%，大大低千生活消费的增长速度。 在总支出中生产性投入所占的比重

比上年下降了一个百分点，而生活消费支出则提高了 1.2个百分点。生产性投入增长在连续

几年农民生活巳有所改善而生产急需投入的情况下放慢，不能不是一个应当引起我们密切关

注的间题。此外，目前市场货币存量的70％在农村，大量货币分散地滞留在农民手中。
透过上述诸种现象，笔者认为，第一，我国居民结余购买力的增长与生产性（资本）积

累动机微弱的矛盾根源千我国现有的产权制度。因此，在我国 既有产权制度下，城乡居民很

难作为我国三分之一的积累主体。第二，在近儿年的我国 放权让利、 国民收入格局发生深刻
变化的过程中，无论是从理论上 ，还是实践中，我们都忽视了个人收入增长后，新的积累主
体格局的构造问题，忽视了既有的体制对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变化的承受能力的问题。这 就是
我们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过程中应该解决的一个理论与实际问题。

注＄ ＠吴敬琏主编＄《1986年中国经济实况分析》12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高天胱《储蓄持续大幅度增长的负效应分析及对策》，载《金融研究》1990年第5期。
＠谷书堂主编｀《社会主义经济学通论》第729页， 上海人民出版社。
＠《向新的高度跃升一万户城乡居民消费、储蓄意向调查》，载《经济研究资料》1988年第9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