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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建議專家建議，，適度調整文娛適度調整文娛、、服務服務、、奢侈性消費等行業發展的限制性政策奢侈性消費等行業發展的限制性政策。。圖為民眾早前在圖為民眾早前在20202020（（第十七屆第十七屆））中國西南中國西南（（昆明昆明））國際汽車博覽會了解心國際汽車博覽會了解心
儀車型儀車型。。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海巖北京

報道）為擴大消

費，今年的中央

經濟工作會議提

出「有序取消一些行政性限制消費購買的規定」，此前「十四

五」規劃綱要建議要求「推動汽車等消費品由購買管理向使

用管理轉變」。專家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訪問表示，擴大內

需的核心是更好地迎合消費升級，適度放開不利於滿足消費

需求升級的行政管控及過度監管，是大勢所趨。專家建議適

度調整文娛、服務、奢侈性消費等行業發展的限制性政策，

增加包容性，來滿足改善人民生活品質的需求。

漸撤限購政策 推動消費升級
擴內需與改善民眾生活品質結合 適度調整奢侈品等行業管控

2014年-2018年消費升級趨勢
項目

城市居民恩格爾系數
農村居民恩格爾系數
教育文化娛樂支出佔比
醫療健康支出佔比
交通通信支出佔比

服務業增加值佔GDP比重
*恩格爾系數：食品支出總額佔個人消費支出總額的比重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

2014年

30%
34%
10.7%
6.1%
12.5%
48%

2018年

27.7%
30%
11.4%
7.8%
13.3%
53%

在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的「雙
循環」新發展格局下，今年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擴大消費着墨
頗多，提出三個主要政策方向：一
是通過取消部分行政性限制消費、
挖掘縣鄉消費潛力等短期措施，政
策效應刺激下，新消費市場將迅速
增長；二是從3年—5年中期看，
通過完善職業技術教育和更高質量
就業政策，增加居民收入，增強消
費能力；三是從中長期看，通過減
輕居民在教育、醫療、養老、育幼
等公共服務方面的負擔，解決居民
消費後顧之憂，這涉及財政金融改
革及政府收支結構調整，需要更長
期的政策安排。
中國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

首席經濟師祝寶良指出，擴大消
費的核心是迎合消費升級的需
求，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把
擴大消費同改善人民生活品質結
合起來」，首先要疏通部分行業
的政策性梗阻，刺激消費升級的
新需求，促進供需平衡。

放開車輛限購 倒逼改造交通設施
「過去我們傾向於用行政性的辦

法解決問題，比如交通擁堵、空氣
污染，大城市開始限制汽車號牌，
為防止樓市炒作，採取限購限貸。
這些行政性政策起到了效果，但是
也因為行政手段扭曲市場而受到詬
病。」祝寶良認為，去年發改委等
部門開始吹風，呼籲地方取消汽車
限購，增加發放車牌，到「十四
五」規劃綱要建議明確提出對汽車
的消費品由購買管理向使用管理轉
變，政策思路在轉變，管理手段也
在提高。

祝寶良舉例說，中國汽車產銷
量是世界第一，但已連續兩年下
降，有消費萎縮的跡象。很多地
方居民有很強的購車需求，卻因
限購限行政策而買不了車。實際
上，中國汽車市場飽和度遠低於
發達國家，世界銀行的數據，
2019年每千人汽車擁有量，美國
為837輛、德國589輛、日本591
輛，一些亞洲國家如馬來西亞為
433輛，中國僅173輛。如果適當
放開行政性限制措施，中國汽車
保有量達到發達國家的一半，既
拉動了消費，還可以倒逼城市改
造交通設施、擴建立體停車庫
等，促進投資和市場平衡。

政府需稅費引導優化汽車限行
近期，北京、上海、深圳、杭州

等紛紛調整政策，取消行政性限制
政策有望從明年開始逐步落地，加
上促進二手車市場、鼓勵汽車下鄉
的政策，祝寶良認為，政策效應將
很快顯現，未來政府還應通過稅費
引導、精細化管理，逐步優化甚至
取消限行。至於樓市，二三線供求
相對平衡的城市，限購限貸的行政
性政策應開始逐步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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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化收入分配結構 扎實推進共同富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
巖北京報道）還有哪些行業
或市場有望逐步取消行政性
限制政策呢？中國人民大學
副校長劉元春舉例說，過去
一些中高端消費採取限制，
導致中高端消費外流，未來
可能會在市場准入、稅收等
環節以及定價方式上進行一
定放開，使中高端消費本地
化、價格更低，更好刺激國
內消費。
「消費升級難免會產生奢

侈性消費。不少消費需求因
為技術或體制、觀念和體制
的制約等因素，難以滿足，
從而流失增長機會，應該對
現有監管規則和制度進行梳
理並調整和放開，促進這些
產業健康發展而不是制約發
展。」中美綠色基金董事
長、國家發改委原發展規劃
司司長徐林舉例說，隨着收
入提高，私人飛機的市場需
求迅速增長，但國內的空管
體制長期沒有突破，很多需
求難以實現，買了飛機也難

以起飛。如果空管能夠合理
放開，會有更多的高收入人
群從玩車、玩船轉向玩飛
機，飛機俱樂部、飛機駕駛
培訓、飛機地勤服務、飛機
維修、零部件更新等配套產
業都會發展起來。
徐林認為，高爾夫球運

動、汽車越野、遊艇俱樂
部、飛行俱樂部、競技博彩
等行業，適當調整行政性限
制政策滿足這些需求，會催
生相關產業發展和增長機
會。此外，文化娛樂業也應
是居民消費支出的大頭，同
樣需要監管增加包容性和彈
性，促進文化娛樂產業百花
齊放的發展環境。
劉元春還舉例說，取消行

政性限制消費可能還包括一
些政府購買和政府消費。比
如，醫療消費中，通過放大
醫保的限制，讓更多人享受
到優質的醫療服務。中國人
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執行
院長王文則預計「八項規
定」將鬆動。

中高端消費或鬆綁
促進配套產業發展

*表明過去十年中國出口在總需求中下降，主要靠政府消費和投資
需求填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北京報道）今年中國
經濟快速復甦，但消費恢復滯後。中國國家信息中
心經濟預測部首席經濟師祝寶良指出，按照目前趨
勢來預測，全年GDP肯定實現正增長，達到2%左
右，而消費年內轉正難度很大。

前三季度居民存款增10萬億
祝寶良表示，前11月消費同比下降4.8%，與投

資增速存在缺口。疫情前消費比投資增速要高3個
百分點左右，而現在要低8個百分點，消費和投資

方向發生變化。
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委員、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

副理事長王一鳴分析說，疫情後消費恢復滯後，主要
是受未來收入預期和預防性儲蓄增加的影響。居民消
費傾向明顯下降，前三季度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
名義增長3.9%，但人均消費支出同比下降3.5%，其
中，城鎮居民收入增長2.8%，但消費下降5.6%，前
三季度居民存款卻增加了10萬億元（人民幣，下
同），高於過去三年6萬億元的平均水平。
「低收入群體消費下降更為明顯。」王一鳴說，

疫情對小微企業、個體工商戶和低收入群體衝擊更
大，調查顯示，年收入10萬元以下的家庭消費下降
更顯著，而年收入50萬以上的家庭消費回升更快。
另外，居民負債上升對消費產生擠出效應。
從短期政策看，王一鳴說，今年以來的宏觀政策

更加偏向於激勵供給，中國的生產恢復明顯好於發
達國家，基本上恢復到疫情前水平，但消費恢復相
對滯後於發達經濟體。
不過，王一鳴認為，今年國內消費變革和升級呈

現一系列新變化，包括商品消費高端化、消費結構
服務化、消費方式網絡化、消費產品智能化、消費
群體年輕化、城鄉市場融合化等，這些新的趨勢會
成為推動經濟轉型重要的力量。

疫下消費意願減 前11月下降4.8%

2000年-2018年
居民人均收入及支出增速
2000年-2018年，全國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長9.4%。

其中，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年均增長10.7%，人均消費支出
年均增長7.5%；

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
長 10.9%，人均消費年均增長
7.6%。

*居民支出增速長期低於收入增
速，表明居民消費意願低。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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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北京報道）中
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擴大消費最根本的
是促進就業，完善社保，優化收入分配結
構，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扎實推進共同富
裕。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楊偉民引
述數據稱，中國GDP的最終使用中，用於
居民消費的只有33%，佔比明顯偏低。居
民消費少，源頭在收入，必須提高居民可
支配收入佔國民收入比重，使居民收入增
長同步或者努力快於經濟增長。
「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既要調整政

府、企業、居民三者之間的分配格局，更
重要的是要通過改革來調整行業之間的分
配格局。」楊偉民引述數據指出，以2017
年投入產出計算，國家分配結構是勞動報
酬佔51.4%，營業盈餘佔23.6%，折舊佔
13.4%，生產稅淨額比重為11.5%。雖然勞

動報酬佔比超過50%，但其中包含公費醫
療支出、公積金支出等，並不是當期居民
的可支配收入。另外，由於房貸壓力大等
原因，居民消費支出佔GDP比重實際只有
33%左右。

適當降低政府及企業收入佔比
「十四五」規劃綱要建議已對調節收入

分配提出全方位的政策規劃，從提高勞動
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到完善按要素
分配政策制度，探索通過土地、資本等要
素使用權、收益權增加中低收入群體要素
收入；再到完善再分配機制，加大稅收、
社保、轉移支付等調節力度和精準性，合
理調節過高收入，取締非法收入等；城
鄉、區域、不同行業或群體的收入調節，
也在推進中。

楊偉民建議，到2035年實現居民收入和
中等收入群體「兩個翻番」。從不同收入
群體看，要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壯大中
等收入群體，依法調節高收入。同時，要
適當降低政府收入在整個國民收入中的比
重，適當降低企業部門，特別是銀行業、
房地產業、信息服務業收入佔國民收入的
佔比。

為民企提供公平市場環境
中國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首席經濟

師祝寶良則強調，調節收入分配可能更需
市場發揮作用，政府更重要是為企業尤其
民營企業提供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此
外，政府也應調整自己的支出結構和消費
行為。發達國家政府支出中，民生支出佔
到50%甚至更高，中國政府民生支出則低

於40%。增加住房、教育與醫療等方面的
財政支出，增加社會保障支出，尤其是對
農民工。
對於擴大消費，祝寶良建議，首先要把

穩就業放在優先地位，既要重視穩定現有
就業崗位，更要鼓勵發展多元化新就業形
態，擴大就業空間；財政政策要增加對低
收入家庭的補貼和消費激勵措施，加快餐
飲、住宿、旅遊、文體、培訓等服務業復
業。此外，要堅持「房住不炒」政策，堅
持租購並舉、因城施策，完善長租房的政
策，促進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還要
加強對房地產市場監管，嚴控信貸資金過
多流向房地產市場，抑制高房價和居民高
槓桿對消費的擠出效應。長期政策看，要
加快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擴大中等收入
群體，加大收入分配調節改革力度。

■■民眾在海口日月廣場免稅店購物民眾在海口日月廣場免稅店購物。。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中國2007年及2018年最終需求佔比對比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

2007年 2018年

2% 1%

29%

28% 31%

10%
32%

14%

37%

16%

出口
居民消費
政府消費
資本形成
存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