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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消费继续成拉动经济增长主动力
国研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漆云兰

进入2018年，我国消费市场将呈现规模稳定增长、结构
升级进一步显现，城乡差距缩小，新消费热点不断涌现的局
面，最终消费将继续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

消费成为
拉动经济增长主动力

2017 年 1 至 11 月，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331527.5亿元，同比增长10.3%，与消费结构升级相关
的通讯器材、文化办公、体育娱乐等商品保持较快增
长；前11个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达到115.0，且10月和11
月的消费者信心指数均超过120，为有史以来最高和次
高水平；前三季度，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64.5%，继续发挥对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见图）。

进入2018年，世界经济全面复苏态势比较明朗，国
内经济结构持续优化，提质增效趋势明显，经济保持较
快增长，居民收入稳定增长，人口仍处于上升期，上层
中产阶级和富裕阶层不断增加，新兴消费方式层出不
穷、城镇化快速推进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下，我国消费
市场将呈现规模稳定增长、结构升级进一步显现，城乡
差距缩小，新消费热点不断涌现的局面，最终消费继续
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

城乡居民收入持续增长
助推消费升级

居民收入增长情况是决定消费增长前景的最主要因
素。2017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
长7.5%，达到19341.8元。

2016年，我国人均GDP已经跨越11000国际元。
按国际经验，已进入消费升级加速期。改革开放近40年
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城镇化，让中产阶层增长迅猛，根
据BCG的《中国私人银行2017》报告，家庭可投资资
产值在100万美元到500万美元，以及500万美元到
2000万美元这两个区间内的家庭数量增长最快，2017
年已达到210万户和30万户，预计从2017到2021年，
这两个群体的财富值将以13.6%的平均速度增长。

消费结构向更高层次转化，特别是以移动通讯和信
息为代表的信息消费、与住房相关的商品消费及以教
育、旅游为代表的精神文化消费均处于快速扩张期。

从恩格尔系数变化速度判断，我国消费结构升级速
度也将进一步加快，并很可能进入消费结构升级的高潮
期。从发展水平看，农村居民消费结构总体上开始进入
由温饱型消费向享受型消费的过渡期，城镇居民消费将
以享受型消费和发展型消费为主要特征；从消费品和服
务消费的变化趋势看，城镇居民对服务型消费的需求将
快速增加；从消费领域和消费频率看，收入的增加，时
尚文化的流行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消费领域将不断
扩大，人均消费品的消费总量会进一步增加，频率将进
一步加快。包括文化消费、娱乐消费、教育消费等在内
的服务性消费比例则不断上升，高收入人群的消费结构
变化趋势明显领先于中低收入人群。

随着经济持续较快发展和居民收入水平的进一步提
高，根据近年来高收入家庭消费结构变化特征，预计
2018年，服务性消费支出将进入快速增长阶段，服务性
消费在总消费支出中的比例会进一步提升。

人口结构变化
促进消费潜力进一步释放

我国仍处于人口上升期，2016年，我国人口的自然
增长率为5.86%，人口不仅会增加对消费品的需求，对
服务的需求也将进一步增长。

而老龄化加剧消费结构变化，这突出地表现为对医
疗保健、休闲养生、养老产业服务等相关服务性消费的
需求将呈持续快速增长趋势。

目前我国处于个人消费支出高峰期的人口总量呈上
升趋势。根据国际经验，个人消费支出的高峰期一般在
40~50岁（事业有成、收入稳定提高等）。2016年我国
人口年龄结构显示35~44岁之间的人口比例最大，将对
消费需求的扩大产生重要影响。

此外，消费观念新、对收入预期高、消费倾向高的
新生代消费群体成为支撑消费增长的重要力量。“80
后”“90后”“00后”新生代年轻人也逐渐成为服务消
费增长的重要支撑力量。同时，随着“二孩”政策的落
实，新生婴儿明显增长，也将继续促进生育、家政、幼
教等相关服务行业的发展。

而城镇化快速推进将提升消费总水平。占人口近
43%的农村居民收入偏低和消费支出水平低是我国居
民消费需求相对偏低的主要原因。城市化率的提高将
直接带动最终消费的增长。从国际经验看，城市化水
平在30%~70%之间，是城市化的快速推进时期。2018
年，我国城镇化率将达到60%左右，有2000万左右的
农村人口进入城镇居住、生活、就业，城市消费总规
模和总水平将呈加快增长的态势，对消费需求的拉动
作用将不断增强。

新兴消费方式
带动消费热点不断涌现

以信贷消费和电子商务为代表的现代消费方式在我
国已开始进入快速发展期，这将对扩大消费需求产生积
极影响。

一是信贷消费的比重将继续较快增长，将对扩大
消费需求产生积极影响。随着信用卡等新型信贷消费
工具拥有量的快速上升和居民消费观念的逐步改变，
近年来我国信贷消费一直在持续增长。随着信贷消费
环境的进一步改善和居民对信贷消费认同度的进一步
增强，信贷消费的总量和比例将进一步增加，这将对
扩大消费需求产生积极影响。

二是“互联网+”向纵深发展，不断创造新的消费
需求。随着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
术与消费性服务业发展的深度融合，大量“互联网+”、
共享经济等新业态不断涌现并高速成长，极大促进了服
务性消费的创新发展。

在零售行业、住宿行业、餐饮行业、家庭服务行
业、居民出行方面出现的新业态的快速成长，带动了第
三方移动支付、移动地图、信用认证服务等更多新业态
的迅猛发展。例如，2017年我国第三方移动支付额突破
100万亿元，市场规模稳居全球首位。

展望2018年，消费方式的创新将继续带动新的消费
热点出现和消费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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