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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国内外市场的双向交流，支持企

业开拓国际市场；对服务业领域的

市场主体，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巩

固并增强趋暖的态势；明显提升财

税政策惠及小微企业的广泛性和

有效性等。

扩内需、促消费关键在于强主

体。有研究显示，我国中等收入群

体中产业工人与个体经营户占比

超过50%，这部分人群一旦遭受疫

情灾害、经济大幅波动等外部冲

击，有可能出现收入下降，并对消

费带来直接影响。例如，2020 年

约有5000万农民工与近4000万个

体经营户的就业受到疫情冲击，从

而制约了这部分群体的消费行为。

为此，需要出台更加积极的保消费

主体的政策，使之敢消费、能消费、

愿消费。

扩大消费主体重在“扩中”。

从国际经验看，避免中等收入群体

缩水并且持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不仅有利于稳定消费，而且有利于

稳定市场。目前，我国中等收入群

体占总人口的比例近1/3，占整个

消费比重近50%。有研究预计，到

2030 年，我国中等收入人群的比

重有望达到50%左右，在整个居民

消费中的贡献率有可能接近80%。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是根本。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难点、重点在

农村。随着全面脱贫任务的完成，

要把推动农民收入增长作为乡村

振兴的中心任务，作为衡量乡村振

兴的核心指标。要推动收入分配

改革，加大对低收入者的支持力

度，着力缩小收入分配差距；要通

过深化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提

升广大农民的财产性收入水平。

“释放新需求、创造新供给”的

一个重要载体是人口城镇化。从

相关数字看，近3亿农民工及其家

庭的消费需求远未释放。农民工

只能以劳动者身份加入工业化过

程，却不能以城市消费者身份加入

城市化过程。为此，加快由城乡二

元向城乡融合发展转变，让“农民

工”成为历史，是进入消费新时代

的重大任务。

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有巨

大空间。2013-2019年，我国城乡

居民人均服务型消费支出水平从

5216元上升到9886元，年均增长

11.2%；占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从

39.7% 提升到 45.9%，年均提升 1

个百分点。未来10年，我国居民

消费结构升级仍是一个基本趋势。

这几年受疫情冲击，消费增长出现

波动。例如，2022 年我国人均服

务型消费支出水平为10590元，略

低于 2021 年的 10645 元；占比为

43.16%，比2021年低一个百分点，

尚未恢复到2019年45.9%的水平。

但总的看，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升级

的大趋势并没有改变，未来10年

仍有至少 10 个百分点的提升空

间。预计到2025年，城乡居民服

务型消费占比有望达到或超过

50%，到 2030 年有望达到 55% 左

右。14亿人的消费结构升级，蕴

藏着巨大的消费潜力。

加快服务业市场开放是推动

消费结构升级的重大任务。当前，

制约消费结构升级的突出矛盾仍

是服务供给的规模、质量、效率与

城乡居民对服务型消费需求不相

适应。例如，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

程度的不断提高，银发消费市场快

速增长。从现实情况看，老龄服务

体系与产品供给体系同需求相比

仍有较大差距。当前，在教育、医

疗、信息、文化等领域面临新消费

不断涌现，但消费供给又难以适应

需求的突出矛盾。这就需要加快

推进服务业市场开放，鼓励和支持

中小微企业发挥灵活高效的特点，

满足涌现的新消费需求；需要加快

服务贸易创新发展，推动服务领域

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的对接，全

面提升服务供给的质量与效率。

加大公共消费力度是推动消

费结构升级的重要条件。从国际

经验看，工业化后期公共消费占比

将逐步提升。从我国的现实看，对

居民家庭消费产生挤出效应的往

往是家庭在住房、医疗、养老、基础

教育等方面的支出负担与预防性

储蓄。政府公共消费优先向教育、

养老、医疗和育幼等重点民生领域

倾斜，将带来比较好的乘数效应。

这就需要加大公共消费支出力

度，加快完善基本公共服务网络，

尤其是扩大工伤、失业保险覆盖

面和保障力度。例如，2022 年全

国城镇就业人数为 4.59 亿人，但

失业、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为

2.4亿人、2.9亿人，其中的缺口主

要是灵活就业人员。着力推动全

国统一的公共消费基础设施建

设，降低公共消费成本，已成为拉

动消费增长、推动消费结构升级

的重大任务。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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