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迟福林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

以新消费为导向推动新的供给变革

◆ 我国开始进入消费新时代，城乡居民在健康、医疗、文化、旅游、教育、信息等方面的

服务型消费需求全面快速增长，已经成为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内容。

◆ 面对消费结构升级的趋势，面对个性化、特色化消费需求快速增长的趋势，供给体系不相适

应的矛盾不断凸显，“有需求缺供给、有供给缺质量、有质量缺品牌”等挑战相当严峻。

◆ 破解消费需求增长与消费供给不相适应的结构性矛盾，关键在于适应消费结构的新变化推动

投资结构转型。在坚持“三去一降一补”的同时，促进消费结构与投资结构的动态平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

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

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随着

居民消费结构的快速升级，推进服务业市场全

面开放，不仅是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需要的一

个重大举措，也是进一步扩大开放、推动自由

贸易进程的重大举措。

一、消费结构发生历史性变化，我国开始进

入消费新时代

从过去几年的情况看，我国消费不仅在规

模上快速增长，而且在结构上呈现转型升级的

态势。其中，服务型消费全面快速增长成为我

国消费结构升级的一个突出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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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服务型消费需求全面快速增长，消

费结构持续升级

我国开始进入消费新时代，老百姓在健

康、医疗、文化、旅游、教育、信息等方面的

服务型消费需求全面快速增长，已经成为人民

对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内容。

2017 年，我国居民恩格尔系数为 29.3%，

首次低于 30%。其重要原因在于，服务型消费

需求较快增长。初步测算结果表明，2013年至

2016年，我国居民人均服务型消费支出年均增

长10.2%，其中城乡居民人均服务型消费支出年

均增速分别为 9.3%和 10.8%。在消费支出结构

中，2016年城镇居民服务型消费支出占比达到

45.5%，比 2013 年提高了 2 个百分点，年均提

升0.5个百分点左右。普通民众从实际生活中也

可以感受到，即便是传统的物质产品，其生产

和最终消费环节也开始嵌入越来越多的新型服

务，个性化、高端化的趋势明显，这与传统消

费有明显区别。

未来几年，我国城乡居民消费结构仍将保

持快速升级的态势。在城镇，按照城镇居民服

务型消费每年增长1.5至2个百分点估算，预计

到2020年我国城镇居民的服务型消费支出将达

到50%左右；在农村，如果城乡一体化速度加

快，基本公共服务总体实现，到2020年我国农

村居民的服务型消费支出有可能接近40%。综

合判断，到 2020 年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

服务型消费将占我国居民消费的半壁江山。

（二）消费升级拉动消费增长，市场规

模明显扩大

进入消费新时代，我国消费规模在持续扩

大。2013年至2017年这5年，我国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平均增长11.39%。2017年，我国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36.6万亿元，当年的消费

增量为3.4万亿元。近几年，我国扭转了消费率

不断走低的态势，2017 年最终消费率达到

53.6%。消费增长带来的投资不断增长，带动中

国市场的不断扩大。

进入消费新时代，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明

显提升。2017 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58.8%，比2012年提高3.9个百分点，连续第4

年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引擎；国内贸易就业人数达

到1.92亿人，比上年增长约10%，占全国就业人

数比重接近四分之一，成为吸纳就业的主渠道。

估计到2020年，我国的消费规模将达到45万至

50万亿元，最终消费率将达到55%至60%，消

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还将明显提升。

从各方面情况看，13亿多人消费规模的扩大和

消费结构的升级，不仅成为我国经济转型发展

最大的优势，也成为我国扩大内需、应对贸易

保护主义挑战的立足点。

二、消费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

消费对增长的贡献率不断提升。2017年我

国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8.8%，估计到

2020 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超过 65%。

在一些区域，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更为明

显。例如，2016 年海南省最终消费率达到

61.6%。消费已经成为我国新时代拉动经济增长

的主要推动力。走向消费主导的经济增长，既

是一个基本格局，也是一个发展趋势。消费是

经济增长的目的，也是增长的动力。在消费与

生产上，消费是生产的生产。从根本意义上

说，经济结构变革的基础在于消费结构变革；

投资增长的基础在于消费增长，这既包括实际

消费，也包括潜在消费。因此，我国正在发生

的产业变革与产业升级，是同消费结构升级紧

密联系在一起的。在讨论产业变革、经济增长

时，首要对消费在发展中的作用要有客观判断

和理性分析。

消费升级给经济发展带来机遇与挑战。随

着服务型消费需求的全面快速增长，以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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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消费为主的新型消费成为拉动产业变革、

商业模式变革的主导力量，对我国经济增长

与产业结构变革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例

如，海南作为全国的后花园，国内外游客对

海南的需求主要体现在健康医疗、教育、文

化、体育娱乐、生态环境、信息等服务型消

费领域。适应服务型消费需求快速增长，需

要相应的服务型产品、生产体系和人才保

障。同时也要看到，在全国对海南服务型消

费需求全面快速增长的趋势下，海南在服务

型消费产品的供给服务体系、服务标准、人

才供给等方面严重短缺，成为一个突出矛

盾。在拥有优良生态环境和良好硬件的基础

上，如何适应国人对服务型消费产品的需

求，提升服务型消费的标准和供给质量，成

为海南改革开放发展的重大任务。

三、消费新时代蕴藏着新产业革命的土壤

消费引领供给，潜在消费引领潜在供给, 消

费革命引领供给革命。我国进入消费新时代，

消费结构升级给新的产业革命和商业革命提供

了丰富的营养，给企业带来新商机，形成了新

商业革命的土壤。

（一）消费新时代催生新供给和新模式

过去几年，一些新商业形态不断涌现，

其基础是消费需求的升级。例如，除了 BAT

外，一些传统的服装厂商，开始用 VR、大数

据等为客户提供定制服务、个性化服务。再

比 如 ， 2017 年 ， 共 享 经 济 市 场 交 易 额 达

49205 亿元，比上年增长 47.2%。其中，非金

融共享领域交易额为 20941 亿元，比上年增长

66.8%。参与共享经济活动的人数超过 7 亿，

比上年增加 1 亿人左右。大家热议的独角兽企

业，2017 年全球 224 家独角兽企业中我国有

60 家。其中，具有典型共享经济属性的中国

企业有 31 家。

（二）消费新时代的新产业革命将快速

推进

依托服务型消费需求的较快增长，我国服

务业结构快速变化并较快发展。2017年，服务

业占比达到 51.6%，比第二产业高出 11.2 个百

分点。预计到 2020 年，服务业占比有望达到

55%以上，形成服务业主导的增长态势。在这

个产业革命的趋势下，新业态还将不断涌现，

新的竞争形态还将不断出现。有些变化，可能

出乎人们的预料。

除了新业态发展外，更重要的是，服务型

消费需求开始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越来越

多的传统制造业正在加快推进其服务化的进

程。例如，制造业服务化成为一个新趋势，由

此形成制造业一场新的变革。例如，海南有条

件率先推进无燃油车产业与相关服务业的发

展，利用岛屿的独特优势，充分利用物联网的

技术，加快新能源行业的变革，形成新的产业

业态。

（三）消费新时代加快以服务业为主导

的产业变革进程

国际经验表明，进入工业化后期的国家和

地区，服务业占比至少要达到 65%左右。例

如，德国之所以成为制造业强国，关键是因为

有“两个 70%”：一是服务业占 GDP 的比重是

70%；二是生产性服务业占服务业的比重是

70%。

从我国实际情况看，与进入工业化后期的

国家和地区相比，我国服务业占比还差10多个

百分点，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占服务业的比重大

概只有 40%至 45%，这是我国制造业“大而不

强”的重要原因。研发、物流、信息、现代金

融等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和制造业升级发展不

相适应的矛盾相当突出。

从这个突出矛盾出发，推动由工业主导向

服务业主导转型是我国进入工业化后期的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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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特别是

在以人工智能为重要标志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

产业变革形成历史性交汇的背景下，我国研发

水平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明显差距。加快研发

等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推动新的科技革命带动

新的产业变革，已成为提升实体经济发展水

平、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所在。

四、深化消费新时代的新供给变革

面对消费结构升级的大趋势，面对新消费

需求日益增长的大趋势，供给体系不相适应的

矛盾不断凸显，“有需求缺供给、有供给缺质

量、有质量缺品牌”等挑战还相当严峻。从现

实看，无论是产业变革，还是商业模式创新，

都需要牢牢抓住消费需求升级这个根本，都需

要以新消费为导向推动新的供给变革。

创新供给体系，加大服务供给。创新供给

体系，加大服务供给要求加大服务业开放力

度，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本进入社会服务领域，

形成有效的供给，满足不断增长的服务型消费

需求。比如，我国老年健康管理服务、老年康

复护理、老年家政服务等产业，每年大约有1万

亿元的产值，但实际为老年人提供的产品与服

务不足1000亿元。优化供给结构，就是要抓住

这个巨大的供给短缺的矛盾，加大有效服务供

给。对企业来说，当前教育、医疗、健康、护

理、个性化、绿色化消费等，都存在巨大市场

缺口，都是老百姓的“痛点”，都是有可能产生

新商业革命的领域。

优化投资结构，加大服务投资。破解消费

需求增长与消费供给不相适应的结构性矛盾，

关键是适应消费结构的新变化推动投资结构转

型。在坚持“三去一降一补”的同时，重要的

是加快推进消费结构与投资结构的动态平衡。

进入消费新时代，在消费结构升级尤其是服务

型消费需求不断增长的趋势下，投资需求将大

幅提升。以健康服务业为例，2016年我国大健

康产业规模为 5.6 万亿元；估计到 2020 年，国

内大健康产业的产值规模有望超过10万至15万

亿元。未来几年，大健康产业将成为企业投资

的“热土”，尤其是民营企业。

推动服务业市场的全面开放。消费供给不

适应消费需求，重要的根源在于服务业市场开

放滞后。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放宽服务业准

入限制”，“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加快服务业

市场开放，扩大服务的有效供给，是消费结构

升级引领投资结构和供给结构升级的重点，是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啃下的“硬骨头”。近

期，我国在推进服务业市场包括外资在内的各

类资本全面开放上，已经出台了一些大的举

措，为企业带来重要的商业机遇。预计这个进

程还会加快，服务业市场开放的力度还会加大。

创新消费市场监管，优化消费环境。在消

费新时代，消费者对消费市场监管的需求日益

增大。比如，在数字经济时代，消费者的隐私

如何保护？消费者的权益如何保障？这些都是

新的问题。新一轮的机构改革，把分散的市场

监管职能整合到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在统

一的监管上迈出关键性一步。下一步，需要针

对消费新时代的新特点，进一步强化消费市场

监管，营造一个安全、放心、便捷的消费环

境，引导消费结构向更加合理、更加绿色、更

加健康和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任何变革，最终都需要通过企业这个微观

主体来实现。在经济转型升级大趋势下，企业

主要不是赢在起点，而是赢在转折点。我国消

费结构升级在过去几年已经在一些领域中形成

了转折点，不少企业抓住了这个机遇，赢得了

发展的市场空间。未来几年，随着消费结构的

持续升级，更多的领域会出现更多的转折点，

希望更多的企业能够抓住机遇，不仅实现自身

的大发展，而且成为引领新商业变革的重要

力量。

（责任编辑：杨 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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