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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坚持扩大内需，带动经济增长是我国现阶段的重要举措，本文以重庆为例，分析 了最终消费与投资对区域经济增长 

的影响与贡献，提出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提高低收入人群收入水平、优化消费政策组合等扩大扩大内需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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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Contribution of Final Consumption and 

Investment to Chongqing Economic 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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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ongqingAcademy ofSocial Scier,,c~，Chongqing 400020，China) 

Abstract：It is the important act for economic growth that enlarges domestic demand．Take Chongqing as an example，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influence and contribution of final consumption and investment to the district economic growth．The key to enlarge inside demand is to adjust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impove the low income crowd’s income level and optimize the combination of consumption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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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社会总需求对重庆市经济增长贡献分析 

(一)两大国内需求总量及构成情况 

表1 1997年以来重庆 GDP总量构成 

注：增长率按可比价格计算．以各年商品零售价格总指数折算，下同。 

从总量上考察，三大需求要素中，最终消费需求和资本形 

成总额构成了重庆市经济增长的主体，消费需求仍然是拉动 

重庆市经济增长份额最大_的需求。从增量上考察，受西部大 

开发、重庆直辖和国家近几年国债投资对西部倾斜等几大主 

要因素作用，资本形成总额从 1997年的 39．2％上升到 2OO2年 

的49．O％，呈现出快速增长的势头，最终消费率基本上在略大 

于60％的稳定范围内波动，因此，在增量部分，投资需求仍然 

是拉动经济增长份额最大、动力最强劲的国内需求，消费仍显 

动力不足，经济增长动力机制呈现出投资主导型的特征。 

表2 1997年以来重庆市GDP构成比例 

年份 幕一 蔷 

资料来源：据1998—2oo3年《重庆市统计年鉴》计算，下同。 

二、最终消费对重庆市经济增长贡献分析 

(一)最终消费需求的贡献分析 

表3可知，1998年，最终消费对 GDP的贡献度为 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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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献率是 6．3个百分点；1999年由于资本形成增速变缓，最 

终消费对 GDP的贡献度达到 92．3％，贡献率为 6．7个百分 

点；2002年，对 GDP贡献度为 60．2％，贡献率为 9．3个百分 

点。从 1998年到2002年的贡献度数据看到，最终消费对重 

庆市 GDP的贡献处于一种不确定的波动变化中，可见，消费 

需求对经济促进的内在机制仍没有建立起来，消费受不可预 

见因素影响较大。 

表3 1997年以来最终消费需求对重庆市GDP的贡献度分析 

年份 

字 G D、P 最终消费需求 (亿元
、
％) 一⋯ ⋯  。 

增加额 增长率 4总
c．

额
,-L， 

l997 

1998 

1999 

20o0 

20o1 

2oo2 

148． 

162． 

1o3． 

193． 

19o． 

273． 

(二)最终消费需求构成分析 

最终消费是由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两大部分构成的，从 

比例上看，6年间居民消费总额与政府消费总额的比例大致 

为 3．3：l，居民消费占有比较大的体量；从变化上看，居民消 

费占最终消费的比重由 1997年的 81．O％下降到 2002年的 

71．7％，政府 消费由 1997年的 l8．9％上升到 2OO2年 的 

28．3％，政府消费增幅要快于民间消费，民间消费增长依然处 

于不温不火状态。 

根据消费主体的不同，又可以把居民消费分为农业居民 

消费和非农居民消费，1997年二者的比例为 50．7：49．3，到 

2(X)2年变为41．7：58．3，近几年城镇居民生活水平提高要大 

大地快于农村居民，消费力主要集中在重庆较为发达的城镇 

地区，而边远农村农民增收问题，更值得我们思考。 

表4 1997年以来最终消费需求构成 

1997 670． 

1998 678． 

1999 716． 

2000 760． 

20o1 817． 

20o2 8舳 ． 

339． 

333． 

329． 

335． 

36o． 

367． 

330． 

345． 

386． 

424． 

456． 

513． 

156． 

183． 

2o7． 

234． 

260． 

348． 

81．o 

78．7 

77．5 

76．4 

75．8 

71。7 

18．9 

21．3 

22．5 

23．6 

24、2 

28．3 

50．7 

49．1 

46．o 

44．2 

44．1 

41．7 

49．3 

50．9 

54．o 

55．8 

55．9 

58．3 

(三)居民消费结构变化分析 

1．城市居民家庭消费支出构成分析 

表5 城市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消费总平均支出构成(1OO％) 

随着重庆经济水平特别是城市经济水平的进一步提高， 

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相应地有了较大的改观，由表5可以看 

到，重庆城市居民家庭中，个人食品等满足温饱型支出的比 

重不断下降，而医疗保健、交通与通讯、娱乐教育与文化服务 

等一些高档次的消费支出的比重渐渐上升。重庆城市居民 

家庭恩格尔系数由 1997年46．7下降到 2002年38．0，下降了 

8．7个百分点，这反映出重庆城市居民已经由自足温饱型生 

活向追求健康和享受型生活悄悄转变。 

2．农村居民支出构成分析 

表6 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总支出变化情况 (单位：元) 

由表 6可知，在农民历年总支出中，用于生产经营性支 

出占到了个人全年总支出的 1／4多，1997年至 2(X)2年重庆农 

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依次为 65．8、61．3、60．7、53．6、54．1、 

55．8，表明重庆农村居民仍处在努力摆脱贫困向温饱挣扎过 

渡阶段。 

仍需要指出的是，在重庆农民生活消费支出中出现了几 

个小亮点：一是医疗保健支出由 1997年的 40．6元增加到 

2002年的75．9元，增加了 1．87倍；二是交通和通信支出由 

_ 3  7 9  9  3  

— 6  6  7 5  9  

5  3  5  7  2  
一 ∞ ∞ 

～0 ■ 一 

O  1  2 9  5  

— 2  4  2 6  5  
． 舛 

■ 她 啉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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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 23．2元增加到 2(K~2年 80．8元，增加了3．48倍，这说 

明农村居民对自身健康保养和外部信息沟通有了一定的认 

识和较大的需求，但这两部分支出在整个农村居民生活消费 

中所占比重极小，不足以改变重庆农村居民整体生活水平仍 

处于低层次水平这一基本事实。 

三、资本形成总额对重庆市经济增长贡献分析 

(一)资本形成总额的贡献度分析 

由表7可知，1998年，资本形成对重庆市 GDP的贡献度 

为 印％，贡献率为7．2个百分点，2(K~2年，资本形成对重庆市 

GDP的贡献度为 66．7％，贡献率为 1O．3个百分点，比1998年 

上升3．1个百分点，除去 1999年这个特殊年份的影响，资本 

形成对贡献均维持在 65％以上，可见，投资需求是推动重庆 

市经济增长中最活跃、最有力的因素。 

表7 1997年以来资本形成总额对重庆市GDP贡献度分析 

年份 

G D
、

P 资本形成总额 
(亿元、％) ⋯ ⋯～⋯  

增加额 增长率 4施
g．,L 喜 

年份 

资本形成总额 

绝对数(亿元) 比重(资本形成总额) 

固定资本 存 货 固定资本 存 货 

形成总额 增 加 形成总额 增 加 

(二)资本形成总额构成分析 

资本形成总额由固定资本和存货两大部分组成。由表 8 

知，固定资本由 1997年的73．2％增加到 2(K~2年的94．1％，存 

货由1997年的26．8％下降到 2OO2年5．9％，这一升一降表 

明，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重庆市加大 

了国民经济结构调整的力度，企业成为市场的主体，其生产 

由上级指令性计划转变为市场需求导向，产品的供给结构进 
一 步与市场接轨，产品销售率大幅攀升，产品竞争力有所增 

强，产品供给基本上能适应多元化市场的需要。 

四、相关对策建议 

从整体形势看，重庆市区域经济呈现出持续、快速、平稳 

增长的一些特征，要推动重庆经济进入新一轮扩张周期，实 

现区域经济内涵式增长，要密切结合重庆市全面建设小康社 

会和推进“工业强市”战略，在优化消费与投资结构，做强做 

优消费与投资总量上下功夫。 

(一)优化工业产品生产结构，增加有效供给 

抓住重庆市工业结构战略性调整和推进重庆新型工业 

化战略的契机，进一步优化重庆工业产品组合和产品线，切 

实改善供给结构与水平。工业企业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来 

安排生产经营计划，适时淘汰那些长期滞销的产品，采取为 

大型企业配套、贴牌等方式消化过剩的生产。要着眼未来， 

结合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加大技术创新力度和产品研发投入 

力度，不断开发适合不同消费群体需要的、不同档次的消费 

品，使供给结构动态地适应需求结构升级换代的要求，从整 

体上扭转重庆工业生产有效供给不足的状况，这也是实现重 

庆工业经济健康运行的根本途径。 

(二)继续挖掘现有消费潜力与培育持续消费亮点 

首先，近 1O年，世界平均消费水平为78％一8O％，而重庆 

近几年的消费率只维持在 印％多一点，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应该说，重庆最终消费还是有一定潜力可挖的。解决消费率 

偏低的问题要从消费供给本身人手，进一步提高消费率，能 

为经济增长提供有效的需求拉动。如前面对重庆城市家庭 

居民和农村家庭居民所做分析显示，在重庆城市家庭居民 

中，对医疗保健、交通与通讯、娱乐教育与文化服务有了进一 

步的需求，在重庆农村家庭居民中，医疗保健支出和通信支 

出有了一定的提高，因此，当前应着眼于充分挖掘放大这些 

领域的现有消费潜力，从增加医疗保健、通信产品市场投入 

人手，切实提高相应的服务质量和服务区域范围，并考虑重 

庆大部分消费者的承受能力，为消费者营造一个有品质保 

证、价位适中的消费市场，让消费者放心消费，大胆消费，乐 

于消费。 

其次，汽车、住房是当前高端消费的亮点和支撑，当前私 

人购车、购房消费等具有需求弹性大的特点，但是目前重庆 

道路交通、停车场等基础设施落后，购车、用车、购房交易税 

费繁重(如重庆市的停车场收费比全国其它大城市要高)，以 

及炒房等投机气氛的不断上升，造成上述产品供给价格及使 

用维护费用虚高。另外，由于消费体制不配套，现阶段的消 

费体制还是自我积累型为主，消费者的消费能力有限，对上 

述产品的需求受到限制，供求矛盾遏制了汽车、住房等成为 

持续消费热点的势头。鉴于此，要完善相关基础和公共设施 

建设、出台鼓励汽车消费的政策，简化各种繁杂的交易手续， 

对私人购车、购房可考虑实行个人所得税退税政策 ，扩大大 

宗耐用消费品信贷的享受范围；加快培育和发展住房二级市 

场，放宽旧房上市限制，降低交易成本，在需求弹性作用下， 

刺激居民消费大幅增加。 

(三)提高农民和城镇低收入群体收入，增强居民购买力 

收入水平和消费倾向是决定消费需求的两个重要因素， 

扩大重庆消费力量，要从提高农民和城镇低收入群体消费水 

平人手，高收入群体有隐性福利和公款支付消费，使得大部 

分收入转为储蓄沉淀下来，而农民和低收入的城镇居民，具 

有很大的潜在消费意愿和很强的消费倾 向，但支付能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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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能现实地转化为消费能力。因此，在充分挖掘高收群体消 

费潜力，有效稳定中等收水平群体消费意愿的同时，要大力 

提高低收人群体的收人水平：一是推进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和 

农业产业化进程，大力发展农副产品深加工，都市型、生态 

型、观光旅游型农业，切实提高农民增产增收能力；二是多方 

面拓展就业渠道，大力发展劳动密集的都市型轻工业，为城 

市低收人居民和失业者提供再就业岗位，稳定社会就业水 

平，降低失业率，增加收人来源，提高城镇低收人群体收人水 

平，在整体上增强社会居民的消费能力，为扩大内需，实现全 

面小康打下扎实基础。 

(四)推进小城镇化建设，创造新的投资需求和新的消赘 

群体 

据测算，2002—2005年我国城镇基本建设投资年均增加 

500亿元左右，拉动经济年平均增长 0．45个百分点，城镇化 

水平的提高将增加“农转非”居民的消费支出。重庆市在控 

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小城市的同时，应积极推动小城 

镇化建设步伐。城镇化的过程不光是人口集聚的过程，更是 

产业集聚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会有相当一部分投资由本 

地产业吸纳，同时也会带动本地建材工业、食品工业等的中 

间投资需求。重庆正在实施小城镇化战略，着力培育 100个 

经济强镇，要引导乡镇企业有序聚集布局，建立合理的乡镇 

产业体系，完善农村市场体系，推动小城镇经济；要加快改革 

现行户籍管理制度，打破户籍壁垒，推动农民N-'b城镇落户， 

寻找新的就业机会；要建立适应小城镇发展要求的住房、劳 

动就业、教育、医疗、社保制度体系，为小城镇经济消费在新 

层面上创造群体和需求。 

(五)以重大项目策划为引导，加大国债投资拉动力度 

进一步发挥投资拉动的积极效应，要在增量上做文章。 

据重庆市发改委有关部门介绍，目前重庆市有上亿国债资金 

因缺乏新项目而待字闺中。要抓紧研究一批有市场消费潜 

力，社会急需的有效供给型工程，尽快开工一批能够提高技 

术水平、促进产业和产品升级 、注重可持续发展的项 目，积极 

培育一批市场前景好、对经济增长带动强的优势产业发展。 

如针对三峡一期工程蓄水成功，有针对性地在航运、发电、环 

保等领域策划一批新的重大项 目，又如在重庆进人重工业化 

阶段对能源需求逐步上升时，可策划进行大规模的能源基地 

建设，这些不光能够很好消化现有国债资金 ，还能带动其他 

投资与消费的跟进。 

(六)清除消费政策性壁垒，营造良好消费政策环境 

当前各种消费政策来源于供给短缺时期，对新兴消费领 

域多有抑制，应优化各种消费政策的组合。 
一 是加快全面清理传统体制下限制消费的政策，如加快 

个人所得税的改革步伐，特别是调整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和简 

化累进税率，以提高居民实际收入水平，促进各个领域的潜 

在需求转化为现实需求。 

二是整治部分垄断行业乱收费、“搭便车”现象。如清理 

教育行业对义务教育阶段收取的高额择校费、电力部门在国 

家核定电价之外对工业企业收取的种类繁多的杂费等。 

三是扩大公用事业消费优惠政策。如在电力行业推行 

民用峰谷分时电价，降低谷电价格；降低单位新增用电或扩 

大用电量的供配电费和供电工程费用；加快推进对农村电网 

的改造，实行“一户一表、同网同质同价”，切实降低农村居民 

电价，减轻农民负担。 

(七)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调整社会收入分配格局 

加强社会救济力度，消除基本生存方面的政策保护不到 

位现象；对城市居民实施“最低生活保障”，逐步达到“应保尽 

保”，确保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和离退人员基本养老金按时 

足额发放。逐步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提高社会保障费用的 

收缴率。完善医疗保障制度，加快建立多层次、多渠道的社 

会医疗保障体系。在有条件的农村地区，建立农村居民社会 

保障制度，尽快出台农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加快税收体制 

改革，加大税收调节力度，缩小 日益拉大的贫富差距。推进 

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全新分配与激励机制，在国有企业试行 

期权、期股、年薪加延期支付制等新的分配方式。 

(八)加强对市场经济秩序的整顿，营造良好消费环境 

消费环境的改善，特别是市场秩序的净化是稳定和促进 

城乡居民消费增长的重要内容。要加强对重点市场进行定 

期专项整治，采取标本兼治，着力治本的方针，从根本上改善 

市场秩序和消费环境。一是从市场准人、产品质量标准人 

手，继续完善相关法律和行业规章；二是加大行政规章处罚 

力度，严厉打击各种走私骗税、假 冒伪劣、坑害诈骗、虚假广 

告、商标侵权、合同诈骗、金融欺诈、非法集资、不正当竞争等 

扰乱市场秩序的不法行为和违法犯罪行为；三是建立职责清 

晰的市场监管和执法体系，加强市场长效监管机制的建设， 

继续推进企业市场信用体系建设；四是建立企业、中介组织 

和个人信用评级制度，对重合同、守信用的企业要公开表彰， 

对不守信用、不照章办事的企业要依法曝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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