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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建立扩大消费需求长效机制问题

杨 圣 明

内容提要 :本 文在学习十八大精神的基础上 ,从 理论上分析 了为什 么要加快建立扩

大消费需求长效机制的原因,提 出了加快建立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的政策建议 ,并

且指出,深化消费体制改革是加快建立扩大消费需求长效机制的关键和体制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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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
“
十八大

”
报告指出 ,“ 要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 ,加快建立扩大消赀需求 Κ效机

制 ,释放居民消费潜力
”

,“ 使经济发展更多依靠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拉动
”
。这不仅总结了以往的

经验教训 ,而 且指出了今后经济发展的正确方向 ,是 我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指导方针。本

文就此谈几点学习体会 ,欢 迎指正。

一 、为什 么 要 加快 建 立 扩 大 消 费需 求 长效 机 制

为什么要加快建立扩大消费需求 Κ效机制?笔者认为 ,主 要理由在于 :

(一 )消 费是牛产的前提、对象、日的和动力

马克思对消费与生产的辩证关系作过精辟分析 ,明 确指出消费是生产的前提、对象、日的和动

力。他写道 :“ 消费创造出新的生产的需要 ,也 就是创造出生产的观念上的内在动机 ,后 者是生产

的前提。消费创造出生产的动力 ;它 也创造出在生产屮作为决定 目的的东西而发生作用的对象。

如果说 ,生 产在外部提供消费的对象是显而易见的 ,那 么 ,同 样显而易见的是 ,消 费在观念 上提出

生产的对象 ,把它作为内心的图像、作为需要、作为动力和 日的捉出来。消费创造出还是在 主观形

式上的生产对象。没有需要 ,就没有 F{∶ 产。而消费则把需要再生产出来。
”。马克思在这里阐明的

消费与生产辩证关系的规律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条永恒规律。它是人类社会各个阶段上的共同规

律。当然 ,它在不同阶段 L的作用程度与形式都有各白的特点。在我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过程屮 ,

必须尊重这条规律 ,并按照它的要求办事 ,更充分地发挥消费对生产、对整个同民经济的促进作用。

列宁特别强调了消费在社会主义社会的作用。他写道 :“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为 r消 费而有

计划组织生产的大消费合作社
”
。。

“
只有社会主义才可能根据科学的见解来广泛推行和真正支配

①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8卷 ,第 15页 ,人 民出版社 ⒛。9年版。

《列宁全集》第 9卷 ,第 356页 ,人 K出 版社 19ˉ L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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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宀宀的社会 -寸 ;产 和分配 ,也 就是如何使全体劳动者过最美好、最幸福的生活。只有社会主义才能

实现这一点。我们知道社会主义应该实现这一点 ,而 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困难和全部力量 ,也 就在

于了解这个真理。
”。我们党充分 F解这个真理 ,并 用 于指导实践。1954年 ,周 恩来总理在第一属

个同人K代 表大会上所做的《政府T作报告》I{l指 出 :“ 社会主义经济的唯一 目的 ,就在于满足人民

的物质和义化的需要
”
。1956年 ,党 的

“
八大

”
通过的党纲中规定 :“ 党的一切T作 的根本 目的 ,是最

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需要
”
。几十年过去了 ,党 的

“
十八大

”
仍然这样要求

全党 ,把 人民的消费需求作为党的战略基点。

(二 )在 扩大消费需求问题上 ,以 往忽冷忽热 ,缺 乏 K效机制

扩大消费需求问题是在 1998年 东亚金融危机时首先提出来的。这次金融危机使中国的对外

贸易出现 了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次下降。1998年 比上一年 ,外 贸进出 口额 由 3251.6亿 美元降至

3239.5亿 美元 ,降低 0.4个百分点。其巾 ,出 口额由 1827.9亿 美元增至 1837,1亿 美元 ,增 加 0.5

个百分点 ,而进凵额则由 1123.7亿美元降至 1402。 遮亿美元 ,减 少 1.5个百分点。国内社会消费品

零售额 ,1998年 虽然名义上增 κ 6.8%,但 如果扣除物价上升因素 ,实 际并没有增加。国内外贸易

表明 ,中 国的外需与内需都处于休眠 (不振、疲软 )状态。针对这个问题 ,中 央提出了扩大内需的政

策。~’ O03年 政府I作报告中又突出强调扩大消费需求的问题。至今已经 10年了 ,这些方针政策

的效果如何呢?消 费水平虽然有屁著提高 ,但是 ,它 仍然明显落后于生产发展的速度 ;在 国民收人

分配屮消费基金增 Κ速度明显落后于积累基金的增 κ速度 ,囚 而积累率呈上升趋势 ,而 消费率呈

F降趋势 ;在 消费基金的分配中 ,政 府消费增长速度快于居民消费增长速度 ,因 而政府消费率上

升 ,而 居民消费率 F降 ;同 世界各国相比 ,我 国的居民消费率 ,不 仅显著低于欧美 日发达国家的居

t1消 费率 ,也 明显低于印度、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越南、南非、巴西等发展中国家的居民消费率②
,

甚至形著低于时界居民消费率的平均数。

对于 L述问题 ,中 罔的学术理论界早已察觉 ,并再三呼吁 ,希望解决。但学术界也有人持相反

意见 ,认 为消费率不低 ,积 累率不高 ,符 合国情。今 日党屮央做出了决定 ,断 明了是非高低。为了

早 目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我 们一定要重视居民消费需求 ,提高居民消费率 ,加 快建立扩大消费需求

的Κ效机制。

(【Ⅰ)木 来屮国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是十几亿居民的生活消费需求 ,这是中国独有的比什么力

茔都强大的经济推动力

△产能不能快速发展?经济能不能更加繁荣?这样的问题在未来的巾国主要取决于是否把

十几亿居民的隹活消费需求放在首位 !果然如此的话 ,那 将形成全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否则 ,

只强调 /l;产 。不革视消费 ,那 就没有市场 ,没 有牛产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居民消费有生存、发展

和享受∷个发展阶段或∷种形态。日前 ,就全同而论 ,我们只是基本解决了生存问题 ,发 展和享受

还说不上。
“
消费主义

`“

消费社会
”
,我 们并不赞同 ,但是居民消费中的发展和享受的内容应当是

提侣的。随莆社会忄产的发展 ,居 民消费将从 日前的以生存为主的阶段发展到以发展为主、甚至

以亨受为主的阶段。党的
“
卜八大

”
提出的城 乡居民收入的

“
倍增

”
计划十分鼓舞人心 ,将促使居民

消费需求
j洱上一个新台阶。

应当指出 ,扩大内需的战略基点 ,既包括对生产建设的投资需求 ,叉 包括生活消费需求。这两种

需求既有联系 ,叉有 l× 别。有的同志往往把二者混淆起来 ,过分强调生产建设需求而轻视生活消费需

0 `列 宁仝集”笫 27卷 ,第
"5贞

,人 民出版祉 1958年 版。

0 2()()9年 中H的 肘 l(消 赀率 足 310%,雨 ∫同年 印度 579%,印 度尼 西 lP561%,菲 律 宾 828%,越 南 63,1%,南 非

6o7%,巴 内 613%.(参 呃㈧家统计局编 :《 H际统计年鉴 2011》 第 ·lˉ 页 ,中 国统计出版社 2O11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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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 ,甚至以牺牲群众的利益而搞所谓的建设。必须明确 ,我们不是为牛产而牛产 ,为建设而建设 ,不论

何种生产、何种建设 ,其最终 目的只能有一个 ,那就是满足亿万居民的生活消费的需要。l,xl此 ,在 制定

生产发展计划尤其基本建设方案时 ,一定要从提高居民生活消费水平出发 ,把居民生活放在苜位。

(四 )忽 视消费、限制消费 ,最 终将导致经济危机

马克思指出 :“ 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 ,总 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 ,

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 ,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

展的界限
”
。① 目前尚未结束的这次经济危机充分证明了马克思这个论断的正确性。发达国家的

居民消费不足及其有限性 ,是 这次经济危机的深刻根源。这个事实给我们的启示是 ,群 众的消费

问题决不是件小事 ,而是治国理政的重大问题。笔者认为 ,必 须尽快建立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

制 ,充 分发挥消费的正向能量 ,以 利国家长治久安。

二 、怎样 加 快 建 立 扩大 消 费 需 求 的长效 机 制

怎样加快建立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本文提出以下几条建议 :

我们反对低消费 ,也不提倡高消费 ,而是主张适度的、合理的、科学的消费。那么 ,适 度、合理、科

学消费的标准或界限在哪里?这既可以从微观消费方面界定 ,也可以从宏观消费方面树立标准。

(一 )微观消费适度、合理和科学的标准与界限

所谓微观消费是指家庭和个人的消费。每个消费者或家庭的消费是否适度或合理 ,要 以收

人、消费、储蓄三者的关系来衡量。从静态上考察 ,收人大于消费 ,并有一定储蓄 ,此 种状态的消费

乃是合理的或适度的 ;从动态上考察 ,收 人、消费、储蓄三者大体同步增长 ,或 者说它们之问的比例

关系保持着一种常数 ,这种状态的消费就是合理的或适度的。按这种标准来衡量我同居民家庭或

个人以往 10多年的消费 ,就会发现存在着严重的低消费与高储蓄的问题。

中国城乡居 民人民币储蓄存款年底余额 唯位 :亿 元

资料来源 ;国 家统计局编 :《 中 l:l统计摘要 ⒛ 12》 ,第 lO5页 。

表 1的资料表明 ,中 国城乡居民储蓄规模很大、增长速度很高。它的增 长速度人人高于屉民

表 ]

年份 年底余额 年增加额 年增 κ速度 (%) 人均储 蓄额 (元 )

73762 d 9130,1 117 5779.5

86910.7 13118,2 178 6766 O

103617.7 16707,0 19.2 8018,3

119555.4 15937.7 15. 1 9197,/l

2005 141051.0 21195.6 180 l0787 3

161587 3 20511 0 11 6 12292 9

17253/l 2 10946 9 68 13O58.0

217885.d 15351,2 26.3 161 )6

260771.7 42886 3 19. 1951O 8

303302.5 4253O.8 16,3 22619 2

313635,9 10333.4 13,3 255O1 5

① 《马克思恩格斯仝集》第 25卷 ,第 泓8页 ,人 民出版社 1971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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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人和消费的增长速度。2011年 比 ⒛01年 ,人 均居民储蓄额增长 3。 4倍 。而同期 ,城 乡居民人均

收入分别增 Κ 2.2倍 和 2,0倍 ,城 乡居民人均消费额分别增长 1.9倍 和 2.0倍 。可见 ,储 蓄与收

人、消费之间的比例关系已不协调、不平衡、不可持续。传统消费理论认为 ,储 蓄=投 资。所以 ,高

储蓄必然形成高投资、低消费。这种问题不仅在近 10年存在 ,即 使改草开放 30多年间都存在 ,只

不过越来越严重。

应当明确指出 ,决 不能把收人等同于消费 ,更 不能把储蓄等于消费。这两种情况在中国的实

践和理论屮都是存在的。网家统计局尤其地方统计部门在年度、季度、月度的报表或公报中 ,往 往

以居民收人增加多少 ,说 明居民牡活消费改善的程度 ;以 储蓄增加多少 ,说 明居民消费提高多少。

收人、消费、储蓄△者之闸既有联系 ,义 有严格的区别 ,决不能混淆。储蓄能不能转化为消费 ,收 入

能不能转化为消费 ,都 要有一定的条件。缺乏必要的条件 ,它 们之间不能转化。条件不具各时 ,储

蓄不仅不能转化为消费 ,还 必然转化为投资。屮国的巨额投资绝大部分都是从储蓄转化而成的。

长期存在的高投资的主要根源在于高储蓄。今后 ,要 形成适度、科学、合理的消费 ,必 须从解决高

储蓄入手 ,深 人研究如何将储蓄更多地转化为消费。

(二 )宏 观消费适度、合理和科学的标准与界限

中同的冂民收人隹产出来之后 ,经过分配、再分配过程 ,最终被用在生产与牛活两方面。用在

△产方面的称为积累基金(义 称投资基金 ),用 在乍活方面的称为消费基金 (又 称福利基金 )。 同家

最高层往往关注国民收入屮积累基金应占多大的比重?消 费基金应 占多大的比重?或者说 ,积 累

率应多高?消 费率应多高?这是关系国家全局的重大问题 ,也 是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核心问题。

它的实质是冂家的钊i产 建设与人民牛活的关系如何进行安排。为了建立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

制 .我 们对同家宏观经济的这个核心问题 ,不 能不特别重视。

屮网近 10年来 ,积 累基金与消费基金的比例关系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的 确出现 F高 积累、低

消费的严重问题 (详 见表 2)。

中国积累与消费关系的变化 (按 支出法计算的 GDP构成 ) 单位 :%表 2

年 份

消费的比重 积累(投 资 )

的比重

货物和服务

净出冂比重^
H

居 民消 费比重 政府消费比熏

2()()0 62.3 16.1 15.9 35,3 21

2001 61,1 153 16, 1 36.5

2002 596 11 () 15 6 37 8 26

20O3 56.9 12.2 117 10 9 22

20()∷ l ;1 刂 刂0 6 13.8 13.0 2.6

2005 530 38,9 11 1 41~5 5.5

2()()6 508 37 1 137 11 7 7,5

2()()7 19.6 36.l 13.5 116 88

2008 186 353 13, 2 13.8 7.7

2009 18 5 3b,1 13 1 172 吐 3

2010 182 31.9 13. 3 48 1 3 7

2011 18. 2 31,9 13 7 吐9.2 2.6

资料来源 :㈧ 家统订 lnJ编 :Ι 屮H统计摘要 2012I,第 36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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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2可 以看出 ,消 费比重 (率 )呈 现明显下降趋势。而相反 ,积 累比重 (率 )则 呈现显著的上

升趋势。201l年 中国的消费率之低、积累率之高 ,比 改革开放 30多 年任何时期都有过之。不仅如

此 ,比 1958— 1959年“
大跃进

”
口寸期也更加严重。这不是积累与消费关系的严重失衡叉是什么呢?

这种经济结构难道不需要大大调整 ?

上述问题是什么原囚造成的?简 言之 ,原 LxJ在 于育目追求和扩大投资规模 ,而 忽视投资效果
(投 资效益 )。 让我们进一步说明这个问题。积累率 (又 称投资率 )受 许多社会经济囚素制约 ,其 中

茛接取决于二个 lJxl素 :一 是国民收人总额及其增 K速度 ;二 是积累 (投 资 )效 果 ,即 单位投资 (百 元

或万元 )取得的国民收人新增额 ,又 称投资效果系数 ;工 是消费基金总额及其增长速度。根据以上

这三个囚素 ,可 以写出计算积累率 (投 资率 )的 如下两个公式 :

公式 1:积 累率=国 民收入增长速度÷积累效果 (投 资效果 )

公式 2:积 累率 =(国 民收人总额一消费基金总额 )÷ 国民收人总额

以上两个公式的不同点在于 ,前一个公式侧重从生产领域表明积累率与国民收入总额及其增

K速度、积累(投 资 )效果的关系 ;而后一个公式则侧重从分配领域表明积累率与国民收人总额、消

费皋金总额的关系。① 近 10多年来 ,屮 国学术理论界讨论积累率问题时 ,多 围绕第二个公式争论

是非曲直 ,很 少关注第一个公式。其实 ,屮 国的积累率出现过高的严重问题的根源恰恰在第一个

公式屮 ,即 卣日扩大投资 ,而忽视投资效果 (效 益 )。 本文兼顾这两个公式 ,将 生产与分配结合一起

进行分析。因此 ,下 文将把国民收人与国内生产总值两个指标结合使用。

中 国 历 年 的 固 定 资 产 投 资 效 果 系 数 ,即 每 百 元 投 资 所 换 来 的 国 民 收 人 新 增 额 ,大 致 如 下 :1985

年 70.5,1990年 37。 l,1995年 62.9,⒛ OO年 29.0,2oo1年 17.1,2002年 17.2,2003年 21.6,2004

年 27.5,2005年 2⒌ 3,⒛ o6年 24.5,2oo7年 26.0。 ②
自 2008年 后 ,这 方 面 的 数 据 国 家 统 计 局 不 公

布了。为什么?据个人估计 ,可 能囚为应对金融危机 2009年 注入了过多的投资 ,其 效果大幅度下

降 ,不 宜公布了。为弥补这个缺口,本 文不妨在这里试算一下 (详 见表 3)。

表 3  近几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效果概况

根据上述 的数据 ,将 改革开放 30年

划分两个时期 ,即 前 20年和后 10年 。可

以看出 ,前一个时期的投资效果还是比较

好的 ,而 后一个时期 的情况则令人担忧 ,

尤其 20O9年 的投资效果之低 ,创 造 了历

史的新记录 ,比
“
大跃进

”∏寸代的还低。如

果 2009年 的投资保持 2008年 的投资效果

水平 ,那 么 ⒛09年 同样数额的固定资产

投资所取得的新增 同内生产总值将多出

35805,7亿元 ,使 同内生产总值的增 Κ速

度将高出 10.8个百分点。可见 ,投 资效果好也出 GDP的高增 Κ速度。

经过上述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不 论国民收人 ,还 是国内牛产总值 ,其 增 长速度 ,既 取决

① 有关讨箅积累率的这两个公式问题 ,参 见杨圣明苫 :亻 中㈧式消费模式选择 ),第 88~95页 ,中 闸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9年

版。为迎接中 liJ社 会科学院建院 30月 年 ,该 出版社于 20O6年 叉将该 书币印出版。上述积 累率的计箅公式问题 ,请 见该书第 69~
75页 .

② l+l家 统计 JpJ编 :《
r|⒈闾统计摘要 2008” 第 V页 。该巛摘要》第 216页上写逍 :Ⅱ 田定资产投资效果系数是报告期新增 ltl内 生

产总值与同期田定资产投资额的比率 ,反 映 lY位 同定资产投资额所增加的 Il内 Ⅱ∶产总值的数量 .其计箅公式为 :田 定资产投资效

果系数 =报告期新增㈤内r1i产 总值÷「1期 田定资产投资额
”
。

年份

2008

国内生产总值

新增额 (亿 元 )

18235 1

固定资产  Ⅱ罔定资产投资

投资额 (亿 元)|效果系数(%)

2O09 26857 1 221598,8 ]2.0

2O10 60610.0 278121 9 8

2011 7()050.9 311021,9 22,5

资料来源 :lk椐 《中 闷统计年鉴 2012》 的资料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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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投资规模及其增长速度 ,也 取决于投资效果及其增长速度。国民经济要在两条轨道上前进。如

果今后中国的积累效果 (投 资效果 )有 显著提高 ,那 么取得同样的围民收入或国内生产总值 ,将 会

节省大量的投资 ,有 可能逐步将投资率 (积 累率 )降 至 40%以 内。这样 ,就为增加居民消费基金 ,提

高居民消费率 ,开 辟广阔的天地 ,并 成为扩大消费需求长效机制的坚实基础。只有在这个基础上 ,

才能正确处理积累与消费的关系 ,罔 家生产建设与居民生活的关系。放眼未来 ,鉴 于现代化建设

需要大量资金 ,在 中国梦实现之前 ,中 国的积累率 (投 资率 )宜 于保持在 35%~40%的 区间内。也

就是说 ,积 累率要在 ~’O11年 的基础上降低 10个百分点 ,消 费率则上升 10个百分点。这一点要在

5~10年 内逐步实现 ,决不能毕其功于一役。

(三 )消 费增长速度要以社会劳动生产率提高速度为最高界限

在宏观经济中 ,如 何正确处理消费增 κ速度与社会劳动生产率提高速度之间的关系 ,也 是加

快建立扩大消费要求长效机制的重要问题之一。生产是生活的基础。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 ,必须

建立在社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 ,尤其要以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为前提。否则 ,不 顾生产发展 ,不

考虑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肓 目增加居民收入与消费,最终是难以兑现的 ,可能只是一张空头支票。

中国近 10年来的居民消费水平与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情况如表 砝所示。

表 4 中国社会劳动生产率与全国居民消费水平增长速度比较

年 份

社会劳动生产率 ((iI)ID/劳 动力人数 ) 全国居民消费水平 (消 费总额/居 民人数 )

绝对数 (元 /人 ) 比上年增长(%) 绝对数 (元 /人 ) 比上年增长(%)

2000 13699.O 7.3 3632 8.5

11977.0 9.3 3887 70

2002 16吐 10 4 98 6.6

2003 18530.3 12,7 8.0

2001 21652.5 5032 12 5

2005 25109 8 16 0 5596 5.2

2006 29703,6 18 3 6299 12.5

2007 35389,1 19. 1 7310 16 1

20O8 11815 8 18,2 15.3

2009 15995.1 99 9283 10. 1

2010 52929.3 15.l 10522 13 4

2011 60978 6 15 2 12113 15, 1

资料来源 :㈤ 家统计局编 :《 中㈤统计摘 要 2O12》 ,第 31、 38、 俑 页。本表的数据均按当年价格计算 .

表 4资料表明 ,社 会劳动生产率近 10年 来有显著提高。⒛11年 比 20O0年 ,由 13699元 增长

到 60978.6元 ,增 长 3.45倍 ,平 均每年增 长 14.6%。 分年份看 ,基 本情况属于正常 ,只 有 2009年

比较特殊 ,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突然减速。这是由于当年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 ,国 内生产总值

的增长速度有所降低。从消费方面看 ,全 国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速度 ,虽 然也比较快 ,但 还是慢于

社会劳动 /r产率提高的速度。2011年 比 2O00年 ,全 同居民消费水平由 3632元 提高到 12113元 ,

提高 2.34倍 ,平 均每年提高 11,6%。 将此同社会劳动隹产率提高的速度相比,还 是低了 3个百分

点。这说明低消费的存在 ,消 费有进一步提高的余地。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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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深 化 消 费体 制 改革 是 加 快 建 立 扩 大 消 费 需 求长效 机 制 的关键 和体 制保 证

中同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度和广度是空前的。它不仅包括生产领域、流通领域和分配领域的诸

多体制改革 ,而 且包括消费领域的体制改革。所谓消费体制是指消费领域屮各种消费关系、消费

权益、消费组织、消费安全、消费教育及其运行机制、调控手段、网络布局、信息传递的总称。消费

体制是整个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同生产体制、流通体制、分配体制相互联系、互相制约、

共同发展。任何一种消费都是在一定体制下完成的。消费不仅是个人生活问题 ,而且是在社会关

系中进行的一种经济活动 ,它 必然涉及到与其他经济活动的关系。消费领域中的社会关系 ,即 消

费关系是相当复杂的 ,矛 盾也是很多的。例如 ,政 府消费、集体消费与个人消费之间 ,虽 然在根本

上是一致的 ,但 由于消费的主体不同 ,也存在一定矛盾。在国家的消费基金总额一定的条件下 ,政

府和集体消费多了 ,居 民个人消费必然减少 ;反 之则相反。不同社会群体之问的消费关系 ,不 同地

区之间的消费关系 ,如果处理不当 .也不利于调动积极性。还有时间序列的消费关系 ,即 当前消费与

未来消费的关系 ,近期消费与长远消费的关系 ,等等 ,都必须正确处理 ,以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至于

各种消费者组织、消费安全、消费教育、消费信息以及消费者权益保护等等更是消费体制中的重要组

成部分。中国消费者协会 ,每年组织的
“
3,15” 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活动显示出消费体制的强大生命力。

当前 ,深化消费体制改革的任务是 ,进 一步调整和完善各种消费关系 ,改 进消费权力在不同层

次的配置 ,建 立健全各种类型的消费者组织 ,充 分发挥 巾场机制、财政机制、法律机制在忄活消费

中的调控作用 ,兼顾各方面的消费利益 ,保 障消费者的权益 ,以 促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使 亿万人

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生 活质量 日益改善。在这方面有许多I作要做。本文不可能逐一研究与

分析 ,仅 择其要者谈几个问题。

(— )建立和完善各种类型的消费者组织

在市场经济中 ,一般都实行小政府、大社会的管理模式。大量的社会牛活问题并不是政府包

办 ,而是由居民自主管理。千家万户吃、穿、用、住、行等各种消费行为所涉及的具有共性的消费问

题只能由居民协商解决。而居民是分散的 ,其 生活消费叉千差万别 ,只 有组织起来 ,形 成集体力

量 ,才 能去解决消费者面临的诸多困难问题。因此 ,要 大力倡导和成立各种类型的消费者组织。

这种组织起着上下沟通的中介作用。一方面 ,它 把政府的、社会的要求传达给消费者 ,使 消费者理

解有关精神 ;另 一方面 ,叉 把消费者的要求反映给政府和有关部门、组织 ,帮 助消费者解决困难问

题。消费者组织的这种双重作用 ,可 以化解许多矛盾 ,有 力地促进社会和谐。

改革开放初期 ,1983年 成立 了屮国消费者协会。这标志着中国的消费者组织正式诞生。截至
1986年底 ,全 国有县以上消费者组织 239个 ,其 中 165个 是 1985年 成立的。后来 ,县 及其以上的

行政单位大多成立了消费者组织。这艹ζ组织有的还在开展丁作 ,也有的销声匿迹 ,名 存实亡 ,总 的

看来 ,不 太兴旺 ,远 远低于广大消费者的期望值。究其原囚 ,主要在于这些组织太行政化、官僚化 ,

实际上是行政机构 ,脱离消费者 ,没 有解决好消费者关注的许多切身问题。解决的办法 ,首先要明

确 ,这 些组织只能民办 ,而不能官办 ,要 从
“
国家丁商行政管理局

”
中解脱出来 ,成 为民间的

“
祉团组

织
”
,其 T作人员除少量的专职者外 ,绝 大部分都是志愿者 ;其 活动经费应多元化 ,有 同家资助、社

会捐助等。这种组织只要按章程办事真正为消费者服务 ,声 誉很好 ,其经费不会成大问题。
(二 )大 力加强消费的科学指导 ,提 倡消费义明

人类文明的内涵极其丰富 ,消 费文明是其屮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人都要做文明的消费者。人

的每一种行为都应文明。吃、穿、用、住、行 ,哪 一种行为不需要文明呢?可是 ,在 现实 u界 中 ,不 文

明的消费行为却还不少。应广泛开展消费教育 ,采 用各种宣传、教育方式 ,大力加强消费的科学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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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弘扬消费文明。

1984年 10月 12日 ,《 人民日报》第一版登载了这样一条消息 :河 北省武邑县成立了青年消费

引导协会。该报并为这条消息发表了题为《重视生活方式的变革》的评论员文章。同 日,《 光明 日

报》、《经济 日报》也发表了这条消息和评论员文章。可 见,当 时对消费的引导多么重视 !而今 目 ,

我们应该继续发扬这种精神 ,大 力加强消费指导。

对消费进行指导 ,决不能横加干涉和指责 ,一 定要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实行科学的为群众

所接受的指导 ,切 实尊重消费者的白主权和决策权。其屮包括 :(1)消 费的选择权。要有符合各种

各样偏好和兴趣的可供选择的商品。(2)消 费的安全权。食品、药品、洗涤用品、卫生用品、交通I

具、家用电器等要有安全保证。(3)消 费的信息权。即对商品知识的充分了解 ,坚决抵制假冒伪劣

商品 ,反 对掺杂使假、蒙骗消费者的行为。(4)消 费的反馈权。消费者有权把意兀反映给司法机

关、政府以及I商企业 ,有权要求给予赔偿。(5)消 费者有权无条件退换商品。总之 ,消 费者是
“
上

帝
”
,握有商品生产经营者的生杀大权 ,即 以货币的

“
投票权

”
行使此杈力。

(∷ )进 一步制定和执行有关消费的各种法规

如上所述 ,消 费者的权力是很大的 ,但 是 ,消 费者的不 良消费习惯也必须受到国家的法规约

束。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因此 ,制 定和实施有关消费的各种法规 ,以 保护消费者的利益 ,必 然是扩

大消费需求 长效机制的重要内容。

我国有关消费的专门法规甚少。涉及消费的法规大部分都隐含在I商管理、交通管理等有关

的法规中 ,不便于消费者和消费组织查阅 ,也 没有全覆盖消费领域。鉴于这种情况 ,为 建设法治国

家 ,有 必要按照居民消费的基本要素 (吃 、穿、用、住、行、医以及文化消费中的听、看、说、唱)分 门别

类地制定和实施有关法规。这是国家法律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方面 ,德 、日、法等发达国家

有比较成熟的法规 ,值 得借鉴。即使像生活垃圾怎样处理 ,废 旧电池如何处理 ,这 些看起来是小

事 ,其实大得很 ,都应有专门的法规。法规的可贵之处主要不在如何制定 ,而 在于实行。知法犯

法 ,违 法不究 ,贪赃枉法等行为已严重毒害了社会 ,洱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在消费方面亦是如此。

在食品中掺杂使假 ,有 毒食品满天飞 ,已 使消费者不敢吃饭了。尽管政府△令五申打击这些不法

行为 ,但 效果不佳。主要原囚还是执法不严。要充分发挥法律的威严 ,使 违法者胆颤心惊 ,望 而却

步。让我们为建设法治同家、法治消费而奋斗吧 !

on speeding lUp the EstabⅡ shment of the Persistent Effect

l!、
/1【 echanisΠ I of Expanding Consumer]Demand

YANG shengming(National Academy of Economic Strategy,CΛ sS,10()836)

Abstract:I3ascd on the spirit of18th CPC Nationa1Congress, this paper analyzes why、
ve should speed up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pcrsistent effect mechanism of cxpanding consumer dcmand theorctically, offers

p。 hcy suggcsti° ns of ho、 v to spCed up the estabhshment of the persistcnt effcct mechanism of expanding

consumer demand and points out that dcepcning the reform of consumption systena is the key point and

system guarantee of speeding up the cstabhshment of the persistcnt effect mechanism of expanding

consumer dem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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