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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年来，伴随着中国经济的

崛起，中国内需市场开始

蓬勃发展，内需替代外需

开始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对于

当前中国而言，海外市场拓展空间

有限，贸易差额占GDP比重已经从

2007 年 7.53% 的高峰下降至 2019 年

的 2.94%。单纯依靠外需带来的GDP

拉动作用稳定性较低，净出口对GDP

贡献率在过去 10 年中有 6年均为负

值。与此同时，最终消费支出对GDP

的拉动作用稳步提升，因而转型为内

需主导的经济体，有利于中国经济依

靠庞大的国内市场抵御外部环境的冲

击，充分挖掘内需的潜力已成为未来

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方向。2020 年中国

经济成为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唯一实现

正增长的国家，彰显了中国经济的强

大韧性。但从长期来看，中国经济恢

复的基础尚不牢固，消费需求不足和

需求端大幅度提振不易，要形成“国

内大循环为主体”新格局还面临诸多

问题挑战。

收入差距拉大、中等收入群体过

低以及家庭杠杆率高企势必导致居民

消费意愿和能力不足。与此同时，中

国社会保障体系尚待健全完善，看病、

上学、就业、安居等涉及群众切身利

益的民生短板问题还没有全面有效解

决，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仍不高，

居民扩大消费支出尚面临后顾之忧。

国内居民消费需求的不足，使得中国

经济难以发挥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这

一显著优势，国内大循环的主体地位

则会难以形成。

建议加大需求侧改革和注重需求

侧管理，夯实形成“国内大循环为主

体”新格局的内需基础。要形成国内

大循环的主体地位，必然要求具有一

个更有韧性的强大内需市场。而消费

需求取决于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仅

仅依靠政府消费刺激政策是远远不够

的，只有壮大中等收入群体才能真正

可持续地提振国内消费市场。

首先，进一步切实完善国民收入

分配格局。在初次分配中，要逐步提

高劳动报酬的比重，健全工资合理增

长机制，着力提高庞大的低收入群体

收入。同时，要完善按要素分配政策

制度，多渠道增加中低收入群体的要

素收入。在二次分配中，要围绕壮大

中等收入群体，加大税收、社会保障、

转移支付等调节精准度，提供公共服

务支出效率，切实减轻中等收入群体

的税收负担和后顾之忧。

其次，以降低出口退税率及与民

生相关的进口关税为突破口，汇聚国

内外资源，更大程度地满足中高收入

群体的中高端消费。促进吸引国内居

民将更多的中高端消费留在国内。同

时，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保障

最大的中低收入群体“生老病居教”

的基本民生需要。

再次，通过要素市场化改革来进

一步促进民营经济的大发展，以此促

进社会就业，从而带来中等收入群体

的大扩容。改革要点包括：一是增强

土地管理的灵活性，探索建立全国性

的建设用地、补充耕地指标跨区域交

易机制；二是引导劳动力要素合理、

畅通、有序流动，探索推动在长三角、

珠三角等城市群率先实现户籍准入年

限同城化累计互认；三是加快培育数

据要素市场，知识产权、数据产权的

确权和交易应成为改革的破局点。由

此推动创新资源和先进要素向优质高

科技民营企业加速集聚，激发企业创

新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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