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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的需求动力结构调整研究述评＊

杜　焱
（中南大学 商学院，湖南 长沙　４１０２０５）

　　［摘　要］经济增长的需求动力结构调整是转变一国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体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我国学

者对该领域问题进行了持续关注和研究。通过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需求动力结构现状及演变、需求动力结构对经济

发展影响、需求动力结构合理性评估、需求动力结构 调 整 的 目 标 方 向、需 求 动 力 结 构 调 整 理 论 与 经 验 依 据、需 求 动

力结构变动影响因素及失衡原因、需求动力结构调 整 对 策 等 方 面 的 文 献 进 行 回 顾、梳 理 和 归 纳，并 进 行 简 要 评 述，

为后续开展系统深入研究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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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费、投资 和 净 出 口 常 被 人 们 喻 为 是 拉 动 经 济 增 长 的

“三驾马车”。消费额、投 资 额 和 净 出 口 额 与 ＧＤＰ之 比 或 消

费额、投资额和净出口额相互之比即构成一国特定时期的需

求动力结构。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国 内 学 者 就 我 国 拉 动 经

济增长的需求动力结构调整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以期实

现我国经济在不同的经济增长阶段由消费、投资和净出口三

大需求协调拉动增长。本 文 现 就 国 内 关 于 需 求 动 力 结 构 调

整研究的脉络进行梳理，以期为开展系统而深入的后期研究

奠定基础。

一　经济增长的需求动力结构调整

研究的发展阶段

　　 国内学者对需 求 动 力 结 构 的 研 究，按 研 究 内 容 和 取 得

进展，大 致 经 历 了 三 个 阶 段：一 是 关 注 问 题 阶 段（１９７８—

１９９５）。改革开放以前，我 国 经 济 发 展 处 于 外 部 封 闭 且 物 质

商品极度匮乏的计划经济时代，实践中对需求问题基本不关

注，因而理论界对 该 问 题 研 究 较 少。２０世 纪７０年 代 末，我

国开始实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人们的收入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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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对满足基本生活 需 要 的 商 品 需 求 日 趋 旺 盛，但 受 原 有

生产体系和结构的影 响，产 品 供 不 应 求，结 果 导 致 在 此 时 期

发生了两次（１９８５、１９８８－１９８９）较 为 严 重 的 通 货 膨 胀，并 且

引发了１９８８年 较 为 严 重 的 商 品 抢 购 风 潮。现 实 问 题 的 出

现，开始引发理论界学者对消费需求动力问题的关注。这一

时期关注的焦点主要 集 中 在 总 需 求 大 于 总 供 给 的 宏 观 背 景

下，如何根据消费需求动力内部结构的变化调整现有产业结

构，以期保持供求结 构 平 衡，促 进 经 济 平 稳 增 长。这 一 时 期

代表性学者有魏杰、刘迎秋、彭焕杰、卢鹏等。二是探索研究

阶段（１９９６—２００６）。进入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我国商品供

求基本格局开始发生翻转性改变，由之前的“供给约束”开始

进入“需求约束”时代，消费需求动力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影

响因素。与此同时，受１９９２年 邓 小 平 南 巡 讲 话 鼓 舞 及 中 央

政府放权让利 影 响，民 间 投 资 主 体 和 地 方 政 府 投 资 热 情 高

涨，投资需求在总需求 中 的 比 例 开 始 迅 速 上 升，各 地 区 产 业

结构趋同趋势明显，产 能 出 现 过 剩。在 商 品 贸 易 方 面，由 于

受１９９４年外汇体制改革 及 人 口 红 利 因 素 影 响，我 国 商 品 外

贸一直处于出超状态，外需对国民经济的促进作用越来越重

要。基于我国经济实践层面的变化，理论界学者对需求动力

结构的研究视域进一 步 拓 展，其 研 究 主 要 集 中 在：１）拉 动 经

济增长的消费、投资及 净 出 口 需 求 贡 献 及 其 结 构 演 变 分 析；

２）消费、投资及出口 需 求 动 力 内 部 结 构 变 化 及 其 效 应 分 析；

３）消费需求 动 力 内 部 结 构 调 整 与 产 业 结 构 转 换 关 系 研 究。

这一时期代表性学者 有 董 辅 礽、刘 伟、范 剑 平、程 建 林、汪 同

三、蔡跃洲 等。三 是 形 成 热 点 阶 段（２００７－２０１２）。２００７年

金融危机爆发以后，我国商品出口极剧下滑，外需极度萎缩，

产能过剩的矛盾进一步激化。与此同时，依靠物质资源要素

投入的粗放式经济增长已受到资源和环境的双重约束，经济

增长方式转变迫在眉睫。在此背景下，中央多次强调必须以

改善需求动力结构、扩 大 国 内 需 求 特 别 是 消 费 需 求 的 方 针，

要求促进经济增长由 主 要 依 靠 投 资、出 口 拉 动 向 依 靠 消 费、

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 变，着 力 解 决 制 约 经 济 持 续 健 康 发 展

的重大结构性问题。为响应现实需要，理论界学者围绕需求

动力结构调整问题进 行 了 更 为 深 入 和 全 面 的 研 究。研 究 除

了对第二阶段的主要内容继续深化之外，还主要对以下内容

进行了深入研究：１）需求动力结构的失衡度量及其调整的理

论与经验依据；２）需求动力结构失衡的原因及影响需求动力

结构变动的因素；３）需求动力结构与经济发展的内在影响关

系；４）需求动力结构调整的策略与对策。这一时期代表性学

者有贺铿、江小涓、韩永文、柳欣、吴忠群、吕冰洋、晃钢令等。

二　经济增长的需求动力结构调整

研究的理论观点

　　 通过上述三个 阶 段 的 研 究，需 求 动 力 结 构 调 整 研 究 大

体经历了由零星零散研究到较为全面系统研究，由肤浅初步

探讨到深入仔细研究，由经验事实研究到理论规律研究的过

程。从总体上看，研究的线索主要是基于以下七个方面的问

题展开。

（一）关于需求动力结构的现状及其演变分析

揭示需求动力结构的 现 状 及 其 历 史 变 化 是 研 究 需 求 动

力结构调整的逻辑起点。程建林研究了１９９０－１９９７年我国

最终消费需求、资本形 成、国 外 需 求 对 经 济 增 长 的 贡 献 率 和

贡献度，指出在经济启动和回升阶段，内需主导经济增长；在

收缩调整阶段，外需缓降和稳定经济增长［１］。范剑平测算了

我国１９９７～２００１年投资、消 费 和 国 外 净 出 口 需 求 与 总 需 求

比例变化以及三大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指出该期间经

济增长的需求动力明显由投 资 主 导［２］。江 小 涓 分 析 了１９７８

～２００８年我国经济 增 长 的 内 外 需 结 构 现 状，指 出 内 需 占 总

需求比重超过９０％，对增长的贡献超过８０％，外需对经济增

长贡献不断增加但仍然为辅［３］。史 晋 川 和 黄 良 浩 对１９７８～

２００８年我国经济增长的需求动力结构的总 体 特 征 进 行 了 分

阶段分析，发现投资率 快 速 提 高，缓 慢 回 调，但 阶 段 式 循 环；

消 费 率 稳 步 下 降，偶 有 回 升；净 出 口 率 稳 步 提 升，鲜 有

下降［４］。

（二）关于需求动力结构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关系

探讨

研究需求动力结构调整，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促进经济

发展。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国内学 者 从 多 个 角 度 探 求 了 需

求动力结构与经济发 展 的 关 系，其 中 与 产 业 结 构、与 经 济 增

长平稳性、与经济产出效率等关系问题的探讨成为热点。

１．需求动力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关系

魏杰论述了消费需求 动 力 内 部 结 构 背 离 供 给 结 构 的 三

种表现及危害，并提出适应供给结构的消费需求内部结构调

整的政策［５］。张中华认为 消 费 和 投 资 需 求 动 力 内 部 结 构 不

合理是我国产业结 构 和 投 资 失 衡 的 主 要 原 因［６］。沈 利 生 利

用投入产出模型推导了消费、投资和出口需求动力与三次产

业增加值之间的关系，定 量 探 讨 了 消 费、投 资 和 出 口 需 求 动

力结构的变动对三次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７］。

２．需求动力结构与经济增长平稳性的关系

彭焕杰认为在生产结构不能立即改变的情况下，对消费

和投资需求内部结构进行调节，可以解决短期内资源闲置和

商品短缺并存的状态，调整经济趋向平衡发展［８］。卢鹏认为

面对当前消费需求下降、供给相对过剩导致经济增长增速下

降的困境，不应盲目扩 大 总 需 求，而 应 通 过 财 政 和 货 币 政 策

适时调 整 消 费 和 投 资 需 求 的 内 部 结 构，实 现 经 济 供 求 平

衡［９］。关浩杰研究了需求 动 力 结 构 变 动 与 经 济 波 动 之 间 关

系，发现短期内需求动力结构变动不是经济波动的格兰杰原

因，但在中长期需求动力结构变动却是经济波动的格兰杰原

因［１０］。

３．需求动力结构与经济产出效率的关系

刘迎秋认为我国改革前由于投资和消费需求结构形成了

“逆霍夫曼比例”，因而导致消费品和投资品供给短缺，经济增

长水平低下［１１］。刘伟指出当前我国投资需求增长过快，消费

需求增长乏力，总需求结构性矛盾突出，致使经济增长的有效

性下降、失业率攀升和产能过剩［１２］。谭小芳等刻画了不同的

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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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消费结构在人均消费和人均资本的理论动态模型下对于

经济发展的影响，认为如果投资消费比例失衡，经济系统就很

有可能处在动态无效率状态［１３］。

此外，国内学者对需 求 动 力 结 构 与 区 域 经 济 增 长 差 异、

与通货膨胀、与服务业 发 展、与 转 变 经 济 发 展 方 式 等 关 系 问

题也进行了专门研究。

（三）关于需求动力结构合理性评估分析

对需求动力结构合理性进行评估和判定，是科学调整国

内需求动力结构的前提。目前，国内学者基于不同的判断标

准，对国内需求动力结 构 的 合 理 性 大 致 有 三 种 不 同 的 认 识：

一是认为目前的消费 需 求 偏 低，投 资 需 求 偏 高，需 求 动 力 结

构已经失衡。董辅礽认为近年来我国消费率低下，制约了经

济的长期增长［１４］。杨圣明通过国内纵向和国际横向 比 较 认

为，我国的投资与消费关系已经失衡，需要 及 时 调 整［１５］。晃

钢令和王丽娟将我国 近 年 消 费 率 与 修 正 后 的 钱 纳 里 模 型 所

得出的消费 率 标 准 值 比 较，认 为 我 国 消 费 率 确 实 偏 低［１６］。

二是不认可对当前消 费 需 求 偏 低 投 资 需 求 偏 高 的 判 断。罗

云毅分别就我国消费 率 偏 低 和 固 定 资 产 规 模 偏 高 的 问 题 进

行了阐述，认为仅以国际横向比较认定我国消费率偏低的论

断不科学 ［１７］。同 时 也 认 为 如 果 从 固 定 资 本 形 成 与 储 蓄 平

衡角度分析，我 国 的 固 定 资 产 形 成 率 也 不 算 太 高［１８］。张 军

认为中国居民的消费 支 出 在 住 房、教 育、医 疗 等 众 多 领 域 被

低估、政府的财政支出 难 以 精 确 统 计、固 定 资 产 形 成 被 政 府

高估等因素造成目前社会普遍认为消费率偏低、投资率偏高

的判断［１９］。三是认为目前的需求动力结构的合理性 无 法 判

断。杨春学和朱立认为，从纯理论角度是可以找到一个特定

的积累（投资）率实现经济增长最大化，但是从现实角度力图

寻找一 种 具 体 的 最 优 积 累 率 去 指 导 实 践，却 是 不 切 实 际

的［２０］。贺铿认为在经 济 发 展 过 程 中，投 资 规 模 决 定 于 经 济

剩余能力，并且与资源条件、财政收支和国际收支余缺有关，

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投资率和消费率没有固定的最

佳比率［２１］。

（四）关于需求动力结构调整的目标方向探讨

高天鹏根据当前经济形势，认为增加社会需求规模以及

调整社会供给结构并不能改变市场疲软状态，压缩城镇居民

消费需求和增加农民消费需求才是启动市场关 健［２２］。刘 方

棫和李振明认为在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要通过投资和消费

的良性互动和 循 环 来 实 现 扩 大 内 需，一 起 发 力 拉 动 经 济 增

长［２３］。王秀芳从内需与外需、城乡需求、投资与 消 费 等 需 求

结构不均衡视角提出扩大国内需求、农村需求和消费需求的

调整目标［２４］。韩永文 指 出 我 国 当 前 要 适 当 降 低 投 资 率，提

高消费率，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由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向依

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２５］。

（五）关于需求动力结构调整的理论与经验依据

探讨

１．从现实描述主义视角提出的调整理论与经验依据

曾令华认为理论最优 消 费 率 的 判 断 和 调 整 标 准 是 实 现

资源最优配置、商 品 供 求 结 构 平 衡 和 社 会 总 供 求 平 衡 ［２６］。

贺铿参照历史和国际比较以及投资效率分析，认为在当前条

件下，我 国 投 资 率 应 控 制 在３０％～３５％之 间、消 费 率 控 制

６０％～６５％之间［２１］。蔡跃洲和王玉霞根据 我 国 所 处 发 展 阶

段、受计划经济体制影响程度、经济外向度和消费文化习惯，

初步匡算出我国 合 意 投 资 率 区 间 为４０％～４５％，合 意 消 费

率为５５％～６０％［２７］。

２．从新古典经济学视角提出的调整理论与经验依据

孙烽和寿伟光基于固定相对风险规避效用函数，求解消

费者效用最大化条件解，从理论上推导了最优人均消费值和

消费增长 率［２８］。吕 冰 洋 利 用 代 表 性 行 为 者 的 效 用 函 数 模

型，构造汉密尔顿函数 求 解 最 优 化，从 而 得 到 消 费 和 资 本 的

稳态增长方程。认为如果消费增长率与资本增长率不一致，

那么经济增长会偏离稳定增长路径，也即意味着需要对经济

增长的投资消费结构进行调整［２９］。吴忠群根据生产 和 消 费

的目的，建立无限期产 出 最 优 化 模 型，求 解 出 最 优 消 费 率 的

表达式，为判断 和 调 整 一 国 消 费 率 提 供 了 理 论 上 的 数 量 标

准。同时，利 用 中 国 的 数 据，估 测 了 中 国 的 最 优 消 费 率

为０．８０６［３０］［３１］。

３．从结构 主 义 国 际 比 较 视 角 提 出 的 调 整 理 论 与 经 验

依据

李建伟提出经济需求动力结构演变的共同规律，即在各

国工业化过程中，消费率会相对下降，投资率会不断提高，但

在工业化过程结束后，消费率和投资率将保持基 本 稳 定［３２］。

金三林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投资和消费失衡日趋严重，根

据国内外的发展经验和我国所处发展阶段，投资率一般不应

高于４０％，消费率不应低于６０％［３３］。史 晋 川 和 黄 良 浩 从 世

界各国平均水平、分经济发展阶段和分地区三个视角对世界

各国１９７０－２００８年的需 求 结 构 演 变 规 律 进 行 了 考 察，得 出

随着人均收入增长，投资率呈倒“勺子”形演变，消费率呈“勺

子”形演变，净出口率最终趋向零的演化规律［４］。

４．从计量经济学视角提出的调整理论与经验依据

周泳宏和唐志军利用１９９５－２００７年中国省区面板数据

进行门限非线性回归，考 察 了 在 不 同 的 投 资 率 水 平 下，消 费

促进对经济 增 长 绩 效 的 影 响。结 果 显 示，我 国 投 资 率 存 在

４４％和３６％两个门限值，位于这两 个 门 限 值 以 下，消 费 率 的

提高会加速经 济 增 长［３４］。杨 华 和 陈 迅 运 用 面 板 门 限 模 型，

对地方政府消费支出的最优规模进行了测算，指出地方政府

消费最优支出的 门 限 值 为１９．９３％。当 政 府 消 费 支 出 低 于

门限值时能显著的促进经济增长，高于门限值时能显著的阻

碍经济增长［３５］。

（六）关于需求动力结构变动的影响因素及失衡

原因探讨

１．需求动力结构变动的影响因素

汪同三和蔡跃洲认为 收 入 分 配 对 投 资 需 求 结 构 具 有 重

要影响［３６］。蔡跃洲 和 王 玉 霞 通 过 跨 国 面 板 数 据 实 证 检 验，

经济发展阶段、城市化水平、经济外向型程度、地域及文化传

统、经济体制等 因 素 对 投 资 消 费 结 构 有 显 著 影 响［２７］。李 永

友通过跨国比较分析，在总结需求动力结构演变的一般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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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指出，需求动力结构 变 化 受 到 收 入、规 模 和 经 济 结 构 的 影

响［３７］。张黎娜和夏海勇认为中国人口结构变迁对投 资 消 费

需求结构具有动态冲击效应［３８］。

２．需求动力结构失衡的原因

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 究 院 经 济 形 势 分 析 课 题 组 认 为 导

致投资和消费良性循 环 机 制 失 调 主 要 是 由 于 居 民 消 费 倾 向

下降、收入差距扩大和就业困难降低投资带动消费的乘数作

用等原因造成的［３９］。刘伟和蔡志洲通过对国民资金 流 量 表

进行核算，认为近年来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失衡是当前投资与

消费出现结构性矛盾的主要原因［４０］。柳欣等运用资 产 存 量

－收入流量分析法，从理论上论证了资产存量－流量比例失

衡、收入分配差距拉大与需求结构失衡三者之间存在循环累

积机制［４１］。

（七）关于需求动力结构调整对策的思考

针对经济增长过程中需求动力结构的不合理，国内学者

结合当时宏观经济运行背景，从运用收入分配、货币金融、财

政税收、价格和行政等政策手段提出优化需求动力结构的有

效对策。［４２］乔为国提 出 为 改 变 我 国 投 资 高 消 费 低 的 格 局 需

要从调整收入分配关 系、转 变 政 府 职 能、构 建 并 完 善 金 融 体

系等三个方面入手［４３］。梁媛和冯昊认为我国需求动 力 结 构

存在问题，应通过采取 完 善 收 入 分 配 机 制、改 善 居 民 支 出 结

构、合理引导和发挥金 融 市 场 作 用、推 动 服 务 业 发 展 等 政 策

手段来解决［４４］。王春雷认为可以运用税收总量政策 和 结 构

政策，扭转收入分配失 衡 和 调 节 收 入 差 距，进 而 改 善 我 国 投

资、消费和出口非均衡状态［４５］。

三　经济增长的需求动力结构调整

研究简要评述

　　 综观上述研究，可 以 发 现 国 内 学 者 已 在 需 求 动 力 结 构

调整研究的五个方面达成了基本共识：一是对建国以来拉动

我国经济增长的需求 动 力 结 构 有 比 较 准 确 的 了 解。通 过 统

计描述研究，普遍认为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呈下降趋

势，投资需求对经济增 长 的 拉 动 呈 上 升 趋 势，净 出 口 需 求 对

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有 限。二 是 对 影 响 我 国 需 求 动 力 结 构

变动的原因和因素有比较全面的认识。通过理论分析，普遍

认为经济发展战略、经济结构、收入分配、技术进步、城市化、

工业化、国际化、地域文 化 等 是 引 起 需 求 动 力 结 构 变 动 的 重

要影响因素。三是对需 求 动 力 结 构 失 衡 影 响 我 国 宏 观 经 济

健康运行有比较清醒 的 认 识。普 遍 认 为 需 求 动 力 结 构 失 衡

将引起供给和产业结 构 失 衡，进 而 引 发 总 供 求 失 衡，其 结 果

必然导致经济波动加 剧、国 际 收 支 失 衡、通 货 膨 胀 和 失 业 增

加。四是对我国需求动 力 结 构 调 整 的 方 向 有 比 较 一 致 的 看

法。普遍主张通过内需与外需协调拉动经济增长，尤其是在

内需方面均主张以扩大消费需求，调整投资需求作为需求动

力结构调整的重心。五 是 对 我 国 需 求 动 力 结 构 调 整 策 略 有

比较系统的考虑。普遍提出以收入政策、财税政策和金融政

策为核心，结合价格、外贸、对外投资、行政等政策手段，系统

应对需求结构调整。

总之，现有的研究为以后继续深入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借

鉴，但还存在一些不足：第一，对需求动力结构的合理性评判

缺乏严谨的理论与实 践 依 据。评 判 一 国 需 求 动 力 结 构 是 否

合理，是决定需求动力结构是否需要进行调整的前提。实践

中，学者们根据不同的 理 论 和 经 验 评 判 依 据，对 我 国 需 求 动

力结构的合理性判断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结论，这充分说明学

界对需求动力结构合 理 性 的 判 断 标 准 还 没 有 形 成 科 学 的 定

论。第二，对需求动力结 构 的 调 整 策 略 效 果 缺 乏 模 拟 研 究。

现实中，需求动力结构 调 整 的 策 略 可 能 面 临 多 种 选 择，每 一

种调整策略方案对经 济 增 长 的 影 响 效 果 可 能 完 全 不 同。对

现有的调整策略方案实施的可能结果进行模拟研究，可以取

得最优化决策效果。但 现 有 研 究 只 是 基 于 宏 观 调 整 方 向 的

大体判断，如扩大消费，压缩投资等作出调整策略判断，很少

根据经济系统的作用 机 制 模 拟 研 究 需 求 动 力 结 构 调 整 策 略

的实施效果。第三，对需求动力结构变动的影响因素还缺乏

定量的经验研究。定量 研 究 经 济 系 统 中 各 种 因 素 对 造 成 需

求动力结构变动的影响（包括影响大小和作用方向），是采取

有效政策和手段调整 需 求 动 力 结 构 的 基 础。但 现 有 的 研 究

大多只从理论上分析 了 哪 些 因 素 对 需 求 动 力 结 构 变 动 具 有

影响，没有深入研究影响因素对需求动力结构影响的大小和

作用方向。

为克服上述不足，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需求动力结

构调整研究：第一，进一 步 深 入 探 讨 需 求 动 力 结 构 合 理 性 的

评判依据。确立科学的 评 判 依 据 是 正 确 认 识 需 求 动 力 结 构

是否合理的关键，也是 正 确 开 展 需 求 动 力 结 构 调 整 的 前 提。

我们需要借鉴西方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相关理

论和模型，进一步探讨广为学界所认同的需求动力结构合理

性的研判标准，为开展需求动力结构调整研究扫除前提认识

障碍。第二，加 强 对 需 求 动 力 结 构 调 整 策 略 效 果 的 模 拟 研

究。在把握需求动力结构调整方向的基础上，我们还需要进

一步弄清楚需求动力 结 构 调 整 策 略 各 种 具 体 方 案 的 实 施 效

果，通过比较和选择，实 施 最 有 利 于 我 国 经 济 增 长 的 需 求 动

力结构调整策略和方案。第三，全面系统开展对影响需求动

力结构变动因素的定 量 研 究。需 求 动 力 结 构 变 动 的 影 响 因

素是一种矢量，在全面认识影响需求动力结构变动因素的前

提下，开展对各种影响 因 素 的 定 量 研 究，弄 清 楚 各 种 因 素 对

造成需求动力结构变动的影响大小和作用方向，为我们开展

需求动力结构调整对策研究提供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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