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财信国际经济研究院 伍超明宏观团队 

伍超明 李沫 

疫情冲击下国内消费需求出现较大幅度下降，如 1-5 月比去年同期下降 13.5%，同

时全球疫情蔓延扩散加剧了世界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和不平衡性，全球需求萎缩严重，

外需面临较大不确定性。在内外部需求叠加冲击下，为实现“六稳”和“六保”，今年 3

月 27 日和 4 月 17 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均明确提出“增加公共消费”，以扩大国内需求

和释放消费潜力。但当前我国公共消费存在总量不足、结构失衡、区域不均等问题，对

消费需求的“挤入效应”有待强化。为此，需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增加公共消费尤其是

社会性消费比例，提高中西部地区的公共消费公平性，缓解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增强经济增长动能。 

一、中国公共消费现状：总量不足、结构失衡、区域不均 

（一）横向国际比较：公共消费率偏低 

公共消费率是公共消费支出与名义 GDP 的比值，是衡量政府部门消费是否合理的

重要指标。世界银行数据显示，1970 年以来我国公共消费率明显低于全球、欧元区和经

合组织国家的平均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见图 1）。同时与主要国家相比较，我国公共

消费率排名亦靠后，如 2009-2018 年期间我国的平均公共消费率（13.7%），不仅低于法

国（23.9%）、日本（19.9%）、美国（15.2%）等发达经济体，也低于巴西（19.4%）、俄

罗斯（18.3%）等发展中国家，仅高于印度（10.8%），说明我国公共消费率在全球处于

偏低水平（见图 2）。 

图 1：主要经济体公共消费率变化情况（%）  图 2：2009-2018 年主要国家平均公共消费率（%） 

 

 

 

资料来源：WDI，财信研究院  资料来源：WDI，财信研究院 

（二）纵向历史比较：公共消费增速呈放缓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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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 

为什么要提高公共消费支出 

——肺炎疫情影响评估（十五）                                                宏观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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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国公共消费增速走势看，1970 年以来公共消费增速与名义 GDP 增速的走势基

本一致，主要原因在于公共消费的资金来源是财政收入，而财政收入尤其是税收收入的

基础是国内生产总值（GDP）（见图 3）。2011 年以来我国步入经济结构转型期，潜在经

济增速进入下行周期，公共消费增速亦随之放缓。 

值得注意的是，公共消费率反映的是公共消费增速与名义 GDP 增速之间的相对变

化，当公共消费增速高于名义 GDP 增速时，公共消费率提高，反之则相反。2011 年以

来公共消费率水平稳步提升，主要原因在于名义GDP增速较公共消费增速下降的更快，

而不是公共消费增速的提高。 

图 3：主要经济体公共消费率变化情况（%）  图 4：主要国家财政支出占 GDP 比重（%） 

 

 

 

资料来源：WIND，财信研究院  资料来源：WDI，财信研究院 

注：澳大利亚为 2015 年数据，韩国为 2017 年数据，其

他国家为 2018 年数据，下同 

（三）支出结构：社会性消费支出不足 

增加公共消费，首先要对其支出结构进行分析。公共消费是政府部门的“消费性”

支出，包括政府自身消费即行政成本，以及社会性消费如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科学

技术支出等。公共消费是财政支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其细项数据难以获取，这里我们

根据可获取的数据，对我国财政支出结构进行具体分析。 

与公共消费率一致，我国公共财政支出比重整体偏低。2018 年我国一般公共财政

支出和广义财政支出（一般公共财政支出+政府性基金支出）在名义 GDP 中的比重分别

为 24.1%和 32.9%，低于全球主要国家 40%-50%的平均水平（见图 4），公共财政支出比

重偏低制约公共消费率水平的提升。 

公共财政支出中，我国公共消费占比相对合理。2018 年我国公共消费在广义财政

支出中的比重为 44.6%，低于日、韩和部分欧洲国家，但高于美国、意大利、法国等国

家，整体水平处在一个相对合理的位置。但值得说明的是，我国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

突出，上述公共消费占比高估可能性偏大。 

财政支出中，社会性消费支出严重不足。社会性消费主要指政府部门在教育、医疗、

社会保障、科学技术等社会公共服务方面的支出。2018 年我国财政的教育、医疗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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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障支出在名义 GDP 中的比重分别为 3.5%、1.7%和 2.9%，与全球主要国家相比，

占比均明显偏低（见图 6-8），导致看病难看病贵、上学难上学贵等系列社会民生问题，

反映我国财政社会性消费支出的严重不足，补短板空间很大。 

图 5：主要国家公共消费占财政支出比重（%）  图 6：主要国家财政教育支出占 GDP 比重（%） 

 

 

 

资料来源：OECD，WIND，财信研究院  资料来源：OECD，WDI，WIND，财信研究院 

图 7：主要国家财政医疗卫生支出占 GDP 比重（%）  图 8：主要国家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占 GDP 比重（%） 

 

 

 

资料来源：OECD，WIND，财信研究院  资料来源：OECD，WIND，财信研究院 

（四）地区分布：支出与经济发展不匹配 

从公共消费率地区分布看，与经济发展并不匹配。我们用支出法 GDP 中政府消费

比重分别计算各省公共消费率水平，计算结果显示 2017 年西藏、新疆、青海、宁夏、

甘肃等西部地区公共消费率水平最高，而经济相对发达的中部、东部地区公共消费率水

平较低（见图 9），说明我国公共消费率与经济发展并不匹配。主要原因在于西部地区经

济发展相对落后，社会福利设施不足，因此中央财政加大了相关省份转移支付力度。 

同时我们计算了各省社会性消费支出占 GDP 的比重，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科

学技术等四项主要社会性消费支出的地区分布，与公共消费率较为相似，呈“西部高、

中部东部低”特点（见图 10）。但值得注意的是，各地区财政性科学研究占 GDP 的比重

均较低，全国 31 个省区市中仅北京、上海的财政性科学研究占比超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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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各省公共消费率分布（%） 

 

资料来源：WIND，财信研究院 
 

图 10：各省各类社会性消费占 GDP 比重（%） 

 

资料来源：WIND，财信研究院 

二、公共消费率偏低和结构性失衡的原因 

（一）“投资拉动”增长模式对公共消费需求形成长期抑制 

我国公共消费率偏低，与长期以来倚重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有关。在拉动中国经济

的“三驾马车”中，投资跑在最前面，拉动作用最有效，发挥作用最大。如 1991-2019

期间，固定资产投资平均增速高达 20.1%，远高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 14.5%的增

速（见图 11）。分时段看，在 1991-2010 年我国经济增长中，投资需求比重呈上升趋势，

是影响经济波动的关键变量，如我国的资本形成率由 1991 年的 35.2%提高至 2010 年的

47%，同期最终消费率却由 61.9%降至 49.3%（见图 12）。2011 年以来，随着经济结构

调整步伐加快，我国经济结构呈现出“消费率提高，投资率降低”的积极变化，但与全

球相比，我国经济结构中“消费需求不足、投资需求偏高”现象依然比较突出，如 2018

年我国的资本形成率为 44%，远高于全球 24.4%的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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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经济增长的“投资依赖症”，主要原因在于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体制、GDP 导

向的干部考核制度、预算软约束的投资主体和赶超发展的意识，这些“非经济因素”的

存在及其形成发展变化，与一国所处经济发展阶段有一定关系。从拉动经济增长的效率

看，由于城乡居民量多面广且个体差异较大，“扩消费”政策见效较慢，因此在 GDP 政

绩观影响下，地方政府财政资金大多数用于“拉投资”，对政府消费形成一定的挤占。 

政府公共消费不足会直接影响公共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供给，无法满足人民日益

增长的公共消费需求，如我国“看病难、看病贵、上学难、上学贵”等一系列民生问题

较为突出，给居民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在一定程度上使居民有钱不敢花，进而对居民

消费需求形成负向的“挤出效应”，直接阻碍了我国消费需求的增长。 

图 11：固定资产投资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  图 12：消费率和投资率（%） 

 

 

 

资料来源：WIND，财信研究院  资料来源：WIND，财信研究院 
 

图 13：2018 年各省人均 GDP 分布（%） 

 

资料来源：WIND，财信研究院 

（二）地区发展不平衡导致公共消费率分布不均 

在“先富共富”的经济梯次推进战略指导下，我国地区经济发展表现出东部沿海地

区经济发展较快，中西部地区发展相对滞后的特征，如 2018 年东部地区人均 GDP 是其

他地区的 2 倍左右，地区间差异较大。我们将各省人均 GDP 地图与公共消费率地区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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