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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总需求角度看各因素对

经济增长的贡献 
    
本文从总需求角度考察了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和出口对总需求增长
的贡献，并将各因素贡献率的变化分解为自增长差异、份额差异和总需求增
长差异。结果显示，消费对总需求增长贡献的提升主要来自总需求增长差异，
是“被动”提升，而投资和出口对总需求增长的贡献则更多来自其自身的增
长，真正起到了对总需求的拉动作用。 

 支出法 GDP 核算容易造成两方面的误解：（1）忽略出口和进口本质上
仍是消费和投资；（2）因高速增长的出口的贡献可能被同样高速增长的
进口所抵消，仅从“货物与服务净出口”观察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有低估出口贡献的可能性。 

 从总需求视角看经济增长各因素：（1）出口对总需求增长的贡献率远高
于传统支出法 GDP 核算的结果。（2）资本形成总额在经济遭遇外生冲
击时贡献明显提升：2008—2009 年资本形成总额的贡献主要体现为固定
资本形成总额，存货变动贡献并不明显；2020 年则存货变动贡献明显增
加。（3）2014—2019 年，最终消费支出再度成为总需求增长的主要贡献
者，基本对应了中国经济的转型。在消费支出中，城镇居民消费是主要

贡献者，其次是政府消费支出，农村居民消费支出贡献依然较低。 

 对各因素贡献率的进一步分解显示：（1）最终消费支出对总需求增长的
贡献率变化主要来自总需求增长差异，即总需求本身增速放缓。（2）资
本形成总额和出口对总需求增长的贡献更多来自其自身的增长，说明资

本形成和出口对总需求增长的确起到了相应的拉动作用。 

 市场对 2023 年的宏观经济预期甚高。主要关注点一是在于消费的修复，
二是在于地产的复苏。但考虑到消费的内生性，在居民收入和预期有实
质性改善前，对 2023 年的消费复苏仍应谨慎看待；相应的，对投资和出

口的贡献仍需重视。 

 风险提示：消费复苏不及预期，国内稳增长力度不及预期，疫情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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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理解“总需求” 

对国民经济核算恒等式的再思考 

众所周知，在支出法 GDP 核算中，GDP 被分为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以及货物与服务净出

口，也即所谓“三驾马车”，有如下国民经济核算恒等式 

𝑌 = 𝐶 + 𝐼 + 𝐸𝑋 − 𝐼𝑀 

从这一 GDP 核算角度看，货物与服务净出口对 GDP 的增长贡献率长期低于另外两项，仅在 2020 年

强于最终消费支出，在 2021 年强于资本形成总额。 

 

图表 1. “三驾马车”对中国 GDP 增长的贡献 

 

资料来源：Wind，中银证券 

 

上述恒等式定义的是国内需求，这也正是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含义。然而，细究起来，最终消

费支出（C）和资本形成总额（I）是从需求的性质或曰最终用途给出的定义；而出口（EX）和进口

（IM）则是从需求的来源地给出的定义，即出口是由国内满足的海外需求，进口则是海外满足的国

内需求。但是，本质上，出口和进口仍然最终要转化为消费和投资。从这一意义看，考察贸易对经

济增长的贡献时，应同时考虑贸易对消费和投资的间接影响。 

此外，“货物与服务净出口”本身是货物与服务出口和进口的差额，高速增长的出口的贡献被同样

高速增长的进口所抵消。例如，在 2002—2007 年，中国的出口增速明显高于同期的社零和固定资产

投资增速，但净出口对 GDP 增长的贡献则低于消费和投资。从这个意义看，仅从“货物与服务净出

口”观察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有低估出口贡献的可能性。 

 

考察出口作用的两个视角 

联立方程模型 

考察出口作用的一个视角是通过联立方程组模型去考察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全面影响，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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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Y 为支出法 GDP，C、I、EX、IM 分别为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商品与服务出口、商

品与服务进口，RR 为实际利率（以一年期国债收益率-CPI 度量），ER 为实际汇率，以国际清算银

行公布的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指数度量。ε、μ和ν为回归残差项。第一个方程为国民经济核算恒

等式，以下依次是消费、投资和进口方程。鉴于中国的出口更多受外需而非汇率影响，出口在方程

组中被设定为外生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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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上述方程，可以计算得出出口对 GDP 的综合贡献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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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算成上面方程组中的系数，即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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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式中，（EXt - IMt）/ΔYt-1 为通常的“货物与服务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α1+β2）ΔEXt/Δ

Yt-1 则是出口所引致的最终消费支出和资本形成总额变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即出口的间接贡献。 

总需求的视角 

从联立方程组视角考察出口作用存在一定的数据依赖性，不同的样本给出的系数不尽相同，因其系

数本质上代表的是平均水平。同时，模型估计等方面还需要满足一定的技术假设。我们用另一种方

式来考察出口的作用。 

货物与服务的进口可以理解为被国外产出满足的国内需求，在国民经济核算中作为国内生产总值的

减项，然而，从总需求的角度看，进口本身也是国内总需求（AD）的一部分，即有如下等式： 

AD Y IM C I EX              

我们可以依据上式分别计算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和货物与服务出口对总需求增长的贡献，

具体计算公式可参见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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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总需求角度看近年来驱动经济增长的因素 

从总需求角度，我们可以重新考察三驾马车对总需求增长的贡献。 

 

不同阶段各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数据处理 

考虑到经济增长更多采用剔除价格因素的不变价增速，而支出法 GDP 仅公布名义值，我们首先对数

据进行处理，将名义值转换为实际值。具体过程如下： 

（1）最终消费支出 

采用 CPI 进行平减。其中，城镇居民消费支出采用城市 CPI，农村居民消费支出采用农村 CPI，政府

消费支出采用 CPI。 

（2）资本形成总额 

资本形成总额分为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和存货变动。前者我们用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平减，固定资

产投资价格指数自 2020 年起不再公布，我们用 CPI 和 PPI 对其进行了拟合，得出了 2020 年和 2021

年的价格指数。后者我们直接采用 PPI 进行平减。 

（3）货物与服务净出口 

我们采用海关总署公布的出口价格指数和进口价格指数对出口和进口分别进行平减。这里的问题是：

海关数据仅包含商品进出口而未包含服务进出口。但考虑到商品贸易的量远高于服务贸易，对此我

们不再做进一步区分。 

结论 

经过数据调整后，我们计算了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和出口对总需求增长的贡献，具体结果

见附录图表 A1，从中可以看到： 

（1）出口在 2002—2006 年是总需求增长的主要贡献者，2007 年的增长贡献也强于最终消费支出，

体现了加入 WTO 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提振作用；此外，出口在 2020 年和 2021 年对总需求增长的贡

献明显提升，尤其是 2021 年，贡献率超过了 35%。总体上，出口对总需求增长的贡献率远高于传统

支出法 GDP 核算的结果。 

 

图表 2. “三驾马车”对中国总需求增长的贡献  图表 3. 存货变动贡献在 2008—2009 年和 2020 年的区别 

 

 

 

资料来源：Wind，中银证券  资料来源：Wind，中银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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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资本形成总额在总需求增长中扮演主要角色的是两个时间段：一是 2008—2009 年金融危机时

期，二是 2020 年新冠疫情最为严重的时期。此外，1998 年尽管资本形成总额的贡献率不及最终消

费支出，但主要是因为存货变动贡献大幅下降所致，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在当年的贡献率依然较高并

超过了最终消费支出。这体现了经济遭遇外生冲击时，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但是不同时间

段资本形成总额的贡献也存在明显区别，1998 年以及 2008—2009 年资本形成总额的贡献主要体现

为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存货变动贡献并不明显；2020 年则存货变动贡献明显增加，对总需求增长的

贡献率超过了 40%。一定程度上，这体现了投资空间的变化，如果说 1998 年以及 2008—2009 年，

中国尚有较为充裕的空间消化基建投资；2020 年，这种空间已经明显发生了变化，因此才会出现存

货投资的明显增加。 

（3）2014—2019 年，最终消费支出再度成为总需求增长的主要贡献者，基本对应了中国经济的转

型。即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扩大，国内消费日益成为总需求的主要来源。而在消费支出中，城镇居

民消费是主要贡献者，其次是政府消费支出，农村居民消费支出贡献依然较低。从中可以看到，政

府消费支出贡献明显上升的年份包括 1997—1999 年、2008—2009 年和 2020 年，体现了财政政策在

经济遭受外生冲击时对提振内需的支撑作用。此外，2011 年之后，政府消费支出贡献率总体上较此

前有所上升。 

 

图表 4. 城镇居民、农村居民和政府消费支出对总需求增长的贡献 

 

资料来源：Wind，中银证券 

 

对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和货物与服务出口贡献率的进一步考察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增长贡献率的变化可能来自以下原因：第一，消费、投资和出口各因素自身增

长导致的对总需求增长贡献变化；第二，各因素在基期总需求中的份额变化导致的对总需求增长的

贡献变化；第三，总需求本身增长率变化导致的该因素对总需求增长的贡献变化。 

为了进一步考察消费、投资和出口各因素对总需求增长的贡献，我们对各项需求的总需求增长贡献

率的变化进行了分解，将其分解为自增长差异、份额差异和总需求增长差异，分别对应上述三种导

致贡献率变化的原因，具体分解方法参见附录。进行上述分解的原因在于，自增长差异导致的对总

需求增长贡献的变化才是需求的真正驱动，而后两者更多是被动的。 

考虑到 2020 年以来疫情对宏观经济的外生冲击，我们主要对比了 2012—2019 年这一阶段。分解结

果显示： 

（1）2019 年与 2012 年相比，最终消费支出对总需求增长的贡献率上升了 17.2 个百分点。这一数据

似乎显示了消费支出正在成为经济增长的驱动。然而，分解后结果显示，这 17.2 个百分点中，消费

支出自我增长的贡献（自增长差异）显著为负，拖累近 36 个百分点；其增长主要来自总需求增长差

异（41.2 个百分点）以及份额差异（12 个百分点）。换言之，这一阶段最终消费支出对总需求增长

的贡献率变化主要来自总需求增长差异，即总需求本身增速放缓。其次是来自总需求增长放缓导致

的三大需求占总需求份额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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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含义在于：消费内生于经济增长。因此，消费对总需求贡献率的上升其实更多来自总需求自

身的变化，即在总需求增速下行的过程中，最终消费支出增速放缓的程度低于总需求本身，从而导

致了其对总需求增长贡献率的上升。 

考虑到消费的内生性，在经济下行阶段，单纯的刺激消费可能收效有限，刺激消费的核心在于如何

改变驱动消费增长的因素，即收入、财富和预期。 

（2）相比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和出口对总需求增长的贡献率变化则是主要来自自增长差异，

其次是来自总需求增长差异，即相对于最终消费支出而言，资本形成总额和出口对总需求增长的贡

献更多来自其自身的增长，说明资本形成和出口对总需求增长的确起到了相应的拉动作用。 

鉴于出口本身受到海外需求的约束，从政策角度，相比消费而言，刺激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效果更为

立竿见影。 

 

图表 5. 2012—2019 年各因素增长贡献率变化的分解  图表 6.最终消费支出增速加速和放缓程度均弱于总需求 

 

 

 

资料来源：Wind，中银证券  资料来源：Wind，中银证券 

 

图表 7. 资本形成总额增速多数年份快于总需求  图表 8. 出口增速在 2011—2019 年弱于总需求增速 

 

 

 

资料来源：Wind，中银证券  资料来源：Wind，中银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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