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央行研究：促进消费投资
增长 实现经济平稳高质
量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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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领袖丨央行研究 

本文作者：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课题组 

今年我国经济平稳开局，但受世界局势复杂演变，国内疫情多点散发

等因素影响，经济增长面临的挑战有所加大。应该看到，我国经济增长韧

性强、潜力大，促进消费和投资增长大有可为，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

有改变。近期党中央、国务院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应落实落细支持

实体经济稳定发展的各项政策措施，充分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和投资的关

键作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一、充分释放消费潜力，积极促进消费持续恢复 

消费是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关键环节和重要引擎。今年一季度，我国最

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 69.4%，成为经济增长第一拉动力。我

国有 14亿多人口的超大规模市场，中等收入群体人口超 4亿，人均 GDP

已突破 1 万美元，消费增长空间巨大。当前，受疫情等因素影响，消费特

别是接触型消费恢复较慢。4月 25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释

放消费潜力促进消费持续恢复的意见》，提出了五大方面 20 项重点举措，

通过综合施策释放消费潜力，在“稳”“保”“新”上下功夫，促进消费

持续恢复。 

一是多措并举，应对疫情影响，促进消费有序恢复发展。针对不同收

入水平和消费水平的地区、人群精准施策，有助于释放居民消费潜力，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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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消费新增长点，巩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 

二是通过优先就业、消费补贴、政策保障，稳定低收入群体消费。近

年来，我国就业帮扶长效机制日益健全，减税降费政策提高减免幅度，扩

大适用范围，留抵退税加快发放，有利于加强对低收入群体的就业帮扶，

保障低收入群体基本生活消费。向月收入偏低的群体发放补助，有利于增

强其消费能力。 

三是创新消费模式，发掘新型消费潜力。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数据

显示，截至 2021 年底，我国互联网普及率达 73.0%，网民规模达 10.32

亿，是全球最大、最具潜力的新型消费群体。新型消费基础设施持续推进，

消费场景拓展，线上线下消费有机融合加快，有助于培育壮大智慧产品和

服务等“智慧+”消费，培育消费新业态，拉动新型消费需求增长。常态化

疫情防控增加了线上消费和无接触交易需求，有利于充分发挥新型消费优

势。 

四是大力促进健康养老托育等服务消费。目前，我国进入人口老龄化

发展阶段。深入研究拓展多层次多样化医疗健康服务，加快推进适老化改

造和智能化产品开发，推动智慧健康养老产业创新发展，有利于促进医疗

健康消费提质升级。加快构建普惠托育服务体系，支持社会力量提供多元

化、规范化托育服务，引导市场主体开发更多安全健康的国产婴幼儿用品，

有利于满足托育服务消费需求。2022年 4月 21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

于推动个人养老金发展的意见》，通过税收优惠政策，推动个人养老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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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于完善养老保障，减少居民预防性储蓄，增加当期消费支出，养老金

制度改革对消费的推动作用将逐步显现。 

五是积极挖掘县域乡村消费潜力。2021年底，中国 1472个县的县城

常住人口为 1.6亿人左右，394个县级市的城区常住人口为 0.9亿人左右，

县乡人口占全国人口之比超过 50%。2011-2021年，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

出年均增长快于城镇 3.72个百分点。县乡消费需求旺盛，且提质扩容的空

间很大。建立完善的县域商业体系和消费基础设施，促进渠道和服务下沉，

提升乡村消费的便利性，提升乡村旅游、休闲农业等服务环境和品质，有

助于释放县乡消费潜力。 

二、扩大有效投资，为经济增长提供新引擎 

我国正处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快速发展阶段，

投资需求潜力巨大。扩大有效投资，既有利于应对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又

有利于优化供给结构，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一是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锻长板，增后劲。中国信通院数据显示，

2020 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 39.2 万亿元，占 GDP 比重为 38.6%。新型

基础设施是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的必要前提。通过加大财政金融支

持，聚焦关键领域，加强 5G 网络、数据中心、新一代超算、云计算、人

工智能平台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夯实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引领产业发

展，充分释放投资增长新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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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提升传统基础设施水平，补短板，强弱项。以联网、补网、强链

为建设重点，加强交通、能源、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坚持精准有效投资

导向，采取更有针对性的措施，加强基础设施领域补短板建设，加强城市

基础设施、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夯实城乡稳定发展的基础。 

三是充分发挥市场主体在基建投资中的作用。优化基建投资发展环境，

推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规范发展，更好发挥政府投资引导撬动作用，

充分调动社会投资积极性。拓宽长期资金筹措渠道，通过研究修订相关法

律或制订单独的法规、优化运行机制、加强投资者教育等方式，推动基础

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健康发展，盘活存量资产，形成存量资产和

新增投资良性循环。 

四是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在坚持房地产调控总基调和政策

目标不动摇的前提下，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优化房地产市场供给。

扩大保障性租赁住房供给，综合利用税费手段，加大保障性租赁住房金融

支持力度。健全房地产金融审慎管理制度，因城施策实施好差别化住房信

贷政策，支持房地产企业的合理融资需求。 

五是积极扩大制造业有效投资。我国制造业增加值从 2010年的 13.03

万亿元增长至 2021年的 31.38万亿元，已连续 12年位列全球首位。扩大

制造业有效投资，既对当前稳增长有重要作用，又有利于优化未来产业结

构，增强经济发展后劲。进一步发挥金融在支持制造业方面的积极作用，

一方面支持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推动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424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