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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领袖 | 盛松成 

消费恢复是今年稳增长的较大挑战。 

7 月 6 日，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在线发布《2022 中国宏观经济形

势分析与预测年中报告》。发布会上，上海财经大学教授、中国人民银行调

查统计司原司长盛松成做了上述判断，他同时提出，促进消费最有效的途

径是加快推进全面复工复产，落实“六稳”、 “六保”。 

 

消费恢复相对较慢。“从 2020 年初武汉疫情后全国经济复苏的情况

看，工业生产和投资在复工复产之后实现了快速反弹，而一年多后消费才

恢复到疫情前水平。”盛松成说。 

相对于制造业而言，服务业受疫情冲击更严重，这是消费恢复缓慢的

原因之一，而服务业是我国吸纳就业的重要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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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3-5 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分别为 49.5%、

47.4%和 49.6%，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分别为 46.7%、40.0%和 47.1%，

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均明显低于制造业 PMI。 

6 月份，我国制造业 PMI 为 50.2%，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4.3%，

分别比上月提高 0.6 个和 7.2 个百分点。盛松成认为，这表明疫情得到控

制，服务业经营明显好转，但并不能由此简单得出结论，认为服务业发展

情况好于制造业。因为 PMI 本质上是一个环比指标，反映了企业经营情况

的边际变化。 

服务业是我国吸纳就业的重要渠道。1978 年至 2021 年，服务业就业

人员占比从 12.2%上升至 48.0%。也就是说，1978 年，100 个就业人口

中有 12.2 人是从事服务业的，2021 年达到 48 人。根据人口和就业统计年

鉴数据，2019 年、2020 年，我国 16-24 岁年龄段青年从事服务业的人数

占比均达 70%以上。 

因而服务业受疫情冲击严重的表现之一，是失业率的上升。去年 9 月

以来，我国城镇调查失业率持续上升，从 4.9%上升至今年 4 月的 6.1%，

5月回落至5.9%。其中，16-24岁青年调查失业率持续上升，5月份为18.4%。 

随着疫情持续发展，不少市场主体面临生存考验，导致消费潜力下降。

盛松成表示，目前居民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都有所减弱。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今年二季度的储户问卷调查结果，倾向于“更多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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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的居民仅比上季增加 0.1 个百分点，而倾向于“更多储蓄”的居民比

上季大幅增加 3.6 个百分点，倾向于“更多投资”的居民比上季减少 3.7

个百分点。 

数据显示，我国居民储蓄大幅上升。今年 1-5 月，居民存款增量高达

7.86 万亿元，明显高于去年同期的 5.22 万亿元，更大幅高于往年同期的

4.62 万亿元（2017-2021 年均值），而居民贷款仅增加 1.33 万亿元，大幅

低于去年同期 3.71 万亿元，也低于近 5 年的平均水平 3.05 万亿元。 

这也就意味着，居民储蓄的意愿很强，但贷款比较少。盛松成认为，

贷款增加较少与疫情冲击下房地产销售下降是有密切关系的。“居民贷款

中超过 50%是住房按揭贷款。” 

盛松成表示，促进消费最有效的途径是全面实现复工复产，落实“六

稳”、 “六保”。 

提振消费有各种各样的方法，包括发放消费券、汽车补贴、家电下乡

等等，但盛松成认为，最根本的途径还在于提高居民收入，改善预期。中

国人特别勤劳，只要有工作机会，就会增加收入、提高消费。所以，要高

度关注市场主体的生存问题，全面实现复工复产、落实“六稳”、“六保”。 

“我国的情况和西方主要国家情况不同，大量发放现金、消费券会受

到各种制约，提振消费的效果也不一定明显，主要还是应通过复工复产、

复商复市、‘六稳’、‘六保’来促进消费。”盛松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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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438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