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连平：内需能否有效恢复取

决于两大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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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领袖 | 连平 

在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下，尽管受疫情反复冲击影响，2022 年中国经

济依然保持相对平稳的运行。2023 年中国经济能否真正加快恢复步伐取决

于内需是否转暖，而消费和房地产则是两大关键。这两大关键因素不仅关

系到短期经济运行，还与经济中长期高质量发展息息相关。 

 

1、提振消费是扩大内需第一要务 

作为战略基点，坚持扩大内需对于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有着十分重要

的意义。随着近年来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步伐的加快，固定资产投资对内需

的提振作用逐步减弱，扩大内需需要更多向依靠消费进行转变。2010 年至

2021 年，除去个别年份，最终消费支出对于 GDP 的贡献率保持在 55%-69%

的区间内，平均贡献率为 53.9%，均大于资本形成，表明中国内需增长已

逐渐向以消费为主要拉动力的路径上转变，只有有效扩大消费才能更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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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内需。2022 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着力扩大国内需求，并强调

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有鉴于此，激发消费活力、挖掘消费

增长潜力、提振和扩大消费需求是 2023 年推动经济快速恢复的首要任务。 

2022 年，由于疫情的反复冲击，消费增长出现断崖式下滑导致全年经

济增长受到较大影响。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同比下降 0.2%，GDP增长 3.0%，

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和净出口的贡献率分别为 32.8%、50.1%和 17.1%，

分别拉动 GDP1.0、1.5 和 0.5 个百分点。其中最终消费 32.8%的贡献率不

但仅为 2021 年 65.4%的一半，甚至比平均 53.9%的水平也少了 20 多个

百分点，还是有数据记录以来仅次于 2020 年的历史第二低位。消费贡献

率创下的次位也直接带动经济增长创下次低水平。 

在疫情政策优化和消费支持政策持续加大力度并落地的情况下，2023

年消费有望显著回升。但复苏程度还面临较多不确定性，需要政策在多个

层面加力。当前各地促消费政策仍旧集中在发放消费券上，因此建议有关

部门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考虑制定政策。 

一是继续推行汽车购置税减免、购车补贴、降低车贷利率和以旧换新

政策。 

二是鼓励和支持平台经济，带动线上消费和新消费。 

三是对服务性行业给予有效支持，对商家可加大减税降费力度、延长

缴税和还贷期限；对顾客可设计相关金融优惠活动，如消费返利、满减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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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优惠观影和加油以及旅游消费抵扣等。 

四是继续做好中小企业在疫情后期的纾困工作。对于遭受疫情冲击较

为严重的企业，可考虑出台临时性的员工工资补贴政策，将部分财政资源

适当地用于企业员工薪酬保持方面，既能减轻企业负担，又能增加居民可

支配收入。 

五是加大居民消费需求提振的支持力度。多措并举保障就业和增加收

入，鼓励灵活就业并提供社会保障。消费券的发放范围可进一步扩大和发

放方式更为多样化之外，对真正困难的家庭给予现金补贴和现金抵扣券。 

2、积极发挥房地产业在扩大内需战略中的作用 

房地产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房地产行业对 GDP 的贡献是显

而易见的。过去 5 年，房地产业产值占名义 GDP 比重年均为 6.8%，直接

拉动 GDP 每年约 0.7 个百分点，房地产投资占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约为

24%。2022 年，房地产投资达到 13.3 万亿，占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例为

23.2%，商品房销售额达到 13.3 万亿，占 GDP 产值的 11%左右，是最重

要的耐用消费品。房地产业还带动了几十个上下游细分行业，包括建筑、

水泥、玻璃、建材、家电、汽车、日常消费、金融等，所有相关领域叠加

占 GDP 的比例可能接近 30%。同时，与房地产相关的贷款占银行信贷的

比重接近 40%，房地产业相关收入占地方综合财力的 50%，房地产占城镇

居民资产的 60%。可见无论是对于扩大内需还是稳就业，房地产行业的稳

定对全局而言都具有十分关键的作用。因此，提振房地产投资和销售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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