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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住消费升级契机 为湖北经济增长助力 

罗 勇 

目前，湖北省居民的消费结构已进入加快升级阶段，新的消费热点开始启动。把握消费升级的契机，消除消费梗阻，不仅

有利于形成新的国内市场空间和经济发展空间，也有利于经济的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 

一、消费结构升级明显加快，以汽车、住宅、通讯为主的消费热点已经形成 

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湖北省居民的消费结构发生了很大改变。消费热点不再集中于单个商品，而开始

向住宅、汽车、通讯、教育等多方面发展，特别是近两年，消费结构升级明显加快，新型消费热点已经形成。 

1、汽车消费成为拉动湖北消费市场快速增长的重要支撑点。进入 2003 年以来，汽车消费异常火爆。据对全省限额以上批

发零售贸易企业统计，2003 年湖北全年零售汽车 3858 辆，比上年增长 2.2 倍；其中，轿车零售 2526 辆，增长工 2.4 倍。全省

汽车类实现零售额 43714 万元，比上年增长 9.2 倍，并且每个月增幅均在几倍以上。汽车消费的高速发展，刺激了汽车投资和

生产的增长。2003年全省汽车工业完成投资 41.91亿元，增长 77.3%；全省轿车产量达到 17.16万辆，居全国第四位，增长 39.1%。

同时带动了汽车维修、汽车租赁等相关产业的发展，毫无疑问，汽车消费成为湖北 2003年主导型消费热点。 

2、住宅消费带动相关产业快速发展。近年来，随着居民收入增加，购买住房、改善居住条件，成为很多居民生活的重要目

标，住宅消费形成了日益升温的消费热点。2003 年湖北的住宅销售额为 147.35 亿元，比 1998 年增长了 2.1 倍，其中售给个人

达到 137.41 亿元，增长了 3.6 倍；私人购房比重由 1998 年的 63.7%提高到 2003 年的 93.3%。另据抽样调查，2003 年末全省城

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 26.3平方米，82%的家庭住房为一居室以上楼房；51.1%的家庭对房屋进行了装修。住宅消费的持续升

温带动了消费市场中建材、家具等相关产品的快速增长，并且重新刺激了已趋于平淡的家电市场。 

3、通讯器材销售大幅增长。随着通讯费用降低，手机新款不断推出，手机消费成为 2003年又一大消费热点。据统计，2003

年全省限额以上批发零售贸易企业通讯器材类实现零售额 4.77 亿元，比上年增长 91.1%。其中，移动电话机零售量达 14.88 万

部，同比增长 2.5倍。另据抽样调查，2003 年末，全省城镇居民每百户拥有移动电话为 68部，同比增长 29.6%。手机已由奢侈

品成为居民生活必需品。 

二、消费升级对经济发展起到重要的拉动作用，为经济增长提供巨大空间 

l、消费结构升级推动了我省产业结构升级。从湖北省经济运行与消费结构升级的轨迹看，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转型，不仅

推动了产业结构升级，而且对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助推器作用。在目前消费结构转变中，增长最快的是教育、文化、

交通、通讯、住宅、旅游等与之相联系的消费，尤其是 IT产业相联系的消费在一定时期内增长将最为迅速。2003 年末，全省城

镇居民每百户拥有家用电脑为 26台，同比增长 23.5%。因此，从很大程度上讲，居民网络消费的剧增，大大推动了我省 IT产业

的腾飞。汽车、住房的消费带动了众多相关产业的高速发展。据有关资料表明，汽车业能带动钢铁、电力、机械、电子、橡胶、

服务等 156个相关产业的发展，住宅业能带动 45个相关产业的发展。可见，汽车、住房消费的拉动作用范围大、层次多，与社

会生产和人民生活关系密切，可以真正产生突破一点、收获一片的效果。 

2、消费升级促进了第三产业的发展。居民对服务性消费需求不断上升，居民消费支出逐步向服务性消费领域分流，家庭服

务社会化趋势更加明显。2003年全省城镇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 1608 元，占消费性支出比重为 27.0%。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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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增加服务性支出将是居民消费支出的重点。生活方式的变化，个性化的时尚生活带来了第三产业层级变革。

新兴的文化休闲产业，也对我省第三产业的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消费结构的升级，带动的将不仅是投资结构和生产结构

的变化。服务业也将迎来一个加速发展的转折点，服务业层次的提升、总量的增加，将是必然的趋势。 

3、热点商品消费对相关产业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从目前消费市场看，消费结构的升级最为明显的是，汽车与住房

两大消费热点已基本形成。 

汽车：近几年，随着私人购车占整个市场的份额迅速提升，汽车销售、汽车维修、汽车金融等汽车服务业快速增长，汽车

产业也得到空前的发展，吸引庞大的社会资金并产生大批新的就业岗位。可以预见，只要汽车消费政策趋于宽松，各项不合理

的价外税费能让消费者基本接受，我省汽车市场的潜力将是巨大的，并将有效地推动我省经济的协调发展。这毫无疑问地表明

以消费升级为主要特征之一的经济新一轮快速增长期正在到来。 

住房：由于住房商品化的推动和居民投资意识的增强，住房消费不断升温，对经济的持续增长起到了重要作用。根据计算，

住宅建设如果增加 10个百分点，有可能带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1个百分点。另外，住宅行业每吸纳 100个人就业，可以带动相

关行业 200 个人就业。随着房改和住房商品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居民用于购买房屋方面的支出将会大量增加；农村居民逐渐富

裕后也将会继续改善居住条件。城乡住房消费热将不仅带动房地产市场的回升，也将推动建材、装饰装潢、家具、家电等商品

的销售，继续充当扩大内需的重要角色。 

三、阻碍全省消费升级的不利因素 

1、收入水平偏低决定消费水平提升缓慢。2003 年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全国排第 13 位。受居民收入水平偏低的

制约，近两年居民消费水平不仅低于发达市及沿海省份，而且也低于中部其它省份和黑龙江、吉林的水平。由于收入制约或对

未来的收入预期不良，导致居民收入未能转化为即期消费而被储蓄起来，消费的拉动作用明显弱化。 

2、消费水平差距大。据抽样调查资料推算，2003年湖北省城镇居民中最高收入户人均可支配收入与最低收入户人均可支配

收入两者相差 8.3 倍，人均消费支出最高的户与最低的户两者相差 4.5 倍。况且中低收入的居民占有的比重最大，而高收入居

民占的比重最小。少部分高收入家庭目前消费已处于饱和状态，房子、汽车、家用电器应有俱有。而多数中低收入家庭，受收

入水平限制，尚无法实现消费规模的迅速扩大。 

3、传统的消费观念和部分改革措施影响了居民的即期消费。从消费观念看，“量入为出”、“节俭第一”、“无债一身轻”

等传统的观念仍然在起主导作用。而且，近些年随着一系列改革措施逐步到位，如养老制度、医疗制度、住房制度、教育制度

等，加快了居民支出的分流，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居民的即期消费。社会保障制度尚不健全，居民收入预期降低而支出预期

增加，抑制了居民的消费热情。 

4、消费环境的不完善制约了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主要表现在；一是购物环境不够理想。在广大农村，连锁超市这种新型

业态还是空白，使得农村居民购买商品尤其是大件商品很不方便。而在城市，组织规范、运作高效的现代商业组织，如连锁店、

超市、仓储式商店等仍显不足。二是基础设施建设落后也限制了居民的消费。在农村，由于电力、道路交通、自来水等条件有

限，居住环境不优等原因，也影响了农民对彩电、冰箱、洗衣机等耐用消费品的消费。在城镇，道路狭窄、车位缺乏、收费过

高、住房拥挤等都在某种程度上制约着人们对私人汽车、新型家电等的消费。 

5、消费体制改革及相关政策调整滞后，居民消费结构升级遇到了制约性障碍。例如，在城镇已有一定数量的居民具备了购

小轿车的能力，但是在旧体制下形成的以“限制公用轿车”消费为主的消费政策还在发挥作用，汽车从购买开始的登记、税费、

保修、保险、停车等一系列问题都大大影响了购买热情。又如，就城市的商品住宅而言，由于长期以来，房地产商在生产、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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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各个环节虚增成本，加上政府征收的各种税费，使商品房价格居高不下，同时在商品房二级市场交易手续繁琐、税费负担过

高，都大大抑制了人们的消费。 

四、培育和促进消费升级的对策与建议 

1、大力发展经济，确保收入增加，促进消费升级。要适应消费需求的扩大和升级，发挥经济优势，挖掘资源优势，根据消

费需求结构变化调整经济结构。湖北省要继续做大做强重工业中的汽车产业，特别是轿车产业。同时，还应向发展轻工业方向

倾斜，加快发展电子工业、医药工业、食品工业等，以满足居民消费质量不断提高的需要。农业发展要以优化品种、提高质量、

增加经济效益为中心，提高农产品加工水平和效益，完善农业产业化经营。还可以通过推进农村小城镇建设，拓展农民的增收

渠道。经济发展了，效益提高了，才能保证财政和居民收入的提高，才能进一步培育和促进居民消费的升级。 

2、调整和完善收入分配政策，不断提高城乡居民的整体收入水平。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是消费结构升级和消费规模扩大的

直接动力。目前，应该增加城镇中低收入者和农民的收入，提高个人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份额。继续提高职工、公务员工

资水平。增加农民收入一方面要积极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大力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另一方面还应巩固税费改革成果，切实减

轻农民负担。同时要采取措施解决目前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问题，加强对高收入阶层个人所得税的征收，缩小收入差距。 

3、进一步增强鼓励消费的政策力度。一是要及时清理并取消限制消费的各种政策和行为，加大消费政策的调整力度，鼓励

发展新的消费热点和消费方式，清理限制性的消费政策，大力促进消费结构的升级活动。如鼓励个人汽车消费的政策，积极培

育住房二级市场，降低居民购车、买房的门槛等等。二是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和发展社会公共事业，增强居民的安全感，改善居

民的支出预期，三是促进低收入群体的收入稳定增长，特别是加大对农民减负增收的支持力度，四是继续整顿市场经济秩序，

改善消费环境，增强消费信心。 

4、尽快建立和规范信用体系，推动消费信贷的全面普及。现在湖北省面临的是以私人住房、私人小轿车、私人现代通讯设

施为特征的消费升级，购买新三件所需要的货币数额比较大，人们往往不可能仅靠现有收入而实现，往往需要借助于借贷手段

来实现。因此，居民消费要达到全面升级，还应借助消费信贷的快速发展。规范和建立信用体系，才能促进储蓄转化为消费，

使居民消费快速升级。特别针对居民不熟悉贷款程序等问题，大力发展代办贷款机构，以减少消费者的“鞍马劳顿”之苦，促

进居民储蓄向消费转化，有效缩短居民消费升级的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