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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当前，全国范围内居民消费升级步伐正在加

快，个性化、多样化、品质化、绿色化和体验化需

求渐成主流，以文化消费、旅游消费、健康消费等

为代表的新消费竞相涌现，快速成长，正在成为消

费领域的新蓝海和拉动地区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在此带动下，2015 年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

速 10.7%，城乡居民消费增速分别达到了 7.1% 和

10%，消费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66.4%，较

上年提升 15.4 个百分点，消费在国民经济构成中占

据了半壁江山，所占比重达到了 50.7%，对稳增长起

到了重要的“稳定器”和“压舱石”作用。

目前，我区正处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

键时期，在投资和出口对经济增长贡献逐渐下降、

新型消费正在成为消费领域新蓝海以及稳定经济增

长新引擎背景下，亟待借力发力，强化消费在稳增

长方面的“基础性”作用和弥补新旧动能转换空挡

的“缓冲器”作用。但从实际情况看，还存在区内

居民“不能消费、不愿消费、不敢消费”，区外居民

“不愿来消费”等堵点和痛点，不能在供需对接中形

成新消费的“凝结点”，从而制约着新的经济增长点

的形成。2015 年全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 8%，

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2.7 个百分点，全区城乡居民消费

增速为 4.7% 和 6.7%，分别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2.4 个

和 3.3 个百分点，尤其是农牧民消费增速较慢，在交

通通讯、教育文化娱乐和医疗保健等服务消费方面

支出占我区城镇居民支出比重仅为 64.1%、70.5%、

80.8%。受消费增长较为缓慢的影响，2015 年我区消

费对经济的贡献率在 40% 左右，较全国平均水平低

20 个百分点左右，消费在地区生产总值总构成占比

仅为 40.3%，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10.4 个百分点。

二、原因分析

居民消费潜力的激发，不能就消费论消费，而

是要跳出消费看消费，把消费放到“生产—分配—

交换—消费”的宏观经济循环中加以考察。造成消

费潜力释放不足，固然有消费习惯和收入增长这个

基础性影响因素，但有效供给不足以及落后的市场

供给方式，这也是当前制约消费潜力释放的关键。

（一）不能消费

首先，供给不能有效对接消费需求升级步伐。

当前消费行为正在从千人一面向个性、多元化的方

向加快转变，城镇居民的消费行为差异化越来越明

显，个性化、多样化、绿色化和定制化需求渐成主

流，消费方式业已由单纯的线下向线上和线下融合

发展转变，但供给还无法及时跟上消费升级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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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居民消费潜力的释放。

其次，新兴消费供给不足。随着人均生产总值

水平的提升，居民消费结构正由物质型消费为主向

服务型消费为主转型，尤其是文化、旅游、健身、

养老、社区服务等方面的服务消费异军突起，消费

潜力巨大。但受发展基础、发展条件和产品服务创

新等方面制约，我区在旅游、信息、文化、养老、

健康和体育等有效供给上存在很大的不足，这既制

约了区内消费潜力的释放，也大大减弱了外部消费

吸引力。

最后，消费拓展方面还存在一定“盲区”与不

足。受农牧区基础设施不完善、市场供应方式落后

以及普惠式消费金融供给不足等因素影响，农牧民

的消费潜力还不能够得到有效释放。同时，在产品

服务质量以及品牌塑造方面也存在一定不足，不能

形成吸引外部消费者来我区消费的有效“黏滞点”。

（二）不愿消费

消费潜力的激发，绕不开“物美价廉服务好”

这些关键性考量，但从目前情况看，还存在并不尽

如人意的方面。

首先，从产品质量方面看，“假冒伪劣”“坑蒙

拐骗”及网络谣言等时有发生，迫使不少消费者不

愿消费或直接出区消费，导致了部分消费需求的外

溢和萎缩。

其次，从产品价格因素看，受综合成本高企影

响，与我区居民生活消费密切相关的“衣食住行娱”

等方面的价格在逐步提高，但在居民收入增速放缓大

背景下，产品价格的上升以及收入的放缓，必然对消

费预期产生一定的打压，不利于消费潜力的释放。

最后，从服务质量看，从满足温饱走向更高消

费层级，消费过程中服务质量对于激发消费潜力至

关重要。但从现实看，满足个性化体验的服务供给

和创新较为缺乏，基本停留在“成本为要、销售至

上”的传统思维阶段，对服务质量的重视和投入还

存在很大不足。

（三）不敢消费

收入是否用于消费，还取决于个人对未来生活

的保障的期望。但从目前看，我区城乡居民社会保

障还存在水平不高和体系不健全等问题。目前我区

公共医疗、社会保障、基础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供

给不足，使得居民储蓄动机长期处于较高水平，不

敢消费。此外，高住房支出也是抑制居民消费需求

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

三、对策建议

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应创新供给

方式，增加有效供给，加快消费新热点的形成，对

新常态背景下打造我区发展新引擎，实现新旧动能

有序转换意义重大。

（一）适应消费升级趋势，培育新消费增长点

一是建议加快制定出台我区新兴消费相关规

划。结合国家和自治区已出台相关意见，总结发达

地区和国家消费热点向落后地区传递规律，建议加

快制定出台新消费方面的总体规划，发挥规划的统

筹和引领作用，挖掘最新消费动向，形成各方合

力，加快培育和形成信息消费、旅游健身消费、文

化娱乐消费、养老服务消费、社区服务消费等新消

费热点。

二是做好消费制度与具体政策的统筹设计。进

一步减少对民营资本和外资的准入限制，打破行业

垄断，尤其是要加快制定和出台全面放开民营资本

进入教育、医疗卫生、养老、文化等短板领域相关

政策及标准。继续在完善财税制度助力消费增长上

发力，除逐步增加消费领域和民生改善方面的支出

比重外，更要走好结构性减税这步“棋”，界定好结

构性减税的规模和对象 , 改善居民和企业支出预期，

促进消费需求增长。此外，要找准着力点，重点包

装和打造国际国内知名文化品牌、旅游企业品牌以

及壮美内蒙古的区域形象，发挥文化和旅游所具有

的巨大的正外溢效应。加快服务业内部“文化 + 旅

游”“文化 + 金融”“文化 + 科技”等新业态融合创

新 , 规范构建专业化、产业化、规模化、连锁化的社

区服务业及养老服务业系，在完善公共服务供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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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掘服务业新动能。

三是创新市场供给方式。借助互联网在提升经

济运行效率和降低成本方面的独特优势，出台相关

政策，加快生产环节的互联网发展步伐，个性化在

线定制新模式，推进新型制造模式服务化 , 撬动新

消费。推进互联网支付体系以及物流、配送体系建

设，支持相关企业依托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技术

手段，健全产品质量追溯体系，建立平台经济商业

新模式，提升消费者购买便捷度和满意度 ；加大对

大型电子商务企业的支持力度，加快信息化基础设

施建设和农牧区网购渗透步伐，进一步丰富并拓展

消费新空间。

（二）健全消费品供给的市场监管协调机制，营

造放心消费环境

完善统一权威的监管体制，严厉打击“假劣伪

冒”产品和“坑蒙拐骗”行为，尤其要加强在食品

安全等关系国计民生重点领域的市场监督，形成汇

集工商、质检、食品药品监管、农林等多个部门力

量的流通市场监管立体网络。实施“质量强区战略”

和“标准化三年行动计划”，强化价格监管，确保市

场价格总水平与居民收入增长速度相适应，全力消

除价格垄断、价格欺诈等不良现象发生，重点公开

食品、药品和旅游欺诈等重大经营违法事件处理、

惩治过程和结果。借助于媒体和网络力量，构建更

加完善的消费者保护体系和商业诚信记录，探索建

立产品或企业红黑榜制度，并配套相应的奖惩制

度，为激发消费营造良好的环境。

（三）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升公共服务供给效率

要加快推进公共服务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提高公共服务供给质量和均等化水平，进一步推进

流通和服务设施的便利化，重点加大对城市内部和

农村内部低收入群体在居民服务设施、信息基础设

施、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的财政支出力度。扎

实做好城乡低保、自然灾害生活救助、疾病应急救

助等工作，缓解基层劳动者、普通白领等非托底阶

层生活负担过重问题，激发消费升级原动力。要尽

快改变居民住房消费透支现象，坚持“房子是用来

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的这一定位，从土地供应、

住房供应、价格和信贷调控等方面综合施策，加快

建立健全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长效机

制，改变因购房而挤占其他消费的问题，为激发居

民消费解除后顾之忧。

（四）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增强消费能力

加快落实“七大群体增收计划”，倡导机会公

平与物尽其用的发展理念，将技术、管理、劳动、

资本等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作为重点，加快完善和

出台本区域技能人才、新型职业农民、创新型科研

人员、中小创业者、企业家、基层公务员、有劳动

能力等群体的收入分配激励政策，不断培育和扩大

新中产，提升消费原动力。加快破除农牧区土地制

度、户籍制度、金融制度对要素流动的阻碍与束

缚，加大探索农牧民以土地、草场、劳动力等形式

入股，推进农牧区股份合作社改革，增加股份的财

产性收入。深化农牧区产权制度改革，以土地（草

场）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房屋产权为重

点，扩大用益物权，增加农牧民财产性收入。大力

倡导农村集体产权股份制改革，把农村集体产权量

化到户、到人，使农民可以按股权来分享集体经营

的收益，从体制上释放农牧区居民的消费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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