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 4

第二十二期 · 2024 年 3 月 24 日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2024 年年会

“持续发展的中国”

全球经济增长趋势专题研讨会

（主题发言一）

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承办的中国发

展高层论坛2024年年会，于2024年3月24-25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

行。3月25日下午举行了“全球经济增长趋势专题研讨会”，其中，

“主题发言一”环节的发言嘉宾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

原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本场会议由国务院发展研

究中心副主任余斌主持。

杨伟民聚焦中国经济，发表了题为“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推动消费从疫后恢复转向持续扩大”的主题发言。他表

示，新冠疫情冲击以来，需求不足特别是居民消费不足问题再次凸显

出来。这既有短期因素影响，也与长期的深层次结构性问题没有得到

解决有关。因此，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宏观政策的主基调就是将

扩大内需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结合起来，促进形成消费持续扩大

的长效机制。围绕形成这一长效机制，国家已经或将在以下七个方面

采取措施统筹推进：

一是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早在2010年国家就提出“两同步、

两提高”的目标，在2010年之后的若干年基本上实现了“两同步”，

但是还没有做到“两提高”，特别是提高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在预期目标中明确提出“两同步”而非“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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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同步”，凸显了国家促进居民收入更快增长的决心和政策导向。同

时，提出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其措施落地后势必会继续降低居民税

费负担，起到促使居民收入增长快于经济增长的效果，进而提高居民

消费占总需求的比重。

二是推进区划和行政机构改革。中央要求党政机关过“紧日子”，

全国正在缩减公务员编制，不少地方在推动行政区划改革等举措，这

些都是为了减少政府的行政管理支出，把节约的费用更多用于社保、

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这样也能显著增强居民的消费能力。

三是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继续

提出促进社会综合融资成本稳中有降，实际上就是要降低金融业收入

占国民收入的比重。目前，有条件继续降低居民（包括企业）的融资

成本，继续降低新发放房贷利率、适度降低存量房贷利率等等，这不

仅会增强居民的消费能力，也会促进住房消费。

四是积极扩大市场化就业。支撑居民消费的是收入，保障收入的

是就业。疫情对就业冲击较大，已经影响到居民收入。尤其是疫情发

生以来，就业格局发生反转，国有经济就业在增加，民营经济就业在

减少。如果要持续稳定扩大就业，就应该恢复到过去的就业增长格局，

在行业规范中兼顾发展与治理，在多重目标中寻求动态平衡，以提振

民营经济发展的预期，促其扩大投资、扩大就业。

五是减少对消费的限制。消费者同生产者一样，也是市场主体。

我们既要坚持不干预企业依法经营的原则，也要确立不干预、少限制

消费的原则。比如对商品房、汽车等的限购政策还需要进一步优化完

善。只有满足不同收入群体的多样化需求，收入才能顺畅地转化为消

费，经济也就能够更加顺畅地循环下去。

六是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住房是居民消费、特别是消

费升级的主要领域，也是最需要统筹扩大需求与结构性改革，统筹短

期政策与长期制度的领域。从人口规模、城镇化进程、生活质量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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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来看，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仍有很大空间。为此，短期要进一步优化

现有的房地产政策，抓好“保交楼”，保民生、保稳定，同时要谋划

涉及长远的房地产新政。而未来房地产新政主要应包含三点：第一，

应系统谋划相关支持政策，既要防风险，也要促发展。第二，应完善

“市场+保障”供应体系，解决好特大城市“夹心层”群体的住房问

题。第三，应改革商品房相关基础性制度，包括财税、金融、土地制

度等。

七是推进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房地产行业的健康发展与城镇

化建设密切相关，这些年绝大多数城市已经放开了户籍限制。但是，

农业转移人口就地落户的意愿还不强，原因就在于他们的农村户口与

农村集体所有制挂钩，户口是拥有承包地、宅基地使用权和集体经济

所有权的基本条件。经过研究，通过身份制度改革来促进他们更快融

入城市，会显著提高我国居民的总消费。

（中国发展出版社 撰稿：吴佳；审稿：杨良敏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 审校：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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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信息--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是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承办

的国家级论坛。论坛秉承“与世界对话，谋共同发展”的宗旨，着眼于对外释放

我国对外开放信号，自 2000 年创办以来，已发展成为服务中央决策和国家对外

经济交往、促进中外企业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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