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發展服務消費有助擴大內需

當下以生存型為代表的實物型消費，已難以滿足一般內地居民的消費需求，以享受型、舒適型和
健康型為代表的服務型消費的比重持續走高。在新發展格局下，服務消費的提質擴容對於增進

民生福祉、促進消費升級、推動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綠色發展是新質生產力的內在要
求，也是高質量發展的底色。綠色生產
力是資源和能源節約、環境友好、人與
自然和諧發展的先進生產力，鮮明特點
就是綠色低碳技術革命性突破、生產要
素綠色低碳創新性配置、產業綠色低碳
轉型升級。深刻理解和把握新質生產力
的綠色內涵，對於增強新質生產力的綠
色發展動能，提升新質生產力的綠色效
能，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促進生態
文明建設，建設美麗中國有重大戰略意
義。

完整準確理解新質生產力的綠色內
涵，需要從新質生產力核心要素的綠色
內涵來認識。新質生產力的勞動者是具
有生態文明理念的勞動者，也是綠色低
碳生活方式的踐行者。每一位勞動者都
深知 「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 的道
理，都希望在空氣清新、環境優美的條
件下工作和生活，也都希望能夠享受綠
色健康的生活產品和服務，這是實現新
質生產力綠色發展的基礎和原動力。

新質生產力的勞動資料不僅是包括
數智化升級的高端精密儀器和智能設
備，也包括低能耗、低排放或零排放的
機器設備和基礎設施。在產業綠色低碳
化轉型中，淘汰高耗能高污染的機器設
備，使用低耗能低排放低污染的機器設
備，加快推進生產資料的低碳化和綠色
化升級，是發展新質生產力的重點和基
礎性工作。

新質生產力的勞動對象既包括新能
源和新材料等物質形態對象，也包含海
量數據和信息等非物質形態對象。其中
以太陽能、風能、氫能、核能、地熱能
等新能源，以及碳納米材料、仿生材
料、光電子材料等新材料，能夠克服傳
統能源、材料儲量不足、不可再生、對
環境破壞嚴重的缺點，有效降低環境負
擔，提升能源和資源的利用效率，實現
節能減排，有助於加快實現綠色發展和
低碳經濟轉型。

發展綠色生產力需要與之相適應相
配套的生產關係。這就需要加快構建促
進綠色生產力發展的體制機制，健全生

產力要素綠色低碳創新性配置體系。要
深化政治經濟體制、科技創新體制、教
育和人才培養、評價機制等體制機制的
改革創新，着力打通束縛綠色生產力發
展的堵點卡點。要建立起支持綠色低碳
發展方式轉型的高標準市場體系、生態
資源創新開發利用機制、生態環境影響
評價和獎懲機制，完善能源和資源環境
要素市場化配置體系，通過政策引領、
技術創新、制度創新、產業升級、發展
碳金融和碳交易市場等多種手段，提高
綠色低碳資源的配置效率，有效促進綠
色生產力發展。

增強新質生產力發展的綠色動能，
要加快綠色低碳技術創新。技術創新是
發展新質生產力的核心和關鍵，而綠色
低碳技術創新是賦能新質生產力綠色低
碳化發展的基礎和突破口。要加快構建
需求導向、問題導向和市場導向的綠色
技術創新體系，提升先進綠色低碳技術
國際競爭力。要加快制定國家中長期綠
色低碳科技創新支撐計劃，發揮集中力
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實施綠色低碳轉
型關鍵核心技術攻關行動，聚焦氣候變
化對人類生存環境影響原因及其災害評
估，重點攻克新污染物治理、環境修
復、氫能、儲能、生物製造、碳捕集利
用與封存技術、高效節能降耗等領域的
關鍵技術。

須避免一刀切限產停產
中國原有發展方式的主要特徵是消

耗高、污染重、效率低，圍繞傳統生產
力構建的原有生產函數難以適應新的形
勢，更不符合高質量發展的目標要求。
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蓬勃發展，
綠色低碳循環發展成為最有前景的發展
方向。要進一步完善綠色低碳產業政
策，促進綠色低碳技術的廣泛應用，着
力推進能源革命、消費革命和生產生活
方式革命，構建清潔低碳、安全高效的
能源體系，構建綠色低碳產業體系、生
產方式和綠色消費生活模式，大力發展
壯大節能環保、清潔生產、清潔能源產
業。加快推進綠色低碳化轉型升級。開
展創建節約型機關、綠色家庭、綠色學
校、綠色社區和綠色出行等行動，推動
構建綠色低碳社會建設和社會治理。

培育和發展新質生產力，要正確處
理經濟發展和生態環境保護的關係，實
現生態效益、經濟效益、社會效益相統
一。發展新質生產力既要遵循生產力發
展規律，又要遵循自然規律，生動體現
了保護生態環境就是保護生產力、改善
生態環境就是發展生產力，蘊含着人與
自然和諧共生的價值追求。要清醒地認
識到，發展綠色生產力，建立綠色低碳
循環發展的經濟體系的一項長期重大戰
略任務，要將長遠目標和現實條件有機
結合、將低碳目標和經濟增長目標有機
結合，有效防止將 「雙碳」 目標短期化
和碎片化，避免採取激進式、運動式減
碳和 「一刀切」 限產停產等措施，人為
阻斷產業鏈供應鏈的正常運行，損害發
展新質生產力和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長
遠目標。

首次置業人士一般傾向透過按揭保
險公司承造高成數按揭，當中按揭保險
公司會向買家收取按揭保費，但按揭保
費表長達13頁，要買家消化相關資料實
屬難事。因此，筆者為大家整合出五個
影響按揭保費的關鍵位。

1）樓價、按揭成數及按揭年期
按揭保費根據樓價、按揭成數及按

揭年期而計算。一般情況下，樓價愈
高、按揭成數愈多或按揭年期愈長，按
揭保費率會跟隨上升。此外，保費根據
按揭成數而分階梯（如70%以上至
75%、75%以上至80%、80%以上至
85%、85%以上至90%），愈高階
梯，保費率愈高。假設購買600萬元物
業，年期30年，如申請85%按揭，保費
率為1.41%；如申請86%按揭便會跌入
下一個階梯，保費率隨即增加至
2.16%，可見相差1%的按揭成數或會
令保費大大增加。

2）定按計劃VS浮按計劃
選用定息按揭計劃所收取的按揭保

費一般會比浮息按揭計劃（H按及P按）
低，但現時定息按揭計劃的實際息率比
浮息按揭高，即使保費較低的情況下，

近乎所有新造按揭買家仍傾向選用浮息
按揭計劃。

3）買家及擔保人有否持其他按揭
貸款

有買家申請按揭時仍有為其他按揭
借貸人作擔保，亦有買家在收入未能通
過 「供款與入息比率」 的情況下，透過
加擔保人增加入息，這些買家或擔保人
因本身有按揭貸款在身，新造按揭物業
的保費率亦會有所增加。

4）首置人士VS非首置人士
首置人士申請按揭保險可享有比非

首置人士更低的按揭保費率。在一般情
況下，承造七成以上按揭需要申請按保
及繳交保費，而首置人士可享 「5%保
費特惠」 。簡單來說，即樓價1500萬元
或以下的物業，首置人士申請70%以上
至75%按揭可免去支付保費；若果為非
首置人士，則要支付相應的保費。

5）臨時買賣合約簽訂日期
早年購買樓花物業並選用建築期付

款方法的買家要注意，於2023年7月7
日或以後簽訂臨時買賣合約，按揭保費
計算方式會與於2023年7月7日前簽訂
臨約有所不同，買家應根據相應的按揭
保費表計算保費。另外，首置樓花買家
於2024年2月27日或以前簽訂臨時買賣
合約，如現時才上會並申請高成數按揭
時，需要通過壓力測試要求，如未能通
過便需要增加保費。

在中國堅定實施擴大內需戰略、
培育完整內需體系和實物消費增長空
間逐步收窄的大背景下，應將拓展服
務消費作為擴大內需和推動消費持續
快速增長的重要抓手，拓展服務消費
需要有新思路。

制約因素不容忽視
近年來，儘管服務業佔GDP比重

已超過農業和工業，但相較發達國家
和不少發展國家來說，仍有15至20個
百分點左右的發展空間。服務業發展
帶動服務消費取得了長足進步，服務
消費佔整個消費的比重不斷上升，但
與主要發達國家服務消費平均佔整個
消費比重六成相比，仍有約15個百分
點的差距。

與發達國家相比，中國在服務消
費的資金資源分配和配套設施等方面
還有短板，尤其是入學、就醫、養老
等方面的資金資源和配套設施仍然不
足，供給體系亟待完善。

服務消費質量參差不齊，居民對
於優質服務的需求未能得到充分滿
足。去年全國消協組織受理的消費者
投訴中，服務類投訴佔比45.1%。生
活社會服務、互聯網服務、教育培訓
服務、文化娛樂體育服務與銷售服務
居於服務類投訴量前五位。

在具體服務投訴中，前五位分別
為：經營性互聯網服務、餐飲服務、
培訓服務、住宿服務和美容服務。消
費者投訴主要集中於虛假宣傳、服務
亂收費等問題，其中服務提供方不守
誠信、服務供需雙方溝通不足是影響
服務體驗和阻礙服務消費增長的重要
因素。服務消費質量難以提升，主要
與規則制定、處罰規定不完善有關。

服務產業作為產業管理較為滯
後。一方面，作為產業缺乏頂層設計
和系統性規劃，制度安排、規則設
定、流程標準制定等明顯不足。中國
工業和製造業無論從戰略規劃還是內
部的行業細化，都有較為詳細的政策
制定，而服務業的系統性政策安排較
為薄弱。另一方面，統計覆蓋不夠充
分。中國每個月公布的社會消費品零
售數據，除了餐飲銷售之外，大部分
都是商品類的銷售情況，但像旅遊、
電影、文體等眾多與居民關係密切的
消費服務，沒有或者很多沒有出現在
官方的統計之中。

服務消費與實物消費相比，在需
求類型、供給方式、實現過程、評價
標準和個體感受等諸多方面都存在明
顯區別，需要以不同於實物消費發展
的新思路來拓展服務消費。

一是多措並舉增加居民可支配收
入，完善保障體系，提升居民服務消
費能力。收入仍然是拓展服務消費的
基本保障，居民在擁有穩定且持續增
長的可支配收入基礎上，才會支出更
多用於服務性消費。未來建立收入增
長長效機制，健全各類生產要素參與
分配的體制機制，多渠道增加居民收

入來源。要進一步完善多層次社會保
障體系，提高社會保障的共濟性，解
決居民不敢消費的後顧之憂。

考慮到體制內事業人員退休收入
較高，企業員工則相對偏低，中高收
入與低收入群體收入差距依然較大等
問題，有必要完善收入分配機制，合
理調整消費稅範圍和稅率結構，發揮
再分配的調節作用，改善收入分配結
構。同時加快實施職工基本養老保險
全國統籌、平衡各地不平衡的養老保
險負擔和待遇水平、劃轉國有資本補
充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基金。

二是加快推進新型城鎮化建設步
伐，擴大服務消費需求增長的基數和
增量。城市是重要的服務消費載體，
隨着城市化的不斷推進，服務消費潛
力也將進一步釋放。而中國要走的新
型城鎮化道路不僅是城鎮面積的擴張
及人口增加，還要有產業和就業的支
撐，是數量和質量統一的城鎮化。

新型城鎮化建設將會創造出大量
的新消費需求，對於穩就業、保民生
和促消費等方面將發揮重要作用。從
消費力來看，城鎮化率高的地方，居
民的收入水平和消費水平也較高。近
年來，雖然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和消費支出的增速快於城鎮居民，但
也只是保持在城鎮居民一半左右的水
平。未來服務消費潛力巨大，新型城
鎮化建設步伐應進一步加快。

三是加快推進農村土地制度改
革，大幅提升農民服務消費能力。通
過允許農村土地—宅基地的市場化流
轉可以突破土地要素市場化改革的瓶
頸。保守測算宅基地流轉每年能夠釋
放出的土地交易價值大約為4萬多億
元人民幣。這既可拉動需求，推動消
費和投資，又可進一步促進新型城鎮
化，防止出現逆城鎮化。

當前，6億農村低收入群體財產
性收入佔比僅有3%。一旦宅基地及
其建造的房屋可通過財產權抵押、擔
保和轉讓的方式流轉起來，農民的財
產性收入就會大幅度增加。農民可將
更多的收入用於教育、培訓、文體、
旅遊和醫療等方面，給服務消費帶來
一塊可觀的增量。

加快推動稅制改革
四是改革相關稅制，提升中高淨

值群體的消費意願。伴隨着財富增
長，中國中高淨值人群持續快速擴
大。中國可以參照國外經驗，實行對
適用較高層級邊際稅率的納稅人進行
個人所得稅消費定向抵扣政策。稅務
部門可根據個人所得稅稅率表制訂一
套消費定向抵扣標準，對適用較高層
級邊際稅率的納稅人進行定額稅收返

還。納稅人按照現行稅制正常繳納個
人所得稅，在一個自然年度結束後，
可以憑藉該年度內與消費相關的發票
辦理相應的稅收返還。此舉有助於刺
激規模越來越大的中高收入人群的邊
際消費傾向。

放寬行業准入門檻
五是優化服務消費環境，改善服

務消費體驗。在硬件上，要加大投資
力度，通過基礎設施建設完善各類服
務消費的供給體系和配套設施，努力
提高優質資源配額。在軟件上，既要
提高服務行業和服務企業的專業能
力，也要提高相關部門對於服務業和
服務消費的管理與治理水平。

從中國製造業的發展經驗來看，
提升企業能力最有效的方式之一是對
外開放。讓國際一流的服務企業進入
中國市場，不僅可以讓中國消費者在
本土得到國際水平的優質服務，還能
通過市場競爭可以倒逼本土服務企業
發奮圖強，追趕國際先進水平，最終
提高 「中國服務」 的國際競爭力。

六是放寬服務業准入門檻，推動
服務業轉型升級，培育服務消費新熱
點。要按照 「非禁即准」 原則，加快
服務業市場開放。全面實施市場准入
負面清單制度，凡是法律、行政法規
未明令禁止進入的服務業領域，均可
逐步向社會資本開放，鼓勵和引導社
會資本參與發展服務業。要以服務業
市場的開放有效適應服務消費需求升
級趨勢，鼓勵滿足多元化、個性化服
務需求的新業態發展。

七是加大公共服務領域減稅降費
力度和範圍。中國現代公共服務業稅
率一般在6%左右，低於其他行業。
但服務業的特點是人力密集型，成本
和費用主要體現在人工方面，較難以
賬面形式確切反映，導致利潤虛高，
且對外收費較高。應通過優化人員結
構，提高員工效率，減少無效人力支
出，同時以等價方式開具合法合規的
票據來證明人工支出，提高成本和費
用的可抵扣比例。可深化稅務改革，
將擴大抵扣、加計抵減和留抵退稅等
三項減稅措施擴大到全行業，放寬納
稅人減稅條件，減輕經營主體負擔。

八是加快服務消費系統性制度構
建規劃的進程，出台服務消費官方統
計數據。服務消費系統性制度建設包
括頂層設計、戰略規劃、制度安排、
規則設定和流程標準制定等。在制定
總體戰略規劃政策的同時，需要根據
不同的行業進行細化，制定單獨的制
度規範和發展規劃。服務消費統計數
據的制定和公布，有利於對服務消費
和整體消費情況有更清晰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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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分行業增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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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強新質生產力發展的綠色動能，要
聚焦氣候變化對人類生存環境影響的原
因，加快綠色低碳技術創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