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壯大新興消費
注經濟新動能

2023年疫後復甦首年，中國經濟增速達到5.2%，超額完成既定目標，但與此同時價格持續低迷，GDP平減指數罕見為負，導致名義GDP增速低於實際增速，與名義GDP相關性更強的企業營收、利潤等微觀感受與宏觀數據存在
溫差，亦反映總需求不足、預期偏弱問題仍未改善。

消費取代投資成增長主要動力
中國當前正處於經濟結構的快速轉型期，消費取代投資，成為驅動經濟增長的最主要動
力。2023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長7.2%，增長較2022年大幅提升，當年最終

消費支出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到82.5%創下歷史紀錄，不過剔除基數等影響
後，消費兩年複合增速只有3.4%，「明強實弱」的特徵不可忽視。
2024年，元旦及春節假期消費延續火熱態勢。春節8天假期全國國內
旅遊出遊4.74億人次，出遊總花費6,326.87億元人民幣，分別較疫前
2019年同期增長19%、7.7%，但人均每日旅遊花費同比約降5%；
消費的重頭戲之一，房地產市場的新房和二手房銷售均弱於以
往，返鄉置業的需求仍偏弱，房地產市場恢復有待時日，表明消
費復甦仍面臨不少曲折和困難。
2024年中國經濟或將面臨一系列挑戰，首當其衝是在高基
數、旅遊等報復性消費反彈力度將減弱、財富效應下降等因素
影響下，消費復甦可能放緩；同時，房地產業出現企穩跡
象，但還非觸底反彈，全球經濟增長放緩亦可能帶來出口下
行壓力等，2023年表現亮眼的「新三樣」（新能源汽車、鋰
電池、光伏）也面臨調整壓力。

解決企業數字化轉型資金問題
「消費呈現回升向好態勢，凸顯中國經濟的韌性和活力，但回

升步伐不及預期，動力不夠大，有效需求不足的問題尚未根本解
決。」全國政協委員、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王一鳴對香港
文匯報記者表示，當前數字智能技術向消費領域廣泛滲透，消費升級顯
現出巨大活力。新型消費加快興起，成為創新業態模式、激活消費潛能的

重要力量。「應當主動迎接消費創新變革的新浪潮，鼓勵發展新型消費，創新
消費場景；推進消費數智化轉型，通過稅收抵扣和財政補貼等方式，解決中小企業

數字化轉型中的資金問題；培育消費創新生態，營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完善包容審
慎監管方式，為消費擴容提質和經濟高質量發展注入新動能。」

此前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着力擴大國內需求」着墨頗多，表述也與以往不同，提出「要激發有潛能
的消費，擴大有效益的投資，形成消費和投資相互促進的良性循環」。全國政協委員、國務院發展研究
中心原副主任劉世錦認為，近期服務業投資比重已超過房地產投資，上升到第三，與服務消費有望形成
良性互動，成為2024年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動能。

大力發展數字綠色健康等消費
在具體部署上，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推動消費從疫後恢復轉向持續擴大，培育壯大新型消費，大
力發展數字消費、綠色消費、健康消費，積極培育智能家居、文娛旅遊、體育賽事、國貨「潮品」等
新的消費增長點。在傳統消費領域繼續提振新能源汽車、電子產品消費，要以提高技術、能耗、排放
等標準為牽引，推動大規模設備更新和消費品以舊換新，消費品原材料、新能源汽車、綠色建材、
智能家電等下鄉活動已列入相關部門工作日程。

加快教育養老文旅等市場開放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表示今年兩會將提交促進消費升級的

提案。遲福林建議要加快教育、健康、養老、文化、旅遊等服務業市場開放，爭取到2025年，服務
業領域市場開放水平接近工業領域水平。加快形成教育培訓領域的監管標準，對教育培訓行業進行
常態化、規範化監管；用負面清單管理的辦法，支持社會資本進入法律未禁止的教育培訓領域。
此外，大健康消費、養老消費、綠色消費、數字消費需求有待進一步釋放。遲福林建議要支持

社會資本進入精準醫療、精準營養、醫療美容、化妝品等健康服務業，大力發展以健康諮詢、健康
檢測、健康干預、慢病管理、家庭醫生、健康保險等為主的健康管理產業，全面加大優質健康服務供
給。要擴大養老消費有效供給，創新養老消費新業態，推動服務機械人、康復機械人在養老陪護、醫療

康復中的廣泛應用，發展健康諮詢、緊急救護、慢性病管理、生活照護、物品代購等「智慧助老」服務；
支持消費領域的平台企業運用新技術探索和打造數字消費新場景等。
另外，遲福林強調，消費的提升主要取決於居民可支配收入的上升，完善資本、土地、數據等要素的收入分配，
對促進消費至關重要，應當加速推進。刺激消費，政府首先要讓社會保障更加完善，加大補助失業和低收入人群，
多發放一些消費券，將更多稅收用於民生性保障，為經濟長期增長奠定基礎。

專家：提升居民收入 望迎務實舉措

編者按：作為中國國家治理最

重要的形制之一，一年一度的全國兩會召

開在即，將為外界提供觀察中國謀劃內政外

交、國計民生的重要窗口。今年是新中國成立75周

年，也是實現「十四五」規劃目標任務的關鍵一年，同

時也面臨複雜的環境、風險和挑戰，需要廣泛凝聚共識、

團結應對。在此背景下的全國兩會，如何發揮「中國之制」

的優勢來布局謀篇，值得關注。

香港文匯報從今日起一連五天推出「兩會前瞻」專題，從宏觀

經濟、科研、外交等角度，邀請學者專家，拆解重點關注議題，敬

請垂注。

2023年疫後復甦首年，儘管各地全力拚經濟，但受疫後修
復動能偏弱、房地產拖累較大等影響，超過一半的省份未能
完成當年預期增長目標。今年經濟下行壓力仍大，地方亦隨
之調整經濟預期，超半數省份調降今年增長目標，折射地
方新舊動能加快轉換。
隨着低基數效應消退、房地產下行壓力仍未解除，各

地對2024年經濟目標普遍謹慎。據統計，有16個省份下
調增長目標，其中江西、海南分別下調兩個和1.5個百分
點，幅度較大，浙江、遼寧、北京、天津四省份均上調目
標增速0.5個百分點，其餘省份目標基本與上年持平。具體
來看，西藏、海南均將目標設定為8.0%左右，遠高於其他省
份，新疆定在6.5%左右也較高，天津的目標低於5%，為4.5%
左右，其餘25個省份將增長目標定在5%左右至6%左右之間。

推動新能源車等大宗消費
多地提出擴大消費並提振大宗消費，拉動消費升級。北京、遼寧、廣東
等省份均提出「促進新能源汽車、電子產品、家電家居等大宗消費」，各
地聚焦於推動新能源汽車、電子產品和家電家居等大宗消費品的銷
售，同時，通過推行以舊換新的政策，鼓勵消費者更
新舊設備和產品，刺激市場需求，並可能帶動相
關產業的技術創新和升級。四川等地提出開
展消費促進年活動，天津則提出大力發
展首發經濟、首店經濟、會展經濟、
文貿商旅等。從行業來看，多個地
方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到要大力發
展餐飲業、零售業、新能源汽
車行業、旅遊業、養老服務，
預期將成為2024年重點受政
策支持對象。

不靠房地產或高負債拉動
在投資方面，國盛證券首
席經濟學家熊園統計，2024
年超過一般省份的投資目標低
於GDP增速目標，這在往年並
不常見；加快構建現代產業體
系、加快發展新質生產力地位得到
提升。各省市提出具體措施主要有兩
方面，一是根據當地產業優勢，加快推
動形成先進產業集群，強鏈補鏈，同時規
劃未來產業；二是發揮科研優勢，加強基礎研
究，加速攻關「卡脖子」技術。比如，北京提出
「促進新能源、新材料、商業航天、低空經濟等戰略性新興
產業發展，開闢量子、生命科學、6G等未來產業新賽道」；福建省指出
「培育壯大新一代信息技術等戰略性新興產業，前瞻布局人工智能等未
來產業」等。
熊園認為，各地2024年部署的新變化，背後是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
階段。正如雲南省省長王予波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所言，靠房地產和綜
合交通建設支撐經濟增長的狀況發生了根本性變化，依靠高負債拉動
經濟增長的狀況發生了根本性變化，發展方式需要加快轉變，新舊動
能需要加快轉換。對地方來講，挑戰日益加劇，轉型任務仍然繁重。

「當前最大的風

險還是經濟增長，

務必穩定經濟，增

長 下 滑 會 放 大 金

融、地方債、房地產等風險。到 2035

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

水平，今後12年經濟增速要保持在5%

左右。今年要在去年 GDP（國內生產

總值）同比增長 5%的基礎上實現增長

5%，難度會大一些。」全國政協委

員、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王

一鳴認為，當務之急需要短期宏觀政策

加碼和中長期結構性改革相結合，共同

發力。

2024年開年宏觀政策繼續加碼。財政

政策方面，2023年四季度增發的1萬億

元國債已隨項目分配完畢，提前下達的

2024年部分地方新增專項債券限額啟動

發行，用於地方化債的特殊再融資債券

繼續發行，為 2024 年幾件投資提供較

充足的資金；貨幣政策方面，央行超預

期降準0.5個百分點，下調支農支小再

貸款、再貼現利率0.25個百分點，下調

5 年期 LPR（貸款市場報價利率）0.25

基點，來穩樓市，並稱將繼續推動社會

綜合融資成本穩中有降。房地產方面，

在住建部表態支持各城市因地制宜調整

房地產政策後，廣州、蘇州、上海、北

京等熱點城市繼續放鬆限購政策。

專家倡加大結構性改革
「需要政策發力和改革加力相結

合。」王一鳴認為，短期可以靠政策發

力來穩定經濟、增強市場信心，中長期

必須通過改革來釋放經濟的內生動力。

短期政策更重要的是加大財政政策力

度。中央政府槓桿率在主要經濟體中最

低，還有很大發力空間，可以採取中央

政府加槓桿的逆周期措施，2024年進一

步提高赤字率，向經濟系統注入政府信

用，以拉動經濟恢復。從更長期來說，

必須加大結構性改革來增強內生動力，

尤其是轉變債務驅動的發展模式、加快

農業轉移人口的市民化、推進公共服務

供給的創新等方面的改革。同時，「要

給基層更大的創新和試錯的空間，強化

改革創新的激勵機制，用更大力度的開

放來倒逼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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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取代投資成為驅動中國經濟增長的最主
要動力。圖為上海車展上，新能源汽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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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旅餐飲
消費火熱。圖為遊客
在哈爾濱太陽島冰雪藝
術館體驗冰雪娛樂項
目。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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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春節假期出行火熱，文旅餐飲消費創紀錄，中國經濟錄得「開門紅」，凸顯內需韌性，但房地產活

動持續低迷、居民消費復甦疲弱以及徘徊不去的通縮壓力等，仍是決策者亟待破解的現實挑戰。今年中央提

出「以進促穩、先破後立」，穩增長與促改革如何協調推進，推動中國經濟轉向高質量發展，料將在全國兩

會上成為重點熱議話題。經濟轉型期的中國經濟，消費取代投資成為拉動增長的最主要動力，培育壯大新興

消費、提升居民收入、完善收入分配等有望迎來更加務實的舉措。 ◆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

◆中國推動大力發展數字消費、綠色消費、
健康消費。圖為觀眾在展覽會現場體

驗智能運動產品。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