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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消费下行压力较大
受到疫情点状散发、局部汛情等因素的影

响，以及一些消费领域结构性、周期性走弱，

第三季度以来全国消费增速显著回落。8月社会

为了促进消费增长，近期国家出台了一系

列重要措施，其中比较新颖的是提出有序取消

一些行政性限制消费购买的规定。何为行政性

限制消费购买？包括哪些具体内容？

当前消费增速处于较低水平，有序取消行政性限制消费购买，一方面是应对消
费下行的重要举措，另一方面也是对年度经济工作任务的落实。

文  |  刘学智

限制消费购买有重要意义
有序取消行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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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5%，比 7月显著回

落 6个百分点；剔除基数影响，近两年消费平

均增长 1.5%，增速比 7月回落 2.1 个百分点。其

中，餐饮收入受疫情点状散发的影响较明显，8

月餐饮收入为 3456 亿元，同比增速为-4.5%，

与 7月相比由增转降，环比显著降低 18.8 个百

分点。汽车类消费降幅进一步扩大，8月同比增

速为-7.4%，降幅比 7月扩大 5.6 个百分点。

9 月以来的高频数据显示，消费仍然难以

全面恢复。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和成交套数持

续萎缩，8月和 9月同比降幅超过 30%，将影响

房地产相关领域消费需求。汽车产量已经连续 4

个月负增长，8月同比增速为-19.1%，降幅扩大，

产量的减少给汽车消费带来制约。今年中秋节

3天假期全国旅游出游 8815.93 万人次，按可比

口径恢复至 2019 年中秋假期的 87.2%；实现国

内旅游收入为 371.49 亿元，按可比口径恢复至

2019 年中秋假期的 78.6%。预计国庆假期全国旅

游消费与中秋假期类似，仍未恢复到疫情之前

水平。整体判断，近期消费增速仍将处于较低

水平。

力促消费增长
当前消费面临显著的下行压力，这时提出

取消行政性限制消费购买，一方面是应对消费

下行的重要举措，另一方面也是对年度经济工

作任务的落实。

2020 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

2021 年的经济工作做出部署，提出了八项重点

任务。其中，在扩大内需部分，首次提出“有

序取消一些行政性限制消费购买的规定”。由

此可见，我国宏观政策已经做好了提前部署，

根据经济运行的情况，能够快速做出精准施策。

行政性限制消费购买是指受法律法规限制

或者禁止的消费行为，这部分消费具备增长潜

力，但是被行政监管政策限制住了。其中，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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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违法和违背社会公德的负面消费购买行为不

会放松管制，如禁止毒品买卖、限制被执行人

高消费等，必须长久打击。一些过去严格限制

的领域，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现在可以逐

渐放开了，以通过减少政策限制释放消费增长

潜力。目前来看，适合有序取消行政性限制消

费购买的领域主要有三类。

一是部分行政部门、事业单位、国有企业

限制消费的内容可以适度放宽。

2012 年年末，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关于改

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近 9

年来，八项规定已经落地生根、深入人心，公

款吃喝、办公用房超标、公款购买赠送节礼、

公车私用等违规行为已经得到有效整治。这些

年来，“三公”经费持续下降，构建崇尚节俭、

反对浪费的良好生态取得积极成效。

与此同时，相应的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

了行政部门、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的消费购买

能力。其中存在一些过度限制现象，已经影响

到消费增长和消费升级，在时机成熟之后可以

逐渐加以调整修正。未来，在落实八项规定常

态化的基础上，在合规的前提下合理提升党政

机关和企事业单位购买能力，特别是释放部分

中高端消费、服务类消费潜力，将有助于消费

扩容提质。

二是部分针对居民限制性消费的措施可以

适度放宽。

居民的消费需求具有多样性特征，有的消

费行为存在非理性的扎堆现象，也有的消费行

为超出了经济环境承载能力。为了维护经济秩

序和社会稳定，这部分消费可能被采取行政限

制措施。比较典型的是汽车限牌、限号、限购，

商品房限购、限贷等，都是在特定经济环境下

对居民消费行为采取的限制措施。

今年汽车类消费数据已经持续多月负增长，

对我国消费增长形成拖累。近期，推进各地取消

行政性限制消费
购买是指受法律
法规限制或者禁
止的消费行为，
有的过去严格限
制的领域，根据
经济社会发展状
况，现在可以逐
渐放开了，以通
过减少政策限制
释放消费增长潜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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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今年消费变动情况

汽车限购的预期已在逐渐增强，预计各地有望出

台更多优惠政策，推动汽车从购买管理向使用管

理的方向转变。同时，燃油车和新能源车需要区

别对待，对燃油车的购买使用限制政策相对偏紧，

而更多地鼓励新能源车消费和使用。

房地产市场将长期坚持“房住不炒”定位，

各地灵活“因城施策”。对于炒房热情显著降温、

房价上涨预期已经消除且有明显回调的城市，

可以逐渐放松房地产调控政策，以此促进房地

产相关消费需求修复。从长期来看，房地产调

控的总基调将坚持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

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三是部分与社会保障紧密相关的消费领域

可以适度放宽。

有的消费领域与基本民生息息相关，例如

医疗、教育、养老、保障住房等，需要财政加

大相关领域的投资来提升消费能力。以医疗为

例，有很多优质药品不在医保范围以内，导致

了限制性消费情况的存在，可以逐渐扩大医保

范围加以解决。为了降低医疗成本，需要扩大

集中采购和使用药品品种范围，开展高值医用

耗材集中采购试点。

从横向比较来看，以教育、医疗卫生、社保、

保障性住房四项基本民生性支出计算，日本和

美国这四项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超过 60%，

北欧国家更高。而我国这四项基础民生投入比

重只有近 35%，明显偏低。如果我国财政支出

更多地投入到民生等基础领域，特别是加强对

低收入人群的保障，不但能够提升国家、社会

以及民众抵御风险的能力，而且能够相应释放

巨大消费增长潜力。

从我国经济发展来看，随着经济结构转型

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财政支出结构也应该

相应调整，更多地投入到社会保障相关的民生

领域。在经济发展初期，财政资金更多地投向

基建等投资领域，以投资需求带动第二产业快

速发展，有助于拉动经济增长。目前我国已经

是中高等收入国家，经济增长动力已经从第二

产业转移到第三产业，继续依靠财政拉动投资

的边际效用已经下降。这时，应该更多地向民

生和社会保障领域倾斜，不但能起到普惠性、

基础性、兜底性作用，而且可以促进社会服务

体系改善，为高质量消费发展创造条件。

（作者系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从我国经济发展
来看，随着经济
结构转型和经济
增长方式的转
变，财政支出结
构也应该相应调
整，更多地投入
到社会保障相关
的民生领域。

石油及制品类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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