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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消费投资增长 实现经济平稳高质量运行

作 者：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课题组

今年我国经济平稳开局，但受世界局势复杂演变，国内疫情多点散发

等因素影响，经济增长面临的挑战有所加大。应该看到，我国经济增长韧

性强、潜力大，促进消费和投资增长大有可为，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

有改变。近期党中央、国务院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应落实落细支持

实体经济稳定发展的各项政策措施，充分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和投资的关

键作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一、充分释放消费潜力，积极促进消费持续恢复

消费是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关键环节和重要引擎。今年一季度，我国最

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 69.4%，成为经济增长第一拉动力。我

国有 14 亿多人口的超大规模市场，中等收入群体人口超 4 亿，人均 GDP

已突破 1万美元，消费增长空间巨大。当前，受疫情等因素影响，消费特

别是接触型消费恢复较慢。4月 25 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

释放消费潜力促进消费持续恢复的意见》，提出了五大方面 20项重点举

措，通过综合施策释放消费潜力，在“稳”“保”“新”上下功夫，促进

消费持续恢复。

一是多措并举，应对疫情影响，促进消费有序恢复发展。针对不同

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的地区、人群精准施策，有助于释放居民消费潜力，

培育消费新增长点，巩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

二是通过优先就业、消费补贴、政策保障，稳定低收入群体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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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就业帮扶长效机制日益健全，减税降费政策提高减免幅度，

扩大适用范围，留抵退税加快发放，有利于加强对低收入群体的就业帮扶，

保障低收入群体基本生活消费。向月收入偏低的群体发放补助，有利于增

强其消费能力。

三是创新消费模式，发掘新型消费潜力。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数据

显示，截至 2021 年底，我国互联网普及率达 73.0%，网民规模达 10.32

亿，是全球最大、最具潜力的新型消费群体。新型消费基础设施持续推进，

消费场景拓展，线上线下消费有机融合加快，有助于培育壮大智慧产品和

服务等“智慧+”消费，培育消费新业态，拉动新型消费需求增长。常态

化疫情防控增加了线上消费和无接触交易需求，有利于充分发挥新型消费

优势。

四是大力促进健康养老托育等服务消费。目前，我国进入人口老龄化

发展阶段。深入研究拓展多层次多样化医疗健康服务，加快推进适老化改

造和智能化产品开发，推动智慧健康养老产业创新发展，有利于促进医疗

健康消费提质升级。加快构建普惠托育服务体系，支持社会力量提供多元

化、规范化托育服务，引导市场主体开发更多安全健康的国产婴幼儿用品，

有利于满足托育服务消费需求。2022 年 4月 21 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

于推动个人养老金发展的意见》，通过税收优惠政策，推动个人养老金发

展，有利于完善养老保障，减少居民预防性储蓄，增加当期消费支出，养

老金制度改革对消费的推动作用将逐步显现。

五是积极挖掘县域乡村消费潜力。2021 年底，中国 1472 个县的县城

常住人口为1.6亿人左右，394个县级市的城区常住人口为0.9亿人左右，

县乡人口占全国人口之比超过 50%。2011-2021 年，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

出年均增长快于城镇 3.72 个百分点。县乡消费需求旺盛，且提质扩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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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很大。建立完善的县域商业体系和消费基础设施，促进渠道和服务下

沉，提升乡村消费的便利性，提升乡村旅游、休闲农业等服务环境和品质，

有助于释放县乡消费潜力。

二、扩大有效投资，为经济增长提供新引擎

我国正处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快速发展阶段，

投资需求潜力巨大。扩大有效投资，既有利于应对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又

有利于优化供给结构，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一是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锻长板，增后劲。中国信通院数据显示，

2020 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 39.2 万亿元，占 GDP 比重为 38.6%。新型基

础设施是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的必要前提。通过加大财政金融支

持，聚焦关键领域，加强 5G网络、数据中心、新一代超算、云计算、人

工智能平台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夯实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引领产业发

展，充分释放投资增长新潜力。

二是提升传统基础设施水平，补短板，强弱项。以联网、补网、强链

为建设重点，加强交通、能源、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坚持精准有效投资

导向，采取更有针对性的措施，加强基础设施领域补短板建设，加强城市

基础设施、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夯实城乡稳定发展的基础。

三是充分发挥市场主体在基建投资中的作用。优化基建投资发展环

境，推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规范发展，更好发挥政府投资引导撬动

作用，充分调动社会投资积极性。拓宽长期资金筹措渠道，通过研究修订

相关法律或制订单独的法规、优化运行机制、加强投资者教育等方式，推

动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健康发展，盘活存量资产，形成存量

资产和新增投资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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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在坚持房地产调控总基调和政策

目标不动摇的前提下，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优化房地产市场供给。

扩大保障性租赁住房供给，综合利用税费手段，加大保障性租赁住房金融

支持力度。健全房地产金融审慎管理制度，因城施策实施好差别化住房信

贷政策，支持房地产企业的合理融资需求。

五是积极扩大制造业有效投资。我国制造业增加值从2010年的13.03

万亿元增长至 2021 年的 31.38 万亿元，已连续 12年位列全球首位。扩大

制造业有效投资，既对当前稳增长有重要作用，又有利于优化未来产业结

构，增强经济发展后劲。进一步发挥金融在支持制造业方面的积极作用，

一方面支持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推动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

型；另一方面用好科技创新再贷款等货币政策工具，加大对科技创新、专

精特新企业的支持力度，提升制造业核心竞争力，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培育具有核心竞争力的领军企业。

三、发展绿色经济，推动绿色低碳转型

绿色、低碳、可持续是中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涵。立足新发展阶段，

支持和推动经济绿色低碳转型，大力发展绿色消费和投资，广泛形成绿色

生产生活方式，既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增长的重要选项，也是关系中华民族

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

（一）厘清绿色低碳发展的重点领域

一是积极推动能源结构低碳转型。能源是国民经济的命脉，是经济增

长的重要引擎，也是碳减排需求和潜力最大的领域。在清洁绿电发得出、

能上网的前提下，统筹协调化石能源减量替代节奏，避免简单粗暴“一ǵ

Ƕ”。Ƿ定Ǹ电保供ǹ线，针对性制定财税、金融、Ǻǻ等一Ǽǽ方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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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保供Ǹ电机ǿ可持续运Ȁ，增强能源供应韧性。支持能源领域低碳技

术推广应用，特别是具有显ȁ碳减排效益的储能、碳ȂȃȄ利用、智能电

网、Ǹ电机ǿȅ活性改造等项目。

二是夯基垒台，多措并举引导绿色消费。绿色消费是我国经济新的增

长点，对推动商品服务供给Ȇ绿色低碳升级具有深ȇ意Ȉ。加快推进统一

的绿色产品标ȉ体系建设，出台统一的绿色商品标ȉ目Ȋ，开展绿色消费

ȋ标服务。当前，可选Ȍ受疫情影响较大的地区，通过电商平台和支ȍ平

台联动，Ȏȏ绿色消费产品和服务。强化ȐȑȒȓ，Ȕȑ地方政府对发放

绿色消费信贷的金融机构给ȕ税收优惠，加强政府绿色产品和服务采Ȗ。

三是推动绿色建筑规模化发展。《“ȗȘ五”建ș节能Ȅ绿色建ș发

展规Ƿ》提出，到 2025 年，城镇新建建ș全面建成绿色建ș，完成既有

建ș节能改造面积 3.5 亿平方Ț以上，建设超低能ț、近Ȝ能ț建ș 0.5

亿平方Ț以上，ȝȞ式建ș占当年城镇新建建ș的比ȟ达到 30%。ȠȡȢ

ȣ绿色建șȤ性，推广绿色建ș性能ȥȦ保ȧ等产品，为金融支持绿色建

ș发展创造Ȩȩ。加大对绿色建ș产业链的支持力度，将低能ț建Ȫ生产

Ȅ消费ȫ入转型金融支持范围。研究构建高效、可信的建ș运Ȁ阶段碳排

放信息平台，为金融机构支持应对Ȭȭ变化和管理Ȭȭ变化相关Ȯȧ提供

必要数据基础。

（二）为绿色低碳发展提供系统化金融支持

一是强化绿色金融基础性制度安排。强化金融领域环境信息ȯ法Ȱ

ȱ，Ȳ续推动建立统一的国内绿色ȳȴ环境信息Ȱȱ制度，ȵȶ形成适用

于全国大部分ȷ行机构的环境信息Ȱȱ规范，逐步建立国内统一的转型金

融环境信息Ȱȱ制度，主动ȸȄ制定全球统一的可持续Ȱȱ标准。实施绿

色ȳȴȣȹ补ȋ制度，Ȕȑ绿色ȳȴ市场发展，为培育和提升第Ⱥ方ȣ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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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能力创造良好制度环境，降低绿色ȳȴ发行成本。大力开展金融领域

碳核算，完善ȷ行同业信息交互机制。

二是逐步建立可靠高效的碳定价体系。高质量建设全国统一碳排放Ȼ

交易市场，用市场化手段降低全社会碳减排成本。合理控制碳排放ȻȞȼ

发放总量，科Ƚ分ȞȾȿ碳排放ȻȞȼ。增强碳市场ɀ动性，提升碳市场

定ǻ效率。提升碳核算能力和数据质量。建立健全碳市场交易机制和交易

规Ɂ，ɂȢɃɄ、交易、结算等各项制度。稳Ʌ推动碳市场强制控排行业

扩容。积极研究发展Ȅ碳排放ȻɆɇ的各Ɉ金融产品。根据投资者适当性

ɉɁ，有Ɋ扩大碳市场交易主体范围。

三是丰富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绿色金融和转型金融产品，推动发行

碳中和ȳȴ和可持续发展Ɇɇȳȴ，综合利用信贷、ȳȴ、ɋȻ投资、信

托等多样化金融工具，支持绿色低碳经济活动。Ȕȑ发展ɌɍɋȻ、Ȯȧ

投资等ȮȧɎ容性较大的金融产品，针对性ɏ决高碳企业普ɐ存在的ɑɒ

率过高和抵ɓǺ不足ɔɕ。推广普及绿色投资理ɖ，扩大绿色金融Ȅ转型

金融市场ȸȄ主体，引导绿色投资者关ɗ和支持绿色低碳经济活动。

总体看，我国经济增长的底Ȭ足、韧性强、潜力大，促进消费和投资

增长大有可为，绿色转型稳步推进，有助于较好应对国内ɘ挑战，为实现

今年经济增长目标作出重要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