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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01155，，消消费费底底气气从从哪哪来来？？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新常态下，发挥消费在推动经济发展中中

的基础性作用尤为重要。收入是消费的基础和前提。近年来我国百姓居民收入总体增长较快，但收入差距拉大的趋势尚尚未根
本改观，广大中低收入群体增收渠道不多，收入增长较慢，扩大消费还有不少障碍。

增收入、鼓腰包，广大中低收入群体有哪些期盼？从“模仿型排浪式”到“个性化多样化”，人们对扩大消费有哪些诉诉求？释
放消费潜力，让老百姓放心花钱，需要哪些政策精准发力？

新常态下，我国消费从过去的“模仿型排浪式”步入“个性化、多样化”的新阶段。推动这个转变的
是中等收入群体，引领消费新常态的也是中等收入群体。北京青年白领方芳给自己算算账———

岁末年初，方芳几乎每天
都要加班。她在北京某公司做
财务，最近赶上年终决算和年
初预算，忙得不可开交。

在国贸附近上班、每年10
天带薪年假……在亲朋好友眼
中，名牌大学毕业的方芳有一
份体面的、令人羡慕的工作。但
谈及工资收入，方芳却“满腹委
屈”：“工作3年没有攒下几个
钱 ，我 是 名 副 其 实 的‘ 年 光
族’。”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
常态，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
效应日益凸显。“可是，如果收
入不增加，或者增加的收入还
没物价涨得多，谈何拉动消费
呢？”方芳说。

“3年来，工资虽然一直在
涨，但相对来说增加得太慢
了。”方芳仔细对比工资单，她
的税前工资从5000元出头涨到
6000多元，每年涨幅大概在5%
左右。但由于工资基数小，5%
的涨幅只有几百元，和公司高
管10%—20%的涨幅相比，差距
十足。“不夸张地说，公司中层

每年的工资涨幅相当于我两个
月工资。”

尽管2014年官方公布的
CPI涨幅较前几年低一些，但方
芳感觉生活压力依然不小。“工
资涨得慢，物价却一直在涨，基
本生活成本一直在增加，涨的
那点工资也完全被涨的物价给

‘消化’了。”
在方芳的记账小本上，有

几项开销是每个月的固定支
出：房租1800元、餐饮开销1000
元、交通费300元、通讯费100
元。“这些固定支出已经
花掉3000多元，每个月工
资到手也就4000元，自己
再怎么节省，也会有一些人
情往来，比如参加婚礼、请朋
友吃饭等，算下来，每月所剩无
几。”

“工资用起来紧巴巴的，我
感觉自己离政府文件里提的拉
动消费还有好远，最基本的衣
食住行都是能省就省。”在工作
中和数字打交道，生活
中 的 方芳也是
精 打 细

算。“在中央商务区吃饭最让我
头疼，高端餐饮多，大众消费
少，楼下的盒饭套餐已经从十
几元涨到二十几元了，但相比
动辄几百元的大餐厅，也只能
接受。商场里的衣服一直在涨
价，打完5折还是觉得贵，平时
都是去淘宝货比三家，能省一
点是一点。”

“为了降低生活成本，我跟
几个人合租住在东五环外的一

个小房子里，每天
早晨挤完公
交 挤 地

铁。”方芳说，最近地铁涨价之
后，交通成本又提高了，每天往
返要花十多元。“我已经开始考
虑乘公交车上班了，虽然要倒
一趟车，但每天节省几元钱，每
个月算下来也能省一笔。”

新常态下，我国消费从过
去的“模仿型排浪式”步入“个
性化、多样化”的新阶段。推动
这个转变的主力军是中等收入
群体，引领未来消费市场新常
态的也是中等收入群体。然而，
由于中等收入群体增收缓慢，
又面临着买房、赡养老人、子女
教育等生活负担，实现消费升
级阻力不小。

方芳满怀期待：“新一年开
始了，国家一直在倡导提高居
民收入水平，希望物价涨得慢

一 些 ，工 资 涨 得 快 一
些。兜里有了钱，

消 费 起 来 才
有底气。”

工资涨幅能否跑赢物价

“经常
听到新闻里说

居民平均收入又
增长不少，可为啥自

己很难感受到变化？”
35岁的李德栋，是深圳
某床垫加工厂的一名
布料裁剪技术工。2010
年他从河北老家来到
这个厂子，已经干了近
5年。
5年来，李德栋的工资

相当“稳定”：5年前每月工资
3000多元，现在还是3000多
元。可这份工资的含金量已
完全不同：5年前，每月3000
元的工资，在老家听起来是
一个大数目，每次过年回家，
都会“放开手”采购一大批年
货；现在，3000元的工资，吸
引力已经不大。“农忙时在老
家的农业合作社做帮工，每
天都能挣两三百元呢。”

“虽然生活在大城市，但

日常消费方面跟城里人还有
不小差距。”李德栋说，身边
不少城里的朋友，每到周末
就相约去看电影、下馆子，每
年还能休假外出旅游，生活
很精彩、很洒脱。“做梦都想
过上和他们一样的日子。”

李德栋为什么不愿尝试
这些消费？

肩挑养家重担，生活成
本高。“大儿子到了结婚的年
纪，置办起来需要不少钱。小
女儿正在读高中，也是花钱
的时候。妻子虽然在老家打
工赚点钱，但大部分还是靠
我的收入来维持家用。”李德
栋说。

更重要的是还要为养老
存钱。“现在年轻干得动，每
个月能有稳定的收入。可将
来哪天干不动了，工厂肯定
也就不发钱了，衣食住行就
只能靠手头上的存款。”李德
栋说。

“经济进入新常态，我们
这些进城务工人员对生活也

有新想法，最迫切的还是希
望收入能再涨一涨。”李德栋
说。收入提高了，才能和家人
一起更好地在城里享受生
活。

根据边际消费倾向递减
规律，高收入群体虽然收入
高，但边际消费倾向较低，新
增消费支出占新增收入的比
例趋于下降。相比而言，低收
入群体消费愿望较强。扩消
费，需要在他们身上下工夫。

新常态下，扩大消费就
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通过初次收入分配和二次收
入分配的调节作用，千方百
计提高中低收入人群的收
入。在李德栋看来，涨工资不
能只靠企业主动，还要发挥
工人的主动性。“新年又开始
了，希望有关部门可以提供
更多职业培训，让进城务工
人员掌握更多‘值钱’的技
能，找到更高收入的工作，避
免涨工资成为空谈，这会来
得更实在。”

何晓英是四川眉山市东坡
区大定桥村9组的村民。从2000
年到2014年，何晓英的收入渠
道发生了3次变化，收入水平却
没有实现“三级跳”。

十几年前，何晓英在广州
打工，后来又返乡务农。去年秋
天，她瞅准机会，和村民成立了
草莓合作社。“以前在城里打工
的时候，每个月能挣4000元，现
在成立了合作社，只有投入，还
没有产出。”

“从城里返乡，正是看准了
国家转变农业生产方式、推进
土地经营权流转等政策利好，
为了能有更多收入、过上更好
的生活啊！”何晓英说。

从统计数据看，2014年前
三季度，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现
金 收 入 8 5 2 7 元 ，实 际 增 长
9 . 7%，不仅跑赢了CPI涨幅，更
跑赢了GDP增速。但在何晓英
看来，增加收入的道路并没有
那么顺畅。

何晓英说，农业生产见效
慢，成立草莓合作社后一直在
投入，申请贷款批不下来，启动
资金全是找亲戚朋友借来的。
合作社刚成立，何晓英就在农
田水利设施上吃了大亏。本来
在地里培育草莓苗，但是接连
下雨，田里的水排不出去，最后
100亩的苗只成活了30亩。“30
亩的草莓即使都卖完了，也补
不了70亩的损失。”何晓英叹着
气说。

后来，合作社想发展新品
种，又吃了对方的亏。“供应商
在外地，要求先打款再发货。由
于时间紧，我们只好把四处借
来的7万多元汇给了对方。但收
到草莓苗后，我们傻了眼，由于
温度太高，一些苗已经死掉
了。”

“生产投入一直大于收入，
生活上也不敢追求什么消费，
每个月想的都是租用工人的工
资怎么办，借亲戚朋友的钱怎
么还。”何晓英说，“去年最满意
的消费是买了一个微波炉。平
时忙起来顾不上做饭，现在用
微波炉加热一下，感觉方便了
不少。”

“收入比以前在城里打工
时少了，但我心里感觉还是有
奔头的。赶上了好政策，合作社
经营得到政府支持，也许很快
就能有收入进账了。”何晓英
说。

新常态下，农村仍是扩大
消费的“富矿”。作为消费市场
的一片“蓝海”，农村消费市场
潜力广阔，挖掘农民这个最大
群体的消费潜力，可以更好发
挥消费的基础作用。撬动农村
市场，关键在于千方百计提高
农民收入。

如今，电商在农村的“跑马
圈地”已如火如荼，农村流通市
场、消费市场也将呈现出更多
新景象。展望新一年，何晓英
说：“最希望草莓大棚的生产走
上正轨。手头宽裕了，我才能舒
舒坦坦地消费。”(据人民日报)

新常态下，农村仍是扩大
消费的“富矿”。撬动农村市场，
关键是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
入，释放消费潜力，让农村消费
活起来。四川眉山东坡区大定
桥村村民何晓英盼了又盼———

农民手头

何时更宽裕

新常态下，扩大消费就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
改革，通过初次收入分配和二次收入分配的调节
作用，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深圳务工农民李德
栋掂了掂腰包———

打工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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