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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居民消费与税收政策研究 

南京财经大学财政与税务学院  杨抚生 史玲 

摘要：本文从居民消费与总需求结构的关系入手，结合当前的消费现状,深入阐述了居

民消费不足的经济成因，重点分析了税收政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并提出进一步扩大消费的

财税政策建议。 

一、总需求结构与居民消费 

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净出口需求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大因素。近年来消费相对于投资

与净出口增长缓慢，消费占 GDP 比重呈下降趋势，消费不足成为抑制内需的关键因素，推动

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因素是高储蓄形成的高资本积累率，低消费、高投资和高净出口是总需

求的基本特征。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目前全球的平均消费率约 77%,固定资本形成率为 23%。

2007 年我国的消费率比世界平均水平低 41 个百分点,固定资本形成率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十

几个百分点。 

三大需求对GDP增长的贡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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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1-2008）》，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1-2008 年版 

从三大需求对 GDP 增长的贡献率可以看出（图 1），外贸出口对 GDP 增长贡献率最低，

且受国际环境波动很大，投资对 GDP 增长的贡献率整体来说高于净出口低于消费，波动幅度

大于进出口小于消费，2004 年以后虽然有回落的趋势，但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势头仍然强

劲。消费对 GDP 增长贡献率最大，而且相对稳定，但进入新千年后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逐年下降，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和净出口拉动。 

从分类型来看（图 2），居民消费构成了最终消费的主体，占 80%左右，但居民消费比

重被政府消费逐年压缩呈下降的趋势。政府支出份额比较稳定，居民消费支出占 GDP 比重从

90 年代初的 50%左右下降至 2006 年末的 36.2%。可见，居民消费支出占 GDP 比重的下降是

最终消费支出占比下降的主要原因。居民消费还呈现出城镇与农村不一致的特点：城镇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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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增长率明显要快于农村居民消费增长率。 

图 2最终消费支出中政府支出和居民支出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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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1-2008）》，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1-2008 年版 

我国长期奉行通过资本积累和出口导向来拉动经济增长的政策，为了实现高增长低通胀

的目标，通过扭曲要素价格，增加资源消耗的方法，这种发展战略是以动态无效率和牺牲社

会长期福利为代价的（阎坤，2009）。扩大居民消费不仅可以缓解当前经济危机的冲击，实

现经济发展即期目标，更有利于经济长远发展。从短期来看，居民的消费能力的提高扩大了

内需，弥补了由于经济危机带来的净出口和外商直接投资的减少造成的损失，为中国率先走

出经济危机泥潭、拉动世界经济发展加重了砝码。从长期看，居民消费的提高改善了消费与

投资的结构，提高了经济增长质量，为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实现社会持和谐和全面小康创

造了条件。 

当前，百年不遇的全球经济危机对我国经济带来巨大冲击，经济存在下行的压力，2009

年第一季度，我国经济增长增速跌至 10 年最低水平 6.1%，CPI 和 PPI 双双滑落呈负增长，

对外贸易出口总额下降 24.9%，外商直接投资减少 56 亿美元，城镇新增就业同比减少 21 万

人，企业总体利润同比下降 37.3%，这对我国长期以来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的经济增长

模式提出了严峻挑战。而且，经济增长放缓，失业率上升，导致居民可支配收入减少的同时，

消费者信心下跌，预期未来收入减少，居民的消费意愿减少、预防性储蓄意愿增加，这对本

已不足的消费需求雪上加霜。因此，优化国民经济增长格局，提高居民的消费水平，通过投

资和消费的齐步走来扩大内需、改善民生，以确保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成为当前一

项重要的课题。 

二、居民消费不足的经济因素分析 

居民消费不足的原因有很多，包括经济、政治、历史习惯、社会因素等等。当前影响我

国消费不足的主要经济因素有：收入水平、人口红利、收入分配差距、社会保障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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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收入水平低 

收入水平是决定消费的主要因素。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居民可支配收入

连年增长，但整体来说，居民收入还处于较低水平，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明显低于GDP的增

长，且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低于城镇居民的增长速度（图 3）。2000－2006 年

居民总收入平均增长速度为 11.2%，工资平均增长速度达到 11.6%，但是同期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利润的平均增长速度达到 25.5%，在国内生产总值构成中，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从 2000

年的 51.4%下降至 2006 年的 40.6%，营业盈余占比从 2000 年的 19.06%上升到 2007 年的

30.67%（阎坤，2009）。在国民收入的最终分配格局中，1996-2005 年政府所占比重上升了

3.6 个百分点，企业所占比重上升了 5.9 个百分点，居民所占比重下降了 9.5 个百分点，国

民经济分配向政府和企业倾斜，降低了居民可支配收入∗。 

多年来，江苏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位居全国第六、华东第四的格局一直未有改变。

2008 年江苏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18680 元，尽管江苏与高收入省市之间的收入差距

略有缩小，增长情况也好于华东各兄弟省市，但是上海、浙江、福建三省、市的城镇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分别是江苏的 1.43 倍、1.21 倍和 1.1 倍。由于长期以来收入的制约和对未来

收入的不确定，导致居民收入未能及时转化为即期消费而被储蓄起来，消费的拉动作用明显

弱化。 

 

 

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1-2008）》，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1-2008 年版 

图 3 GDP 增长速度与居民可持续收入增长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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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水平低还反映在居民消费层次较低，恩格尔系数较高。我国目前的恩格尔系数约

为 0.

                                                       

46，而 2005 年美国的恩格尔系数仅为 0.15。居民消费结构水平较低，生活性消费支出

比例较大，生产性消费支出比例太小。在生活性消费支出中，食品、服装等消费品的支出以

及住房支出等占较大比例，而耐用消费品、娱乐教育、医疗保健、交通通讯等的支出所占比

例太小（阎坤，2009）。 

 

 
∗ 安体富、蒋震 《调整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居民收入所占比重的财税政策研究》.中国税务学会学

术委员会交流论文 2008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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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口红利 

说就是人口中适龄劳动力比较多，少儿与老年抚养负担均相对较轻，

从而

(三)收入分配差距扩大 

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认为边际消费倾向和平均消费倾

向都

群体收入增长缓慢，中等收入群

体太

人口红利，简单来

在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比较丰富，对经济发展十

分有利的黄金时期。中国目前每年供给的劳动力总量约为 1000 万，劳动人口比例较高，保

证了经济增长中的劳动力需求。由于人口老龄化高峰尚未到来，社会保障支出负担轻，财富

积累速度比较快。生命周期理论认为，一个家庭的收入变化在人的生命周期内是有规律可循

的，家庭储蓄取决于他所处的生命周期的具体阶段：当人们年轻的时候，其收入是比较低的，

因此要举债消费,是为负储蓄。工作阶段，他们一方面偿还原先消费时借的债务，另一方面

为今后退休收入减少时进行储蓄。退休阶段，收入减少，开始消费青壮年时的储蓄。根据这

种理论，如果社会上年轻人和老人比例增加，则消费倾向会提高，如果社会上中年人比例增

大，则消费倾向下降。社会总储蓄和总消费会部分地依赖于人口的年龄分布，当有更多人处

于储蓄年龄时（中年）净储蓄就会上升。中国目前已进入了“人口红利”时期，这意味着劳

动年龄人口的扶养比相对较低，他们所承担的扶养和赡养等经济负担较轻，从而减轻了家庭

支出，提高了家庭储蓄的比例；中国 60 年代和 80 年代“婴儿潮”时出生的人口在经济高速

增长时期已经成为劳动年龄人口，为经济的高速增长提供了丰富而又廉价的劳动力。当经济

中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增加，年轻人口比重和老年人口比重则相对下降，总人口的消费倾向会

下降、储蓄倾向上升，社会最终消费出现不足。 

在收入分配与消费的关系上，

随收入的增加而递减，低收入阶层的边际消费倾向高于高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倾向(表

1)。收入分配的差距过大，整体上会降低居民消费倾向，制约居民消费能力的提高。根据生

命周期－持久收入模型原理，人们会根据一生来规划其消费储蓄，富人并不比穷人相对消费

的更少，但“劫富济贫”的收入再分配政策可以提高整个社会的平均消费倾向，只要把收入

从富人手中转移到穷人手中就会增加社会总消费。 

当前，消费低迷，根本原因是占人口大多数的低收入

小，导致消费能力较低。有关资料显示，中国低收入家庭的消费倾向明显高于中高收入

家庭。基础消费品的爆发式需求增长，新消费群体的各类新的需求增长，居民消费观念的更

新和消费结构的升级，将启动中国庞大的内需消费市场。但是，改革开放 30 年来，我国收

入分配差距持续扩大，基尼系数从 0.29 扩大到目前的 0.47，已超过国际警戒线。2002 年我

国的基尼系数的水平相当于英国 1949 年的水平。2003-2005 年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一

直保持在 3.2 倍，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低于经济增长，居民收入份额偏小，贫富差距过大，

居民消费能力受到一定的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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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05-2008 我国高、中、低收入群体消费倾向统计数据 

年份 最低 10%收入  组 中间 20%收入组 最高 10%收入组

 平 均 消 费 边际

倾向 

消费倾向 消 费 消 费平 均 消 费 边 际

倾向 倾向 

平 均 消 费 边 际

倾向 倾向 

2005 0.94 0.99 0.80 0.79 0.67 0.68 

2006 0.96 0.72 0.77 0.55 0.66 0.60 

2007 0.96 0.96 0.76 0.67 0.63 0.47 

2008 0.96 0.97 0.73 0.57 0.60 0.45 

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1-2008），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

(四)社会保障制度 

外，还取决于居民的消费意愿。居民对未来支出预期的不确定

性包括住房、教育、养老、医疗、失业等开支，其中影响消费预期的主要是社会保障问题，

总值

者预期，增强经济抵御风

险的

出的比重 单位：亿元 

年份 
国内 占财政总

》 1-2008 年版 

消费取决于可支配收入

居民社会保障水平对居民的消费意愿构成很大影响。为了应付未来的这些不确定性支出，在

社会保障不健全的情况下，居民会减少即期消费。 

目前，我国整体社会保障水平偏低，表 2 中数据表明，我国社会保障支出占国内生产

的 2%左右，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 10%左右，与国际水平相比还差距甚远。虽然城市居民

的社会保障体系正在不断的健全和完善，然而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还相当薄弱。在农村，

大多数农村居民只有最低生活保障、社会养老保险和新型合作医疗，并且保障覆盖面狭窄，

保障人数少、水平低，2007 年，参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人数占全国农村人口的 7.1%。从

社会保障费用支出的情况看，占全国总人口 80%的农民保障支出仅占全国社会保障支出的

11% ，而占全国总人口 20%的城镇居民，却占 80%的保障费用。 

加快推进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能树立消费者信心、引导消费

能力。国内外历史经验表明，政府每投入 1 元钱，就能带动社会投资 3 元左右，而加强

社会保障，解决老百姓的后顾之忧对扩大内需产生的作用将到达 10 倍的乘数效应∗，通过完

善社会保障制度来扩大内需，更有持续性。 

表 2   社会保障支出占 GDP、财政支

生产
财政支出 

社会保障 保障支出占国内生 保障支出

总值 支出 产总值比重（%） 支出的比重（%） 

2000 699214. 15886.50 1517.57 0.015296 0.095526 

2001 109655.2 18902.58 1987.40 0.018124 0.105139 

2002 120332.7 22053.15 2636.22 0.021908 0.119539 

2003 135822.8 24649.95 2655.91 0.019554 0.107745 

2004 159878.3 28486.89 3116.08 0.01949 0.109386 

2005 183217.4 33930.28 3698.86 0.020188 0.109014 

2006 211923.5 40422.73 4361.78 0.020582 0.107904 

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1-2008）》，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1-2008 年版。 

                                                        
∗ 贾康、程瑜 《启动积极财政政策防止经济过度下滑》.《中国发展观察》2008 年 12 月 3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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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居

(一)过高的流转税影响商品消费 

我 占全部税收收入的比重超过 60%，增值税、消

费税、营业税等流转税收入增长较快，而流转税大都属于价内税，直接附着于商品价格，最

终进入消费领域，影响消费水平。以增值税来说，全世界目前 140 多个国家开征增值税，其

标准税率平均为 17%，我国增值税基本税率也为 17%，低税率 13%，按 13%征税的大多是与人

们日常生活关系密切的生活消费品。不过，我国增值税税基中包含投资品(资本品)，因此，

同样是 17%的标准税率，其实际增值税负就会比较高，如果加上在服务业征收的实际上属于

增值税的营业税，商品税负更高，这对扩大消费明显不利。增值税是一个对最终消费品的征

税，所有中间品、资本品都应从税基中扣除，目前允许设备进入进项税额抵扣，还未能扣除

不动产等基建投资费用，所以降低税率还有空间。欧洲许多国家对包括食品、药品等在内的

生活必需品在最终环节予以免税或实行零税率照顾，如果生活消费品商品税负下降，可以真

正起到鼓励消费的作用。 

对于大多数从事小规模经营的个体经营者，其经营活动的主要目的是满足其个人及家

庭的消费需求，减轻税负可以增加其税后可支配收入，提高消费水平。但是我国增值税、营

业税起征点明显偏低，月销售收入在 1000-5000 元的够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平，在销售收入达

不到 1000-5000 元时即对其征税，既不公平，也影响个体经营者的消费水平。 

嫁，所以

纳税人一般就是负税人。总体上新企业所得税法对资本所得实行的是轻税政策，提高了资本

的社会地位，随着收入分配中劳动报酬所得占 GDP 比重的下降，这种税收区别待遇使收入分

配进一步走向分化。 

我国个人所得税设计落后，征税总体上不符合量能负担原则：(1)居民收入日趋多元化，

但我们尚未建立起一套有效的收入监控体系，对灰色收入更是无能为力；(2)未能实行综合

征收，不同收入不同税率、扣除方法，无法综合反映纳税人的真实纳税能力，难以体现公平

税负；(3)对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等勤劳所得实行累进征税，但对股息、红利则采用 20%的

比例税率，造成税负不公；(4)工资薪金所得长期实行定额扣除法，不能真实反映纳税人家

庭的实际生活状况。 

财产总量不断增多，结构日益复杂的情况下，财产拥有差异已逐渐

成为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重要因素。我国现行的财产税税种较少，严格说来只有房产税、契

税、车船税和土地增值税，而在税种少的同时，税基窄，征收面不宽，对于财产转让一直没

有征税，这就使财富积累造成的收入差距扩大没有得到合理限制。加之现行的财产税的计税

依据不合理，财产评估制度、财产登记制度不健全，征管漏洞较大，造成税负普遍较低，使

税收对 民消费的影响 

国现行税制以间接税为主，流转税收入

(二)累退性的所得税扩大了收入分配差距 

我国现行的所得税制包括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由于所得税一般不易转

(三)财产税制的缺失加剧了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 

当前，在我国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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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课税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很小，未能充分发挥调节财产水平、公平财富的作用。 

四、扩大居民消费的税收政策思考 

(一)增强消费能力，提升消费意愿 

1

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由于一些抑制消费的政策并未取得实质性突破，居民消费结构升

级受 消费的交易成本居高不下，人们不得不减少、

推迟 民具备了购置小轿车的能力，但是增值

税、消

胀，缩小投资和消费增长的不平衡。 

业生产、生活资料的成

本。财 税收优惠政策推动企业与农业生

产的

累进税率的级次、

拉大 负，对诚实劳动的综合类收入实

行低

征物业税，可以将房产税和城市房地产税并入物

业税 耕地占用税和土地增值税，以物业税、

土地

．降低消费品的增值税税率，增强消费能力 

阻。众多抑制型消费政策的继续存在使居民

甚至放弃消费。例如，在城镇已有一定数量的居

费税、车辆购置税等居高不下，影响了消费者的购买热情。要把扩大内需的重点从投

资转向消费，将巨大的消费需求潜力转化为现实购买力，就必须调整税收政策，转变税收观

念，减轻商品税收负担。 

降低增值税率不仅有利于刺激消费,还有以下优点:一是有助于缓和收入差距。低收入

阶层的增值税负担高于高收入阶层,因为前者的消费支出占收入的比例高于后者；二是有助

于降低物价水平,抑制通货膨

2．完善涉农税收政策，增加农村居民的经营性收入 

近期政府推出了家电下乡、发放消费券等一系列扩大内需的措施，但其实际效应并不

理想。增加农村居民消费最根本的还是增加农村居民的收入，降低农

政在增加新农村建设基础设施投入的同时，可以运用

直接对接，减免和降低农村土地流转中的税负，吸引企业和个人投资于农业，真正形成

高附加值的农村产业链；同时建议将家用电器、农机、农药、种子、化肥等生产生活资料中

所含的增值税负一次性返还给农民，真正体现税收对农村消费的促进。 

3．完善个人所得税，提升中等收入阶层的消费能力 

首先，尽快创造条件实行综合所得课税，建立收入报告制度，健全个人收入监控体系

和个人收入信息管理网络。其次，降低个税的最高边际税率，缩减工薪所得

级距，扩大 5%税率的适用范围，降低中等收入者的税

税率，使个人所得税的税率级次能起到“调高、扩中、提低”的作用；第三，合理确定

个人收入课税费用扣除额；应考虑地区经济水平的差异、物价因素、收入负担能力等实行个

人所得税税前扣除标准的动态调整机制。 

4．重构财产税制，适当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 

我国财产税制应包含房地产税、车船税、遗产税和赠与税。物业税作为未来财产税的主

体税种，是对目前房地产税的重构。一是开

，取消不合理的城镇土地使用税，保留契税，改革

增值税、耕地占用税和契税构成我国的房地产税收体系，改变过去房产税与土地税不统

一、房地产税中重流转轻持有的局面。二是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防止居民通过非个人努力

取得的财富积累而暴富，通过税收政策调节收入差距的代际传递，为社会成员创造公平的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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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起点。 

5．进一步调整增值税和营业税起征点政策，将起征点改为免征额 

从 2009 年开始，《增值税实施条例》将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的征收率由 6％和 4％调低

为 3％。小规模纳税人征收率的降低，一方面提高了个体工商户的经营能力，使其有能力扩

大生 即使在经营规模不

变的

（二）增强居民消费信心，提高居民消费意愿 

1．开征社会保障税，稳定消费预期 

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假说认为一个人的收入可分为持久性收入和暂时性收入，决定人

们消费 对农村消费的影响应该只是一

种短暂性的、一次性的,这种短暂的收入并没有改变人们的消费预期,也就是并非持久收入。 

会影

，解决上述行业由于混合经营或兼营带来的重复征税和税负不公等问题，扶持与

其他 术上便于操作的行业，在营

业税

产经营规模，进一步增加税收收入；另一方面，由于征收率的降低，

情况下，也可以增加个体经营者税后可支配收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可以增强其消费能

力，促进消费的增长。但是，从个体经营者经营活动的目的以及进一步提高其消费能力的角

度看，我国应在现行增值税改革的基础上进一步调整增值税和营业税的起征点。在销售收入

达到 1000—5000 元时即对其收入总额课税，不仅有失公正与公平，也使个体经营者的消费

能力处于较低水平。从平衡个体经营者与一般工薪阶层税负以及保障个体经营者基本生活消

费水平的角度，应参照个人所得税工资薪金所得的扣除标准，适当提高现行增值税和营业税

的起征点；同时，考虑到销售收入或营业额略高于起征点与略低于起征点的情况差异并不是

很大，但收入略高于起征点与收入略低于起征点的税收负担差异却很大这一情况，为了更好、

更大范围地照顾个体经营者的利益，更大程度地提高个体经营者的收入水平，可以考虑对现

行增值税与营业税的起征点在提高标准的同时将其改为免征额，所有从事个体经营的纳税人

都可以从其月销售额或营业额中扣除一定的数额，仅就超过规定数额的收入纳税。 

支出的是持久收入。上述对农业消费资料的一次性退税

政策的不确定性、结构调整的加快和产业的不断升级以及就业形势的不明朗甚至趋于

恶化,使得人们往往形成了“收入预期低”;与此同时,住房、医疗、教育和劳动保障制度目

前的不完善,使得人们又可能形成“支出预期高”。这种双向预期的不利性、不确定性,势必

响到人们的消费心理、消费观念、消费习惯、消费结构和消费水平。社会保障作为“社

会安全网”和“经济稳定器”，是公共财政的重要作用领域，要通过开征社会保障税加快完

善社会保障体系，稳定居民的收入和支出预期，抵御由于经济波动带来的风险。以开征社会

保障税代替收费，不仅可以降低税收征收成本，提高管理效率，更可以保障社会保障资金的

安全性。 

2．适当降低营业税税负，以税收优惠促进服务业的发展 

要适当扩大增值税的征收范围，把交通运输、物流业、建筑业和销售不动产等纳入增值

税征收范围

行业发展密切相关的服务业的发展。可以考虑对于当前在技

计税依据确定时允许其进行一定程度的扣除，尽可能减少重复征税。这样，既减轻了纳

税人的负担，也有利于促进居民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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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进一步拉大各服务行业的营业税税率差距，鼓励发展金融、保险、信息服务等生产型

服务行业；对于旅游、餐饮、文化、娱乐等行业，允许地方政府在一定幅度范围内调整税率；

对于新出现的行业，及时调整营业税征税范围，以防止税款流失造成的行业内部的税负不公。

将服

（三）挖掘微观主体消费潜力，引导消费结构升级 

挖掘微观主体的消费潜力，要针对不同阶层的收入和消费偏好各个击破，总体说，鼓励

高收入群体消费，稳定中等收入群体消费，提升低收入群体消费，挖掘农村居民消费。 

针 住房、高档汽车和奢侈商

品的

与税

轻房产交易环节税费，增加房地产保有环节的税收，

抑制

率，

增值税税负返还给农

民，降低农业生产成本。此外，由于农村消费的产品在种类和功能与城市居民有一些差异，

档数码产品进入普通

家庭

务业的税收优惠侧重于信息技术产业、农业服务业、公益性服务行业、中小服务企业等

领域。 

对高收入群体，完善相关营业税、消费税收政策，培育高档

增长点，大力创新发展文化、教育、旅游等潜力大的产业，加快传统服务业的提升和改

造并拓宽新型服务领域，不断培育高收入者的增长点消费热点。此外，尽快开征遗产税、赠

，刺激高收入阶层的即期消费。 

针对中等收入群体，主要通过调整个人所得税稳定其收入，在稳定中端产品市场的条件

下，为其将消费转向高端产品市场留有较大空间。另外，中等收入阶层的很多一部分收入用

于房屋购置，所以开征物业税，规范并减

房产投机，将部分居民过剩的住房消费潜力转化为现实的消费行为，扩大自主性购房需

求。此外，政府应运用财政税收政策抑制“炒房”、消除住房建设与买卖中不合理税费。 

针对低收入群体，首先应把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问题纳入公共财政覆盖范围，

向享受“低保”的居民、暂时失业的居民以及绝对贫困的居民提供保障性免费住房，完善和

推进廉租房制度，防止住房需求挤掉其他消费需求。其次，降低日常生活消费品的增值税税

对某些消费品实行减税或是免税政策，降低日常生活的成本。 

针对广大的农村居民，其潜力市场在住房改造、生产资料、家电等耐用品消费，所以财

政应对新建和新翻住房意愿的农村居民，提供必要的物质和资金支持，为农民提供低息或无

息贷款，必要时给予直接补贴；降低农民购买生产资料等生产过程中的

政府要通过财税政策引导企业生产满足农民需求的价廉物美商品。 

近年来，伴随着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进程的加快，居民消费需求日益增长的同时，需求

结构日趋多样化。城市消费热点不再集中于某个单一商品，而向住宅、汽车、教育、旅游等

多方面发展，移动电话的普及、家用电脑、大屏幕高清晰度彩电、中高

，汽车、住房消费快速增加及档次的不断提高，文化教育、休闲旅游、服务消费的大幅

度增长。税收政策要适时引导消费结构的升级，可以通过实行有差别的税收政策，优化居民

消费结构，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对有助于拉动居民消费升级换代的消费品、具有广阔市场前

景的节能减排消费品及满足消费水平提高的新型消费品，无论是其产品研发还是开拓市场都

应给予一定的支持，满足收入水平提高情况下的居民消费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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