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天勇：什么原因造成了
居民消费需求不足和工业
产能过剩 

  



 

 - 2 -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周天勇 

 

在学术和政策讨论圈，曾经将工业产能过剩归因于投资过大，生产力

建设超过了市场需要。因此，对策是去掉过剩产能。我曾经也冒出过这样

的念头。然而，去产能已经多年了，产能依旧年复一年地过剩。如果从另

一个视角去观察，深层次是二元体制造成了连续性的消费需求不足，导致

了常态性的生产过剩。 

1．对于二元体制及其消费需求流量的解释 

从需求看，消费与投资和出口相比，是一个较为稳定的变量。一国消

费需求的繁荣和萧条，决定其投资需求的上涨和下行。从长期来看，经济

周期往往与人口增长变化的消费需求，以及固定资产更新周期决定的投资

波动有关。消费总需求中，居民消费是基础，政府消费是人口规模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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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管理衍生消费。从人口、经济和国土小国来看，由于市场和生产规模

比较优势弱，可以参与国际经济市场和生产的分工协作，国际投资和出口

成为其宏观经济平衡和实际供求均衡增长的重要因素。然而，大国如果主

要依赖于外部国际投资和出口需求，扩大其生产的可能性边界，却存在着

极大的不确定性。 

一般来说，由于居民消费是相对稳定的一个变量，出口变量受国际贸

易市场的影响较大，总供给与总需求平衡调控的关键是处理投资与储蓄的

关系。当经济景气下行时，用扩张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加大投资；当经济景

气过热时，用收缩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收缩投资。在竞争性市场经济场景中，

如果名义经济增长速度低于潜在的经济增长速度，单纯由流动性不足造成

的产能过剩，可以用凯恩斯扩张性财政和货币政策刺激来解决。 

从增长的需求可能性边界看，向外出口和国内消费需求，是基础性需

求。企业原料和设备等需求是否旺盛决定于消费规模是否景气；政府公共

设施投资需求，需要考虑消费与投资、生产投资与公共投资、GDP 政府与

企业及居民分配、政府债务与收入等等之间合理的比例，科学地确定其适

度规模。在国际贸易和国内消费需求不足的格局下，单纯扩大政府公共投

资需求，在预算中劳动成本的持续下降，传导到消费流量的效果并不理想。 

服务业总体上资本有机构成较低，资产稍重的服务业行业中，旅游园

区在消费需求收缩时影响较大但比例不高，教育和医院等必需消费则属于

必保支出，而其他服务需求收缩的服务业产能因轻资产而容易及时出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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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生产的是必需消费的食品，消费需求收缩时，其受到的影响程度也不

大。 

工业生产，特别是制造业，其资本有机构成比农业和服务业都高得多，

其重资产特征意味着其产能在短期内出清的可能性较小。因此，生产过剩，

主要是指工业产能的过剩。 

所以，从总需求和总供给关系看，主要还需要从工业产能的过剩程度

去深入分析。2007—2020 年间，因出口总值占 GDP 比例的逐步下降，中

国国内需求也相对不足，其不能对出口相对收缩进行替代，形成了持续工

业产能过剩的趋势。这一时期，债务量和货币供应量的扩张，速度高于 GDP

的增长率，但也未能理想地促使国内需求增加而平衡工业产能过剩。中国

这样长期产能过剩的机理并无法以中短期竞争性市场经济总供给与总需求

均衡模型去解释，只有从二元体制造成“生产—分配—交易—消费”循环

梗阻和流量大小去观察其形成的内在机理。 

那么，是什么二元体制原因造成了生产的长期过剩？从一元市场经济

与二元计划行政与市场调节并存体制的对比看，有以下“人口—劳动力—

资产—生产—分配—收入—消费”循环的扭曲特点。 

首先，人口前期增长变动影响后期消费变动方面，20 年前未实行计划

生育国家的人口总和生育率标准值从 2.1 向 1.8 变动，而我们实行了计划

生育的扭曲值从 2.1 向 1.22 变动。从 20 年前人口变动影响 20 年后国民经

济收入、消费和 GDP 变动定律看，实行人口生育管理社会自动调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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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性计划和行政生育管制不同的体制，其收入和消费需求增长从高速向

中速下降，最后从中速向低速转型，各自持续的时间长短不同。自动调节

的国家从高速向低速转型的时间较长，老龄化来临较晚；指导性计划生育

的国家次之，如果处理得当，如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居民收入和消费

需求高速增长时间足够，实现了先富后老；而生育管理较严体制，则有居

民收入和消费需求迭代收缩较快，如果没有针对性的应对措施，可能有未

富先老，居民需求水平不高的风险。 

其次，人口迁移受阻影响收入提高波及消费变动方面，（1）标准水平：

未对人口迁移进行干预的国家，在人均 GDP10000 元水平时，人口城市化

水平标准值为 75%左右，劳动力农业就业比率标准值为 11%左右。（2）体

制扭曲情况：我们实行了城乡分割的户籍体制，目前在人均 GDP 为 10000

美元时，城镇常住人口城市化率扭曲值为 63.89%，户籍城市化率扭曲值为

45%，劳动力农业就业比率扭曲值为 23.6%，这必然传导影响农民收入和

消费水平。 

再次，土地从农村和城郊集体所有向城镇、工业、交通水利建设国家

所有配置时，（1）标准规则：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及市场经济

标准规则：不同所有者之间等价交换，土地交易在不同所有者之间交易，

收入大部分归土地原所有者所有，政府按不同的比率收取土地交易税，最

高可能为 40%。（2）扭曲规则和扭曲值：但是体制性的扭曲是，农村城郊

农民集体土地是生产资料（耕地等）和生活资料（居住用地），不得向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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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价值为零；政府从农村征收的土地变成国有，一部分向交通、水利、

教育、医疗和行政管理等用地划拨供应，另一部分通过地方政府行政垄断

市场向购地的工商企业和房地产开发商高价出售，而返回农民的补偿部分

占地方政府出让土地总收入的 3%左右。 

最后，从城乡居民住宅“拥有—交易—购买—经营—收入—消费” 

配置互换的经济循环看，（1）标准规则和标准值：市场经济国家住宅一般

的标准规则为个人永久所有，住宅作为资产，可交易、可定价、可抵押、

可继承；住宅投资、建设和供给方面可以个人购地投资建房、住宅合作社

购地建房、房地产商开发建房和政府建设公租和廉价房，多元化竞争性和

政府补充供应住宅；在房屋价格方面，市场经济国家，住宅房价居民收入

比标准值在 3—6 之间。（2）体制扭曲规则和扭曲值：中国农村和城郊住

宅农民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从现行各种法律规定的组合看，农民的

住宅无法向市场交易，无法定价，不能够抵押，也没有特别明确的法律可

以继承；城镇居民商品性住宅最长年期为 70 年，期限内使用财产权为居民

所有，到期后是否无偿接续，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城镇居民 70 年内住宅

可以交易、可以定价和抵押，由于垄断供地和垄断供房，2020 年全国城镇

住宅平均每平方建筑面积价格为 10020 元，2000 年—2020 年间，房价城

镇居民收入比为 9.26，农村居民为 28.52。 

依据这些二元的标准规则和标准值与体制扭曲规模和扭曲值的差别，

可以计算人口迭代收缩、居民迁移受阻、土地收入分配扭曲和高房价挤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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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方面造成的居民消费需求收缩，并观察各自对工业产能过剩的贡献。 

2． 中国 2006 年以来的产能过剩情况 

2008 年的美国次贷危机和 2010 年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中国实行量

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了对企业贷款的力度。大规模投资推动着中国工

业产能的快速扩张。与之对应的是，中国人口的第三波上行增长是

1980—1987 年，1988 年增长速度开始下降。这使得 20 年后的 2008 开

始，劳动力年龄人口增长速度也逐步放缓，特别是 2012 年开始劳动力开

始负增长。这意味着国内消费需求增幅会下降，从而使工业品销售的国内

市场容量增长也会放缓，发生工业产能的过剩。 

张林（2016）对工业产能过剩有综述综性研究：第一，多个行业产能

过剩问题日益严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 2012 年国别评估报告显示，

中国工业产能利用率在 2008 年金融危机之前稍低于 80%，2015 年制造制

业平均有近 30%的产能闲置，约 35.5%的制造业企业产能利用率低于

75%%；2008 年至 2012 年初，中国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的产

能分别增加了 2.4 亿吨、10.3 万吨、800 万吨、3.4 亿重量箱，而这些行

业的产能利用率分别仅为 72%、73.7%、71.9%和 73.1%；有色金属行业

产能利用率 65%左右，光伏、风电设备行业产能利用率不足 50%。第二，

产能过剩从行业产业链某个环节或某种产品向整个行业蔓延。比如，2009

年钢铁行业主要是部分高端板材产能过剩，而 2015 年已经蔓延到全国 26

个主要市场，涉及几乎所有钢材品种；光伏产业由 2009 年的多晶硅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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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剩发展到硅片、电池片、电池组等多个基础环节的严重产能过剩（王晓

姝、孙爽，2013）。第三，产能过剩从少数行业向多数行业蔓延，日益呈

现出鲜明的全局性特征。2006 年全国仅有 10 个制造业被国务院列为产能

过剩行业，2009 年已上升到 19 个，产能过剩行业已经从钢铁、水泥、煤

化工、平板玻璃、造船等传统产业逐渐蔓延到氮肥、电石、氯碱、汽车、

机械、铅、铜、电解铝等众多高端产业，甚至包括多晶硅、光伏、风电设

备、太阳能等新兴产业（李晓华，2013；杨振，2014；陈剩勇、孙仕祺，

2013）。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刘明等：中国制造业产能过剩的测度与分析．发

展．2019．（5）8-16． 

从图 1 可以看出，2006—2020 年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工业

产能过剩率从 80%左右下降到 2020 年 75%左右；刘明等学者研究的数据，

其中制造业产能过剩率，从 67.35%下降为 2011 年的 5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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