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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利用 GDP 支出法需求结构和世界典型国家的投入产出表数据对中国宏观需求结构的演

变历程和逻辑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袁并对其未来演变趋势进行了展望袁指出了改善宏观需求结构的

相关政策含义遥研究发现院改革开放以来袁中国宏观需求结构大致经历了从消费主导型向投资和进出

口快速增长型袁再到消费和投资协同驱动型的演变阶段袁不同阶段的经济增长需求动力差异明显遥从宏观

需求的三次产业和细分行业结构来看袁中国消费尧投资和净出口的结构在不断改善袁高附加值制造业

与高端服务业的行业占比显著提升袁服务消费尧服务投资将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遥从短期来

看袁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袁中国宏观需求结构仍将是消费和投资协同驱动型袁投资率的提升幅度可能

会超过消费率袁净出口率会有所下降曰从长期来看袁消费率将会继续上升袁投资率会有所下降袁净出口

率可能变化不大遥
关键词院宏观需求结构曰经济增长动力曰扩大内需战略曰经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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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民经济核算框架袁由消费尧投资和净

出口构成的总需求决定了一国的产出规模袁也即

支出法核算的 GDP遥因此袁消费尧投资和净出口

被称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野三驾马车冶袁它是凯恩斯

主义对宏观需求的短期分析基本框架遥中国人均

GDP 由 1978 年的 234 美元一路攀升至 2019 年

的 10 276 美元淤袁40 多年来所取得的经济增长

奇迹令人瞩目袁但是奇迹的背后袁也存在宏观需

求结构失衡等问题遥 进入21 世纪袁中国经济增

长一度过分倚重短期投资刺激和出口带动袁以
高储蓄维持大量投资袁以大规模出口弥补内需

不足袁国内消费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较为有限袁但是持续增加投资会面临边际报酬递

减的困局袁出口也仅能在短期内起到拉动经济的

作用袁因此依赖投资和净出口野两驾马车冶的经

济增长模式难以持续遥 近年来袁美国金融危机和

欧债危机先后爆发袁世界经济呈现明显的疲软态

势袁经济复苏缓慢袁在高度互联互通的全球价值

链时代背景下袁中国经济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负面

影响遥由于国内人口红利的消退和制造业成本优

势逐步减弱袁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和单边主义

盛行袁国际经济环境不确定性增加袁再加上近期

的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袁经济下行压力进一步

增大袁原有的投资和出口占据主导地位尧消费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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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动力不足短板的宏观需求结构已难以在短期

内拉动经济企稳回升遥因此袁全面系统地梳理分

析宏观需求结构的演变历程袁探寻其理论逻辑袁
有助于缓解消费尧投资和净出口的失衡问题并优

化其结构袁以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遥
为了进一步发挥宏观需求对经济增长的协

调拉动作用袁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袁要野完善

促进消费的体制机制袁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

础性作用遥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袁发挥投资对优

化供给结构的关键性作用冶遥2020 年伊始袁中央

相关会议多次强调要推动消费升级袁适应数字消

费新需求袁积极扩大有效投资袁加强传统基础设

施和新型基础设施投资遥 另外袁近年来中国密集

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以优化宏观需求结构袁如
叶进一步优化供给推动消费平稳增长 促进形成

强大国内市场的实施方案渊2019 年冤曳叶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流通促进商业消费的意见曳
叶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激发民间有效投资活

力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曳叶国务院

关于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利用外资若干措施的通

知曳等遥
虽然近年来有关中国宏观需求结构的研究

相对较多袁但是主要集中于宏观需求对经济增长

的贡献估计和动态冲击效应咱1-4暂尧宏观需求的协

调率和结构失衡分析咱5-8暂以及经济增长的动力转

换咱9-11暂等袁运用的方法和模型以自回归模型尧联立

方程模型以及变系数模型为主袁而利用投入产出

模型进行宏观需求结构分析的文献数量较少袁仅
有沈利生咱12暂尧刘瑞翔和晏维龙咱7暂利用投入产出模

型测算了最终需求驱动经济增长的绩效袁卓玛草

将投入产出表中的需求结构进行分解并系统估

算了宏观需求的增加值咱13暂袁倪红福尧冀承利用中

美两国的投入产出表数据分析了宏观需求中消

费结构的历史变迁和升级趋势咱14暂遥 总体来看袁还
缺乏基于投入产出数据对宏观需求结构演变和

逻辑的深入探讨袁运用该数据对世界多个国家的

宏观需求结构进行国际比较分析的成果更是少

之又少遥
鉴于此袁本文基于 GDP 支出法需求结构数

据探究中国宏观需求结构的演变历程和逻辑袁依
据不同阶段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袁将宏观需求结

构的演变历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袁并对每个阶段

的逻辑和特征进行深入剖析遥在此基础上袁运用

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渊WIOD冤中2000要2014 年的

投入产出表袁对比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宏观需

求结构的变迁袁从三次产业和经济部门层面细分

各国的消费尧投资和出口在最终需求中所占比重

的变化趋势袁以深入研究中国与世界上典型国家

在宏观需求结构演变特征和发展方向上的差异袁
并对中国未来宏观需求结构的发展趋势进行研

判袁最后剖析宏观需求结构改善的政策含义遥
一尧中国宏观需求结构的演变历程与逻辑

这里利用 GDP 支出法和中国投入产出表

两套数据袁对中国宏观需求结构的演变历程与逻

辑进行分析遥
渊一冤基于 GDP 支出法统计数据的分析

为了深入揭示中国宏观需求结构的演变历

程袁这里运用 GDP 支出法核算恒等式即 GDP=
消费+投资渊资本形成冤+净出口袁计算基于 GDP
支出法的 1978要2018 年各项细分数据以及三

大需求对 GDP 增长的贡献率与拉动 GDP 增长

的百分点袁结果如表 1渊下页冤和表 2 所示遥改革

开放以来袁中国宏观需求结构的演变大致可分

为三个阶段袁不同阶段的经济增长拉动力差异明

显袁呈现不同的逻辑和特征遥
1.第一阶段渊1978要2002 年冤院消费主导型

在这一阶段袁消费占主导地位袁最终消费率

平均在 60%以上袁远大于资本形成率和净出口率

之和袁但最终消费率呈下降趋势袁从 1978 年的

61.9%下降至2002 年的 61.2%遥资本形成率总

体上略有上升袁但波动幅度较大遥同时袁最终消

费支出对 GDP 增长的贡献率大多数年份超过

资本形成总额和净出口的贡献率遥如 1983年最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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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GDP渊亿元冤
最终消费支出

渊亿元冤
资本形成总额

渊亿元冤
货物和服务净出口

渊亿元冤
最终消费率

渊%冤
资本形成率

渊%冤
净出口率

渊%冤
1978 3605.6 2233.6 1383.3 -11.4 61.9 38.4 -0.3
1979 4047.3 2579.0 1488.3 -20.0 63.7 36.8 -0.5
1980 4540.5 2967.7 1587.5 -14.7 65.4 35.0 -0.4
1981 4921.6 3278.2 1626.3 17.1 66.6 33.0 0.4
1982 5386.3 3576.8 1718.4 91.1 66.4 31.9 1.7
1983 6034.2 4061.2 1922.2 50.8 67.3 31.9 0.8
1984 7290.1 4786.6 2502.2 1.3 65.7 34.3 0
1985 9108.1 5920.8 3554.4 -367.1 65.0 39.0 -4.0
1986 10 390.3 6730.8 3914.6 -255.2 64.8 37.7 -2.5
1987 12 198.0 7643.5 4543.7 10.8 62.7 37.2 0.1
1988 15 210.5 9429.4 5932.2 -151.2 62.0 39.0 -1.0
1989 17 250.5 11 043.7 6392.4 -185.5 64.0 37.1 -1.1
1990 18 969.3 12 012.4 6446.6 510.3 63.3 34.0 2.7
1991 21 997.2 13 625.6 7754.0 617.6 61.9 35.2 2.9
1992 27 140.3 16 239.3 10 625.4 275.6 59.8 39.1 1.1
1993 35 576.0 20 814.9 15 440.5 -679.5 58.5 43.4 -1.9
1994 48 410.3 28 296.8 19 479.4 634.1 58.5 40.2 1.3
1995 61 050.4 36 228.7 23 823.0 998.6 59.3 39.0 1.7
1996 71 541.5 43 122.3 26 960.1 1459.1 60.3 37.7 2.0
1997 79 415.8 47 548.7 28 317.1 3550.0 59.9 35.7 4.4
1998 84 790.8 51 501.8 29 659.7 3629.3 60.7 35.0 4.3
1999 90 095.1 56 667.3 30 891.2 2536.6 62.9 34.3 2.8
2000 99 799.0 63 748.9 33 667.1 2383.0 63.9 33.7 2.4
2001 110 388.4 68 661.1 39 402.5 2324.7 62.2 35.7 2.1
2002 121 326.7 74 227.5 44 005.0 3094.2 61.2 36.3 2.5
2003 137 146.7 79 735.0 54 446.8 2964.9 58.1 39.7 2.2
2004 161 355.6 89 394.4 67 725.6 4235.6 55.4 42.0 2.6
2005 187 657.5 101 872.5 75 576.0 10 209.1 54.3 40.3 5.4
2006 219 597.5 115 364.3 87 578.6 16 654.6 52.5 39.9 7.6
2007 270 499.4 137 737.1 109 339.3 23 423.1 50.9 40.4 8.7
2008 318 067.6 158 899.2 134 941.6 24 226.8 50.0 42.4 7.6
2009 347 650.3 174 538.6 158 074.5 15 037.1 50.2 45.5 4.3
2010 408 505.4 201 581.4 191 866.9 15 057.1 49.3 47.0 3.7
2011 484 109.3 244 747.3 227 673.5 11 688.5 50.6 47.0 2.4
2012 539 039.9 275 443.9 248 960.0 14 636.0 51.1 46.2 2.7
2013 596 344.5 306 663.7 275 128.7 14 552.1 51.4 46.1 2.5
2014 646 548.0 338 031.2 294 906.1 13 610.8 52.3 45.6 2.1

表 1 1978要2018年 GDP支出法与宏观需求结构变化

渊转下页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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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GDP渊亿元冤
最终消费支出

渊亿元冤
资本形成总额

渊亿元冤
货物和服务净出口

渊亿元冤
最终消费率

渊%冤
资本形成率

渊%冤
净出口率

渊%冤
2015 692 093.7 371 920.7 297 826.5 22 346.5 53.7 43.0 3.3
2016 745 980.5 410 806.4 318 198.5 16 975.6 55.1 42.7 2.2
2017 828 982.8 456 518.2 357 886.1 14 578.4 55.1 43.2 1.7
2018 915 774.3 506 134.9 402 585.1 7054.2 55.3 44.0 0.7

渊续上页冤

资料来源院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整理遥

年份
最终消费支出 资本形成总额 货物和服务净出口

贡献率渊%冤 拉动百分点 贡献率渊%冤 拉动百分点 贡献率渊%冤 拉动百分点

1978 38.7 4.5 67.0 7.8 -5.4 -0.6
1979 78.1 6.1 20.1 1.6 1.8 0.1
1980 78.1 6.1 20.1 1.6 1.8 0.1
1981 89.4 4.6 -1.7 -0.1 12.3 0.6
1982 56.7 5.1 22.6 2.0 20.7 1.9
1983 75.0 8.1 33.0 3.6 -8.0 -0.9
1984 69.3 10.5 41.3 6.3 -10.6 -1.6
1985 71.9 9.7 79.6 10.7 -51.5 -7.0
1986 50.6 4.5 15.2 1.4 34.2 3.0
1987 41.5 4.8 25.9 3.0 32.6 3.9
1988 43.8 4.9 55.3 6.2 0.9 0.1
1989 79.4 3.3 0 0 20.6 0.9
1990 89.0 3.5 -69.4 -2.7 80.4 3.1
1991 61.2 5.7 37.2 3.4 1.6 0.2
1992 56.9 8.1 52.3 7.4 -9.2 -1.3
1993 58.5 8.1 54.8 7.6 -13.3 -1.8
1994 35.1 4.6 33.7 4.4 31.2 4.0
1995 46.7 5.1 46.1 5.0 7.2 0.9
1996 62.3 6.2 33.8 3.4 3.9 0.3
1997 42.6 3.9 14.5 1.3 42.9 4.0
1998 65.6 5.1 27.7 2.2 6.7 0.5
1999 88.7 6.8 21.2 1.6 -9.9 -0.7
2000 78.8 6.7 21.7 1.8 -0.5 0
2001 50.0 4.2 63.5 5.3 -13.5 -1.2
2002 58.1 5.3 40.0 3.7 1.9 0.1
2003 36.1 3.6 68.8 6.9 -4.9 -0.5
2004 42.9 4.3 62.0 6.3 -4.9 -0.5
2005 56.8 6.5 33.1 3.8 10.1 1.1

表 2 1978要2018年宏观需求对 GDP增长的贡献率与拉动百分点

渊转下页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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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支出对 GDP增长的贡献率为 75.0%袁拉动经

济增长 8.1 个百分点袁而资本形成总额对GDP增
长的贡献率为 33.0%袁拉动经济增长 3.6 个百分

点袁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8.0%袁拉动

经济增长-0.9 个百分点曰1998 年最终消费支出

对 GDP 增长的贡献率为65.6%袁拉动经济增长

5.1 个百分点袁而资本形成总额对 GDP 增长的

贡献率为27.7%袁拉动经济增长 2.2 个百分点袁净
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6.7%袁拉动经济

增长 0.5 个百分点遥从表 1 和表 2 的数据可以发

现院每当经济受到较大外部冲击时袁投资额就快

速增长袁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就较大袁如1978
年受到改革开放重大利好政策的影响袁国内投

资剧增袁投资对 GDP 增长的贡献率达 67.0%袁
拉动经济增长 7.8个百分点袁而消费对 GDP增长

的贡献率为38.7%袁拉动经济增长 4.5 个百分点袁
净出口对GDP 增长的贡献率为-5.4%袁拉动经济

增长-0.6个百分点遥
其逻辑可能是院这一阶段改革开放的活力逐

步发挥出来袁生产力水平得到大幅度提高袁带动

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以及政府财

政收入的高速增长袁消费需求不断扩大袁消费成

为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推动经济发展的关键拉动

力遥同时袁由于改革开放初期工业生产水平和劳

动力水平较低袁需要进口国外先进设备和原材

料袁资本积累速度较为缓慢袁而消费需求主要集

中在轻工业产品袁消费增长拉动了轻工业的发展

和投资袁但是轻工业的投资规模总体较小袁且大

部分是劳动密集型行业袁产品缺乏国际竞争力袁
因此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低于消费袁且净出口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几乎没有袁甚至为负遥
2.第二阶段渊2003要2013 年冤院投资和进出口

快速增长型

在这一阶段袁最终消费率逐渐下降袁从 2003
年的 58.1%下降到 2010 年的 49.3%袁而后受全

球金融危机的影响消费率有所上升曰资本形成

率从2003 年的 39.7%上升到 2010 年的 47.0%袁
而后有所下降曰净出口率从 2003 年的 2.2%快速

上升至最高峰 2007 年的 8.7%袁在全球金融危机

发生后逐步下降到 2013 年的 2.5%遥同时袁2003
年投资对 GDP 增长的贡献率为 68.8%袁拉动经

济增长6.9个百分点曰2006 年投资对 GDP增长的

贡献率为 42.5%袁拉动经济增长 5.4 个百分点曰随
后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袁中国实施了大规模的

年份
最终消费支出 资本形成总额 货物和服务净出口

贡献率渊%冤 拉动百分点 贡献率渊%冤 拉动百分点 贡献率渊%冤 拉动百分点

2006 43.2 5.5 42.5 5.4 14.3 1.8
2007 47.9 6.8 44.2 6.3 7.9 1.1
2008 44 4.2 53.3 5.1 2.7 0.4
2009 57.6 5.4 85.3 8.0 -42.9 -4.0
2010 47.4 5.0 63.4 6.7 -10.8 -1.1
2011 65.7 6.3 41.1 3.9 -6.8 -0.6
2012 55.4 4.4 42.1 3.3 2.5 0.2
2013 50.2 3.9 53.1 4.1 -3.3 -0.2
2014 56.3 4.2 45.0 3.3 -1.3 -0.1
2015 69.0 4.9 22.6 1.6 8.4 0.5
2016 66.5 4.6 45.0 3.1 -11.6 -0.9
2017 57.5 4.0 37.7 2.6 4.8 0.3
2018 65.9 4.4 41.5 2.8 -7.4 -0.5

渊续上页冤

资料来源院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整理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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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刺激计划袁导致 2009 年投资对 GDP 增长的

贡献率达 85.3%袁拉动经济增长 8.0 个百分点遥
2001 年中国加入 WTO 后袁刚开始的几年袁净出

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负遥 2003 年净出口对

GDP增长的贡献率为-4.9%袁拉动经济增长-0.5
个百分点袁但到 2005 年袁净出口对 GDP 增长的

贡献率为 10.1%袁拉动经济增长 1.1 个百分点袁一
直到 2008 年净出口对 GDP 增长的贡献率都为

正袁2008 年净出口对 GDP 增长的贡献率为

2.7%袁拉动经济增长0.4 个百分点遥 但 2009 年净

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急剧下降到-42.9%袁
拉动经济增长-4.0 个百分点袁到 2013 年净出

口对GDP 增长的贡献率为-3.3%袁拉动经济增

长-0.2个百分点遥
其逻辑可能是院这一阶段中国融入全球经济

体系袁积极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袁国际贸易

的大规模增长带动国内工业企业迅速发展遥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袁中国开展了大规

模经济刺激计划袁加快铁路尧公路与机场等重大

基础设施建设袁使政府投资在经济发展中发挥

了更为突出的作用遥总体上袁投资和进出口快速

增长袁资本形成率和净出口率迅速上升袁并且资

本形成总额和净出口对 GDP 增长的贡献率和

拉动百分点超过了最终消费支出袁投资和进出

口贸易成为中国加入 WTO 之后经济增长的重

要支柱遥
3.第三阶段渊2014 年至今冤院消费和投资协同

驱动型

在这一阶段袁最终消费率重拾上升趋势袁
从2014 年的 52.3%上升到 2018 年的 55.3%遥 资

本形成率保持相对稳定袁从 2014 年的 45.6%缓

慢下降到 2016 年的 42.7%袁而后资本形成率开

始略有上升袁到 2018 年达到 44.0%遥净出口率从

2014 年的 2.1%下降到 2018 年的 0.7%袁下降了

1.4个百分点遥这一阶段袁消费对 GDP增长的贡献

率相对处于历史高位袁从 2014 年的 56.3%上升

至 2015 年的 69.0%袁此后有所回落袁2016年尧2017

年和 2018年分别为 66.5%尧57.5%和65.9%遥 资本

形成总额对 GDP 增长的贡献率波动较大袁总体

上呈下降趋势袁贡献率从 2014年的 45.0%下降

到2018年的 41.5%遥 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

基本上为负袁除 2015 年渊8.4%冤和 2017 年渊4.8%冤
为正外袁其他年份均为负贡献袁其中 2016 年的贡

献率为-11.6%袁使经济增长率降低了0.9个百分

点遥总之袁这一阶段消费率回到历史高位袁最终消

费支出和资本形成总额对 GDP 增长的贡献率

和拉动百分点较高袁净出口的贡献率和拉动百分

点大部分年份为负遥
其逻辑可能是院这一阶段中国产业结构优化

进程加快袁新兴消费领域的热潮正在加速袁促使

消费和投资在国民经济增长中扮演更为重要的

角色袁成为新常态时期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遥 同

时袁由于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爆

发袁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和单边主义盛行袁导致

中国出口增长放缓袁贸易顺差增速下降袁净出口

对 GDP 增长的贡献率大部分年份为负遥考虑到

未来国际环境的不确定性袁以及资本边际回报

率下降袁未来投资和出口对经济拉动的作用将

减弱袁经济增长将回归到消费主导型的经济增

长模式遥但是袁纵观世界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历

史袁以消费拉动经济为主的经济增长速度一般

都相对较低遥 因此袁未来中国以消费为主导的经

济增长速度可能处于下行通道遥
渊二冤基于投入产出表数据的分析

除了运用 GDP 支出法数据来分析中国宏

观需求结构演变历程外袁还可以从投入产出视

角来分析中国宏观需求结构的演变逻辑遥投入

产出表反映了国民经济各产业部门之间的供求

关系及投入产出等相互依存关系袁提供了丰富

的消费尧投资和净出口的数据袁直接刻画了宏

观需求三个组成部分之间的数量关系遥 基于

1987要2017年投入产出表中的消费尧投资和净

出口在最终需求结构中所占比重的变化袁可将

中国宏观需求结构演变历程大致分为三个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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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袁与基于 GDP 支出法分析宏观需求的三个阶

段基本相同渊见表 3冤遥第一阶段渊1987要2002
年冤院消费主导型遥消费率始终在59%以上袁远远

超过投资率和净出口率之和袁消费成为中国改革

开放初期推动经济发展的关键动力和重要支柱遥
第二阶段渊2003要2012 年冤院投资和进出口快速

增长型遥 2002 年后投资率呈现迅速上升的趋

势袁同时净出口率也迅速上升袁2007 年达到历史

最高点渊8.2%冤袁随后由于受到全球金融危机影响袁
净出口率开始下降袁而消费率在 2002 年后则逐

渐下降袁投资率和净出口率之和在 2007 年超过

了消费率袁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双引擎遥 第三

阶段渊2013 年至今冤院消费和投资协同驱动型遥消
费在最终需求结构中所占比重 2012年后重新开

始上升袁并且预计其占比会伴随居民收入水平和

消费意愿的提高而持续上升袁投资占比依然保持

着高位但略有下降袁而净出口率明显下滑袁甚至

贡献为负袁消费和投资协同驱动着中国经济高质

量发展遥
二尧宏观需求结构演变的国际比较分析

为深入研究中国与世界上典型国家在宏观

需求结构演变特征和发展方向上的差异袁这里选

取全球多个国家的投入产出表数据进行国际比

较分析袁而 WIOD 涵盖了世界 43 个国家或地区

的投入产出表袁时间跨度为 2000要2014 年袁共计

15 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咱15暂袁为国际比较研究提供

了较好的分析数据遥 在典型国家的选择上袁选取

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美国和成功跨越中等收

入陷阱的日本尧韩国以及与中国处于同样转型

期的新兴经济体巴西袁对上述国家宏观需求结

构的总体情况尧三次产业以及 17 个细分行业结

构进行对比袁以此预判和分析中国宏观需求结构

的变化趋势遥
渊一冤宏观需求结构的总体比较

从总体上对中国尧美国尧日本尧韩国和巴西的

宏观需求结构进行比较渊见表4袁下页冤袁可以发

现院第一袁中国宏观需求结构呈现明显的阶段性

特征遥消费率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袁2012 年后

又有所上升曰投资率呈现逐渐上升的趋势袁近年

来虽有下降袁但依然保持着高位曰受国际市场环

境尧贸易政策等影响袁净出口率波动剧烈遥总体

上袁与前述数据分析的结论基本一致遥第二袁从
以美尧日尧韩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最终需求结构

来看袁消费始终占据绝对主体地位袁消费率总体

呈现高位变动的趋势袁保持在 60%以上遥投资率

为 20%左右袁且呈现缓慢下降的趋势遥就净出口

率而言袁美国始终保持着贸易逆差袁对经济增长

是负贡献曰韩国一直是贸易顺差的状况袁净出口

率自2008年后迅速提升曰日本则由贸易顺差转为

贸易逆差袁净出口率由 2000 年的 2.2%下降至

2014年的-1.7%遥 第三袁巴西的最终需求结构与

发达国家较为类似袁消费率保持在 80%左右袁并
略呈上升趋势袁投资率和净出口率变动幅度较

小遥第四袁当前发达国家宏观需求结构的特征可

能会是中国宏观需求结构的发展方向遥从长期

来看袁未来中国消费尧投资和净出口的结构会不

断优化袁消费率将会继续上升袁投资率将会有所

下降袁净出口率可能变化不大遥
渊二冤宏观需求的三次产业结构比较

2000要2014 年袁中国三次产业结构中野三驾

马车冶各自占比的变动较为剧烈袁波动幅度远超

美国尧日本尧韩国尧巴西袁但呈现明显优化的趋势

渊见表 5尧表 6袁下页冤遥研究发现院第一袁从消费的

年份 消费率渊%冤 资本形成率渊%冤 净出口率渊%冤
1987 63.6 38.3 -1.9
1992 77.1 21.7 1.2
1997 80.3 23.4 -3.7
2002 59.1 37.6 3.3
2007 49.9 41.9 8.2
2012 50.8 46.4 2.8
2017 53.9 44.3 1.8

表 3 1987要2017年中国最终需求结构变化

资料来源院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整理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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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 投资 净出口

中国 美国 日本 韩国 巴西 中国 美国 日本 韩国 巴西 中国 美国 日本 韩国 巴西

第一

产业
6.7 0.4 0.9 1.6 2.5 2.6 0.3 -0.2 0.1 1.8 -11.0 -0.4 34.0 -6.8 -70.6

第二

产业
25.6 12.1 12.6 16.3 24.6 88.0 57.0 79.3 86.2 80.5 91.2 171.0 124.7 91.5 98.8

第三

产业
67.8 87.5 86.5 82.2 72.9 9.4 42.7 20.9 13.7 17.7 19.8 -70.6 -58.6 15.3 71.8

表 6 2014年中国尧美国尧日本尧韩国尧巴西最终需求的三次产业结构比较渊%冤

资料来源院根据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渊WIOD冤整理遥

消费 投资 净出口

中国 美国 日本 韩国 巴西 中国 美国 日本 韩国 巴西 中国 美国 日本 韩国 巴西

第一

产业
17.1 0.5 1.0 3.2 2.7 3.3 0.1 0.6 0.9 2.1 -3.8 1.2 -15.9 -11.1 -37.3

第二

产业
28.1 13.7 15.6 18.8 28.9 88.9 61.0 81.9 84.3 81.2 28.3 130.4 99.3 102.7 70.6

第三

产业
54.8 85.9 83.4 78.0 68.4 7.8 38.9 17.5 14.9 16.7 75.5 -31.7 16.6 8.4 66.7

表 5 2000年中国尧美国尧日本尧韩国尧巴西最终需求的三次产业结构比较渊%冤

资料来源院根据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渊WIOD冤整理遥

三次产业结构来看袁中国第一产业消费占比渊第
一产业的消费额占总消费的比重冤大幅度下降袁
从2000 年的17.1%下降至 2014 年的 6.7%曰第
二产业消费占比略有下降曰第三产业消费占比则

一路攀升袁从2000 年的 54.8%上升至2014 年

的67.8%遥这说明服务消费已成为中国消费最重

要的组成部分袁呈现显著的消费结构升级态势袁
较好地支撑了产业结构优化和新经济发展遥以

美日韩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第三产业消费支出

所占比重均达到 80%以上袁且占比略有上升遥 巴

西的第三产业消费占比也远大于第一产业和第

二产业的消费占比之和袁并呈现增长的趋势遥 第

二袁从投资的三次产业结构来看袁中国与日本尧韩
国尧巴西等国的结构较为类似袁第二产业投资占

比总体上非常高袁平均占比超过 80%袁且变化幅

度较小袁表明投资主要是制造业产品投资袁旨在

形成未来的生产能力遥美国的结构与上述国家

有较大差异袁其第三产业投资占比相对较高袁

年份
消费 投资 净出口

中国 美国 日本 韩国 巴西 中国 美国 日本 韩国 巴西 中国 美国 日本 韩国 巴西

2000 63.6 81.7 72.6 64.9 84.6 32.8 22.0 25.3 29.2 16.6 3.6 -3.7 2.2 5.8 -1.2
2004 55.7 83.7 74.7 64.0 79.4 39.3 21.2 22.5 28.3 16.1 5.0 -4.8 2.8 7.7 4.5
2008 47.8 85.5 75.8 66.5 79.3 42.1 19.0 22.5 28.6 20.0 10.1 -4.6 1.7 4.9 0.7
2012 48.3 85.6 80.5 63.9 80.7 46.6 17.6 20.3 27.4 20.1 5.1 -3.3 -0.8 8.7 -0.8
2014 48.8 84.3 80.3 63.3 82.4 45.4 18.7 21.4 25.9 19.8 5.9 -2.9 -1.7 10.8 -2.2

表 4 2000要2014年中国尧美国尧日本尧韩国尧巴西最终需求结构的总体比较渊%冤

资料来源院根据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渊WIOD冤整理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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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为 42.7%袁远超其他国家袁且呈逐步上升

的趋势袁这说明美国的服务业投资渊或者无形资

产冤规模较大袁现代化程度高袁也可能预示着未来

无形资产渊主要是无形的服务产品投资冤是中国

投资的重要方向遥第三袁从净出口的三次产业结构

来看袁中国第一产业净出口率持续下降袁从2000
年的-3.8%下降到 2014 年的-11.0%袁从世界各

国进口的农产品规模大幅度增长遥 在加入WTO之
前袁中国第三产业净出口所占比重达到 75.5%袁
以出口服务类产品为主袁而在加入WTO 后袁结
构发生了较大变动袁第二产业净出口所占比重一

路攀升袁第三产业净出口所占比重则大幅度下

降袁说明现阶段中国以出口制造业所需原材料和

产品为主遥以美日韩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净出口的

三次产业结构总体变动幅度比消费和投资要大袁
第二产业净出口率远超过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

之和袁占据绝对主体地位遥 同时袁以巴西为代表

的新兴经济体与中国当前的净出口结构基本相

同袁主要出口和进口制造业产品袁且第二产业占

比还在持续上升遥第四袁伴随着中国居民人均收入

水平的提高以及产业结构升级的加速袁服务消

费尧服务投资已成为中国现阶段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的主要方向袁未来服务业将会是引领中国跨越

中等收入陷阱尧成功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重要

支撑遥
渊三冤宏观需求的细分行业结构比较

WIOD 是基于国际标准行业分类方法

渊ISIC冤而编制的袁包含了 56 个行业袁本文对此进

行了归并处理袁经过统一归并后的行业部门共17
个袁其中农业 1 个部门袁制造业 10 个部门袁服务

业 6 个部门遥这里利用更加细致的行业部门数据

对宏观需求结构进行国际比较遥
从表 7渊下页冤和表 8 可以发现院第一袁总的来

看袁2000要2014 年袁中国各细分行业宏观需求结

构的波动幅度较大袁而美国尧日本尧韩国尧巴西四

个典型经济体的各细分行业宏观需求结构基本

稳定袁波动幅度远小于中国袁表明随着经济的迅

速发展袁中国各细分行业的宏观需求结构在不

断变化遥第二袁从消费的细分行业结构来看袁中国

农林牧渔业消费占比大幅度下降袁从 2000 年的

20.2%下降到 2014 年的 7.9%袁教育尧医疗和社会

工作袁金融尧保险和房地产业袁信息传输尧软件和

信息技术服务袁机械尧交通运输尧电子电气及其他

设备袁食品尧饮料制造及烟草制品业等行业的消

费所占比重均呈上升趋势袁而纺织尧服装及皮革

产品制造业袁木材加工尧家具尧造纸印刷产品袁非
金属矿物制品业袁电力尧热力尧燃气和水的生产和

供应袁批发零售尧运输仓储和邮政等行业的消费

占比则持续下降袁这说明以新兴服务业为代表的

服务消费和以制造业为代表的重点领域消费在

消费结构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遥第三袁美国尧日
本尧韩国尧巴西等国消费的细分行业结构中服务

行业产品消费占比均略有提高袁上升幅度最大的

是教育尧医疗和社会工作行业袁教育和医疗服务的

价格上升尧多样性和复杂性是发达国家教育和卫

生支出增长的最大推动力遥另外袁信息传输尧软件

和信息技术服务行业在消费结构中所占比重持

续下降袁与直观相悖袁其原因可能是该行业的技

术进步较快袁导致信息技术产品价格下降引起的遥
第四袁从投资的细分行业结构来看袁中国尧日本尧
韩国尧巴西的机械尧交通运输尧电子电气及其他设

备行业和建筑业的投资占比占据了绝对主体地

位袁二者之和在 2000 年和 2014 年均超过 70%遥
同时袁上述国家的投资流向也在不断变化袁近年来

信息传输尧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袁金融尧保险和房

地产业袁其他服务业等服务业部门的投资占比略

有上升遥而美国的投资结构则较为多元化袁信息

传输尧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袁金融尧保险和房地产

业袁专业和科技服务业袁其他服务业等服务业部

门的投资占比之和达到 40%袁且占比在持续上升袁
反映了后工业化时期的美国主要是对生产性服

务业产品的投资遥第五袁从净出口的细分行业结

构来看袁中国和巴西等新兴经济体正在逐渐融入

经济全球化的进程袁各行业部门的进出口规模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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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领域日益扩大袁净出口结构波动幅度较大袁
农林牧渔业袁纺织尧服装及皮革产品制造业袁木材

加工尧家具尧造纸印刷产品等低附加值的行业净

出口占比呈下降趋势袁而机械尧交通运输尧电子电

气及其他设备袁信息传输尧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袁
金融尧保险和房地产业等高附加值的行业净出口

占比在不断上升遥美国的农业和服务业在净出口

中占比相对较高袁出口规模位居世界前列袁但是

由于其制造业大量外迁袁制造空心化趋势明显袁从
国外进口了大量的制造类产品遥 日本和韩国的净

出口结构与美国有较大差异袁其机械尧交通运输尧
电子电气及其他设备行业的净出口占比占据绝

对主体地位袁这与两国向国外大规模出口电子设

备密切相关遥
三尧中国未来宏观需求结构的变化趋势

从上述的国际比较来看袁当前主要发达国家

宏观需求结构的特征可能会是中国未来宏观需

求结构调整的重要方向袁但是在不同阶段受多种

因素的影响袁中国短期和长期的宏观需求结构变

迁方向会有一定差异遥由于路径依赖和调整的粘

性袁中国宏观需求结构的变迁和优化难以在短期

内实现遥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大范围蔓延

以及国际贸易环境的变化袁给中国的国民经济运

行造成了较大冲击袁居民消费下滑袁投资额和进

出口总值也显著减少袁使得需求结构调整优化的

速度有所放缓遥因此袁从短期来看袁中国宏观需求

的结构仍将是消费和投资协同驱动型袁刺激政策

可能导致投资率急速上升袁投资的提升幅度会超

过消费袁而外需下滑会拖累中国出口袁净出口率则

会有所下降遥从长期来看袁伴随着中国实现产业升

级和经济转型袁消费率将会继续上升袁投资率将

会有所下降袁净出口率可能变化不大袁并且三次

产业和各细分行业的宏观需求结构将发生较大

调整袁服务消费和服务投资的占比可能进一步提

高袁并将在长期变迁中扮演重要角色遥
相比于消费和净出口袁投资在熨平短期经济

波动和稳定经济增长方面的贡献更为明显袁是拉

动中国短期经济增长的关键动力袁并且可以长期

有效推动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升级袁为经济可持

续发展提供助力遥现阶段袁通过需求管理拉动经

济增长袁实施大规模的投资政策袁有助于应对外

生冲击及其带来的负面效应遥这里主要从投资的

三个视角渊传统基础设施尧新型基础设施以及专

项债冤重点分析其潜力和趋势遥
渊一冤传统基建投资仍是经济稳增长的重要

工具

传统基础设施建设因其依赖国家财政支出

和长期融资袁天然地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工具和

手段袁在国际金融危机后的经济复苏中扮演了重

要角色遥在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经济增速下降的背

景下袁传统基础设施建设仍然是当前中国经济稳

增长的重要工具遥2008 年后中国推行了大规模

的经济刺激计划袁重点投资对象就是传统基础设

施建设遥2008要2012 年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增

速超过 20%袁三次产业的投资均保持较高增速遥
2013年经济进入新常态以来袁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额增速逐年下降袁2019 年首次出现负增长渊见表

9袁下页冤遥2020 年第一季度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导致国内大范围的停工停产袁投资积极性严重

受挫袁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以及中央和地方基础

设施申报金额下降幅度较大袁出现了历史最低

增速遥 随着 2020 年 3 月以来国内疫情的好转袁
复工复产进度迅速加快袁一批重大的传统基础设

施项目加速落地袁4月份的三次产业基建投资增

速相比第一季度有所提升袁预计在国内相关政策

的积极推动下袁未来一段时间内传统基础设施将

会继续保持较大的投资规模和较高的增长速度遥
渊二冤野新基建冶投资为经济增长增添新动能

传统基础设施建设已日趋完善袁其长期盈利

能力较弱袁以致地方政府出现了较大的隐性债务

问题遥近年来袁新型基础设施的建设备受各方关

注遥新基建是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要求和传统基

础设施面临饱和下的重要转变袁可以通过对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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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148 167 26.19 2250 54.11 64 900 27.72 81 588 25.15
2009 194 139 31.03 3356 49.10 81 991 26.33 108 573 33.07
2010 241 415 24.35 3926 16.98 101 013 23.20 136 492 25.71
2011 301 933 25.07 6819 25.00 132 212 27.30 163 365 21.10
2012 364 835 20.83 8772 28.64 158 060 19.55 198 022 21.21
2013 436 528 19.65 9109 30.60 184 549 17.20 242 090 20.80
2014 502 005 14.99 11 803 31.88 207 459 12.87 282 003 16.86
2015 551 590 9.88 15 562 31.85 224 048 8.00 311 980 10.63
2016 596 501 8.14 18 838 21.05 231 826 3.47 345 837 10.85
2017 631 684 5.90 20 892 11.80 235 751 1.69 375 040 8.44
2018 635 636 0.63 22 413 7.28 237 899 0.91 375 324 0.07
2019 551 478 -13.24 12 633 -43.63 163 070 -31.45 375 775 0.12

2020-02 33 323 -24.50 558 -25.60 9158 -28.20 23 607 -23.00
2020-03 50 822 -16.10 1085 -13.80 16 095 -21.90 33 642 -13.50
2020-04 52 679 -10.30 1459 -5.40 15 684 -16.00 35 536 -7.80

完成额

渊亿元冤
增速渊%冤

完成额

渊亿元冤
增速渊%冤

完成额

渊亿元冤
增速渊%冤

完成额

渊亿元冤
增速渊%冤

年份

所有产业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表 9 2008年至 2020年 4月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及增速

注院为了消除春节假期不固定因素带来的影响袁增强数据的可比性袁按照国家统计制度袁从 2012 年定报起袁国家统计局

对部分月报不单独开展 1 月份统计数据的调查袁1要2 月份数据一起调查尧一起发布遥
资料来源院依据 Wind 数据库整理遥

领域和相关产业的渗透尧辐射和融合袁促进产业链

上下游的发展壮大以及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互

相融合袁并且能够提升生产效率尧助力产业升级

以及增添新动能袁形成庞大的投资需求袁从而加速

扩大国内需求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咱16暂遥
2020 年 2 月以来的中央相关会议频繁提及

野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冶袁随后国家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就新型基础设施的概念和内涵作出了阐

述袁认为其主要包括信息基础设施尧融合基础设

施尧创新基础设施三方面的内容袁具体涵盖了

5G尧物联网尧人工智能尧大数据尧区块链等基础设

施遥新基建也被正式写入了 2020 年中央政府工

作报告袁报告中明确提出袁要野加强新型基础设施

建设袁发展新一代信息网络袁拓展 5G 应用袁建设

数据中心袁增加充电桩尧换电站等设施袁推广新能

源汽车袁激发新消费需求尧助力产业升级冶遥从表

10渊下页冤可以看到袁相较于 2019 年下半年袁2020
年 3 月尧4 月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基建项目申报

金额明显大幅度增长袁增速超过 200%袁总计高

达 13 万亿元袁创造历史新高袁这与各级政府大幅

度增加新基建的申报建设密切相关遥
渊三冤专项债助力新旧基础设施建设

随着国内政策持续加码新旧基建投资袁专项

债作为基建投资的重要资金来源袁其规模的大幅

度增加将在较长一段时间内有效改善基建资金

供给状况遥 2020 年第一季度的数据显示袁中国

专项债发行规模大幅度提升袁全国新增专项债

的发行金额为 1.08 万亿元袁已达到财政部提前

下达的 1.29 万亿元专项债额度的 84%袁且
2020 年 1 月和 2月新增专项债规模分别同比增

长 406.4%和 40.9%袁远超 2019 年同期发行规模袁
发行进度大幅度提前遥 2020 年第一季度新增专

17



2019-07 2019-08 2019-09 2019-10 2019-11 2019-12 2020-01 2020-02 2020-03 2020-04
中央政府

基建项目

申报金额

渊亿元冤

4228 1640.7 1851.4 1990.6 2047 1456 931 423 15 263 12 455

增速渊%冤 490.5 23.1 146.5 0.4 34.2 1.2 -20.8 -50.6 235.6 204.3
地方政府

基建项目

申报金额

渊亿元冤

18 814 24 692 66 524 22 027 23 567 18 984 12 364 4521 67 142 42 896

增速渊%冤 7.33 8.85 189.47 31.7 -12.1 -5.4 -28.6 -85.4 337.1 225.6

表 10 2019年 7月至 2020年 4月每月基建项目各主体申报金额及增速

资料来源院依据 Wind 数据库和全国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整理遥

2017 年 占比 2018 年 占比 2019 年 占比
2020 年

第一季度
占比

新增专项

债总额
7916 N.A. 13 527 N.A. 21 522 N.A. 10 829 N.A.

基础设施

建设
2469 31.2 3064 22.7 7331 34.1 8466 78.2

棚户区改造 1546 19.5 3163 23.4 7028 32.7 0 0.0
土地储备 3086 39.0 5903 43.6 6688 31.1 0 0.0

其他 814 10.3 1397 10.3 475 2.2 2362 21.8

表 11 2017年至 2020年第一季度新增专项债用途渊亿元尧%冤

资料来源院根据 Wind 数据库整理袁N.A.是指相关数据不存在遥

项债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比例达到 78.2%袁
规模已超过 2019 年全年水平袁而 2017要2019年

新增专项债用于基建的比例最高仅为 34.1%渊见
表 11冤遥 假设 2020 年全年专项债规模保持第一

季度的增长趋势袁全年发行的专项债规模有望达

到 3.5 万亿元袁其中投向基建领域的专项债将

会高达 2.45万亿元遥专项债的大幅度扩容将扩大

基建项目的资金来源袁有效改善资金面袁推动基

建投资进入确定性的加速期遥
四尧研究结论与政策含义

本文利用 GDP 支出法需求结构数据对中国

宏观需求结构的演变历程和逻辑进行了全面系

统的研究袁并利用 WIOD2000要2014 年投入产

出表数据袁对比分析中国尧美国尧日本尧韩国尧巴西

的宏观需求的总体结构尧三次产业结构以及细

分行业结构遥研究发现院第一袁改革开放以来袁中
国宏观需求结构大致经历了从消费主导型到投

资和出口快速增长型袁再到消费和投资协同驱动

型的演变袁且不同阶段的经济增长动力有所差

异遥第二袁从宏观需求的三次产业和细分行业结

构来看袁中国消费尧投资和净出口的构成在不断

改善袁高附加值制造业与高端服务业的行业占比

显著提升袁未来服务消费尧服务投资将成为拉动

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遥 第三袁总体上袁中国宏

观需求结构的未来变迁在不同阶段会有一定差

异遥 从短期来看袁中国宏观需求结构仍将是消费

和投资协同驱动型袁且受外部冲击的影响袁投资可

能大规模增加袁投资率的提升幅度会超过消费

率袁净出口率会有所下降遥从长期来看袁消费率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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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继续上升袁投资率将会有所下降袁净出口率可

能变化不大遥
本文的研究结论对现阶段中国宏观需求结

构的完善优化以及更好地发挥野三驾马车冶拉动

经济增长的作用袁具有以下政策含义院
第一袁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还会持续增

大袁经济发展方式将转向消费拉动型经济遥随着

人均 GDP 突破 1 万美元袁中国消费潜力和空间

较大袁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还会持续增大袁经
济发展方式将转向消费拉动型经济遥但是袁也应

看到袁由于目前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尧不充分袁随
着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袁新型投资的需求将增加袁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也会促进农村基础设施投

资的快速增长袁因此袁今后投资率一定时期内仍

将保持一定水平遥受外生冲击和国际贸易环境的

变化袁以及经济周期的影响袁一些年份投资可能

出现较大波动袁进而消费率也将在波动中上升遥
第二袁引导中国经济向高附加值制造业与高

端服务业方向发展袁是宏观需求结构改善的应有

之义遥随着中国经济下行的压力日益增大袁产业

结构转型升级的需求更为迫切袁这就需要政府引

导产业进行战略性调整袁推动金融保险服务尧信
息技术服务尧专业和科技服务等高端服务业与高

技术制造业的深度融合袁以制造业服务化促进技

术创新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袁利用高端研发服务

延长高附加值制造业的国内价值链袁增强制造业

产品的生产效率和价值增值能力遥
第三袁服务消费需求的快速增长为第三产业

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机遇袁并将会是下一阶段国

民经济的关键拉动力遥服务消费的增长也是居民

消费结构升级的表现袁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居民

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遥因此袁中国需要调整收

入分配政策袁提高居民部门在收入分配中的占

比袁缩小收入差距袁提高整体居民消费水平袁并
且要健全社会保障政策袁解除居民在住房尧医疗

和教育方面的后顾之忧袁提振居民消费信心遥
第四袁优化投资结构袁赋予投资新的内涵袁重

点发展第三产业的投资遥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影

响下袁短期内能够直接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仍

将是投资袁应该在保持投资规模的基础上袁注重

传统投资领域的优化升级袁发挥投资在创新驱

动中的关键作用袁扩大 5G尧人工智能尧工业互联

网尧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袁加快新

技术尧新产品的研发袁为未来经济可持续发展培

育新动能遥 Reform

参考文献

咱1暂JANESH S. Multivariate cointegration and
causality between exports, electricity con鄄
sumption and real income per capita: recent
evidence from Japan咱J暂.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ergy Economics and Policy, 2011, 1 (3):
59-68.

咱2暂刘瑞翔袁安同良援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与

转换展望要要要基于最终需求角度的分析咱J暂援
经济研究袁2011渊7冤院30-41援

咱3暂瞿华袁夏杰长袁马鹏援我国消费尧投资尧出口与

经济增长关系实证检验要要要基于 1978要2010
年数据咱J暂援经济问题探索袁2013渊3冤院37-41.

咱4暂马学俊袁何晓群袁马曼援消费尧投资和出口对经

济增长的影响研究要要要基于变系数模型咱J暂援
现代管理科学袁2015渊7冤院64-66援

咱5暂史晋川袁黄良浩援总需求结构调整与经济发展

方式转变咱J暂援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袁2011渊1冤院
33-49援

咱6暂郭庆旺袁赵志耘援中国经济增长野三驾马车冶失
衡悖论咱J暂援财经问题研究袁2014渊9冤院3-18援

咱7暂刘瑞翔袁晏维龙援野三驾马车冶绩效评估与中国

经济需求结构失衡咱J暂援南京社会科学袁2015
渊8冤院22-30援

咱8暂徐德云袁赵强援野消费驱动冶下消费尧投资与出

口三大需求协调率分析咱J暂援陕西师范大学学

报(哲学社会科学版)袁2019渊3冤院85-92援
咱9暂QUO Q, ZHAO Z Y, JIA J X. Analysis on total

19



Evolution Logic袁 Trend Analysi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of China爷s
Macro Demand Structure

NI Hong-fu JI Cheng YANG Yao-wu

Abstract: This paper makes a comprehensive and systematic study on the evolution process and
logic of macro demand structure by using the data of demand structure of GDP expenditure method and
input-output table of typical countries in the world, and prospects the future macro demand structure
evolution trend, and points out the relevant policy implications of improving demand structure. The study
found tha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the evolution of China爷s macro demand structure has roughly
gone through three stages of evolution from consumption-led to investment and import and export rapid
growth, and then to consumption and investment coordination-driven. The demand dynamics of economic
growth in different stages are obviously differ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three industrial structures of
macro demand and the structure of subdivided industries, the flow of China爷s consumption, investment and
net exports is constantly improving. The proportion of high-value-added manufacturing and high-end
service industries ha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Service consumption and service investment will become a
new driving force for China爷s economic growth. In the short term, affected by the epidemic, China爷s macro
demand structure will still be a coordinated drive of consumption and investment. In the near future, the
increase of investment rate may exceed the consumption rate, and the net export rate will decline. In the
long term, the consumption rate will continue to rise, the investment rate will decline, and the net export
rate may not change much.

Key words: macro demand structure; economic growth momentum; expanding domestic demand
strategy;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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