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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In China, inadequate consumer demand is an outcome of traditional economic growth 
mode, which used to depending on exports and investment. Since 2008, western states adopted 
trade protectionism. which hinder China’s export, exacerbate inadequate consumer demand, even 
hamper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Based on the change of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and domestic 
economic problems, Chinese government put forward new normal economic development policy. It 
focus on structural adjustment in supply side reform. Seen from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western 
states, it proved that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e once became a major driven force to expand 
consumer demand, which also became a pushing factor to their economic growth. While in the 
process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adjustment, measures of technology innovation such as internet plus, 
industrie 4.0 are becoming major force to ease the tension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 which 
seemed to be a crux in free market mechanism. In the end, some useful proposals for cultivating 
new technique and pushing them into social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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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的消费需求不足是传统经济增长模式之使然，消费需求不足问题成为次贷危机后

影响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阻力。新常态政策层面下的结构调整和技术创新是从宏观层面和

微观层面推动我国消费需求进一步扩大的政策依据。在扩大消费需求的战略调整中，技术创

新的新形势互联网+与工业4.0生产技术革新，为解决自由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总供给与总

需求间的矛盾，提升供给侧方的结构调整，以及扩大国内居民的消费需求终将起到积极的推

动作用。对于中国新技术革命发展中的问题，提出了积极建议。在推进互联网技术在社会生

产与生活中的运用，扩大社会消费需求，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壮大起积极推动作用。 

1．引言 

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较，中国经济增长长期依赖出口和投资拉动，已经变成为世人的共

识。而消费不足也成为了这种经济增长模式情理之中的产物。消费需求不足的问题，在次贷

危机发生后对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影响至深致远。2008年国际性的金融危机发生以后，西

方国家普遍竖起贸易保护主义的大旗，中国对外贸易出口受阻严重，旧有的经济增长动力减

弱，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增长之长期稳健态势也受到影响。统计数据显示我国经济增长

自2008年下半年开始出现连年下滑的局面，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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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中国GDP增长率趋势图（2008- 2017） 

外贸出口不畅的同时，受国际大宗商品和原材料价格大幅波动的影响，国内部分行业和

企业出现了存货积压的问题。因此，如何保增长、去库存，淘汰落后产能成为中国经济发展

中的主要任务与议题。鉴于上述经济问题，以习总书记为代表的中国政府提出了新常态下的

经济发展战略，大力推行经济结构调整和供给侧改革。中央政府上述政策主张的核心是试图

改善并解决国内经济发展中的需求不足的问题，摆脱传统的过度依赖外需和投资拉动经济增

长模式，寻找新的平衡供需矛盾的、可持续的中国经济发展的道路。在平衡供需关系矛盾，

扩大消费需求的路径探索中，技术创新将起到至关重大的作用。 

2．创新与扩大消费需求的宏观路径：结构调整与供给侧的改革 

2.1  熊皮特的创新概念到新生产函数的组合创新 

上个世纪初期，奥地利学者熊彼特发表《经济发展理论》并提出创新概念以来，创新随

后就被应用于各种的理论分析中。在西方经济学之经济增长理论的分析中，技术创新被看做

是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参与了经济增长，其作用是促进了生产效率的提高。1957年，索洛在

《经济学和统计学评论》上发表了《技术变化和总量生产函数》一文中，曾经用数学公式表

达了生产函数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在经济增长的生产函数的表达式Y= f （ L，K，A）

中， Y 代表总产出，f是一个函数表达形式，L 代表劳动投入，K 代表资本存量，A 代表

全要素生产率。资本 K 和劳动 L作为生产投入要素，其产出效率与A的状态密切关联。也

就是说A 越大意味着在相同的资本和劳动投入时，产出将会更大。A是包含了除资本和劳动

以外的其余全部要素，所以被称为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常见因素包括制度、

技术和自然条件等等。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目前中国政府所提出的有关经济改革的政策，新常态环境背景下的经

济政策核心，是从国家宏观战略层面强调了经济结构调整的作用。通过提高供给侧方的生产

效率，优化供给侧产出，辅以制度保障的形式淘汰部分落后的产能，将产业发展的方向转向

新兴产业和创新产业中去，推动中国经济重新回到高速增长的轨道中去的政策导向。 

2.2  供给侧改革中的结构调整的诠释 

供给侧结构性调整被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视为是全球金融危机后振兴经

济的主要工具之一。欧盟委员会人员认为，结构性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劳动力市场改革、第

三产业自由化、提高服务产业商业环境与竞争力、鼓励创新等，上述结构性改革的内容多属

于供给侧方的调控措施。2014年，Varga 和 Veld对欧盟成员国推行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措

施进行了定量评价，认为这些措施对总产出和就业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对长期产出水平

的提升作用尤其显著。[1]  
与欧盟委员会的主张有所不同，中国供给侧改革在强调供给调控的同时，十分注重需求

侧的管理与调控，旨在平衡供需之间的矛盾。我国供给侧改革中的结构调整主要包括以下方

面：生产要素结构、产业结构、供给主体结构等。我国供给侧方改革的主要任务不单纯是在

供给量上做减法，而是以提高供给要素效率，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实现供需平衡和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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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结构优化的经济总任务。仅就供给侧改革在扩大社会消费需求的部分来说，其逻辑演进的

思路源于西方国家产业结构调整所形成的发展道路。 

2.3  宏观供给侧结构调整，推动消费需求扩大的逻辑演进路线 

供给侧的提法 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初期萨伊定律中对供给方的重视。对供给侧方作用

的强调至30年代的大危机发生后，强调需求侧方的经济理论一度成为学术界的主流，20世纪

70-80年代，凯恩斯有效需求理论的过度应用带来西方经济滞涨现象的泛化，供给学派作为

矫正需求侧改革的一种经济理论再次盛行于西方经济学领域。供给学派学者认为，减税，减

少政府干预经济行为，增加劳动力与资本等生产要素的利用和供给是经济增长的根本源泉。

从供给侧改革的本质来说，它是在实现并完成了经济总量基础上的有关经济结构、制度方的

调整，并借此进一步推动经济增长。 
经济结构调整作为创新的一种存在形式，它不单单对经济水平达到一定增量高度的国家

而言，可以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前行动力；对于经济处于上升发展空间的国家，经济结构的

调整也能成为带动经济发展的有效工具。以西方产业结构发展的历史为例，西方国家产业结

构调整进程，对现有西方经济增长的推动，以及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之权重的上升，均起到

了深远的推动作用。 
以美国为例，就扩大社会总需求的扩大因产业结构调整的历史发展而成为显性的存在的

事实，可以证明两者之间的存在者关联性。美国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开始，居民消费率伴随

着产业结构的调整而不断提高，逐渐成为拉动GDP增长的引擎。美国居民消费率在上个世纪

50年代就达到了60%，金融危机前更是达到70%水平。金融危机后的2015年居民消费率略有

下降为68.1%。[2]见下图 

 

图2  美国居民消费率变化 

消费率的提升并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是与产业结构的调整密切相关的。美国产业结

构演进的路线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图谱。发达国家产业结构权重变动从早期的一、二、

三产业递减趋势逐渐转变成为从三、二、一产业份额递减的存在形式；伴随产业结构调整而

来的产业内部结构调整趋势是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产业发展实现了向

高劳动生产率、高附加值生产方式的转变；产业结构中初级产品制造产业优势地位逐步让位

于制造中间产品、 终产品的产业占优势的产业。[3] 以美国为例，美国20世纪初期第一产业

在三大产业结构中的比重为28%，1960年降至4%，1974年为3.3%，1994年为1.5%，2008年为

1.5%；第二产业在三次产业结构中的比例变动趋势，从20世纪初的53%，降至1960年的38%，

1974年为28.1%，1994年为20.7%，2010年的15%；第三产业从20世纪初期的19%，增加到1960
年代的58%，1974年增加到68.6，1994年为77.8%，再增加到2010年的82%左右。发达国家普

遍的在产业结构升级优化后，消费逐步成为推动本国经济增长的推动力。            

可见，在供给侧的结构调整中，西方国家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结果是消费率的不断提

升，在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随着经济发展服务业化，第三产业在三次产业中的比重加

大，吸引了大量的社会过剩劳动力，创造了就业需求和消费需求，使得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

作用日益显现。 

3．供给侧结构改革中的技术创新与扩大需求的微观探索 

在西方国家供给侧方的产业结构调整中，效率优先的原则始终是结构调整所要遵循的发

展规律。即，产业规模的扩大是遵循比较效率发展的原则。而效率的发生，大多是技术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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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应用于社会生产的结果。故此，技术创新与应用是我国宏观层面之产业结构调整的导向，

也为微观层面上扩大消费需求提供了可能性与可行性的帮助。 
由前文传统的经济增长的表达式中，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受到技术创新以及制度变化的

影响。就技术创新来说，当前的互联网在商业交换中的运用是技术手段革新带来交换形式改

变的一种表现形式。可以预见“互联网+” 将成为现代中国社会中改善供需矛盾的一种新的

可能性的技术路径。 
当前，我国社会供需之间的矛盾表现为：在供给侧方部分生产性行业投资需求过旺。比

如，钢铁、水泥和建材，这些行业的过度性投资带来生存环境污染，产品库存积压和产业相

对过剩的问题。在需求侧一方，居民消费需求受到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以及传统的消费习

俗的影响，致使中国居民的消费率长期偏低，消费率赶不上经济增长的速度，不能成为经济

增长的主要推动因素。中国经济在外需受阻大的国际经济环境下，内需不足成为经济进一步

发展的症结。 
而现代社会中的解决供需平衡矛盾之经济问题，“互联网+” 和工业4.0 生产技术革新

或将成为这一矛盾解决的新技术途径。就市场经济环境下供需矛盾产生的原因来看，供给方

与需求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是造成企业盲目扩大生产的主要原因之一。而在传统的技术条件

下，消费者需求的多变性致使生产者无从把握和预测多变消费需求偏好和需求数量。生产者

在价格信号的引导下，往往会产生滞后的生产决策效果，导致供给方数量的波动， 终带来

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总量的失衡。这种植根于市场经济社会中的总供需之间的矛盾，在

马克思主义思想者看来是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矛盾，是私有制度不可克服的经济问题，并将

成为推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向更高级的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制度演进的根本动力。 
本质上说，“互联网+” 和工业4.0 技术手段与生产方式的出现是新技术革命在微观社

会生产与交换活动中的广泛应用。这种技术创新改变了供给者（生产者）与需求者（消费者）

之间在生产活动中的角色与作用，引起了生产与消费关系之间的革命。以前在市场经济环境

下不能解决的供需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因着互联网技术手段的介入，使得供给（生产者）

与需求（消费者）之间因时空分离而出现的总量失衡问题，可以借助中间商实现供需信息有

效及时的沟通并得到根本的改善，因此因信息不对称产生的供需矛盾的解决已经变得日趋可

能且可行。可见，互联网技术运用到商品经济中的交换过程，可以更有效的平衡供需之间数

量上平衡。 
“互联网+”运用到生产活动中去，就产生了新型的C2F生产模式，这是工业4.0技术的

核心所在。该生产方式是互联网技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制造业与新技术革新手段之

互联网技术应用的结合产物。这种结合创造了以需求确定生产的可能，所谓的订单制造、定

制化生产是这种生产发展趋势的外在表现。未来工业4.0生产方式将通过工厂、消费者、产

品、信息数据等的互联互通， 终完成万物互联互通。即利用物联网、大数据、移动互联

网、信联网等手段，使工厂实现定制化生产，从而实现从“消费需求——工厂制造——后续

服务”的全面一体化。克服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者与消费者分离而造成的供需之间数量矛

盾。 

4．我国技术创新与消费需求扩大的政策建议 

“互联网+”和工业4.0作为技术创新的形式，它们对未来人类社会生产与消费的影响将

逐步加大。而目前这种技术创新在我国还没有 大限度地发挥其促进消费的功用。主要制约

发展的问题大致如下： 
一是，我国目前消费领域中的制度安排仍然是以原有的工业经济为基础，促进消费信息

流动与共享的政策有待创新，互联网金融监管和创新方面的制度安排领域对促进消费转型升

级上还有待改进升级。二是，在技术创新观念的推广上，依然停留在传统的信息化发展阶

段，对于当前的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等促进消费模式转型的基础服务设施缺乏必要的重

视。三是，小微企业的生存环境上尚未得到真正的改善。小微企业特别是小微电子商务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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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已经成为了促进消费模式转型的主导力量，目前我国对小微企业的重视程度还不够，大

中型企业在国家的融资与政策支持上都占尽优势与先机，小微企业因为资信不足等因素，仅

能得到少量的国家资源与政策性的扶持。四是，与互联网技术相关的人才缺乏。与低技能劳

动力相比，适应“互联网+”发展的相关专业人才还比较为缺乏，我国的人才培养结构尚不

能适应当前的经济发展的现状。电子商务人才、大数据挖掘人才、移动互联网消费拓展人

才、互联网金融人才等的供给与市场对此类人才的需求之间存在较大的缺口。 
鉴于上述问题，政府作为推动经济发展和参与经济建设的主导力量，主要要做好以下方

面的工作。 
第一，转变观念，充分认识到互联网技术的开发与应用是带动消费增长，改善生产与消

费间矛盾的潜在工具，它将是促进我国经济健康稳定发展的新范式。数据表明，2015年我国

电子商务市场交易规模达到16.2万亿元，增长21.2%，网络购物增长37.2%。[4]可见,“互联网

+”形成的消费在快速的增长。 
第二，着力扶持基于“互联网+”消费业态的小微企业发展。从事“互联网+”行业消费

业态的企业绝大多数都是小微企业，这个行业的小微企业是小而不弱，在许多方面充满创新

活力，我们有理由相信，将来在小微企业中一定会出现超越百度和阿里巴巴等的创新型企

业，并为国家经济社会的繁荣稳定作出不可替代的卓越贡献。目前，政府在对待“互联网

+”消费业态的小微企业态度上应采取 小化干预原则，着力引导市场竞争，同时对“互联

网+”消费业态的小微企业在税收、工商、市场监管方面积极支持，打造宽松环境，以一种

放水养鱼的态度来扶持“互联网+”消费业态的小微企业做大做强。 
第三，制定基于云计算、大数据的“互联网+”消费业态发展战略 
欧美发达国家目前已经在大数据、物联网、产业互联网领域走在了我们的前列，我国目

前还没有制定国家层面发展上述技术的政策产业规划。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等技术已经

在发达国家的金融、医疗、交通等行业大面积推广使用，但在国内长期以来存在着行政职能

条块分割现象，信息系统建设还远未跟上。这需要政府主导，在相关领域打破原有利益格

局，积极普及大数据、云计算和物联网等技术，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为“互联网+”消费业

态的经济发展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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