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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
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
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这是开启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进军的纲领性文件，是今后五年乃至更长时间我国
经济社会发展的行动指南，对实现我国经济社会长
期可持续发展，并推动全球经济增长都具有重大战
略意义。



《建议》的突出特点是三个“新”贯穿全
文始终

•新发展阶段，就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阶段。

•新发展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

•新发展格局，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

促进的发展格局



一、新发展阶段，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的新阶段。这个战略判断是基于我国经济取得的
成就和发展趋势。按世界银行标准，高收入国家
人均GNI标准是1.24万美元。我国现在是10277
美元，如果能够通过构建新发展格局，保持5%左
右的年增速，再连续增长4到5年左右，我们在
2025年以前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为高收入
国家。当然，即使我国顺利进入高收入经济体行
列，我们距离人均GDP 3万美元以上的发达经济
体的水平仍有很大差距。





从经济总量来看，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估算，
2019年全球的GDP总量为86.6万亿美元，我国经济
规模达到99万亿人民币，相当于14.4万亿美元，占
全球的16.6%，而美国则是21.4万亿美元，占全球的
24.7%。我国相当于美国的67%。根据目前的经济增
长趋势估算，我国在2030年以前就有可能在经济总
量上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当然，就
人均GDP而言，我们同美国还相差很远。





二、新发展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
放、共享的发展理念。

这是在“十三五”期间就贯彻的行之有效的
发展理念。



三、新发展格局，以国内大循环为
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
发展格局。
这是我国最近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
发展变化提出来的，也是我们今天
要讨论的重点。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目的

是保持我国经济社会在新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可持续
发展！只有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我们才能满足人
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实现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才能实现充分就业
这一民生之本，才有能力巩固脱贫成果，才有能力
调节经济收入结构，促进经济公平与社会和谐，才
能增强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应对各种日益复杂
严峻的国际挑战。



新发展格局的战略基点

•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把实
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以
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总书记在最近几
次重要国际会议上都反复强调这个“战略基点”。例如，在上
周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对话会上“第一、我们将扭住
扩大内需的战略基点，畅通国民经济循环。”

•什么是战略基点？没有扩大内需，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
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战略格局就不能形成。



实际上，近年来，我们一直在强调扩大内需，要从“投资
驱动 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变为“创新驱动 内需拉
动”的增长模式，也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我国的外贸依
存度已经从2006年的67%下降到2019年的32%。而最近的
国际经济环境的急剧变化，使得我们更加认识到构建“以
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格局”
的极端重要的战略意义。因此，我们要理解教育在新发展
格局中的战略作用，就必须理解教育在扩大内需这个战略
基点上的作用。下面，分别从宏观经济背景、理论分析和
实证研究三个方面讨论这一问题。



一、宏观经济背景



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

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关键是增加消费，扩

大内需。马克思早就指出“没有消费，就没有

生产”。长期以来我国储蓄率过高，居民消费

低，内需不足，制约着我国的经济发展。



我国居民消费率偏低，而储蓄率是全球最高的，
2008年储蓄率就达到51.8%，现在虽略有降低，仍
然高达45%，仍是世界上最高的。提振居民消费是
我国长期以来的面临重要问题之一。多年来，中国
经济呈现出“高增长、高储蓄、低消费”的特征。早
在新冠疫情暴发前几年就已出现消费下滑的趋势，
今年年初的新冠疫情使得消费进一步下滑。从居民
人均消费支出看，其实际增速从2014年的7.5%下滑
至2019年的5.5%，接近该指标公布以来的最低值。



另外，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来看，其实际增速从2012年

的12.1%下滑到2019年的6%，亦达到2008年以来的最低点。

2018年中国居民消费率仅为39%，而同期世界平均水平达到

了58%。世界上的大型发达经济体大都是主要依靠国内消费

拉动经济增长，如下图所示：美国、英国则分别高达68%和

66%。新兴经济体中，巴西消费率为64%，印度的消费率为

59%，均高于中国的水平。



相关国家居民消费率

美国 英国 巴西 印度 世界平均 中国



最终消费分为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

居民消费是居民为了个人最终消费需求而购

买的物质产品和服务的全部支出。

政府消费指政府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支出。

我国的问题是居民消费率过低。



三驾马车对经济增长的
贡献率（ 2019年）

最终消费需求 资本形成总额 净出口



在“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的经济循环中，消费是终点
也是新起点，是加快释放内需潜力、增强经济持续健康增
长动力的主要着力点，也是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的重
要抓手，因此是战略基点！在当前严峻的国际经济环境下，
要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
新发展格局，关键是克服制约经济增长的消费不足，加快
培育和扩大新型消费，以消费升级引领供给创新、以供给
创新刺激需求，创造需求，引领消费，使我国形成以国内
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长期可持续发
展的格局。这必须成为我国经济发展长远发展战略，而不
是短期权宜之计。



今年3月以来，多地陆续发放消费券，甚至鼓励发展
地摊经济，其目的都是要提高居民消费水平。但消
费券和地摊经济等只是权宜之计，不能从根本上解
决居民消费持续低迷的问题。现在甚至有人提出减
少国民教育开支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为其他领域的
消费增长留出更多空间。这更是一种“医得眼前疮，
剜却心头肉”的饮鸩止渴的短期行为。在这一背景下，
我们下面从理论与实证两方面，讨论教育在扩大内
需，促进“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
互促进的发展新格局”形成中的重要作用。



二、理论分析

从理论上和长远观点来看，教育在增加居民消费，扩大内需

中具有不可替代的极其重要的战略作用。为什么？



第一，我国消费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收入分配结
构不合理，收入差距过大，基尼系数过高
（0.45+），低收入群体过大，中等收入群体过小。
现在一般的看法是，我国有4亿中等收入群体，只占
我国人口总数的不到30%。而国际上一般认为，在
现代社会，中等收入群体应该达到60-70%。而大力
发展教育事业，促进教育公平，普遍提高居民的受
教育水平和质量是改善收入分配结构、缩小基尼系
数、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有效措施之一。中等收入
群体扩大，才能增加消费，扩大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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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教育有助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呢？在一个比
较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机制和相应的社会政策体系
下，当受过较高较好教育的高收入群体（如受过高
等教育的企业管理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的供给人
数增加时，这一群体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优势将
相对降低，其收入水平也会相对降低。而由于受教
育程度较低的低收入群体（如受过中等职业技术教
育的蓝领，电工和水暖工等）的人数相对减少，其
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优势则会相对增强，这一群
体的收入水平也会相应提高，如下图所示。







第二，教育可以加快我国城镇化进程，而
城镇化是促进扩大消费的重要动力。

我国居民消费率偏低同我国的城镇化
率低密切相关，特别是我国的低收入
群体85%都在农村地区，加快城镇化进
程是改善收入分配结构，提高居民消
费率,扩大内需的重要途径。而教育是
促进城镇化进程的重要推动力。





首先,国际经验表明，通过增加教育投资，大力发展
教育事业，提高农业劳动者的文化科学水平、生产
操作能力和经济运作视野，使得他们能够更好地使
用不断更新的农业科学技术发展的最新成果,如新型
化肥和新的农业机械等，不断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
促进现代化大农业的发展，从而使得越来越多的农
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进入城镇的第二产业或第三
产业；或兴办自己的乡镇企业，促进小城镇的发展。
当人口在一个区域聚集到一定规模时，生产活动、
商业活动和基本公共服务就会产生一定的规模效益，
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实现就地城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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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教育是深度开发人力资源、全面提高人的素
质的基础，是农民通过接受培训和再培训进入第二
产业和第三产业并逐步，提高收入水平，实现“市民
化”的必要前提。通过教育推动的是以人为核心的新
型城镇化，是全面的城镇化，首先是人本身的城镇
化，是人的全面素质的提高，是引领农村居民进入
现代城市文明的过程。城镇社会是一个社会分工更
加细化，居民之间互动更多、社会互动规则更强，
公共领域更加发达的社会，因此对人的人文、社会、
法律与秩序素养要求更高更系统，这些素养必须通
过系统的教育过程才能形成。



新型城镇化是坚持以人为本、城乡一体、互为促进、
和谐发展的城镇化。这就要求大力发展教育，不断
提高教育质量和水平，推动城镇化的健康发展。上
图显示教育投资与城镇化率呈明显的正相关。城镇
化从两个方面促进消费的扩大，推动经济增长：一
是由于城镇化过程中的人口集聚、生活方式的变革
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进一步扩大生活性服务需求，
因而扩大消费；二是城镇化过程中生产要素的集聚
和优化配置，有利于提高生产的规模效益，并有利
于实现三次产业的联动和现代化大农业的发展，促
进社会分工的细化，扩大生产性服务需求，从而进
一步扩大内需，增加消费，拉动经济增长。



第三，我国消费率低还同人们的消费观念陈旧
密切相关。
在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和加快城镇化的同时，教育还可以改
变人的消费观念、增强消费技能，丰富消费方式，刺激消
费需求，提高消费层次，优化消费结构，从而拉动经济增
长。国际经验表明，受过较高教育水平的群体对教育、文
化、体育、娱乐、卫生保健、旅游、通信等有利于提高身
心素质、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的精神产品的需求也会大大
增加。特别是在科学技术和经济社会迅速发展变化的今天，
受过较高教育的群体在基本物质产品得到满足的同时，精
神产品消费将会成为他们消费生活中最具增长潜力和最具
发展前景的消费亮点。我国消费结构还有进一步优化空间。





而通过创新对高科技产品和精神产品（如文化创意产品）的生产开发，有

利于创造需求，引导消费，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将会成为拉动

经济增长的动力之一。国际经验表明，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群体更容易更新

消费观念，更善于合理使用消费信贷。而中国大多数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家

庭，缺少自信心和经济安全感，受传统观念的影响，消费过于保守，使一

些潜在的购买力难以变为现实消费需求。要从根本上提高消费率，就要通

过提高居民的普遍教育水平，形成一个庞大的有支付能力的中等收入群体，

并引导这一群体树立新的消费观念，使消费者善于花钱，实现消费升级，

拉动经济增长。



第四，我国储蓄率高而消费率低，需要进
一步具体分析其深层原因。
相关研究显示，居民储蓄的重要动机之一是为了子女的教
育。做父母的最倾向于在子女教育方面扩大消费。根据在
北京大学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2017年的调查，全国基础教
育阶段居民家庭的私人教育支出实际上是19042亿元，相
当于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2.48%，远远高于全国教育经费统
计中的1.01%的比例。特别是在我国，作为一个人均GDP达
到10000美元的中高收入国家，居民对多样化的优质教育
的需求持续增长。在义务教育之外的学前教育、高中阶段
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和高等教育方面，发展空间仍然很大。



因此，教育发展本身也会扩大消费需求（1999年为什么要高

教大扩招）。加大教育投资力度，促进教育事业更好更快地

发展，不仅可以提高劳动者的素质，推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

升，加快产业结构升级和城镇化进程，改善收入分配结构，

促进居民消费扩大，拉动经济增长，教育事业发展的本身也

是扩大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方面。



扩大教育规模、增加各级各类受教育者群体，提高教育质量

都需要建设新的基础设施，采用新的教育技术设备，增加教

师队伍人数，提高教师队伍综合素质，这些都需要消费大量

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例如，建设一幢教学楼或学生宿舍楼

都需要消费大量建筑材料和建筑工人的劳动，而学生人数和

教师人数的增加则需要大量的配套服务设施，如住宿、餐饮、

交通、娱乐等配套设施，从而扩大社会总的消费需求，对拉

动经济增长具有积极作用。





三、实证分析

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教育对扩大内需，增加消费，

拉动经济增长具有不可替代的极其重要的战略作用。



𝐸𝑐𝑜𝑖𝑡 = 𝛼0 + 𝛼1𝐸𝑑𝑢𝑖𝑡 + 𝛼2𝐶𝑜𝑛𝑡𝑟𝑜𝑙𝑖𝑡 + 𝜀1𝑖𝑡

𝐶𝑜𝑛𝑠𝑢𝑚𝑝𝑡𝑖𝑜𝑛𝑖𝑡 = 𝛽0 + 𝛽1𝐸𝑑𝑢𝑖𝑡 + 𝛽2𝐶𝑜𝑛𝑡𝑟𝑜𝑙𝑖𝑡 + 𝜀2𝑖𝑡

𝐸𝑐𝑜𝑖𝑡 = 𝛾0 + 𝛾1𝐸𝑑𝑢𝑖𝑡 + 𝛾2𝐶𝑜𝑛𝑠𝑢𝑚𝑝𝑡𝑖𝑜𝑛𝑖𝑡 + 𝛾3𝐶𝑜𝑛𝑡𝑟𝑜𝑙𝑖𝑡 + 𝜀3𝑖𝑡

本研究利用《中国统计年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
《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以及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以
省级行政区为分析单位，匹配了2005-2018年中国31个
省份14年的面板数据进行计量分析。个别缺失数据利用
插值法补全。为消除价格因素的影响, 经济变量均以
2005年不变价格进行计算。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单位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因变量 人均GDP 元 34804.46 22215.84 5052 123016.30

自变量

人均受教育年限 年 8.71 1.22 3.74 12.80

生均教育经费 千元 14.21 10.17 1.54 70.43

受初等教育人口比例 % 0.66 0.08 0.29 0.81

受中等教育人口比例 % 0.17 0.06 0.02 0.48

受高等教育人口比例 % 0.11 0.07 0.01 0.49

中介变量

消费能力 元 16832.04 11810.16 1882.33 63559.30

消费结构 % 0.11 0.02 0.03 0.17

消费倾向 % 0.86 0.18 0.63 1.61

教育产业 % 0.014 0.006 0.005 0.053

控制变量

人口数量 万人 4353.30 2751.45 280.31 11346

人口老龄化程度 % 13.33 3.11 6.70 22.70

养老保险覆盖比例 % 0.40 0.14 0.05 0.90

外资比重 % 0.01 0.02 0 0.12

产业结构 % 0.45 0.09 0.28 0.83

自变量描述统计



实证研究的主要结论：

第一，教育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种影
响一方面来源于教育提升人力资本质量，对经济增长
产生的直接效益。这一点在过去几十年内，人力资本
的相关研究中已得到充分的验证。另一方面，研究显
示，扩大内需，消费拉动是教育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
中介机制，应给予充分的关注。这其中，教育对于提
升居民消费能力的作用这一传导作用最为突出，无论
是以人均教育年限还是生均教育经费加以衡量，还是
针对不同层次教育的分析都得以证明。



第二，教育在改善消费结构、提高消费倾向，进而
拉动经济增长方面也具有促进作用，但其作用机制
更为复杂。一方面，教育水平的提高确实能提高居
民整体消费结构中高层次消费（教育培训以及文化
创意产品）支出的比例，但居民消费结构与国家经
济增长的关系并不单一。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不
同类型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果亦不同，对于工
业化程度较高的地区，经济上行阶段耐用品消费对
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较为显著，经济下行阶段耐用
品消费增长放缓，生活必需品等非耐用品消费却出
现相对增长，对同期经济下行起到一定的缓冲作用。



第三，不同阶段教育促进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机
制存在差异。高等教育对消费能力、消费结构的改
善作用更为突出，但有可能降低可支配收入内的消
费比例。这暗含消费与储蓄之间的关系充满张力。
虽然高水平的教育提高了人们的消费能力，但并不
意味着必然增强居民可支配收入内的消费意愿，教
育和收入水平的上升可能会提高储蓄率，即预防性
储蓄。因此在提高教育水平，发展经济的同时，应
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从而降低预防性储蓄需
求，增加实际消费规模，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



总之，理论和实证研究都显示，从长期发
展的角度来看，教育在总体上对促进消费，
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具有基础性、先
导性和全局性的战略性作用。因此，在构
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
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过程中，教育必须
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因此加大教育
投资，加快教育发展，建设高质量教育体
系，是我们当前和今后面临重大战略任务。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