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年07月05日星期二
编辑：康源 E-mail：qiyebaoxinwenbu@163.com 校对：筱华美编：王祯磊中国企业评论

消费论是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的基础理论

《消费经济学》一书是在吴炳新78岁高

龄编写的一部新书。消费经济学是研究人

类消费活动及其运动规律的科学。鉴于吴

炳新在学术上的特殊成就，不久前，美国休

斯敦大学学术委员会授予他人文博士荣誉

学位。这是首位获美国休斯敦大学荣誉人

文博士学位的华人。

吴炳新向记者介绍说，消费论与供给论

是一个对子。消费论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的基础理论。现在很多中国人都弄错了，把

消费仅仅看作手段。

吴炳新有着在国企工作30年的经历，又

有在民营企业创业的丰富经验，他不像其他

企业家只对生产和市场感兴趣，而是发现了

消费的独特作用。

按照政治经济学的生产关系理论，各种

生产关系、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归根结底都

是利益关系。要建立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制度

体系，就必须充分发挥社会主体的作用，建立

激励相容的动力机制，通过协调各种利益关

系，形成利益和谐共容的生产体系、分配体系

和交换体系。因此，检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是否有利于生产力发展，最为直接的方法就

是观察其是否有利于发挥各社会主体的能动

性，是否形成了激励相容的动力机制。

传统经济学把消费分为生活消费和生

产消费，吴炳新则认为除这两个消费之外，

还存在社会消费，这包括国家行政、科研、教

育、医疗卫生、体育、城市建设等公共消费，

并提出了消费链问题。他认为，人类消费作

为一个完整的过程不是孤立的，而是有它的

消费链、产业链和价值链。

因此，吴炳新在书中提出了以人民生活

消费为中心，发展社会消费，以六个目的、三

个手段、二十个要素，在消费经济运行动态

过程的不同阶段，根据不同供求矛盾，用不

同要素组合，在平衡—突出、突出—平衡的

动态过程中，不断推进宏观调控改革“供应

侧”的科研、生产消费的发展，及解决“供应

侧”与“消费侧”方面的矛盾，使消费经济社

会相对较能在平衡—突出、突出—平衡的运

动过程中高速持续发展。

“消费侧”对“供给侧”
起着关键作用

吴炳新认为，“西方主流经济学从来都

是以生产为中心，消费从来都是依附性的。

在工业经济向信息经济转化过程中，这种对

消费价值的习惯性忽视已成为西方主流经

济学的重大缺陷。所以，有必要为消费正

名，还原其在经济循环中的价值，赋予其应

有的中心地位。”

吴炳新把消费作为经济学研究的突破

口，认为消费是社会活动过程的中心，对整

个经济起着关键作用，消费决定生产，产品

只有被消费者消费才能实现生产的目的。

《消费经济学》就是一部利用多学科较

系统、全面研究消费问题的专著。作者借助

系统的科学的理论与方法，把消费作为一个

复杂的动态的系统来进行研究，而且在很多

方面采用了定量分析的方法，描述消费在整

个经济领域乃至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的地

位、影响和决定意义。

吴炳新针对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提

出了新观点、新思维方式和建设性意见。书

中所阐述的基本理论对于新常态下我国的

消费经济，特别是对于“供应侧”改革及经济

持续高速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方法论，具

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吴炳新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从

提高供给质量出发，调控“供应侧”与“需求

侧”之间突出不平衡的矛盾，用改革的办法

推进结构调整，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

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

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更好满足广

大人民群众的需要，促进消费经济社会持续

健康发展。

脱离消费结构
供给结构改革将难以推行

采访中，吴炳新提出“供给结构是由消

费结构决定的。脱离消费结构，供给结构改

革是没有基础的，必然是混乱的，难以推行

下去的”。

吴炳新以一种独特的透视方法——即从

消费角度入手来研究经济问题，带给人们一

片崭新的理论视野。吴炳新在书中认为，消

费与科研和生产的关系是以“消费—科研—

生产—消费（供给）”的圆周螺旋发展规律而

运动。

吴炳新告诉记者，消费理论是一个世界

上研究并不发达的领域。刺激消费看起来

是个再简单不过的道理，但是千呼万唤总是

刺激不起来？问题出在哪？吴炳新告诉我

们出在理论上、出在生产目的上。理论上不

端正，方向上不端正，路径也不可能端正。

消费是当下政府与企业艰难而复杂的问

题。对于很多心存梦想走向世界的企业家

和管理者，消费却是一道解不开的难题。对

于当下中国，似乎类似哥德巴赫猜想之于数

学，而吴炳新意图解开这道难题。

吴炳新说：“就像思维是哲学的核心一

样，消费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核心，也是企业

生存的密码。”吴炳新认为，投资、出口与消

费“三驾马车”不是并列的，消费是“驾辕”的

马，出口和外贸是“拉套”的“马”。所以抓住

了消费，就抓住了关键，这就是《消费经济

学》的学术指向；也是企业发展的指向。吴

炳新对于中国当下经济发展症结的分析，大

抵在这里。

要在供给侧改革
和需求端刺激之间取得平衡

5月，我国经济出现了一个令人奇怪的

局面：生产端仍在回升，投资端在下滑。对

此，吴炳新对记者说，目前经济的关键在于

政府启用需求政策，需要在供给侧改革和需

求端刺激之间取得平衡，过度倾向任何一方

都可能导致难以挽回的后果。需求管理与

供给管理是宏观经济管理的两种形式，虽然

在不同时期会有所侧重，但二者始终是不可

分离的统一体，相互依存、互为条件。因此，

需在战略上做好打持久战的充分准备，把握

好当前和长远、节奏和力度的关系，有序推

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吴炳新对记者说，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需要需求侧管理给力，适度有效的经济刺

激政策将会为全面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创造更好的环境。至于需求侧到什么程度

才不影响供给侧改革，也得有个底线。什么

时间、什么地点、什么范围可以搞需求端。

供给侧改革不可能也不应当忽视消费的需

求端。

据记者了解，吴炳新研究消费已经30年

了，此时推出《消费经济学》一书，这与目前

的时势需要有关。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

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新常态下，发挥消

费在推动经济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尤为重

要。而消费一旦成为经济的主导力量，它转

化成的消费社会生产力，无论从力度上还是

量度上来说，都是巨大的。

“《消费经济学》的问世，正是对经济新

常态寻求一种理论支撑，这将有助于政府、

企业及其它经济组织对未来经济发展做出

正确的研判。”吴炳新对记者说。

改革应在供给端和需求端之间取得平衡

洞见

——著名消费论学者吴炳新详解其新著《消费经济学》

本报记者 洪鸿

在严峻复杂的国内外经济

环境下，“三驾马车”中的

投资和出口增速放缓，而消费一

直保持平稳较快增长，尤其是消

费升级持续加快，新消费不断孕

育成长，成为经济稳定运行的

“压舱石”。在供给侧改革处在

胶着情况下，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中国消费经济研究院院长、美国

休斯敦大学人文博士吴炳新的

新著《消费经济学》出版发行，可

谓恰逢其时。

那么，该书的问世对我国当

下的经济发展将会起到哪些引

领作用？对我国在经济新常态

下的消费理论研究有哪些突破

和创新？对供给端改革推进有

什么意义？对我国的企业发展

又有哪些参考价值？就此，《中

国企业报》记者于近日对吴炳新

做了一次专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