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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消费理念也在不断重塑。 为推动可持续发

展，需要正确引导人类的消费欲望。 通过对我国消费由节制到激励、再到适度节

制的转变历程与社会环境的阐述，分析了节制消费与刺激消费的社会影响，指出

节制消费有助于保持经济稳定、增加储蓄、平衡财政收支，但对生产力、经济发展、
消费品质与劳动力素质提升具有消极影响；而刺激消费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与生

产力提升，但易引发消费主义，导致过度消费与浪费。 基于此，提出构建适度消

费、绿色消费与健康消费的消费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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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我国数字经济和消费创新的快速发展，产生了诸如网红经济、首店经济、夜间经济、

绿色消费等经济、消费新形态，其具有明显的规模效应和引领带动作用，成为经济新增长点

和消费新热点。 与此同时，居民的生活方式、信仰追求、价值取向等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消

费观念与消费行为也因此出现嬗变，消费主义与享乐主义逐渐蔓延开来，出现了攀比消费、

虚假消费、符号消费、超前消费等不良现象。

近几年，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国际局势高度紧张，我国面临全球经济下行和国内经济增

长向高质量转变的复杂形势，社会的生产生活受到严重冲击，企业经营困难，城乡居民收入

下降，失业风险大大增加。 在此背景下，城乡居民逐渐摒弃冲动消费，倾向于囤积生活必需

品，并减少不必要的开支，导致消费不足与市场低迷。 为刺激消费，中央和地方政府出台了

一系列政策，如《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促进消费持续恢复的意见》（国办

发〔２０２２〕９ 号）明确指出：未来应该将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作为重点，着力提升居民的消费意



愿，营造居民新消费理念。 在当前我国经济稳定、发展安全的政策目标要求下，刺激消费与

节制消费会对我国经济和社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本文通过回溯消费理论，分析不同背景下

中国消费观念与消费行为的转变，探讨节制消费与激励消费的社会后果。

一、消费理论回溯

消费行为、消费市场健康与否将严重影响经济增长与社会稳定。 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

人们的消费需求在持续升级与更新，消费者的消费呈现多样性［１］，消费从生存型消费向发展

型与享受型消费转变［２］。 在消费需求转变历程中，消费的理论与思潮亦在发展与演化。

在国外消费理论体系中，古希腊学者认为消费是财富的一种有效管理方式，中世纪的消

费理论指出了消费对社会发展的影响，认为奢侈会促进社会发展，节俭则会使社会陷入停

滞［３］。 在古典经济学中，西斯蒙第提出消费不足危机论，分析了消费与生产之间的关系，提

出消费先于生产并决定生产理论，认为生产超过消费时必然导致经济危机［４］。 在古典政治

经济学中，萨伊指出“消费即效用的消灭”，主张通过推动有益的消费刺激社会生产，推崇节

俭，限制奢侈消费［５］。 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快速提升，消费的物品已远超消费者

实际需要，呈现奢侈性和浪费性，消费主导型社会初露端倪。 凡勃仑提出炫耀性消费概念，

并对其持否定态度［６］。 马尔库塞异化消费理论指出，当消费本位占主导时，商品价值萎缩，
为了消费而消费的行为使人的主体性衰减［７］。

在现代经济学中，马克思主义消费理论指出消费是经济发展的目的和动力。 凯恩斯在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提出绝对收入消费理论，指出消费随着当期收入水平的提高

而增加［８］８７－１０７。 杜森贝里在《收入、储蓄和消费行为理论》一书中指出消费具有攀比效应，即

相对收入消费理论［９］１７－４６。 莫迪里安尼提出生命周期消费理论，指出人们会根据其生命周期

内消费最佳配置预期而计划消费支出［１０］。 弗里德曼在其著作《消费函数理论》中指出消费

者的永久收入决定了其消费支出，即永久收入消费理论［１１］２９－４２。 从现代经济学流行的四种

消费理论可以看出，消费、生产力与环境三者之间密切相关［１０］。

在我国的消费思想和理论发展历程中，黜奢崇俭的消费思想一直占据主流地位［１２］。 我

国古代，由于生产力低下，物资匮乏，且人们需面对不可预知的自然灾害，在居安思危和未雨

绸缪的风险防范意识的支配下，人们自然而然地形成了节俭的思维，以低消费维持生活。 老

子是我国最早提倡节俭的思想家，他认为“俭故能广”，要治国安邦，必须勤俭节约低消费；

“舍俭且广”死矣，反对铺张浪费［１３］。 此外，孔子、墨子、韩非、荀子等儒、墨、法学派均推崇节

俭消费［１４］。 但我国古代的消费思想并非唯崇俭论，管子提出“俭则伤事，侈者伤货”，“奢侈

之数，不可用于危隘之国”，其充分肯定了消费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并提出奢侈消费需建立在

生产力保障的先决条件之下［１５］。 明末郭子章在《奢俭论》中提出“俭者失万民之欲”“其祸

迟而不可复收”，明确指出人们过度节俭，失去消费欲望，对经济和社会产生的危害要远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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奢侈［１６］。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内市场逐渐出现供需失衡，供给大于需求、

消费需求不足成为影响我国经济长期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 对于消费与节俭之间的关系，

有学者指出，消费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提出“节俭过时论”，认为在国内消费低迷

的情况下，消费是一种美德，提倡刺激消费，促进经济复苏［１７］。 受西方消费主义思潮影响，

我国的一些经济学者在研究消费时，忽略了其他相关领域的研究，如消费经济学、社会学、生
态伦理学及可持续发展伦理等，片面宣传一些国家用消费推动经济发展的个案，倡导普通人

多进行消费、富人多进行奢侈性消费甚至浪费消费，以此促进经济增长与繁荣［１８－２０］。

在可持续发展理念成为全球共识的背景下，有学者提出节俭是张弛有度的生活智慧，走
节俭型适度消费之路是更正确的选择［２０］。 消费是人在生存和发展中必然发生的行为，进行

适当与合理的消费是个体生存与发展的客观需求，同时也是对维护国家经济稳定与增长的

具体行为支持。 民众的日常消费是个人行为，消费数额、消费方式、消费时间都可依据个人

的实际情况而做出自主选择。

二、中国居民消费理念转变历程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实行先生产后生活的计划经济，这一时期，重积累、轻消费的消费

观成为制约经济增长的因素［２１］。 过度节俭、抑制消费导致生产与消费脱节，消费与积累的比

例严重失调，抑制了生产的发展，阻碍了人民生活的改善，给社会和谐稳定带来了不利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消费体制出现重大变革。

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生产与消费以规模扩张为主要特征，此时消费的目的以满足居民基本

生活需求为主，社会需求增速过缓，导致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后期供求差距进一步拉大［２１］。

此后，消费是生产的内在要素，并对生产起到拉动作用的观念获得重视，国家通过提高居民

收入、开拓消费市场、构建居民消费体系等举措扩大居民消费支出，缓解国内市场供给过剩

问题。

随着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与国际环境的变化，我国居民的消费需求由数量需求向质量

需求转变，消费成为经济发展的目的，同时亦是经济发展的要素与前提条件。 消费对经济发

展由拉动转向引导，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成为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亦成

为经济发展的持久动力。 现阶段，我国着力提升消费质量，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高能

效消费，在住房、教育、医疗、养老、就业、托育等重点民生领域提升人民生活品质，推动人的

全面发展。 相应地，人在追求美好生活的过程中，为高效能消费设定目标，进而为高质量生

产提供目标引导与价值引领，最终形成生产、消费与人的发展三方良性互促。

近年来，随着移动互联网和物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我国的消费向数字化方向快速转

型，呈现出数字化、个性化、多样化、符号化特征，数字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 数

６７ 南 京 邮 电 大 学 学 报 （社 会 科 学 版）　 　 　 　 　 　 　 　 　 　 　 　 ２０２３ 年



字经济有力地促进了我国消费结构的升级，兼顾了生存、发展与享受等多层次消费需求［２２］。
同时，在国际市场动荡、俄乌战争、环境不确定性风险增加等多种因素冲击下，我国居民的消

费信心、消费意愿呈下降趋势。 为应对全球经济萎靡、消费市场低迷的问题，不同国家和地

区开始刺激消费。 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刺激和节制消费会产生什么样的社会后果？ 这是

本文关注的重点。

三、节制与激励消费的社会后果

受到主动消费与被动消费的影响，以及消费理念、社会环境等差异的影响，消费的动机、

目的、类型、结构等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节制与刺激消费可能产生不同的社会后果。

（一）黜奢崇俭

１．积极影响

（１）稳经济。 传统农业社会，生产力低下，生产不足必然导致消费水平低，人类始终在温

饱边缘徘徊。 这一时期如果鼓励消费，由于生产满足不了消费，会打破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平

衡，并可能造成社会混乱。 在生产力极大提高的现代社会，节俭消费不仅是一种美德，更是

一种在缺少制度性保障的情况下居安思危，以个人与家庭之力以备不时之需的生存智慧。

消费不是生产的唯一目的，生产亦可用于再生产。 节俭消费可以促进生产的无限延伸，推动

生产技术进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合理使用资源，有利于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促进经

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与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利用。

（２）稳储蓄。 在总收入给定时，储蓄与消费存在反向关系，消费增多，储蓄就会减少。 适

当的储蓄是个人与家庭应对天灾人祸的必要举措，同时，储蓄也是资本形成与投资的重要来

源。 未来中国要建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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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利用

好国内储蓄优势，为国内投资和经济增长提供有效的资金支持，并在对外开放中寻求更广阔

的市场空间，善用外部资金开拓外部市场。

（３）平衡财政收支。 传统农业社会，国家财政收入主要来自赋税与官营商业利润，用于

皇室开支、官僚俸禄等。 若鼓励消费，会使财政收支失衡，必将提高税赋、加重百姓负担。 当

前，在经济下行、减税降费、国际环境恶化等多重因素影响下，全国财政赤字急剧扩大，节制

消费会进一步减少国家财政收入。 中央和地方政府通过厉行勤俭节约、统筹整合资源优化

支出结构，通过精准发力和协同施策“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以期促进经济增长和后

续财政收入增加，扭转财政状况。

　 　 ２．消极影响

（１）生产停滞不前。 消费支出增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１９８４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

革的决定》明确指出，提升消费就会有新的社会需求产生，从而拓宽市场、促进生产。 这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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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所说的“消费决定生产”。 而黜奢崇俭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生产，使生产对象更加单

调，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２）阻碍经济发展。 消费的提升促进了新生产市场的开辟。 消费作为再生产的重要环

节，体现了产品的最终价值。 黜奢崇俭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市场发展。 近现代以来，黜奢崇

俭逐步变成了保守派打击经济发展的武器，不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
（３）抑制消费品质改善。 黜奢崇俭追求节俭与实用，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商品的提档升

级，不利于商品在设计与包装上的创新。 黜奢崇俭更侧重于解决温饱，不利于消费水平的提

升与消费结构的改善。 过多强调黜奢崇俭，可能造成将贫穷视为荣耀的风气，从而阻碍经济

增长。
（４）阻碍劳动力素质提升。 作为生产力三要素之一的劳动力是物质资料生产所必需的，

想全面提升劳动力素质，就要提升消费水平，只有不断消费才能实现再生产。
（二）刺激消费

１．积极影响

（１）提升和调节生产力。 消费是社会再生产的重要环节，生产的产品被消费后，才完成最

终生产过程。 消费是社会再生产的动力，新的消费需求会带动产业的转型与升级，因此，消费

促进生产。 在刺激消费的环境下，会产生新的消费类型。 为满足这些新的消费需求，人们通过

不断的技术创新调整生产结构，以引导消费和调节生产。 在国家政策、社会环境以及消费环境

刺激下，人们的消费需求、消费欲望、消费选择和消费方式不断转变，促使国家、企业、社会为提

升自身的竞争力、满足人们的消费需求，持续开展技术创新、服务创新、模式创新、品质创新，从
而推动生产力向新的、更高的消费阶段发展。

（２）稳定和促进经济增长。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

用和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作用” ［２３］。 维持经济稳定增长需要以国内消费驱动代替出

口、投资拉动，这既是国际国内“双循环”构建的本质要求，亦是新时代背景下中国经济发展

的根本要求。 据统计，我国 ２０２１ 年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６５．４％，超过投资与

出口，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首要力量［２４］。 在“新常态”下，中国以消费刺激带动消费结构

和产业结构调整，发挥消费在经济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 当前，我国处于服务经济结构转型

期，在国际环境日趋复杂、国际市场动荡不安、出口受到不同程度影响的背景下，提高国内民

众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水平，推动消费增长和消费结构升级，是培育内需体系的重要动力，也
是构建国内经济大循环的重要着力点，将为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２．消极影响

（１）助长消费主义。 “通过广告等刺激人类去消费” ［２５］４５－４６，通过消费控制生活［２６］８２－１０２，
会助长消费主义、享乐主义。 刺激消费可能导致盲目消费、攀比消费。 有些人将奢侈品当成

象征身份的符号，为了满足自我虚荣心，进行没有必要的消费［２７］３２－４５，在盲目消费中慢慢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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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了自己。
（２）诱发过度消费与超前消费。 随着互联网金融的迅速发展，移动支付和网络信贷平台

飞速发展，超前消费变得异常便捷。 超前消费可以激活消费市场和银行资金，但也会导致人

们过分追逐物欲，迷失在享乐之中。 近些年出现的“裸贷债”“套路贷”等案件，反映出超前

消费在一些群体，尤其是青年人中流行及由此诱发的种种问题。

（３）诱发浪费，增加环境压力。 刺激消费导致物质消耗增多，增加环境负担。 首先，消费

主义的趋利性必然导致资源的浪费，持续扩大生产导致生产过剩，这与可持续发展观背道而

驰，将导致资源枯竭。 其次，无节制的刺激消费，如导向对稀缺资源的消费，将严重破坏生态

系统的多样性。 最后，高频消费会加快消费品更新换代的步伐，陷入大量消费、大量浪费、大

量污染的恶性循环，进而引发严重的生态危机。

四、小结：节制还是激励消费？

２０２０ 年，中国是全球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２０２１ 年，中国经济增速高达 ８．１％；

２０２２ 年，中国全年经济总量首次超过 １２１ 万亿元。 节制消费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当

今社会仍具有重要意义。 节俭不是一味地否定物质享受，而是主张在物质资源的使用上遵

循量入为出、精打细算、居安思危、细水长流的原则［２０］。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类的生活方式

与需求都在发生变化，若过度追求消费，没有节制地开发资源，会导致资源的枯竭和对环境

的破坏，进而阻碍可持续发展。 因此，要正确地引导人类的欲望，弘扬适度节制消费的美德。

（一）弘扬节制消费美德

消费者在选择消费时可能会受到所处环境的影响，进行盲目消费或冲动消费，因而，要

合理引导人类的欲望。 人类欲望是可以被调节与控制的。 应借助舆论的力量，营造良好的

社会风气，基于节制消费的传统美德，引导人类合理、适度地消费，形成更加健康的消费观。

（二）构建适度消费理念

节制消费不是否定人类的欲望，而是对超出一定范围的过度欲望进行约束，这与孔子

“过犹不及”的思想相似，都主张要适度。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当前，居民的消费理念已经

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然而，贫富差距逐步扩大，有些人肆意挥霍，造成大量浪费；也有人居

无定所，一贫如洗。 针对过度节俭与过度消费并存的现象，我们应该将消费欲望控制在合理

范围内，即提倡适度节制而不是过度节俭，提倡适度消费而不是过度消费。
　 　 （三）倡导绿色消费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倡导绿色消费，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

式” ［２３］。 应运用媒体加强绿色消费知识的科普宣传，倡导文明消费、绿色消费、适度消费，强

化节约优先、保护优先的生态文明理念；将绿色发展理念融入消费文化建设，加强顶层设计

和政策制度约束，在全社会建立绿色消费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弘扬勤俭节约的优秀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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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构建节俭适度、绿色环保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文化；强化科学技术的引领作用，加强科学

技术在绿色产品的供给与创新方面的运用，以绿色生产引导绿色消费，促进人与自然、人与

社会的和谐与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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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ｕａｌｉｔｉ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ｈａｎｄ， 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ｅｄ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ｆｏｓｔｅｒ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ｅｓ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ｂｕｔ ｃａｎ ａｌｓｏ ｇｉｖｅ ｒｉｓｅ ｔｏ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ｉｓｍ， ｅｘｃｅｓｓｉｖｅ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ｗａｓｔｅ．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ｇｒｅｅｎ 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ｙ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ｉｓ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１８第 ６ 期 范兆媛等：消费：节制与激励及其社会后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