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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问题已步入新的历史阶段。一方面，自2007年以来的金融危机宣告了世界经济将步入结构大调整时期，这意味着以超前消费、高贸易赤字与金融创新为主导的美国模式，以高投资、高出口、低消费与高储蓄为主导的中国

模式，以高福利为内涵的欧洲模式，都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冲击。全球性的结构大调整不仅将导致中国外需的持续下滑，还将通过国际分工模式、国际利益分配方式、资本格局以及贸易格局的冲击，使中国面临速度、结构与模式的多重冲击。另一方面，中国

持续30多年的快速增长累积了大量内生性的矛盾、冲突和结构性问题，中国经济依然沿着“高投资、低消费、高储蓄”的路径前行，结构缓冲的空间大幅度收窄，宏观经济波动的脆弱性与日俱增。 这种内外夹击的双重压力不仅决定了经济结构的调整具有

双重性，同时也决定了全面启动以消费为主体的内需扩展已成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核心。

一、总需求结构失衡导致宏观经济脆弱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总需求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最终消费占比大幅度下降，投资占比大幅度上升，这构成了我们所界定的总需求结构失衡状况。 在时间节点上，我国总需求结构失衡状况的加速发展主要发生在1988年至1994年以及2000年以后，这

刚好对应我国改革开放加速推进和增长战略发生重大调整的两个阶段。 1980年至2010年，最终消费占GDP比重下降了18个百分点，从65.5%降至47.4%；资本形成占比上升了近14个百分点，从34.8%升至48.6%。 2010年投资占比超过最终消费占比。 与其

他经济体消费率的相比，我国的消费率低于其他经济体的历史最低水平；与其他经济体的历史最高水平相比，我国目前的投资率高于其他经济体的历史最高水平。

投资、家庭消费和净出口具有不同的微观行为基础和影响因素，呈现不同的动态特征。 基于已有的理论判断和经验证据，家庭消费行为的稳定性相对较高，投资和净出口的稳定性较低。 这在数据层面表现为，净出口增长率的历史波动性最高，投资

次之，家庭消费增长率的历史波动性最小。

作为总需求的三个主要构成部分，投资、家庭消费和净出口的增长波动性，必然转变为所拉动的GDP增长的波动性。 从GDP增长率的波动性的变化轨迹可以看出，伴随着家庭消费在总需求中占比的下降，我国GDP增长越来越倚重于投资和净出口

等内在稳定性较低的拉动力，GDP波动性“由降转升”的转折点与家庭消费占比从“稳中有升”阶段到“急剧下降”阶段的转折点相互契合，由此导致我国GDP增长的内在稳定性下降。

在过度依赖于投资和出口的总需求结构中，投资增长和出口增长之间形成了一个相互强化的联系机制。在投资和出口的相互强化机制中，外需冲击的影响不断放大，宏观经济对外需冲击的脆弱性显著提高。次贷危机引发的外需冲击导致我国宏观

经济波动性大幅提高。 随着GDP增长内在稳定性的下降，在各种外生冲击下，政府熨平经济波动的政策力度必须不断提高，政策性干预带来的负面影响加大。 这也意味着宏观经济调控的效率下降，成本上升。

高投资的增长模式下，资本密集度不断提高，由此导致经济增长的就业创造效应下降。 这表现为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就业增长远远滞后于经济总量的扩张。 在各种政策性和体制性扭曲的影响下，资本收益持续高于资本成本。 在此背景下，劳动

工资的上升将会引发普遍的资本替代劳动的行为，这会进一步增强企业的投资动机，不仅导致经济增长的就业创造效应进一步下降，而且制约劳动收入的上升。在就业创造效应和劳动收入增长效应不断下降的背景下，只能通过更高的增长速度，才能抑

制失业问题的加剧和维持必要的居民收入增长速度。 由此导致我国政府对高增长速度的严重依赖，也可称之为“速度饥渴”。

二、传统增长模式下总需求结构失衡的必然性

传统增长模式下高投资的内在动因（小）

在我国传统的增长模式下，经济总量的扩张成为政策层面的首要目标。 由于技术进步和生产率增长面临较多的约束和不确定性，促进资本投入的迅速增长成为实现经济总量迅速扩张的首要选择。

为了兼顾促进储蓄和增加投资的双重目标，最有效的措施是政府运用行政手段扭曲要素市场。 通过要素市场的扭曲，使得家庭收入增长速度低于经济总量的扩张速度，这就使得总收入越来越向政府和企业这两个主体倾斜，并使政府和企业成为国

内储蓄供给的重要主体。 企业收入和政府储蓄构成了资本积累的直接来源。

在特定的制度安排和市场结构下，金融体系蜕变成政府影响社会资本形成成本和结构的工具。利用利率管制下的、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政府可以对相关行业和企业的融资成本施加实质性影响，控制其信贷可获得性，影响其融资成本。利用产

业政策实施行业进入壁垒，影响特定行业的竞争成本，达到直接影响特定行业中资本收益率的目的。 利用对生产、投资和出口直接的政策性补贴，改变资本形成成本和资本收益率。

借助于要素市场扭曲、收入分配体制、产业政策、供给政策以及生产和投资补贴等手段，一方面能够增加国内储蓄供给，使得资本积累有了充足的来源，另一方面能够维持资本收益和资本成本之间持久的、较大的差异，进而维持企业强烈的投资动

机。 这是支持我国高投资最为重要的内部因素。

高储蓄和高投资必然会带来另一个问题，大规模投资意味着未来生产能力和产出规模的膨胀，在国内消费需求受到压制的情况下如何解决日益扩大的产出能力的市场实现？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出口成为中国经济赶超型战略的必要组成部分之一。

既然最终需要通过出口来解决国内大规模投资所形成的生产能力的市场实现问题，那么投资的快速增长就应该主要集中在贸易品部门，主要是工业部门。因此，加速推进工业化进程往往就成为赶超战略下政府的必然选择。从最终表现来看，我国的经济

赶超战略演变成“出口导向型工业化战略”。

出口增长的外部条件（小）

新世纪以来，国际分工体系的调整进一步深化和细化，制造业分工调整和产业转移过程深入到同业产业或产品内部，根据同一产品内部不同生产环节和工序的要素投入要求，把不同生产环节和工序配置到具有不同区位优势的国家或地区。 国际分

工的基础从一国在最终产品生产上的比较优势，演变为一国在价值链条的特定环节上的比较优势，由此带来“全球制造”和“全球价值链”的概念。

国际分工的细化，意味着有更多的产业或生产环节进入到国际产业转移过程。 美国、西欧发达国家、日本、中国香港、新加坡、韩国和中国台湾等经济体日益转向高附加值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生产或加工环节，大规模向外转移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

生产和加工环节。中国的劳动成本优势、经济规模优势、改革开放所形成的制度和政策优势，以及加入WTO带来的全方位影响，使得中国成为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的最大流入地。在国际分工体系新一轮的调整过程，亚洲地区逐步成为全球经济中一个统

一的供应网络，中国在这个网络中充当最终产品的加工和组装中心。 在亚洲地区统一的供应网络中，中国日益成为其他亚洲经济体，特别是亚洲发达经济体的产品出口欧美的平台。 由此导致中国逐步取代其他亚洲经济体而成为欧美市场最终产品的主

要供给者。 2000年以后，欧美市场需求的增加使得整个亚洲供应网络的出口增长具有更大的空间。 欧美市场需求的上升和中国在欧美市场上对其他亚洲经济体的替代，共同推动了中国出口在2000年以后的迅猛增长。

所以，从外部条件来看，中国出口在2000年以来的高速增长，主要得益于亚洲地区垂直分工体系以及服务于这一分工体系的区域内贸易关系和东亚-中国-欧美“三角贸易模式”。

消费增长面临双重制约（小）

传统增长模式决定了当前的收入分配模式。 这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为了快速推进工业化进程，必须通过劳动市场和金融市场等要素市场的扭曲，压低劳动价格和资金价格，降低工业部门的生产成本和资本形成成本，推动资本形成过程的加速；高

资本密集的重化工业部门的迅速发展，资本替代劳动的能力显著提高；金融市场扭曲人为压低了资金成本，在劳动力成本上升的背景下，资本替代劳动的动机不断增强；工业部门特别是重化工业部门的生产特点，决定了劳动与资本在生产过程中地位的

不对等，资本处于强势地位，劳动处于弱势地位，这与要素市场的扭曲结合在一起，进一步制约了初次分配中劳动收入占比的提高；服务于资本积累的生产性财政体制，在二次分配方面难有作为，无法从根本上扭转劳动收入占比过低的初次分配格局。

在特定发展阶段、资源约束和国际分工条件下，出口导向型工业化战略有助于实现经济总量的快速扩张，从而实现经济赶超目标，但由此导致国内供给结构与家庭消费结构的错配，并从供给层面制约家庭消费的增长。 相对于国内总供给，我国的家

庭消费需求更加偏向于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公共管理和组织等非贸易品。 由于非贸易品的潜在需求是无法通过进口来满足。 所以，居民这些非贸易品不断增长的潜在需求，受制于供给的匮乏而无法转变成现实的购买支出，由此导致居民储

蓄增加。 非贸易品供给不足所导致的“强制储蓄”，这也是制约我国家庭消费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

同时，家庭的消费倾向不仅受制于收入水平以及谨慎性储蓄动机，还受到供给结构的影响。一方面，市场化改革使家庭在教育、医疗和住房方面的支出成本大幅增加。城市化以及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虽然带动了农村居民收入的上升，但是由于

户籍制度的存在，使得农民工难以充分享受城市的医疗、教育、养老和住房等方面的福利。 所有这些都会导致家庭谨慎性或预防性储蓄动机的增强。 另一方面，教育、医疗和养老等非贸易品供给的不足，使得家庭对的潜在需求即便有收入支持，也无法转

变为实际的购买支出，由此导致“强制储蓄”问题。 这就使得家庭虽然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占有的份额较低，但是却依然维持非常高的储蓄率。

三、内需可持续增长的结构基础

现有家庭消费无法替代投资和出口（小）

从总需求结构的表象来看，为了扭转投资和出口占比过高、家庭消费需求占比过低的失衡状况，需要用家庭消费需求替代外需和内需中的投资需求。然而，在给定的结构和制度特征下，这两种替代过程都是难以完成的。中国内需的扩展不仅是一个

“内需弥补外需回落”的总量问题，它还涉及到内需结构调整的问题，“稳投资”与“扩消费”的战略定位组合是当前宏观经济短期与动态平衡的唯一契合点。

相对于国内总供给，我国的家庭消费需求更加偏向于非贸易品，特别是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等，而出口的则是以制成品为主的贸易品。 消费需求的主要产品并不是那些可供出口的产品，在既定供求结构下，无论是支出变更政策还是支

出转换政策，都无法有效地实现国内消费需求对出口的替代。

在投资支出中，非贸易品支出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的建筑业、第三产业中的交通运输及仓储、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批发零售服务、房地产、科研和综合技术等生产型服务。 而在消费支出中，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和社

会福利、住宿餐饮、文化娱乐以及旅游等生活型服务业以及电力、热力、燃气和水等公用事业是主要的非贸易品支出类别。 鉴于消费和投资支出中非贸易品类别的差异，降低投资支出并不能有效缓解国内供给对非贸易品消费支出的强制约束。

所以，短期内，实现总需求结构平衡并不是要使消费替代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片面压投资不仅无法提升消费，而且在短期内不利于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 投资速度调整甚至是简单地压低投资速度，不是可行的选择。

“就分配论分配”无法支撑消费（小）

尽管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有助于提升消费水平，但在既有增长模式下，收入分配制度反映总体利益结构，如果不通过改革打破利益结构，收入分配结构就难以调整，因此透过收入分配改革来提升消费就是一句空洞的口号。

从中短期来看，维持内需可持续增长的基础在于，通过投资转型，推动居民收入增长，配合收入分配改革，拉动消费增长，形成投资和消费的良性循环。 只有保持较高的投资水平，才能保证中国经济增速，只有保证经济增速，才能较好地解决收入分

配问题。 而依赖市场力量，通过投资结构优化和投资效率提高，对初次收入分配结构进行调整，增加居民收入，推动产业结构和供给结构与消费结构的协调，刺激消费增长，才是维持内需可持续增长的关键。

更重要的是，收入分配制度对应了一种权力关系和动力机制, 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影响。 投资体制转型的关键困难就是要化解行政分配权力和市场分配权力之间的冲突。 过去的分配体制决定报酬机制和结构矛盾不断叠加，最终导致政府、企业

和居民收入分配失衡，居民收入在企业和政府的挤压下受到抑制。这种分配格局导致两种效应：国家财富迅速增长，政府和企业共同推动的高投资加速经济增长，产品出口加速财富累积；居民收入增速缓慢，企业没有动力支付高工资，政府没有强制动机

和措施减少税负。 以内需可持续增长为目标的结构调整下，需要平衡政府，企业与居民之间的分配关系。

投资与消费需求互动机制（小）

基于我国制造业比重相对过高、服务业比重相对过低的情况，产业结构调整的基本方向是加快服务业的发展，引导投资结构向服务业的倾斜。 但是必须强调的是，为了实现消费增长和投资增长的良性循环，服务业发展的重点应该是医疗、教育、养

老和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业，因为这类服务业不仅与家庭需求直接相关，而且是过去一段时间内制约我国家庭消费增长的最重要的“供给短板”。与此相适应，需要推动投资从制造业与生产型服务业向公共服务业的转变。新结构下的投资快速增长，不仅

能够推动供给结构与消费需求结构相适应，而且有助于创造新的机会和收入增长源泉。

从家庭消费行为来看，消费不仅受制于供给约束，还受制于家庭的收入和消费倾向。 相对于制造业，服务业的扩张具有更大的就业创造效应。 结构转型条件下的投资快速扩张，具体来说，就是消费型服务业的投资快速增长，能够创造出更多的就业

机会。这是保证家庭收入持续、稳定增长的基础，这有助于推动家庭收入和消费倾向的提高。总之，从我国当前制约家庭消费持续、稳定增长的众多因素出发，为了实现家庭消费需求在未来中长期的持续增长，投资结构转型和投资快速增长都是必不可少

的。

增长模式变革下的投资转型是内需可持续增长的关键。 在投资结构优化和效率提高的支持下，产业结构逐步升级，就业增加，进一步导致收入增加，收入的持续增长将为消费升级奠定基础。 进一步结合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增加社会保障力度，减少

收入的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和家庭之间的差距，促进最终消费需求的稳定增长。 而最终消费需求的增长又将进一步促进投资增长，形成投资增长与消费增长的良性互动。 如果当前仅仅强调通过收入分配改革促进消费增长，忽视投资领域的改革，消费最

终将变成无源之水。

由于家庭消费增长面临着比投资增长更多的约束，所以，投资转型带来的供给结构变化、就业模式变化和初次分配格局的变化不足以保证家庭消费的持续增长，还必须其他方面的变革，包括：完善包括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在内的整个分配体系；通过

城市化和区域发展政策缩小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完善社会保障体制。 收入分配结构对消费具有重要的影响。 不同人群具有不同的边际消费倾向。即使人均收入水平提高了，但如果增加的收入主要集中在高收入群体，集中在消费倾向较低的人群，社会

总体消费水平也很难增长。 尽管我国的城镇化水平获得了快速发展，然而城镇化水平仍然较低。 推进城镇化建设是扩大消费需求的重要战略。 社会保障体系可以减少消费者面对的未来不确定性, 从而减少人们的预防性储蓄，增加消费。

加快政府的自我改革（小）

重构内需可持续增长的结构性基础就是深化改革，而改革深化的关键是推进政府的自我改革。 上述分析告诉我们，尽管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有助于提升消费水平，但在既有增长模式下，收入分配制度是总体政治经济利益格局的表现之一，它决定于

现有的生产方式和权力结构。因此，如果不通过改革打破权力格局和利益关系，收入分配结构就难以调整。打破这一僵局的关键就需要政府超越传统的改革模式，要从根本上认识到传统增长模式的困境不仅预示着增长模式调整的必要性，更预示着调整

改革路径和模式的必要性。为此，我们不能就改革谈改革，改革的重点不是重新界定收入分配结构，而是重新界定政府权力与市场权力。通过政府自身改革，打破政府、企业和家庭之间的传统利益分配格局，使得政府角色更多地“为民创利”，而不是“与民

争利”。同时，我们也不能就分配谈分配，分配关系的调整不仅在于权力关系的调整，同时也在于生产方式的调整。因此政府一方面应当通过现有权力体系的大调整来实现收入分配关系的调整，另一方面也应当重视中国的发展阶段，建立起与生产方式相

适应的分配模式，市场力量也是调整分配关系的核心力量之一。

在当前，应率先通过改革实现投资转型，推动收入分配政府改革，加大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首先，完善要素市场、理顺价格机制，消除政策性扭曲，使劳动和资金等要素的供给和需求力量在市场上得到真实体现，并最终在工资和利率等

价格信号中得到真实显露。 这是要素市场真实显露不同产业部门或行业的投资成本与收益的前提。 在要素市场能够真实反映要素成本和收益的情况下，市场力量才能成为投资结构演进过程的主导力量；其次，推动政府的自身改革，打破利益格局，避免

政府 “与民争利”，政府更多地专注于创造公平竞争和市场秩序；再次，限制国有企业的垄断力量，放松民间资本的投资领域限制和行业准入限制，特别是推动生产要素在市场机制的引导下在不同的产业部门自由流动；第四，在政府职能转换、投资主体

的转换、要素的自由流动等方面为经济发展方式的转换创造体制条件；第五，推进财税体制改革，从生产型财政向公共财政转换；第六，通过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高劳动者收入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与再分配中的比重，特别是加大社会保障体制的建设力

度，努力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第七，加大市场机制在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中的作用，提高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效率，特别是应提高服务业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扩大非贸易品供给，从供给结构方面提升有效消费需求。

（执笔人：杨瑞龙、于春海、杨继东、阎衍、段亚林）

三、内需可持续增长的结构基础

现有家庭消费无法替代投资和出口

从总需求结构的表象来看， 为了扭转投

资和出口占比过高、家庭消费需求占比过低的

失衡状况，需要用家庭消费需求替代外需和内

需中的投资需求。 然而，在给定的结构和制度

特征下，这两种替代过程都是难以完成的。 中

国内需的扩展不仅是一个 “内需弥补外需回

落”的总量问题，它还涉及到内需结构调整的

问题，“稳投资”与“扩消费”的战略定位组合是

当前宏观经济短期与动态平衡的唯一契合点。

相对于国内总供给， 我国的家庭消费需

求更加偏向于非贸易品，特别是教育、医疗、社

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等，而出口的则是以制成品

为主的贸易品。消费需求的主要产品并不是那

些可供出口的产品，在既定供求结构下，无论

是支出变更政策还是支出转换政策，都无法有

效地实现国内消费需求对出口的替代。

在投资支出中， 非贸易品支出主要集中

在第二产业的建筑业、第三产业中的交通运输

及仓储、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批发零

售服务、房地产、科研和综合技术等生产型服

务。而在消费支出中，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教

育、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住宿餐饮、文

化娱乐以及旅游等生活型服务业以及电力、热

力、燃气和水等公用事业是主要的非贸易品支

出类别。鉴于消费和投资支出中非贸易品类别

的差异，降低投资支出并不能有效缓解国内供

给对非贸易品消费支出的强制约束。

所以，短期内，实现总需求结构平衡并不

是要使消费替代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片面

压投资不仅无法提升消费，而且在短期内不利

于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投资速度调整甚至是

简单地压低投资速度，不是可行的选择。

“就分配论分配”无法支撑消费

尽管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有助于提升消费

水平，但在既有增长模式下，收入分配制度反

映总体利益结构，如果不通过改革打破利益结

构，收入分配结构就难以调整，因此透过收入

分配改革来提升消费就是一句空洞的口号。

从中短期来看， 维持内需可持续增长的基

础在于，通过投资转型，推动居民收入增长，配

合收入分配改革，拉动消费增长，形成投资和消

费的良性循环。 只有保持较高的投资水平，才能

保证中国经济增速，只有保证经济增速，才能较

好地解决收入分配问题。 而依赖市场力量，通过

投资结构优化和投资效率提高， 对初次收入分

配结构进行调整，增加居民收入，推动产业结构

和供给结构与消费结构的协调，刺激消费增长，

才是维持内需可持续增长的关键。

更重要的是， 收入分配制度对应了一种权

力关系和动力机制

,

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影

响。投资体制转型的关键困难就是要化解行政分

配权力和市场分配权力之间的冲突。过去的分配

体制决定报酬机制和结构矛盾不断叠加，最终导

致政府、企业和居民收入分配失衡，居民收入在

企业和政府的挤压下受到抑制。这种分配格局导

致两种效应：国家财富迅速增长，政府和企业共

同推动的高投资加速经济增长，产品出口加速财

富累积；居民收入增速缓慢，企业没有动力支付

高工资，政府没有强制动机和措施减少税负。 以

内需可持续增长为目标的结构调整下，需要平衡

政府，企业与居民之间的分配关系。

投资与消费需求互动机制

基于我国制造业比重相对过高、服务业比

重相对过低的情况，产业结构调整的基本方向

是加快服务业的发展，引导投资结构向服务业

的倾斜。

从家庭消费行为来看， 消费不仅受制于供

给约束，还受制于家庭的收入和消费倾向。 相对

于制造业， 服务业的扩张具有更大的就业创造

效应。 结构转型条件下的投资快速扩张，具体来

说，就是消费型服务业的投资快速增长，能够创

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 这是保证家庭收入持续、

稳定增长的基础， 这有助于推动家庭收入和消

费倾向的提高。 总之，从我国当前制约家庭消费

持续、稳定增长的众多因素出发，为了实现家庭

消费需求在未来中长期的持续增长， 投资结构

转型和投资快速增长都是必不可少的。

增长模式变革下的投资转型是内需可持

续增长的关键。在投资结构优化和效率提高的

支持下，产业结构逐步升级，就业增加，进一步

导致收入增加，收入的持续增长将为消费升级

奠定基础。 进一步结合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增

加社会保障力度，减少收入的地区之间，城乡

之间和家庭之间的差距，促进最终消费需求的

稳定增长。而最终消费需求的增长又将进一步

促进投资增长，形成投资增长与消费增长的良

性互动。如果当前仅仅强调通过收入分配改革

促进消费增长，忽视投资领域的改革，消费最

终将变成无源之水。

由于家庭消费增长面临着比投资增长更多

的约束，所以，投资转型带来的供给结构变化、

就业模式变化和初次分配格局的变化不足以保

证家庭消费的持续增长， 还必须其他方面的变

革，包括：完善包括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在内的整

个分配体系； 通过城市化和区域发展政策缩小

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完善社会保障体制。 收入

分配结构对消费具有重要的影响。 不同人群具

有不同的边际消费倾向。 即使人均收入水平提

高了， 但如果增加的收入主要集中在高收入群

体，集中在消费倾向较低的人群，社会总体消费

水平也很难增长。 尽管我国的城镇化水平获得

了快速发展，然而城镇化水平仍然较低。 推进城

镇化建设是扩大消费需求的重要战略。 社会保

障体系可以减少消费者面对的未来不确定性

,

从而减少人们的预防性储蓄，增加消费。

加快政府的自我改革

重构内需可持续增长的结构性基础就是

深化改革，而改革深化的关键是推进政府的自

我改革。 ，如果不通过改革打破权力格局和利

益关系，收入分配结构就难以调整。 打破这一

僵局的关键就需要政府超越传统的改革模式，

要从根本上认识到传统增长模式的困境不仅

预示着增长模式调整的必要性，更预示着调整

改革路径和模式的必要性。 为此，我们不能就

改革谈改革，改革的重点不是重新界定收入分

配结构， 而是重新界定政府权力与市场权力。

通过政府自身改革，打破政府、企业和家庭之

间的传统利益分配格局，使得政府角色更多地

“为民创利”，而不是“与民争利”。同时，我们也

不能就分配谈分配，分配关系的调整不仅在于

权力关系的调整， 同时也在于生产方式的调

整。因此政府一方面应当通过现有权力体系的

大调整来实现收入分配关系的调整，另一方面

也应当重视中国的发展阶段，建立起与生产方

式相适应的分配模式，市场力量也是调整分配

关系的核心力量之一。

在当前， 应率先通过改革实现投资转型，

推动收入分配政府改革，加大消费需求对经济

增长的拉动作用。首先，完善要素市场、理顺价

格机制，消除政策性扭曲，使劳动和资金等要

素的供给和需求力量在市场上得到真实体现，

并最终在工资和利率等价格信号中得到真实

显露。这是要素市场真实显露不同产业部门或

行业的投资成本与收益的前提。在要素市场能

够真实反映要素成本和收益的情况下，市场力

量才能成为投资结构演进过程的主导力量；其

次，推动政府的自身改革，打破利益格局，避免

政府“与民争利”，政府更多地专注于创造公平

竞争和市场秩序；再次，限制国有企业的垄断

力量，放松民间资本的投资领域限制和行业准

入限制，特别是推动生产要素在市场机制的引

导下在不同的产业部门自由流动；第四，在政

府职能转换、投资主体的转换、要素的自由流

动等方面为经济发展方式的转换创造体制条

件；第五，推进财税体制改革，从生产型财政向

公共财政转换；第六，通过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提高劳动者收入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与再分

配中的比重，特别是加大社会保障体制的建设

力度，努力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第七，加大市场

机制在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中的作用，提高我

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效率，特别是应提高服务业

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 扩大非贸易品供给，从

供给结构方面提升有效消费需求。

（执笔人：杨瑞龙、于春海、杨继东、阎衍、

段亚林）

双重压力夹击决定内需应成经济可持续发展核心

□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 课题组

当前，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问题已步

入新的历史阶段。 一方面，自

2007

年以来的

金融危机宣告了世界经济将步入结构大调

整时期，这意味着以超前消费、高贸易赤字

与金融创新为主导的美国模式， 以高投资、

高出口、 低消费与高储蓄为主导的中国模

式，以高福利为内涵的欧洲模式，都将面临

前所未有的冲击。全球性的结构大调整不仅

将导致中国外需的持续下滑，还将通过国际

分工模式、国际利益分配方式、资本格局以

及贸易格局的冲击，使中国面临速度、结构

与模式的多重冲击。 另一方面，中国持续

30

多年的快速增长累积了大量内生性的矛盾、

冲突和结构性问题，中国经济依然沿着“高

投资、低消费、高储蓄”的路径前行，结构缓

冲的空间大幅度收窄，宏观经济波动的脆弱

性与日俱增。这种内外夹击的双重压力不仅

决定了经济结构的调整具有双重性，同时也

决定了全面启动以消费为主体的内需扩展

已成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核心。

一、总需求结构失衡

导致宏观经济脆弱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总需求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最

终消费占比大幅度下降，投资占比大幅度上升，这构成了

我们所界定的总需求结构失衡状况。 在时间节点上，我国

总需求结构失衡状况的加速发展主要发生在

1988

年至

1994

年以及

2000

年以后， 这刚好对应我国改革开放加速

推进和增长战略发生重大调整的两个阶段。

1980

年至

2010

年，最终消费占

GDP

比重下降了

18

个百分点，从

65.5%

降至

47.4%

；资本形成占比上升了近

14

个百分点，从

34.8%

升至

48.6%

。

2010

年投资占比超过最终消费占比。 与其他

经济体消费率的相比，我国的消费率低于其他经济体的历

史最低水平；与其他经济体的历史最高水平相比，我国目

前的投资率高于其他经济体的历史最高水平。

投资、家庭消费和净出口具有不同的微观行为基础

和影响因素，呈现不同的动态特征。 基于已有的理论判

断和经验证据，家庭消费行为的稳定性相对较高，投资

和净出口的稳定性较低。 这在数据层面表现为，净出口

增长率的历史波动性最高，投资次之，家庭消费增长率

的历史波动性最小。

作为总需求的三个主要构成部分，投资、家庭消费

和净出口的增长波动性，必然转变为所拉动的

GDP

增长

的波动性。 从

GDP

增长率的波动性的变化轨迹可以看

出，伴随着家庭消费在总需求中占比的下降，我国

GDP

增长越来越倚重于投资和净出口等内在稳定性较低的

拉动力，

GDP

波动性“由降转升”的转折点与家庭消费占

比从“稳中有升”阶段到“急剧下降”阶段的转折点相互

契合，由此导致我国

GDP

增长的内在稳定性下降。

在过度依赖于投资和出口的总需求结构中，投资增

长和出口增长之间形成了一个相互强化的联系机制。在

投资和出口的相互强化机制中，外需冲击的影响不断放

大，宏观经济对外需冲击的脆弱性显著提高。 次贷危机

引发的外需冲击导致我国宏观经济波动性大幅提高。随

着

GDP

增长内在稳定性的下降， 在各种外生冲击下，政

府熨平经济波动的政策力度必须不断提高，政策性干预

带来的负面影响加大。这也意味着宏观经济调控的效率

下降，成本上升。

高投资的增长模式下，资本密集度不断提高，由此

导致经济增长的就业创造效应下降。这表现为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 我国就业增长远远滞后于经济总量的扩张。

在各种政策性和体制性扭曲的影响下，资本收益持续高

于资本成本。 在此背景下，劳动工资的上升将会引发普

遍的资本替代劳动的行为，这会进一步增强企业的投资

动机， 不仅导致经济增长的就业创造效应进一步下降，

而且制约劳动收入的上升。在就业创造效应和劳动收入

增长效应不断下降的背景下， 只能通过更高的增长速

度，才能抑制失业问题的加剧和维持必要的居民收入增

长速度。 由此导致我国政府对高增长速度的严重依赖，

也可称之为“速度饥渴”。

二、传统增长模式下总需求结构失衡的必然性

传统增长模式下高投资的内在动因

在我国传统的增长模式下，经济总量的扩

张成为政策层面的首要目标。由于技术进步和

生产率增长面临较多的约束和不确定性，促进

资本投入的迅速增长成为实现经济总量迅速

扩张的首要选择。

为了兼顾促进储蓄和增加投资的双重目

标，最有效的措施是政府运用行政手段扭曲要

素市场。 通过要素市场的扭曲，使得家庭收入

增长速度低于经济总量的扩张速度，这就使得

总收入越来越向政府和企业这两个主体倾斜，

并使政府和企业成为国内储蓄供给的重要主

体。企业收入和政府储蓄构成了资本积累的直

接来源。

在特定的制度安排和市场结构下， 金融

体系蜕变成政府影响社会资本形成成本和结

构的工具。 利用利率管制下的、以银行为主导

的金融体系，政府可以对相关行业和企业的融

资成本施加实质性影响， 控制其信贷可获得

性，影响其融资成本。 利用产业政策实施行业

进入壁垒，影响特定行业的竞争成本，达到直

接影响特定行业中资本收益率的目的。利用对

生产、投资和出口直接的政策性补贴，改变资

本形成成本和资本收益率。

借助于要素市场扭曲、收入分配体制、产

业政策、 供给政策以及生产和投资补贴等手

段，一方面能够增加国内储蓄供给，使得资本

积累有了充足的来源，另一方面能够维持资本

收益和资本成本之间持久的、 较大的差异，进

而维持企业强烈的投资动机。这是支持我国高

投资最为重要的内部因素。

高储蓄和高投资必然会带来另一个问题，

大规模投资意味着未来生产能力和产出规模

的膨胀，在国内消费需求受到压制的情况下如

何解决日益扩大的产出能力的市场实现？ 为了

解决这个问题，出口成为中国经济赶超型战略

的必要组成部分之一。 既然最终需要通过出口

来解决国内大规模投资所形成的生产能力的

市场实现问题，那么投资的快速增长就应该主

要集中在贸易品部门，主要是工业部门。 因此，

加速推进工业化进程往往就成为赶超战略下

政府的必然选择。 从最终表现来看，我国的经

济赶超战略演变成“出口导向型工业化战略”。

出口增长的外部条件

新世纪以来，国际分工体系的调整进一步

深化和细化，制造业分工调整和产业转移过程

深入到同业产业或产品内部，根据同一产品内

部不同生产环节和工序的要素投入要求，把不

同生产环节和工序配置到具有不同区位优势

的国家或地区。国际分工的基础从一国在最终

产品生产上的比较优势，演变为一国在价值链

条的特定环节上的比较优势，由此带来“全球

制造”和“全球价值链”的概念。

国际分工的细化，意味着有更多的产业或

生产环节进入到国际产业转移过程。 美国、西

欧发达国家、日本、中国香港、新加坡、韩国和

中国台湾等经济体日益转向高附加值的资本

和技术密集型生产或加工环节，大规模向外转

移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生产和加工环节。中国

的劳动成本优势、经济规模优势、改革开放所

形成的制度和政策优势， 以及加入

WTO

带来

的全方位影响，使得中国成为新一轮国际产业

转移的最大流入地。 在国际分工体系新一轮

的调整过程，亚洲地区逐步成为全球经济中一

个统一的供应网络，中国在这个网络中充当最

终产品的加工和组装中心。 在亚洲地区统一

的供应网络中， 中国日益成为其他亚洲经济

体，特别是亚洲发达经济体的产品出口欧美的

平台。 由此导致中国逐步取代其他亚洲经济

体而成为欧美市场最终产品的主要供给者。

2000

年以后，欧美市场需求的增加使得整个亚

洲供应网络的出口增长具有更大的空间。 欧

美市场需求的上升和中国在欧美市场上对其

他亚洲经济体的替代，共同推动了中国出口在

2000

年以后的迅猛增长。

所以，从外部条件来看，中国出口在

2000

年以来的高速增长，主要得益于亚洲地区垂直

分工体系以及服务于这一分工体系的区域内

贸易关系和东亚

-

中国

-

欧美“三角贸易模式”。

消费增长面临双重制约

传统增长模式决定了当前的收入分配模

式。 这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为了快速推进工

业化进程，必须通过劳动市场和金融市场等要

素市场的扭曲，压低劳动价格和资金价格，降

低工业部门的生产成本和资本形成成本，推动

资本形成过程的加速；高资本密集的重化工业

部门的迅速发展，资本替代劳动的能力显著提

高；金融市场扭曲人为压低了资金成本，在劳

动力成本上升的背景下，资本替代劳动的动机

不断增强；工业部门特别是重化工业部门的生

产特点，决定了劳动与资本在生产过程中地位

的不对等，资本处于强势地位，劳动处于弱势

地位，这与要素市场的扭曲结合在一起，进一

步制约了初次分配中劳动收入占比的提高；服

务于资本积累的生产性财政体制，在二次分配

方面难有作为，无法从根本上扭转劳动收入占

比过低的初次分配格局。

在特定发展阶段、资源约束和国际分工条

件下，出口导向型工业化战略有助于实现经济

总量的快速扩张， 从而实现经济赶超目标，但

由此导致国内供给结构与家庭消费结构的错

配，并从供给层面制约家庭消费的增长。 相对

于国内总供给，我国的家庭消费需求更加偏向

于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公共管理

和组织等非贸易品。由于非贸易品的潜在需求

是无法通过进口来满足。 所以，居民这些非贸

易品不断增长的潜在需求，受制于供给的匮乏

而无法转变成现实的购买支出，由此导致居民

储蓄增加。 非贸易品供给不足所导致的“强制

储蓄”， 这也是制约我国家庭消费增长的重要

因素之一。

同时， 家庭的消费倾向不仅受制于收入水

平以及谨慎性储蓄动机， 还受到供给结构的影

响。 一方面，市场化改革使家庭在教育、医疗和

住房方面的支出成本大幅增加。 城市化以及农

村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虽然带动了农村居民收

入的上升，但是由于户籍制度的存在，使得农民

工难以充分享受城市的医疗、教育、养老和住房

等方面的福利。 所有这些都会导致家庭谨慎性

或预防性储蓄动机的增强。 另一方面，教育、医

疗和养老等非贸易品供给的不足， 使得家庭对

的潜在需求即便有收入支持， 也无法转变为实

际的购买支出，由此导致“强制储蓄”问题。 这就

使得家庭虽然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占有的份额较

低，但是却依然维持非常高的储蓄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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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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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９８．２３８５３ ４５１．５８３３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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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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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应力工程专业承包

；

地基与基础工程专业承包

；

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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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９．１３％

股权转让

５２０９７．５５ ２５６９２．２５

标的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

４４８２．９２１５

万元

，

经营范围

：

汽车及摩托车零部件

（

仅限车用软管

）、

新型材料

研究

、

开发

、

生产

、

销售

；

化工原料

（

不含危险化学平

）

的生产销售

；

汽车货运

；

进出口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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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为人民币

５２０９７．５５

万元

，

净资产为人民币

２５６９２．２５

万元

，

该

１０％

股权拟按现状以不低于

２７００

万元协议

或者竞价转让

。

该项目的受让方资格条件和与转让相关的其他条件

、

及其他披露事项等产权转让相关

详情见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

（

ｗｗｗ．ｃｑｕａｅ．ｃｏｍ

）

公告

。

联系电话

：

０２３－６３６２３０９５

、

庄老师

２７００

Ｇ３１２ＣＱ１００１２７７

天脊煤化工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２７．６４％

股权转让

７６９０７４．９３０６１６ ３４２３５１．５９６５８３

标的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２００００

万元

，

许可经营范围

：

苯胺

、

硝基苯

（

有效期至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６

日

）；

制造工

业硝酸

（

有效期至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９

日

）

等

，

一般经营

：

硝酸磷肥

、

硝酸磷钾肥等

。

经评估总资产为人民币

７６９０７４．９３０６１６

万元

，

净资产为人民币

３４２３５１．５９６５８３

万元

，

该

２７．６４％

股权拟按现状以不低于人民币

９４６２５．９８１２９６

万元协议或竞价转让

。

项目详情见

ｗｗｗ．ｃｑｕａｅ．ｃｏｍ

网站公告

。

联系方式

：

李女士

１３６５８３６９１９０

９４６２５．９８１２９６

Ｇ３１２ＣＱ１００１２７６

遵义博一房地产开发有

限责任公司

３２．２％

股权

转让

１３０６４．７ ３７４２．３

标的公司注册资本

２９５０

万元

，

经营范围

：

房地产开发

、

销售

（

凭许可证经营

）；

水电安装

；

园林绿化

。

经评

估总资产为

１３０６４．７

万元

，

净资产为

３７４２．３

万元

，

该

３２．３％

股权拟按现状以不低于

１２０５．０２０６

万元协议或

竞价转让

。

产权转让相关详情及资料信息

，

请详见网站

（

ｗｗｗ．ｃｑｕａｅ．ｃｏｍ

）

公告

。

联系方式

：

颜先生

６３６２２３８０

１２０５．０２０６

山西天脊煤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７．６４％

股

份转让

天脊煤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内重要的复合肥生产基地

，

硝酸磷肥

（

市场占有率达

９５％

）、

硝铵和硝酸磷钾肥的生产能力已达到

１１０

万吨

；

销售收入

２０１０

年

排名第十

；

年产

８１

万吨硝酸的装置是亚洲最大的装置

，

年产

２０

万吨硝铵和年产

１３

万吨苯胺的装置是目前国内单套生产能力最大的装置

，

规模优势突出

。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总资产

７４

亿

、

净资产

３１

亿

，

０７

年至今已连续四年盈利

，

年净利润

２

亿左右

。

本次转让

２７．６４％

股份

，

详情咨询

１３６５８３６９１９０

、

１３８９６００１４２９

或查询

ｗｗｗ．ｃｑｕａｅ．ｃｏｍ

。

重庆渝澳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１６％

的股权司法拍

卖公告

受法院委托

，

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４

日

９

：

１５

对以下标的按现状依法在重庆联交所以电子竞价方式进行公开整体拍卖

，

现公告如下

：

一

、

本次拍卖标的

（

以下简称标

的

）：

中国西部国际控股公司持有的重庆渝澳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１６％

的股权

，

拍卖保留价

１４９．６３９１６８

万元

，

竞买保证金

７．５

万元

。

二

、

拍卖标的展示时间

、

地点

：

自

公告之日起

，

标的物所在地现场展示

。

三

、

竞买登记手续办理

：

竞买人须在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

（

到账为准

）

前将竞买保证金缴至指定账户

（

户名

：

重庆市第五中级人

民法院

；

开户行

：

招商银行上清寺支行

；

账号

：

１２３９０４８８０４１０１０１

），

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

（

法定工作时间

）

前凭保证金收据及有效证件到重庆联交所办理竞买登记

手续

（

签订竞买协议等

）

方可取得竞买资格

，

逾期不予办理

。

四

、

特别说明

：

１

、

标的的股权

、

公司资产状况

、

披露资产及负债以评估报告为准

，

评估确定的基准日

后公司资产负债发生变化的风险由竞买人自行承担

，

评估报告可到重庆联交所查看

；

２

、

竞买人应具备

《

外商投资法

》

等法律法规规定的外资股权转让条件

（

外

资股权转让条件由竞买人自行了解

），

并承担其相应风险和责任

；

３

、

标的过户及移交时所涉及的一切税

、

费及标的所涉及的欠费等均由买受人承担

。

４

、

该公告

同时刊登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５

日的

《

上海证券报

》。

联系电话及联系人

：

６３６２２１４８ ６３６３８１０６

王老师

ＱＱ

：

３４８２６４２７９

江老师

ＱＱ

：

１８４６８０１４７９

重庆联交所地址

：

渝

中区民族路

１０１

号交易大厦

５

楼 委托法院监督电话

：

６３９０５３２７

市高院监督电话

：

６７６７３１６１

、

６７６７３４９７

重庆市嘉瑞拍卖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５

日

太原中心商业区东大盛世华庭部分临街商铺

、

写字间

、

公寓低价出售

标的位于太原市商业中轴北端东大盛世华庭小区

１

幢商业大楼

，

南邻太原最繁华的柳巷商业圈

，

北面是相对成熟的北大街洗浴商圈

，

交通便利

，

银行

、

超市

、

商

场

、

娱乐

、

餐饮等商业及生活配套设施完善

，

地理位置优越

，

建面单价超低

（

约

５０００

元

／ ｍ２

起

），

投资自营两相宜

。

所有标的物保证办理产权证

，

均为商业用房

，

可整体或分零出售

，

房产投资最佳时机

，

企业壮大最佳选择

，

切勿错失良机

。

详见重交所网站

ｗｗｗ．ｃｑｕａｅ．ｃｏｍ

首页抵债资产专栏或致电

１３６５８３６９１９０

、

１３８９６００１４２９

咨询

。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交易信息

欲了解以下项目详情，请登陆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ｕａｅｅ．ｃｏｍ

或中国产权交易报价网网站

ｗｗｗ．ｍａ－ｃｈｉｎａ．ｏｒｇ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地址：上海市广东路

６８９

号海通证券大厦

３

楼，咨询电话：

４００－８８３－９１９１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北京总部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蜂窝中路

１５

号，联系电话：

０１０－５１９１７８８８

杨先生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总资产

（

万元

）

净资产

（

万元

）

项目简介

挂牌价格

（

万元

）

【

Ｇ３１１ＳＨ１００５７６１－３

】

世纪联融控股有限公司

２９．４１％

股权

１６７３２．６１ ９０５５．９４

注册资本

：

６８０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

：

实业投资

、

资产受托管理

，

资本运营策划

、

投资咨询

，

国

内贸易

２２００．００００

【

Ｇ３１１ＳＨ１００５７６０－３

】

世纪联融控股有限公司

２９．４１％

股权

１６７３２．６１ ９０５５．９４ ２２００．００００

【

Ｑ３１２ＳＨ１０１４２６３

】

上海申鹤构件有限公司

３３．３３％

股权

３４６６．０９ ３０８８．１３

注册资本

：

１０５３．５０

万元

经营范围

：

桥梁预制构件

，

建材

，

钢材

，

木材

，

三渣拌料

。 （

涉及行政

许可的

，

凭许可证经营

）

１０３０．００００

【

Ｇ３１２ＳＨ１００６０８２

】

上海金坛荣炳盐卤销售有限公司

３０％

股权

３３８７．０１ ２３２９．２０

注册资本

：

１００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

：

经营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

，

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

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

卤盐

、

建材

、

农副产品

、

针纺织

品

、

化工产品

（

除危险品

）、

机电产品

、

机械设备

、

家用电器

、

办公设

备

、

汽车配件的销售及其相关业务咨询服务

（

涉及许可经营的凭

许可证经营

）

６９８．７６０７

【

Ｇ３１２ＳＨ１００６０８１

】

上海金坛荣炳盐卤销售有限公司

１５％

股权

３３８７．０１ ２３２９．２０ ３４９．３８０４

【

Ｇ３１２ＳＨ１００６０８３

】

上海金坛荣炳盐卤销售有限公司

５５％

股权

３３８７．０１ ２３２９．２０ １２８１．０６１３

【

Ｇ３１２ＳＨ１００６０８４

】

湖北虹能工贸有限公司

２８％

股权

１５４．７６ ３８．１４

注册资本

：

５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

：

电力器材

、

电力电缆

、

机具设备

、

电气设备批发兼零售

：

物业管理

；

礼仪服务

；

住宿

、

烟酒零售

（

仅限分支机构持证经营

）；

预包装食品零售

（

经营期限与许可证核定期限一致

）。

１０．６７９２

【

Ｇ３１２ＳＨ１００６０７９

】

上海中科合臣化学有限责任公司

３０％

股权

１１０５１１．０３ ８４２６１．４３

注册资本

：

５４４５．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

：

有机化工产品及有机化学技术服务

，

常压化工设备加

工及维修

，

中低压容器设计

，

经营进料加工和

“

三来一补

”

业务

（

加

工均限分支

），

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

销售机械设备及配

件

、

金属材料

、

机电产品

、

五金交电

、

电器设备

、

化工产品及原料

（

除危险化学品

、

监控化学品

、

易制毒化学品

、

烟花爆竹

、

民用爆炸

物品

）、

汽车配件

、

汽车装饰用品

、

建筑装潢材料

、

通信设备及器

材

、

陶瓷制品

、

电子产品

、

办公用品

、

日用百货

、

工艺品

（

除专项

）、

针纺织品

、

橡塑制品

、

皮革制品

、

木材制品

、

矿产品

（

除专项

）、

纸制

品

、

燃料油

（

除专项

）、

计算机软硬件的销售及相关业务的咨询

（

除

经纪

）。 （

涉及许可经营的凭许可证经营

）

２５２７８．４３００

【

Ｑ３１２ＳＨ１０２４２９７

】

上海江桥大酒店有限公司部分资产

（

上海市嘉定区曹安公路

１９２８

号

１

幢房

地产

）

１６２２６．４４

注册资本

：

２５８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

：

酒店管理咨询

、

五金

、

工艺品

、

服装

、

丝绸

、

针棉织品

、

百

货

、

交电

、

鞋帽

、

装潢材料

、

水暖器材

、

水暖材料的销售

，

房地产开

发经营

。

１８０００．００００

【

Ｇ３１２ＳＨ１００６０７７

】

福建华电储运有限公司

１５％

股权

－－ ７２２００．００

注册资本

：

４８７０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

：

码头和其他港口设施的开发建设与经营

；

煤炭及其产

品

、

矿石

、

钢材

、

建材

、

石油产品

、

化工产品等干散件杂货的仓储

、

批发

、

零售

、

运输

；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

。

１１０００．００００

【

Ｇ３１２ＳＨ１００６０７１

】

上海人才有限公司

１５％

股权

５７２０．７９ ５６８９．２１

注册资本

：

２００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

：

人才供求信息的收集

、

整理

、

储存

、

发布和咨询服务等

８５３．３８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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