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何理解需求侧管理？1

要点

“需求侧改革”着眼于中长期，而“需求侧管理”则同时包括了长

期以及中短期的政策考虑。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为重点任务，

其中既包括了传统的总需求调控，也包括了需求侧改革，因此给出了“需

求侧管理”的描述方式，以包括中短期总需求调控的内容。

当前我国经济金融形势面临的挑战，除了供给侧亟需补短板之外，

还有一方面是有效需求相对不足，制造业投资和居民消费增长乏力，疫

情冲击之下这一问题更是凸显；另一方面则是资产价格相对较高，尤其

是房价对消费、投资行为都产生了一定影响。

在这种复杂、困难的权衡当中，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十分必要，但无

法解决全部问题。同时，宏观调控手段也难以在有效需求不足、资产价

格较高之间找到完全一致的调控方向。近期，关于 CPI 是否要纳入资产

价格因素的讨论，也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这一棘手的挑战。

在有效需求相对不足、资产价格相对较高的困难权衡中，需求侧改

革能够发挥重要作用，为宏观调控提供更大的政策空间。或者说，需求

侧改革越是成功，货币政策宽松的压力就越将在某种程度上得到缓解。

1 本文已于 1 月 18日发表于《财经》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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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2020 年 11 月 25 日，权威人士在《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首提“需

求侧管理”。之后，12 月 11 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及“需求侧改革”。

12 月 18 日发布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通稿再次提到“需求侧管理”，并进

一步指出：加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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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紧紧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注重需求侧管理，

打通堵点，补齐短板，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形成需求

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提升国民经济体系整体

效能。

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是党中央根据我国经济新发展阶

段、新历史任务、新环境条件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供给侧改革、需求

侧管理是打通堵点、补齐短板的重大战略性思路，是加快构建新发展格

局的两大抓手。需求侧管理的提出，经历了总需求刺激、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需求侧改革的否定之否定的过程，是新发展格局的实现手段之一。

不仅如此，需求侧管理本身对宏观经济政策也具有重要含义。

从总需求刺激到供给侧改革

十八大以来，基于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以及对新常态背景下强刺激、

拼投资等老办法的反思，党中央提出了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大战

略性思路。其中，2015 年末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三去一降一补”

的工作思路，2018 年末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巩固、增强、提升、

畅通”八字方针。按照上述具体思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深化，有

效改善了供求关系和经济结构（刘鹤，2020）。

从酝酿阶段开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对过度依赖总需求刺激政

策的反思。当前的经济政策也是这一反思的沿续。“当前和今后的一段

时期，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主要矛盾仍然在供给侧”，因此仍然要坚持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主线”。2020 年 10 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

公报和《十四五规划建议稿》进一步提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创



3

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12 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更

是将“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置

于最重要的地位。

但是从国民经济循环畅通的总体来看，我们所面临的堵点既存在于

供给侧，也存在于需求侧，甚至分布在生产、分配、流通、消费诸个环

节。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不能解决所有的堵点问题。

从供给侧改革到需求侧改革、需求侧管理

2020 年初以来，疫情冲击之下全球经济陷入深度衰退，全球化遭遇

逆流、单边主义盛行；与此同时，我国经济面临较大压力，但是国内基

本盘总体稳定。在此背景下，2020 年 5 月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基于供

需视角首次公开提出了“双循环”：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充分发

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

新发展格局。

可见，超大市场规模优势、巨大的内需潜力，这是我国构建新发展

格局的重要基础和出发点。为了构建新发展格局，供给侧改革需要与需

求侧改革协调推进。尤其是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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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基点，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如果说扩大总需求是一个宏观调控

问题，那么培育完整的内需体系这就是一个结构性改革问题。

本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提到的重点任务之三“坚持扩大内需这个

战略基点”，其中既包括了传统的总需求调控，也包括了需求侧改革。

其中，属于传统总需求调控的内容有：促进就业；合理增加公共消费；

发挥中央预算内投资的撬动作用；扩大制造业投备更新和技术改造投资。

同时，其他更多内容则属于需求侧改革，例如：完善社保、优化收入分

配结构；有序取消一些行政性限制消费购买的规定；完善职业技术教育

体系；提高教育、医疗、养老、育幼等公务服务支出效率；大力发展数

字经济；建设现代物流体系等等。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及的“扩大内需”，兼有上述两方面内容，显

然不能以“需求侧改革”来概括，因此给出了“需求侧管理”的描述方

式，以包括中短期总需求调控的内容。可见，“需求侧改革”着眼于中

长期，而“需求侧管理”则同时包括了长期以及中短期的政策考虑。

需求侧改革为政策权衡提供了新的空间

需求侧改革不仅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需要，而且对宏观调控政策的

权衡空间也具有重要意义。当前我国经济金融形势面临的挑战，除了供

给侧亟需补短板之外；还有一方面是有效需求相对不足，制造业投资和

居民消费增长乏力，疫情冲击之下这一问题更是凸显；另一方面则是资

产价格相对较高，尤其是房价对消费、投资行为都产生了一定影响。

在这种复杂、困难的权衡当中，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十分必要，但无

法解决全部问题。同时，宏观调控手段也难以在有效需求不足、资产价

格较高之间找到完全一致的调控方向。近期，关于 CPI 是否要纳入资产

价格因素的讨论，也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这一棘手的挑战。

在有效需求相对不足、资产价格相对较高的困难权衡中，需求侧改

革能够发挥重要作用，为宏观调控提供更大的政策空间。例如中央经济

工作会议提到的：在收入端，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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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共产品端，完善社保，提高教育、医疗、养老、育幼等公共服务支

出效率。在投资需求端，放宽市场准入，激发全社会投资活力。此外，

有序取消一些行政性限制消费购买的规定，规范发展第三支柱养老保险，

推动个人投资者从买房养老走向金融投资养老。

当然，推动需求侧改革同样并非易事。尽管如此，需求侧改革的提

出以及这方面的政策努力，仍将为宏观调控的艰难平衡提供新的政策空

间。或者说，需求侧改革越是成功，货币政策宽松的压力就越将在某种

程度上得到缓解。

免责声明:

本报告为非成熟稿件，仅供内部讨论。版权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

治研究所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所有，未经本中心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

任何形式翻版、复制、上网和刊登，如有违反，我们保留法律追责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