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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研究

摘 要

消费结构的研究在经济研究中占有比较核心的位置。研究居民消费结构的发展趋势和

规律性，研究产业结构如何适应需求结构和消费结构的变化，对优化资源配置，引导居民

消费，促进国民经济协调、快速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运用消费结构的一般理论，

依据大量的历史统计资料，首先深入的剖析了当前我国城镇居民的消费结构的现状，利用

恩格尔系数、边际消费倾向、需求收入弹性等方面知识对当前消费结构进行了静态分析；

接下来又针对全国不同地区，以及我国与发达国家消费结构的对比，得到了有用的借鉴和

启示；最后文章针对前面的分析，有针对性的提出了建立合理消费结构的对策和建议，以

实现消费结构的优化升级。

关键词：消费结构；恩格尔系数；边际消费倾向；扩展线性支出系统模型；因子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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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消费结构，不仅是消费领域的中心问题，也是社会再生产运行中一个极重要的问题。

从社会再生产过程来看，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好坏，衡量国民经济是良性循环还是恶

性循环，关键在于是否合理解决了消费问题。研究消费结构的发展趋势和规律性，研究产

业结构如何适应需求结构和消费结构的变化，对于促进国民经济协调、快速发展，具有重

要的作用。因而研究消费结构的变化，不仅是经济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而且也是政府调

节经济、制定经济政策的重要依据。因此，加强对消费支出的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意

义和极大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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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我国镇居民消费结构变化及趋势分析

正确把握城镇居民消费结构
①
，了解消费需求变动的规律，不仅在理论分析中有重要

的地位，而且对于提高城镇居民的消费质量和档次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下面从消费结构

变化、边际消费倾向、需求收入弹性
②
变化三个角度来对居民消费结构变动趋势进行分析，

并得出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呈现出的几大趋势。

1.1 消费结构的变化分析

消费结构是指各类消费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比重，其中食品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比重

又称为恩格尔系数。德国经济学家恩格尔发现随着个人生活水平的提高，恩格尔系数有不

断下降的趋势。因此，恩格尔系数被用作判断居民消费水平的一项指标。国际粮农组织根

据恩格尔系数提出划分不同贫富程度的标准：60%以上为贫困，50%—60%为温饱，

40%—50%为小康，40%以下为富裕 [1] 。根据有关资料计算的 1993—2002年中国城镇居

民消费需求结构如下面表 1.1所示 [2] 。

表 1.1 1993—2002 年中国城镇居民消费支出构成表 单位：%

年份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食品 50.2 49.9 49.9 48.6 46.6 44.7 42.1 39.4 38.2 37.7
衣着 14.2 13.7 13.6 13.4 12.4 11.1 10.5 10 10.1 9.8

家庭设备 8.8 8.8 8.4 7.6 6.7 7.1 7.3 7.5 7.1 6.4
医疗保健 2.7 2.9 3.1 3.7 4.3 4.7 5.3 6.4 6.5 7.1
交通通讯 3.8 4.7 4.8 5.1 6 6.4 7.3 8.5 9.3 10.4
教育娱乐 9.2 8.8 8.8 9.5 11.3 12.2 13 13.5 13.8 15

居住 6.6 6.7 7.1 7.7 9.5 10.5 11.1 11.3 11.5 10.4

杂项 4.5 4.5 4.3 4.4 3.2 3.3 3.4 3.4 3.5 3.2

合计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通过表 1.1分析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1）从恩格尔系数来看，我国城镇居民从 1993年的 50.2%逐年下降到 2002年的 37.7%，

年平均下降 1.39个百分点，表明食品消费支出占消费性支出的比重日趋下降。这一方面得

益于城镇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是由于城镇居民消费观念的改变，居民生活消费

需求逐渐从低水平的温饱向高层次的小康、富裕型转变。

（2）从消费的用途结构来看，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

立，住房、医疗、教育及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加快，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我国城镇居民

消费结构加速演进，主要体现为受改革影响较大的各项消费（住房、医疗、交通通讯和教

①
居民消费结构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居民在消费过程中所消费的各种不同类型的消费资料（包括劳务）的比

例关系，有实物和价值两种表现形式。
②
需求收入弹性是表示在一定时期内，消费者对某种商品需求量的变动对于消费者收入量变动的反应程度，用弹性系数

加以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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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等）支出比重上升，恩格尔系数有较大幅度的下降。2002年同 1993年相比，用于住房

方面的支出比重上升了 3.8个百分点，用于医疗保健方面的支出上升了 4.4 个百分点，用

于教育娱乐方面的支出上升了 5.8个百分点，用于交通通讯方面的支出上升了 6.6个百分

点，同时衣着支出比重下降了 4.4个百分点，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杂项商品及服务业略

有下降。这些变化表明我国城镇居民消费支出的新趋向，并显示了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结构

逐渐趋向合理化。

（3）从各种消费所占比重由高到低的顺序看，1993—2002年，城镇居民的消费支出由

食品、衣着、文化教育娱乐服务、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居住、杂项商品及服务、交通通

讯和医疗保健的消费顺序转变为食品、文化教育娱乐服务、居住、交通通讯、衣着、医疗

保健、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和杂项商品及服务。这种消费顺序的变化体现了我国社会保障

制度的改革和不断完善以及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显示了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不断

提高，反映了城镇居民消费观念的改变。

1.2 边际消费倾向分析

根据 1993-2001年数据对各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人均消费性支出进行一元线

性回归得到总需求函数为：

246.531 0.751Q y  （1-1）
2 0.998R  （1-2）

再根据各年城镇居民人均各项消费性支出资料，分别与人均可支配收入进行一元线性

回归，分别得到食品、衣着、文化教育娱乐服务、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居住、杂项商品

及服务、交通通讯及医疗保健对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8个线性方程，各参数估计和 t检验值

如表 1.2。

表 1.2 各参数估计值和 t 检验值表

食品 衣着 家庭设备 医疗保健 交通通讯 文娱教育 居住 杂项

a0i 738.2 236.46 103.69 -191.99 -267.13 -255.63 -179.2 62.05

t 4.66 4.89 4.73 -5.30 -4.83 -4.86 -3.5 3.91

ai 0.207 0.046 0.0393 0.0769 0.108 0.145 0.111 0.017

t 7.1 5.24 9.77 11.56 10.63 14.98 11.83 6

注：a0i为常数项，ai为边际消费倾向

食品、衣着等 8项可支配收入趋势如图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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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食品、衣着等 8项可支配收入趋势

由前面的计算结果可以看出，总的边际消费倾向MPC=0.751，说明我国城镇居民新增

可支配收入的 75.1%将用于消费性支出，从表 2可以看出增加的可支配收入中各类具体消

费支出所占的份额，按边际消费倾向由高到低依次为食品、文娱教育、居住、交通通讯、

医疗保健、衣着、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和杂项商品及服务；城镇居民食品支出的边际消费

倾向最高，在新增可支配收入中将有 20.7%用于食品支出，这是由于虽然我国城镇居民已

进入小康阶段，但民以食为天的观念决定了食品支出仍是主要支出；文娱教育的边际消费

倾向高达 14.5%，说明近年来城镇居民特别重视精神消费和子女教育的培养；居住和交通

通讯的边际消费倾向超过了 10%，说明我国城镇居民在取消福利分房政策之后越来越注重

居住环境的改善，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购房，另外，人们外出增多，对信息需求越来越丰

富，人们之间的联系更加现代化；医疗保健的边际消费倾向达到了 7.69%，衣着、家庭设

备用品及服务和杂项商品及服务的边际消费倾向较低，说明它们已不是居民消费的热点。

1.3 需求收入弹性分析

需求收入弹性是指收入变化 1%所引起的需求变化的百分数，需求收入弹性大于 1，说

明对这一类商品消费支出增长幅度快于收入增长幅度，需求收入弹性高的商品，其消费支

出占总消费的比重会上升；需求收入弹性小于 1，说明对这一类商品消费支出增长幅度低

于收入增长幅度，需求收入弹性低的商品，占总消费的比重也会下降。用ηi表示需求收入

弹性，其计算公式为：

/ • / / /i dQi dy y Qi aiy Qi aiy PiXi   （1-3）

由公式计算出 2002年各类消费支出的收入弹性，见表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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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2002 年各消费支出的收入弹性表

类别 医疗保健 居住 交通通讯 文娱教育 家庭设备 食品 杂项 衣着

弹性值 1.378 1.374 1.329 1.238 0.779 0.701 0.689 0.60

从表 1.3可看出，上述八项的弹性均为正值，说明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需求量会随

之增加。由此看出，我国城镇居民收入的增加仍然会刺激各类商品及服务的消费。同时

可以看出，弹性大于 1的有居住、医疗保健、文娱教育、交通通讯四项支出，说明城镇

居民对这四类商品需求量的增长率高于收入的增长率，用于此类商品及服务的支出将会

保持良好的增长势头。住房的消费支出的比重将明显上升，现在城镇居民普遍地买房改

善居住环境，对住房的需求也越来越大，这说明住房制度的改革已初见成效，住房中福

利成分将逐渐减少；医疗保健的消费支出呈现加快趋势，医疗保健市场日趋红火，这是

由于公费医疗体制改革以及人们对生活高质量要求决定的；交通通讯的消费支出也呈上

升趋势，市场经济强化了人们的时间观念，家庭轿车、电脑、宽带网、手机逐渐成为消

费热点；随着城镇居民收入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城镇居民在基本生活资料得到满足的基

础上，更加注重精神消费，增加对个人发展和享受资料的智力投资。此外，弹性小于 1

的有食品、衣着、家庭设备、杂项四项，说明城镇居民对这四种商品需求量的增长率低

于收入的增长率，它们已不是居民消费的热点。

1.4 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呈现的几大变化趋势

1.4.1 消费结构变动呈加快之势

从城镇居民 1985—2000年的消费结构的实际变动趋势看，已表现出结构变动度不断

升高的现象。从表 1.4中可以看出三个时期的年均结构变动度由 1.45、2.13提高到 5.71个

百分点，城镇消费结构变动呈现出逐渐加快的趋势。可以预见，在 2001—2010年这 10年

中，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变动将由前一阶段的平面扩张缓变期进入升级换代的剧变期。

升级主题是以居住、交通通讯、教育等新消费热点带动城镇居民消费走向较为宽裕的小康

阶段。

表 1.4 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变动度 单位：%

消费项目 1986—1990年 1991—1995年 1996—2000年

食品 2.00 4.32 10.74

衣着 1.20 0.19 3.54

家庭设备 0.12 0.09 0.40

杂项商品 1.81 0.93 0.88

结构变动值 7.27 10.66 28.54

年均结构变动度 1.45 2.13 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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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城镇住宅消费潜在需求巨大

房价与收入比是指一套中等水平住宅的市场价格与中等水平的居民家庭年收入的比

例。根据世界银行的研究,发达国家的房价与收入比一般在 1.8:1至 5.5:1之间，发展中国

家的房价与收入比一般在 4:1至 6:1之间。因此，一般地认为,当房价与收入比在 3:1至 6:1

之间(即 3-6倍)时,即居民对市场上的商品住宅普遍的具有支付能力时,才有可能推行住宅

商品化 [3] 。

据有关课题组研究表明,从全国平均看,我国 1992 年时房价/收入比最高,为 10.2:1，

1994年有所好转,为 7.3:1，但是近几年又有所回升，为 7.6:1,不但远远高于发达国家的一

般标准(1.8-5.5倍),也高于发展中国家的一般水平(3-6倍)。房价与收入比偏高表明我国目

前的商品住宅价格大大超出城镇居民购房的承受能力。

1.4.3 城镇居民交通消费成为热点

一般来讲,在人均 GDP 达到 1000 美元以上时,汽车开始进入家庭,并且随着人均 GDP

不断增长,经济型轿车开始逐步在家庭中得到普及。目前我国城镇总人口达 5.02亿人,占总

人口比重的 39.04%,特别是上海、北京等特大城市人均 GDP 已达到 3000 多美元[4]，这部

分居民如果逐步普及汽车，其潜力需求极为巨大。在被调查的居民中，有 5.3%的家庭准备

买车,有 24.2%的家庭具有购买动机,但何时购买要是具体情况而定,潜在购买力合计达到

29.5%。

1.4.4 信息化对城镇居民消费影响增大

消费类电子产品主要包括音响设备、通讯用品和家用计算机及其外围设备。目前我国

已有计算机互联网用户 700余万户，估计 2005年将达到 5000万户，2010年将达到 2.5亿

户,家用电子信息产品的市场更大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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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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