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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居民消费结构变动的因子分析 

周 亚  （宁波大学商学院） 

俞海山  （宁波大学） 

【摘 要】本文采用因子分析方法，搜集了从 1995-2009年浙江居民消费数据，通过对数据的分析，得出浙江省

居民在消费各方面的变化以及其变化趋势，并在此基础上对浙江省消费结构升级提出了一些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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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一直是人们永恒的话题，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消费结构对消费需求的总量有重大影响。近年来，国家一直都强调

要拉动内需，部分地区有效需求不足，严重制约了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所以浙江省作为国家的一部分，同样必

须要改变消费结构，促进经济发展，本文在这个大前提下运用因子分析试图对浙江省居民消费结构进行分析。 

一、因子分析模型 

因子分析( Factor Analysis) 的概念是由英国著名统计学家、心理学家查尔斯•皮尔逊于 1904 年提出的。其是根据相关性

大小把指标（或样本）分组，使得同组内的指标（或样本）之间相关性较高，但不同组的指标（或样本）相关性较低。每组指

标（或样本）代表一个基本结构，此基本结构称为公共因子。用最少个数的公共因子的线性函数与特殊因子之和来描述原来观

测的问题的每一分量。下面我们利用数学模型表示因子分析的主要过程。 

设有 m 个原始变量，表示为 X1，X2，„，Xm，根据因子分析的要求，假设这些变量已经标准化(均值为 0，标准差为 1)，假

设 m个变量可以由 n个因子 f1，f2，„，fn 表示为线性组合，即 

 

上式为因子分析的数学模型，如果利用矩阵形式则表示为 X = AF +e。其中 X 为可观测的 n 维变量向量，它的每一个分量

表示一个指标或变量；F 称为因子向量，每一个分量表示一个因子，由于它们出现在每个原始变量的线性表达式中，所以又称

为公共因子；矩阵 A 为因子载荷矩阵，其元素 aij称为因子载荷，e 称为特殊因子，表示原始变量中不能由因子解释的部分，均

值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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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证分析 

1.数据采取 

本文利用 1995 年-2009 年浙江省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消费性支出资料，以因子分析方法提取影响居民生活的公共因

素，对浙江省居民生活水平进行综合评价。选取的 8 个指标分别是食品(X1)、衣着(X2)、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X3)、医疗保健

(X4)、交通和通讯(X5)、娱乐教育、文化(X6)、居住(X7)、杂项商品和服务(X8)。 

2.运用因子分析对上述数据进行分析 

本文用 SPSS16.0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相关系数矩阵的特征值、贡献率如下表所示： 

 

由表 1可知，前 3个因子特征值的累计贡献率已高达 93.759%，所以选前 3个因子即可，取前 3个特征值建立因子载荷矩阵，

由于初始因子综合性太强，难以找出因子的实际意义，所以所建立的因子载荷矩阵进行方差最大正交旋转。因子载荷矩阵和因

子得分系数矩阵见表 2和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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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3 可知，衣着、医疗保健、娱乐教育及文化、居住在第一个因子上有较高的载荷，我们将他们归为一类，称之为享受

消费因子；而杂项商品和服务在第二个因子上有较高的载荷，我们将它称为发展消费因子；食品、交通和通讯在第三个因子上

有较高的载荷，可以将其归类为生存消费因子，最后由于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在第二个因子和第三个因子上都有较大载荷，对

照表 1，我们把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归类为基本生存因子。 

由表 4得到旋转后的因子得分函数： 

F1=0.075X1-0.443X2+0.045X3+0.387X4-0.216X5+0.212X6+0.165X7-0.004X8 

F2=-0.298X1-0.057X2+0.326X3-0.186X4+0.098X5-0.269X6+0.295X7+0.725X8 

F3=-0.645X1+0.216X2-0.026X3-0.285X4+0.564X5-0.142X6+0.369X7+0.463X8 

3.结果分析 

(1)各因子的载荷系数(见表 2)反映了该因子与原始变量的关系及解释能力。  

Fl 的载荷系数绝对值大小表明,自 1995 年以来,浙江省城市消费结构变动最大的是衣着消费比重,其次是医疗保健、居住、

娱乐教育文化，而医疗保健、居住、娱乐教育文化在 F1的载荷系数都为正，表明从 1995年到 2009年浙江省居民在这几个方面

消费总体是递增的，当然会有几年的波动期。例如居住这方面，随着 2002年房地产被炒热,人们在居住上面的支出大增,2003年

达到最大比例为 9.81。但是衣着在 F1的载荷系数是负的，表明这几年浙江居民在衣着上面的消费从总体上说是递减的，这是由

于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于其他方面的的要求会随之增加，相对于着装方面变化不大的情况下居民在这方面的消费就显

得比较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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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2 只在杂项商品和服务上有较大载荷,主要反映了这方面的变动。由表 3 可以知道，杂项商品和服务在 F2 的载荷系数是正

的，居民在这方面的支出增加是因为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比如会比较在意自己的形象，居民家庭用于购买各种化妆品、

美容美发用具等支出较大，使得杂项商品和服务费支出明显增加。 

F3在食品、交通和通讯、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方面有较大的载荷,由表 3可以看出，居民在食品、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上的

消费是减少的，而在交通和通讯的消费是增加的，在这个高科技的时代，交通和通讯在人们中显示出了其重要的地位，这直接

注定了其消费的增加。 

(2) 各年因子得分情况反映其变化趋势 

从图 1看出,自 1995年以来,浙江省城市居民的消费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 第一个因子的变化趋势从上升再到下降，在 2000

年到 2004 年之间变化不大，而第二个因子在 2002 年有个很强的下降趋势，第三个因子虽然有些波动，但是总体来说还是趋于

上升的。这些变化是由于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近几年来居民已经减少吃、穿的消费比重,而是更多的开始追求精神上面的享受，

另外国家政策的出台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居民的消费结构，比如医疗改革，人们看病和购买药品变得更加方便,从而导致了药

品消费的增加等。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从上面分析可以看出近年来，各项消费均表现出强劲的上升势头，居民消费结构从过去单一型向生存、发展、享受并重的

多层次消费结构转移。因此需要提供优化消费结构的物质基础。优化产业结构, 让市场上有更多的适应不同层次居民消费的商

品。所以例如娱乐行业需要加大开发力度, 规划好健身、美容、旅游等行业的发展满足居民享受性的消费需求。还应该大力发

展教育产业, 开办不同层次的教育, 满足居民要求提高自身文化水平的消费需求。另外为了保持并加强居民消费的增长，拉动

内需，促进浙江省经济更快的发展，更是提出以下建议: 

1.切实增加居民收入，要改善居民消费结构，首先增加居民收入是第一要素，居民收入过低，改善居民消费结构将无从提

起，同时，只有收入可观了，人们的消费观念才会从追求物资消费向追求精神消费和服务消费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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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进一步加大实施积极的消费政策力度。有效的消费政策在很大程度上都能促进居民消费，例如近几年的医疗改革，使得

居民看病更加方便、省心，带动了居民在此方面的消费。 

3.继续整顿市场经济秩序，改善消费环境，增强消费信心。良好的消费环境对于居民的消费具有直接的影响作用，所以努

力整顿和规范市场秩序，坚持不懈地打击造假卖假行为，创造良好的消费环境。 

4.分层次加快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当前应细分消费群体的消费层次，维持升级的渐进性。对中高收入者可以消费信贷等

方式，引导其首先购房买车，对中等收入者可增加其娱乐文化消费，对中等偏下收入者可增加其耐用消费品的消费与换代。 

5.尽快建立和规范信用体系，推动消费信贷的全面普及。居民消费要达到全面升级，还应借助消费信贷的快速发展，才能

促进储蓄转化为现实消费，使消费升级加快。而目前信贷消费制度不健全，大多数居民的思想还未从“量入为出”、“无债一身

轻”的传统消费观念和模式中转变过来。同时，由于目前银行对个人的资信评估制度不够健全，贷款手续繁琐、贷款条件苛刻，

操作时间较长，居民很难从资金市场获得消费所需资金，阻碍居民消费信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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