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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城镇居民消费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商颖  李燕 

（嘉兴学院商学院） 

【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省城镇居民收入与消费水平不断提高,城镇居民消费结构转换和消费需求扩张成为

浙江省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力。一方面，随着市场经济逐步建立和买方市场的出现，消费需求增长对经济增长的

影响逐渐增强；另一方面浙江省城镇居民消费领域也出现了一些可能影响经济发展全局的隐忧。因此分析浙江省城

镇居民消费的影响因素对于及时把握浙江省经济发展格局中城镇居民消费需求变动趋势，制定符合浙江省现阶段情

况的城镇居民消费政策，提高浙江省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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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1.1 城镇居民及其消费的界定 

城镇居民是指在城镇居住、生活的人，也指有城镇户口,享有粮食配给、招工等权利的居民。城镇居民的消费项目主要包括

杂项商品与服务、居住、文教娱乐及服务、交通通讯、医疗保健、家庭设备用品、衣着、食品等。 

1.2 浙江省城镇居民消费现状 

自 1995年以来，随着浙江经济的快速发展，浙江省城镇居民收入显著增加，消费支出呈现平稳上升趋势，消费种类更显多

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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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总量分析 

浙江省城镇居民消费支出总量从 1995 年的 5263 元增长到 2011 年的 17930 元，近 20 年间增长 3.4 倍，消费水平有了显著

提高。同时浙江省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从 1995 年的 47%下降为 2011 年的 36.3%，下降幅度超过 10%，表明基础消费占总消

费支出的比重下降，城镇居民生活水平有所提高。 

1.2.2 结构分析 

浙江省城镇居民在各方面的消费支出均呈现上升趋势。但从图 1 可以看出，食品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呈现下降趋势。同时

由于住房、医疗、教育及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加快，城镇居民在医疗、交通、文教及居住方面的消费支出比重上升，消费结构

得到改善。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业余生活日益丰富，2011 年对比 1995 年文教娱乐服务方面的支出由 423 元上升为 2589

元，同比增长近 5倍。 

另外随着现代技术的发展、交通通讯工具日益现代化，这方面的支出由最初的 306 元上升到 2011 年的 3461 元，比重上升

了 11 倍。同时伴随医疗保险制度的改革，医疗保健支出由 196 元上升为 1072 元，增加 5 倍多，城镇居民整体医疗条件有了很

大提高。这些变化都表明了浙江省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方面的进步推动了城镇居民消费向着更加多样化、合理化的方

向发展。 

2 浙江省城镇居民消费影响因素分析 

2.1 省生产总值 

截至到 2011年，浙江省生产总值近 32000亿元，同比增长 9.0%。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更是达到了 30971元，比上

年增长了 13.2%，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7.5%。尽管 2008 年金融危机的冲击使得全国各省份经济增速放缓，但浙江省 2009

年以来 GDP增速仍保持在 15%以上，远高于其他省份的增长水平，这显示了浙江经济强劲的发展潜力。强劲的经济发展势头势必

会对浙江城镇居民的消费起到积极的拉动作用。 

同时浙江省由于地理位置、历史条件、经济环境等优势，其第二、三产业发展迅速。以二、三产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拉动

了浙江省经济的快速发展，提高了浙江省 GDP总值，进而影响到浙江省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 

2.2 收入 

2.2.1 当前人均可支配收入 

可支配收入是居民消费的直接来源，高收入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居民在物质、精神产品方面的消费。浙江省 2011年城镇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30971元，较 1995年增长近 5倍。高可支配收入为居民消费提供了稳固的经济基础，这直接增加了居民消

费的数量，也间接地拓宽了城镇居民的消费种类，使得居民消费更具多样化。 

2.2.2 预期收入 

预期收入是预计未来一定时期可以取得的收入，对应于现期收入。预期收入越高，未来消费支出也越高，但是预期收入很

大程度决定于现有资产状况和投资结构。在浙江省城镇人口中，有高达 10.4%和 19.1%的城镇居民将“股票”和“基金”作为其

主要的金融资产。这是浙江省城镇居民收入较高且稳定的表现，这些较高风险的投资也会带来较高的预期收入，与现在较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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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存款利率和较高的通货膨胀率相比较，在收入稳定且未来开支能确保的情况下，进行有一定风险的投资是一项较优的选择，

它能够使得浙江城镇居民在未来也保持较高的收入水平，从而保持甚至提高消费水平。 

 

2.2.3 收入差距 

尽管浙江省经济发达，但省内收入差距较大。较大的收入差距使得同层次的城镇居民的消费结构不尽相同。首先，省内区

域内部经济东西差距较大。截至 2011年全省最低人均可支配收入为丽水市的 23727元，杭州市则高达 63333元，收入差距约为

3 倍；其次城市与农村之间仍存在较大差距，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在 2011年达到 30971元，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则为 13071元，

两者之比达到历史最高 2.43。随着浙江省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位于高收入一端的城镇居民的消费方式相比农村居民的消费形

式更显多样化，消费结构也更加的多元和复杂。 

同时浙江省城镇居民整体收入水平存在失衡，其中以行业间收入差距表现最为明显。在 2001年浙江省城镇职工平均工资最

高的行业是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最低的行业是采矿业，两者相差近 2.34 倍。而到了 2011 年城镇职工平均工资最

高的行业是金融业，最低的行业是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两者相差近 5.1倍。短短 10年间，行业收入差距迅速扩大，已超过

国际上公认的 3倍左右的合理水平。不均衡的城镇居民收入水平势必影响居民消费能力。 

2.3 物价水平 

物价水平的高低也会对城镇居民消费产生影响。从图 2可知，1995年到 1999年浙江省城镇居民 CPI指数呈现较为明显的下

降趋势，而 1999年到 2006年间浮动幅度不大。2008年后浙江省 CPI指数出现较大幅度的上升，居民购买力有所下降。虽然 2008

年至前后 CPI指数有所回落，但自 2009年起 CPI指数开始不断攀升，通货膨胀现象开始显现。尽管政府出台了多项政策，但效

果并不显著。物价高成为困扰城镇居民消费的一大难题。 

2.4 消费心理 

消费心理差异会导致不同的消费行为。浙江省经济发达，城镇居民收入水平高，这使得城镇居民求异和攀比的消费观念表

现明显。在 2011 年，浙江杭州大厦的总销售额达到 63 个亿，其中奢侈品消费就贡献了 30%。90 后的购买力同样值得关注，他

们作为新生一代，开始进入奢侈品市场，奢侈品消费者年轻化已成为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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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中国特有的历史文化背景和人情观念推动着浙江省城镇居民在人情方面的消费，使得人情消费更具主动性和积极性，

进而在总体消费支出中占有不小比例。 

3 建议 

3.1 促进省份经济持续增长 

浙江省以第二、三产业为主的产业结构模式使得浙江省历年 GDP平稳增长。然而 GDP的提高主要依赖产业结构的合理构成，

浙江省政府应在继续保持这两大产业稳定发展的基础上积极创新，将两大产业混合经营，形成一体化的全面的产业结构模式。

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将为省 GDP的提高奠定基础，GDP的提高使得政府用于居民消费方面的各项支出增加，从而提高整体消费

水平。 

3.2 提高居民整体收入水平 

提高居民收入将直接刺激居民消费。政府应在职工现有工资基数基础上，通过衡量职工表现以增加其工资基数，以此来增

加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针对行业间收入差距，应出台相关政策给予城镇中低收入行业相关的优惠政策，如对低收入行业降低

税负；拓宽就业渠道，提供更多就业岗位。通过扩大财政支出，增加低收入行业的流动资金，完善设施配备，提高行业经济效

益，从而提高低收入行业员工的净收入，缩小浙江省城镇中各行业员工收入差距，实现城镇居民收入整体提高的目标。 

3.3 稳定物价 

随着众多的生活必需品价格的上涨，物价越来越影响到人们的生活。针对这一情况，浙江省政府已经开始向城镇低收入群

体发放物价补贴来应对高物价对低收入者造成的冲击。但由于商品价格的变动受制于市场，政府采取的措施只能在一定程度上

缓解物价压力而不能根治，加强对市场的监管才是关键。 

3.3.1 完善价格监测体系 

截止到 2011年浙江省在各市级以上物价部门均建立了价格监测机构，但县级及县级以下地区价格监测机构尚未建立。通过

完善价格监测体系，增加监测网点数量，能够使得全省物价保持在合理水平，从而推动浙江省城镇居民消费向更高层次发展。 

3.3.2 健全价格信息发布制度 

增强政府信息透明度，建立健全价格披露机制，澄清不实报道，客观分析价格变动趋势，定期向城镇居民公布商品市场供

求状况和价格信息，使得市场价格合理化，保证城镇居民在充分了解价格的基础上消费。 

3.3.3 打击价格投机 

在市场中经营者为牟取暴利而提高价格的现象，会间接推动物价的上涨。对不法商户恶意抬高物价的行为应予以严肃处理，

通过法律制裁，使得投机行为得到遏制，价格回归正轨，这样才能保证居民消费不受高物价的困扰。 

3.4 引导消费理性化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增加对高档品的消费显得合情合理，但不考虑实际购买力的消费则是不理性的。因此浙江省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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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应积极引导消费向理性化方向发展，如在社会各部门开展理性消费宣传会，在学校教学中增加科学消费方面的课程，通过

这些途径引导居民消费观念向更为理性的方向发展，从而确保城镇居民在未来支出有保障的前提下仍能购买到所需商品，使得

城镇居民做到求实消费，理性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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