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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城镇居民消费变动趋势与引导对策

葛立成 李建花

提要：本文在描述近年浙江城镇居民收支变动特点的基础上，采用 ELES 系统方法分析了其边际消费倾向和需求收入弹性，

进而根据全省城镇居民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演进的基本趋势，提出了进一步满足需求、引导消费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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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年城市化进程加快之后，浙江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总体而言，全

省城镇已由温饱型的农产品消费过渡到了小康型的工业品消费，并正在向比较富裕型的服务类消费演进。动态地分析近年浙江

城镇居民的消费状况，准确地把握其消费水平、消费结构和消费行为的变动趋势，有针对性地提出进一步激活和引导消费的举

措，对全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与消费性支出的变化

1995-2001 年，浙江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扣除价格变动因素）提高了 68.22%，由 6221 元增加到了 10465 元；同期，

人均消费性支出由 5263 元增加到 7952 元，恩格尔系数由 47%下降到 36.3%，人均居住面积也由 10.89 平方米增加到了 15.22 平

方米。但在城镇居民的不同群体之间，仍存在较大差异。全省城镇不同群体近年的收支变动状况（当年价）如表 1-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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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作出以下判断：近年浙江城镇居民的年人均收入水平明显提高，但消费支出的增幅普遍滞后于收入的增长；2、城镇不

同群体间的收入差距在逐渐扩大，最低收入户年人均收入相当于最高收入户年人均收入的比例，由 1995 年的 26.70%下隆至 2001

年的 18.20%，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绝对差距由 7925 元扩大到 18067 元；3、消费支出的金额随收入等级的提高而增加，但消费

支出占总收入的比重则随收入等级的提高而减少；4、城镇不同群体间消费水平的差距也在扩大，最低收入户年人均消费支出相

当于最高收入户年人均消费支出的比例，由 1995 年的 36.89%下降至 2001 年的 29.51%，年人均消费性支出的绝对差距由 5595

元扩大到 9764 元；5、城镇居民消费性支出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总体上逐步下降，但就最低收入群体而言，仍然“人不敷出”

(1995 年为 113.31%,2001 年为 101.72%)，表明近年这部分群体的生活并未得到根本性改善。

二、城镇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与需求收入弹性的变化

为进一步分析近年浙江城镇居民的消费结构及其与收入之间的关系，可以采用 C.Lluch 在 R.Stone 的 LES 基础上建立的扩

展线性支出系统（ELES):

式中 Vi是第 i 种商品上的消费支出，V＝∑Vi是总消费支出，Qi是对商品 i 的基本需求量，Pi是第 i 种商品的价格，Y 表示

收入，βi表示第 i种商品的边际消费倾向。

若以绝对收入为理论假设，以 1995-2001 年的截面数据为样本，将浙江城镇居民按收入分为 7组，取组平均数样本观测值，

同时采用加权最小二乘法，估算出（3）式中的αi、βi 的值，并利用（5）式计算出基本商品消费支出额 PiQi，则求得βi、PiQi

值如表 4。

分析表明，近年浙江城镇居民人均基本消费支出和食品、衣着、设备用品及服务、交通和通讯、娱乐文教服务、居住、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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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商品及服务等八类支出的边际消费倾向，发生了不同的变化；特别是随着可支配收入的提高，全省城镇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

呈下隆趋势，由 1995 年的 71.0%下降到了 2001 的 52.9%，减少了 18.1 个百分点，意味着城镇居民将收入用于消费的比例在明

显缩小；城镇居民生活消费的重心已开始从工业品移向各类服务，2001 年与 1995 年相比，设备用品的边际消费大幅下降，减少

了 7.8 个百分点；而医疗保健的边际消费上升最快，增加了 1.5 个百分点。

分析表明，浙江城镇居民生活消费中各项商品（服务）所占比重，近年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见表 5）。1995-2001 年，尽

管食品始终在城镇居民消费结构中占最大份额，但其后的排序已由衣着和设备用品转变成了娱乐教育文化和居住。同期，食品、

衣着和设备用品在消费结构中的比重，分别下降了 9.18、3.88 和 3.03 个百分点；而娱乐教育文化、居住、医疗保健和交通通

讯的比重，则分别上升了 6.66、4.92、2.90 和 2.55 个百分点。

分析还表明，从 1995-2001 年的情况看（见表 6)，在全省城镇居民各项生活消费的需求收入弹性中，食品的收入弹性始终

最低，并且变化很小（仅增加了 0.101)，这是由食品的消费特点所决定的；而收入弹性增强最多的是医疗保健消费（+0.444)，

减弱最甚的是交通通讯消费（-0.533)，但两者目前均小于 1，意味着城镇居民对这类商品和服务的需求增长率仍然低于收入的

增长率。收入弹性始终大于 1，即需求增长率高于收入增长率的有设备用品和杂项两类；其中设备用品的收入弹性主要受耐用消

费品的拉动，这些支出多属于一次性集中支出，往往在短期内大幅超过收入的增长；而杂项商品和服务则包括个人用品、美容

美发和旅游等项支出，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和闲暇时间的增多，城镇居民在这些项目上的开支往往会增长得更快。

三、进一步激活和引导城镇居民生活消费的政策性建议

根据浙江省“十五”计划纲要提出的预期目标，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年均增速为 5%，这显然是比较保守的。在新世

纪初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之中，浙江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完全可能随新一轮经济景气而有一个更大

幅度的提高。但若以 1995-2001 年浙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9.1%的年均实际增长率，来预测未来 5 年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

入，则 2002-2006 年全省城镇居民的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 11417 元、12456 元、13590 元、14826 元和 16176 元。

按照 1992-2001 年全省城镇居民的各项消费支出来建立需求函数模型，并以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为外生变量，可预测

2002-2006 年的各项消费支出（如食品支出＝0.231Y+756.52，依此类推）及其年均增长率如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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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发现，未来五年浙江城镇居民的消费支出将随收入的增加而继续增长，但年均增幅低于收入的年均增幅，表明进一步

激活消费需求仍将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为此，应选择以下积极对策，来进一步扩大和引导消费：

1、改善社会预期，优化消费环境。前提当然是发展国民经济，提高经济效益，实现充分就业，努力保持全省 GDP 两位数的

年增长率，从而总体上提高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因为收入增长是消费增长的前提，收入增长缓慢必然制约消费的增长及其

结构的转换。同时，要加快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如失业保障、医疗保险等，消除人们“有钱不敢花”的顾虑，以使城镇

居民形成良好的社会预期与乐观的消费心理，进而降低过高的储蓄率，刺激有效消费需求的增长。消费环境对鼓励、引导消费

者的消费行为，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应进一步强化环保意识，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来培育有利于消费的生态与自然环境；进

一步整顿和规范市场秩序，改善消费的社会环境，使人们放心消费、乐于消费；进一步加强全社会的思想道德建设和法制建设，

引导消费者树立正确的消费观，提高消费者自觉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意识；进一步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

方式。

2、针对不同群体，分层促进消费。前述分析表明，浙江城镇居民的不同群体之间，存在着很大的消费差异，其消费支出的

金额随收入等级的提高而增加，而消费支出占总收入的比重则随收入等级的提高而减少。这种状况直接导致两方面后果：一是

低收入群体有很强的消费需求但购买力不足；二是高收入群体基本消费需求已经实现，购买力大量以储蓄和金融资产的形式沉

淀下来。因此，应当有针对性地：(1）引导高收入群体进一步提升消费层次。这一群体有很强的购买力和消费潜力，目前的关

键是要引导他们丰富消费内容，提升消费品位。特别应鼓励开发适合这一群体高层次消费需求项目，并促进他们将消费重心更

多地转向文化、教育和旅游等方面。（2）引导中等收入群体进一步扩大消费规模。对这一群体，关键是要增加其对收入持续稳

定增长的信心，并引导一部分中上收入者购房买车，引导一部分中等收入者扩大文化娱乐消费，引导一部分中下收入者加快耐

用消费品的消费及更新换代。（3）着力提高低收入群体的可支配收入。这部分群体的消费以基本生活消费为主，边际消费倾向

较强，收入的增长将迅速转化为消费的增加，效用可观。同时也要强化收入调控机制，加强对个人所得税的申报、征收和管理，

完善最低生活保障体系和转移支付制度，提高最低收入群体的消费水平。

3、改善消费结构，实现供求平衡。消费结构影响产业结构，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产业结构的变化。消费结构的合理化对

于促进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整个国民经济稳定、协调发展具有积极作用。换言之，消费结构的合理化，能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

和升级，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促进消费质量的提高和人的全面发展，促进社会文明和社会进步。因此，应引导人们

自觉提高精神文化的消费比重，加大消费中的文化科技含量，提高消费层次和质量；应合理引导消费需求，把消费需求引向国

家鼓励发展的消费热点和领域，引向能启动市场、促进经济增长的领域；应注重提高消费主体的素质，促进消费质量的提高和

消费文化的提升。

从消费市场的供求关系看，目前主要的问题不在于总量而在于结构，即供求结构不平衡。因此，实现消费市场的供求平衡：

一要增加居民收入，扩大消费需求，同时发展消费信贷，变潜在需求为即期需求。二要增加适销对路产品的供给，随着收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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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提高和需求结构变化，不断提高高档消费品在消费结构中的比重，并根据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和需求结构变化不同步的特点，

丰富各种档次的商品和服务，适应不同层次消费者的需要。三要开拓新的消费领域，除了一般消费品市场之外，还应不断拓展

新的消费领域与新的消费市场。

4、引导消费方向，培育消费亮点。前述需求收入弹性分析表明，浙江城镇居民在文化、教育、保健、旅游等方面的支出增

长是较快的。因此，应大力发展各类服务业，特别加快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满足人们不断演进的物质精神文化需求。目前特

别应加大对以下消费亮点的培育力度：一是假日旅游消费；二是住房消费及其带动的住房装饰、装修、家具、家电等消费；三

是通信及电子产品的消费；四是城镇居民的汽车消费。要充分认识市场经济条件下需求导向对经济增长的作用，通过消费需求

的导向作用，培育新的消费热点，从而进一步开拓市场，促进经济增长，形成消费需求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良胜互动。要站在可

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来培育、引导消费热点。要发展支柱产业，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运用各种经济杠杆加强宏观调控力度，

使消费热点的形成与支柱产业的发展相衔接，使产业结构得到优化升级。要以市场为导向，加强市场调查，及时掌握消费需求

的变化趋势，调整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增加供给与消费需求的适应性。

5、发展消费信贷，增强消费信用。消费信用与生产信用不对称，既影响了消费结构升级，也影响到生产规模扩大和产业结

构升级。尽快建立一套有利于扩大消费需求的消费信贷制度，逐步增加消费贷款总量，扩大消费信贷的范围，调整消费信贷结

构，简化消费信贷手续，延长分期付款的期限，对刺激全省城镇居民的消费具有重要作用。在市场需求约束强化的条件下，消

费者持币观望将严重影响产业的发展，而信用消费则可以激活相关产业，进而拉动经济上升。发展信用消费，可使购买高价值

商品有提前实现的可能，有助于解决普遍存在的“购上不足，购下有余”的消费断层问题，使有稳定收入、有一定支付能力的

居民可通过分期付款而提前实现消费。因此，要积极宣传消费信贷的优越性，使居民了解融资不仅是生产经营的工具，也是改

善消费水平、提前拥有住房、汽车等消费品的有力工具。

6、激活流通业态，创新经营组织

连锁超市、物流配送、电子商务等一系列新的流通业态，正在迅速崛起并成为抢占竞争制高点和刺激消费的重要因素。国

际分销商的纷至沓来，也给浙江商界带来了新的理念和新的模式。目前，全省推进流通业现代化已有良好开端，但仍然任重而

道远。因此，必须对竞争的格局保持清醒认识，务必把推进流通业现代化作为当务之急，出台政策、积极引导、加大投人、加

快发展，对专业市场要进行电子信息、企业制度等现代化改造，整合资源，提升档次；对外资商业连锁企业，要为它们提供公

平、公开、公正的竞争环境；对中国轻纺城“全球纺织网”和中国化工网、中国塑料网、百家电子商务网等，要进一步鼓励和

支持，扶持它们上规模、上水平和上档次，为各类消费者提供更好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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