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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兴市城乡居民消费差距、消费结构分析 

——基于 2000-2008 年数据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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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进入 21 世纪以来，嘉兴市城乡居民消费水平、消费结构明显提高和改善，但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差距、消费行为差

异依然明显。嘉兴市城乡居民消费数据的分析结果显示，城乡消费水平仍存在一定差距，但有逐渐缩小的趋势；两者在食品、

居住、衣着、服务性消费方面表现出明显不同的消费偏好；与其他地区略有不同，嘉兴农村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略高于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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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架马车”之一，一直以来都是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从目前国内经济来看，由于受到国际

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在出口方面受到较大冲击，“保增长”的任务越来越需要依靠刺激消费需求来完成；而从长远来看，扩大

消费需求，促进消费、投资与出口的协调可持续发展，是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实现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 

我国是一个二元经济结构特征十分显著的发展中国家，城乡经济平衡发展，是当前经济发展的需要。嘉兴市作为“长三角

经济圈”中心的一个地级市，进入 21 世纪以来，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本文拟以西方消费理论为基础，结合嘉

兴市 2000-2008 年各项消费数据，分析嘉兴市城乡居民消费水平、消费结构、消费行为的状况，更好地把握城乡居民消费的各

自特点，从而可以为相关部门制定消费政策提供参考。 

一、嘉兴市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分析 

影响消费的因素有多种，而收入是最根本的因素。因而，有必要对嘉兴市城乡居民消费-收入这一基本关系进行直观的统计

和描述，从而了解城乡居民消费行为的特点及其差异。根据 2000-2008 年《嘉兴统计年鉴》城镇居民全年人均消费支出、城镇

居民全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全年人均消费支出、农村居民全年人均纯收入时间序列年度数据，得到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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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与消费支出的变化 

分析全市城乡居民消费-收入关系(表 1)可以看到：就收入和消费的绝对水平而言，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之间依然存在较大

的差距；城乡居民的消费支出，均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加。嘉兴市全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都呈现

增长的趋势，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消费支出分别从2000年的9338元和7085元上升到2008年的22481元和14346

元，增加幅度分别为 140.7%和 102.5%；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和人均消费支出则分别从 2000 年的 4584 元和 3644 元上升到 2008

年的 11538 元和 7811 元，增加幅度分别为 151.7%和 114.4%，可见收入增长是消费增长的重要动力。 

分析表 1 数据可以看出，城乡居民的消费支出比有逐渐缩小的趋势。通过以上分析，可知收入是影响消费支出最主要的因

素，排除其他一切影响消费支出的因素，消费支出必然随着收入的变化而变化。进入 21 世纪后，嘉兴市的经济得到迅速的发展，

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逐年提高，消费支出得到增加，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略小于农村居民，使得两者的差距逐渐缩小。 

(二)消费-收入关系及平均消费倾向 

由于消费倾向是反映消费行为特征的一个重要指标，因此分别计算城镇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和农村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并且

和同期全国城乡居民平均消费倾向进行比较。根据凯恩斯(Keynes)消费理论，平均消费倾向(Average propensity to consume，

APC)是指消费在收入中所占的比例，用公式表示则是：APC=b=C/Y(C：消费支出；Y：收入)。平均消费倾向可能大于、等于或小

于 1，且随着居民收入的增加呈下降趋势。[1]表 2 表明，嘉兴市城乡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总体呈现出不断下降的趋势，尽管农

村居民的收入水平与消费水平在绝对数上远低于城镇居民，但是从消费倾向看，历年均高于城镇居民。说明处于长三角经济圈

中心地域的嘉兴市，近年来地方经济的快速发展，城乡居民收入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因而其平均消费倾向也低于全国平均水

平。且随着城乡一体化建设步骤的加快和农村居民社会保障的不断完善，农村居民的消费观念不断改变、水平不断提高，因而

具有比城镇居民更大的消费倾向。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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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嘉兴市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差距分析 

根据 2000-2008 年《嘉兴统计年鉴》，分别选取食品消费支出(恩格尔系数)、居住消费支出、衣着消费支出、服务性消费支

出四个方面的数据来比较分析城乡居民的消费结构差距。其中服务性消费支出包括了医疗保健、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三项

指标数据加总得出。所有的数据全部使用现价，没有按价格消费指数进行调整。 

(一)城乡居民消费结构整体差距分析 

从表 3 可以看出，在四项数据比较中，食品消费支出在较多年份农村大于城镇，但随着农村收入的增加，差距逐渐缩小；

居住消费支出农村大于城镇，差距最大并呈扩大趋势；在衣着消费支出与服务性消费支出项上，城镇居民普遍大于农村居民，

且随着收入的增加，差距也逐渐扩大。这说明，在本世纪初期，嘉兴市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明显，城乡收入差距还较大，但随着

嘉兴城乡一体化经济建设进程的快速推进，农村居民收入快速增长，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在食品消费上差距日益缩小，农村住

房条件快速改善，但是在服务性支出和衣着支出方面存在显著偏好差距。农村居民偏向于满足吃、住基本生存条件的消费，而

城镇居民偏向于衣着、精神文化等生活条件的支出。见表 3. 

(二)城乡居民单项消费支出差距分析 

1.城乡居民食品消费支出(恩格尔系数)比较 

恩格尔系数(Engels' Coefficient)是指食品支出总额占个人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19 世纪德国统计学家恩格尔根据统计资

料，对消费结构的变化得出一个规律：一个家庭收入越少，家庭收入中(或总支出中)用来购买食物的支出所占的比例就越大，

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家庭收入中(或总支出中)用来购买食物的支出比例则会逐渐下降。一个国家越穷，每个国民的平均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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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或平均支出中)用于购买食物的支出所占比例就越大，随着国家的富裕，这个比例呈下降趋势。国际上常常用恩格尔系数来

衡量一个国家地区人民生活水平的状况。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FAO，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提出的标准，恩格

尔系数在 59%以上为贫困，50%-59%为温饱，40%-50%为小康，30%-40%为富裕，低于 30%为最富裕。恩格尔系数具有判断居民消

费水平，进而判断居民生活富裕或贫穷水平的作用。[2] 

 

从表 4中可以看出，嘉兴市城乡居民的恩格尔系数总体出现下降的趋势，表明在进入 21 世纪后，嘉兴市城乡居民的收入水

平和消费水平都得到了明显的提高。其中，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在 2000-2008 年间，基本维持在 35%-40%之间，表明城镇居民

已经达到富裕的生活水平；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下降明显，在某些年份甚至比城镇的水平更低，在 2000-2001 年，农村居民

的恩格尔系数高于 40%，2002-2004 年，徘徊在 40%，2005 年始，降至 38%以下，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也已从世纪初的小康发展

到了富裕的程度。2000-2008 年嘉兴市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差距在 2000-2004 年间差距较大(2002 年除外)，尤以 2000 年最大，

为 5.7，以后逐年减小，到 2008 年最小为 0.9。表明，随着近年来嘉兴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民收入快速提高，使得城乡居民在

食品消费中的支出差距明显缩小，恩格尔系数基本持平。见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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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居住消费支出 

嘉兴市农村居民的居住消费支出比重总体上大于城镇居民，而且两者之间的差距有扩大的趋势。自 2000 年以来，城镇居民

居住消费支出比重偏低，且略有下降，近年来基本维持在 10%左右。农村居民的居住消费支出比重一直维持在 15%-20%，属于较

高水平。从表 3 也看出，这种差距不断扩大。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在城市住房改革之前，城镇住房基本属于福利性支出，

占总费的比重很小。虽然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我国全面推行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城镇居民居住支出比重开始有所上升，但

速度依然缓慢。可以推测，随着城市住房制度改革的进一步推进及原职工福利房后续优势的减弱，在近年内，嘉兴市城镇居民

住房支出在消费支出中的比重将有明显上升。而在农村，居住消费一直是居民消费的主要方向。农村居民在满足吃穿基本需求

之后，由于受消费观念及嘉兴市新农村建设等“三农”经济发展政策的影响，在有较高收入的前提下，农村居民的居住消费支

出呈长期的刚性增长，并且短期内这种状况不会有显著的改变。 

3.衣着消费支出 

2000-2008 年间，城镇居民的衣着消费支出比重基本保持在 6%-10%(见表 3)，最大值达到 9.1%；而同一时期，农村居民的

衣着消费支出一直低于 6%，最低值仅为 2000 年的 4.4%。从总体上来看，城乡居民衣着消费的比重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且差距

逐渐扩大。以上的数据分析再次表明嘉兴市城乡居民的消费偏好存在差异，城镇居民由于收入水平较高，有着较高的偏好水平，

城镇居民比农村居民更为重视衣着服饰。随着农村居民收入的增加，可能会增大衣着消费的比重，但其增加幅度小于城镇居民。 

4.服务性消费支出 

嘉兴市城乡居民的服务性消费支出均呈现不断稳步增长的趋势。城镇居民的服务性消费支出年平均基本保持在 35%左右(见

表 3)，农村居民的服务性消费支出年平均基本保持在 30%左右，消费趋势比较平稳。两者的差距在 2008 年达到最大值，为 6.7%。

在本文中，统计的服务性消费支出包括医疗保健、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 3 项指标，它能够作为衡量居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

量的标准。[3]嘉兴市城乡居民的服务性消费支出都处在一个较高的水平，说明了嘉兴市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都得到

了显著的提高，这与政府大力发展经济，致力缩小城乡差距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两者的差距虽略有增大，但总体均处于较高的

消费水平。 

三、结  论 

根据嘉兴市城乡居民的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分析可以得出 5个基本结论。 

1)嘉兴市城乡居民消费支出均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加，但仍存在一定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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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嘉兴市城乡居民的消费支出主要受收入水平的影响，要从根本上缩小城乡消费的绝对差距，必须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水

平。 

3)嘉兴市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与城镇居民的差距逐渐缩小，具有相对更高的消费倾向。表明地方政府优化产业结构，大力发

展地方经济，实施城乡一体化的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措施，使嘉兴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快速提高，生活水平不断改

善，在老有所养、有病不怕医的情况下，消费水平与城镇居民差距逐渐缩小，并表现出较高的消费倾向。 

4)嘉兴市城乡居民的消费结构也呈现出明显的二元状态，两者在食品、居住、衣着、服务性消费支出四个方面都存在着一

定的差距，并具有明显的消费偏好。农村居民在吃、住方面具有更高的消费意愿，更偏向于满足吃、住基本生存条件的改善，

而城镇居民更重视衣着、服务性消费支出，偏向于衣着、精神文化等高水平生活条件的满足。 

5)嘉兴市城乡居民消费水平、消费结构差距总体趋势日益缩小，这表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得到了有效的改善和调整，城乡

经济水平迅速提升，尤以农村经济发展快速。今后几年，嘉兴市城乡居民消费水平、消费结构的差距将会进一步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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