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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中等收入群体消费状况对产业结构的影响 

文/何晓媛 许丽娜 

【摘 要】伴随着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收入水平的提高引致消费结构的变化，这成为产业结构转换的一个重要

动因。在买方经济中，消费决定生产，消费结构决定产业结构。本文从定性和定量两个不同的维度，就浙江中等收

入群体消费状况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做了一个全面的剖析，得出自己创新独特的结论，并提出相关建议。 

【关键词】浙江；中等收入群体；消费状况；产业结构 

一、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概述及其相互关系 

消费结构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人们(包括各种不同类型的消费者和社会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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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物形式指人们在消费中消费了一些什么样的消费资料以及

它们各自的数量；价值形式指以货币表示的人们在消费过程中消费的各种不同类型的消费资料的比例关系。在现实生活中具体

的表现为各项生活支出。 

产业结构是指各产业的构成及各产业之间的联系和比例关系，主要指三大产业的比重。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配第最早

在 17世纪就注意到了经济增长与结构变化之间的关系。他发现世界各国的国民收入水平差异及由此形成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关

键在于产业结构的不同。 “比起农业来，工业的收入多，而商业的收入又比工业多
①
。英国经济学家克拉克在 1940年出版的 《经

济进步的条件》一书中，按照三次产业分类，得出其结论是：随着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劳动力首先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

业转移；当人均国民收入水平进一步提高时，劳动力便向第三产业转移。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 《国富论》一书中提出了

绝对成本说。他认为，各国按照绝对成本的高低进行国际分工，就必然使各国的生产要素从低效率产业流入高效率产业，从而

使资源合理配置和产业结构优化
②
。 

产业结构合理化是以资源在各产业部门的合理配置为基础的，它意味着产业之间的良好协调，因而产业结构合理化必定产

生较大的结构效益。所谓产业结构的高度化，是指产业结构从低级向高级的发展趋势。首先，第一产业比重趋于下降，第二、

三产业比重上升并逐渐占主要地位；其次，劳动密集型产业比重下降，资金、知识密集型产业比重上升并逐渐占主要地位；再

次，制造初级产品的产业比重下降，制造中间产品、最终产品的产业比重上升并逐渐占主要地位。产业结构高度化本质上是指

技术的集约化，即采用先进技术的部门数量和比重的增加，一般通过主导产业的更替表现出来。 

在经济发展的结构转换尤其是在产业结构转换的过程中，消费结构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这已由经济学家对其长期持续不断

的关注和研究所证实。人们关于消费结构影响产业结构的思路也越来越清晰，即经济增长→居民收入水平提高→消费结构改变

→产业结构改变→经济进一步增长。 

二、浙江中等收入群体消费特征及其对产业结构影响的定性分析 

（一）浙江中等收入群体
③
生活必须性消费的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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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具备一定的物质基础，中等收入群体不再单纯满足吃饱穿暖的基本消费需求，生活的实际需要正让步于消费欲望。首

先，在饮食方面追求食品的营养化、健康化和品位化，要吃 “精”、吃“鲜”、吃 “新”，从而促进餐饮业的不断发展。2007年

浙江人均餐饮零售额达到 1450元，居全国各省市前列。以杭州市为例，2004年全国居民人均餐饮消费达 580元，杭州市达 1380

元，是全国平均数的两倍多。如此消费水平和消费需求对于浙江省的餐饮品牌起到很大的推动促进作用，比如除了 “楼外楼”、 

“知味观”、 “奎元馆”、 “山外山”等百年老店历经岁月考验仍然保持本色之外，又有 “花中城”、 “张生记”、 “红泥”、 

“新开元”、 “外婆家”等新宠。另外，连锁集团经营的中西式品牌如“澳门豆捞”、 “两岸咖啡”等也发展得如火如荼。其

次，在衣着方面追求品牌和高档，也对浙江的服装产业提出较高的要求，除做工外，更注重设计和品牌，从而推动浙江形成杭 （杭

州）甬 （宁波）瓯（温州） “三足鼎立”的服装空间分布格局，打造了一批具有浓厚的地方文化底蕴的品牌，诸如 “江南布

衣”、 “蓝色倾情”、 “秋水伊人”、 “雅戈尔”、 “报喜鸟”等。 

（二）浙江中等收入群体享受型消费的增加 

1.注重住行消费。以商品房和私家车为代表的大宗商品开始家庭化。即使在如今经济危机的情况之下，浙江人的购房欲望

依然不减，房产交易表现出量价齐升的态势。2009年 2月的一个调查显示，浙江省有近 10个品牌和车型是全国的销量冠军车。

众所周知，住房、汽车等商品的产业链比较长，它们的消费可以带动相关产业的高速发展。据统计资料测算，由于汽车产业链

很长 、辐射面广，能带动 钢铁 、 机械 、电子、橡胶、玻璃、化工、建筑、服务及其他 56 个相关产业的发展；住宅业的发

展能带动建筑、建材、冶金等 50 多个物质生产部门 20 多个大类近 200 种产品的发展。另外，住宅行业每吸纳 100 个人就业，

就可以带动相关行业 200个人就业
④
。 

2.倾向花钱买服务。一方面是消费观念和物质基础的支撑，另一方面是时间和精力的掣肘，越来越多的中等收入群体选择

花钱买服务，家庭和人均服务性支出逐年上升，以杭州三替为代表一大批专业家政服务公司发展迅猛，对浙江服务产业的质量

提升和市场细分有很强的推动作用。 

3.注重娱乐休闲。休闲消费日渐成为中等收入群体消费的内容之一，旅游作为一种休闲方式目前已经成为个人生活甚至是

社会经济中的必要成分。在对于中等收入群体的一些描述中，旅游已经成为他们一个必不可少的 “标志”，体现为一种对生活

品味的追求象征，在目前我国的 “五一”、 “十一”、端午、中秋和春节的旅游消费中，中等收入群体是主要力量。而且，旅

游只是目前中等收入群体休闲生活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据笔者调查发现，他们的休闲生活正趋多样化，保健、运动等项目的重

要性也开始不断显现出来，这都对浙江的产业结构优化和调整有一定的引导和推动作用。 

（三）浙江中等收入群体独特的既超前又理性的消费观念 

1.超前消费。尽管超前消费这种消费观念与中国传统消费观念相悖，但浙江中等收入群体基本已经接受了它，认为 “与其

勤俭节约，不如能挣会花”。据浙江有关部门 2004 年对全省中等收入家庭的抽样调查显示，浙江人比较善于借助信贷手段“花

明天的钱，圆今天的梦”。调查中，有 41.7%的家庭会选择银行按揭，26.4%的家庭选择公积金贷款，27.3%的家庭以积蓄为主，

只有 2.5%的家庭选择向亲朋好友借款。这种超前消费观念在贷款买车和刷卡消费等方面也表现比较突出
⑤
。 

2.理性消费。中等收入群体一般都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在消费过程中能正确理解商品品质和文化内涵，加之受对未来收

入和支出的不良预期影响，这一群体的消费是一种理性消费，并不像媒介宣传的那样过分讲究、出手阔绰，对于国外商品也没

有盲目崇拜。这与里斯曼的 “他人导向”不同，即他们并不是纯粹的被动消费者。他们主张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超前消费，虽

然他们往往向银行贷款购房、购车，但这是以他们的经济基础能够偿还作为基础的
⑥
。同时，中等收入群体的理性消费观念还表

现在对教育和保险投资的重视。 

（四）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特征会对其他社会群体的消费观念带来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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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等收入群体是引导社会消费的主要阶层，他们的消费可以对低收入群体起到示范作用。由于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及生活

环境与普通平民阶层之间的差距太大，其消费力和消费方式根本不具仿效可能性。但中等收入群体与普通平民阶层之间的距离

较小，使普通平民阶层可跟随他们的时尚步伐。 

2.在中等收入群体模仿富人的消费行为时，较高阶层的富人会抛弃既有的物品和消费习惯，重新选择新的与自己身份相符

的消费时尚，形成新的消费观念。所以，随着中等收入群体力量的壮大，该阶层对市场消费的影响力逐渐形成，对社会整体的

消费会有更大的刺激，进而对产业结构产生明显的影响。 

三、浙江省中等收入群体消费状况对产业结构影响的实证分析
⑦
 

（一）浙江产业结构特征及变化趋势分析 

浙江省第一产业在 GDP中所占比重直线下降，从 1995年的 15.5%直到 2008年的 5.1%，远远低于全国 11.3%的平均水平；第

二产业历年所占比重变化不大，围绕 53%上下浮动，高于全国的 46%；与此同时，第三产业所占比重却呈逐年上升的趋势，从 1995

年的 32.4%上升到 2008年的 41%，略高于全国的 40.1%。可以看出，浙江省产业结构逐年不断优化升级，走在全国的前列，离实

现“二三一”向“三二一”转变的目标越来越近。杭州市统计局数据表明，2009 年上半年，杭州每 100 元地区生产总值中，有

48.7元来自第三产业，而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分别为 3.5元和 47.8元，第三产业首次超过了第二产业，更让我们看到浙江省产

业结构调整的前景和希望。 

（二）相关性分析 

为了研究浙江省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状况对产业结构的影响，笔者做了大量的相关性分析，限于篇幅，截取部分有代表意

义的数据进行阐述。 

为了便于读者理解，特把本文中一些表述方式解释如下：“一产（二产、三产）增加”是指笔者根据《浙江省统计年鉴》1995～

2008年数据逐年计算出来的一产（二产、三产）本年高于上年的数值；“一产（二产、三产）比重”是指各年间一产（二产、三

产）占 GDP总量的百分比；“食品（衣着、家庭设备„„）比”是指中等收入群体食品（衣着、家庭设备„„）支出额占总支出

的百分比；“食品（衣着、家庭设备„„）增”是指笔者根据《浙江省统计年鉴》1995～2008年数据逐年计算出来的食品（衣着、

家庭设备„„）消费本年高于上年的数值。 

1.医疗保健比和三产增加值。由表 1 得知，中等收入群体在医疗保健方面支出比例的增加，对三大产业增加值都产生负的

影响，特别是对第三产业的增加值影响尤为严重，高达-0.863**。由此我们可以得知，医疗保健是制约浙江 GDP 增长以及产业

结构升级至关重要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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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食品比、娱乐教育比和三产比重。由表 2可以看出：首先，一产比重与三产比重在 0.01的水平显著负相关，这些年浙江

二产比重基本维持不变，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的表现主要集中在一产比重逐年下降，而三产比重逐年上升，这一趋势在此分析数

据中再次得到印证。其次，食品消费占总消费额的比重即恩格尔系数与一产比重显著正相关，而与三产比重显著负相关。这说

明浙江省产业结构的升级与中等收入群体的恩格尔系数逐年降低有着直接的关系。再次，与食品比重恰好相反，娱乐教育所占

比重与一产比重显著负相关，而与三产比重显著正相关。由此得知，浙江省中等收入群体在娱乐教育方面的投资对产业结构的

优化起着不可忽略的重要影响。 

 

3.居住增、医疗保健增和家庭设备增。由表 3 可以看出，医疗保健增与家庭设备增呈显著负相关-0.916**，居住增与医疗

保健增显著负相关-0.899**，居住增与家庭设备增显著正相关 0.771*。据此我们可以得知，中等收入群体为增加自身医疗保健

支出而减少了在居住和家庭设备方面的投入。 

 

为拉动内需、刺激经济增长，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如利于商品房交易的政策鼓励居民购房；家电下乡等政策拉动家庭

设备的需求等。但笔者认为，要切实拉动内需、刺激经济增长，就要优化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关键是要减少居民在医疗保健

方面的支出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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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居住增和三产比重。针对最近有学者提出“救经济从救房地产开始”的观点
⑧
，笔者做了表 4 的相关性分析，从中可以看

出，中等收入群体在住房方面消费的增加对三产比重的影响其实很微弱，没有明显的相关性，从实证角度和用数据分析看，此

观点站不住脚。 

四、结论和建议 

通过以上定性、定量分析，笔者得出以下结论和建议。 

1.浙江中等收入群体已经形成自己独特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文化，一方面极大地促进消费市场细分、服务质量提升、品牌不

断跟进，对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产生直接影响；另一方面，通过对低收入群体消费的示范和对高收入群体消费的冲击作用，促

使消费结构升级，间接影响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2.虽然浙江省中等收入群体的恩格尔系数从 1995 年的 47.05%下降到 2008 年的 36.12%，但比起发达国家 30%以下，仍有一

定差距
⑨
，从本文分析数据来看，居民食品消费比与娱乐教育比显著负相关，娱乐教育方面的投入对提升三产比重有很积极的影

响。由此得知，优化产业结构的前提是提高居民收入、降低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减轻中等收入群体食品消费占总消费支出的比

重。 

3.医疗保健占居民消费总支出的比重对产业结构的影响至关重要。由本文分析数据得知，居民在医疗保健方面的支出比例

增大对三次产业都产生不良的影响，在现阶段国家大力提倡促内需保增长的情况下，笔者认为，只有提高居民医疗保障，减少

中等收入群体对未来的不良预期，释放消费需求、优化消费结构才有可能形成长久充分的内需，进而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国

民经济的健康增长，避免不利的“过热过冷并存的二元经济”。此结论跟现行有些学者和研究人员提出“救经济从救房地产开始”

的观点并不吻合。 

总体来说，在现今买方市场、消费决定生产的情况下，不能一味要求消费和需求去适应生产，或单纯依赖各种手段、政策

使需求结构和消费结构适应产业结构。相反，应结合居民消费和需求实际，促进生产适应需求，推动产业结构适应需求结构和

消费结构的变化，方是长久之计。 

注释： 

①配第.政治算术[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19-20. 

②AdamSmith.AnInquiryintotheNatureandCausesoftheWealthofNations[M].陕西人民出版社，409-410。 

③本文提到的“中等收入群体”都是指城镇居民中等收入群体。 

④于国军，刘水杏.房地产业对相关产业的带动效应研究[J].经济研究，2004,（8）：38-47。 

⑤http://qnsx.cyol.com/gb/qnsx/2004-06/03/content_881305.htm. 

⑥周晓虹.中国中产阶层调查[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⑦本文所用统计数据都是笔者根据《浙江统计年鉴》1995～2008年数据整理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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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http://soufun.com/news/2008-12-11/2278801.htm. 

⑨许丽娜，何晓媛.浙江中等收入群体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研究[J].现代商业，2009.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