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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居民收入及消费受经济发展的制约，而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对经济的发展至关重

要。运用 Eviews 软件对安徽省 2000—2014 年关于产业结构和城乡居民收入及消费支出的有

关数据进行整理，试图发现产业结构与城乡居民收入及消费支出之间的数量关系，进而针对

改善现有的城乡居民收入绝对差及消费支出绝对差现状，更加清楚地认识产业结构的比例合

理化。研究结果发现，城乡居民收入绝对差与第一、三产业值呈正比例关系，与第二产业值

呈反比例关系；城乡居民消费支出绝对差与第一、二产业值呈正比例关系，与第三产业值呈

反比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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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越来越受到学界的关注。新时期下，我国城乡

劳动力的规模庞大，随着产业结构的合理化越来越高，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我国的就业压力，可见，

产业结构对我国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其次，消费需求已经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城

乡居民的消费差距是影响其消费水平的关键因素，而收入是影响居民消费支出的首要原因。再者，产

业结构是决定居民就业的主要因子，影响了收入的水平，进而制约了消费支出的多少。因此，从产业

结构的视角，研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及消费支出差距的新趋势，可以进一步发现产业结构与城乡居民

收入差及消费差的关系。

安徽省基于其特有的省情，面临庞大的人口基数、不太合理的产业结构、经济发展水平有待提高

及城乡收入差距日益加大等现状。而产业结构不合理及城乡居民消费水平不高都会阻碍经济的发展，

进而制约了安徽省居民的收入水平。文中想从产业结构的视角对安徽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及消费差距

进行深刻地透析，以发现制约安徽省经济增长缓慢的原因。

1 文献回顾

所谓产业结构即国民经济的部门结构，是指各产业的构成及各产业之间的联系和比例关系，其调

整意味着各产业内及产业间的比例发生变化。通过整理相关学者的文章，大多见诸产业结构与经济增

长、就业结构、农村劳动力转移、城市规模及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等研究中。胡俊等对我国东中部地区

产业结构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发现，产业结构的合理化有利于促进经济的发展，且产业结构发展要

和经济发展阶段协调;刘云峰运用计量统计的方法对东北各省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

系统探讨，研究发现第一产业的结构变动与经济增长的变化方向是相反的，而第二、三产业的结构变



动与经济增长的变化方向却是正比例关系;许冬梅等发现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表现因时间段的

不同而不同，但总体说来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对浙江省的经济发展都有促进作用。赵农华运用计量分

析法对上海市第三产业发展和劳动就业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第三产业的快速发

展能够带动就业规模不断扩大，而庞大的劳动就业规模也能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张抗私等利用 Moore

值和灰色关联分析方法测算出辽宁省就业结构严重滞后于产业结构，并指出就业结构与第三产业的偏

离程度最大;关海玲等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法对山西 11 个地市农村劳动力转移与产业结构协调程度进行

实证分析，发现产业结构的升级有利于吸收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卢冲等指出三次产业结构和区域

经济增长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消费需求越来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驱动力之一，不管是从消费数量还是质量上，消费的变动对

经济的发展影响至关重要。针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及消费差距，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探讨，并得出

相应的结论。胡可花等对中国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现状分析表明，城乡居民收入差异和消费倾向差异

都会导致城乡之间消费水平的差异。陶伟运用计量统计的方法对我国居民消费的相关数据进行分析，

指出国内生产总值、收入水平、消费品价格水平是影响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重要因素。谭彐琼通过对

云南省居民消费收入水平与收入差进行了实证分析指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从一定程度上抑

制了消费水平的提高。朱诗娥等指出经济发展越落后的地区，城乡居民消费差距越大。消费水平一般

受到收入水平和前期消费水平的影响，两者对城乡居民消费的影响程度有所不同，但根本原因是收入

差距的拉大。

二元经济体制下，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及消费差距的趋势日益明显，进而会影响经济的健康发展。

但综上所述，关于城乡居民收入差及消费差的研究大多见诸于影响消费差及收入差的因素、消费差及

收入差所带来的影响、消费差及收入差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等，而产业结构的研究很少涉及与居民消费

差及收入差之间的实证关系。因此，本文通过整理 2000—2014 年安徽省统计年鉴关于产业结构与城乡

居民收入及消费支出的相关数据，进一步分析产业结构与城乡收入差及消费差之间的关系，从而给安

徽省经济的健康发展提出相关建议。

2 安徽省产业结构与城乡居民收入差及消费差的表现

2.1 安徽省经济发展现状

安徽省是个农业大省，又是个人口大省。新时期以来，经济发展水平呈上升趋势，如图 1 所示，

安徽省国内生产总值从 2000 年的 2902.09 亿元增加到 2014 年的 20848.75 亿元，增长幅度达 618%，2014

年国内生产总值在中部地区仅次于河南省。

人均生产总值从 2000 年的 4779.46 元增长到 2014 年的 34424.61 元，2014 年人均生产总值仍处于

全国的中下等水平。由此可见，不管是国内生产总值还是人均生产总值，安徽省远远落后于全国其他

省份。说明安徽省的经济发展水平提升空间还很大。



2.2 安徽省产业结构的现状分析

新时期以来，安徽省面临着承接产业转移的挑战，产业结构也在不断的优化升级，三次产业的总

值都在不断地增长（如图 2 所示）。其中第二产业的增长表现最为突出，由 2000 年的 1065.78 亿元增

长到 2014 年的 11077.69 亿元。

从图 2 中还可以看出，安徽省的产业结构呈现出合理化的趋势，即“二、三、一”的比例。由 2000

年的 25.5:36.6:37.9 调整为 2014 年的 11.5:53.1:35.4。从国内生产总值各产业的构成比例来看，第

二产业占首要地位。从 2000-2014 年统计数据来看（图 2)，第一产业所占相对比率有所下降，由 2000



年的 25.5%下降到 2014 年的 11.5%;第二产业所占比重呈不断上升的趋势，由 2000 年的 36.6%上升到

2014 年的 53.1%，说明安徽省正在加强工业的发展进程;第三产业所占相对比率呈稳态趋势，仅由 2000

年的 37.9%降到 2014 年的 35.4%，这说明安徽省第三产业的发展实力不足，有待进一步提高。

2.3 安徽省城乡居民收入差及消费差的现状分析

由图 3 所示，安徽省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及消费支出差距都随着时间的增加表现出递增的趋势，

城乡收入差距从 2000 年的 3358.98 元增加到 2014 年的 14922.1 元，增长幅度达 344%，而消费支出差

距从 2000 年的 2911.48 元增加到 2014 年的 8126.31 元，且收入差距的增幅高于消费支出差距。尤其

是 2014 年表现最为明显，城乡居民收入差比消费支出差多出 6795.79 元，这表明安徽省城乡居民消费

力度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居民收入有待进一步提高。因此，目前安徽省最重要的任务是改善城乡居

民的收入差距，以缩小城乡居民的消费支出差距，进而提高城乡居民的消费购买力。

3 指标选取及实证研究

产业结构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合理化的产业结构有利于经济的健康发展，而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

会增加居民的收入水平，从而会提高居民的消费能力。因此，产业结构也是影响居民收入及消费支出

的关键因素，即产业结构的变化会影响居民收入及消费的变化。

3.1 指标选择与模型构建

为了能够清楚地认识到产业结构与居民收入及消费支出之间的关系，通过整理安徽省统计年鉴



2000—2014 年三次产业值与城乡居民收入及消费支出的相关数据，分别从第一产业值、第二产业值及

第三产业值对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及消费支出的因素进行分析（表 1)。其中，收入绝对差（Y0）是指城

市家庭人均收入与农村家庭人均收入的差，消费支出差（Y1）是指城市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性支出与农

村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性支出的差，在这里，把 Y0 和 Y1 分别作为因变量进行解释。而针对产业结构，

主要是分别选取产业结构内部第一产业值(X1)、第二产业值(X2)和第三产业值（X3)三个指标，作为解

释影响居民收入差及消费支出差的自变量。

城乡居民收入差与第一产业值呈正比例关系，与第二、三产业值呈反比例关系。第一产业主要是

农业，第一产业值越高，说明该领域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影响居民的收入水平提高，城乡收入的差

距缺口越大。而第二、三产业越发展，经济发展水平越提高，居民经济收入就增加，进而提高居民的

消费能力。

城乡居民消费支出差随着第一产业值的增加而拉大，而与第二、三产业的发展呈反比关系。消费

受收入的影响，即在一定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消费与收入之间是呈正比关系，而消费需求与收入差距

呈反比关系。



3.2 产业结构与城乡居民收入绝对差及消费支出绝对差的实证研究

产业结构与城乡居民收入及消费的关系密切，在一定条件不变的前提下，产业结构与城乡居民收

入及消费呈线性关系。运用 EViews3 对相关数据进行整理并分别对产业结构与城乡居民收入绝对差及

城乡居民消费支出绝对差作相关的计量统计模型分析，结果如下：





通过上述模型分析表明，第一产业值的变动对城乡居民收入绝对差及消费支出绝对差的影响较固

定，而第二、三产业值的变化对城乡居民收入绝对差及消费支出绝对差的影响较明显。

4 研究结论

根据上述模型的分析结果可以看出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值对城乡居民收入绝对差及消

费支出绝对差的影响显著。其中，第一产业值对城乡居民收入绝对差及消费支出绝对差的影响固定，

即呈正比例关系，而第二产业值与城乡居民消费支出绝对差却呈正比例关系，这与模型的假设不符，

表明改善城乡居民消费支出绝对差并不能仅依靠提高第二产业值，相反，应着重提髙第三产业值，同

时，第三产业值的提高并非就能改善城乡居民收入绝对差。这表明，安徽省应该根据省情而制定相应

的对策，不管如何，缩小第一产业值是改善城乡居民收入绝对差及消费支出绝对差的选择;努力发展第

二、三产业是作为改善城乡居民收入绝对差及消费支出绝对差的长期选择，当然，也可以根据第二产

业和第三产业与城乡居民收入绝对差及城乡居民消费支出绝对差的关系作出短期的发展策略。

产业结构内部的产业构成比例对居民收入及消费支出的影响显著，因此，要想从根本上改变安徽

省经济发展滞慢的现状，必须改善现有的产业结构比例，这样才可以提高安徽省的经济发展整体面貌

，才能增加居民的经济收入，进而提高居民的消费支出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改善城乡居民收入差

距及消费支出差距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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