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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类典型区域农村居民消费差异性数量预测研究 

----以重庆为例 

李虹
1
  艾熙

2 

（1.重庆工商大学 经济管理实验教学中心，重庆 400067； 

2.重庆市北碚区人民检察院，重庆 400010） 

［摘 要］ 针对全国三十多个省（市、区）划分出五大类农村消费区域，对区域生活消费支出波动趋势、消费结

构与消费主体行为差异的实证研究。采用扩展线性支出系统模型进行回归分析，预测典型消费区域农村居民消费结

构变化趋势。追溯其演变的历程，剖析各个区域间消费主体支出水平、农村消费结构现状及所造成五类典型区域消

费差异的原因，广泛采取层次性和谐模式消费减缓由消费区域差异而导致的区域经济增长效率的损失。 

［关键词］ 五大类区域；农村居民消费；差异性比较 

［中图分类号］ K901          ［文献标识码］ A 

1 前言 

1978—2014 年间，农村居民家庭纯收入从13.6 元增长到9892.0 元，增长率19.49% ；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从116.1 元增长

到8382.6 元，增长率13.41%。可见，1978— 2014 年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有了质与量的提升。但农村居民人均支配收

入和生活消费支出水平与城镇居民和全国平均水平相比，差距相当大。1978—2014 年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从343.4 

元增长到28843.1 元，增长率13.93% ；生活消费支出从311.2 元增长到19968.1 元，增长率13.04%。从这几组数据可见，都比

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增幅倍数和基数高很多。我国1978-2014 年间，GDP 从3650.2 元增长到636138.7 元，增长率16.40%。

仅仅从我国GDP 看已经步入小康，但农村居民收入与消费的增长与同期城镇居民之间的差距甚远，而且这种差距还在继续扩大

之中。根据我国1993—2014 年间农村居民收入和生活消费各类平均值指标为依据，结合典型五类消费区域的具体数据，通过把

实际差异数据指标的变化融合在各省（市、区）的演变历程中进行剖析，为各阶层农村居民收入、消费演变历程；消费结构、

收入水平现状分析提供具有研究价值的参考基准。最后通过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GDP 和恩格尔

系数等作为参考系，对各省（市、区）及典型五类消费区域间比较，提供可靠参考和基准。 

2 五类消费区域生活消费支出的演变历程 

2.1 第一类典型区域农村居民生活消费支出演变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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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类典型区域涵盖北京、上海、浙江3 省。截止到2014 年，这3 省的GDP 分别增加到99995.0 元、13858.1 元、19365.4 

元；到2014 年底，北京、上海、浙江恩格尔系数分别为0.28 左右、0.36左右、0.32 左右，都步入富裕城市行列。2013-2014 年

间，全国同期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从13320.4 元增长到14491.4 元，增幅倍数将近1.07 倍。由此可见，第一类典型区域的三个省

市增幅同全国同期水平差别不大，但是绝对值远远高于全国同期水平。 

2.2 第二类典型区域农村居民生活消费支出演变历程 

第二类典型区域涵盖江苏、广东、福建、天津4 省。截止到2014 年，该区域4 个省的GDP 分别增加到65088.32 元、19205.5 

元、17644.5 元、22343 元。到2014 年底，江苏、广东、福建、天津恩格尔系数下降到0.31、0.40、0.38、0.31。由此可见，

天津农村居民的富裕程度是该区域最高的，第二类典型区域的平均水平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天津人均GDP 领先为首，但是个

别省市区在人均消费支出水平、人均GDP、恩格尔系数三项指标之间的关系不显著，没有出现明显的对应性。 

2.3 第三类典型区域农村居民生活消费支出演变历程 

第三类典型区域涵盖辽宁、山东、吉林、内蒙古、湖南、黑龙江和湖北7 省。到2014 年7 省GDP 分别增加到28626.58 元、

59426.59 元、13803.14 元、17770.19 元、27037.32 元、15039.38 元、27379.22 元。带2014 年底，辽宁、山东、吉林、内

蒙古的恩格尔系数分别为0.28、0.31、0.29、0.30，步入小康迈向富裕阶段；但内蒙古比山东和黑龙江分别低1% 个点、高2% 个

点，由此可见，内蒙古的富裕程度要高于山东、低于黑龙江和湖北。湖南、黑龙江、河北恩格尔系数为0.34、0.28、0.31 步入

小康省份行列。 

2.4 第四类典型区域农村居民生活消费支出演变历程 

第四类典型区域涵盖河北、江西、山西、安徽、宁夏、河南、四川、陕西、青海、海南、广西、新疆和重庆13 省。到2014 

年13 省GDP 分别增加到8248 元、7548.3 元、6991.7 元、7980.8 元、7676.5 元、7029.0 元、8309.1 元、7252.4 元、8235.1 

元、7029.0元、6675.1 元、7635.3 元、7982.6 元，全国同期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从769.7 元增加到2014 年的8382.6 元，增长

了将近10.9 倍。可见13 个省、市、区的增长倍数、绝对值与全国同期差别不大。到2014 年恩格尔系数分别是0.36、0.29、0.36、

0.29、0.41、0.29、0.32、0.43、0.37、0.34、0.40，河北成为13 个省的首富，江西、山西、陕西已经步入富裕省份行列，安

徽、宁夏、青海、广西已经步入小康省行列，河南处于小康向富裕省份行列迈进的努力过程中，四川、海南正从温饱阶段向小

康水平奋斗的过程中，新疆农村居民富裕程度低于河北、山西和陕西这3 省，重庆还处于正在解决温饱阶段。 

2.5 第五类典型区域农村居民生活消费支出演变历程 

第五类典型区域包括云南、西藏、甘肃、贵州4 省，与前四类典型区域各省（市、区）相比，增长倍数幅度最小，同全国

的初期期末值比较也是最低的，可见这4 个省（市、区）的消费支出处于全国末端。截止到2014 年，这4 省的恩格尔系数分别

为0.36、0.53、0.35、0.37。云南、甘肃这2 省步入小康，甘肃农民恩格尔系数绝对值在该区域中处于首位，西藏则处于最末

尾，贵州已经实现了从赤贫到温饱的跨越。 

3 2015-2025 年重庆农村居民消费结构数量预测 

3.1 重庆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预测 

2010-2015 年重庆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时序对GDP 时序做线性回归分析，得估计方程Y=1776.29+2.7929GDP，回归结果

a=1776.29，b=2.7929，R2=0.9962，调整R2=0.9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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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第一步计算的GDP 预测值代入方程，可得预测期各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的预测值，见表1。 

 

3.2 历年各项消费与可支配收入的回归分析 

利用2010-2014 年重庆农村居民各项消费支出和可支配收入的数据，利用扩展线性支出系统模型PiXi=ai*+bi*Y 进行回归

分析。回归结果见表2。得到各类消费支出的回归方程： 

 

 

3.3 各项消费预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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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第二步所得可支配收入的预测结果代入第三步各支出项目的回归方程，可得各年预测年各项消费的预测值，见表3。 

 

4 研究总结 

4.1 五类消费区域农村居民收入构成差距大 

第一类典型区域和第二类典型区域的经济发展程度高，居民的工资性收入是最高的。2010—2014 年间，工资性收入在总收

入中所占的比重在40% 以上，占收入来源比重较高。取任一年的横截面数据分析，当工资性收入高时，财产性收入也随之很高。

在第五类典型区域中，居民收入来源中经营性收入所占比最高，工资性收入则是最低的。在第一类典型区域中，居民的转移性

收入最高，这可能与区域内各个省（市、区）的财政对农村居民转移性支付较高有一定的关联。 

4.2 五类消费区域农村居民食品消费结构有所改善、差异较明显 

根据每一年的横截面数据分析可见，北京、上海和浙江三个省（市、区）的人均收入和消费水平处于最高位置，这三个省

（市）的人均粮食消费支出占有量绝对值在全国31 个省（市、区）中处于最低位，消费量较少的有谷物类粮食品种，保持量不

变或适当增长的有蔬菜、蛋类及其制品，说明这些典型区域的农村居民生活消费结构已经发展到较高阶层，消费结构得到一定

改善。经济发展程度较低的省（市、区），以青海、西藏、甘肃等为例，从2010-2014 年间纵向数据分析，这几个典型区域的

粮食消费处于顶级水平，居民的生活消费结构处于低级阶段。从食品消费的绝对值来看，不同典型区域之间的差异是非常明显

的，上海、北京等发达省（市、区）的居民核心粮油食品支出绝对值与西藏、青海等省（市、区）的差异程度非常大。 

4.3 五类消费区域农村居民耐用消费品不同程度增加、差异十分明显 

2010-2014 年间，各典型区域的耐用消费品拥有量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长，在农村居民五项耐用消费品拥有量绝对值数额比

较中，北京和上海两市处于领先首位；云南、贵州、西藏和新疆4省（市、区）的农村居民耐用消费品，年末拥有量水平值显著

低于其他省（市、区）。截止到2014 年，北京在每百户中电话、洗衣机、冰箱和彩电的拥有量分别高出西藏90 台左右，这两

个省市的生活消费差距巨大。由此可见，在典型消费区域中农村居民的食品消费结构间差异与居民耐用消费品拥有量间有显著

相关性，在食品消费结构合理的省（市、区），耐用消费品也会有较高量，食品消费结构不合理的省（市、区），耐用消费品

拥有量也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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