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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引导服务型消费 

助推崇明乡村振兴 

——崇明服务型消费调查分析 

夏璟璟 

“产业振兴､ 生活富裕”既是乡村振兴战略的核心要义,也是崇明践行中央乡村振兴战略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如何才能在崇明农村实现“产业振兴､ 生活富裕”?大力引导服务型消费,带动服务型产业发展,实现居民充分就业,

是增加农村居民收入的有效路径｡ 最近,国家统计局崇明调査队对崇明农村居民服务型消费发展现状､ 面临问题及

如何进一步推动发展服务型消费进行了专题调研,并根据调研结果提出了对策建议｡  

一､发展现状 

(一)服务型消费发展慢 

本文的服务型消费是非实物型消费,表现形式上往往是生产与消费同步进行,具体内容包括居民在教育文化娱乐､医疗保健､

交通通信等方面的消费｡服务型消费占总消费比重髙低是衡量一地居民生活质量的重要标志｡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发展

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在城乡居民总体消费中,用于衣着､食品的生活型消费比重正在不断下降,而用于居民享受和发展的

服务型消费比重逐年上升,正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有效引擎｡从崇明实际情况看,服务型消费发展较慢｡2017 年数据显示,崇明全

体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总支出为 22357 元,其中服务型消费支出(不含自有房折算租金,下同)为 6994 元,占全部消费支出的 31.3%｡

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总支出为18935元,其中服务型消费支出为5621元,占比为29.7%｡在2012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总消费中,

服务型消费支出占 26.4%。 

纵向数据可见 5 年的发展并未使崇明农村居民服务型消费水平有较大提升｡而从横向对比看,与发达国家人均服务型消费占

比普遍超 60%的水平相比,崇明城乡居民服务型消费占比水平仍然是偏低的｡ 

(二)服务型消费不发达 

消费是拉动居民增收的“一驾马车”｡服务型消费所对应的通常是居民四大类收入中的工资性收入｡而崇明居民家庭工资性

收入水平较低也直接反映了服务型消费的不发达｡ 

从近两年数据看,在 2017年,崇明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33480元,其中工资性收入为 18174元,占比为 54.2%｡与崇明发

展水平相当的金山区､奉贤区这一占比分别达到 67.8%和 71.4%｡在 2016 年,崇明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30503 元,其中工资

性收入为 16628元,占比为 54.5%｡金山区､奉贤区这一占比分别为 68.4%和 71.5%｡ 

二､制约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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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亮点项目缺乏制约服务型消费增长 

服务型项目是服务型消费生成的有效载体｡不过,受岛屿历史､居民文化和交通通行等主客观因素影响,崇明目前缺乏亮点消

费项目,服务型产业发展也相对缓慢｡这导致了岛内外居民在崇明的服务需求得不到很好满足和释放｡如崇明百联综合体项目就

是典型案例,一直被崇明百姓所热盼,但受商业环境不佳､投资前景不明等因素影响,迟迟不能开业｡崇明的生活服务业依然处于

小而散的状态,服务业总体能级与百姓日益增长的生活需求存在差距,发展水平滞后于发展需要｡又如崇明的旅游行业,一直被认

为是世界级生态岛建设的支柱行业,但由于缺乏亮点旅游项目,对岛内外游客的吸引度和消费力十分有限｡统计数据显示,2017 年

全年,崇明接待游客人数为 551.3万人次,实现旅游营业收入 110330万元,人次旅游消费仅 200元,远远低于全国同类旅游城市水

平｡ 

(二)居民收入偏低制约服务型消费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崇明居民收入水平得到了持续提升,但与上海市区及兄弟郊区居民收入相比,崇明的居民收入与其仍有较大

差距｡如 2017年崇明全体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33480元,增速为 9.8%;相比上海全市的 58998元(增速为 8.6%)仍有不小差

距｡ 

收入差距直接导致购买力差距｡而人们的消费是分层递进的,只有在衣食住行等生活型消费得到充分满足的基础上,才可能

进行更髙层次的消费｡高层次消费中包含大量服务型消费内容,如旅游消费､教育文化消费､医疗保健消费等｡同时,这些服务型消

费的收入弹性要远远大于生活型消费｡所以,崇明居民,尤其是农村居民收入偏低严重制约了崇明服务型消费发展水平｡ 

(三)刚性需求高挤占了服务型消费增长空间 

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医疗､教育､养老､住房等产业的全民保障范围和程度都有限,这导致了百姓有“三怕”——怕老

无所依,怕无钱治病,怕教育投入｡这“三怕”导致城乡居民“愿多储蓄,不愿消费”,刚性需求挤占了城乡居民服务型消费需求,

导致服务型消费发展水平偏低｡而除了“前景不明”,不敢消费外,从崇明实际情况看,由于经济不发达,离市区的就业市场和消

费市场均较远,百姓往往还要为子女在市区购置一套住房,以方便自身或子女在上海市区就业､求学,而市区高昂的房价也大大挤

占了服务型消费空间｡ 

(四)基灿设施不到位制约服务型消费增长 

在崇明服务型消费构成中,应该包含三岛居民自身服务型消费和岛外居民来崇服务型消费两部分｡不过,崇明的基础设施不

到位,尤其是交通基础设施不完善直接抑制了这两部分消费｡从三岛居民消费看,由于本岛缺乏服务型消费项目,而到上海市区及

江苏等地的交通基础设施又不发达,三岛居民往往很难享受岛外高水平的服务型消费项目,所以三岛居民常常面临“想消费,却无

处消费”的窘境｡从岛外居民看,崇明拥有丰富的生态自然资源和优质农业资源,是享受型和发展型服务消费的理想场所,但受基

础设施不健全制约,岛外居民来崇明消费的时间成本和资金成本均较高,也大大降低了来崇明消费的动力｡ 

三､相关建议 

(一)围绕三大特色,打响崇明购物品牌 

目前,上海正在全力打造“上海服务､上海制造､上海购物､上海文化”四大品牌｡崇明应主动对接上海四大品牌打造良机,结

合自身生态､农业､体旅项目优势,打造自身“崇明购物”品牌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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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结合生态优势,打造生态消费髙地｡要以筹备第十届花博会为契机,主动顺应消费升级大趋势,以更好满足需求､创造需

求､引领需求为导向,以创造绿色生态消费环境､提髙生态产品供给质量､建设海岛特色的商圈街区为着力点,打造引领生态消费

潮流的风向标,形成与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建设和上海卓越全球城市定位相匹配的商业文明,使崇明成为令人向往的生态消费髙地

｡ 

二是结合都市现代绿色农业优势,引领农产品消费新潮流｡要积极推进农贸结合,推动崇明特色农业区域品牌整合,通过加大

农业品牌整合培育营销力度､推进农产品直销和网上销售､加快培育新型经营主体､推进绿色食品认证管理,加快农产品质量安全

迫溯体系建设,提升崇明特色农产品生态价值,持续扩大崇明绿色食品地理标志覆盖面和影响力,加大崇明特色农产品市场供给,

引领高品质生态农产品消费新潮流｡ 

三是结合旅游体育优势,擦亮崇明生态旅游消费名片｡要不断优化旅游空间布局,完善旅游用地政策,按照国家 5A级旅游景区

标准,推进全域景观建设,推进旅游全产业链发展,构建形成“l+3+x”旅游消费空间布局｡在大的空间布局下,着力丰富旅游产品

供给,实施文旅､体旅､农旅结合,通过＂开心农场”建设,围绕自行车､足球､马拉松等主题和体育特色小镇建设,充分挖掘人文历

史､民俗文化等资源,培育一批特色鲜明､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旅游产品项目｡ 

(二)加大惠民利民政策,提升居民服务型消费水平 

扩大服务型消费需求的最根本对策就是要不断提升崇明居民的实际收入水平｡ 

一是要不断创造条件,增加就业机会｡由于缺乏产业支撑,出岛就业已经成为年轻人的首选｡因此,崇明亟需以生态岛建设特

色产业为抓手,促进优势特色产业培育与增加就业机会深度融合,进一步通过规划引领､政策倾斜､科技帮扶和生态产业链建设,

拓展居民增收门路,帮助中青年人群创造就业机会,提高工资性收入水平和在可支配收入中的占比｡ 

二是要加大生态宣传,助推居民增收｡通过推介会､展销会､媒体､广告等方式做好崇明生态岛特色宣传,大力发展将崇明绿色

宜居与“生态+”特色相融合的大健康旅游,促进第三产业发展,助推农村居民增收｡ 

三是盘活农村资产,增加财产性收入｡进一步健全土地流转机制,完善政府服务体系,促进农村土地有序流转｡加强对农村居

民投资理财知识宣传培训,增加农村居民投资理财的机会,提升防范风险的能力,让农村居民闲置资金发挥更大的经济效益,切实

提髙农村居民财产净收入｡ 

四是要加大财政投入力度,确保养老金稳定增长｡政府要加大投入力度,确保养老金稳定增长,要让养老金､离退休金上涨形

成常态;注重保障民生,建立健全具有崇明生态岛特色的养老､医疗模式,大力提高崇明农村居民转移性收入｡ 

(三)加强社保覆盖广度和深度,激发居民服务型消费潜力 

医疗､教育､养老等刚性消费有保障,增加确定性收入是激发居民服务型消费潜力的重要手段｡当前,我国各项社会保障制度

还处于不断完善中,这不可避免会增加居民在教育､医疗､住房等方面的刚性支出,从而挤占服务型消费购买力｡鉴于这样的状况,

要健全社保体系､提高医疗保险保障水平､全面推开大病保险､统筹推进社会救助体系建设,通过织牢社会保障这张大网,解决居

民有钱不敢花的忧虑,增强居民消费的底气｡ 

(四)不断完善基础设施,挖掘岛内外居民服务消费潜力 

完善的基础设施是释放崇明服务型消费增长潜力的重要保障｡在基础设施完善上,摆在首位的应该是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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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要大力进行交通补欠账工作,积极推进对接轨道交通入崇､北沿江高铁以及西线快速通道建设,大力发展绿色公共交通,真正

解决崇明对外交通通道单一,出行成本偏高的问题｡从岛外居民来崇明进行服务型消费上看,崇明要紧紧抓住长三角一体化建设

机遇,自觉融入长三角大交通圈和大商业圈,使崇明成为上海大交通格局中内接外联的重要支撑点,为方便岛外居民来崇明消费

打下基础｡ 

(作者单位:国家统计局崇明调查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