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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运用马克威软件中的聚类方法,对我国农民消费的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得出了我国农民消费结

构阶段性特点和地域性特征。表明我国农民消费结构趋于合理,国家政策对农民生活水平影响显著,政府已经

开始注重区域间的协调发展,农民的消费观念变化亦影响其消费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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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paperappliesclusteringmethodanalyzingthedataofChineseruralresidents’con-
sumption,whicheducestheperiodicalcharactersofChineseruralresidents’consumptionstructureand
thefeaturesoftheregion.ThispaperilluminatesthatChineseruralresidents’consumptionstructurehas
becomerational,andnationalpolicyinfluencesthelivingstandardofruralresidentsremarkably.The
statehasstartedtostrengthenharmoniousdevelopmentsamongtheregions.Factorsaffectingthecon-
sumptionlevelofruralresidentsincludethechangeofconsumptionconceptfrom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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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我国农民消费结构的变化特征

在分析我国农民总体消费结构的变化过程中,
单纯使用单项指标(如恩格尔系数)易失之偏颇。而

聚类分析法能对多项指标做简化的工作及分类,把
相似的个体(观察量)归于一类[1],具有客观性和全

面性。
笔者选取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农村居

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消费性支出的8项指标(食
品、衣着、居住、家庭设备及服务、医疗保健、交通

通讯、文教娱乐、其他商品及服务)数据为样本,利
用马克威软件对这些数据按年份进行聚类分析,
以分析自1990年以来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发展

变化情况。

1.我国农民消费结构阶段性划分

为了消除价格变动对农村居民消费结构产生的

影响,文章首先利用消费价格指数对1990-2006年

的农村居民各类消费支出进行可比计算,计算结果

如表1所示。

对以上数据,运用马克威软件,采用波洛克距离

(两项之间的距离是最大的变量值之差的绝对值)为

测度方法,以组间连接法(合并两类的结果使得所有

的两两项之间的平方距离最小)对消费结构进行聚

类分析 [1](本文其他部分均用此方法进行聚类分

析),结果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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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生活消费支出构成 单位:元

年份 食品 衣着 居住
家庭设备

用品及服务
医疗保健 交通通讯

文教娱乐
用品及服务

其他商
品及服务

1990 343.76 45.44 101.37 30.90 19.02 8.42 31.38 4.34
1991 349.03 49.92 99.71 34.55 21.84 10.04 35.62 5.15
1992 354.12 49.03 97.95 34.24 22.54 11.43 40.87 5.15
1993 367.02 45.45 87.72 36.69 36.69 14.30 47.95 10.74
1994 398.42 46.81 94.76 36.92 21.35 15.99 50.00 12.66
1995 435.24 50.87 103.24 38.80 24.07 19.13 58.01 13.07
1996 464.99 59.74 115.03 44.23 30.59 24.72 69.56 16.67
1997 456.05 56.05 119.47 43.75 31.99 27.62 75.91 17.56
1998 439.60 50.71 123.98 42.38 35.25 31.40 82.48 17.01
1999 435.48 48.35 122.23 43.22 36.78 36.10 88.42 18.03
2000 431.43 50.45 135.83 39.67 46.04 48.97 98.18 27.58
2001 433.34 51.48 145.57 40.16 50.40 57.37 100.49 29.43
2002 444.36 55.00 157.22 42.09 54.44 67.32 110.16 30.20
2003 456.85 56.86 159.01 42.10 59.68 83.80 121.52 22.18
2004 507.65 59.11 159.52 43.90 64.23 94.77 121.82 23.75
2005 559.40 71.51 178.17 53.64 80.91 117.92 142.23 26.24
2006 577.20 79.70 222.42 60.03 90.83 136.96 144.72 29.91

 注:以上数据通过对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进行可比计算后所得。原始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1991-2007)。

图1 1991-2006年我国农民消费结构阶段性划分谱系图

 注:横轴中的分类系数表示类与类之间的距离,采用组间连接法计算所得。

  从图1的聚类结果谱系图可知,1990-2006
年,我国农民消费结构可划分为4个阶段,即1990-
1994年、1995-1999年、2000-2004年、2005-
2006年,以下分阶段来分析。

2.我国农民消费结构阶段性的恩格尔系数分析

国际上常常用恩格尔系数来衡量一个国家和地

区人民生活水平的状况。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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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1)我国农民消费结构的第一阶段:1990-1994

年。这个阶段的农民的恩格尔系数介于57%~

59%之间,根据联合国粮组织提出的标准,这个时期

的农民生活为温饱水平。
(2)我国农民消费结构的第二阶段:1995-1999

年。这一阶段的农民的恩格尔系数下降为52.6%和

58.6%之间,说明农民生活水平虽然仍处于温饱阶

段,但总体生活水平略有上升。
(3)我国农民消费结构的第三阶段:2000-2004

年。这个时期的农民的恩格尔系数继续下降,降至

50%以下、47%以上。这说明农民生活水平显著上

升,达到小康水平。
(4)我国农民消费结构的第四阶段:2005-2006

年。这一阶段的农民的恩格尔系数仍呈下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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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于43%和46%之间,说明农民生活水平仍处于小

康阶段,且生活质量越来越好。

3.我国农民消费结构呈阶段性的政策原因分析

我国农民消费结构之所以呈阶段性发展,与国

家的政策有密切的关系[4-5]。
(1)我国农民消费结构的1990-1994年和

1995-1999年阶段:在这个阶段,国家采取了“非均

衡发展”模式,先后经过了由特区到开发区、由沿海

到内地的逐级演进,先是80年代初和中期的深圳、
珠海特区和海南特区,再是90年代初的上海浦东大

开发以及90年代后期的西部大开发。因而我国农

民在沿海和内陆东西部之间拉开的收入差距较大。
(2)我国农民消费结构的2000-2004年和

2005-2006年阶段:这个时期,中央政府曾先后采

取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来减轻农民的负

担[6]。例如,2000年开始了旨在减轻农民负担的农

村税费改革。中央确定的主要改革思路是,取消乡

统筹费、农村教育筹资等、专门面向农民征收的行政

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集资;取消屠宰税,取消

统一规定的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调整农业税和农

业特产税等等。为保证农村税费改革试点的成功进

行,防止农民负担的反弹,中央财政向由中央认定的

农村税费改革试点省市区连续进行财政转移支付,
例如2001年中央财政转移支付80亿元,2002年245
亿元。全国各地的改革实践已经证明,我国农村税费

改革是富有成效的,农村税费改革大大减轻了农民的

负担。因此,这一阶段的农民生活水平增长较快,达
到了小康水平。

  二、我国农民消费的地区性特点

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们得出明显的分界线年份

分别是1995、2000、2006年。接下来分别对全国各

地农民在这些年份的家庭消费支出进行聚类分析,
分别画出谱系图,采用组间连接法对我国30多个省

市聚类比较分析,再画出谱系图,从中分析我国农民

消费的地区性特点,并分析其形成原因。
(1)从图2看,1995年我国各地区农民消费在

地域上可细分为6个区域:1)上海;2)广东、浙江;

3)北京;4)福建、江苏;5)湖南、山东、四川、海南、
广西、湖北、江西、内蒙古、黑龙江、吉林、辽宁、天津;

6)西藏、新疆、甘肃、贵州、青海、山西、陕西、河南、云
南、安徵、宁夏、河北。

图2 1995年我国农民消费地区聚类分析谱系图

 注:谱系图纵轴中1~30个数字分别对应左边的省份,横轴中的分类系数表示类与类之间的距离,采用组间连接法计算所得,下同。

  1)、2)、3)和4)类基本上是东部沿海发达地

区,这些地区的经济发达,农民生活水平相对较高。
第5)类包括东北部老工业基地,经济发展较之中西

部地区相对要好些,山东,辽宁,河北、天津虽然是东

部地区,但其经济发展相对于其它沿海地区来说相

对较慢。第6)类基本上属于中西部地区。这个地

区经济不发达,因而这些地区的农民收入也相对较

低。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一是由于中西部较恶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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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2000年我国农民消费地区聚类分析谱系图

图4 2006年我国农民消费地区聚类分析谱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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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气候环境[7-8],二是由于当时中国对东部沿海地

区有较多的投资优惠政策,因而东部沿海地区发展

较快,中西部地区发展较慢。
(2)对2000年中国各地区的消费结构的聚类分

析。仍将之划分为6类:1)上海;2)北京;3)浙江;

4)广东、福建、湖南、江苏;5)青海、云南、贵州、四
川、重庆、海南、广西、湖南、江西、宁夏、河南、安徽、
黑龙江、吉林、内蒙古、甘肃、陕西、新疆、山西、河北、
山东、辽宁、天津;6)西藏。

2000年1)~4)类所包括的省份,基本上与

1995年1)~4)类相同。浙江、北京、广东、福建、江
苏各省市的经济发展都很快,但浙江和北京的经济

发展相对更快。湖南省在1995年归第 5)类,在

2000年与广东、福建、江苏同为一类,主要原因在于

湖南省的经济发展虽然不如广东、福建和江苏,但消

费观念和消费习惯与东部沿海地区有接近的趋势。
中西部地区大部分为第5类,农民生活水平虽然有

较大提升,但相对东部地区,仍有较大差距。主要原

因仍然是国家政策在这一时期依然向东部沿海地区

倾斜。而西藏为最后一类,农民收入较低,生活消费

水平低下,这主要由于其恶劣的地理环境和较差的

基本设施,牵制其经济的发展。
(3)从图4来看,2006年,我国各地区农民消费

在地域上划分为6类:1)上海;2)浙江;3)北京;

4)广东、福建、江苏;5)山东、辽宁、吉林、内蒙古、天
津;6)四川、重庆、海南、云南、广西、湖南、湖北、江
西、安徽、西藏、甘肃、贵州、新疆、青海、宁夏、河南、
陕西、山西、黑龙江、河北。

和2000年的区域划分相比,1)、2)、3)、4)类变

化不大。而5)、6)类变化明显。天津、山东、吉林、
内蒙古这几个地区经济发展迅速,农民生活水平上

升较快。而西藏和其它地区归为一类,表明中央实

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发挥了作用,西藏经济得到发

展,农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改善。此外,也说明了中国

政府已经注意区域之间的协调发展[9],各地区经济

的发展进入一个新时期,农民生活水平提高较快。

  三、结论

从以上分析可知,我国农民消费水平十几年来

已经发生了较明显的变化。归结起来有以下几点:

1.我国农民整体收入明显上升,消费结构日趋

合理

不管从我国农民的生活消费水平看,还是通过

恩格尔系数观察,我国农民整体收入大幅度提高。
除了满足温饱外,农民日益注重医疗保健、交通和通

讯、文教和娱乐及服务,表明农民生活质量上升,消
费结构日趋合理,从生存型发展转向享受型发展。

2.国家政策对农民生活水平影响较大,我国政

府已经开始注重区域间的协调发展

由于当时中国具体的国情,我国政府在改革开

放初采取了区域经济的非均衡发展战略[10],因而使

得东部沿海地区发展迅速,中西部发展迟缓。而随

着我国实力的增强,政府已经充分意识到区域经济

发展的差距,先后提出了西部大开发政策、振兴东北

老工业基地以及中部崛起战略等等。我们有理由相

信,未来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将逐渐缩小,农民生

活水平区域差异也将缩小。

3.诸多因素影响农民消费水平,农民的消费观

念变化亦影响其消费水平

毋庸置疑,有许多因素都会影响农民的消费水

平。当然,最重要的是农民的收入水平。其次,地区

性的差异对农民消费水平的高低也影响显著。此

外,农民的消费观念的变化也极大影响农民的消费

水平。虽然有些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并不是排在前

列,但由于其农民消费观念较先进,使得当地的消费

水平也相对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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