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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变动的实证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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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农村经济、社会结构的不断优化,广大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也相应地发生了重大变化。

采用1980-2009年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变动度,对我国消费结构的总体变化和趋势进行考察,进而利用ELES模

型对我国农村居民各项支出的边际消费倾向、需求弹性和价格弹性等指标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尽管广大

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在不断改善,但边际储蓄率仍然较高;不同类型消费品间的边际消费倾向相差很大;当前农民

较低的收入水平依然是制约农村消费结构升级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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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年纯收

入由1980年的191.3元上升到2009年的5153.2
元,增长了近27倍,年均增长11.6%。相应地,生
活支出则从162.2元增长到3993.2元,年均增长

11.3%,其中恩格尔系数从0.62下降到0.41。
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是经济

可持续增长的重要动力。凯恩斯[1]曾提出:“消费乃

一切经济活动之唯一目的,唯一对象,如果消费倾向

一经减低成为永久习惯,则不仅消费需求将减少,资
本需求亦将减少”。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学者

提出“消费结构”这一概念。蒂阿格兹提出家庭消费

结构支出分类方法,被确定为是消费结构概念明确

提出的标志,在此基础上,恩斯特·恩格尔提出了恩

格尔定律研究方法,英国经济学家斯通则提出线性

支出系统(LES)模型,使消费结构研究进入到了一

个崭新阶段[2]。进入21世纪,国内众多学者开始对

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进行系统的研究。熊

吉峰[3]在对1980年以来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结构进

行聚类划分的基础上,运用灰色动态关联分析法与

GM(1,1)预测模型,对农村居民消费结构演变过程

及其发展趋势进行研究后认为,农村居民消费结构

转型速度较慢,农村居民消费结构质量差的问题仍

然非常突出;李锐[4]运用 ELES模型对农村居民消

费进行实证分析后发现,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在

不断改善,但还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主要原因是

收入的低水平和不确定性;乌德政等[5]认为,制约农

村居民消费行为的主要因素包括收入的持续下降和

不稳定性、制度供给缺位和消费环境差等,所以应该

加大中央政府对农业的财政性投入,促进农村居民

消费水平的升级。
总体来看,对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研究的现

有文献要么使用的计量方法较为单一,要么侧重于

消费结构中某一方面的研究,而采用综合研究方法,
进行研究的文献较少。

有鉴于此,本文对我国1980-2009年农村居民

消费结构变动度进行测算,并利用ELES模型对各

项支出的边际消费倾向、需求弹性和价格弹性等相

关指标对农村居民消费结构进行研究。

  一、测度方法

1.结构变动度

消费结构是居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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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比例关系,对农

村消费结构变动通常采用消费结构变动度指标。该

指标一般采用期末各类消费占总消费额的百分比减

去期初同类消费占总消费额的百分比,其差的绝对

值求和即为一定时期的结构变动值[6],即
结构变动度=∑ Xi1-Xi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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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Xi1、Xi0分别为期末消费、期初消费占总

消费的百分比。

2.ELES模型及其估计方法

ELES模型(即扩张线性支出系统模型)是对消

费结构进行研究的经典方法[2],其基本形式为:

qi =ri+βi

pi
[Y-∑

j
pjrj] (2)

  其中,ri为第i种商品的基本需求量,βi为第i
种商品的边际消费倾向,qi为第i种商品的消费总

量,pi、pj分别为第i、第j种消费品的价格,待估参

数是基本需求量ri和边际消费倾向βi。本文采用最

小二乘法对参数进行估计,可将(2)式改写为:

piqi = [piri-βi∑
n

j=1
pjrj]+βiY+μi =αi+βiY+μi

(3)

  其中,μi 为随机扰动项。

对(3)式进行回归,可得参数估计值αî 和βî(i=

1,2,……n),进而得到pîrî,同时可求出需求的收

入弹 性ei=
췍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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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农村消费结构变动趋势

1.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变动度

本研究所有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1981—

2010)和中国农村统计年鉴(1981-2010),对于少数

缺失的数据,采用相关的计量方法进行处理。利用

公式(1),对1980-2009年期间消费结构变动度进

行测算,结果见表1。
表1 1980-2009年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变动度

消费项目 1980-1984 1985-1989 1990-1994 1995-1999 2000-2004 2005-2009
食品 0.0094 0.0143 0.0047 0.0158 0.0116 0.0117
衣着 0.0049 0.0034 0.0031 0.0031 0.0012 0.0008
居住 0.0086 0.0080 0.0061 0.0037 0.0046 0.0114
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 0.0071 0.0039 0.0023 0.0019 0.0012 0.0015
交通通信 0.0033 0.0016 0.0019 0.0050 0.0067 0.0027
文教娱乐用品及设备 0.0079 0.0036 0.0048 0.0056 0.0037 0.0061
医疗保健 0.0020 0.0014 0.0017 0.0034 0.0022 0.0022
其他商品及服务 0.0039 0.0006 0.0021 0.0025 0.0021 0.0008
结构变动值 0.0471 0.0368 0.0265 0.0409 0.0332 0.0371
年均结构变动度 0.0079 0.0061 0.0044 0.0068 0.0055 0.0074

 注:数据根据历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数据计算而得。

  从表1可以看出,1980-1984年以及2005-
2009年期间消费结构的变动较大,前者主要是由于

农村土地承包政策的实行,农民收入增加,在解决温

饱的同时衣着和居住消费开始增加,随着农民收入

积累的增加,攀比心理浓厚和消费示范效应的存在,
开始盖新房和装饰自己的房屋,掀起了新一轮的建

房热潮,导致消费结构变动较大;而后者则主要是由

于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大量的农村居民纷纷外出

打工,使得交通通讯等消费增加,同时受城市环境的

影响和社会就业压力的增加,文教娱乐用品及设备

的影响呈现继续上升的趋势,再加上我国农村合作

医疗制度的推进,农民的医疗卫生需求得到了部分

释放,这些都构成了农村消费结构变动的持续因素。
但必须看到,从总体上看,消费结构的变化幅度还是

很小的,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农民的收入水平还

较低。

2.消费对结构变动度的贡献率

在对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变动度进行分析的

基础上,进一步对农村居民各项消费对结构变动的

贡献率做进一步的分析,结果见表2。
表2 各项消费对结构变动度的贡献率 %

消费项目 1980-1984 1985-1989 1990-1994 1995-1999 2000-2004 2005-2009
食品 19.92 38.90 17.67 38.67 34.79 31.48
衣着 10.33 9.10 11.57 7.66 3.46 2.05
居住 18.19 21.83 23.02 8.96 13.96 30.78
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 15.11 10.60 8.55 4.52 3.61 3.99
交通通信 7.08 4.30 7.23 12.18 20.18 7.17
文教娱乐用品及设备 16.84 9.87 17.99 13.65 11.09 16.50
医疗保健 4.28 3.80 6.29 8.23 6.68 6.04
其他商品及服务 8.32 1.68 7.80 6.03 6.22 2.05

 注:数据根据历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数据计算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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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表2中各项消费支出对结构变动度的贡献率

来看,农村消费结构由不合理到相对合理的转变,花
了将近20年时间,主要原因是我国农村恩格尔系数

居高不下,一直在50%以上,对消费结构变动的贡

献率低。2000年之后恩格尔系数加速下降,对结构

变动的贡献率开始加大,相应消费结构则迅速向合

理状态转变。
从表2中还可以看出,各项消费对结构变动度

的贡献率的大小依次为:食品、居住、文教娱乐用品

及设备、交通通信、医疗保健、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
衣着和其他商品及服务,对结构变动度贡献率增加

的有食品、居住、交通通信和医疗保健;而减少的则

有衣着、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文教娱乐用品及设备

和其他商品及服务,其中贡献率增加最大的是居住,
年均增加1.77%,减少最大的是衣着,年均下降

5.25%。由此可以看出,在保证基本生活需要的基础

上,人们开始合理安排消费支出,但是食品和居住在

消费结构变动中占据很大的份额,贡献率较高,也说

明农村居民的收入不高,收入的主要部分还是消费

在满足基本生活的需要上,用于其它项的消费投入

太少。而且我国的资本市场极不完善,尤其是农村

的借贷市场,几乎不存在消费信贷的中国农户经济

中,居民的消费并不是平滑的,流动性约束、保险市

场的缺失以及农业生产季节性等大量不确定性的存

在,农民的消费谨慎度提高。在满足基本消费的基

础上,转移部分非基本消费支出用于储蓄,谨慎度增

加,储蓄增加,货币的流动性就差,流动性约束假说

证明流动性约束无论何时发生,都会使一个人的消

费比他想得到的要少,即使是发生在未来也会减少

当期消费。

  三、ELES模型检验

1.居民消费结构的时间序列分析

将1980—2009年农村居民按不变价格计算的

人均纯收入和各项消费支出的时间序列数据代入

ELES模型,结果见表3。
表3 1980-2009年农村居民ELES模型检验结果

支出项目 αî βî R2 值 F检验 标准误

食品 41.3320** 0.2780*** 0.9473 486.1811 11.2693
(7.4971) (22.0501)

衣着 10.3162*** 0.0260*** 0.9082 267.1943 1.4394
(14.6493) (16.3462)

居住
-0.6570 0.1220*** 0.9432 443.5780 5.1668
(-0.2601) (21.0611)

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 1.4983* 0.0323*** 0.9131 282.4532 1.7215
(1.7781) (16.8062)

交通通信 -24.7760** 0.1001*** 0.9064 260.9122 5.5401
(-9.1412) (-16.1502)

文教娱乐用品及设备 -14.8963** 0.1001*** 0.8981 236.7231 5.8241
(-5.2282) (15.3861)

医疗保健 -11.6502** 0.0630*** 0.9592 634.6290 2.2299
(-10.6791) (25.1922)

其他商品及服务 -3.1362* 0.0221** 0.7963 105.0161 1.9273
(-3.3262) (10.2480)

合计 -1.9690 0.7430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统计年鉴数据计算而得。其中括号内为t检验值。其中*、**、***分别表示系数通过10%、5%和1%显著
检验,下表同。

  从表3中可以看出,考察期间我国农村居民的

边际消费倾向是0.7430,也就是说,收入每增加一

元就有0.743元用于消费。其中边际消费倾向按从

小到大的顺序依次为:食品、居住、交通通信、文教娱

乐用品及设备、医疗保健、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衣
着、其他商品及服务。

我国农村居民的消费支出重点在食品、居住、交
通通信和文教娱乐用品及设备上,尤其是食品占了

很大的比重,远远大于其他消费品的边际消费倾向。

总体上看我国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仍然处于一个比

较低级的消费阶段,依然是食品和居住为主;同时我

们可以看到交通通信和文教娱乐紧随其后,经济的

发展,农村居民收入增加,农村基础设施不断完善,
农民消费观念不断转变,加速了农村消费结构的

转变。

2.居民消费结构的截面分析

在对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结构进行时间序列分析

的基础上,下面进一步采用截面数据探讨我国农村

25



第6期 李 鹏 等: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变动的实证分析  

消费结构的变动。将2009年按不变价格计算的农

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和各项消费支出分组后代入

ELES模型,分析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特点[7],
计量结果见表4。

表4 2009年农村居民ELES模型检验

支出项目 αî βî R2值 F值 pîrî 收入弹性

食品 45.5142** 0.2661*** 0.9462 492.5042 274.4 0.83
(8.3011) (22.1927)

衣着 9.8851*** 0.0289*** 0.9082 267.1945 34.0 0.71
(14.4912) (18.5025)

居住
-3.7710 0.1311*** 0.9422 457.6315 109.0 1.03
(-1.3471) (21.3923)

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
1.1713 0.0332*** 0.9304 371.6547 29.6 0.96
(1.4802) (19.2781)

交通通信 -24.9202*** 0.1012*** 0.9243 341.1121 61.1 1.41
(-10.0021) (18.4691)

文教娱乐用品及设备 -12.0232** 0.0922*** 0.8760 198.1473 67.2 1.18
(-4.0231) (14.0761)

医疗保健 -11.9521* 0.0642*** 0.9671 827.8021 43.1 1.28
(-11.7890) (28.7721)

其他商品及服务 -2.7001* 0.0211*** 0.8032 113.8665 15.4 1.18
(-3.0221) (10.6711)

合计 1.2055 0.7360
 注:数据根据2010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数据计算而得。

  从表4中可以看出,2009年我国农村居民的边

际消费倾向为0.7360,比表3中的边际消费倾向低

一些,这表明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农村居民的消费

行为符合绝对收入假说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
当然农民的消费行为还要受到政策和制度改革因素

的影响,农村的医疗体制改革、社会养老保险政策的

试点实行和教育体制改革就是很好的例证。通过表

3和表4的对比可以看出我国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

没有太大的改变,各消费项目的边际消费倾向的大

小顺序没有改变,只是在消费结构的构成上发生了

改变,各项目的边际消费倾向有升有降。变化较大

的是居住、文教娱乐用品及设备和衣着,居住上升了

7.4%,文教娱乐用品及设备下降了8.0%,衣着上

升了7.7%,其他项目的边际消费倾向变化很小;交
通通信、医疗保健和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都有了不

同程度的上升,食品和其他商品及服务则有所下降。
这些说明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农村居民的消费结

构正在发生着变化,除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外,其他

用于享受和发展的消费品的边际消费倾向都是增加

的,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正在向更高的层次发展。但

是,我国农村消费结构变迁的速度是很缓慢的,农民

的消费支出中依然是食品和居住占据着很大的比例。
此外还可以观察到,食品、居住和家庭设备用品

及服务的收入弹性均小于1,衣着最低。这表明我

国农村居民对这3类的消费处于缓慢增长状态。其

他5类的收入弹性均大于1,交通通讯最高为1.41,
医疗保健为1.28,其他商品及服务和文教娱乐用品

及设备都是1.18,居住为1.03。说明农村居民对这

些消费项目的增长快于收入的增长速度,而且这些

大部分属于享受型和发展型的消费品,我国农村居

民的消费水平和生活质量在不断提高。国家应该在

政策和制度上促进农民在这些方面的消费,这样才

能深层次的挖掘农村消费市场,拉动内需以促进农

村经济的增长。

3.居民消费结构的价格弹性分析

利用自价格弹性和互价格弹性公式,计算农村

居民各类消费品支出的自价格弹性和互价格弹性,
结果见表5。

从表5可以看出,我国农村居民各项消费品支

出的自价格弹性的绝对值都较大,食品的绝对值最

小,其他商品及服务的最大。说明我国农村居民对

各类消费品的消费受自身价格的影响较大。此外,
各项消费支出的互价格弹性的绝对值都比较小,说
明我国农村居民对各类消费品的消费支出受其他类

型消费品的价格变化的影响很小。表中负号表示消

费品的价格与其消费量成反方向变化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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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2009年农村居民各项消费支出价格弹性

食品 衣着 居住 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 交通通信 文教娱乐用品及设备 医疗保健 其他商品及服务
食品 -0.7659 -0.0105 -0.0337 -0.0091 -0.0189 -0.0208 -0.0133 -0.0048
衣着 -0.0089 -0.9616 -0.0035 -0.0010 -0.0020 -0.0022 -0.0014 -0.0005
居住 -0.0418 -0.0052 -0.8900 -0.0045 -0.0093 -0.0102 -0.0066 -0.0023

家庭设备
用品及服务

-0.0105 -0.0013 -0.0042 -0.9668 -0.0023 -0.0026 -0.0017 -0.0006

交通通信 -0.0319 -0.0039 -0.0127 -0.0034 -0.9361 -0.0078 -0.0050 -0.0018
文教娱乐

用品及设备
-0.0293 -0.0036 -0.0116 -0.0032 -0.0065 -0.9291 -0.0046 -0.0016

医疗保健 -0.0204 -0.0025 -0.0081 -0.0022 -0.0045 -0.0050 -0.9531 -0.0011
其他商品
及服务

-0.0067 -0.0008 -0.0027 -0.0007 -0.0015 -0.0016 -0.0011 -0.9825

 注:数据根据表4数据计算得到。

  四、结 论

通过实证分析,得出如下几点主要结论:我国农

村居民的边际储蓄倾向较高,各类消费品的边际消

费倾向差异很大,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在不断改善,
但还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农民的收入水平低严

重制约了消费结构的变动;利用时间序列和截面数

据计量的结果表明,我国农村居民的消费行为符合

绝对收入假说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针对农村

居民消费结构不合理的问题,政府应该在如下几个

方面制定相应的政策: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增加农民

收入;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解决农民的后顾之

忧;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革商品流通体制;加
大农民生产生活两用型消费的信贷支持力度,尽量

减少不确定性和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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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iricalAnalysisonRuralResidents’ConsumptionStructuralChangeinChina

LIPeng,ZENGGuang
(CollegeofEconomicsandManagement,HuazhongAgriculturalUniversity,Wuhan,Hubei,430070)

Abstract WiththeoptimizationofChina’sruraleconomyandsocialstructure,theconsumption
structureofruralresidentshasalsochangedgreatly.Basedonthestructuralchangesindegreeofrural
residentsfrom1980to2009,thispaperfirstanalyzesthetotalchangeandtendencyofconsumption
structure,andthenusesELEStoanalyzeexpendituresforruralresidentsinmarginalpropensitytocon-
sume,demandelasticityandpriceelasticityandsoon.Theresultsshowthateventhoughtheconsump-
tionstructureofruralresidentsisgraduallyimproving,themarginalsavingsrateisstillhigh;themar-
ginalpropensitytoconsumeisdifferentamongdifferenttypesofconsumergoods,andlowerincomeof
farmersisstillthemajorfactortorestraintheupdatingofruralconsumptionstructure.

Keywords consumptionstructure;structuralchangesindegree;ELESmodel;ruralresidents;

priceelasti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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