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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自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外需乏力，我国出口增长减速。与此同时，投资规模的迅速

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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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2003-2014年全国居民的收入基尼系数一直在高位徘徊，2014年为

0.469，与2003年的0.479相比，下降幅度十分有限；另外一方面，在我国整体收入水平的提高的同时，

收入中间人群密度持续下降，低收入和高收入人群均有上升（孙巍、苏鹏，2013）。从趋势上分析，这种

收入分布的格局变化必然会对居民的消费结构造成影响和冲击。随着收入的增长，不同收入群体的

消费者在不同的预算约束下面对不同的细分商品会做出什么样的消费选择，不同的消费选择最终会

如何影响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动，这些都是我们值得重点关注的问题。然而，以往的研究主要从整体角

度分析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及趋势，更多关注消费的均值效应来解释和回答我国的消费不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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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其福利水平的变化情况，同时量化消费者的需求潜力，对社会消费水平及其变化趋势有相当重要的

意义。

三、我国不同收入组城镇居民的消费结构变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维持了三十多年的经济快速增长，在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同时，居民

可支配收入有了大幅度的增长，但是，随着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上升，不同收入等级的城镇居民家庭的

贫富差距也逐渐扩大。这种收入差距的扩大往往被视作是限制中低收入阶层支付能力的主要原因，

也会形成不同组群居民消费结构的差异。从消费结构看，城镇居民生活消费品主要分为食品、衣着、

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医疗保健、交通通讯、教育文化娱乐服务、居住及其他杂项商品八大类。

表1 不同收入组城镇居民的家庭年平均消费支出（单位：元）

食品
最低收入户（10%）
低收入户（10%）
中等偏下户（20%）
中等收入户（20%）
中等偏上户（20%）
高收入户（10%）
最高收入户（10%）
衣着
最低收入户（10%）
低收入户（10%）
中等偏下户（20%）
中等收入户（20%）
中等偏上户（20%）
高收入户（10%）
最高收入户（10%）
家庭设备
最低收入户（10%）
低收入户（10%）
中等偏下户（20%）
中等收入户（20%）
中等偏上户（20%）
高收入户（10%）
最高收入户（10%）
医疗保健
最低收入户（10%）
低收入户（10%）
中等偏下户（20%）
中等收入户（20%）
中等偏上户（20%）
高收入户（10%）
最高收入户（10%）
交通通讯
最低收入户（10%）
低收入户（10%）
中等偏下户（20%）
中等收入户（20%）
中等偏上户（20%）
高收入户（10%）
最高收入户（10%）

1312
1554
1739
1932
2153
2384
2717
209
295
386
505
620
746
894
110
157
217
307
428
607
1001
116
141
175
206
256
312
402
104
153
197
261
338
444
592

54.2
51.6
48.8
45.4
42.2
39.1
34.9
8.6
9.8
10.8
11.9
12.2
12.3
11.5
4.5
5.2
6.1
7.2
8.4
10.0
12.9
4.8
4.7
4.9
4.8
5.0
5.1
5.2
4.3
5.1
5.5
6.1
6.6
7.3
7.6

1876
2368
2839
3379
3983
4741
5882
341
525
714
935
1187
1476
2042
183
268
382
540
724
1001
1633
284
364
468
615
771
972
1276
298
474
681
986
1389
1964
3898

47.0
44.5
41.8
39.0
36.4
33.8
28.2
8.6
9.9
10.5
10.8
10.8
10.5
9.8
4.6
5.0
5.6
6.2
6.6
7.1
7.8
7.1
6.8
6.9
7.1
7.0
6.9
6.1
7.5
8.9
10.0
11.4
12.7
14.0
18.7

2098
2725
3288
3985
4800
5732
7346
403
625
865
1142
1444
1800
2539
202
320
449
628
845
1169
1887
321
434
557
737
947
1204
1592
348
538
764
1102
1614
2468
4670

47.0
44.5
41.7
39.1
36.6
33.6
28.5
9.0
10.2
11.0
11.2
11.0
10.6
9.9
4.5
5.2
5.7
6.2
6.5
6.9
7.3
7.2
7.1
7.1
7.2
7.2
7.1
6.2
7.8
8.8
9.7
10.8
12.3
14.5
18.1

3130
3932
4782
5764
6809
8175
10002
657
979
1330
1697
2130
2683
3814
370
529
713
978
1312
1782
2717
516
624
796
1004
1193
1546
1955
552
898
1272
1913
2804
4134
7442

45.6
43.4
41.3
38.8
35.8
32.9
27.5
9.6
10.8
11.5
11.4
11.2
10.8
10.5
5.4
5.8
6.2
6.6
6.9
7.2
7.5
7.5
6.9
6.9
6.8
6.3
6.2
5.4
8.0
9.9
11.0
12.9
14.8
16.6
20.4

“九五”期间”
1996-2000
支出/占比

“十五”期间
2001-2005
支出/占比

“十一五”期间”
2006-2010
支出/占比

“十二五”期间
2011-2012
支出/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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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1所示，对比城镇居民不同收入组的消费结构，首先关注食品消费，从“九五”至“十二五”期

间，随着收入的增加，各收入组的家庭人均食品消费支出均有明显的提升。不同收入组用于食品的消

费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即恩格尔系数，存在明显差异，高收入组的恩格尔系数远低于低收入户，这表

明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居民会将更多的收入用来满足食物之外的其他需求。在观察期内，“九五”至

“十五”期间各收入组的食品支出比例有了明显的降低，但“十五”至“十二五”期间各收入组的食品支

出比例基本保持稳定。

从衣着消费来说，虽然各收入组的人均消费支出随着收入提高而逐级递增，但低收入组的衣着消

费支出比例成明显上升趋势，中高收入组的衣着消费比例均高于低收入组，在样本是数据观察期内，

呈小幅下降态势。这表明居民消费存在不同组群的差异，随着收入的增长，居民在衣着方面的观念发

生变化，由穿的暖到注重品质，这将会激发其在衣着方面的消费比例。但是当其收入达到高收入水平

时，衣着消费的占比将会保持稳定水平甚至下降。

接下来对于家庭设备，交通通讯和文教娱乐消费，这三类消费支出绝对量依然保持递增的趋势，

但家庭设备的消费支出比例，从“九五”至“十五”期间，各收入组均出现大幅的下降，且在此之后的三

个五年期间基本保持稳定。同样，文教娱乐消费在进入“十一五”之后在各收入组均出现了不同程度

的降低，这表明家庭设备市场存在需求萎缩的风险。但是交通通讯却表现出强劲的增长，特别是在

“十五”期间，各收入组均实现了200%以上的增幅，其中高收入户的消费支出更是翻了五番。且在最

近的两个五年计划内，各收入组的交通通讯消费均呈稳健增长的态势。

最后，医疗保健和居住消费支出方面，此两类消费支出的比重在整个样本观察期内渐趋稳定。对

于中高收入组群的消费者，“十一五”期间以来，医疗消费的占比均出现不同程度的降低，然而对于低

收入群体，医疗消费占收入的比重依然呈现缓慢增长的趋势。在各类消费中，对于居住消费，低收入

组群的支出比例仅次于食品消费，而中高收入组群则具有相对更多的消费选择，居住支出比例低于食

品、衣着、交通通讯及文教娱乐。

文教娱乐
最低收入户（10%）
低收入户（10%）
中等偏下户（20%）
中等收入户（20%）
中等偏上户（20%）
高收入户（10%）
最高收入户（10%）
居住
最低收入户（10%）
低收入户（10%）
中等偏下户（20%）
中等收入户（20%）
中等偏上户（20%）
高收入户（10%）
最高收入户（10%）
其他
最低收入户（10%）
低收入户（10%）
中等偏下户（20%）
中等收入户（20%）
中等偏上户（20%）
高收入户（10%）
最高收入户（10%）

244
313
383
480
600
724
966
255
297
335
382
454
533
709
74
103
135
183
255
341
501

10.1
10.4
10.8
11.3
11.8
11.9
12.4
10.5
9.9
9.4
9.0
8.9
8.8
9.1
3.0
3.4
3.8
4.3
5.0
5.6
6.4

439
624
813
1083
1447
1962
3080
468
549
677
825
1014
1298
1951
100
153
213
301
441
623
1109

11.0
11.7
12.0
12.5
13.2
14.0
14.8
11.7
10.3
10.0
9.5
9.3
9.2
9.4
2.5
2.9
3.1
3.5
4.0
4.4
5.3

447
645
901
1221
1691
2298
3859
538
667
821
1025
1274
1670
2609
111
172
242
348
497
708
1248

10.0
10.5
11.4
12.0
12.9
13.5
15.0
12.0
10.9
10.4
10.1
9.7
9.8
10.1
2.5
2.8
3.1
3.4
3.8
4.2
4.9

683
956
1245
1711
2344
3294
5246
791
900
1092
1309
1668
2136
3198
168
242
347
498
736
1102
2048

9.9
10.6
10.8
11.5
12.3
13.3
14.4
11.5
9.9
9.4
8.8
8.8
8.6
8.8
2.4
2.7
3.0
3.4
3.9
4.4
5.6

数据源：根据历年国家统计年鉴整理计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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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我国城镇居民消费支出弹性测算

1. 模型设定及数据说明

从决定居民消费的微观机制看，消费结构是消费者在其收入水平约束下，对各类消费品消费支出

比重的选择。基于恩格尔方程，设定消费需求函数为：

wi=αi+βilogy+εi （1）
其中，wi表示对商品 i的家庭消费支出的预算份额，y表示家庭收入水平。

考虑到中国不同省份分布的地域差异，引入地域因素的虚拟变量D，将回归模型拓展为：

wi=αi+α1iD+βilogy+βliDlogy+εi （2）
其中，虚拟变量D：沿海省份为1，非沿海省份为0。在此模型假定下，第 i类商品消费占家庭消费

总支出的比重与家庭的收入水平和地域有关，而不同时期、不同区域的收入水平均存在差异，可用于

分析不同消费结构的变动。

基于Green和Alston (1990)，消费者对第 i类商品的收入弹性为：

η1i=1+（βi+β1i）/wi （3）
模型中被解释变量（wi）所用的原始数据取自2002-2012年《中国统计年鉴》及我国各省级统计年

鉴，其中8个沿海省份（浙江、辽宁、天津、江苏、海南、广西、广东、福建），13个非沿海省份（新疆、重庆、

内蒙古、宁夏、青海、山西、西藏、江西、湖北、河南、甘肃、安徽、黑龙江）。解释变量（）采用基于收入水

平分组的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分类消费支出数据，其中收入分组共计7组，分别为：最低收入户（10%）、
低收入户（10%）、中等偏下户（20%）、中等收入户（20%）、中等偏上户（20%）、高收入户（10%）、最高收

入户（10%）。同时考虑价格变动因素，使用各省居民分类消费价格指数对支出数据进行调整。

2. 模型估计及弹性测算

本节从两个层面对模型进行估计，第一个层面为大类商品，分别为：食品、衣着、家庭设备用品及

服务、医疗保健、交通和通讯、教育文化娱乐服务和居住；第二个层面为细分商品类别，包括食品大类

下的粮食、油脂、肉禽及制品、水产品、蔬菜、调味品、糖烟酒饮料、干鲜瓜果类和糕点、奶及奶制品，衣

着大类下的服装，家庭设备大类下的耐用消费品，交通通讯大类下的交通，教育文化娱乐大类下的文

化娱乐服务和居住大类下的住房租金。首先运用OLS回归估计模型中的系数βi和β1i，然后根据（3）计
算各商品的支出弹性η1i，结果见表2（沿海大类）、表3（非沿海大类）和表4（细分商品）。

分析估计结果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从大类上看，我国城镇居民各收入组的食品、衣着消费支出弹性相对平稳。家庭设备及用

品、医疗保健及居住消费的支出弹性随收入的增加呈依次下降的趋势，即中低收入组消费者支出弹性

大于高收入组消费者。这说明高收入组消费者对此类商品的敏感度要低于中低收入组消费者。高收

入群体已经基本满足必需品的消费需求，对于这类消费的变动不会因为收入的增加而表现出过多的

表2 沿海地区不同收入组群大类商品的支出弹性

总平均
最低收入户
低收入户
中等偏下收入户
中等收入户
中等偏上收入户
高收入户
最高收入户

食品
0.867
0.853
0.825
0.868
0.858
0.545
0.795
0.654

衣着
1.464
1.905
1.741
1.636
1.380
1.052
1.299
1.317

交通和通讯
1.960
1.884
1.891
1.809
1.878
1.347
2.167
2.101

家庭设备及用品
1.279
1.798
1.750
1.718
1.447
0.837
0.947
0.989

文教娱乐
0.581
0.478
0.546
0.410
0.522
0.485
0.687
0.718

医疗保健
0.621
1.369
1.344
0.794
0.754
0.438
0.364
0.115

居住
0.520
0.668
0.618
0.778
0.711
0.345
0.425
0.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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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热情。但对于交通通讯和教育文化娱乐服务类的消费，各收入组的支出弹性呈递增趋势，说明低

收入组消费者很有可能受到预算约束的限制，对此两类消费的支出弹性低于中高收入组消费者。

其次，从区域上看，沿海地区对食品、家庭设备、医疗保健、居住大类商品的消费支出弹性均低于

非沿海地区，而对衣着、交通通讯大类商品的消费支出弹性高于非沿海地区。这也符合预期，说明沿

海地区城镇居民已经达到相对较高的消费水平，在满足食品等生存必需品基础上，对享受型和发展型

消费品边际消费倾向高于平均收入水平相对较低的非沿海地区。

再次，从细分商品角度看，沿海地区的水产品、蔬菜、调味品、干鲜瓜果、奶制品、服装及耐用消费

品的支出弹性按不同收入组分呈依次递减的趋势。非沿海地区的糖烟酒饮料、干鲜瓜果、奶及奶制

品、服装及耐用消费品的支出弹性递减趋势明显。交通和文化娱乐服务的支出弹性随收入水平的增

加而增加。

五、结论性评述

本文构建恩格尔扩展模型，研究我国不同收入组城镇居民的消费需求和支出弹性。研究结果表

明，与高收入群体消费者相比，中低收入群体通常对生存型的消费品具有相对较高的支出弹性。而对

其他用于改善生活和发展类的消费品具有相对较低的支出弹性。与以往研究相比，本文的贡献主要

在于两个方面，一，利用省级层面的数据，分区域对我国不同收入组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及其变动趋势

表3 非沿海地区不同收入组群大类商品的支出弹性

总平均
最低收入户
低收入户
中等偏下收入户
中等收入户
中等偏上收入户
高收入户
最高收入户

食品
0.987
0.871
0.886
0.916
1.009
1.022
1.026
0.814

衣着
1.207
1.304
1.264
1.316
1.204
1.088
1.091
1.119

交通和通讯
1.520
1.067
1.170
1.240
1.295
1.483
1.600
1.942

家庭设备及用品
1.383
2.054
1.678
1.755
1.361
1.211
1.144
1.103

文教娱乐
0.296
0.125
0.408
0.387
0.340
0.222
0.231
0.487

医疗保健
1.062
1.621
1.375
1.045
1.182
1.114
0.910
0.489

居住
0.763
0.977
0.762
0.831
0.682
0.817
0.674
0.668

表4 沿海和非沿海地区不同收入组群细分商品的支出弹性

沿海：
总平均
最低收入户
低收入户
中等偏下收入户
中等收入户
中等偏上收入户
高收入户
最高收入户
非沿海：
总平均
最低收入户
低收入户
中等偏下收入户
中等收入户
中等偏上收入户
高收入户
最高收入户

粮食

0.405
0.002
0.144
0.390
0.552
0.346
0.618
0.491
0.607
0.233
0.271
0.384
0.610
0.734
0.884
0.572

油脂

0.326
0.013
0.072
0.241
0.374
0.392
0.523
0.636
0.563
0.143
0.066
0.298
0.536
0.838
1.111
0.566

肉禽
及
制品

0.856
0.832
0.783
0.847
0.879
0.797
0.917
0.686
1.065
1.100
1.004
0.954
1.097
1.095
1.044
0.711

水
产品

0.515
0.724
0.762
0.772
0.566
0.241
0.316
0.192
0.796
0.957
0.861
0.809
0.854
0.751
0.766
0.642

蔬菜
类

0.845
0.751
0.813
0.944
0.967
0.828
0.751
0.439
1.086
0.795
0.850
0.914
1.100
1.107
1.115
0.906

调味
品

0.303
0.324
0.279
0.364
0.454
0.339
0.249
0.024
0.420
0.045
0.119
0.219
0.478
0.536
0.539
0.387

糖
烟酒
饮料

0.647
0.913
0.752
0.668
0.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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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分析；二，经验事实的描述和支出弹性的测算细化了消费商品的范围，不仅包括主要七大类别

的商品，也包括目前大类科目下的可得数据的细分消费品。

总结本文可以得到如下启示：通过城镇居民各收入组组群的消费特征及消费结构的分析，可以看

出收入格局的分布对消费需求的变化具有重要的影响。拉动消费促进经济可持续增长，在考虑整体

收入水平提高促进消费结构升级的同时，需要更多关注重点的收入组群。同时，通过把握消费需求结

构的变化，引领资源配置调整，实现经济结构的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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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Consumption Demand of Urban Residents
by Different Income Groups

Gu Xin Ying Shan
Abstract: To accelerate the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of China's consumption upgrade is one of the im⁃

portant issue of "the 13th Five-Year Plan. Using Engel model and its extension to establish consumer de⁃
mand function, this paper empirically analyzes consumption structure of Chinese urban residents divided in⁃
to different income groups, and calculate different goods’expenditure elasticity.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consumption demand of residents divided into different income groups. And ex⁃
penditure elasticity for subsistence will decrease with the increasing of income, while expenditure elasticity
for durable goods will increase at the same time. Thus, on the basis of concerning upgrading of consumption
structure, when formulating industrial policy, we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consumption demand of some
important income groups.

Keywords: urban residents; consumption structure; different income gro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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