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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鉴于收入差距与青海省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的密切关系 ,利用 2000 - 2004 年青海省城镇居民家庭不同
收入等级消费支出的调查资料建立 Panel Data 模型 ,估计和分析收入等级因素和预期对青海省城镇居民消费
结构的影响。并就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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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入决定消费 ,不同的收入等级拥有不同的消费。以往在分析收入差距对消费结构的影响 ,大多以支出
系统模型为主要分析工具 ,但这种方法只能从横截面角度反映某一年收入差距对消费的影响程度。如果将这
种差距反映在时间序列模型中 ,并将其对消费的影响程度分离开来 ,对于科学地反映青海省城镇居民消费结
构的真实情况 ,政府制定合理有效的经济政策有积极的意义。

1. 收入等级因素对消费结构的影响
消费结构的形成是一个变化的过程 ,主要受收入水平及其等级因素、物价、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人

口、社会保障体系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就青海省而言 ,反映各阶层收入差距不均衡的基尼系数 ,由 1992 年的
0. 2218 增加到 2003 年 0. 2667 ,上升了 0. 045 ,表明青海省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继续扩大。收入等级是收入差距
的具体表现 ,不同的收入等级对应着不同的消费。以 2003 年为例 ,我们可以看到收入等级因素对消费结构的
显著影响。2003 年最低户、中等户和最高户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是 2134 元、5689 元和 11949 元 ,三者比值
为 1 :2. 67 :5. 60 ,人均消费支出分别是 2108 元、4695 元和 8587 元 ,比值是 1 :2. 23 :4. 07。从八类消费支出来看 ,
由于受收入等级因素的影响 ,差异也十分明显。其中杂项商品与服务、衣着和娱乐教育文化服务的差异最大 ,
最高户的消费支出分别达到 1111 元、1037 元和 1070 元 ,竟是最低户的 10. 48 倍、6. 32 倍和 5. 63 倍。八类人均
消费性支出都随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加而增加 ,但各项支出在总支出所占比重却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性。食品
和居住的支出比重与收入成反比关系 ,随着收入的增加而不断下降。最低户、中等户和最高户的恩格尔系数
分别是 48. 3 %、39. 5 %和 33. 2 % ,最高户比最低户和中等户低 15. 1 个百分点和 6. 3 个百分点。最低户、中等
户和最高户的居住支出比重分别是 7. 3 %、6. 5 %和 4. 3 % ,最高户比最低户低 3 个百分点。衣着、交通通讯、娱
乐教育文化服务、杂项商品与服务的支出比重 ,与收入成正比关系 ,随收入的增加而增加。其中杂项商品与服
务支出比重的差异最大 ,最低户、中等户和最高户的比重分别是 5. 0 %、7. 5 %和 12. 9 % ,最高户比最低户高出
了 7. 9 个百分点。家庭设备用品与服务和医疗保健支出比重变化正好相反。前者的中层和部分高收入阶层
支出比重大 ,而最高和最低收入阶层比重小 ;后者的中层和部分高收入阶层支出比重小 ,而最高和最低收入阶
层比重大。最低户、中等户和最高户的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和医疗保健支出比重分别是 5. 0 %、8. 6 %、6. 1 % ,
13. 0 %、5. 7 %、10. 2 %。

同时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 ,经济结构的调整 ,政府机构改革和现代企业制度的推进 ,出现了失业人员
不断增加的现象。1991 —2003 青海省城镇登记失业率平均保持在 2. 7 %左右 ,2003 年达到 3. 5 %。同时由于
受住房、医疗、社会保障制度等改革的深入 ,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等不确定性因素增加的影响 ,居民预期收入
减少 ,预期支出增大 ,导致储蓄不断增加。2003 年青海省城镇居民储蓄存款总额是 1742336 元 ,比 1990 年增加
605. 92 % ,年均增长 50. 49 % ,城镇居民储蓄人均存款达到 9170. 19 元 ,比 1990 年增长 469. 27 % ,年均增长 39.
11 %。这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当期消费 ,增加了消费的不确定性。

2. 模型建立
假设消费支出 Y主要由收入 X决定 ,并受到收入等级因素和时间因素的影响 ,则 Panel Data 模型为 :

Yit =αo + bXit + Zi + tit + uit 　　(i = 1 ,2 , ⋯⋯N ;t = 1 ,2 , ⋯⋯T)

式中 Yit 、Xit为第 i 组收入居民在 t 时期的人均消费支出和人均收入 ;是平均截距 ,Zi 和 tt 分别代表收入等
级因素和时间因素对消费支出的影响 ,Zi 表示仅随收入等级不同而异 ,与时间无关 ;tt 表示仅随时间变化而变
化 ,与收入等级无关。uit为随机扰动项 ,假定它满足所有古典线性回归模型的假定。

本文采用 2002 - 2004 年青海省城镇居民家庭 7 个收入等级的总消费支出及 7 大商品与服务的抽样调查
的时间序列与截面数据相合的资料 ,运用 SPSS11. 0 估计模型如下 :

(1)总支出模型 : Yit = 1047. 658 + 0. 6160Xit + Ẑi + t̂ t

　　　　　　　　　　　　(24. 04)
(2)食品消费模型 : Yit = 813. 333 + 0. 1630Xit + Ẑi + t̂ t

　　　　　　　　　　　　　(13. 34)
(3)衣着消费模型 : Yit = 69. 161 + 0. 07633Xit + Ẑi + t̂ t

　　　　　　　　　　　　　(17. 09)
(4)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模型 : Yit = 28. 884 + 0. 05639Xit + Ẑi + t̂ t

　　　　　　　　　　　　　　　　　　(7. 44)
(5)医疗保健模型 : Yit = - 13. 377 + 0. 07354Xit + Ẑi + t̂ t

　　　　　　　　　　　　　(12.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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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交通通讯模型 : Yit = 7. 766 + . 06682Xit + Ẑi + t̂ t

　　　　　　　　　　　　　(13. 25)
(7)娱乐教育文化及服务模型 : Yit = 60. 552 + 0. 08177Xit + Ẑi + t̂ t

　　　　　　　　　　　　　　　　　　(15. 22)
(8)居住模型 : Yit = 91. 653 + 0. 0452Xit + Ẑi + t̂ t

　　　　　　　　　　　(5. 64)
给定显著性水平α= 0. 05 ,则 t0. 025 (19) = 2. 09。由于上述八个模型回归系数 t 值均大于 t0. 025 (19) ,故上述

八个模型检验均显著。

3. 实证分析
3. 1 收入等级因素对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的影响。受收入等级因素影响 ,不同收入等级居民的消费行为表

现出很大的差异性。就总支出而言 ,最低户和低等户的 Zi 值小于 0 ,而其余收入等级户的 Zi 值大于 0 ,说明相
对于低层收入户 ,中高层收入户拥有更强的现实购买力。从各项支出来看 ,差异也十分明显。食品消费方面 ,
最低户和低等户的 Zi 值小于 0 ,需求难以满足 ,支出弹性大 ,其余收入等级的 Zi 值大于 0 ,需求基本满足 ,支出
弹性小。衣着消费方面 ,中等户、中上户和高等户的 Zi 值大于 0 ,需求相对满足 ,其余收入等级需求得不到满
足 ,消费需求强烈。在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和医疗保健消费方面 ,随着收入等级的变化 ,Zi 值正负交替出现 ,
消费水平呈现出明显的层次性。前者只有中下户、中等户和最高户的 Zi 值大于 0 ,需求相对满足 ,支出弹性
小 ,其余收入等级需求得不到满足 ,支出弹性大。后者的中等户、中上户和高等户的 Zi 值小于 0 ,需求很难得
到满足 ,需求强烈 ,而其余收入等级需求相对满足 ,需求有限。交通通讯方面 ,最低户、低等户和最高户的 Zi

值小于 0 ,需求得不到满足 ,支出弹性大 ,而其余收入等级需求相对满足。娱乐文化教育服务方面 ,只有中上
户和高等户的 Zi 值大于 0 ,需求相对满足 ,而其余收入等级的 Zi 值小于 0 ,需求很难得到满足 ,支出弹性大。
居住消费方面 ,中上户以上收入等级 Zi 值小于 0 ,其余收入等级大于 0 ,说明中上户以上的收入等级需求很难
满足 ,支出弹性大 ,而中等户以下的收入等级需求基本满足 ,支出弹性小 ,处于购买力积蓄阶段。

从各项消费支出的 Zi 值可以看出 ,最低户和低等户的多项消费支出的 Zi 值小于 0 ,只有医疗保健和居住
的 Zi 值大于 0 ,说明低层收入户的基本消费需求很难得到满足 ;中下户和高等户之间的收入等级多项消费支
出的 Zi 值大于 0 ,说明中层和部分高层收入户的消费需求基本得到满足 ,消费处于购买力积蓄阶段 ;最高户的
多项消费支出的 Zi 值小于 0 ,只有食品、衣着、医疗保健的 Zi 值大于 0 ,说明最高收入户的部分需求得不到满
足。占 20 %的低层收入户与占 10 %的最高层收入户的 Zi 值具有很强的相似性 ,但是原因却很不相同。前者
主要是因为强烈的消费欲望与低下的收入水平之间的矛盾加剧造成的 ,后者主要是由于市场上缺乏适合部分
高层收入的高档商品和服务 ,以及长期的消费积累使其从消费中获得的满足程度越来越低造成的 ;前者表现
为“无力购买”或“无币购买”,而后者表现为“持币待购”或“持币外购”。

3. 2 时间因素对消费结构的影响。从时间变化对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上看 ,其作用程度十分明显。就总
体而言 ,青海省城镇居民消费总支出不断增加 ,其中食品、衣着和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不断减少 ,医疗保健、交
通通讯、娱乐教育文化服务和居住不断增加 ,说明青海省城镇居民消费结构正在发生可喜的变化。

2003 年人均总消费支出仅比上年增加 3. 57 元 ,其中衣着、医疗保健、交通通讯各分别比上年增加 28. 76
元、56. 75 元和 22. 89 元 ,而食品、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娱乐教育文化服务和居住分别比上年减少 74. 86 元、
34. 47 元、27. 17 元和 12. 14 元。随着改革进一步的深入 ,失业人员不断增加 ,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 ,以及医疗
保健、交通通讯、居住、娱乐文化教育服务类物价快速上涨等因素影响下 ,居民支出明显增加。居民人均总消
费支出比上年增加 31. 02 元 ,其中食品、衣着、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分别比上年减少 51. 64 元、46. 78 元和 43.
74 元 ,而医疗保健、交通通讯、娱乐文化教育服务和居住分别比上年增加 80. 72 元、111. 39 元、47. 68 元和 213.
31 元。可以看出 ,城镇居民消费支出与预期有密切的联系。

4 建议
鉴于收入等级因素和时间因素对城镇居民消费的显著影响 ,在制定消费政策时应注意做好以下几个方面

的工作 :
4. 1 稳定居民收入和消费不断变化的心理预期。政府应尽快推出一个全面的包括住房、医疗、养老、教

育、社会保障等方面的社会改革方案 ,增加居民对改革和未来生活的信息 ,减少因改革的不确性而给居民带来
的预期生活的不确定性。

4. 2 建立有效的收入调控机制。通过税收、福利手段缩小高收入者居民同一般收入者之间的差距 ,提高
低收入者收入 ,缩小贫富差距。

4. 3 加快信贷消费的步伐。应根据青海省的实际 ,加快信贷消费的步伐 ,将居民的一部分未来购买力转
变为现期消费 ,进而达到激活消费领域盲点和改善消费的目的。

4. 4 积极开拓新市场。在稳定中等收入者市场的同时 ,应根据低收入者和高收入者的偏好和消费需求 ,
适当增加中低档和高挡商品 ,积极开拓低收入者和高收入者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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