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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消费是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 ,消费倾向是人们消费意愿及消费能力的反映。利用 1990 - 2004 年的统计数

据 ,计算并分析了 15 年间阜新市居民消费倾向的发展 ,并从城乡两个方面对阜新市居民消费中实际存在的问题进行

了探讨 ,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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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民消费倾向是指消费支出金额占可支配收入

的比重 ,即消费者根据个人收入形成的购买消费品

的心理倾向 ,用以衡量消费者对购买行为反应的敏

锐程度。消费倾向分为平均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

向。平均消费倾向是居民消费支出占可支配收入的

比例 ,边际消费倾向是消费支出增量与可支配收入

增量的比例〔1〕。消费倾向反映了人们的消费意愿。

居民消费倾向的变化是同一个地区的经济转型及制

度的变迁紧密相连的 ,因此本文分析了阜新居民消

费倾向的发展走势 ,分别对城乡居民的消费倾向进

行了比较研究 ,提出居民消费中存在的问题 ,并对此

提出建议。

1 　阜新市居民消费倾向的发展走势

根据《阜新市统计年鉴》中 1990 年 - 2004 年的

数据并进行相应的运算处理 ,绘制出居民平均消费

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曲线〔2〕。由图 1 中看出 ,15 年

中 ,阜新市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变化平缓 ,呈缓慢下降

的趋势 ;而边际消费倾向波动较大 ,如 1997 年与

2000 年的峰谷变化。说明 15 年中居民平均消费与

平均支出水平基本同步 ,但个别年份的单位收入变

动所引起消费支出的变化幅度较大 ,这种波动与某

一特定时期的体制及社会经济环境变化有关 ,城乡

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也不容忽视。

图 1 　消费倾向趋势

2 　城乡居民消费倾向比较分析

消费支出的变化不仅取决于收入的绝对水平 ,

而且还取决于收入分配的结构状况〔3〕 , 阜新市 1990

- 2004 年消费倾向的变化说明 ,消费倾向递减规律

在阜新也是存在的 ,因此分别对城镇、农村居民的消

费倾向进行分析。

211 　城镇居民的消费支出与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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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2 可以看出 ,阜新市城镇居民的消费性支

出与可支配收入逐年上升 ,两种曲线变化基本具有

一致性 ,然而二者的增速波动较大 ,由此带动消费支

出增长率随着收入增长率的波动而波动。“八五”

时期 ,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率为 6312 % ,“九五”时

期下降到 3517 % ,“十五”时期回升至 12115 % ;而同

期居民消费增长率则分别由 5213 %、3810 %下降到

1614 %。产生这种波动的原因是由于阜新市作为一

个老工业城市 ,在转轨、转制过程中大中型国有企业

的不景气使失业下岗人员增多 ,失业的存在不仅加

大了收入增长率的波动 ,同时使居民对收入预期和

消费信心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随之产生消费的波动。

另一方面 ,随着经济转型的顺利进行、居民就业率提

高和社会保障的完善 ,居民收入在“十五”后期有所

增加 ,但随着原有实物性、福利性分配和消费转向货

币化和市场化等国家货币、住房政策的影响 ,居民预

期支出大幅增加 ,使相当一部分现期消费转化为储

蓄。

图 2 　城镇居民的收入与消费性支出

212 　农村居民纯收入与生活消费性支出

从图 3 看出 ,15 年中 ,尽管“九五”时期农村居

民纯收入出现较大的波动 ,农民生活性消费支出还

是呈现出缓慢上升的趋势。从增长率角度看 ,农民

收入和支出的增长率同时出现了下降的趋势 :“八

五”时期 ,农民纯收入增长率为 8518 % ,“九五”时期

- 4818 % ,“十五”时期高速增长为 14616 % ,农民纯

收入增长出现了多振幅波动 ,而同期农民消费增幅

却与之不同步 ,甚至出现反向波动 ,“八五”、“九五”、

“十五”时期分别增长了 9317 % 、1717 %和 2217 % ,

这说明消费增长的波动远没有收入增长的波动大 ,

阜新农村居民的收入、消费形势不容乐观。

图 3 　农民收入与消费性支出

213 　城乡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变化比较

从表 1 提供的数字看 ,阜新市城镇居民的可支

配收入基本上都用于消费支出 ,并且居民消费倾向

呈现下降的趋势。消费倾向的下降一方面是因为可

支配收入增长较快 ,消费调整滞后 ,另一方面也说明

居民基本生理消费需要的初步满足。因为如果在基

本生理消费需要没有得到满足的情况下 ,收入的增

长是不可能导致消费倾向连续下降的。当然 ,消费

倾向不可能无限下降 ,当消费倾向在下降一段时期

后也会出现短期的上调 ,如 1995 年、1997 年及 2000

年的短暂上扬。

分别考察阜新市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的消费倾

向 ,我们可以发现 ,九十年代大部分时期城镇居民消

费倾向大于农村居民的消费倾向 ,但这并不是说阜

新城镇居民生活水平高于农村居民 ,而是因为农村

居民必须压缩消费以挤出一部分收入用于生产经

营 ,而城市居民由于投资渠道比较狭窄 ,城市生活费

用较高而需将更多的收入用于消费。

从 1999 年开始 ,农村居民的消费倾向呈现出高

于城镇居民消费倾向的势头。这也并非是由于收入

的提高而引致消费的提高 ,而是由于在农民纯收入

水平下降之后而进行的必需性的生活消费 ,可以说

农民是在入不敷出的情况下拿出以往的积蓄所进行

的必需的消费。产生这种消费模式的原因有三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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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在于亚洲金融危机后 ,人民币继续坚挺 ,加之入

世后我国农副产品出口成本高 ,竞争力下降 ,以及农

副产品结构调整慢 ,重数量轻质量 ,难以适应变化中

的市场等等 ,农副产品只能在国内市场低价经营 ;其

二是乡镇企业面临较大困难 ,农村非农就业机会减

少 ,并且随着城镇下岗人员规模的扩大 ,农民外出劳

务收入受到影响。第三是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缓慢 ,

则市场当然包括农副产品市场将继续低迷 ,农民即

使年年丰产 ,也很难实现收入的增加。这种入不敷

出 ,寅吃卯粮的这种消费模式直至转型中的 2003 年

才有所改善。

表 1 　1990 - 2004 年阜新市居民消费倾向变化 (元)

年份
城镇居民 (人均)

可支配收入 消费性支出 消费倾向 %

农村居民 (人均)

纯收入 生活消费支出 消费倾向 %

1990 1 460 1 438 9815 72915 64317 9915

1991 1 471 1 434 9715 85116 70417 8812

1992 1 684 1 574 9315 88513 71719 8218

1993 1 894 1 777 9318 99912 90116 9012

1994 2 269 2 101 9216 1 306 1 06816 8118

1995 2 435 2 399 9815 1 582 1 423 9010

1996 3 084 2 695 8714 2 067 1 365 6610

1997 2 562 2 838 11018 1 620 1 452 8916

1998 3 522 2 798 7914 2 290 1 468 6411

1999 3 682 2 914 7911 1 769 1 460 8215

2000 4 122 3 318 8015 1 058 1 607 15119

2001 4 327 3 484 8015 1 12215 1 633 14515

2002 4 674 3 711 7914 1 59213 1 722 10811

2003 5 143 4 313 8319 2 008 1 775 8814

2004 5 623 4 468 7914 2 609 1 972 7516

3 　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建议

从前面的对比分析可以看出 :

1)由于阜新市城镇居民收入偏低 ,必须把大部

分的收入用于食品和生活必需品的消费上 ,这使得

居民没有多少剩余的钱进行储蓄 ,导致城镇居民的

消费倾向居于一个较高的水平。

2)阜新市现正处在经济转型的攻坚阶段 ,由于

原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失业、住房体制改革、医疗改

革、教育改革和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的影响 ,消费者考

虑到将来的子女教育、养老、医疗、买房等 ,会尽量减

少目前的开支 ,增加储蓄 ,导致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

下降。

3)由于阜新市农村居民年收入水平过低 ,加之

直接增加收入比较困难 ,入不敷出 ,因此造成农村居

民储蓄率下降 ,消费倾向偏高。

根据阜新市城乡居民消费现状 ,政府应采取相

应的政策措施以充分发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

用 :

　　1)努力提高城镇居民收入 ,完善城镇居民的再

就业机制 ,提高再就业率。同时健全和完善社会保

障体系 ,消除居民对未来生活的担忧和顾虑 ,从而增

加当期消费支出 ,适当减少为将来生活而进行的过

多储蓄积累。

2)想方设法增加农民和农村居民的收入 ,切实

减少农民负担 ,抑制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差距的扩大 ,

提高居民整体的消费率。

3)积极利用税收政策和财政转移支付手段来缓

解收入分配差距悬殊的问题 ,改善分配机制 ,提高社

会分配的总体公平程度 ,保证居民的正常生活消费

水平 ,扩大消费需求〔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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