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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解构模型的中国农村居民消费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１９９９～２０１２年面板数据

杨彬如

（甘肃政法学院，兰州　７３００００）

摘　要　近些年中国农村居民的消费总量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但是农村消费的总体水平及其恩格尔系数
仍然处在较低的阶段。文章采用Ｋａｙａ恒等式的拓展，对模型中的多个变量进行对数平均权重Ｄｉｖｉｓｉａ分解，
建立中国农村消费解构模型，将影响消费水平的因素分解为消费结构因素、消费率因素、收入因素及通货

膨胀因素，并基于１９９９～２０１２年中国农村消费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数据表明：１９９９～２０１２年中国农村居
民消费的增长速度较快，２０００年之前消费率因素对中国农村居民人均消费变化的干预值最大，２００１～２０１２
年收入因素对中国农村居民人均消费的干预值与干预率均急剧增大，收入因素在这一时期成为影响消费变

化的主因，消费率因素次之。就１９９９～２０１２年各因素对中国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总体干预值与干预率而
言，收入因素的干预值与干预率最大。该文根据数据分析进行相关讨论，认为未来一段时期提高中国农村

居民的消费量应当从推动农村居民的消费率与消费结构转变入手，最终实现中国农村居民的消费类型由生

存型消费向发展型消费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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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中国经济经过３０余年的快速发展，经济发展动力已经逐步由出口导向型转向内需拉动型，近几年金
融危机导致的欧美经济疲软，进一步推动了这种转型的需求。同时，中国国内经济也面临着调整结构与提

升质量的要求，其重点就是将经济增长的动力由单一的投资拉动转变为投资与消费共同拉动。在此背景

下，中国农村居民的消费变化显得日益重要。根据 《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１３》显示，截止２０１２年底中国农村
居民人口数为６４２２２亿人，占全国总人口数的比重为４７４３％；２０１２年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为３９３％，
仅为中国城镇２０００年的恩格尔系数水平。又据 《中国农村统计年鉴２０１３》所示，２０１２年中国农村居民生
活消费支出为５９０８元／人，而２０１２年中国城镇居民生活消费支出为１６６７４３２万元／人。中国农村居民庞
大的人口基数与城乡消费水平的巨大差异表明，中国农村居民消费增长潜力巨大，并且对中国宏观经济结

构调整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因此，中国农村居民消费变化以及影响消费变化的因素成为促进内需增长、

转变发展结构的重要内生变量，受到学术界的关注。

国内关于农村居民消费的研究较多，主要集中在中国农村居民消费的变化趋势及其经济增长、居民收

入、人口结构变动与农村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分析。郭亚军［１］通过对１９９３～２００６年中国农村居民消费面
板数据的分析，指出中国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表现出在轻微波动中稳步增高的趋势。王珊珊［２］认为消费

行为、消费结构、消费市场体系及公共物品供给都与中国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存在直接相关，而提高农村消



费水平的重点在于技术层面的措施，以保障农村消费的潜在需求向现实需求转化。李金昌［３］基于状态空

间模型、消费协整理论及对中国农村居民消费与农民收入关系进行分析，结论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居

民消费不足的问题需要建立长效机制。朱建军［４］采用布朗 －杰克逊模型拓展，对面板模型进行分析，认
为地方财政的支农支出对中国农村居民消费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而补贴性支出对消费的影响不显著。谢

子远［５］运用时变参数模型对中国农村居民的消费倾向进行预估，认为收入变动、制度设计、经济预期等

对农村居民消费倾向具有影响。陈亮［６］对１９８５～２００８年中国经济增长与农村居民消费数据的变动趋势进
行分析，认为中国农村居民消费将对经济增长发挥有效的积极作用。李春琦［７］通过人口结构动态宏观经

济模型，对１９７８～２００７年中国人口及消费数据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农村人口结构的急剧变化与农村居民
固有的消费习惯是造成中国农村居民消费倾向偏低的主要原因。孙颖［８］使用聚类的方法对１９９０～２００５年
中国农村居民消费进行分析，将中国农村居民消费按结构聚类划分为３个阶段，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农村
居民消费水平的地区性特征进行分析，结论认为中国农村居民消费的地区性差异将逐步减小。

国外研究主要聚焦于消费与影响消费的因素，对农村居民消费的研究较少。霍利卡 （Ｈｏｒｉｏｋａ）［９］采用
动态面板ＧＭＭ方法对１９９５～２００４年中国居民消费面板数据进行分析，认为相对于收入水平，人口因素
对消费倾向的影响较低。德弗罗克斯 （Ｄｅｖｅｒｅｕｘ）与帕瑟兰 （Ｐｅｓａｒａｎ）［１０１１］通过对面板数据的分析，发现
从短期来看市场垄断、政府支出及转移支付对居民消费的影响较为显著。从国内外现有的关于农村居民消

费研究的成果来看，基于面板数据分析农村居民消费变化趋势的研究较多，且成体系。同时，有关影响农

村居民消费变化因素的分析也比较常见，其中，包括宏观经济、收入水平、政府支出、人口因素等对消费

影响的讨论。但是，至今尚缺乏较为全面的分析农村居民消费影响因素的研究。因此，通过多变量模型分

解的方法，将各个因素对消费水平的影响程度进行比对，并进一步分析农村居民消费变化的趋势，该研究

可以明确农村居民消费变化的主要动力，并将此应用在实证分析与政策制定上，这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与

政策价值。

１　消费解构模型

根据消费相关理论，消费水平取决于收入水平、边际消费倾向、流动性约束、消费习惯、及包括预防

性储蓄在内的储蓄需求等方面。同时，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来看，人口因素、收入分配的公平程度、政府的

税收及支出政策都会对消费造成影响。从消费波动的长期趋势来看，随着消费的增长，消费结构也会发生

变化，消费理论将其定性为由生存型消费向享受型消费的发展过程［１２］。根据相关研究，居民整体消费结

构的变迁会对经济走向产生影响，并间接刺激消费总量的变化［１３］。恩格尔系数也反映了这一规律，用于

食物支出费用在总消费中的比率，可以反映出家庭收入的水平，并进一步反映消费水平［１４］。所以，可以

认为在面板数据分析中消费结构的变化对消费总量具有直接的影响作用。

综合消费相关理论与国内外关于农村居民消费的研究成果，可以将影响中国农村居民消费的因子归纳

如下：反映收入水平、人口结构变化、消费习惯对消费的影响作用，同时自身也对消费总量具有影响作用

的消费结构因素；反映经济增长、边际消费倾向、各种储蓄需求对消费影响作用的消费率因素；反映收入

水平、收入分配的公平程度、政府的税收及支出政策对消费影响作用的收入因素；反映流动性约束、物价

水平及投资性储蓄需求的通货膨胀因素。

在确定中国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各因子之后，需要建立多变量模型，并采用 Ｋａｙａ恒等式的拓展，对
模型中的多个变量进行对数平均权重 Ｄｉｖｉｓｉａ分解［１５１６］。首先，建立中国农村居民消费解构模型，其基本

公式为：

　　Ｃ＝∑
ｉ
Ｃｉ＝∑

ｉ

Ｃｉ
Ｃ·

Ｃ
Ｙ·

Ｙ
ＣＰＩ·ＣＰＩ （１）

式中，Ｃ为中国农村居民人均总消费量，Ｃｉ为第ｉ种消费。根据 《中国农村统计年鉴》的口径，中国

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包括食品支出、衣着支出、居住支出、家庭设备与用品支出、交通与通信支出、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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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支出、医疗保健支出、其它支出等８类。因此，Ｃ１，Ｃ２……Ｃ８依次表示以上８类消费支出。Ｙ为中
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ＣＰＩ为通货膨胀率，该文运算中涉及该变量的计算均采用中国居民消费价格
指数。

令式 （１）中的Ａｉ＝Ｃｉ／Ｃ，以表示第ｉ种消费在中国农村居民人均总消费量中的比重，Ａｉ即为影响居
民消费的结构因素；令Ｓ＝Ｃ／Ｙ表示农村居民人均消费量与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即为消费率因素；Ｉ＝Ｙ／
ＣＰＩ为扣除通货膨胀影响的中国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Ｉ即为影响居民消费的收入因素；ＣＰＩ为中国居民消
费价格指数，即通货膨胀因素。中国农村居民消费解构模型可以表示为：

　　Ｃ＝∑
ｉ
Ｃｉ＝∑

ｉ

Ｃｉ
Ｃ·

Ｃ
Ｙ·

Ｙ
ＣＰＩ·ＣＰＩ＝∑ｉＡｉ·Ｓ·Ｉ·ＣＰＩ （２）

对消费趋势的分析需要将面板数据引入模型进行计算，涉及动态变化，第ｔ期的农村居民消费的变化
可以表示为该期人均消费与基期人均消费之差或二者之比，在模型中表示为变化量ΔＣ与变化率Ｒ，其公
式如下：

　　ΔＣ＝Ｃｔ－Ｃ０ ＝∑
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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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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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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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Ｉ
０ＣＰＩ０ ＝ΔＣＡ ＋ΔＣＳ＋ΔＣＩ＋ΔＣＣＰＩ （３）

　　Ｒ＝Ｃ
ｔ

Ｃ０
（４）

根据式 （３）有Ｃｔ＝Ｃ０＋ΔＣＡ＋ΔＣＳ＋ΔＣＩ＋ΔＣＣＰＩ＋ΔＣｒｓｄ，将Ｃ
ｔ代入式 （４）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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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ＲＡ·ＲＳ·ＲＩ·ＲＣＰＩ·Ｒｒｓｄ （５）

在式 （５）中 ＲＡ ＝ΔＣＡ／（Ｃ
０）ΔＣＡ／ΔＣ，ＲＳ＝ΔＣＳ／（Ｃ

０）ΔＣＳ／ΔＣ，ＲＩ＝ΔＣＩ／（Ｃ
０）ΔＣｉ／ΔＣ，ＲＣＰＩ＝ΔＣＣＰＩ／

（Ｃ０）ΔＣＣＰＩ／ΔＣ，而从式 （５）中可以看出分解余量

Ｒｒｓｄ＝
１

ΔＣＡΔＣＳΔＣＩΔＣＣＰＩ
＋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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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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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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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ＣＡΔＣＳΔＣＩＣ
０的数值相

对其它干预率极小，可忽略不计。

式 （３）与式 （４）中，ΔＣＡ与ＲＡ分别表示影响农村居民人均消费量的结构因素，ΔＣＳ与 ＲＳ分别表
示影响农村居民人均消费量的消费率因素，ΔＣＩ与ＲＩ表示影响农村居民人均消费量的收入因素，ΔＣＣＰＩ与
ＲＣＰＩ表示影响农村居民人均消费量的通货膨胀因素，Ｒｒｓｄ为模型的分解余量。式中，ΔＣＡ、ΔＣＳ、ΔＣＩ及
ΔＣＣＰＩ表示４个影响因素的变化对中国农村居民人均消费量变化的直接干预值，ＲＡ、ＲＳ、ＲＩ及 ＲＣＰＩ则分别
表示４个影响因素对中国农村居民人均消费量的干预率。

对式 （３）进行对数平均权重Ｄｉｖｉｓｉａ分解，得到以下公式：

　　ΔＣＡ ＝∑
ｉ
Ｘｉ·ｌｎ

Ａｔｉ
Ａ０ｉ
；ΔＣＳ ＝∑

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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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需要指出，在式 （６）中，Ｘｉ＝
Ｃｔｉ－Ｃ

０
ｉ

ｌｎ
Ｃｔｉ
Ｃ０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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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对式分解公式，将式 （５）取对数，得到如下公式：
　　ｌｎＲ＝ｌｎＲＡ＋ｌｎＲＳ＋ｌｎＲＩ＋ｌｎＲＣＰＩ＋ｌｎＲｒｓｄ （７）
式 （３）中的ΔＣＡ、ΔＣＳ、ΔＣＩ及 ΔＣＣＰＩ分别表示４个影响因素对农村居民人均消费量的干预值，式

（６）中的ＲＡ、ＲＳ、ＲＩ及ＲＣＰＩ则分别表示４个影响因素对农村居民人均消费量的干预率，由式 （５）可知
式 （３）与式 （７）中的各个单项式分别对应成比例，则有：

　　ｌｎＲ
ΔＣ
＝
ｌｎＲＡ
ΔＣＡ

＝
ｌｎＲＳ
ΔＣＳ

＝
ｌｎＲＩ
ΔＣＩ

＝
ｌｎＲＣＰＩ
ΔＣＣＰＩ

＝
ｌｎＲｒｓｄ
ΔＣｒｓｄ

（８）

若式 （８）中有ｌｎＲ
ΔＣ
＝ｌｎＣ

ｔ－ｌｎＣ０

Ｃｔ－Ｃ０
＝Ｚ，可以进一步得到以下公式：

　　ＲＡ ＝ｅｘｐ（Ｚ·ΔＣＡ）；ＲＳ ＝ｅｘｐ（Ｚ·ΔＣＳ）；
　　ＲＩ＝ｅｘｐ（Ｚ·ΔＣＩ）；ＲＣＰＩ＝ｅｘｐ（Ｚ·ΔＣＣＰＩ） （９）
然后将面板数据带入式 （６）与式 （９）进行计算，分别可得４个影响因素的变化对中国农村居民人

均消费量的干预值与干预率，得到的４组干预值与干预率均可反映消费结构因素、消费率因素、收入因素
及通货膨胀因素对中国农村居民人均消费量变化趋势的作用程度。

２　数据分析

中国农村居民消费解构模型涉及的数据主要包括：中国农村居民的人口与就业指标、消费量与消费结

构数据、可支配人均收入及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其中，关于中国农村居民人口与就业的指标来自

《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有关中国农村居民消费与收入的数据来源于 《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居

民消费价格指数与中国城乡居民的恩格尔系数来自于 《中国统计年鉴》。由于中国台湾、香港及澳门地区

的统计方法与口径所存在的差异，所以本研究中所有的分析计算与模型指标均不含以上地区，特此说明。

以１９９９年为基期，将１９９９～２０１２年的相关指标与数据带入中国农村居民消费解构模型，依据式 （６）
与式 （９）计算出中国农村居民１９９９～２０１２年的消费变化量，以及分解出这一时期各个影响因素对消费
变化量的影响程度。最终，得到消费结构因素、消费率因素、收入因素及通货膨胀因素对中国农村居民人

均消费量的干预值与干预率，数据详见表１。
根据中国农村居民消费数据与表１得出：
（１）１９９９～２０１２年中国农村居民消费的增长速度较快。中国农村居民的人均消费水平由１９９９年的

１５７７４元／人增长到２０１２年的５９０８元／人，１３年间的年均增长率为１０６９％。这一时期人均消费变化值
（ΔＣ）的增速较快，平均增速达到了３７７６％，每年的平均增长值为１５８７７５元／人。

（２）２０００年之前消费率因素 （ΔＣＳ）对中国农村居民人均消费变化的干预值最大，当年达到了６１４４
元／人；其次，对消费变化影响程度较大的是通货膨胀因素 （ΔＣＣＰＩ），当年达到了２９３４元／人；收入因素
（ΔＣＩ）与消费结构因素 （ΔＣＡ）对中国农村居民人均消费的干预值非常小，分别仅为１８３元／人与０２９
元／人。４个因素的干预率也证明了这一点，消费率因素 （ＲＳ）与通货膨胀因素 （ＲＣＰＩ）的干预率分别为
１０３８６与１０１８２，收入因素 （ＲＩ）与消费结构因素 （ＲＡ）的干预率仅为１００１１与１０００２。说明在
２０００年之前影响农村居民人均消费量变化的主要因素是消费率与通货膨胀，较高的消费率与通货膨胀率
是推动消费增长的主要力量。

（３）２００１～２０１２年收入因素对中国农村居民人均消费的干预值与干预率均急剧增大，收入因素的年
均干预率 （ＲＩ）达到了１７９６３，成为影响消费变化的主因，消费率因素次之。因此，在这一时期收入因
素成为了推动农村居民消费增长的主要动力。这得益于同期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快速增长，中国农村居民

人均纯收入由２０００年的２２５４３６元／人增长到２０１２年的７９１６６元／人，年均增长率为１０１４％。与之相
比，中国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由１９９９年的２２１１４６元／人，到２０００年的２２５４３６元／人，增速仅为１９４％。
这说明，从２０００年开始，中国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快速增长是推动农村居民消费变化的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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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１９９９～２０１２年中国农村居民消费影响因素解构数据

年份
干预值 （元／人） 干预率

ΔＣ ΔＣＡ ΔＣＳ ΔＣＩ ΔＣＣＰＩ ΔＣｒｓｄ ＲＡ ＲＳ ＲＩ ＲＣＰＩ

１９９９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２０００ ９２７ ０２９ ６１４４ １８３ ２９３４ －０２ １０００２ １０３８６ １００１１ １０１８２

２００１ １６３７ ０３９ ５０６６ ７７８７ ３４８８ －０１ １０００２ １０３１０ １０４８１ １０２１３

２００２ ２５６９ ０８６ ６３９６ １８１９７ １０３０ －０２ １０００５ １０３８３ １１１２８ １００６１

２００３ ３６５９ １５８ ６６１２ ２５２９２ ４５４８ －０２ １０００９ １０３８４ １１５５１ １０２６３

２００４ ６０７３ ２３９ ７７７２ ４３００３ ９７２６ －０１ １００１３ １０４２６ １２５９４ １０５３５

２００５ ９７８ ５２５ １９２８６ ７１５６８ ６４４１ －０２ １００２６ １０９９８ １４２３４ １０３２３

２００６ １２５１６ ８７０ ２１３２０ ９６８２０ ６１６９ －０２ １００４１ １１０４６ １５７１３ １０２９２

２００７ １６４６５ １１５３ ２０００１ １２９５４８ １３９４８ ０ １００５０ １０９０７ １７５４９ １０６２４

２００８ ２０８３３ １４６１ １８４２０ １７０９０８ １７５５１ －０１ １００５９ １０７７３ １９９５０ １０７３５

２００９ ２４１６１ ２２３５ ２１３２３ ２１６２２９ １８２３ ０ １００８６ １０８５４ ２２９６３ １００７０

２０１０ ２８０４４ ２６５６ １００６３ ２５５０７０ １２６６１ －０１ １００９７ １０３７３ ２５３２６ １０４７２

２０１１ ３６４３７ ３９２１ １４３９２ ３２５９９２ ２００８５ －０２ １０１３０ １０４８４ ２９１７９ １０６８２

２０１２ ４３３０６ ４７５１ １５３２８ ３９８８５８ ２９２３１ －０２ １０１４３ １０４６８ ３２８４１ １０９１１

平均值 １５８７７５ １３９４ １３０６６ １３５３４３ ９９７２ －０１３ １００５１ １０５９９ １７９６３ １０４１２

平均增长率 （％） ３７７６ ５２８８ ７９２ ８９７８ ２１１２ ５６１５ ０１２ ００７ １０４１ ０５８

（４）就１９９９～２０１２年各因素对中国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总体干预值与干预率而言，收入因素的干预
值 （ΔＣＩ）与干预率 （ＲＩ）最大，其平均值分别为１３５３４３元／人与１７９６３，收入因素的干预值占１９９９
～２０１２年中国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总变化量平均值１５８７７５元／人的８５２４％。说明１９９９～２０１２年中国农村
居民消费变化的８０％以上是由收入因素推动的，收入因素是影响消费变化的主要因素。而消费结构因素
的干预值 （ΔＣＡ）与干预率 （ＲＡ）均最小，１３年间的平均值分别为１３９４元／人与１００５１，说明在这一
时期，中国农村居民的消费类型仍处在生存型消费阶段，１９９９年中国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为５２６％，
一半以上的收入仍用于食品支出。

（５）１９９９～２０１２年，４个因素干预值的平均增长率中，收入因素干预值的增速最快，年均增速达到了
８９７８％，消费结构因素干预值的平均增速次之，年均增长率为５２８８％。这说明了影响中国农村居民消
费变化的４个因素的干预值与干预率的未来趋势，即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期内，收入仍然是影响农村居民
消费变化的主要因素，而消费结构因素将逐步取代消费率因素，成为影响农村居民消费变化的次要因素。

３　结论与讨论

基于中国农村居民消费面板数据的解构模型分析，可以清楚地发现消费增长的主要动力，并得出如下

结论：（１）中国农村居民人均消费量在１９９９～２０１２年间增长迅速；（２）中国农村居民消费的快速增长主
要由收入因素推动，即收入提高推动消费增长；（３）从２００６年起，消费率因素对消费增长的推动力呈下
降趋势，说明中国农村居民的消费率正在逐步降低；（４）消费结构对中国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较低，说明
中国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未发生根本变化，仍然处在生存消费阶段，历年中国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均在

４０％以上也可以说明这一点。
根据以上结论，结合现阶段中国宏观经济发展的客观情况与未来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总目标，针

对有关中国农村居民消费的相关问题进行讨论。

（１）转变拉动消费增长的方式与主要动力。中国农村居民的消费处在快速增长的阶段，但是这种快
速增长主要得益于快速发展的宏观经济所推动的农村居民收入增加。１９９９～２０１２年中国农村居民人均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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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支出的平均增长率为１０６９％，与这一时期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平均增长率１０１４％基本持平［１７］，可

以从一个侧面证明消费增长的主要动力来源于居民收入的快速提升。但是根据相关研究，“自１９９８年至
２０１２年，中国城乡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下降幅度超过２０％”［１８］，意味着长期以收入拉动消费的模式将难以
为继，如果消费潜力巨大的农村消费增长陷入停顿，将会对中国内需经济乃至宏观经济的发展造成不可估

量的损失。因此，转变增长的动力是目前中国农村居民消费增长所面临的首要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必

须从提高中国农村居民消费率与转变消费结构入手。

（２）采取各种措施提高中国农村居民的消费率。影响居民消费率的因素有利率水平、财政政策、金
融体系发展水平、社会保障完善程度、经济增长速度及居民对经济发展的预期等诸多方面。因此，提高中

国农村居民消费率应当从以下方面着手：第一，继续保持并加大对 “三农”的财政政策扶持，既可以保

证农村居民的收入稳定增长，又可以提高人们对农村经济的预期。第二，加快农村金融市场建设，并逐步

构建城乡一体的金融体系，使农村居民的生产与生活更多地融入金融体系并受益于金融服务。第三，通过

财政投入与社会资本进一步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免除农村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第四，加快城镇化建

设，使农村经济更多的受惠于城市与工业的发展，使农村居民更多的享受现代化带来的成果，以此来刺激

农村的消费需求。第五，进行农村土地流转制度改革［１９］，使农村土地资本化，促进农村居民收入来源的

多样化，夯实消费增长的基础。

（３）推动中国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转变，实现由生存型消费向发展型消费转变。中国农村居民的恩
格尔系数由１９９９年的５２５５％下降为２０１２年的３９３％，消费支出中的大部分依然用于食品支出，总支出
中用于文教娱乐的支出比例甚至从１９９９年的１０６７％下降为２０１２年的７５％。一方面，中国农村居民的
总体收入水平仍然较低，尤其是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农村，大多刚刚实现温饱，不具备享受发展性消费的经

济基础。另一方面，需要由政府引导农村精神文明与文化市场的建设，为农村提供更多的文化艺术消费

品，并推动农村居民消费意识的转变，将增加的消费由饮食支出投入到文化教育、精神娱乐及家庭设备等

方面，以便实现消费类型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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