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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消费需求影响因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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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基于 2005 年国家级贫困县农村居民入户调查数据 ,实证分析了收入、消费环境、消费观念以及

人口学特征等因素对我国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消费需求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 ,居民所在村通公路会增加

农民的消费支出 ;家庭规模的扩大会导致居民消费支出的减少 ;如果居民家庭中有成员在城市工作 ,其消

费观念的变化会导致其消费支出发生变化 ;在我国贫困地区 ,汉族居民的消费支出水平高于少数民族居

民 ;家庭结构对居民消费支出亦有显著影响。在此基础上 ,本文提出改善我国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消费水平

的措施 ,包括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加快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变农村居民的消费观念、注重对少数民

族居民的政策扶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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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扩大农村居民消费对于我国宏观经济的稳定、

持续发展以及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作用[1 ] ,因此很

多研究对与农村居民消费相关的问题都给予了关

注。但实际上 ,农村居民内部的不同群体间在消费

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如不同区域、不同收入组的居

民之间、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的居民之间在消费上

皆存在很大差异。因此 ,研究农村特定群体的消费

行为及其影响因素非常必要。其中 ,贫困地区农村

居民的消费问题尤为值得关注。《中国农村贫困监

测报告》的统计数据显示 ,2005 年我国贫困地区农

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 152815 元 ,仅为同时期全国

农村居民平均水平的 60 % ,不到上海农村居民平均

消费水平的 1/ 4。由于扩大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消费

需求一方面是提高贫困地区农村居民生活水平、实

现扶贫目标的应有之义 ,另一方面也是扩大内需的

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研究如何扩大贫困地区农

村居民的消费需求具有紧迫性。

本文基于国家级贫困县入户调查数据 ,实证分

析现阶段收入、消费偏好、消费环境以及人口学特征

等因素对我国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消费需求的影响 ,

并就如何扩大其消费需求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1 　影响居民消费需求的各类因素

一般来说 ,影响居民消费行为的因素可分为 5

类 :收入因素、价格因素、消费偏好因素、消费环境因

素以及人口学变量。

其中 ,收入因素和价格因素是通过影响消费者

预算集来影响消费者消费行为的因素 ,也是绝大多

数消费问题研究都会考虑到的因素。正常情况下 ,

居民消费会随着收入的提高而增加 ,随着价格的上

升而减少。

消费偏好因素则是指影响消费意识、消费观念

的因素。偏好因素通过影响消费者的效用函数来改

变其消费支出。例如 ,城镇化的发展使得人们的消

费观念发生变化 ,从而其消费行为也发生改变[2 ] 。

消费环境因素是指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赖以存

在的外部条件。消费环境因素通过影响消费者选择

消费品的可能性集合或通过影响消费者获取消费品

价格以外的成本来最终影响消费者的消费行为。

Cat herine Halbrendt 等[3 ] 以我国广东省的数据为

例在研究我国农村地区居民的食物消费时发现 ,居

住地位置、居住地地形的差异所导致的消费环境差

异会对居民的消费需求有显著影响。一般来说 ,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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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环境越好 ,则消费者的消费支出越多。

人口学变量是指表征居民及其家庭人口学特征

的变量 ,包括家庭结构、家庭规模、家庭成员受教育

程度、民族属性等。有些人口学变量 (如家庭成员受

教育程度、民族属性等)通过影响消费者的消费偏好

来影响消费者的消费行为。例如 Cat herine Hal2
brendt 等[3 ]基于我国广东省的数据的研究发现 ,包

括教育程度等在内的人口学特征变量对消费需求有

着显著影响。而有些人口学变量则是通过其他途径

影响消费需求。例如 ,家庭规模是通过规模经济效

应影响居民消费的[ 4 ] ;Ball 和 Kirwan[5 ] 发现 ,家庭

规模、家庭结构等变量均对居民住房需求有显著影

响。

具体地说 ,现阶段影响我国贫困地区农村居民

消费行为的偏好因素主要是农村居民到城镇打工 ,

其消费观念受到城镇消费观念的影响而发生变化 ,

因而其可能更偏重于投资而减少消费。

而影响我国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消费需求的环境

因素主要是基础设施和居住地与市场的距离。①基

础设施。具体而言 ,主要涉及农村居民所在村是否

已通公路、通电 ,能否接收电视信号等。其中 ,是否

已通公路对消费需求的直接影响机制在于通过影响

其购物成本来影响其消费需求 ;是否通电在一定程

度上影响了消费者对家用电器的消费需求 ;能否接

收电视信号则影响农村居民是否会购买电视 ,同时 ,

观看电视节目有助于消费者掌握更多的消费知识、

改变消费观念 ,从而可起到增加消费的效果。②居

住地与市场的距离。距离市场越远 ,前往市场购物

的意愿就越小 ,方便程度越小 ,为购物所支付的额外

成本可能就越大。因此 ,距离市场越远 ,消费水平可

能就越低。

影响我国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消费行为的人口学

变量包括家庭结构、家庭规模、家庭成员受教育程

度、民族属性等。

2 　实证分析

211 　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的数据是 2005 年国家级贫困县农村

居民入户调查数据 ,样本数量为 735 户 ,分别来自内

蒙古自治区的四子王旗和商都县、甘肃省的定西县

和武都县、贵州省的正安县和习水县、陕西省的洛南

县和定边县、河南省的淮阳县和光山县、吉林省的和

龙县和安图县。上述旗、县在 2005 年均为国家级贫

困县。

212 　变量选取及样本统计分析

①消费水平变量 ,采用人均消费支出。样本农

户的人均消费支出平均值为 1810 元/ 人。

②收入变量 ,采用人均纯收入。农户样本的人

均纯收入的平均值为 2014 元/ 人。

③家庭结构变量。本文将家庭结构分为 4 类 :

单身或夫妇 ;夫妇带孩子或单亲带孩子 ;三代同堂 ;

其他。在实证分析中 ,本文将第 4 类作为参考组 ,采

用了 3 个虚拟变量来表征家庭结构类型 ,分别为 :是

否为单身或夫妇 ,“是”则为 1 ,“否”则为 0 ;是否为夫

妇带孩子或单亲带孩子 ,“是”则为 1 ,“否”则为 0 ;是

否为三代同堂 ,“是”则为 1 ,“否”则为 0。在样本中 ,

为单身或夫妇的农户数有 49 户 ,占总样本数的

617 % ;为夫妇带孩子或单亲带孩子的农户数有 464

户 ,占总样本数的 63 % ;为三代同堂的农户数有 178

户 ,占总样本数的 2412 % ;其他为 44 户 ,占总样本

数的 611 %。

④家庭规模 ,采用家庭常住人口。农户样本的

平均每户常住人口为 413 人。

⑤教育程度 ,采用家庭成员最高受教育程度。

本文将受教育程度分为 4 类 :未受教育、小学、初中、

高中 (含中专) 及以上。在进行实证分析时 ,以未受

教育组为参考组 ,设置 3 个虚拟变量 ,分别是受教育

水平为小学、受教育水平为初中和受教育水平为高

中。其中 ,家庭成员最高受教育程度为“未受教育”

的有 18 户 ,占全部样本的 215 % ;为“小学”的有 95

户 ,占全部样本的 1219 % ;为“初中”的有 481 户 ,占

全部样本的 6514 % ;为“高中 (含中专) 及以上”的有

141 户 ,占全部样本的 1912 %。

⑥民族属性。采用 021 变量 ,其中“0”表示汉

族 ,“1”表示汉族以外的少数民族。样本中 ,汉族农

户为 659 户 ,占样本总量的 90 % ;少数民族农户为

76 户 ,占样本总量的 10 %。

⑦消费偏好变量。由于消费偏好是一个相对主

观的概念 ,比较难以衡量 ,因此本文拟用“居民家庭

是否有成员在城镇工作”这一变量来表征消费偏好。

这样处理主要是基于下述假定 :居民家庭中有成员

在城镇就业 ,则其消费观念很可能会受到城镇消费

观念的影响 ,从而很可能与无家庭成员在城镇就业

的居民在消费观念上存在差异。本文采取 021 变

量 ,即基础变量为“0”,指家庭中无人在城镇工作 ;

“1”则指家庭中有成员在城镇工作。在样本中 ,家庭

中有成员在城镇工作的农户数量为 236 户 ,占全部

样本的 32 % ;家庭中无成员在城镇工作的农户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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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499 户 ,占全部样本的 68 %。

⑧是否通公路。采用 021 变量 ,其中“0”表示未

通公路 ,“1”表示已通公路。在样本中 ,所居住村通

公路的农户有 696 户 ,占全部样本的 94 % ;未通公

路的农户有 37 户 ,占全部样本的 6 %。

⑨能否接收电视信号。采用 021 变量 ,其中“0”

表示不能接收电视信号 ,“1”表示能接收电视信号。

在样本中 ,所在村能接收电视信号的有 725 户 ,约占

全部样本的 9816 % ;不能接收电视信号的仅有 10

户 ,约占全部样本的 114 %。

⑩与市场的距离。本文将离市场距离分为 5

类 :2 公里以下 ; 2～5 公里 ; 5～10 公里 ; 10～20 公

里 ;20 公里以上。在实证分析时 ,本文设置 4 个变

量 ,以“2 公里以下”作为参考组。在样本中 ,居住地

距离市场 2 公里以下的有 93 户 ,占全部样本的

1217 % ;距离市场 2～5 公里的有 203 户 ,占全部样

本的 2716 % ;距离市场 5～10 公里的有 233 户 ,占

全部样本的 3117 % ;距离市场 10～20 公里的有 149

户 ,占 2013 % ;距离市场 20 公里以上的有 57 户 ,占

717 %。

另外 ,需要说明的是 ,有些变量 (如所在村是否

通电)对贫困地区农村居民的消费需求肯定会有影

响 ,但鉴于笔者调研的所有农户样本所在地均已通

电 ,因此无法考察“是否通电”对农村居民消费行为

的影响 ;再者 ,由于本文采用的是截面数据 ,因此可

以假定不同的农村居民所面临的各类消费品价格是

相同的。对于无法观察到变异的变量 ,笔者都未放

入估计方程中。

213 　方程形式设定及估计结果

21311 　方程形式设定

在进行计量分析时 ,本文根据绝对收入假说设

定线性回归方程。之所以采用这种假说 ,一方面是

因为关于中国农村居民消费模式的现有研究结果在

中国农村居民消费模式最符合何种假说这一问题上

并未达成一致 ;另一方面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是住户

调查的截面数据 ,这也限制了我们采用诸如生命周

期假说、相对收入假说、持久性收入假说等其他消费

假说。在进行估计时 ,具体的方程形式采用变截距

兼变斜率型 ,即把除收入之外的其他变量既放在截

距中 ,又同时放在斜率中。该方程的理论基础是 ,假

定除收入之外的其他变量既影响贫困地区农村居民

的自主消费水平 ,又影响其边际消费倾向。方程表

达式如下 :

con = c + ∑s
bs z s + ( b + ∑s

bs z s) inc。

其中 , con 为居民消费支出 ; Z = ( z1 , z2 , ⋯, zm) ,

为除收入之外的其他解释变量 ,包括消费偏好、消费

环境以及人口学变量等变量 , inc 为人均纯收入。

21312 　估计结果

表 1 和表 2 给出了估计结果。其中 ,表 1 是截

距项中各影响因素系数的估计结果 ,而表 2 是斜率

项中各影响因素系数的估计结果。

表 1 　估计结果( 1) ———各变量对农村居民

自主消费水平的影响

变量 系数 相伴概率

常数项 10411 7500 011604

家庭常住人口数量 - 16519380 010048

是否有成员在城镇工作 - 25513490 010717

人均纯收入 01 0098 019817

单身或夫妇 94712807 010087

夫妇带孩子 72714811 010134

三代同堂 65915161 010322

初中 28515093 015023

高中及以上 33716841 014395

小学 511 28399 019086

民族 - 16313372 013288

是否通公路 72510285 010099

能否接收电视信号 - 23317039 016384

2～5 公里 - 43212268 010166

5～10 公里 - 50713311 010046

10～20 公里 - 17310851 013842

2 公里以上 - 18617552 014769

表 2 　估计结果( 2) ———各变量对农村居民

边际消费倾向的影响

变量 系数 相伴概率

常住人口 01 0207 014506

工作地点 - 010013 019827

单身或夫妇 - 013989 01 021

夫妇带孩子 - 012513 010998

三代同堂 - 013243 010387

初中 - 010496 01 829

高中及以上 - 010527 018188

小学 01 0401 01 867

民族 - 010924 011282

是否通公路 - 010611 015522

能否接收电视信号 01 3437 012819

2～5 公里 01 1473 010788

5～10 公里 01 3161 010001

10～20 公里 01 1517 011058

20 公里以上 01 1422 012067

　　估计结果中 ,整个方程的修正拟合优度为

012197 ,接近 0122。考虑到本文采用的是住户调查

的截面数据 ,所以该修正拟合优度是可以接受的。

估计结果表明 :家庭常住人口、工作地点、家庭结构

以及是否通公路、居住地离市场的距离对贫困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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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居民的自主消费水平影响显著 ;家庭结构、民

族、居住地离市场的距离对贫困地区农村居民的边

际消费倾向有显著影响。另外 ,民族属性无论是在

截距项中还是在斜率项中均不显著 ,但对其截距项

和斜率项进行 Wald 联合检验 ,结果发现 ,二者系数

同时为零的概率为 010013。这充分说明民族属性

对农村居民消费需求的影响也是显著的。

具体来说 ,家庭常住人口变量对样本农户自主

消费水平的影响系数为 - 1651938 ,表明贫困地区农

村居民的消费具有规模效应 ,即随着家庭规模的增

加 ,其人均自主消费水平下降 ———家庭常住人口每

增加 1 人 ,其平均消费支出下降 166 元。

与“其他”家庭结构相比 ,家庭结构为“单身或夫

妇”的贫困地区农村居民自主消费高 947 元 ,边际消

费倾向低 013989 ;“夫妇带孩子”家庭的自主消费高

727 元 ,边际消费倾向低 012513 ;“三代同堂”家庭的

自主消费高 660 元 ,边际消费倾向低 013243。

与汉族的样本农户相比 ,少数民族农户的自主

消费水平比前者低 16313 元 ,其边际消费倾向比前

者低 0109。

与家庭中无成员在城镇工作的样本农户相比 ,

家庭中有成员在城镇工作的农户的人均自主消费会

减少 255 元。

是否通公路对样本农户的自主消费水平有较大

影响。与所在村未通公路的样本农户相比 ,所在村通

公路的样本农户的自主消费水平比前者高 727 元。

居住地与市场的距离对样本农户的自主消费水

平和边际消费倾向都有较大影响。与居住地和市场

距离在 2 公里以下的样本农户相比 ,该距离在 2～5

公里的样本农户的自主消费水平与前者低 432 元 ,其

边际消费倾向则比前者高 011473 ;该距离在 5～10 公

里的样本农户的自主消费水平比前者低 507 元 ,其边

际消费倾向则比前者高 013161。但稍显奇怪的是 ,

“10～20 公里”、“20 公里以上”这两种情况无论是对

自主消费水平还是对边际消费倾向均无显著影响。

最可能的原因是 ,笔者在调查中用与乡镇政府的距

离来代替与市场的距离 ,即基于“乡镇政府即是市场

所在地”这一假设 ,而当居民居住地距离乡镇政府超

过 10 公里以上时 ,居民可能并不到乡镇政府所在地

购物 ,而是到距离居住地更近的、规模相对较小的市

场购物。此时 ,居住地与乡镇政府的距离不能再代

表其与市场的距离 ,因此统计结果就表现出“2～5

公里”、“5～10 公里”这两个变量对农村居民消费的

影响显著 ,而“10～20 公里”、“20 公里以上”这两个

变量的影响反而不显著。

3 　结论及对策建议

通过实证分析可以发现 ,现阶段对我国贫困地

区农村居民消费支出有着比较显著影响的因素有 :

包括居民家庭规模、民族属性、家庭结构在内的居民

人口学特征 ;居民消费观念 ;居民消费环境。其中 ,

居民所在村通公路会增加其消费支出。居民家庭规

模增加会导致居民消费支出减小 ,反之亦然。如果

农村居民家庭中有成员在城镇工作 ,则其消费观念

会发生变化 ,基于本文所使用的样本数据的分析可

知 ,则居民的消费支出会减少 ;这可能是因为农村居

民外出打工后 ,其受城市消费观念的影响 ,用来购买

发展资料的支出增多 ,而消费反而减少。汉族农村

居民的消费支出水平要高于少数民族居民 ,这主要

是由于不同民族的消费偏好和观念存在差别。家庭

结构也可能会影响农村居民的消费支出 ,在将家庭

结构分为单身或夫妇、夫妇带孩子或单亲带孩子、三

代同堂、其他这 4 类的情况下 ,农村居民自主消费支

出从低到高的顺序为单身或夫妇、夫妇带孩子或单

亲带孩子、三代同堂、其他 ;边际消费倾向从小到大

的顺序为单身或夫妇、三代同堂、夫妇带孩子或单亲

带孩子、其他。此外 ,改善公路建设 (通公路) 、缩短

市场与居民居住地的距离都可以增加贫困地区农村

居民消费支出。

由此 ,一方面 ,可预测的是 ,随着我国贫困地区

农村居民在收入、消费环境、消费观念、人口学特征

等方面发生变化 ,农村居民的消费支出也会发生相

应的变化 ,这将是一个自然的变化过程。另一方面 ,

为了提高贫困地区农村居民的消费支出水平 ,政府

可从以下方面开展措施 :从短期来看 ,最直接的措施

就是改善农村消费环境、农村基础实施 ,做到村村通

公路等 ,完善市场体系 ,缩短居民居住地与市场的距

离 ;从长期来看 ,改变农村居民的消费观念、提高农

民收入均有助于提高农村居民的消费支出水平。另

外 ,本文的分析结果还表明 ,贫困地区少数民族农村

居民的消费支出水平要比汉族居民低得多 ,这应该

引起政府的高度重视。政府可考虑采取一些倾斜性

的支持政策来提高贫困地区少数民族农村居民的消

费水平和生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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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According to t he household survey data of rural household of national poverty counties in 2005 ,t his paper empirically studies t he in2
fluence of factors including income ,consumption environment ,consumption concept and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on t he consumption of ru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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