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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通过翔实的数据分析了9D年代中后期中国内地城乡居民的收入、消

费、消费结构及其变化，指出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关键词 居民收入居民消费及消费结构 恩格尔系数

本文主要讨论中国内地1994年～1999年居民的消费结构①。

1994年～1999年间中国经济虽受东南亚金融危机影响，其经济增长速度仍较快。GDP

年均增长率为11．87％，人均GDP年均增长率为10．74％。城镇和农村居民的收入和消费也

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

一、城镇和农村的居民收入

1．收入增长

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收入1994年为3496．2元(当年价，下同)，1999年增加到5854．0

元，年均增长率为10．85％；农村居民1994年、1999年家庭人均纯收入分别为1221．O元、

2210．3元，年均增长率为12．6％。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增长率高于城镇居民1．75个百分点。

2．收入差距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1994年～1997年分别是2．86倍、2．71倍、2．5l倍、2．47倍，呈缩

小趋势，而1997年～1999年分别是2．47倍、2．5l倍、2．65倍，呈扩大趋势。城乡居民人

均最高收入与最低收入的差距，1994年～1999年各年分别是8．8倍、8．45倍、7．43倍、

7．22倍、7．18倍、8．05倍。除1999年外，其他各年均呈下降趋势。但必须指出，1994年城

乡居民收入绝对数差距为2275．2元，1999年扩大为3643．7元，其收入增量基本呈下降趋

势。造成上述状况的原因虽多，但几千万城镇居民下岗，使农村居民在城市就业的机会更

少，农产品价格偏低，加之流通渠道不畅，交通不便等，农产品变成现金更为困难，使农民

收入增长缓慢。特别是随着城镇职工的再就业，使城乡居民的绝对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

二、城镇和农村居民的消费

1．消费增长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居民就业机会增多，居民收入的增加，其消费水平也随之提高。

城镇居民1994年人均消费为2851．34元，1999年增至4615．91元，年均增长率为10．1l％；

农村居民1994年、1999年的人均消费分别为1016．81元、1577．42元，年均增长率为

9．18％，城镇高于农村0。93个百分点。

①文中数据除另有说明外均引自《中国统计年鉴>)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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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6．32％；农村居民食品消费支出1994年为598．47元，1999年增至829．02元(1997年为
、

890．28元)，年均增长率为6．73％，略高于城镇。

随着经济的发展、收入的增多，食品消费支出占消费总支出的比例逐年下降。1994年

～1999年，城镇居民食品消费支出占消费总支出的比例顺序为49．9％、49．4％、48．6％、

46．4％、44．5％、41．9％；农村居民这一比例顺序为：58．9％、58．6％、56．3％、55．1％、

53．4％、52．6％。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下降了8个百分点，农村居民下降5．5个百分点。

城乡居民食品消费支出差距(以农村居民食品消费为1)，1994年～1999年分别为2．38

倍、2．30倍、2．15倍、2．18倍、2．27倍、2．33倍。1994年～1996年呈缩小趋势，1997年～

1999年逐年扩大。另外，城乡居民用于食品消费绝对数的差距1994年为824．02元，1999

年扩大为1103．28元，这是城乡居民消费差距扩大在食品消费中的反映。特别是1997年以

来，农村居民用于食品消费的增长很慢，甚至减少。1997年比上年仅增加4．79元，1998年

比上年减少40．64元，1999年又比上年减少20．62元，收入增长缓慢是主要原因。

2．衣着消费

衣着消费不仅受收入影响，而且受民族消费偏好、自然环境、气候条件以及所从事职业

等因素的影响。城镇居民衣着消费支出1994年为390．38元，1999年增至482．37元，年均

增长率为4．32％；农村居民1994年、1999年的衣着消费为70．32元、92．04元，年均增长

率为5．53％，高于城镇居民1．21个百分点。

衣着消费支出占消费总支出的比例，1994年～1999年，城镇居民分别为13．7％、

13．5％、13．5％、12．4％、11．1％、lO．5％；农村居民这一比例顺序为6．9％、6．9％、7．2％、

6．8％、6．2％、5．8％。城镇居民从1997年起这一比例就逐年下降，农村居民则从1996年这

一比例就开始逐年下降。

城乡居民衣着消费的差距，1994年～1999年各年顺序为5．55倍、5．34倍、4．64倍、

4．76倍、4．90倍、5．24倍。1994年～1996年是逐年缩小，1997年～1999年差距为逐年扩

大。1994年～1996年，城镇居民衣着消费的增量分别是89．77元、88．82元、48．75元，呈

逐年减少趋势；此间农村居民的这一消费增量分别是14．99元、19．47元、23．98元，呈逐年

增加趋势，城乡居民此间衣着消费是缩小的。1997年～1999年，城镇居民的衣着消费分别

比上年增加一7．04元、一40．05元、1．51元；农村居民分别为一4．36元、一11．3S元、一6．02

元。虽然城乡居民的衣着消费基本都是负增长，但农村居民衣着消费增量的基数小，消费减

少一点也会呈现大幅度下降，因此1997年～1999年城乡居民衣着消费呈扩大趋势。

3．居住消费
、

除食品消费外，居住消费是居民的又一重要消费。1994年城镇居民的居住消费为

193．16元，1999年增至453．99元，年均增长率为18．64％；农村居民1994年、1999年的居

住消费分别为142．34元、232．69元，年均增长率为10．33％。

城乡居民居住消费占消费总支出的比例，1994年～1999年分别为：6．8％、5．8％、

7．7％、8．6％、9．4％、9．8％；农村居民分别为：14．O％、13．9％、13．9％、14．4％、15．1％、

14．8％。根据比例变化，我们认为，城镇居民居住消费随着住房制度改革的深入而逐年增

加；农村居民一直是自建房，居住消费支出占消费总支出的比例一直较高，均是两位数以

上，所以城乡居民居住消费差距在所有消费中差距最小。1994年～1999年，城乡居民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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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差距(以农村居民消费为1)分别为1．35倍、1．37倍、1．37倍、1．54倍、1．70倍、1．95

倍。差距虽小，却呈逐年扩大趋势。

4．交通和通讯消费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居民走出家门、跨出国门的机会多了；随着市场化的深入，信息

搜集、信息传递的加快，现代化通讯工具的应用与普及，城乡居民的交通和通讯的消费支出

快速增加。城镇居民交通和通讯消费支出1994年为132．68元，1999年为3 10．55元，年均

增长率为18．54％；农村居民1994年、1999年分别为24．02元和68．73元，年均增长率为

23．40％，比城镇高4．86个百分点。但应看到农村这一消费的起点低，基数小。

城乡居民用于交通和通讯消费支出占消费总支出的比例，1994年～1999年城镇居民分

别为：4．7％、4．8％、5．1％、5．6％、5．9％、6．7％；农村居民分别为：2．4％、2．6％、

3．O％、3．3％、3．8％、4．4％。城乡居民各增加2个百分点，均呈逐年上升趋势。

城乡居民的交通和通讯消费支出的差距，1994年～1999年(以农村居民消费为1)分

别为5．52倍、5．07倍、4．23倍、4．32倍、4．24倍、4．52倍，除1997年比1996年扩大0．09

倍，1999年比1998年扩大O．28倍外，基本呈缩小趋势。我们应看到，城乡居民的交通和通

讯消费增量在1994年～1999年一直呈正增长(虽然有波动)，不像食品、衣着消费，受

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影啸出现负增长，这说明交通、通讯消费在城乡居民消费中地位的

重要。

5．文教娱乐消费

人类除物质消费需求外，还有精神消费需求，文教消费属后一种。在人类的消费中，首

先是满足物质消费，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才能实现文教娱乐之类的精神消费。所以文教娱

乐消费在一定意义既反映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同时也是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因素，

特别是教育更是如此，因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是建立在人受教育程度的基础上。

城镇居民用于文教娱乐消费支出，1994年为250．75元，1999年为567．05元，年均增

长率为17．73％；农村居民1994年、1999年分别为75．11元、168．33元，’年均增长率为

17．51％。

城乡居民文教娱乐消费支出占消费总支出的比例，1994年～1999年，城镇居民分别为

8．8％、8．8％、9．6％、10．7％、11．5％、12．3％；农村居民分别为7．4％、7．8％、8．4％、

9．2％、10．0％、10．7％，城乡分别增加3．5和3．3个百分点，均呈较快增加趋势。

城乡居民文教娱乐消费差距(以农村居民消费为1)，1994年～1999年分别为3．33倍、

3．05倍、2．65倍、3．03倍、3．13倍，3．37倍。1994年～1996年消费差距缩小，1997年～

1999年差距逐年扩大。城乡居民文教娱乐消费增量1994年～1999年均呈正增长，特别是城

镇居民除1998年比1997年有所下降外，呈逐年增长的趋势，农村居民的这一消费增量

1997年～1999年呈逐年下降趋势，但仍为正增长。进一步分析看到，1998年、1999年农村

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仅增加71．9元、48．3元的情况下，而用于文教娱乐的消费增量就为

11．23元、8．92元。这是国民重视文教娱乐、特别是重视教育的可喜现象，是科教兴国政策

的初始成效。

四、城乡居民消费结构比较

为便于比较，将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列于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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