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 年 来 国 内 消 费 结 构 研 究 综 述

窦长清 肖 雄

消魏结构研究涉及的若千主婆问胭

随着我国消费理论研究的深入
,

消费结构问题的研究 日臻完善
,

提出和研究的问题越来越多
,

目前

关我国于消费结构的研究主要探讨了以下十二个方面的问题

一 消费结构的地位和作用

消费结构是国民经济中一系列重大比例因素之一
。

研究消费结构
,

必须把它放在社会再生产总过程的

四个环节即整个国民经济结构的矛盾统一体中进行考察
。

理论界就此对我国消费结构与需求结构
,

消费结

构与产业结构 供给结构
,

消费结构与分配结构
、

交换结构
,

消费结构与价格结构
、

人口结构
、

基础设

施结构
、

序列结构和消费品技术结构以及消费与
“

两种生产
”

等等诸种关系展开了较全面的探讨

从总的情况看
,

消费结构同经济结构之间存在着相互促进
、

相互影响的内在联系
。

从消费结构出发组

织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的生产
,

能够建立合理的经济结构
,

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 在经济结构不

断 完 善 和 发展过程中
,

会给消费结构以某种程度的制约和指导 使悄费结构 日臻完善和合理
。

从社会再

生产过程考察
,

牙肖费结构制约着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的循环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关系着社会主义生产

日的能否更好实现
。

消费结构在扩
一

大再生产中的作用较之生产结构
、

分配结构和交换结构更为突出
。

只有

从消费结构出发
,

适应人民生活多方面的需要 生产
、

分配
、

交换才能健康的向前发展
。

全面深入地研究

消费结构
,

对于建立合理的产业结构
,

调整国民经济一系列重大比例关系
,

确定生产发展的规模和速度
,

正

确地分配国家的物资和资金
,

组织好商品流通
,

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

取得最大的经济效果
,

都有着重要的

意义
。

二 消费结 构研 究的指导思 想和方 法

消费结构研究的指导 思想 总的说来比较明确
,

但亦存在几种不同的提患 比较多的同志认为
,

研究

消费结构
,

揭示消费结构约发展趋势和规律性
,

就是为寻求合理的消费结构
,

相应地建立起合理的产业结

构 部门结构和产品结构
,

为制定消费和消费品发展战略及对策提供依据 从而促进国民经济良性循环和

人的 自由全面发展
。

消费结构的研究
,

除了明确的指导思想以外
,

务必要有科学的研究方法
。

就此
,

理论界也存在各种不

同看法
,

劳动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消费经济学 》一书作了较为全面系统的论述
。

正如解剖必须按照其对象

自身的组织和结构去进行
,

研究消费结构
,

首先应从理论上对构成消费结构的各种类型的消费资料 包括

劳务 之间的关系
,

进行深入细致的考察
。

把消费结构当作一种结构去进行分析和解剖 按照消费结构自

身的内在联系去认识它
。

在这个过程中 把作为统计资料出现的居民生活消费支出视为消费结构内部各种

联系和关系
,

在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的特殊表现 从而通过理论上的认识
,

找出分析
、

处理和解释统计

数据的方法
。

这样就能把 日前消费结构研究方法从描述性转化为分析性 也只有在这个基础上 才有可能

运用统计分析或其它方法来对消费结构的研究作出数量上的规定

三 消费结 构的科学定 义

关于消费结构的科学定义有多种提法
,

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 ①消费结构即人们消费过程中消

费资料 包括劳务 在种类和数量上的 比例关系 ②消费结构指由需求和供给矛盾运动形成的各类消费资

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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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
,

在消费支出总额中所占比例及组成状况 ⑧消费结构指在消费行为过程中 各类消费品和劳务在数量

上各自所占的百分比
,

及其相互之间的配合
、

替代
、

制约诸比例关系 ④消费结构是由消费的实物结构决
,

定并且反映消费的实物结构变化的消费价值结构
。

有同志主张把社会因素包括于消费结构定义之中 亦有

同志主张消费结构定义应包括自然因素在内
。

有的同志认为
·

消费蜻构定义包括消费活动的结构
、

消费实

物结构和消费支出的结构兰个层次 还有同志指出
,

消费结构定义要综合反映三个因素或关系
,

即时间
、

空间和数量
。

从消费结构的上述诸定义包括的内容看
,

前四种观点可谓窄派
,

后两种观点为宽派
,

第五
、

六种规点居中
。

一般地说 赞成和沿用第四种定义的人居多
。

四 消费结构的分类及类型

主要探讨了消费结构分类的方法
,

消费结构类型划分的标准 及 消 费 结构的若干主要类型
。

一种观点

将消费结构类型分为以下四种 二是低层消费结构
,

或称
“

简朴型
”

二是中层消费结构
,

或称为
“

粗放
‘

型『 兰是次高层消费结构
,

或称为
“

集约型
”

四是高层消费结构
,

或称为
“

舒展型
” 。

另一种观点认

为
】

消费结构可以以不同的角度上分为 ①饥寒型
、

温饱型
、

富裕型和小康型 ②限制型和疏导型 ⑧半

供给型和自理型 ④自给型和商品型 ⑥雷同型和多样型 第三种观点将消费结构分为三种类型 一是基

本型 二是发展型 三是享受型
、

有的同志把消费结构划分为必需品消费型和超必需品消费型 还有的同
一志把消费结构区分为

“

积极购物型
” 、 “

选择购物型
”

和
“

不购物型
”

三大类
一

’

一 五 影响 消贾菇构 变化的主要因素一
⋯、载簌蒸鬓缎 〕熟蘸薰鬓戴嘿鬓巍
的消费结构

。

还有不少同志就人口与消费结构的关系 不同职业
、

不同工种表现在消费结构上的差异
,

收

燃薰燃薰薰祥耀粼湍黔黔黯
、

六 关于我国消费结构的特点
‘

既定消费结构不仅反映生产力水平
,

也反映社会生产关系的本质 反映社会经济发展的特殊性 综合

这方面的研究成果
,

大致可把我国消费结构的特点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①我国社会主义消费结构的多样

性和多层次性 ②我国消费结构主要以吃穿为主
,

并以此为轴心发生变化 ⑧在以吃穿为主的基本型消费

电 质量构成还十分落后 ④人们生活中的劳务性需求受到严重挤压 人民的货币商品需求在很多方面不

适当地代替了劳务需求 劳务消费的比重很小 ⑥城乡人民淆费结构存在明显的差别
,

特别是 日用工业品

和某些耐用俏费品俏费的城乡差距更大 ⑥在城市居民之间及农村居民之间
,

收入水平相当 , 消费的内容
、

数量及构成单一
、

雷同 ⑥产品性消费在我国居良消费结构中占有相当比重
,

在消费品供给和分配方面通行

各种免费供给
、

无偿分配
、

低价优惠和差价补贴政策和作法
、

其中包含许多不合理成份 ⑧我国居民消费

基本五是在一个比较封闭的体系中进行的
,

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结构的一
对应关索十分胡显

,

较为充分体现出我国居民消费结构的民族风格
、

独立性和自主性
,

同时也反映出我国

清费结构与资源结构的一致性
。

有同志认为 近年来戮国消费结构正在发生根本变化 人民生活消费开始

越过吃饱穿暖为主要丙容的必需品消费阶段 进入超必需品消费阶段
,

这才是现阶段我国人民消费结构的

根本特点
七

一

商品 消费结 构和劳务消费结 构

社会主义消费结构包括商品消费结构和劳务消费结构两大部分 为了便于同西方国家的消费结构进行

动态和静态的对比
,

人们通常按消费行为具体分为衣
、

食
、

住
、

行
、

用
、

烧
、

劳务和闲暇等若千大类
。

理

论界不仅就商品清费和劳务消费的构成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 而且还对商品和劳务的各个内部 构 成 作 了

斗些有益的探讨
。

一

如食物结构
、

衣着结构
、

用品结构 、 生活能源结构
、

旅行结构
、

住的结构
、

劳务结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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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暇时间结均等
。

井就若千结构性问题提出了很多好的建议 ①要改变我国植物食物为主的传
’

统 膳 食 结

构
,

增加劝为介物消费数服和 比重 实现功
’

勿食物和植物食物拜重型食物构成 ②关于用品消费 要特别

注仓用品为
“

结构性消费早熟
”

问题
,

适当控制高能耗用品消费 ③解决城市住宅问题的根木途径是实现

住它商品化
,

住宅商品化将把住宅消费从社会公共消费逐步转变为个人消费
,

一方面改善社会公共消费和

个人消费的结构
,

一方面化住在居民消费结构中的比重发生变化
,

重新构造消费结构
。

更为重要的是
,

住

宅商品化将从很木上促进住宅产业的发展
,

不断增加住宅供应
,

更好地满足人们住的需求
。

八 各类 浦费结 构比 较研 究

如 果把整个消费结构当作一个系统
,

通过系统内部不同层次不同类型消费结构的比较
,

就表现出各自

不同的特点
。

这方面的研究集中表现在以下几点 ①物质产品消费结构和劳务消费结构差异 即提供消费

对象的部门不同 消费对象不同 劳务消费弹性大
,

代表着一个较为离级的发展阶段 两者计 量 方 法 也

不同
。

②宏观消费结构和微观洁费结构的不同表现在 宏观消费结构是从大范围 整 休而 言的居民消费结

构
,

微观消费结构是从单个家庭
、

个人或单个消费单位着眼考察居民消费结构
,

后者是前者的基础和出发

点
。

③城乡居民消费结构的差别
。

有人说这种差别扩大了
,

有人说缩小了
,

还有人说前三十年扩大了 但

白
,

洲议来开始缩小了
。

比较一致的意见是 三十年来
,

我国城乡差别有扩大的趋势
。

④脑力劳动者与

体力劳动者消费结构差别问题的研究表明
,

三十年来
,

尤其是 匀 年以后
,

我国脑力劳动者的收入和生活水

平
,

非但不比休力劳动者高 恰恰相反
,

还低于体力劳动者 存在着
“

倒挂
”

的现象
。

近年来
,

这一情况

虽有改 善
,

但仍来解决彻底
,

脑
、

体力劳动者及各自内部的收入和消费结构不合理现象仍然存在
。

脑
、

体力

劳动者的劳动方式和生话方式有差别 他们的收入和消费也应休现差别
。

这完全是按劳分配规律的本质要

求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需要
。

此外
,

这 一研究还不同程度地涉及到其它各种不同层次
、

不同类型消费结

构的差别及其具体内容
。

九 消费结 构的 发展趋势和 变化规律
和任何客观事物运动变化一样

,

消费结构的发展变化也有其规律性
。

对于消费结构的发展趋势和变化

规律的研究
,

理论界较多地论及到消费结构的转型
,

消费结构变化的主要倾向
,

恩格尔定律在我国的运用

范围和程度
,

吃穿用等内部结构的变化趋势
,

劳务消费的发展趋势和农村居民消费 结 构 的 变化趋势等问

题
。

还有不少同志对消费结构变化规律提出了新 的 见 解
。

一些同志认为
,

消费支出比重下降或上升主要

取决于消费品需求弹性的大小
,

随着收入的增多
,

消费总支出中用来购买需求弹性刁哟消费品的费用所占

的比例会越来越小
,

此 乃泊费结构的变化规律
。

另一些同志认为梢费结构变动的诸大规律是 ①消费需求

构成及各项消费灼内郑构成趋漏性规律 ②非商品性支出的增长快于商品性支出增长的规律 ⑧家务劳动

社会化规律 ④公共性集休消费比重逐步增长的规律
。

有同志提出
,

在微观消费结构的发展变化中
,

存在

着微观消费结构的发展变化必须适应 人们的收入状况的客观规律
。

还有同志把消费结构变化的一般规律性

概括为三个转化 ①由自给性式 自给性为主的消费结构向商品性为主或商品性消费结构转化 ①在商品性

消费结构中
,

吃为主的消费结构向精神和劳务消费为主的结构转化 ⑧由商品性酒费结构向产品性消费结

构转化
。

十 消费结 构合理化 问题
现在的消费结构

,

并不就是合理的消费结构 所谓合理消费结构是与经济技术结构相适应 能够促进

国民经济结构协调 发展
,

既有利于人们的身体健康和全面发展
,

又符合本国国情
,

并在既定生产力水平下
,

能最大限度地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物质文化需求的消费构成 合理消费结构的主要标志是 ①有利于劳动者

的全面发展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 ②既有利于促进经济结构合理化 又要与一定条件下的生产 能 力 相适

应 ⑧有利于增加优势资源产品的消费
,

减少和回避短缺资源产品的消费 ④有利于劳动者的身心健康和

全面发展
,

有利于培养人们的社会主义道德和精神情操 有利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时和精神文明的建设 近

年来
,

理论界研究和探讨我国消费结构的合理化问题不是停留在纯抽象化的理论
,

而是以更多的精力投入
到消费结构的各个具体方而

,

诸多实际问题的研究上
,

逐个揭示出我国清费结构中存在的主要问惑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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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存在的原因 并提出促进消费结构合理化的主要对策

冲一 公元即 牟的消贪结钩模式
我国人民消费达到小康水平时 消费结构将出现什么样的格局 据轻工业部计划司的计算

,

到本世纪

末
,

用于个人消费的国民收入总额为 “亿元
·

其中
,

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将由 。年的 元增加到

元
,

每户每年总收入为 元
。

农村人均消费将由 劝年的 元增加到 元
,

熟户全年总收入约为 元
。

大休上是一个虽然已不那么贫穷
,

但也不十分富裕的水平
。

关于 的年时我国消费结构预测估计较多
,

分

歧也比较大
。

比较多的同志认为 。年我国居民消费结构中
,

食物支出的比重不会下降得太多
,

预计将在

、 耳 穿着支出成倍增长 但比重不会明显增加
,

预计在 “ 万之间 用的支出会明显增加
,

但其

比重不确色增长太快
,

大体在 终左右 我国城锥居民人均居住面积达到 ” 。平方米
,

住房支出的比重

将土升
, ,

预计将达到拍娜左右 农村居民居住面积将达 平 方 米
,

住房支出的比重预计为 多左右
。

此

外 劳务俏费在俏费总支
一

出中达到 另左右也是完全可能的 换一个角度着
,

到本世纪末
,

我国人民的收

入水平将表现为一个具有不同层次的立体结构
,

即人们的收入水平将表现为高低参差不齐的不同层次
,

人

们之吼收入水平上的差距比现在有所扩大
,

相应地必然会形成和扩大消费结构不同层次及其差异
。

因为在

同一时点上
,

基于不同层次的收入水平而形成的不同层次的消费结构的差别
,

要比在不同时点上
,

基于收

入水平的不同而形成的不同消费结构之河的差另吠得多 因而完全有理由推断 在 。。。年这个时点上 不

周层次的消费结构之间的差别
,

要比现在的与 。肋年的总的来看的消费结构之间在两个时点上的差别大得

多 到那时
,

我国消费结构模式将表现为一个包含相互之间存在较大差别的
、

各具特点的
、

不同层次的消

费结构的集合
。 、

十二 浦分结构钱略抉择与政策设计
为了保证消费结构战略目标

,

即小康水平消费结构模式的实现
,

有同志认为我国人民消费结构发展战

略的选择主要应包括 ①首先要保证十亿人口的吃饭需要 , 同耐养顾其它方面 ⑧在保证人们物质生活基本

需要的同时
,

较充分的满足稚神生活的需要 ⑧从国情出发一确定我国较为适度的物质生活消费水准 ④

以俏费结构为基点
,

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合理的经济结构 有同志则认为
,

我国消费结构战略决 策 主要 包

括 勿如何安排好积累和消费的关系 ②从我国国情出发
,

走适度捎费的道路 ⑧顺应消费结构的变动
,

进一步调查产业结构 ④有目的有步骤地改革相关政策 还有的伺志具体论证了需要在消费领域和生产领

域作出的一系列战略性抉择 有人还提出适应消费结构发展战略的消费品生产发展战略
。

即要区别轻重缓

急 有步骤
、

有重点地发展消缪品生产
,

积极促进各类消费品生产的发展和各项服务享业的发展 逐步形

成多系列
、

多层次
·

具有中国特色的消费品不业体系和消魏服务体系
。

适应消费结构战略决策的需要
,

我国现行消费政策应及时予以调整和改革 为此
,

一些同志初步设计了

一套消费政策原则 母扩大住房面积
,

提高住宅质量
, ’

②设计省能而又方便的交通系统 ⑧要使穿着在消

费中保持较高的比例
,

鼓励人们穿得好些 国大力发展以艺术
、

体育
、

娱乐
、

旅游等为主要内容的空闲时

间的消费 ⑥明确服务业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 注意人们对服务业需求的形式 ⑧通讯不受土地
、

资源

的限制 要优先发展 ①保持教育卫生持续稳定发展 考虑支付形式的变化和选择的 自由
。

有关具体方面的消费政策设计提出的具体措施和建议主要有以下一些内容 ①改革城市住宅
、

公共医

疗和免费教育政策
,

把这些以集体消费为主的方式转 化 为 以 个人消费为主或个人
、

集体消费相结合的方

式
。

⑧缩小物价补贴范围
,

改革补贴标准 使我国消费结构从 哈哈镜
’

中走出来
,

·

恢复其本来面 目
。

⑧改

革消费品供给和分观制度井变过去以分配取代商业为商业取代分配
,

通过颁布政策和执行有关规章措施
,

堵死各种漏洞
,

一

杜缘不正之风
,

实现商品的正常流转
,

充分体现全休居民同等的消费机会和权利
。

④拉开

需求差距
,

一

建构需求橄度 改变收入均等化及相应的消费结构单一和消费内容需同化的顽症
。

⑥实行宏观

上适度控制和徽观上鼓励消费政策
,

只有这样 控制才不致限制或一味压缩消费
,

而鼓励也才不致造成所

谓
“

消费膨胀
”

而降低必要的积累
,

影响经济发展速度 ⑧运用社会
、

经济
、

行政等手段
,

正确引导居民

消费 。真正从国情出发
,

发翩国居民的劳务消费
,

正确处理家舞劳动与社刽路事业的养系
,

对症下

呼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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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
,

发展各种服务事业
,

增设服务消费的不同层次
,

把劳务部门列入国民经济计划 努力提高劳务 肖费水

平
。

注意解决好生活能源问题
。

提高能源加工深度
,

调整民用能源价格
,

发展集中供热和热化事业
,

还步

实现电气化
,

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能源现代化水平

消 费 结 构 研 究 前

消费结构虽然已经 引起了较多的关往
,

发表了大批研究论文和专著 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 但不可

否认我国消费结构研究起步较晚
,

目前理论界对消费结构的研究状况
,

与消费结构研究作为国家重点研究

项 目的地位远不相称
,

对消费结构的研究还是一个重要的任务
。

据有关专家估计
,

关于消费结构进一 步研究包括如下主要方面 对建国以来我国消费结构的历

史和现状的考察
,

需要作许多的调查研究
,

分析和整理许多历史资料
,

从中找出我国消费结构的特点和发

展规律性
,

以及其中各种不同类型的消费结构特点和规律性
。

〔
一

对消费结构的历史和现状进行理论分

析
,

找出那些影响消费结构变动的因素
,

并分析每一个因素与消费结构相互关系的地位和作用
。

如
,

国漓

以来
,

政治和思想领域指导思想的正确与否 究竟对人民的生活消费及其结构起了些什么作用
,

·

起了多大

的作用
。

经济体制及其改革怎样改变和影响着消费关系
,

从而影响消费结构的变化
。

自给自足的 自然经济

条件下
,

消费结构具有哪些特点
,

在商品经济充分发展的情况下
,

消费结构会有哪些改变
。

消费结构与自然

资源的水平及其构成有何联系 消费结构与人口总量及其构成有何联系 它与我们的民族传统和文化传统

有何种相互作用
。

除了这些方面以外
,

还要特别分析生产力的发展水平
,

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
,

收入水平
、

价格体制等等与消费结构的相互作用及其数量上的依存关系 此外
,

还要分析我国消费结构与别国璐悄结

构的区别
,

以及造成这些区别的原因
。

对未来的消费结构作出预测
。

例如
,

。年刁谏水平下清费

结构的预测就是一个重大的课题
。

当然生产的预测在这里是重要的前提
。

这就要求我们从整个社会
、

级济

的发展中去把握消费运动的规律
。

最后
,

消费结构研究和预测
,

应该应用于制订经济
、

社会的发展战路
、

调整产业结构
,

合理解决消费与积累的比例关系 宏观捎费决策
,

引导消费
,

完善社会主义生活方式等等

经济工作中去 参见尹世杰等 唁消费经济研究前瞻 》载嘴消费经济 》 年创刊号

另一些同志认为
,

我国消费结构研究应主要探讨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 我国目前的消费结构的现状
、

变化特点以及发展趋势
。

具体包括 吃
、

穿
、

住
、

行
、

烧之间以及各自内部的现状
,

变化特点及其

发展趋势 物质生活 与文化生活以及文化生活内部的现状
,

变化特点及其发展趋势 , 实物消

费与劳务消费之间及劳务消费内部的现状
、

变化特点及发展趋势 个人消费与公共消费之间似及公

共消费内部的现状
、

变化特点及发展趋势
。

‘

第二
,

我国消费结构差异性
。

具体包括 地区差异 姆
海与内陆

,

平原与山区
,

经济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
,

边疆与内地 城乡的差异 召 不同职业劳

动者的差异 工
、

农
、

知识分子
、

行政管理人员之间以及各自内部的差异
,

全民职工
、

集体单位劳动者和

个体劳动者之间以及各自内部的差异 民族差异 汉族与少数 民 族 以 及少数民族内部的差异、 第

三
,

生产发展和劳动者个人收入增 长情况 生产发展速度
,

生产发展速度与劳动报酬增长速度的对让 劳动

者个人收入绝对量
、

劳动者平均家庭 负担系数和劳动者家庭人均收入量
。

第四
,

消费结构与经济结构的关

系 消费结构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 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 消费结构与国民收入分

配和消费基金内部结构 消费结构与流通结构 包括流通形式和渠道 〕消费结构与物价变

动 消费结构与人口总量和人 口 结构
。

第五
,

目前消费结构到 年消费结构过渡的阶段 五年阶

段
、

十年阶段以及十五年阶段
,

每个阶段消费结构状况
、

特点
。

第六
,

要研究国外一些发达国家的消费结

构的状况
,

总结经验 找出共同点
,

抛弃其弊病 第七 要研究消费结构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关系 包

括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教育
,

各种广告
、

宣传
、

展览
、

推销活动
,

党和国家的消费政策等对消费结构的

影响
。

还有同志提出要研究社会经济发展战略 日标中消费结构的确定和选择
。

如我们可以从这样几个方面决

定我国 。年消费结构的确定和选择
。

在食品方面
,

我国 年人均收入到 嶙元时
,

究竟是以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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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为主 还是以肉蛋奶为主 外闰发迭围家均是以启老为主
。

这种食品结构是否符合我国国惜
,

需要做深入
的研究 在衣着方面

,

到 。年时
,

我国人民衣着究竟以棉制品为主还是以化纤产品
、

毛制况或丝

绸为主 这也需要我们做细致的调杏和研究 在交通方面
,

到 。。年
,

我 国 人 民 生活 水平大大提

高 用于旅游方面的支出将会成倍增长
二

这就需薯大力发展交通事业
。

市内交通
,

究竞是以私人小汽车为

主还是以自行车和公共汽车为主 市外交通究竟是以飞机运输为主
,

还是以火车运输为主 这都需对 。。。

年战略目标中俏费结构进行深入研究
’

为我国交通事业的发展提供战略决策
。

有关我国消费结构的另一些值得研究的重大问题包括 消费结构与自然资源结构相互关系
。

厂

我们如何从自然资源的实际情况出发
,

充分利用优势资源
,

避免短缺资源 如何发展
、

开拓优势资源的消

费
,

限制短缺资源的消费
,

使消费结构与自然资源的结构相适应 公共消费与个人消费的比例
。

公共

消费比重的提高
,

必须以生产力的发展为前提
。

在生产力水平不离的情况下
,

公共消费比重过高
, ·

个人消费

比重偏低 就会降低通过按劳夯配而实现的消费 就会削弱按劳分配的作用
,

不利于生产的发展
。

这里牵

涉 一个重要问题 , 在国民收入和消费基金总皇为一定的情况下
,

如何使消费基金在集体消费和个人消费之

间的分配比例比较合理玄它与生产力水平 国民收入总量的水平和增长速度的数量依存关系如何 这里还

牵涉到积累和消费的最优比例如何确定的问题
。

在积累与梢费的比例已定的情况下
,

我们当前如何逐步取消

那些反映平均主义的补贴 包括房租
、

医疗卫生
、

集体福利以及价格补贴
,

用于增加工资来进一步贯彻

按劳分纪的作用全在逐步取消 些补贴后 个人收入增加了
,

对消费结构产生哪些影响 此外
,

城市和乡

村 集休消费和个人消费的比例是不同的
。

如何根据城乡不向的收入水平
、

一

原来消费水平和消费品生产和

供应等情况 来分析城乡不同的渭费结构 关于 自由时间丈闲暇时何 的 消 费 问 题
。

在 自由时间

凰 人介嘟会进行禹些消费活动
,

如何充分不咖这些时间
,

开展一些有身益于人的自身健康
,

有益于人的

全面发展的消贾活动户捉进劳动力质皇的提高
,

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
。

消费结构的变化如

何体现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女明的结合 〔 如向把消费结构引向合理的方向 如何根据社会主义

消费的特点
,

根据我国的资源袂况和生产发展状况以及消费习愤和民族传统
,

对消费结构进行正确引导

这些问题
,

都需要联系商品经济大力发展的新情况
,

加以研究
、

解决 要研究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对

消费结构格来的薪变化 经济体制的改革
,

对人们的清费活动
,

包括渭费结构的变化
,

必然产生重大的影

响 例如 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 由于充分利用价值规律的作用 由于价格和工资休制改革
,

由于按劳分

配的进一步贯彻
, 一

由于企业自主权的扩大
,

由于广大劳动者积极性的发挥 ⋯ ⋯这些方面的改革
,

这些方面

的变化 都会影响我们的经济生活 、 都会给我们的消费结构带来新变化
。

如何分析这些新变化 如何在经

济体制改革中
,

有意识的促进这些变化
,

使消费结构更加合理化
,

更符合于社会主义生 产 关 系 的木质要

求
,

更休现社会主义生产 目的 这些都需要我们及时加以研究
。

户目前
,

直观我国消费结构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
,

支出比重相近
,

消费内容雷同
。

产生消费结构单一和

雷同化的原因在于收入均等化 绝大部分城乡居民收入不高 相差不大
。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 劳动者之间

的收人水平不应相差悬殊
‘ 这是在会主义公有翻的本质要求 但是收入平均化也违背按劳分配的原则

。

正

如《中共中央经济体橱改革的决定 》指出的
, “社会主义社会要保证社会成员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逐步的提

高
,

达到共同富裕的丹标‘ 但是共同富裕决不等于完全平等
,

也不可能是所有社会成员在同一时间以同等

的速度富裕起来
。 ”

『

及们的劳动有差别
,

收入水平也应当有差别
。

没有差别不能激发劳动积极性
,

也不能

形成一定的需录梯度
。

究竞差度多天为佳 这是关系社会主义全局的大间题
。

,

随着经济改革和生产的发展 人民群众的生活需要将变化很快
,

因此必须加强对人民群众生活需要服

务的研究工作 把对人民的
一

日常生活服务置于科学的基础上 整个国家和各地区 都应当有相应的科学组

织和机构
,

随时调香和掌握生活服务领域中的准确真实资料 制定满足人民群众生活需要的预测和计划

探讨为人民生活服务的有关理论
,

指出实现这种服务的具休途径
,

其中包括研究从产品生产
、

住房建设
,

城市规划到日常生活服务怎样减少每个家庭的时何消耗
‘

有关实际工作部们和科研部门应成立
“ 日常生活

服务
,‘

研究机构和研究中心 这个机构应拥有一定的研究手段和研究实验室 下转第 页

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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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一纽国家的情况 捷克 居民住毛消费在清费结

构中所占的比重 。年为 工万 功 年为加 万 ,

” 年为 万
。

民主德国
,

年为 店
‘

男 , 。启

年为
,

河 , 年为 书 匈牙利
,

工日 年为 魂男

玛俘 年为 多 , 年为 魂 拓
。

波兰
,

年为

县 多 , 年为 男 , 年为
,

压男
。

苏联
,

年为 , 沁 年为 多 年为 , 留

意大利 弘 年为招多 年为 喊 年为

拓 法国工 年为 再 年为灯多
‘

年

为 书 ,瑞士
, 日导年为 拓 漪 年为 多 母再

来看看我国农民住宅消费的情况 这里以苏州农村

情况为例
。

苏州总人口为 万人
,

卜

其中农村人

口透 吕 万人 全市农民住宅共有 心 万平方米

其中
“六

·

五
”

期间新建翻建的约占 呱左右
‘

农

民建房的热潮席卷整个农村
,

白启 年
,

全市农村私

人建房 岭 万平方米
,

其中住宅 ‘ 万平方

米
,

投资了 万元 据苏列沛统计局抽样调 查资

料
,

年人均建住宅 平方米
,

年末人均生活用房

面积达封
,

平方米
,

为 年人均妞 息平方 米的

倍 三中全会后苏州农民住宅消费变化情况详

见下表

啤 —舫年苏州农民家庭住宅消费的变化

情况
一一 ‘ 二 ‘

一

牙 日

资料来源 年心苏州统计年鉴 》和苏州

市 洲 年国民经济资料简编

以上只是就改革低租金制
,

提高
‘,

住
”

在居民

消费结构中的比重以逐步实现住宅消费合理化的必

然性与必要性谈了一点粗浅看法
,

不妥之处
,

敬请

指正

注

①见《住宅经济 》 马 年第一期
。

②见《房地产经济学 》 一

⑧见《消费经济研究资料 》第十八期
。

④见《住宅社会学 》一书第 一 易页

山东人民出版社 年版
。

‘ “冲 倪陌 加闷‘ , ‘ 。“““巾“

一 州创由咖片冲始啪 ”南如栩俐 “用椒“ 栩 州“州翻栩“ 翻今咖 ””叔峥“ 咖“ 州润州 。协的州的州“ 肠剐 朴 朴

上接第 丈

关于我国消费结构发展远景及其战略
,

应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
,

认真研究
‘

,

妥善处理以下几个问题

如何选择一个既适合于我国基木国情
,

文符合我国人民消费习惯的耐用消费品的发展方针
,

而不至

童蹈经济发达国家
“

消费革命
”

的厉史复辙
,

是应作认真考虑的二个重大
’

问题 如何处理好人们的

商品需求和劳务需求的关系
,

而不致使二者失调
,

从而影响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
,

这是必须认真

研究的又一个重大问题 如何逐步降低我国人民自给性消费支出的比重 提高商品性消费比重
,

亦

是消费结构发展过景研究的一个关键性问题
。

同时应对消费习惯
、

偏好形成所需的较长周期有充分的认识
,

有计划的指导并提前做好准备
,

主动引导收人较高的居民的消费 这部分居民的消费出现盲 目发展
,

将来

就可能是大规模的盲目发展 应及早为消费发展做好生产供给的准备
,

包括通过适当进 口消费品
,

促进在国

内形成生产能力及其产品的竞争性
。

建议成立专门的机构来研究和制定消费发展的长选规划
,

把它与生产

及整个国民经济计划衔接起来

此外
,

对不同地区 如贫困和富裕地区
、

山区
、

平原和丘陵地区
,

城市和乡村等 不同消费者阶层

如不同收入阶层
,

不同社会集团
,

不同年龄构成等 之间及其内部不同梯度消费结有的比较研究
,

对典型

地区 如少数民族地区
、

边远地区
、

经济特区等 居民消费结构的现状
、

特点及其发展变化趋势的研究
,

对我国的劳务消费的发展前景以及改善消费结构对策的研究等都是我国消费结构研究的薄弱环节
,

亚待从

理论相实际方面进一步深入

‘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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