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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尔系数遭遇“中国式尴尬”(陆志明；3月17日)

文章作者：陆志明

  提升居民收入水平、缓解社会矛盾，对此各界已经已经达成广泛一致，然而现实的数据却依然不容乐观。据3月12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2月份，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0.9%，环比上涨0.5%。其中居住类价格同比上涨了5.2%，包括水、电及

燃料价格上涨8.4%，建房及装修材料价格上涨2.6%，租房价格上涨1.4%；而食品类价格仅比去年同月上涨1.2%。 

  消费价格指数是衡量居民消费意愿和富裕程度的重要指标，这一指标增长趋缓直接反映微观经济主体生存状况的恶化，并通过需求途径

调低未来的经济增长，甚至将经济拉入“通货紧缩”的泥淖。 

  撇开春节等意外冲击的影响，单从消费价格指数内部变动的结构来看，目前消费物价的变动对提升居民收入水平极为不利。 

  首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中食品类指数的增长不足并不能反映居民生活质量上升。食品类价格仅比去年同月上涨1.2%。其中除粮食上

涨1%以外，肉禽及其制品价格下降6.6%，鲜蛋价格下降14.1%，水产品价格下降1.5%。恩格尔系数是衡量居民收入中食品支出占比的最重

要指标，在西方发达国家，这一指标的降低往往意味着生活水平的上升，然而这并不适合中国的国情。西方发达国家农业人口通常在10%以

下，一般都有着严格的农业补贴和保护政策，农产品的价格往往偏高、工业品的价格偏低，甚至在不少国家农场主是富裕阶层的代表。因而

恩格尔系数的下降能准确地反映居民用于工业品和服务的消费增加，居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明显的提升。 

  而在中国则正好相反，农业人口占70%以上。政府执行的经济政策也截然不同，重工轻农、以农促工的工农产品“剪刀差”政策虽然推动

了工业经济的迅速发展，但造成了城乡之间收入和消费水平的巨大落差。时至今日，已经成为中国收入差距问题的主因。 

  在农产品价格相对偏低、工业产品价格相对偏高的现状下，恩格尔系数下降非但不能反映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反而可能意味着居民收

入水平出现滑坡，尤其是农副产品价格的快速下挫意味着农民收入水平提升的问题岌岌可危。 

  近期北京市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2005年北京市的恩格尔系数已经下降到31.8%，按照国际粮农组织的标准已属“富裕型”，但实际上却

仍有相当部分人处于“低保”水平以下，他们的生活显然还不富裕。 

  其次，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中住房支出和水电煤价格的快速上涨意味着居民生活成本在不断提高，用于闲暇消费支出的比重在不断下降，

而衡量生活富裕程度的真正指标应该是闲暇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另外，基本生活支出的上涨与国家近期所提出的藏富于民、缓解社会矛盾

的大政方针明显相左。住房和基本生活资源价格的上涨无疑成为提升居民生活水平的障碍，而此前一些舆论甚至提出要以基本生活资源价格

的上涨来推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上涨，这一观点明显本末倒置，为了表面数字的提升而牺牲真实的社会大众福利，只会将经济推入停滞不

前的困境。 

  当然，提升居民生活水平是一项长期复杂的系统工程，从消费价格指数分析仅能管中窥豹。我们应保持对数据的客观认识，尤其是对数

据内部的结构进行缜密的分析，防止离开中国国情、按照西方惯例对数据进行简单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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