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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头沟区城镇居民群体消费变动特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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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门头沟城镇居民总体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不断提高，消费结构不断升级。

来看，受收入水平、消费观念、消费环境等因素的影响，消费特征发生不同的变动。分析

成、消费行为等情况，对于把握不同消费群体的消费需求变化，引导消费、扩大内需以促

作用。 

  2009年，门头沟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3344.9元，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增长势头

增速有所放缓，比2008年增长8%，低于5年来（自2004年）年均递增12.3%的增速。人均消

增长7.2%，低于5年来（自2004年）年均递增8.3%的增速，但高于去年1.8个百分点。从

看，消费增长明显低于收入。同时，消费结构、消费倾向、消费观念都发生了明显的变

的消费特征。 

  一、总体变动特征 

  从总体上看，随着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的提高，门头沟区城镇居民在消费观念、消

以下变化。 

  1、在消费观念方面，保守和时尚并存，简单保守消费观念逐步向科学理智消费观

的趋势。教育消费成为居民家庭具有战略性意义的消费支出，生态旅游、文化旅游消费发

仅仅是商品数量和使用价值，而越来越关注商品附加的服务和文化价值观念。同时，在群体效

因素的影响下，部分群体出现“高消费”现象，如许多年轻人借钱或贷款买车，就超出自己的消

费的发展。 

  2、在消费品消费方面，基本生活消费和发展享受型并存，向发展享受型转变。

况，但随着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仍较去年下降了1.3个百分点至32.1%

质消费后，将消费需求逐渐转向更高层面的精神享受。 

  3、在消费倾向方面，不同收入群体消费倾向不同，总体上呈下降态势。消费倾

可以反映消费者的消费心理和意愿，是消费者对收入预期、支出预期和自主偏好的一种

居民家庭的平均消费倾向呈逐年下降态势，由2004年的0.82下降到2009年的0.68，其中

0.73降至0.59。 

  二、不同消费群体变动特征 

  调查数据显示，从内部消费群体看，因收入水平的不同，同时受消费观念和消费环

距不断扩大，表现出不同的消费特征。与收入五等分法分组对应，不同收入的城镇居民形成五

  1.高收入的“先导型”消费群 



  城镇20%高收入户，属于富裕型的消费群体。2009年人均年可支配收入51642.7元，是平均水平的

在0.6以下，其消费水平往往与收入增加关系不大，即收入增加不会引起消费水平的同

型，如穿着朝着品牌化、时尚化、个性化方向发展，家电等耐用消费品在更新换代上注重

产品。在交通通讯的消费方面，家用汽车购买能力强，拥有量大。从耐用消费品拥有量看，

示范导向作用，2009年高收入户每百户拥有家用汽车50辆，是平均水平的2.6倍。消费结

水平低10.9个百分点，恩格尔系数降至22%以下，交通通讯高11.1个百分点，医疗保健高

均水平的2.7倍，家政服务支出是平均水平的1.9倍。这充分表明高收入户的消费已步入享受型

  2.中高收入的“均衡型”消费群 

  20%较高收入户，2009年人均可支配收入25711.2元。收入水平略高于平均水平，各

的状态，恩格尔系数在35%以下，正处于从小康型向富裕型迈进，从讲求消费数量向讲

年储蓄积累，已构成最具消费购买能力和消费开始多样化的群体，是继高收入群体之后最

始加快变动、转型、升级。 

  3.中等收入的“发展型”消费群 

  20%中等收入户2009年人均可支配收入19947元。消费结构方面，食品消费支出比重下降明

以下，用于改善居住条件，添置家庭设备和文娱用品的比重上升。属于正处于由总体小康向全面小康

均水平1.2和0.6个百分点。从这些家庭的就业情况看，有收入者人数、家庭就业人口数

都与平均水平大体一致，其收入较为稳定，即期消费欲望较高，消费层次也在不断提高。

  4.较低收入的“培育型”消费群 

  较低20%收入户2009年人均可支配收入12419.9元。其收入和消费水平远低于平均水平。消

重较高，恩格尔系数在38%以上，医疗保健、教育文化娱乐服务、交通通讯等消费比重均低于平均水平。收入增

慢，消费倾向较高，消费能力较弱，是中低档消费的主要市场，也是“想买而缺钱”、最

保健、教育文化娱乐服务、交通通讯支出比重为12.1%、8.1%和9%，分别低于平均水平

  5.低收入的“扶持型”消费群 

  低20%收入户2009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不足8800元，其消费倾向很高，平均消费倾向高

抵或入不敷出特点，其消费水平会受收入多少限制，收入增加会带动消费大幅增加。消

特点食品消费所占比重较大，其恩格尔系数在43%以上；在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消费支出方面，不到

一，但其中的教育费用却占了近一半；在居住方面，水电燃料及其他支出占了80%以上。低收入家庭中有一些是

低生活保障的家庭，需要政府采取各种措施进行帮扶，包括对其中的有就业能力和就业

提高其就业能力，从而增加收入水平，提高消费能力。 

  三、城镇居民消费变动的原因分析 

  按照经济学理论，决定居民消费支出变动的因素主要有收入水平、居民消费意愿、消

镇居民消费释放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一）经济持续发展为收入和消费增长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近年来，门头沟区经济持续发展，各项社会事业发展良好，带动各项经济指标持续

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二）收入增长是消费支出增长的物质基础 



  近年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现平稳较快增长，由2004年的13057.6元增长

长12.3%，收入的大幅增长为消费支出增长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收入增速放缓使居民对未来收入增长预期不稳定，影响消费支出的增加。2009年城

比去年增速下降3个百分点。尤其是中低收入家庭消费倾向较高，呈现出一定的“量入

较少的情况下很难增加消费支出。 

  （三）居民消费倾向及消费环境的变化是影响消费支出的直接原因 

  消费倾向可以反映在一定收入水平下城镇居民消费意愿的大小。也就是说，消费倾

钱购买商品和服务；相反，消费倾向走低则说明居民更愿意进行储蓄和投资。目前我国

等体制还在不断地完善之中，居民个人在这些项目上支出不确定性较大，导致居民对未

消费。2009年城镇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为0.68，比2004年下降了0.14，城镇居民消费仍有

  自2004年以来，主要原材料价格上涨影响，商品生产成本增加，快速上涨的物价水平使居民被

出。尤其是2007年年末到2008年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不断走高，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城市居民消

近年来，房价持续走高、医疗支出增多等对消费支出的“挤出效应”明显，使城镇居民只能

导致平均消费倾向持续走低，很大程度上制约着日常消费，并影响着未来的消费预期。

  （四）消费观念转变对消费支出增长起到促进作用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以及居民收入的增加，城镇居民的消费结构从吃饱穿暖的基本生存型，逐

发展享受型转变。按照相关分类标准，基本生存型消费包括：食品、衣着和居住消费支出；享受型消

用品、交通通讯、文化教育娱乐用品及服务、医疗保健和其他商品和服务消费支出。2009

消费支出为8088.6元，比2004年增长了55%；而用于基本生存型消费支出为7863.9元，比

用于享受型消费比生存型的消费增速快12.3个百分点。值得关注的是，由于社会信用体系的不完善和部分城

形成的消费观念，导致信贷消费发展缓慢，消费观念有待进一步改善。 

  四、拉动城镇居民消费需求的对策建议 

  为应对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在扩大内需方面还有很多潜力可挖，要把巨大的潜在需求

情况，提高消费水平是扩大居民消费的突破口，要突出重点，制定一系列提高居民收入、鼓

们科学消费、放心消费，用以促进经济的稳步增长。 

  （一）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增加居民收入 

 

  根据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理论，消费与持久收入的关系是恒定的，居民消费取决于居民的持久收入。因此，居民收

入的长期稳定增长是居民消费能力不断提高的基础和保证，收入是决定消费能力的根本因素。拉

收入水平的提高，只有收入的长期稳定增长，才能拉动并维持城镇居民消费的可持续增

消费意愿最为强烈的群体，但收入来源的缺乏限制了该群体将消费意愿转化为购买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