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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收入变动对消费的影响 

低收入城镇居民在基本生活品消费上的收入弹性普遍较大(表2)，收入对其生活品质的提升影响显著：收入水平提高1%，低收

入水平的城镇居民在水产品、蔬菜、烟草、酒及饮料、糕点和奶制品上的人均消费支出可增加1-4元不等，同时在交通、通讯、

在外用餐上的人均支出可增加8-14元。 

高收入水平的城镇居民受其收入影响较大的消费项目主要集中在发展和享受型消费上(表2)：收入增长1%，高收入城镇居民在

交通、通讯、在外用餐、医疗保健、文化娱乐及其耐用消费品的人均消费支出增加20-35元。 

表2 收入增加1%消费支出的增加值和商品价格变动对消费需求的影响 

Tab. 2 Added expenses with 1% salary increase and influence of consumption demands due to product price 

fluctuation

项目Items 

收入增加1%消费支出的增加值 

Added expenses with 1% salary increase(元) 

价格弹性 

Price elasticity(%)

低收入 

Low 

income

中等偏下 

Low to 

medium 

income

中等收入 

Medium

中等偏上 

Medium 

to high 

income

高收入 

High 

income

最高收入 

Highest 

income

低收入 

Low 

income

中等偏下 

Low to 

medium 

income

中等收入 

Medium 

income

中等偏上 

Medium 

to high 

income

高收入 

High 

income

最高收入 

Highest 

income

粮食 

淀粉及薯类 

干豆类及豆制

品 

油脂类 

肉禽及其制品 

蛋类 

水产品类 

菜类 

调味品 

糖类 

烟草类 

0.55

0.24

0.07

0.68

0.12

0.06

2.60

3.04

0.51

0.70

0.17

0.03

0.48

0.08

0.10

2.63

1.41

0.64

1.69

0.39

0.09

1.20

0.79

0.14

2.49

3.21

0.65

1.75

0.38

0.06

1.33

1.32

0.12

3.37

4.11

0.84

1.70

0.31

0.04

1.75

2.87

0.09

4.67

4.01

0.84

0.86

0.42

0.07

1.16

11.17

0.10

3.46

2.65

0.57

-0.11

-0.41

-0.09

-0.28

-0.01

-0.04

-0.71

-0.50

-0.49

-0.09

-0.19

-0.02

-0.14

-0.01

-0.05

-0.41

-0.17

-0.38

-0.17

-0.32

-0.05

-0.25

-0.04

-0.05

-0.26

-0.26

-0.29

-0.15

-0.27

-0.03

-0.25

-0.06

-0.04

-0.26

-0.28

-0.30

-0.13

-0.20

-0.02

-0.29

-0.10

-0.02

-0.25

-0.22

-0.25

-0.07

-0.27

-0.03

-0.22

-0.29

-0.03

-0.17

-0.15

-0.18



3.2 价格变动对消费的影响 

价格变动对低收入居民的消费支出影响大于高收入居民，针对不同的消费类别影响程度差异显著。 

不同收入水平城镇居民之间的消费支出受食品价格的影响差异较小(表2)。诸如粮食、豆制品、油脂、肉禽、蛋类等基本生活

食品，价格每提高1%，不同收入水平居民的消费支出减少0.02%-0.30%；而对于水产品、烟酒饮料、糕点、奶制品、在外用餐等

享受型食品消费，低收入居民相应的消费支出受价格影响较大，价格水平每提高1%，其相应的消费支出减少0.70%-1.00%。在交

通、通讯、耐用消费品、文化娱乐、住房、水电燃料的消费需求上，低收入水平居民对价格变动的反映较为敏感，以上消费支出

的价格弹性在0.74%-1.00%，其中交通、通讯的价格弹性达到1.00%。 

4 结论及建议 

4.1 结论 

酒和饮料 

干鲜瓜果类 

坚果及果仁 

糕点类 

奶及奶制品 

其他食品 

在外用餐 

食品加工服务

费 

服装 

衣着材料 

鞋袜帽及其他

衣着 

衣着加工服务

费 

耐用消费品 

室内装饰品 

床上用品 

家庭日用杂品 

家具材料 

家庭服务 

医疗保健 

交通 

通讯 

文娱用耐用消

费品 

教育 

文化娱乐 

住房 

水、电、燃料

及其他 

杂项商品 

0.18

4.23

2.24

0.55

0.47

1.23

3.38

1.25

8.64

0.05

0.40

0.07

0.32

0.01

4.23

0.13

0.44

0.27

0.07

0.03

0.24

6.51

14.12

2.49

1.50

2.08

2.16

7.76

3.92

0.15

4.45

2.50

4.71

1.28

1.28

1.35

0.36

3.22

0.01

8.10

0.57

3.48

0.04

5.91

0.13

0.73

2.22

0.13

0.15

10.44

6.28

21.73

14.25

2.27

3.21

1.29

8.21

4.90

0.17

4.79

3.09

2.44

1.48

1.19

2.45

0.80

13.36

0.03

27.05

0.01

10.30

0.03

7.68

0.27

1.95

5.98

0.43

0.45

19.99

15.94

25.81

20.17

2.16

8.29

2.48

8.11

7.52

0.30

6.76

4.18

7.56

1.74

1.88

4.51

1.22

24.74

0.04

39.18

0.08

14.12

0.01

8.18

0.32

2.85

8.38

0.46

0.78

25.51

14.10

27.99

22.79

6.67

16.62

1.14

8.33

9.09

0.40

7.48

4.98

9.91

1.74

2.23

2.62

0.83

35.30

0.01

44.62

0.16

14.69

0.04

10.54

0.52

2.98

8.90

0.68

1.77

31.58

21.77

32.18

31.62

7.40

19.43

6.78

10.34

13.55

0.64

6.21

4.88

8.24

1.42

2.29

2.48

1.18

42.05

0.04

42.05

0.18

12.36

0.02

1.65

1.13

3.44

7.53

0.66

2.48

26.21

56.25

38.48

46.94

12.54

41.72

16.65

7.98

23.93

-0.31

-1.00

-0.72

-0.17

-0.67

-0.83

-0.98

-0.90

-0.98

-1.00

-0.05

-0.33

-0.09

-0.08

-0.99

-0.73

-0.68

-0.10

-0.51

-0.12

-0.03

-1.00

-1.00

-0.51

-0.20

-0.83

-0.79

-0.74

-0.87

-0.14

-0.64

-0.46

-0.66

-0.79

-0.49

-0.27

-0.17

-0.27

-0.19

-0.44

-0.86

-0.41

-0.18

-0.69

-0.30

-0.50

-0.39

-0.74

-0.25

-0.57

-0.60

-0.89

-0.89

-0.18

-0.58

-0.26

-0.53

-0.58

-0.11

-0.48

-0.38

-0.27

-0.60

-0.32

-0.32

-0.23

-0.54

-0.34

-0.73

-0.01

-0.63

-0.09

-0.51

-0.29

-0.63

-0.57

-0.82

-0.35

-0.65

-0.71

-0.75

-0.75

-0.12

-0.66

-0.26

-0.39

-0.52

-0.16

-0.51

-0.39

-0.55

-0.53

-0.37

-0.41

-0.25

-0.64

-0.35

-0.76

-0.10

-0.63

-0.02

-0.40

-0.23

-0.61

-0.57

-0.68

-0.33

-0.61

-0.47

-0.64

-0.62

-0.26

-0.71

-0.09

-0.33

-0.44

-0.16

-0.44

-0.34

-0.53

-0.40

-0.32

-0.20

-0.14

-0.61

-0.06

-0.65

-0.17

-0.52

-0.06

-0.34

-0.23

-0.44

-0.46

-0.63

-0.38

-0.56

-0.08

-0.55

-0.56

-0.23

-0.54

-0.26

-0.32

-0.43

-0.20

-0.34

-0.29

-0.40

-0.32

-0.29

-0.17

-0.15

-0.48

-0.37

-0.48

-0.19

-0.39

-0.02

-0.06

-0.24

-0.39

-0.34

-0.52

-0.29

-0.39

-0.48

-0.50

-0.55

-0.27

-0.63

-0.33

-0.23

-0.46



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不同收入水平的城镇居民在基本需求结构和边际消费倾向上具有较大差异。对于食品、居住等基本生

活消费品，中低收入阶层居民比高收入阶层表现出更大的消费潜力和消费占比；而对于在外用餐、交通、通讯、文化娱乐等发展

和享受型消费，高收入阶层表现出较高的消费意愿和消费比重。 

收入水平对中低收入城镇居民生活品质的提升影响显著。收入水平提高1%，低收入水平的城镇居民在水产品、蔬菜、烟草、

酒及饮料、糕点和奶制品上的人均消费支出可增加1-4元；在外用餐、交通、通讯上的人均支出可增加8-14元。高收入水平的城

镇居民受其收入影响较大的消费项目主要集中在发展和享受型消费上。收入提高1%，高收入城镇居民在交通、通讯、在外用餐、

医疗保健、文化娱乐及其耐用消费品的人均消费支出增加20-35元。 

商品价格变动对低收入居民的影响远大于高收入居民。食品消费较其他消费类型占据了居民消费支出的较大比重。生存型食

品价格变动对不同收入水平居民的消费支出影响较小。而对于水产品、烟酒饮料、糕点、奶制品、在外用餐等享受型食品消费，

低收入居民相应的消费支出受其价格影响相对较大。此外，在交通、通讯、耐用消费品、文化娱乐、住房、水电燃料的消费需求

上，低收入水平居民对价格变动的反映较为敏感。 

4.2 建议 

4.2.1 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高中低收入城镇居民收入水平 

收入是影响城镇居民消费支出水平和消费结构升级的最主要因素之一。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一是要提高城镇中低收入居

民的收入增长速度，促进其消费能力持续稳定增长；二是要扩大城镇中等收入居民比重，构建“橄榄型”财富结构，提升城镇居

民整体消费潜力，从而为全社会消费结构升级继而倒逼产业转型奠定基础。 

4.2.2 完善物价和社保制度，促进中低收入城镇居民消费升级 

基本生活消费品的价格变动对中低收入居民消费意愿和消费潜力影响较大。稳定基本生活品价格，一是要降低食品、住房等

基本生活消费品价格，提高中等收入居民的实际购买能力；二是要通过完善医疗、教育、就业等社会服务保障体系，消除中低收

入城镇居民消费的不确定预期，激发其对发展和享受型消费的意愿。 

4.2.3 加快现代服务业发展，培育和巩固高收入城镇居民消费新热点 

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城镇居民在服务型消费上表现出较高的消费潜力。加快推进现代服务业发展，一是要引导全社会产业

结构的转型，为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创造条件；二是要严格执行服务业的准入和监管，率先在餐饮、娱乐、交通、通讯等与现代

城市生活密切相关的服务行业加强服务水平的考核管理，从而培育并巩固高收入城镇居民的消费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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