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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本文主要分析了安徽省城乡消费水平的差异以及其对安徽省经济增

长的影响。本文先简述了安徽省城乡消费水平差距导致经济增长出现的问题，然

后通过数据分析了城乡消费水平差异的原因，最后针对这些差异提出了缩小城乡

消费差距的对策。 1、加大农民的社会福利保障,提高农民收入；2、改变农村居

民的消费观念；3、改善农民的消费环境；4、政府要实行城乡一体的公共产品供

给制度，平等享有公共产品，是增加农民收入的基础，也是增加农民消费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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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元经济结构是我国经济的一个基本特征。安徽省是个农业大省，同国家平均水

平比较，安徽省的城乡居民的消费水平都低于平均水平。分析城乡居民消费水平

的差异提出缩小城乡消费差距的对策对安徽省的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作用。  

一、安徽省消费水平的差距导致经济增长出现的问题  

1、消费水平的差距使得全省总体消费水平不高，内需不足  

安徽省的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差距很大，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偏低使得全省总体的

消费水平不高，影响内需水平。当前正处于金融危机时期，我国都在大力强调要

扩大内需，而安徽是个农业大省，农民占全省人口的大多数，农民的消费水平低

显然影响着全省内需，导致全省总体的内需不足。面对着金融危机的压力，缩小

城乡差距，扩大内需，对安徽省的经济增长有着重要的意义。  

2、消费水平的差距使得消费结构出现失衡，从而导致产能的结构性过剩  

消费水平的差距影响着全省的消费结构，例如洗衣机，电视机等一些耐用品的消

费，由于全省的大部分农村没有通自来水和有线电视，从而使得农民对洗衣机和

电视机的消费相比于城镇居民的消费要小很多，导致耐用品积压过多，从而影响

着我省一些产业的发展，导致产能的结构性过剩，这也从一方面影响着全省经济

的增长。  

3、消费水平的差距导致消费支出的差距  

农民的消费支出远远小于城镇居民，消费支出的差距导致了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

和生活质量的差距，这反过来又逐渐拉大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差距，从而进一步

拉大城乡差距，城乡差距的进一步拉大必然会影响社会的和谐发展和可持续发

展，因此缩小城乡消费水平的差距，有利于构建社会的和谐发展。  

二、安徽省城乡消费水平差异的原因  

1、收入差距是最主要的原因  

    收入是制约消费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收入的高低直接影响着消费水平的高

低。收入也会影响城乡居民的消费结构。  

（1）收入对消费水平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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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 1995－2006 年城镇农村居民收入和消费情况（元） 

 收   入    消费支出  
     城镇居民    农村居民    城镇居民    农村居民  
1995    3795.38    1302.82    3161.41    1071.64  
1996    4512.77    1607.72    3607.43    1309.35  
1997    4599.27    1808.75    3693.55    1336.57  
1998    4770.47    1863.06    3777.41    1333.05  
1999    5064.6    1900.29    3901.81    1302.48  
2000    5293.55    1934.57    4232.98    1321.5  
2001    5688.8    2020.04    4517.65    1412.41  
2002    6032.4    2117.56    4736.52    1475.8  
2003    6778.03    2121.48    5064.34    1596.27  
2004    7511.43    2499.33    5711.33    1813.71  
2005    8470.68    2640.96    6367.67    2196.23  
2006    9771.05    2969.08    7294.73    2420.94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整理而来  
    从上图看，安徽省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明显高于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相应的城镇居民的

消费支出也高于农村居民。由于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高，从而保证了城镇居民的消费支出，

而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低，经常入不敷出，从而制约了农村消费支出。表中，到 2006 年城

镇居民的年平均收入已将近 10000 元，而农村却在 3000 元附近徘徊。虽然城乡居民的人均

收入和支出都呈增长趋势，但城镇居民的全部收入以及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却极大地超过了农

村居民收入的增长，因为受到低收入的限制，农村居民在支出上也极大地落后于城镇居民。

总的来说，城镇居民在收入和消费的绝对数量上占据明显的优势。  
（2）收入对消费结构的影响 
 收入的差距也影响着城乡居民的消费行为，从而影响着消费结构，城镇居民收入偏高，使

得城镇居民在物质生活有保障后还可以进行精神文明的享受，由于城镇的各方面设施比较完

善，从而也保证了城镇居民在娱乐、医疗、教育、居住等方面的要求；而农民由于其收入水

平低，有的连最基本的生活都没有保证，没有足够的收入使其与支出保持平衡，而且与城镇

相比其许多设施尚不健全，使得农村居民在娱乐 、医疗、教育、等方面的消费偏低，不能

达到城镇的消费水平。收入差距的扩大导致消费支出差距拉大，使得城乡消费水平的差距越

来越大。  
二、居民的消费观念对城乡消费差距的影响  
     城乡居民的消费观念差异集中在对耐用品的消费和对非物质文化消费上。  
1、对耐用品消费的观念  
    城乡居民对耐用品消费的观念有很大的不同，城市家庭对家用电器和家具类高档耐用消费

品升级换代的速度加快，更加追求家电和家具的质量。而农村居民则将大部分的收入花在建

房和子女婚嫁上，而且通常不太注重品牌，选择的都是便宜的商品，影响了对耐用消费品的

消费，而很多在城镇已普及的家电农村还被视为奢侈品，可见城乡居民在耐用品消费上的明

显差别。  
2、对非物质文化消费的观念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收入水平的提高，城镇居民比较重视非物质文化的消费，例如在教育、

文化、通讯、医疗、保险、旅游、娱乐等方面的消费。农村居民虽然在这些方面较以前也有

所增加，但是和城镇居民相比差距还是很大，比如在教育上，城乡居民对待教育的观念不一

样，在城镇居民在文化教育方面花费普遍的高，他们不但注重自己文化的提高，更重视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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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育投入，许多家庭子女教育投入都占家庭消费中很大的一部分，但是在农村情况不一，

但总体对子女的教育投入不是很多。城镇居民在娱乐上的消费也高于农村，城镇居民的非物

质文化消费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农村居民却很少。  
3、消费环境不同对城乡消费差距的影响  
    在安徽省，农村的消费环境很差，农村居民如果要买一些耐用消费品都得去最近的城镇才

能买到，而在城镇基础设施完备，市场体系也健全，城镇居民不必担心自己买的耐用消费品

的实用问题，例如，不会担心没有自来水而使洗衣机闲置，不会担心也不用担心高档的数字

彩电因信息接收问题而浪费资源，他们可以利用城市完善的设施购买高档家电，进行轻松愉

悦的购物活动，享受现代生活。而在大部分安徽的农村是没有自来水，没有卫星电视信号的，

所以一些耐用品的消费本身就存在在起始的不平等，这些都会对城乡的消费差距造成影响，

都会造成城乡消费差距的扩大。  
三、缩小城乡差距的对策  
1、加大农民的社会福利保障,提高农民收入  
    收入既然是城乡消费水平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那么提高农民收入将是最为重要的，政府

应该适当提高农民的社会福利。统筹城乡发展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根本思想。要努力实现

农民增收，提高农民收入，将安徽城乡居民收入与消费引入良性循环轨道：农村居民收入水

平相对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农村居民的购买力提升→农村居民消费需求增长→
农民购买工业产品的能力提高 (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缩小)→工人充分就业→城镇居民对农产

品消费需求增加→农村居民收入提高。  
2、改变农村居民的消费观念  
    由于受到收入低水平的影响，农村居民对未来消费的预期并不乐观，影响其消费水平的一

个重要因素是消费信心不足。因此，在提高农民收入的同时还必须培养农村居民的消费信心，

转变其消费观念，提高消费的素质，引导农村居民合理消费。增强农村居民消费信心的重要

措施是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减少农民消费的后顾之忧。  
3、改善农民的消费环境  
    提高农民的消费环境，首先，应该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城乡基础的设施的差别是

城乡消费环境差别的重要因素。其次，应该优化农村的市场环境，使农民的消费能够快捷便

利。再次，要优化农村的社会、文化环境对农民进行消费教育，引导农民正确消费。最后，

加快农村流通业的发展，发挥流通业对农村的积极作用。另外，在改善农民消费环境的同时

应注重生态环境的保护，应当使农民树立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4、政府应该采取相应的措施缩小城乡消费差异 
政府要实行城乡一体的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平等享有公共产品，是增加农民收入的基础，也

是增加农民消费的基础。农村的纯公共产品，如公共卫生、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和文化娱乐

设施的建设等应由政府完全提供，农村的准公共产品也应当以政府供给为主导，可以吸纳社

会或企业资本进行投资。另外，政府有必要取消户籍制度的约束，增加农村居民的自由流动

性，为农村居民进城务工创造良好的体制环境保障。这些措施也将是安徽省政府的惠民政策

得以实施的一个良好契机和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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