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 城市居民消费结构变动, 上海市是我国的经济中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经济发展动向, 据新华网最新公布的统计结

果显示, 上海农村居民消费倾向高于城市居民, 在耐用消费品拥有量的增幅以及社会化服务消费支出的比重上, 农村也超过

了城市。因此, 了解上海城市居民消费结构变化趋势, 有利于预见和引导我国城乡居民的理性消费, 促进国民经济的健康

发展。

上海市城市居民消费结构变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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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对上海城市居民消费结构进行实证分析 ,揭示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变化的特征, 并对优化消费结构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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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Consumption Structure Change of Urban Residents in Shanghai
CHANG Lu  ( Antai College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 of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 Shanghai 200052)
Abstract  Econometric method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consumption structure of the urban residents in Shanghai based on statistical data . The analysis
reveal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nsumption structure change . And the suggestions were given on the opti mization of the consumption structur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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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上海城市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

1 .1  消费结构模型的建立  根据上海统计年鉴( 2006) 所提

供的数据, 建立上海市城市居民各项消费支出与可支配收入

之间关系, 采用双对数模型进行分析:

ln Xi = αi + βiln Y+ μi( i = 1 ,2 ⋯⋯8) ( 1)

其中, Xi 是指人均用于第 i 项消费的支出额 ; Y 为人均可支

配收入。μi 为随机扰动项, 这里假定它满足双对数模型的所

有假定; αi 为常数项;βi 为弹性系数, 表示收入每增加( 减少)

1 % , 第 i 项消费支出增加( 减少) 的百分比。

1 .2 参数估计及检验  利用上海统计年鉴( 2006) 提供的 ,

1980～2003 年, 上海城市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及各项消

费支出的横截面数据, 使用 EVIEWS 软件进行回归分析 , 可

得出上海城市居民人均消费的消费结构模型, 各回归方程弹

性系数和常数项的估计值, 如表1 所示。

  表1  城市居民消费支出模型的弹性系数及常数项的估计值

估计

值

居民消费支出

x1 x2 x3 x4 x5 x6 x7 x8

b 0 .834 8 0 .657 3 0 .808 1 1 .671 7 1 .326 2 1 .183 5 1 .200 2 1 .120 4
a 0 .478 5 0 .323 9- 1 .042 7 - 9 .817 5 - 5 .817 5 - 3 .949 5 - 4 .633 6 - 4 .649 3

  表1 中, X1 为食品, X2 为衣着, X3 为家庭设备用品及服

务, X4 为医疗保健, X5 为交通和通信, X6 为娱乐教育文化服

务, X7 为居住 , X8 为杂项商品和服务; b 为弹性系数 βi 的估

计值, α为常数项αi 的估计值。从回归结果可看出, 各项消

费支出对可支配收入回归的自变量系数和常数项, 均在统计

上显著异于零。这说明消费者的可支配收入对各项消费支

出的线性影响均显著。因此, 使用该模型对上海城市居民消

费结构进行分析是可行的。

1 .3 经济分析与预测  从回归分析可知, 上海城市居民的

各项消费弹性系数均大于0 , 这说明随着上海市居民可支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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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的提高, 各项消费的支出都会增加。而其中医疗保健、

交通和通信、娱乐教育文化服务、居住、杂项商品、服务这几

项消费的弹性系数均大于1 , 说明其增加速度快于收入的增

加速度。分析结果与上海现阶段的实际情况一致。

医疗保健的增长快, 说明随着医疗制度的改革, 人们的

医疗保健意识逐渐增强。上海交通事业近年来快速发展, 人

们追求更加快捷便利的生活方式。由于手机及网络的迅速

发展与普及, 人们也更多采用现代化的联络方式进行感情沟

通、业务往来, 提高生活效率。这些都导致了居民用于交通

和通讯的支出逐年攀升。居民用于教育方面支出逐渐增加 ,

与人们对教育的重视程度息息相关, 也与上海高学历人员的

增多吻合。随着收入水平的增加, 城市居民追求高质量高水

平休闲娱乐方式的需求进一步增加, 因此造成娱乐支出的绝

对值逐年增加。居住支出的快速增长与上海房地产市场的

快速发展是分不开的。

鉴于医疗保健、交通和通信、娱乐教育文化服务、居住这

几项消费的收入弹性大于1 , 可以预测随着上海市经济的进

一步发展, 收入的进一步提高, 城市居民对这些方面需求将

会有更加快速增长, 这几项消费未来会在总消费支出中占更

大的份额。这就要求相关部门顺应上海城市居民消费结构

的变化趋势, 大力发展相关产业, 以满足居民的消费需求。

2  进一步优化消费结构的建议

近20 年来 , 上海居民的生活已经由温饱步入富裕, 并在

不断向前迈进。消费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 处于不断升级 ,

逐步转型时期, 居民消费由数量的扩张向质量型转化。上海

应该充分利用优势, 加快自身发展, 进一步提高居民的生活

质量。一要提高就业水平, 发展生产, 从总体上提高城市居

民的收入 , 特别是中低收入人群的收入。二要进行产业结构

和产品结构的调整, 努力发展需求较旺盛的交通通讯行业、

娱乐教育和文化服务业等第三产业。三要尽快完善社会保

障体系 , 如失业保障、医疗保险等, 消除消费者的不安定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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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发的方法来实现香之和 , 通过烹饪技巧和火候的掌握达

到质之和。与此同时 , 中国饮食还注意饮食与养生保健之

和、美食与美器之和、美食与美乐之和、美食与美文之和、美

食与美境之和等, 由此达到饮食文化的全方位之和。

诚然 , 中国地域辽阔, 各地风俗不同, 不可避免地形成

了不同的饮食习惯和观念, 如得以发扬光大的菜系就有8

个甚至更多, 且每个菜系下面又有许多不同的特色等。但

是,“和而不同”( 语见《左传·昭公二十年》,“同”意为单一,

“和而不同”意为承认“不同”, 在“不 同”的基 础上达 到

“和”。) 一直是中国饮食乃至整个中国文化所追求的目标,

在此思想指导下 , 中华饮食文化广泛地和有选择地借鉴和

吸收了其他民族饮食文化的精华, 不断地注入新的营养 , 历

久而弥新。所以说, 中国饮食文化一直注重调和, 所追求的

最高境界一直是“和”。

中国饮食注重调和的观念也表现在筷子的使用和餐饮

方式上, 筷子肯定与家庭成员围坐桌边共同进餐相配。而

筷子带来的合餐制 , 突出了老老少少坐在一起的家庭单元,

从而使中国人拥有了比较牢固的家庭观念。大家和气一团

地围坐在一起 , 共享一席。而聚餐是有规矩要讲的 , 要分出

长幼尊卑、上下先后。主人、主宾、主陪、副陪⋯⋯顺序井

然, 决不含糊。

中国文化中的尊卑等级观念 , 在餐桌上都充分体现出

来了。这种等级制的聚餐方式是建立在主次、尊卑有序的

等级秩序基础上的“人和”。

中国饮食文化讲求调和之美 , 是其精华所在。中国烹

饪常把多种原料放在一起调和 , 使它们各自几乎失去了自

己的本色 , 却产生一种新的美味。但是, 这样调制出来的成

品, 整体虽然光彩焕然 , 但个性全被淹没 , 这与中国文化注

重群体认同、贬抑个性、讲平均、重中和的中庸之道是相通

的。究其根源 , 还是其对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的追求所致。

3 .2  强调个性  西方个性突出的饮食观念则是从天人相

分与形式结构出发 , 注重个体特色, 强调通过对食物原料的

制作加工 , 保持和突出各种原料的个性, 创造出西方人心目

中饮食的最佳境界“独”, 同时满足人的生理需要。就菜肴

的组成、制作而言, 西菜大多由主菜、配菜和调料等分别烹

制、组装而来。由于是分别制作成菜, 所以西菜加工时是独

立的 , 上火时从生到熟也是独立的, 出锅后摆在盘中与其他

蔬菜组配 , 仍然是独立的。不仅如此, 西方人在加工制作菜

肴的过程中 , 还根据原料的种类、形状、质地等特点使用不

同的炊事用具。如仅刀具就有菜刀、多用刀、切面包刀、削

皮刀、禽类菜肴用刀等 , 突出地显示了“独”的特点。而西菜

中除少数汤菜是以多种荤素原料集一锅熬制之外, 正菜中

鸡就是鸡 , 鱼就是鱼, 蜗牛就是蜗牛, 牡蛎就是牡蛎。所谓

“土豆烧牛肉”, 不过是烧好的牛肉佐以煮熟的土豆, 绝非集

土豆牛肉于一锅而烧之。即使是调味的佐料 , 如西柠檬汁、

红柿酱、辣椒油等, 也都是现吃现加。而那地道的西菜, 更

是一块牛排佐以2 枚土豆、3 片西红柿、4 叶生菜 , 彼此虽共

处一盘之中, 但却互不干扰 , 体现了强烈的个性。

和中国人进餐用筷子不同 , 西方人用刀叉。刀叉和筷

子, 不仅仅带来了进食习惯的差异, 更重要的是影响了东西

方人的思想观念。刀叉必然带来分餐制 , 西方人到了餐桌

前, 直截了当 , 你吃你的我吃我的。这种“个人主义”的行

为, 在人际关系上既体现了个性独立 , 又表现了对他人饮食

行为的尊重。也就是说, 分餐制是二元对立的, 体现了一种

交流性的人际关系: 强调个性独立, 直接指向食物本身, 人

与人之间构成一种相对宽松、自由平等的关系。而聚餐制

首先强调人际和谐 , 然后再指向食物 , 是二元互补的。

综上所述 , 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 中西饮食文化的

差别涉及许多方面, 而饮食观念的差别是其中最重要的。

饮食观念的形成因素很多 , 其中最主要的是不同文化的哲

学思想。天人合一与天人相分的“中坚思想”分别深刻影响

了中西方的饮食文化, 使它们形成了各具特色的饮食观念。

当然, 在看到中西饮食观念差别的同时, 我们也必须注意:

其一, 这些差别只是相对的和有条件的, 并非一成不变的,

在历史发展的某些阶段或人类生活的某些区域, 中西方的

饮食观念可能是相同或相似的。比如说西方饮食重营养,

中国饮食重体验 , 但是今天看来 , 中国饮食越来越重视营

养, 特别是年轻人的饮食越来越西方化; 西方人越来越欣赏

中国的饮食, 越来越重视体验性。在对待中西饮食文化时,

我们不能犯绝对主义的错误。其二,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

步, 国际交往的扩大, 处于全球化环境中的中西方都在相互

学习、取长补短, 逐步接近 , 缩小双方的差别 , 乃至在许多方

面趋向一致。但是 , 不论如何 , 饮食观念的差别总会存在,

这主要是由于双方文化不同的“中坚思想”所致。所以, 在

分析研究中西方不同的饮食观念时 , 必须从形成其观念的

“中坚思想”这个根源上入手, 绝不能就事论事或泛泛而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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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其在社会保障制度支持下形成理性消费观念, 提升消费

层次和质量。四要加快发展信贷消费, 将未来的收入通过

信贷方式转为现实消费 , 并借此打开消费需求的空间 , 拉动

经济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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