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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阶段城镇居民耐用品消费行为特征变化的计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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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 出了到2020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 比2010年翻一番”的新 目标，而收入的 

倍增必将对居民的消费行为产生巨大的冲击。通过运用 1995 0l1年期间各省耐用品消费的相关年度数 

据，选用两阶段预算需求系统 Engel—LA／AIDS模型来总结以往经验，分析在 2004年收入翻番前后 中国城镇 

居民耐用品消费行为特征的变化，结果表明，收入的高速增长使城镇居民的耐用品消费呈现出四种显著分化 

的行为特征变化趋势，说明城镇居民的生活水平正处于从温饱向小康转变的过程之中。同时，收入翻番前后 

的各项耐用品自身价格弹性变化相对稳定，也说明这种耐用品消费行为的改变主要源 自于居民收入的高速 

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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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 中国建设 小康 社 会 进 程 的不 断 深 入 ，中 

国居 民基 本从 贫 困 的状 态逐 渐富裕 起来 。而 居 民 

耐 用 品的消 费正是 衡量其 家庭 富裕 程度 的重要 指 

标 ，居 民可 支配 收入 的逐 步 提升 必 然 会 导致 耐用 

品的消 费行 为发 生 改 变 ，尤 其是 对 于 一 些高 档 耐 

用 品来 说 ，收入仍 然是 决定 其消 费的 主要 因素 ，随 

着收 入 的 增 加 ，其 消 费 会 出 现 明 显 的 增 长 趋 

势 l1 J【2l。十八 大 报告 提 出到 2020年 “实 现 国 内 

生产 总值 和城 乡居 民人均 收入 比 2010年 翻一番 ” 

的 国民收 入倍增 的 目标 ，由此带 来 的居 民收 入 的 

高速增长将进一步对其消费产生深远的影响。截 

至 2010年末 ，中国城镇居民消费 占全体居民消费 

的 比重 已经 达 到 75．46％ ，成 为 中 国居 民消 费 的 

主力 军 。研究 中 国城镇居 民耐 用 品消费行 为特 征 

产生 的变 化 ，可 以更 好地 把 握 中国 居 民耐 用 品 消 

费 的动 向 ，从 而为 生 产 耐用 品 的相 关 产业 的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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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 决策 参考 ，也 可 以为 如何 在 扩 大 内需 的 同时 

改善人 民 的生活 提 供 理论 依 据 ，进 而 为 实现 全 面 

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 目标提供科学保障。 

一

、 中国城镇居民耐用品消费的变化趋势 

在 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背景下 ，中国城 

镇居 民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始 终 处 于 高 速 增 长 的状 

态 ，1995 年 的 城 镇 居 民 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为 

4 282．95元 ，到 2004 年 增 长 到 9 421．60元 ，较 

1995年 翻 了一 番 ；而 2010年 增 长 到 19 109．44 

元 ，又较 2004年 翻 了 一 番 。与 此 同 时 ，城镇 居 民 

人均 耐用 品 消 费支 出也 一 直 处 于 不 断 上 升 的 趋 

势 ，2004年 以前 的增 长 趋 势 比较 平缓 ，人 均 耐 用 

品消费支 出 的平均 增长 率 为 8．72％ ，且 基数 比较 

小 ；而 2004年之 后人 均耐用 品 支出 的基数达 到 千 

元以上 ，且每年的消费支出都 出现 了大幅度 的增 

长 ，平均增长率为 12．92％。城镇居 民人均耐用 

品消费支出出现的巨大变化 ，必然暗示着其耐用 

品消费的行为发生 了某种改变。2004年恰好是 

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较 1995年翻番的时间节点 ， 

随后城镇 居 民 的人 均耐 用 品消费支 出就 出现 了大 

幅的提 升 。由此 可 见 ，这 种居 民收 入 高 速增 长 的 

消 费效应 是非 常显 著 的。 

本 文所要 研究 的 ，就是 这 种 收 人 高速 增 长 背 



景 下 的 中 国城 镇 居 民耐 用 品 消 费 行 为 特 征 的变 

化 ，通 过运 用 城镇 居 民人 均 耐 用 品 总 支 出 与人 均 

可 支 配收 入 的 1995--201 1年 时 间序列 数 据 ，对这 

种结 构 变化 的特征 做 Chow突 变 点检 验 ，选 择 

2004年作为结构突变点 ，结果如表 1所示 。其结 

果 与选择相邻年度做检验相 比显著性是最高 的， 

表 明 中国城镇 居 民耐 用 品消费 支 出在时 序上 的转 

变确 实发 生 在 2004年 。 

二、模型选择及构建 

需求 系 统模 型 研 究 的 是某 一 消 费 领 域 中 ，相 

应 的消 费支 出在该 领 域 中各商 品 的配置 问题 以及 

各 商品相互之间的关系。它与研究单一商品的单 

方程 模 型不 同 ，系统 模 型 中将 包 含 所 要 研 究 消 费 

领域 中的全部商 品，可 以更好地反映各商品之间 

的价 格 和支 出关 系 。而本 文所 选取 的需 求 系统模 

型是 Deaton和 Muellbauer提 出 的 几 乎 理 想 需 求 

系 统 (Almost Ideal Demand System，AIDS)。 Del- 

force指 出 AIDS模 型 可 以在不 影 响其 需 求 性 质 限 

制的情况下 ，在该系统 中加入其他的理论假设 ，更 

加说 明 了 AIDS模 型 所 具 备 的灵 活 性 及 可 扩 展 

性 ，从 而 可 以按照研 究 对象 、视 角 的不 同而适 当的 

调整 和 改 进 模 型 。在 实 证 研 究 中 ，常 采 用 具 有 

Stone形式价格指数 的线性近似几乎理想需求 系 

统 (Linear Approximated Almost Ideal Demand Sys- 

tern ，LA／AIDS)。而根据需求 理论 的假设 ，其参 

数 必 须满 足加 总性 、齐 次性 和对 称性 的约 束 条件 。 

利用该模型的估计参数可以计算出支出弹性与非 

补 偿 价格 弹性 。 

国 内一些 学者 运 用 AIDS模 型对 国 内 消费 领 

域 的分 析 ，起初 都是 在 整体 消费 支 出的角 度 ，分 析 

所有类别商品组的消费结构 ，或者只分析某一商 

品组 内 的消费 结 构 以及 消 费者 行 为 问 题 ，如 刘 秀 

梅 、秦 富，梁俊伟 、范金等。随后一些学者在 Gor- 

man、Baker采用 的两 阶段预算研究 的基础上 ，采 

取 了两阶段预算需求 系统模型 ，从而将 总支 出与 

具体研究的消费品的支 出联系起来 ，可以更有效 

地对各商品组内的具体消费品的消费结构进行分 

析 ，如屈 小 博 、霍 学喜 ，刘 华 、钟 甫 宁等 。 

国内关于两阶段预算需求 系统的研究主要有 

将 线 性 支 出 系 统 (Linear Expenditure System ， 

LES)作为第一 阶段 的 LES—LA／AIDS模型 ，以及 

将恩格尔 (Enge1)模 型作为第 一 阶段 的 Engel— 

LA／AIDS模型 ，它们的构建都是 出于可 以方便地 

研究商品组 内需求结构特征 的 目的 ，因为这样可 

以有效地避免参数随商品的增加而大幅度增加的 

情况。当然两阶段预算需求系统还是清晰地体现 

出了其 主要 的构 建 思 想 ，即消 费 者首 先 根 据 自身 

的可支配收入情况 ，作 出可支配收入在各大类商 

品组之间的配置决策 ，这是第一阶段 ；然后再根据 

所要研究 的商 品组所获得的预算支 出，将其在组 

内各商品之间进行分配，这是第二 阶段。可 以看 

出两阶段需求系统是通过大组商品的预算支出将 

这 两 个 阶 段 连 接 起 来 的。 然 而 两 阶 段 Engel— 

LA／AIDS模 型 较 LES—LA／AIDS模 型 所 具 有 的 

优点是 ，前者可以通过估计参数计算 出商 品需求 

的收入弹性。而在研究商品的需求问题中居民可 

支配收入因素将相对于商品的总支出因素重要得 

多 ，因 为居 民购买 商 品 的决 策 行 为 主要 是 依 据其 

可支配收入 ，而支 出则是其决策行为所产生的结 

果 ，所以从收人人手研究消费问题 ，才是符合现实 

逻辑的 ，更可以清晰地看到居 民收入 的变化对商 

品需 求所 产 生 的影 响 。两 阶段 Engel～LA／AIDS 

模 型 的具体形 式 如式 (1)、(2)所示 。 

lnX= +131ni+"yInP +8 (1) 
n 

toi=Oti+ -yiilogpj+B。log() P )+ ．(2) 

其 中，x表示耐用品总支 出，I表示可支配收 

入 ，P 表示 Stone形式的价格指数 ，(I)；表示商品的 

支出份额 ，P 表示商品 j的价格 ， ，p，̂y， ， ．．，p。 

为待估计参数。通过 式 (1)，可 以得到总 耐用 品 

消费支出的收人弹性。其与由式 (2)计算得到的 

支出弹性的乘积 ，便是各项 耐用 品消费支出的收 ， 

入 弹性 。 

本文 采用 上述模 型 对 中 国城 镇居 民耐用 品消 

费行 为特 征 的变化进 行 实 证 分析 。首先 建 立 En． 

gel模 型 ，在 式 (1)中引 入 作 为 收 人 翻 番 标 志 的 

2004年度虚拟变量 ，来近似确立城镇居 民的可支 

配收 入与 耐用 品总 支 出之 间的关 系 。由于本 文 的 

研究对象是耐用品，因而将 可支配收入所包含 的 

储 蓄 视为 家庭 成员对 于 未来耐 用 品 的潜 在支 出就 

显得更 加 自然 ，其具 体 的形式 如式 (3)所示 。 

lnX： E+8ET。∞4+(pE+8lT2∞4)lnI+( E+ 

8 T2004)lnp +8 (3) 

其 中，T： 表 示 收入 翻番 标志 的虚 拟变 量 ， 

，I3 ， E，8 ，6。，8 为待 估参 数 。 

本文在式 (2)的基础上 ，将作为收入翻番标 

志 的 2004年 度虚拟 变量 引入 至 “真实支 出”项 log 

(XfP )，来刻画收入翻番前后城镇居民耐用品总 

支出上的变化 。此外 ，引入可 以提供家庭信息 的 

家庭规模 ，和中国四大区域虚拟变量作 为控制变 

量 ，以区别各地区居民耐用品消费特点 ，来提高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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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 的解释 能 力 。因此 ，本文 用 于 描 述 中 国城 镇 居 

民耐用品消费行为变化 的 Engel—LA／AIDS模型 

的第二阶段 LA／AIDS模型的形式如式 (4)所示。 
3 “ 

(oi=仅m+OLiHHS+Ot TT2004+
． 

Ot Dk+ iIlog— 

P +(b +biT+T20o4)log(X／P )+ 。 (4) 

其 中 ，HS表 示家 庭规模 变 量 ，D (k=1，2，3) 

表 示地 区虚 拟变量 ， ，0【 0／．iT， iK，b∞，b_T均 为待 

估计参数 。式 (4)中由于实证分析的需要而新加 

入的变量，仍需满足需求理论的加总性 、齐次性和 

对称性约束条件。 

三、数据来源及说明 

本文采用《中国城市 (镇 )生活与价格年鉴》 

中 1995--2011年各省 (区、市 )关 于耐用 品消费 

支出的数据。由于该年鉴统计 的是中国城镇居民 

总的生活消费支 出数据 ，为 了使数据符合本文进 

行 耐用 品消 费行 为研 究 的需 要 ，在 依 然 沿 用 国家 

统 计 局对生 活 消费 分 类 原 则 的基 础 上 ，从 各 大类 

生活 消费数 据 中重新 整理 出本 文研究需 要 的九类 

耐用 品 消费 数据 ，包 括 家庭 耐用 消 费 品 、①室 内装 

饰 品 、床上 用 品 、家庭 日杂 用 品 、医疗及 保健 器具 、 

家庭交通工具 、通信工具 、文化娱乐用品和住房等 

共九类耐用品的人均消费支 出及价格指数数据 ， 

以及各省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数据和家庭 

平均人 口数据 。其中价格指数是以 1994年为基 

期设 为 100，其后每年 的数据通过其统计 的相对 

价 格指 数计算 得 出 。由 于重 庆 的数 据 1997年 以 

前包 含 在 四川 省 中 ，之 后才从 四川 省 中分 离 出来 ， 

作 为独 立 的直辖 市进行 统计 。而 重庆 与 四川 省 的 

地理文化环境相似，为了不损失数据的时间跨度 ， 

而将 1997年之后的重庆市依然包含在四川省中， 

将其看做一个整体处理。西藏存在数据的缺失 ， 

因而 将其剔 除 。 

四、估计结果及分析 

首 先 运 用 最 小 二 乘 法 (Ordinary Least 

Squares，OLS)估计 中国城镇居民耐用品需求 系统 

第一 阶段 的 Engel模 型 ，得 出在 2004年 收入 翻 番 

前后 ，中国城镇 居 民人均 可 支 配 收入 与其 人 均 耐 

用 品总支 出之 间 的关 系 (如表 2所示 )。 

可 以看 出 ，表示 作 为收入 翻番标 志 的 2004年 

度虚拟变量前的系数是显著 的，说明在其他条件 

不 变的情 况下 ，收入 翻 番 之后 城 镇 居 民耐用 品支 

出较 之前 增长 了 2．55倍 。但是 ，耐 用品 总支 出 的 

收入 弹性 却 较 之 前 下 降 了 13．66％ ，说 明虽 然 城 

镇 居 民的耐用 品 支出在 收入 高速增 长 的带动 下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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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了大幅的增长 ，然而其增长幅度并没有收人增 

长的幅度大。这说明 目前城镇居民耐用品的需求 

与市场 的供 给之 间 出现 了矛盾 。要 解决 这个 问题 

就要深入耐用品内部 ，考察收入高速增长后城镇 

居 民的各类耐用品消费的新的选择行为的特征。 

这 就需要 研究 中国城镇居 民耐用 品需求 系统 

的第二 阶段 ，关 于耐用 品消费 支 出 的 LA／AIDS模 

型。 由于该模 型 中每个 方程 的 自变量 和 因变 量之 

间彼此都没有联系 ，但是它们的随机干扰项之 间 

却 存在 着相 关关 系 ，因此需 要 利 用 Zellner提 出 的 

似 乎 不 相 关 回归 (Seemingly unrelated regression， 

SUR)模型的估计方法。由于本文所选 的中国城 

镇 居 民耐用 品包 括家庭 耐用 消 费品 、室 内装 饰 品 、 

床上 用 品 、家庭 日杂用 品 、医疗及 保 健 器 具 、家庭 

交通工具 、通信工具 、文化娱乐用品以及住房九类 

耐用 品 ，且 因变量 为 以上九类 耐 用 品的支 出份额 ， 

因此在利用 SUR模型估计时 ，为了避免产生奇异 

的残 差协方 差矩 阵 ，将 在 这 个 具有 九 类 耐 用 品 的 

需求 系统 中剔 除一类 耐用 品来进 行估 计 。而被剔 

除 的耐用 品 的各项 系数 ，则 根 据 本 文构 建 的耐 用 

品需求系统中对系统参数 的约束条件计算得 出， 

可以看出其大多数参数都是显著的。 

在表 3中通过计算列出了收入翻番前后城镇 

居 民各项 耐用 品 的收 人 弹 性 。收入 翻番 之 前 ，在 

城镇 居 民各耐 用 品 的 消费 中 ，收 入 弹 性 最 大 的是 

通 信工 具 为 1．89，表 明 城 镇 居 民 的 可 支 配 收 入 

1％ 的增 加 ，将 使 其 对 通 信 工 具 的 消 费 需 求 增 加 

1．89％ 。此外 ，该耐 用 品与家庭 耐用 消费 品 、医疗 

及 保 健器 具 、家 庭 交通 工 具 、文 化娱 乐 用 品 、住 房 

的收入弹性均大于 1，说明这些耐用 品均属 于奢 

侈品。室内装饰品 、床上用品 、家庭 日用杂品的收 

入弹性均小 于 1，因此 它们都 属于生 活必需 品。 

而 收 入 翻 番 之 后 ，家 庭 交 通 工 具 的 收 入 弹 性 从 

1．58上升 到 2．51，变 成 了各 项 耐用 品 中最 高 的 ， 

也是所有耐用品项 目中收入弹性提高最 明显的。 

表 明城镇 居 民收 入 翻 了一 番 后 ，将 更加 倾 向于 该 

类耐用品的消费 。而通信工具 、文化娱 乐用品和 

住房需求的收入弹性与原来相 比，却呈现 出下降 

的趋势 ，其中通信工具的收入 弹性下降的程度最 

大 ，由 1．98变 为 0．80，与 之 前 相 比下 降 了 1．48 

倍 ，以至于其商品的性质发生了转变 ，由原来的奢 

① 根据《中国城市(镇)生活与价格年鉴》中的命名 

应为耐用消费品，包括家具和家庭设备。而在本研究中 

为了避免所研究的耐用品与该命名产生概念上的混淆， 

将年鉴中耐用消费品命名为家庭耐用消费品。 



侈 品变 为生 活必需 品。文 化娱 乐用 品的收入 弹性 

也 从 1．39下 降 为 0．99，说 明 该 项 耐 用 品 也从 奢 

侈 品逐渐 转 变为 生 活 必 需 品 ，而 住 房 的 收 入 弹性 

也有所下降 ，从 1．59下 降为 1．22，但其依然属于 

奢侈品。说明城镇居 民的收人水平的显著 提高， 

导致其对此三项耐用品的消费倾向有所下滑。此 

外 。由于家庭 耐 用 消 费 品 和 医疗 及 保 健 器 具 所 对 

应参数 b． 和 b 的估计结果并不显著 ，表明这两 

项耐 用 品在 收入 翻 番前 后 的消 费 支 出变 化 甚 微 。 

而室内装饰品 、床上用品、家庭 日用杂品的收入弹 

性也较之前变化不 大，他们 的收入 弹性依然小于 

1，并 没 有改 变其 生 活必 需 品 的性 质 ，可 见 城 镇 居 

民收入的高速增长对这些耐用品的消费倾 向影响 

并 不 明显 。 

表 4列 出了通过计算得出的中国城镇居民各 

项 耐用 品需 求 的非 补 偿 自价 格 弹 性 ，即某 项 耐 用 

品的需求量对其 自身价格变化的反应程度 。从整 

体上可 以看 出，各项耐用品的非补偿 自价格 弹性 

的变化 在耐 用 品 消 费结 构 改 变 前 后 相 差甚 微 ，表 

明整个 研究 阶段 中各 项 耐用 品 自身价 格对 其需 求 

影 响具 有稳 定性 。这 也从 侧 面说 明 了这种 耐用 品 

消 费行 为 的显著 改变 ，主要 源 自可 支 配 收 入 的高 

速增长 。而各项耐用品的非补偿 自价格弹性都是 

负的，这说明所有耐用品项 目都属于正常品，即在 

其他 商 品 的价格 不变 的情 况 下 ，居 民对 各 项 耐 用 

品的消费都会随着 自身价格的上升而下降 。但各 

项耐 用 品 的价格 对 自身需 求 的影 响程 度却有 一 定 

的差距 。其 中，家庭耐用 消费品、家庭 日用 杂品 、 

医疗及保健器具 、文化娱乐用 品和住房的非补偿 

自价 格 弹性 都 小 于 1，表 明 它 们 的价 格 变 化 对 其 

自身需求的影响并不敏感 ，其他耐用 品的非补偿 

自价 格 弹性 均 大 于 1，说 明它 们 是 价 格 敏 感 型 耐 

用 品 。而 由于影 响价 格 弹 性 大 小 的 因 素很 多 ，这 

些不 明 确 的因素 使得 对各 项耐 用 品 的性 质 区分 和 

比较 ，不 能很 明确 地 进 行 。但 仍 然 可 以发 现其 中 

一 个 最具 有代 表 性 的耐用 品 ，即家 庭交 通工 具 ，它 

的价 格 弹性很 大 ，这 与它 的耐 用程 度 、占支 出份 额 

的 比例 很 大 以及其 奢 侈 品 的身 份 等性 质 非 常 

符合。 

结 论 

中 国城镇 居 民耐用 品的消 费水 平 和消费 结构 

在 1995_ 2011年 间发 生 了较 大 的 变 化 。这 种 变 

化 不 仅体 现在 2004年 之后 城镇 居 民 的耐 用 品 总 

支出较之前有很大幅度的提升 ，而且体现在耐用 

品的消费量达到 了更高的水 平 ，同时其 消费的增 

长率也处于很高的水平 。而 2004年恰好是城镇 

居 民收入 较 1995年 翻番 的 时 间 节 点 。基 于 上 述 

背 景 ，本 文通 过 研 究 发 现 ，城 镇 居 民收 入 翻 番 前 

后 ，其耐 用 品消 费行 为呈 现 出一 些 新 的变 化 和 特 

征 ，而同期城镇居 民整体消费水平和结构的变化， 

正是由这种居 民收入 的高速增长所导致 的消费 

效 应 。 

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 ，中国城镇居 民的耐用 

品消费行为在收入翻番前后呈现出四类不同的变 

化趋势 。第一类 ，家庭交通工具和住房 ，其收入弹 

性在收人翻番前后均 出现 了显著 的变化 ，但并没 

有改变其享受发展型的奢侈品的性质。家庭交通 

工 具 的收入 弹性 由 1．58上 升 为 2．51，说 明 城 镇 

居民收入的高速增长使其对该项耐用品的消费倾 

向更加 突 出 ，而 且其 收入 弹性 继续 提高 的特征 ，表 

明伴 随收入 水平 的继 续 提 高 和差 距 的扩 大 ，这 类 

耐用 品的 消费行 为还 会 呈 现 出继续 分 化 的 趋 势 。 

住房的收入弹性 由 1．59下降到 1．22，说明收入 

的快速增长使住房消费 的倾向有所下降 ，表明其 

还不具备普遍的刚性需求特征 。但随着收入水平 

的提高，其消费行为将呈现出一定的收敛性 ，即消 

费行 为的差 异逐 渐 缩 小 ，并 且 可 能 会 在未 来 生 活 

水 平 达 到一 定 程 度 时 ，呈 现 出 显 著 的需 求 刚 性 。 

第二类 ，通 信 工 具 的 收入 弹性 由 1．89下 降 为 

0．80，文 化娱 乐 用 品 的收 入 弹 性 由 1．39下 降 到 

0．99，收入水平的迅速提高使得城镇居 民对这两 

项耐用品的消费倾 向大幅度下 降，已经使其从奢 

侈品转变为生活必需品。第三类 ，家庭耐用消费 

品和 医疗及 保健 器 具 ，这 两 项 耐 用 品 的参 数 估 计 

并不显著 ，说 明收入水平 的提高并未对其消费行 

为产生明显的改变。其收入弹性都非常接近 1， 

并均呈现继续下降的趋势 ，表明随着 收入水平的 

继续上升，其奢侈 品的地位将可能发生改变 。第 

四类 ，室内装饰品、床上用品、家庭 日用杂品，其收 

入 弹性虽 然有 所 改变 ，但其 收 入 弹性 依 然 小于 1， 

表 明收入 水平 的迅 速 上升对 此类 耐用 品 的影 响 有 

限 ，并没 有 改变 其 生 活 必 需 品 的性 质 。上 述 由居 

民收人 的高速 增长 所带 来 的 四类 消费 行为 变化 的 

结果 ，表明城镇居 民的生活水平 正处于从温饱向 

小康转变 的阶段。这将 为中 国实施下一 阶段 的 

“国民收人 倍 增计 划 ”，从 而实 现 全 面建 成 小 康社 

会 的宏伟 目标 提供 坚 实 的理 论 基 础 。同 时 ，相关 

耐用 品制 造业 应 及 时 调 整其 产 业 结 构 ，以顺 应 城 

镇居 民耐 用 品消 费 行 为特 征 的变 化 ，从 而 为 进一 

步拉动国内消费需求以及更好地建成小康社会提 

供保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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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 耐用 品的非 补偿 自价格 弹性 在收 入翻 番 

前 后 相差甚 微 ，表 明整 个 研 究 阶段 中各 项 耐用 品 

自身价格对其需求影响的变化相对稳定 ，也从侧 

面说 明 了这 种 居 民耐 用 品 消 费行 为 的明 显改 变 ， 

主要源 自其 收入的高速增长。室 内装饰品、床上 

用 品、家庭交通工具、通信工具的需求对其 自身价 

格 变 化较 为敏 感 。其 中 ，家 庭 交通 工 具 在 收入 翻 

番前后 的 自价格 弹性 分别 为 一1．93和 一2．03，始 

终是所有耐用品中对 自身价格敏感程度最高 的， 

所 以城 镇居 民在 购买 此类耐 用 品时会 更注重 其价 

格 因素。而城镇居民在选择其他对于 自身价格变 

化 不 敏感 的耐用 品时 ，会更加 注 重其价 格之外 ，如 

产 品的品质 、功 能等方 面 的因素 。 

此外 ，家庭 规模 控 制 变 量及 地 区虚 拟 变 量 的 

估计参数大多数显著 ，表 明在对中国耐用品消费 

的研究 中 ，城镇 居 民 的家 庭 规模 会 对 耐 用 品 的 消 

费行 为产 生影 响 ，且 中 国城 镇 居 民对 各 类 耐 用 品 

的消 费行 为具有 明显 的地域 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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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Chow突变检验结果 

F—statistic 4．2031 Prob．F(2，13) 0。0391 

Log likelihood ratio 8．4784 Prob．Chi—Square(2) 0．0144 

Wald Statistic 8．4O62 Prob．ClIi—Square(2) 0．0149 

表2 中国城镇居民耐用品需求系统 En e模型估计结果 

变 量 6E 8I 8p 

系 数 一5．4500⋯  1．3173⋯  0．1296 2．5490 一O．1366 一0．3518 

R 0．9250 F统计量 1201．1620 

调整 R 0．9242 D—W 统计量 1．5106 

注：}表示在 10％置信水平下显著； 表示在5％置信水平下显著； 表示在 1％置信水平下显著。 

表 3 中国城镇居民各项耐用品需求的收入弹性 

家庭 室内 家庭 医疗及 家庭 文化 项 目 床上用品 通信工具 住 房 

耐用消费品 装饰品 日用杂品 保健器具 交通工具 娱乐用品 

1995-- 2003拄 1．0488 0．6582 0．9442 0．9688 1．0372 1．5765 1．8880 1．3878 1．5936 

2004--2011年 0．9651 0．7987 0．9875 0．9600 0．9691 2．5149 O．80o4 0．9937 1．219l 

表4 中国城镇居民各项耐用品需求的非补偿自价格弹性 

家庭 室内 家庭 医疗及 家庭 文化 项 目 床上用品 通信工具 住 房 

耐用消费品 装饰品 日用杂品 保健器具 交通工具 娱乐用品 

1995-- 2003拄 一0．8214 —1．3574 一1．0196 —0．3412 —0．8942 —1．9287 一1．0661 —0．9788 —0．867( 

2004-- 2011正 —0．8261 一1．3605 一1．0234 —0．3512 —0．8945 —2．0297 —1．0263 —0．9335 一0．8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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