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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分布变迁与消费结构转变 一

基于门限模型的非线性计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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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当前我 国 消 费存在着 明 显的结构性转变特征 ，

且居民收入分布上不 同收入层次人群的 消 费

偏好具有显著的 差异 ．
由 此选取 ＣＨＩＰ 数据并运 用 门眼 回 归模型

，
根据城镇居 民收入 与 消 费 （

关

系 ）
的 非线性特征划分 出 不 同的 收入组群

，
来对居 民消 费进行更为 细致的分析 ． 结果表明

，
城镇居

民 消 费存在显著的 收入组群差异 ，
同时各 类 消 费 市场的 发展阶段也存在 区别

，
收入分布变迁正促

使城镇居 民消 费结构由 生存型 消 费 向 更 高一级的 享 受发展型消 费转变 。 可见 当前我 国经济 中
，

居

民 收入水平对消 费的 影响与 消 费对经济增长的 贡献 ，
都 已不再具有 明 显的 整体效应 。 因此

，
拉动

消 费以促进经济增长就需要关注重点 的收入 组群以及具有显著成长性 的 消 费 市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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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国际经济环境的持续动荡 ， 使我国过去依靠投资和出 口的经济发展方式受到了严重冲击 ，

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面临着转变与调整 。 于此同时 ，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
“

使市场在资源

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

来进
一

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 由此在外部环境的驱使下 、 以及我国市场

经济改革不断深入的驱动下 ， 国 内消费的重要性越来越突显出来 。 正因如此 ， 如何拉动国 内消

费成为了 当前中国经济最为热点也最为棘手的问题 。
目前学术界对我国消费的普遍认识和担

忧 ， 大多集中于居民消费率的连年走低 ， 最近十年来已降到 4 0％ 以下 。 而在现实经济中却呈

现出另外
一

番景象 ， 在过去十年中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长 1 3 ． 5％
， 各类单项消费屡

创新高 ， 汽车消费从 2 0 0 6 年以来始终保持着 2 0％－

5 0％ 的增速 ， 汽车销量跃居世界第一 ， 同时

住宅销售额 2 0 1 3 年达到 6 ． 7 7 万亿元 ， 电子产品 、 奢侈品消费市场的火爆程度也向世界彰显着

中 国居民 的购买力 。 这种矛盾的现象突出地表明了 目前宏观消费分析的结论并不能完全反映

出 中国消费的现实情况 。

从本质上讲 ， 居民消费率具体应分解为平均消费倾向与收入占 ＧＤＰ 的 比重这两个部分 ，

如表 1 可以看到城镇居民人均收入 占人均 ＧＤＰ 的 比重 自 2 0 0 0 以来 已经下降了 1 5 ． 6％
， 如果

再考虑农村居民 ， 这个比重下降的幅度将进一步扩大 。 由此可想而知 ， 即使我国居民的平均消

费倾向没有下降 ， 甚至有所提升 ， 那么在收入占 ＧＤＰ 比重的作用下 ， 也必然会导致我国居民

消费率的下降 。 可以说 ， 居民消费率偏低的提法对认识我国当前真实消费状况具有误导性。 在

认识到上述问题后 ， 即使将研究的关注点转 向直接与居民消费相关的平均消费倾向和边际消

费倾向上 ， 依然还会发现宏观消费的持续低迷状态 ， 据
“

十
一

五
”

经济发展报告显示 ，

2 0 1 0 年

城镇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为 7 0 ． 5％
， 较 2 0 0 5 年下降 5 ． 2％ 。

因此 ， 本文认为用这种概括性的宏观经济指标 ，
来描述我国消费问题具有其先天的局 限

性 。 这是由 于我国拥有众多不同收入阶层的消费群体 ， 其消费偏好存在明显的差异性 ， 这就决

定了 我国居民 消费具有以下两点特征 ： 其一 ， 在不同商品 市场中我国各收入阶层居 民的消费

状况明显不同 ； 其二
，
当收入分布状况发生变化时 ， 将从根本上改变各收入阶层居民的消费偏

好 ，
进而打破原有的消费格局 ， 对各个消费市场产生冲击影响 ， 最终各消费市场的综合影响将

导致消费结构发生系统性转变 。 以上特征对于研究我国消费问题来说是不可忽视的 。

表 1 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占人均 ＧＤＰ 比重

年度 2 0 1 3 2 0 1 2 2 0 1 1 2 0 1 0 2 0 0 9 2 0 0 8 2 0 0 7

人均ＧＤＰ
 （
元）

4 1 9 0 7 ． 5 9 3 8 4 5 9 ．

4 7 3 5 1 9 7
． 7 9 3 0 0 1 5 ． 0 5 2 5 6 0 7 ． 5 3 2 3 7 0 7 ． 7 1 2 0 1 6 9 ． 4 6

人均收入 （元） 2 6 9 5 5 ． 1 2 4 5 6 4 ． 7 2 1 8 0 9 ． 8 1 9 1 0 9 ． 4 1 7 1 7 4 ． 7 1 5 7 8 0 ． 8 1 3 7 8 5 ． 8

占 比 （
％

）


6 4 ． 3 2 6 3 ． 8 7 6 1 ． 9 6 6 3 ． 6 7 6 7 ． 0 7 6 6 ． 5 6 6 8 ． 3 5

年度


2 0 0 6 2 0 0 5 2 0 0 4 2 0 0 3 2 0 0 2 2 0 0 1 2 0 0 0

人均ＧＤＰ（
元

）
1 6 4 9 9 ． 7 1 4 1 8 5 ． 3 6 1 2 3 3 5 ． 5 8 1 0 5 4 1 ． 9 7 9 3 9 8 ． 0 5 8 6 2 1 ． 7 17 8 5 7 ． 6 8

人均收入 （
元

） 1 1 7 5 9 ． 5 1 0 4 9 3 9 4 2 1 ． 6 8 4 7 2 ． 2 7 7 0 2 ． 8 6 8 5 9 ． 66 2 8 0

占 比
（
％

）


7 1 ． 2 7 7 3 ． 9 7 7 6 ． 3 8 8 0 ． 3 7 8 1 ．

9 6 7 9 ． 5 6 7 9 ． 9 2

1 文献评述

对于我国 居民消费的认识 ， 大多数学者都热衷于分析和解决
“

居民消费率下降
”

这个宏观

经济现象 ， 如张全红 （
2 0 0 9

）

［Ｕ
、 陈斌开 （

2 0 1 2
）

［
2

！ 的研究均认为收入的差距扩大是居 民消费率

下降的原因 。 而蒋春秀 （
2 0 1 0

）

Ｐ1 的研究则认为收入差距扩大并不是造成居民消费下降的主因 。

甚至 ， 王宋涛 （
2 0 1 4

）

［
4

1 还认为收入差距扩大在
一定程度上提高了 居民消费率 。 对于

一

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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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时存在多种截然相反 的结论 ， 其原因就在于上述研究均将
“

居民消费率下降
”

这个宏观消费

指标作为分析的基础 ， 却从未质疑过这个基础的可靠性 ， 简单地提居民消费率偏低是否就能

诠释我国现阶段消费发展的深刻内涵 ， 对于这个问题也有学者提 出 了 自 己的观点 ， 如王雪峰

等
（

2 0 1 1
）

＠ 就通过对
“

消费率偏低
”

观点及其论证方法旳分析 ， 得出 我国消费率问题不是简单

的
“

高低
”

问题
， 称其论证

“

消费率偏低
”

观点的方法存在适用性缺陷 。

由 于宏观消费指标更多地关注于均值效应 ， 而忽略了居民收入分布状况对消费可能带来

的影响 ， 严重地掩盖了我国消费的真实情况 ． 其实这种
“

均值
”

的思想由 来已久 ， 在凯恩斯之

后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为了寻求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之间的桥梁 ， 均采用了
一种

“

代表性个

体
”

的分析思路 。 而现有消费理论也同 样遵循这种分析方式 ， 大多采用
“

代表性消费者
”

为基

础的分析框架 。 但是针对这个 问题 ，

Ｓｔｏｋｅｒ
（

1 9 8 6
）

1

6
1 就首先指出在把微观变量加总为宏观变量

常会存在
“

分布效应
”

问题 ， 宏观消费函数的形式和系数 ， 不仅决定于微观函数 ， 还取决于变

量分布的特征 ， 并认为使用
“

代表性消费者
”

方式构建模型是不合适的 。 这是最早从理论上提

出从
“

分布
”

视角研究问题的必要性 。

国 内
一

些学者也开始重视
“

分布效应
”

对消费的影响并进行了初步探索 。 如李培林等 （
2 0 0 0

）

Ｗ

通过对数据单纯的统计分析 ，
从消费分层的视角分析发现对于不同层次 、 不同收入人群的消费

之间存在着显著差异 。 段先盛 （
2 0 0 9

）

Ｗ 在构建了收入分配对总消费影响的数学模型的基础上 ，

利用普通的统计分析阐述了 阶层间的收入分配恶化将阻碍总消费的提高 。 郑志浩等 （
2 0 1 2

）

Ｍ

通过估算收入弹性和数值模拟方法 ， 分析了收入分布状况的变化对城镇居 民家庭在外食物消

费的影响 。 孙巍等 （
2 0 1 3

）

1＠ 通过对 ＡＩＤＳ 模型的扩展研究 ， 从收入分布变迁的角度揭示了我

国居民消费结构转变与升级的规律和特征 。 虽然上述研究从研究思路或是理论模型构建上 ， 或

多或少地体现了
“

分布
”

的思想 ， 但其运用的数量分析方法都还相对简单 ， 因而不能对居民消

费结构进行更为深入的分析 。

由此本文期望以收入分布为切入点 ， 来更准确地把握我国消费的现实情况 。 将运用门限回

归模型 ， 刻画不同市场中城镇居民收入水平与消费的非线性特征 ， 以此为依据对各类消费市

场上的 总体人群进行组群划分 。 并通过不同收入组群消费者对各类商品的平均消费倾向和边

际消费倾向 ， 来深入探讨居 民消费结构的现状特征以及收入分布变迁将对居民消费带来的结

构性影响 。

2 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的门限回归模型构建与数据说明

2 ． 1 门限回归模型

门限回归模型的
一

般形式如式 ⑴ 所示 。

Ｖｉ
＝＜

 7 ）＋ 0
＇

2
Ｘ

ｚ
Ｉ

（ｑｉ＞ 7 ）＋ｅ
ｔ ，（

1
）

其中 ， ｙｔ 是因变量 ，

Ｘ
ｉ 是 自 变量 ， ｑ ｔ 为 门限变量 （门限变量可以为 自变量 而 自 身 ） ，

ｅ
ｉ 为残差

项 。
／

（

＿

） 为示性函数 ， 当门 限变量 ｆｔ
＜
 7 时 ，

Ｉ
（ｑ ｌ＜ 7 ）

＝ 1
，＞

 7 ）
＝ 0

。 式 ⑴ 可进
一

步写

成如式 （
2

） 所示的紧凑形式 ：

Ｖｉ
＝

 0
＇

ｘ
ｌ ｛

－

ｙ ）＋ ｅ
ｚ

，（
2
）

其中
’Ａ （ 7 ）

＝
（
ｘ

ｉ
ｌ

（ ｑｉ
＜
 7 ）

ｘ
ｌ
Ｉ

（ｑｌ
＞ 7 ） ）

＇

，（3 
＝爲 ）

＇

。 对任意给定的 7 ， 进行最小二乘估计便

可获得式 （
2

） 的待估参数 ／
？ 的估计值以及残差平方和 氏 （ 7 ） ， 如式 （

3
） 、 （

4
） 所示 。

Ｐ
（
ｌ ）

＝

（
工

（
7 ）

＇

工
（

7
）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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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 （ 7 ）
＝

＾ （ 7 ）＾ （ 7 ）

－（
4

）

而对于门限回归模型来说 ， 最关键的在于门限值 7 的确定 ，
Ｃ ｈａｎ

 （

1 9 9 3
）

＿
、
Ｈａｎｓｅｎ

（
1 9 9 9

）

＿

建议将门限变量 9 ， 的全部取值均作为备选门 限值 ， 并通过最小二乘估计 ，
使得残差平方和

Ｓｉｈ） 最小的 7 即为估计的门限值 ， 如式
（

5
） 所示 。 而如果在对横截面数据进行分析时 ， 有可

能存在异方差的情况 ， 这时估计则需采用怀特异方差修正来得到稳健的 回归系数标准误 （稳健

标准误或怀特异方差一致标准误）
。

7 
＝

ａｒｇｍ
ｉｎ 5 ｉ （ 7 ）

－ （
5
）

在得到门限估计值后 ， 为保证模型的准确性 ， 需要进
一

步检验以下两个问题 ： 其
一

， 是检

验门 限效应的显著性和门限值的个数 ；
其二

， 是检验门限估计值的
一

致性 ， 验证在大样本情况

下所估计的门限值 7 是否与真实门限值 7 0

—

致 。

对于单门 限模型 ， 检验是否存在门限效应的假设检验为 Ｈ
0  ：Ｐ［

＝
Ｐ

＇

2 ，Ｈｘ：＾ｐ
＇

2 ， 对

应的拉格朗 日乘子 （

Ｌ ａｇｒ ａｎｇｅ
Ｍｕｌｔ ｉ

ｐ
ｌ
ｉｅｒ

，ＬＭ） 检验的 Ｆ 统计量如式 （
6
） 所示 。

ｒ＾ 0

－

5 ， （ 7 ）

Ｆ
ｌ
￣

‘一 ￣

，⑹

其中 ，
Ｓｏ 表示零假设条件下 ， 即不存在 门限效应情况下的残差平方和 ； ＆ 表示备择假设条件

下 ， 即存在门限效应情况下的残差平方和 。 在零假设成立的条件下 ， 门限值无法识别 ， 导致传

统检验统计量的分布是非标准的 。 为此 ，

Ｈ ａｎｓｅｎ
（

1 9 9 6
）

［

1 3
］ 通过 自 助抽样法 （

Ｂｏｏｔｓｔ ｒａｐ ） 来计算

式 ⑹ 的 ｐ 值 ，
如果小于给定的显著水平 ， 则拒绝零假设 ．

而要确定门限值的个数 ， 可重复通过上述方法 ， 在得到第二个门限估计值 卞 的基础上检

验其显著性 ，
此时的零假设为 丑

0 ： 存在唯
一

门限值 ， 备选假设为 存在两个门限值 。 对应

的 ＬＭ 检验的 Ｆ 统计量如式 （
7
） 所示 。 其中 ，

Ｓ 2 和 分别是式 （
8
） 的残差平方和 ，

以及残差

方差的估计值 。 而由此得到的双门限模型可表示为式 （

8
） 的形式 。

？ 5 ｉ （ 7 ｉ ）

－ 5 2 （ 7 2 ）…Ｆ
2 
二




，⑴

Ｖｘ
＝

Ｐ［
ｘＪ

｛ｑ ｔ
＜

 7 1 ）
＋＜ ｑ％

＜
 7 2 ）＋Ｉ

3
＇

2
ｘ

ｌ
ｌ

（ｑ ｌ
＞ 7 2 ）＋ｅ

ｔ
．（

8
）

在获得第二个门限后 ，
还需要重新检验第

一

个门限值 ， 因为第
一

个门限值是在零假设为不存

在门限的条件下得到的 ， 并不具备
一致性 。 由此可利用如下方式重新估计第

一

个门限值 ， 即反

过来先假设 7 2 为第
一

个门限 7 1 ， 从而获得使残差平方和最小的另
一

门限值 7
！

＊

，
及对应的残差

平方和 ＾ （ 7 ｉ ） ， 如式 （
9
） 、 （

1 0
） 所示 。 重复上述步骤可依次检验三门限 、 四门限甚至更多门限

的模型 ， 直至不再拒绝零假设为止 ， 从而最终确定 门限个数 。

＝
ａｒｇｍ ｉｎ 5

＇

ｉ （ 7 ｉ ） ，（
9
）

初 7 1
）
＝

＾
（＾ ） ， 如果 7 1 ＜ 贫 （

1 0
）

Ｌ 5 （ 7 2
＞ 7 ｉ ） ，如果 7 1

＞
 7 2

－

最后 ， 需要关注上述所有门限估计值的
一

致性检验问题 ， 这里是通过极大似然法来检验门

限值 7 。 假设检验为 丑ｏ： 7 
＝

 7 0 ，Ｈ ｉ：7 0 ， 似然比统计量如式 （

1 1
） 所示 。

ＬＲ
ｎ ｉｒｆ ）

＝ 

Ｓ
＂ （ 7 ）

＠

Ｓ＂⑼
．（

1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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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ａｎｓｅｎ
（

2 0 0 0
）

＿ 证明 了对于给定的置信水平 … 当 ＬＲ＾
＜－ 2 1ｎ

（
ｌ
－

Ｖ
／Ｔ＾

）
时 ， 不能拒

绝零假设 ， 从而通过求解不等式便可得到其渐进置信区间 。
而如果在分析横截面数据时存在

异方差的情形 ， 则需要定义
一

个新的似然比统计量如式 （
1 2

） 所示 。

风
（ 7 ） 5

？ （ 7 ）

－

 5 ？ （ 7 ）

ＬＲ＾ ］
＝二＾

ａｗ
‘ （ ）

式
（

1 2
） 中的 ｉ

ｆ 可以通过计算 Ｎａｄａｒａｙａ
－Ｗａｔｓｏｎ 核估计量得到 ， 其形式如式 （

1 3
） 所示 ，

护 ＝

ＹＪ
ｌ

ｌ＝ ｉ

Ｋ
ｈ ｛ｌ

－

ｑｉ ） 0
＇

ｘ
ｌ
）

2
ｅ
ｌ

￣

Ｅ ｒ＝ ｉ ＾ （ 7
－

＾ ） （ ／
3
＇

＾
）

2 ＾ 2

＇

其中 ，

Ｋ
ｈ （
ｕ

）
＝ｈ

＾
Ｋ＾／

ｈ
） 是带宽为 ｈ 的核函数 ， 如 Ｅｐａｎｅｃｈｎｉｋｏｖ 核函数 Ｋ

ｈ 、
ｕ

、

＝

｜ （
1
一

ｕ
2

） ｛ ＼

ｕ
＼
＜ 1

｝ 。 而带宽 ｈ 的选择应遵循最小均方误差准则
（
见 Ｈａｒｄ ｌｅ 和 Ｌｉｎｔｏｎ

（

1＂ 4
）

〖
1 5

】

） 。

2 ． 2 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的门限回归模型构建

首先建立城镇居民各项消费的支出方程 ， 如式 （
1 4

） 所示 。

ｎ

Ｅｘｐｅｎｄ ｉｔｕｒｅ
ｔ
—

／
？ｏｉ＋Ｐ

ｔ

Ｉｎｃｏｍｅ ＋Ｓ －

，

Ｆａｍ ｉｌｙｊ＋（

1 4
）

ｊ
＝ ｉ

其中 ，

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ｉ 表示城镇居民消费结构中的第 ｉ 项消费的支出 ，

Ｉｎｃｏｍｅ 表示城镇居民的

真实收入 ，

Ｆａｍ ｉｌｙ。 表示家庭特征的控制变量 ， 如家庭所在省份 、 户主年龄 、 家庭是否发生

重大事件等 。 Ｐｉ 表示第 ｉ 类商品的边际消费倾向 ， 它是划分收入组群的重要依据 。 ＾ 为残差

项 ， Ａｈ 和 5
3 为待估参数 。

由于各收入组群偏好差异导致其边际消费倾向完全不同 ， 所以本文选择收入作为门限变

量
，
通过刻画收入对消费影响的非线

＇

ｆｔ特征来完成组群划分以体现
“

收入分布
”

的思想 。 当城

镇居民的第 ｉ 类消费仅存在
一

个收入门限时 ， 式 （
1 4

） 将转变为式 （
1 5

） 所示的形式 。

ｎ

Ｅｘｐｅｎｄｉ ｔｕｒｅ
＾
＝

＾ｏ ｉ
＋Ｐｈｌｎ ｃｏｍｅ Ｉ

（

Ｉｎｃｏｍｅ＜
＾ ，）＋＾ＩｎｃｏｍｅＩ

 （

Ｉｎｃｏｍ ｅ＞
 7 ； ）＋＾＾

Ｓ
ｊ

Ｆａｍｉ ｌ

ｙ：
＋ ｅ

ｔ ，

■7 

＝
 1

（
1 5

）

其中 ， ％ 为第 ｉ 类消费的收入门 限值 ， 这只是举
一

个简单的例子 ， 当然不同类型消费的收入门

限个数是存在差异的 ， 有可能更多 ，
也有可能不存在门限 。 这要根据具体情况来分析 ， 同样门

限的个数的确定 ， 及其估计值的
一

致性检验都要严格遵从上述步骤进行 。

2 ． 3 数据说明与整理

本文采用中 国家庭收入调查项 目 （
ＣｈｉｎｅｓｅＨｏｕ ｓｅｈｏｌｄＩｎｃｏｍ ｅＰ ｒｏ

ｊ
ｅｃｔ

，ＣＨＩＰ
） ， 2 0 0 2 年和

2 0 0 7 年的截面数据 。 其中 ，

2 0 0 2 年包含了 1 3 个省 （或直辖市 、 自 治区 ） 的 6 8 3 5 户城镇家庭样

本 ；

2 0 0 7 年则包括了
9 个省 （或直辖市 、 自治区 ） 的 5 0 0 0 户城镇家庭样本 。 由于该数据是具有

详尽的消费支出信息的微观大样本数据集 ， 这对于准确划分组群以及细致刻画组群消费特征

具有重要价值 。 选取我国城镇居民家庭收入 、 七大类消费支出 （食品 、 衣着 、 家庭设备 、 医疗

保健、 交通通讯 、 教育娱乐 、 居住
）
以及家庭特征数据 。 并通过提取 《 中国统计年鉴 》 中 的价格

指数数据 ，
以 2 0 0 2 年不变价对收入和消费支出数据进行平减 ， 以消除价格的影响 。 同时 ， 将

每年数据按收入的每 0 ． 0 2 分位数为间隔 ， 构造
一

个暗含收入分布信息的收入门限数据集 ，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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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替原数据集进行门限的搜索 ，
两年的样本容量均为 5 0 0

。 通过这种方式 ， 可以极大的降低搜

索 门限过程中 回归的次数 （
Ｈａｎ ｓｅｎ

，

1 9 9 9
）

（

1 2
1

； 从而优化程序的运行 。

3 我国城镇居民收人分布与消费结构关系的实证分析

3
． 1 城镇居民消费的收人门限估计结果分析

表 2 给出了对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结构中各类型消费的收入 门限估计结果 ， 相关结果是采

用基于 Ｈａｎｓｅｎ（
2 0 0 0

）

Ｉ
1 4

＇ 的论文编写的程序包 ， 并运用 ＳＴＡＴＡ 1 3 ． 0 软件估计得到 。 其中 ， 门

限估计值包含在 9 5％ 的置信区间 内 ， 表示其估计值在 9 5％ 以上的置信水平上通过了
一

致性检

验 。 而 ＬＭ 检验以及 由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方法模拟得 出的 ｐ 值 ， 则是用来检验门限效应是否具有显著

性 ， 在这里 Ｂｏｏｔ ｓｔｒａｐ 的重复次数设定为 5 0 0 次 ， 且根据 Ｈａｎｓｅｎ
（

1 9 9 9
）

！
1 2

！ 的建议剔除了样本

前后各约 1 5％ 的观测值以确保门限存在的意义 。 以交通通讯消费为例 ，

2 0 0 2 年该消费存在
一

个门限值为 2 3 5 7 5 ． 8 5 元
， 其 9 5％ 的置信区间范围为

［

2 3 5 1 2 ． 5 4
，

2 3 5 7 5 ． 8 5
］

， 因而估计得到的为真

实门限值 ； 检验门限效应的 ＬＭ 统计量为 1 3 ． 2 4
，ｐ 值为 0

．
0 0

， 因此拒绝不存在 门限的零假设 。

在表 2 中各收入门限值的检验指标均表明其估计结果具有较好的显著性和稳定性 ， 这充

分说明了 我国城镇居 民的收入与消费存在十分明 显的非线性特征 。 且可以发现 ， 各类消费的

收入门限数量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 ， 如从 2 0 0 2 年至 2 0 0 7 年食品 消费的门 限数量 由

两个减少至一个 ， 衣着消费的 门限数量从
一

个增至两个等等 ， 这种门限数量的变动本质上暗

含着消费者组群的分化与融合 。 同时 ， 也可看到有些消费在特定时期 内并不存在门限特征 ， 如

2 0 0 2 年的医疗保健和居住消费以及 2 0 0 7 年的家庭设备和教育娱乐消费 ， 说明这些市场中的消

费者具有
一

致的 消费偏好 ， 所以收入对其消费的影响并不存在非线性特征 。

表 2 城镇居 民消费的收入门限估计结果
＿

 2 0 0 2 年 ｜ 2 0 0 7 年
一

项 目门限。咖？－ ／^
Ｆ
Ｏ

＊

ｒ ａＴＬＭ＾丨

＂

Ｉ限ＬＭ^

估计值
9 5 ％ 置ｆｅ 区间检验

Ｐ 值
估计值

9 5 ％ 置倍区间检验
ｐ 值

￣￣

 1 4 9 5 6 ． 1 0 ［
5 5 8 4 ． 9 4

，

1 9 7 5 4 ． 1 0
］

1 3 ． 9 9 0 ． 0 1Ｑ
？Ｑ

？

 1 Ｑ？ｎ ｎｎ食口口

 2 0 4 6 6 ． 4 6 丨

ｍＯ 3 ． 3 9
，
2 。 6 4 6 ．＾ 3 5 ． 0 9 0 ． 0 0

5 4 3 3 3  9 3［
5 4 3 3 3 ． 9 3

，
5 4 3 3 3 ． 9 3

］ 1 9 ． 5 7 0 ． 0 0

＋曲ｍｏｍ川 2 4 7 8 7 ． 3 6 ［

2 8 5 0 ． 0 4
，

5 6 3 8 7 ． 5 5
］ 1 1

． 3 0 0 ． 0 3

衣着 2 5 3 6 3 ． 4 9 ［

2 5 3 6 3 ． 4 9
，
2 5 3 6 3 ． 4 9

］ 4 9 ． 4 9 0 ． 0 0

 6 7 Ｑ 9 3  3 ｙ［
6 7 6 2 4 ． 0 6

，

8 8 9 3 4 ． 0 1
1 1 2 ． 2 2 0 ． 0 1

家庭设备 1 3 4 0 9 ． 9 2 ［

2 5 2 7 ． 9 4
，

1 4 4 6 0 ． 8 8
1 1 2 ． 3 2 0 ． 0 4—



—



—

—

医疗保健
＿


—

＝
—— 2 3 9 9 5 ． 7 0 

＂

［
2 3 9 9 5 ． 7 0

，

2 3 9 9 5 ． 7 0
］ 1 1 ． 1 2

—

 0 ． 0 2

交通通讯 2 3 5 7 5 ． 8 5

￣

［
2 3 5 1 2 ． 5 4

，

2 3 5 7 5 ． 8＾

￣

 1 3 ． 2 4

＂

ｏ Ｏｔ
Ｔ 3 4 7 2 8 ． 4Ｔ丨

3 4 7 2 8 ． 4 1
，
3 4 7 2 8 ． 4 1

〗

＿

1 3 ． 3 5 0 ． 0 1

教育娱乐 1 2 9 4 2 ． 5 4 丨

4 8 0 5 ． 2 8
，

1 6 7 7 7 ． 3 1
】

1 1 ． 7 9 0 ． 0 3—

＝
——

居住
＿

一


—


—一

＿

 2 4 5 4 9 ． 9 6［

2 4 5 4 9 ． 9 6
，

2 4 5 4 9 ． 9 6
］ 1 0 ． 8 6 0 ． 0 2

3 ． 2 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的收人组群特征

上述各收入 门限估计将各类消费的人群划分为若干个具有相同偏好特征的组群 ， 在这里

值得注意的是对居民消费进行分析时 ， 不仅要关注平均消费倾向 ， 也要考察边际消费倾向 ， 因

为这个指标刻画了消费进一步的动向 ， 同时还要适当兼顾居民的人均绝对消费支出 。 以上三

个指标均有由表 3 给出 。 从整体上看 ， 在消费结构中各类消费的人均支出这个绝对量 ， 都伴随

着收入组群等级的提高而有所提升 ， 即高收入组群的各类消费支出均大于低收入组群 ， 这表

明居民消费确实存在等级划分 ， 或者说高档的商品更容易得到高收入组群消费者的青睐 。 其

次 ， 伴随收入组群等级的提高 ， 居民各类商品的平均消费倾向的变化方向存在非一致性 ， 如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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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的平均消费倾向就随着组群等级的提高而下降 ，
而交通通讯却恰恰相反 ，

且边际消费倾向

也呈现出类似的性质 。 可见居 民平均消费倾向并没有出现整体下降的情况 ， 由此本文下面将

主要来探讨居民各类消费与收入关系 的组群特征 ， 以及收入水平的提升将对各类消费产生怎

样的影响 。

首先关注食品和衣着两类消费 ， 在两个观察期 内高收入组群的平均消费倾向以及边际消

费倾向均低于低收入组群 ， 这说明食品和衣着消费占收入的比重 ， 会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而进
一

步降低 ， 居民将更多的收入用来满足其他类型的消费需求 ； 同时也会发现在这两项消费中存

在中等收入组群出现或消失的情况 ， 这是商品 内部结构升级过程的体现 ， 如衣着消费在 2 0 0 7

年出现了中等收入群体 ， 且该群体的平均消费倾向及边际消费倾向分别为 0 ． 0 7 5 5 和 0 ． 0 6 6 3
， 均

高于其他收入组群 ，
这是由 于随着整体居民收入的不断提升 ， 其中

一部分收入群体对于衣着

类消费的观念发生了改变 ， 由原来的
“

穿得暖
”

转变为
“

穿得好
”

， 这种偏好的变化及其诱发的

大量消费支 出使我们看到了 中等收入组群的 出现。 这对拉动国 内消费具有重要启 示意义 ， 中

等收入组群其实属于
一

个潜在的消费群体 ， 只有当某类商品市场出现消费升级或档次品质的

提升且其收入水平能够满足该商品的消费能力时 ， 才会引发该群体展现 出强大的购买力 ， 而

当商品市场缺乏活力的时 ， 该群体便会隐藏起来伺机而动 。

表 3 我国城镇居民各收入组群的消费状况

2 0 0 2
年 ＿ 2 0 0 7

＿

年

项 目人均消 平均消 边际消 人均消平均消 边际消

费支 出 费倾向 费倾向费支出费倾向 费倾向

低 4 3 8 2 ． 7 8 0 ． 4 0 2 3 0 ． 2 8 6 4低 8 4 8 4 ． 7 4 0 ． 2 7 0 4 0 ． 1 7 5 2

食品中 5 9 7 1 ． 7 5 0 ． 3 3 8 0 0 ． 2 9 6 5



高 8 6 6 6 ．

9 0 0 ． 2 5 3 4 0 ． 1 2 6 4高 1 5 8 2 2 ． 6 8 0 ． 1 6 7 1 0 ． 0 3 5 3

％ 1 2 9 3 ． 4 2 0 ． 0 8 0 9 0 ． 0 8 2 7 1 2 8 6 ． 8 1 0 ． 0 7 4 2 0 ． 0 5 1 5

衣着中 3 1 6 4 ． 5 2 0 ． 0 7 5 5 0 ． 0 6 6 3



高 2 6 0 7 ． 5 0 0 ． 0 6 6 4 0 ． 0 3 1 4高 7 0 9 2 ． 9 2 0 ． 0 6 5 1 0 ． 0 1 3 4

＾ 3 5 6 ． 3 6 0 ． 0 3 5 90 ． 0 3 5 2

设备高 1 如 2 ． 3 4 0 ． 0 4 9 6 0 ． 0 4 9 4
尤组砰ｂＵ＂

Ｗｆ年扭雔 1
9 7

？
，

7ｎ ｎ
？

ｎ ｎ 4 ｎ－ 11 6 5 6 ． 4 2 0 ． 0 9 8 2 0 ． 0 5 6 5

保健
无组群 1 2 7 3 ．

5 7 0 0 5 2 3 0 0 4 0 7高 2 7 0 7 ． 6 4 0 ． 0 4 4 8 0 ． 0 0 9 8

交通＾

￣

 1 0 3 2 ． 7 8 0 ． 0 6 7 6

一 ￣

0 ． 0 7 0 5＾ 1 3 3 8 ． 3 6

一 ￣

0 ． 0 5 8 0 0 ． 0 4 3 1

通讯高 2 9 5 3 ． 7 2 0 ． 0 7 8 90 ． 0 8 0 6★ 5 0 1 2 ． 9 4 0 ． 0 7 0 3 0 ． 0 5 1 2

？ 1 0 5 5 ． 1 5 0 ． 1 0 9 4 0 ． 0 7 0 2
￣

̄

娱乐高 3 1 9 8 ． 2 1 0 ． 1 1 4 4 0 ． 1 2 2 1无组群

Ｓ仕 手铂 链ｎ ｎ 7＾ ｎ ｎ ＾Ｑｆｉ？1 0 6 8 ． 8 8 0 ． 0 6 2 3 0 ． 0 2 6 9

居住 无组群 1 8 3 2 ． 4 5 0 ． 0 7 5 30 ． 0 5 9 6高 3 1 5 0 ． 6 3 0 ． 0 5 1 9 0 ． 0 2 8 1

接下来对于家庭设备 、 教育娱乐和交通通讯消费来说 ，

2 0 0 2 年高收入组群的平均消费倾

向和边际消费倾向均高于低收入组群 ， 说明高收入组群并没有因为收入的增长而降低对这三

类商品 的消费热情 ， 反而会投入更多的支 出 ， 这在
一

定程度上表 明该三类消费此刻正处于起

步的成长阶段 。 但随后出现了
一

个比较特殊的现象 ， 即家庭设备和教育娱乐消费到了 2 0 0 7 年

时组群效应消失了 。 其原因在于伴随居民整体收入的提升 ，
至 2 0 0 7 年低收入组群对于这两类

消费已经完全跨越了收入不足所导致的消费门槛 ， 同时随着市场的逐渐成熟 ， 高收入组群的

消 费倾向也出现了下滑 ， 高 、 低收入组群的消费偏好逐渐趋于
一

致 ， 共同致使了组群融合的发

生 ， 可发现 2 0 0 7 年这两类消费的整体平均消费倾向为 0 ． 0 4 4 1 和 0 ． 0 7 4
， 介于 2 0 0 2 年高低收入

组群之间 。 但这两类消费的边际消费倾向却大幅度下降 ， 甚至低于 2 0 0 2 年的低收入组群 ， 表



3 1 4数理统计与管理第 3 4 卷 第 2 期 2 0 1 5 年 3 月

明家庭设备和教育娱乐市场的稳定发展状态 中还存有需求萎缩的风险 。 而交通通讯消费并没

有发生类似的现象 ， 在 2 0 0 7 年高收入组群的平均消费倾向及边际消费倾向依然高于低收入组

群 ，
并且高收入组群的人均消费较 2 0 0 2 年提髙 6 9 ． 7 1 ％

，
而低收入组群仅提高 2 9 ． 5 9％

，
市场继

续呈现出成长态势且具有巨大上升空间 。 另外 ， 在 2 0 0 2 年的家庭设备和教育娱乐消费 ，
以及

整个观察期 内的交通通讯消费 ， 均没有出现中等收入的消费群体 ， 这主要是因为当时的收入

水平还不足以使中等收入群体形成相应的购买能力 ，
而随着收入的提升 ， 当前消费结构升级

的重点正 由 已经稳定发展的家庭设备和教育娱乐消费转向交通通讯消费 ， 呈现出一种渐进式

升级的态势 ， 由此可见 ， 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 7ＪＣ平的提高将对于消费结构的顺利转型与升级

具有重要意义 。

最后 ， 余下的医疗保健和居住是消费结构中受改革政策影响最大的两类消费 ， 并伴随着改

革进程的不断深入 ， 开始逐步展现 出了活力 。 该两类消费均从原有的单
一

消费群体衍生出 了

髙 、 低收入组群这两个消费群体 。 其中
，
对于 2 0 0 7 年的医疗保健消费来说 ， 低收入组群的平

均消费倾向及边际消费倾向为 0 ． 0 9 8 2 和 0 ． 0 5 6 5
， 均明显高于高收入组群 ， 并且是在低收入组

群的全部各项消费中也是最高的 ， 由此可见低收入组群对医疗保健消费的迫切需求意愿 ， 该组

群应该被列为医疗改革的重点关注对象 。 而对于 2 0 0 7 年的居住消费来说 ， 虽然高收入组群的

平均消费倾向低于低收入组群 ， 但其边际消费倾向要髙于低收入组群 。 这样的数量分析结果

展示了如下一种情形 ： 低收入组群的居住消费占收入的 比例较高且需求欲望较低 ， 在满足了

基本居住需求后希望增加＾
？

其他商品的消费 ； 而高收入组群的居住消费占其收入的 比重较低 ，

且边际消费倾向为 0 ． 0 2 8 1
， 高于低收入组群 ， 是

一

个兼有需求欲望和购买能力的消费群体 。 在

这种情况下 ， 我国政府实施的保障住房和商品住房双管齐下的发展政策是适合时宜的 。

同时 ，
通过对 2 0 0 2 年和 2 0 0 7 年城镇居 民消费结构变化情况进行对比 ， 可以发现 ， 收入分

布的变迁对城镇居民消费带来了结构性的转变 ： 第
一

， 食品和衣着类的边际消费倾向持续走

低
，
表 明居民的消费正在转向其他领域 。 第二 ，

家庭设备和教育娱乐等初级享受发展型消费在

经历成长期后 ，
于 2 0 0 7 年开始趋于平稳 ；

而交通通讯的边际消 费倾向虽有小幅下降 ， 但依然

属于消费热点 。 第三 ， 在改革的助力下 ， 居住和 医疗保健领域消费开始出现消费群体的分化 ，

从而初步具备了成长的可能性 。 综上所述 ，
收入分布变迁正将居 民消费结构的重心由 生存型

消费 （食品 、 衣着 ） 过渡到初级享受发展型消费 （家庭设备 、 教育娱乐 ） ， 并逐步转向更高级的

享受发展型消费 （交通通讯 、 医疗保健和居住） 。

4 结论及启示

本文开篇指出 了用宏观消费指标来描述我国居民消费状况是存在偏差的 。 由 此 ，
从我国拥

有众多不 同收入阶层消费者的特殊情况出发 ，
运用非线性 门限回 归模型以实现区分消费类别

基础上的收入组群划分 ， 来研究上述问题进而深入探讨收入分布变迁对我国当前居民消费结

构的影响效果 。

首先 ， 城镇居民消费的门限回归模型的估计值均通过了ＬＭ 检验且包含在 9 5％ 的置信区

间 内 ， 表 明居 民收入与各类型消费确实存在明显的非线性特征 。
且各类消费的收入门限个数

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 ， 这种门限数量的改变实质上就暗示着收入分布的变迁与消费

结构的转变 。

其次 ， 以收入门限值作为划分组群的依据 ， 来探讨居民消费结构的组群特征 ， 具体分为以

下几点 ： 第一 ， 对于食品和衣着等消费 ， 高收入组群的平均消费倾向 、 边际消费倾向均低于低



孙巍 ， 杨程博 ： 收入分布变迁与消费结构转变 3 1 5

收入组群 ， 说明随着居 民收入水平的提高 ， 此两类消费会进
一

步下降 。 第二 ， 对于家庭设备 、

教育娱乐和交通通讯消费 ， 都曾 出现了高收入组群的平均消费倾向 、
边际消费倾向高于低收

入组群的情况 ， 表明此三类消费当时均处于成长阶段 ， 其消费占收入的 比重快速上升 ， 并会随

着收入水平的上升继续增加 ， 但 2 0 0 7 年后只有交通通讯消费依然处于这种状态 ， 其余两类消

费 已经趋于稳定并存有消费萎缩的风险 。

再次 ， 受改革政策影响最大的医疗保健和居住消费巳经开始展现活力 ， 由原来的单
一

消费

群体衍生出 了高 、 低收入组群这两个消费群体 。 其中 ，

2 0 0 7 年低收入组群关于医疗保健的平均

消费倾向及边际消费倾向分别为 0 ． 0 9 8 2 和 0 ． 0 5 6 5
， 在低收入组群的各项消费 中最高 ， 可见低

收入组群对医疗保健消费的迫切需求意愿 ，
应引起医疗改革政策的重点关注 ，

而居住消费的

组群特征则恰恰证明了我国政府实施保障住房和商品住房双管齐下的发展政策的有效性．

最后 ，
通过对比 2 0 0 2 年和 2 0 0 7 年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情况 ， 可以发现收入分布变迁

诱发了居民消费的结构性转变 ， 即 由生存型消费 （食品 、 衣着 ） 过渡到初级享受发展型消费 （家

庭设备 、 教育娱乐 ） ， 并进一步向高级享受发展型消费 （交通通讯 、 医疗保健和居住 ） 转变 。

综上所述 ， 通过城镇居民各收入组群的消费特征以及消费结构的转变趋势 ， 可以看出居民

收入水平对消费的影响与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 都巳不再具有显著的整体效应 。 因此 ， 拉动

消费以促进经济增长就需要关注重点的收入组群以及发现具有显著成长性的消费市场 。 这就

要求收入分配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
以促进和加快居民 消费结构的转变与升级 ；

要求产业政策

的制定具有
一定的前瞻性 ， 以适应中国 消费市场快速 、 显著的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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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9 9 3
，

2 1 ： 5 2 0
－

5 3 3 ．

［

1 2
］Ｈａｎｓｅｎ ＢＥ． Ｔｈｒｅｓｈｏ ｌｄ ｅｆｆｅｃ ｔｓ  ｉ

ｎｎ ｏｎ－ ｄｙｎａｍ ｉ ｃｐａｎｅｌ
ｓ

：Ｅｓｔ ｉｍａｔｉ ｏｎ
， ｔｅ ｓｔ ｉｎｇ ，ａ

ｎｄｉ
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ｅｔ ｒ ｉｃｓ
， 1 9 9 9

， 9 3 ：3 4 5
－

3 8 6 ．

［

1 3
］ＨａｎｓｅｎＢＥ ．Ｉｎ ｆｅｒｅｎｃｅｗｈｅｎａｎｕｉ ｓａｎｃｅｐａｒａｍｅｔｅ ｒｉｓｎｏｔｉｄｅｎｔ ｉｆｉｅｄｕ ｎｄ ｅｒｔｈｅｎｕ ｌｌｈｙｐｏｔｈｅｓ

ｉ
ｓ ［

Ｊ
］

．

Ｅｃｏｎｏｍ ｅｔｒ ｉ ｃａ
， 1 9 9 6

， 6 4 ： 4 1 3
－

4 3 0 ．

［

1 4
］ＨａｎｓｅｎＢＥ ．Ｓａｍｐｌｅｓｐ ｌｉ ｔｔ ｉｎ ｇａｎｄ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ｅｓｔ ｉ

ｍａｔ ｉｏｎ
［

Ｊ
］

．Ｅｃ ｏｎｏｍｅｔ ｒ ｉｃａ
， 2 0 0 0

， 6 8 ： 5 7 5
－ 6 0 3 ．

［

1 5
］ＨａｒｄｌｅＷ

，
Ｌ ｉ

ｎｔｏｎ Ｏ ． Ａｐｐｌ
ｉｅｄｎｏｎｐ ａｒａｍｅｔ ｒ

ｉ
ｃｍｅｔｈｏｄ ｓ

 ［

Ｊ
］

，Ｈａｎｄ ｂｏｏｋ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 ｅｔ ｒ
ｉ
ｃｓ

， 1 9 9 4
，

4 ： 2 2 9 5
－

2 3 3 9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