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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对扩展线性支出系统模型作了改进，以重庆市城镇居民为研究对象，以 "###—"##* 年重庆市城镇居民的

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各类消费支出横截面数据为基础，对改进后的 JKJ> 模型中的参数进行估计，分析出 "$ 世纪以来

重庆市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的具体特征：随着城镇居民收入的增加，总的边际消费倾向有所下降，消费倾向有所转移；

不同的消费群体对消费品的消费倾向有所不同；食品衣着消费比重最重。据此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增加城镇居民

收入、促进城镇居民消费和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以求更好地推动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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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居民消费结构是国民经济结构的一个重要组成

部分，它是经过国民经济的生产、流通、交换、分配各

个环节的运行而形成的，是居民实现了的消费需求

结构。随着经济的发展，城乡居民的消费需求在不

断地发生变化。随时了解居民消费结构和数量的变

化对于了解居民生活状况、居民消费水平，研究市场

供需，引导居民合理消费，调整产业结构，促进经济

增长均具有重要意义。而重庆市作为西部地区唯一

的直辖市，西部大开发的重点城市，重庆的发展对周

边的地区发展有着很大的带动作用，由此研究重庆

市城镇居民消费的结构是有必要的。扩展的线性支

出系统（JKJ>）是目前进行消费结构分析较为先进

的经济计量方法，而本文在 JKJ> 模型的基础上加

以改进得出相应的模型。

$ 扩展线性支出系统模型及模型改进

$) $ 扩展线性支出系统模型（JKJ> 模型）

扩展线性支出系统模型是经济学家 1) K5-?2 于

$DG% 年在计量经济学家 O) ><,. 线性支出系统模型

的基础上推出的一种需求函数系统。该模型有两个

基本假定：$）某一时期人们对各种商品和服务的需

求量取决于该时期人们的收入和各种商品或服务的

价格；"）人们对各类商品和服务的消费需求分为基

本需求和超过基本需求之外的需求（ 即非基本需

求），其中基本需求与收入水平无关，只是为了维持

最基本的生活水平，而非基本需求却取决于满足所

有基本需求后的“剩余收入”和消费者的偏好［$］。

假设将人们的消费支出具体划分成 ! 类，则扩

展线性支出系统模型基本表达式为［"H%］

"# $ %#&# ’ !#（( )"
!

# $ $
%#&#） （$）

其中，"# 是第 #类消费品的消费支出，%和 &分别为第

# 类消费品的价格和基本需求量，!# 为第 # 类消费品

的边际消费倾向，( 为收入水平，%#&# 是第 # 类消费品

的基本需求，"
!

# $ $
%#&# 为总基本需求支出，( )"

!

# $ $
%#&#

是满足最低消费支出的剩余收入，这部分收入以比

例 !# 用于第 # 类消费品和服务之间。

对（$）式进行变形得

"# $（%#&# ) !#"
!

# $ $
%#&#）’ !#( （"）

令

*# $ %#&# ) !#"
!

# $ $
%#&# （%）

得

"# $ *# ’ !#( （I）

由（I）式中的 "# 及 ( 的数据，利用最小二乘法

估计（I）式，就得到 *# 和 !# 的估计值。

对（%）式两边加总求和，求得总基本需求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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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利用（"）式，得各项基本需求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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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对 %&%’ 模型的改进

现在对上述 %&%’ 模型作一些改进。假设不同

收入层次居民在不同时间对各种消费品的边际消费

倾向是不同的，随着时间的变化，城镇居民的基本消

费需求会随着的经济的增长而增减，将（!）式改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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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
,- 为第 -年第 ,组消费者对第 "种消费品的消

费支出，.,- 为第 , 组消费者在第 - 年的实际收入；!"
,-

为第 - 年第 , 组消费者满足基本消费需求后在剩下

的收入（.,- ("
!

" # !
$（ "）

,- %（ "）
,- ）对第 " 种消费品的边际消

费倾向；$（ "）
,- %（ "）

,- 为第 - 年第 , 组消费者对第 " 种消费

品的基本消费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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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式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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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能由（*）式直接解得 &（ "）
,- 和 !"

,-，因此对（*）

式进行整理，得到（!+）式，根据面板数据（+"
,-，.,-），

可以求得&"
- 和!"

- 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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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组别 , 取平均，（)）式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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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式两边求和，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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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式进行整理，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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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式代入（!!）式，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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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式可以求得每一年的基本消费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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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边际消费倾向

由（(）式可计算出第 - 年第 , 组消费者对第 " 种

消费品的边际消费倾向，即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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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式作变化，可得到下面几种边际消费倾

向。

!）第 - 年全部消费者对第 " 种消费品的边际消

费倾向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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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 年第 , 组消费者对所有消费品的边际消

费倾向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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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 组消费者对第 " 种消费品的 / 年的平均

边际消费倾向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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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和 +"
, 是经过消费价格指数调整后的收入和

支出在 / 年中的平均值。

$ 数据选择和基本消费需求

$. ! 数据选择

在一般的情况下，大多数学者在利用 %&%’ 模

型分析消费结构的时候［-］，只利用某一年的横截面

抽样调查数据来分析，这样的分析并不能分析出消

费结构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动的规律，而且就城镇

居民的消费情况分析来说，在不同的时间段其消费

结构有实质性的变化。为了分析收入差异和时间变

化对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的影响，可以利用多年的按

收入等级分组的抽样调查资料建立面板数据。基于

上述分析，本文选取 $+++—$++) 年按收入等级分组

的重庆市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和食品、衣着、家庭

设备用品与服务、医疗保健、交通通讯、教育文化娱

乐服务、居住、杂项商品与服务等 ) 类消费支出的数

据（来自相应年份的《 重庆统计年鉴》）。为使这 *
年的收入和支出数据具有可比性，以 $+++ 年为基数

的城镇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对各年的收入数据和各

项消费支出数据进行调整。

$. $ 基本消费需求

利用改进后的 %&%’ 模型，求出各类消费品的

基本消费需求量（表 !）。有些学者在利用 %&%’ 模

型研究消费结构时，一般假设了在短时间内基本消

")第 $ 期 / / / / / / / 高振均：重庆市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的实证研究 ——— 基于 $+++—$++) 年的数据



费需求是不变的，但是从表 ! 中可知总基本消费需

求从 "### 年的 $ $%$& ’ 元增加到 "##% 年的 ( )(*& *
元，其中各类消费种类的基本消费需求也是有增长

的趋势。从而，随着时间的变化，基本消费需求是有

一定的增长趋势的，即使在短短的几年中也是有实

质性的变化，所以说在利用 +,+- 模型研究消费结

构随时间变化的变动规律时，应该要把基本消费需

求的变化考虑进去。

表 !. 城镇居民每年对各类消费品的基本需求 元

食品 衣着 家庭设备 医疗保健 交通通讯 娱乐教育 居住 杂项 合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城镇居民边际消费倾向计算及分析

由表 ! 的基本消费需求数据，再根据（!(）式可

以求出 !!
"#，由于数据量太大，文中不再列出，对表 !

分析后可以得出以下结论：!）随着收入的增加，总

的边际消费倾向有所下降（从 "### 年的边际消费倾

向 #& )"( 下降到 "##% 年的 #& )#!）；"）随着家庭收

入的增加，消费品的消费倾向有所转移，比如食品的

边际消费倾向有所下降，而医疗保健和交通通讯的

边际消费倾向有所上升；$）不同的消费群体对消费

品的消费倾向有所不同。

根据（!)）式，可得出各年各层次消费者家庭对

所有消费品的边际消费倾向（表 "）。

根据表 " 中边际消费倾向 !"# 值，除了 "##) 年

最低户和 "##/ 年低收入户的边际消费倾向大于 !
外，其余都在 # 到 ! 的范围内。从横向看，随着收入

等级的提高，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有下降的趋势，从

纵向看，在同一收入等级中，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的

也有下降的趋势，说明随着收入的提高，居民的边际

消费倾向有下降趋势。

表 ". 各年各层次消费者家庭对所有消费品的边际消费倾向

困难户 最低户 低收入户 中偏下户 中收入户 中偏上户 高收入户 最高收入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根据（!*）式，可得出各年全部消费者家庭对各

种消费品的边际消费倾向（表 $，其中最后一列是各

年全部居民对所有消费品的边际消费倾向）。

根据表 $ 中每一年的边际消费倾向的大小排序

看，"### 年是从食品、衣着、娱乐教育、家庭设备、交

通通讯、居住、杂项到医疗保健，"##% 年是从食品、

娱乐教育、衣着、交通通讯、居住、医疗保健、家庭设

备到杂项，可见重庆市城镇居民的消费结构在这几

年确实经历了较为明显的变化。根据表 $ 中的边际

消费倾向值，可以知道，从 "### 年的食品（#& "!(）、

家庭设备（#& #))）和杂项（#& #*!）到 "##% 年的食品

（#& !*/）、家庭设备（#& #(’）和杂项（#& #!%），这 $ 类

的边际消费倾向有明显下降，而衣着、医疗保健、交

通通讯和文教娱乐从 "### 年的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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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 !# 上升到 $!!% 年的 !" &!’、!" !(%、!" &!$ 和

!) &&%，有明显上 升 趋 势。但 是 对 于 居 住 来 说，在

$!!!—$!!* 年有上升趋势，而从 $!!*—$!!+ 年是下

降的，又从 $!!+ 年开始又有上升的趋势。从表 * 的

最后一列可以知道，总的边际消费倾向还是下降趋

势。

表 *, 各年全部消费者家庭对各种消费品的边际消费倾向

食品 衣着 家庭设备 医疗保健 交通通讯 娱乐教育 居住 杂项 所有消费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根据（&%）式，可得出各收入层次对各种消费品

的边际消费倾向（见表 -，其中表中最后一列是各收

入层次对各种消费品的边际消费倾向）。

根据表 - 中的边际消费倾向!!
"值，可以知道，不

同的收入阶层对消费品消费倾向有所不同，对于较

低收入阶层的消费群体来说，边际消费倾向排在前

- 位的依次是“ 食品.衣着.家庭设备.交通通讯”，而

对于较高收入阶层的消费群体来说，他们的边际消

费倾向排在前 - 位的依次是“ 食品.娱乐教育.衣着.
交通通讯”。在表 - 的最后一列中，困难户和最低户

的边际消费倾向大于 &，可以说明其收入几乎都用

于消费。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重庆市城镇居民消费结构

的以下特征：&）城镇居民在随着收入的增加，而总

的边际消费倾向则有所下降；$）城镇家庭随着收入

的增加，消费品的消费倾向有所转移，比如食品的边

际消费倾向有所下降，这是符合“ 恩格尔定律”的，

而医疗保健和交通通讯的边际消费倾向有所上升；

*）不同的消费群体对消费品的消费倾向有所不同，

比如低收入群体主要在食品、衣着、家庭用品、交通

通讯方面，而高收入群体一般在食品、娱乐教育文化

服务、衣着、交通通讯方面；-）无论收入的多少，在

食品、衣着这两种消费品中消费比重还是最大的。

表 -, 各收入层次对各种消费品的边际消费倾向

食品 衣着 家庭设备 医疗保健 交通通讯 娱乐教育 居住 杂项 所有消费品

困难户 !" *&& !" &!’ !" $(* !" !’( !" &(( !" !+$ !" !-& !" !(- &" !%

最低户 !" $%- !" &!- !" $’( !" !+’ !" &$( !" !+$ !" !*+ !" !’’ &" !&&

低收入户 !" $&( !" !%- !" $+( !" !’- !" !(* !" !+$ !" !#( !" !-! !" %%&

中偏下户 !" $*- !" &&- !" &!% !" !(& !" !’+ !" !(- !" !(- !" &&% !" %*%

中收入户 !" $&& !" !# !" !(* !" !+! !" !%* !" !%* !" !+- !" !+$ !" (%(

中偏上户 !" &(- !" !#$ !" !-& !" !+% !" !%+ !" !#& !" !-( !" !$’ !" (!-

高收入户 !" &*# !" !#% !" !$% !" !-! !" !’( !" &!! !" !+’ !" !!% !" +-(

最高户 !" &&* !" !%- !" !&( !" !*% !" !%& !" &&’ !" !%$ !" !&$ !" +-*

- 对策建议

在 $!!# 年 &$ 月 + 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中提到，扩大居民消费需求，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

拉动作用，加大国民收入分配调整力度，增强居民特

别是低收入群体的消费能力。因此，为了配合国家

政策，为了更快建成“ 五个重庆———宜居重庆、畅通

重庆、森林重庆、平安重庆和健康重庆”，为了促进

重庆市城镇居民消费结构进一步的优化和升级，故

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 & 增加城镇居民收入［(］

&）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加速实现国有企业整体

效益的提高，提高其经济效益，增加工人工资；大力

发展多种形式的集体经济鼓励支持个体经济、私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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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健康发展，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和创业机会，提高

居民收入。

!）扶持下岗职工及其他低收入者，确保城市最

低生活保障水平线；通过技术培训、政策扶持、资金

援助等鼓励其二次创业，大力发展个体、私营经济，

使其收入逐渐增加。

"）鼓励、支持居民多形式拓宽投资渠道，如投

资于股票行业、购买国债、参加保险事业以及房地

产、教育、旅游等产业，实现居民资产的不断增值。

#）对个体经济、中小私营经济要实行适度减税

政策，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卫生防疫部门等要加大扶

持力度，并建立相应扶持政策，加速繁荣个体、私营

经济，切实提高经营者收益。

#$ ! 促进城镇居民消费

对重庆市城镇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的研究表明，

城镇居民在满足了基本物质生活需求的同时，追求

更高层次物质消费（ 如改善居住条件）、精神消费

（享受娱乐、接受教育）和注重生活质量（ 医疗和保

健）的倾向会随着收入的增加变得更加明显，政府

应该积极引导居民对房地产、耐用消费品、教育产业

和医疗卫生行业的消费。

%）加快住房体制改革，推进居民住房的商品化

进程。

!）加快教育体制改革，普及义务教育，广筹办

学资金，建立健全奖学金制度，以稳定消费者社会预

期。

"）加强和促进社会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居民的

文化素质和道德水平，走健康和谐发展之路。

#$ " 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建立和健全包括社会救济、社会福利、优抚安

置、社会服务、养老、失业、医疗、工伤、生育保险和住

房保障等全面的社会保障体系，以消除居民即期消

费的后顾之忧，促进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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