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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农村居民生活消费主要是从食品#衣着#居住等E个指标来反映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本文选取了F%DEG
"##"年的数据%运用主成分分析的方法对这E个指标进行量化分析得到第一主成分%根据这一主成分可以得到居住

和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这两项指标的系数最大!达到了#)%%D"%提示我国农村居民生活消费更倾向于这两方面$在

此基础上%对完善几项服务性消费提出了措施及建议%为促进农民消费及完善其结构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生活消费&主成分分析&农村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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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消费是国内消费需求的重要组成"就实际

情况而言"我国城镇居民收入高"消费量大"商品化

程度高"其消费对农村居民有一定的示范作用$F%&
而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人们收入水平

的不断提高"农村和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都发生了

重大的变化&很多学者都对我国的城镇居民消费做

了各方面的研究"对农村居民的消费研究较少&本

文将通过运用主成分分析的方法对我国农村居民生

活消费现金支出倾向进行量化分析"对如何促进农

民消费及完善其结构提出一定的建议&

F!农村居民生活消费现金支出特点

农村居民生活消费主要是从食品’衣着’居住’

家庭设备及服务’医疗保健’交通和通讯’文教娱乐

用品及服务和其他等E个指标来反映其生活水平&
改革开放"#余年来"我国农村居民生活消费现金支

出及构成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见表F和表"#"主要

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F#从总量上来看"其现金支出逐年增加"F%DE

年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生活消费现金支出仅为

CD)IC元""##"年为FE*C)*F元"比F%DE年增加了

FDEI)DD元"约增加了*E倍&在消费总量中各项指

标也是逐年在增加"但是占主要部分的仍然是食品

和居住&其中$"%食品消费质量也在不断提高"主要

表现为主食的减少"有利于身体健康的食品消费增

加"粮食消费减少"豆制品’奶制品’水产品等消费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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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住房条件也明显改善(一是住房面积增加"质量

提高""##"年农村居民人均住房面积达到"I)$9""
砖木及钢筋混凝土结构住房面积达到"F)I9""分别

比F%%D年增加了C9"和C)I9")二是住房更加卫生

和舒适"到"##"年"我国C#S的农户的住房拥有取

暖设备"IES的农户饮用安全饮用水"EES的农户居

住的住房拥有卫生设备&高档耐用消费品在普通百

姓家迅速普及&"##"年农村居民用于文教娱乐的

支出为人均"F#元"说明我国农村居民的精神生活

日益充实&
!"#从各指标在现金支出中所占的比重来看"

食品的支出呈倒:型"在F%%#年以前递增"F%%#年

后开始逐年递减)居住的支出呈 :型发展"F%%$年

最低"占FD)"S)衣着和家庭设备及服务支出所占

比重逐年下降)医疗保健’交通通讯’文教娱乐和其

他支出所占比重呈直线上升&
!*#从地区消费差异来看"东部地区农村居民

消费支出总量比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居民消费支出

高"但是"中部地区的农户生活消费支出增长较快"
其次是东部地区"西部地区增长较慢&

!C#从消费结构来看"F%E$年"农村居民生活

消费支出的结构序列为(吃’住’穿’家庭设备及服

务’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医疗保健’交通通讯和其

他&而到了"##"年其结构序列转为(吃’住’文教娱

乐用品及服务’交通通讯’穿’医疗保健’家庭设备及

服务和其他&可以看出"消费层次较高的交通通讯

和医疗保健支出在消费支出结构序列中位置提前"
说明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在不断优化"向享受型’发
展型结构转变&

表F!F%DEG"##"年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生活消费现金支出 元

年份 食品 衣着 居住
家庭设备

及服务
医疗保健 交通和通讯

文教’娱乐

用品及服务

其他商品

及服务

F%DE FE)%F FF)F" I)F* * * %)CE * *

F%E# *F)F* F%)IF FC)F* * * FE)%I * *

F%E$ DD)"D *#)#* C")I" F$)%D D)$$ $)CE F")*I *)C#

F%%# F$$)E$ CC)#* EF)F$ *#)DC FE)%E E)CF *F)** C)"$

F%%$ *$*)"" EE)II FCD)EI IE)#E C")CD **)D* F#")*$ "*)#I

F%%D C*$)DC F#E)*F F%E)"$ E$)FI I")C$ $*)%" FCE)FE *C)"D

F%%E C"E)%# %D)#C F%%)*$ EF)DD IE)F* I#)IE F$%)CF *")ED

"### CIC)"I %$)FE "*F)#I DC)*D ED)$D %*)F* FEI)D" $")CI

"##F CEC)CD %D)%$ "C%)EC DI)FD %I)IF F#%)%E F%")IC $I)C"

"##" $F#)%I F#C)$C "DF)$# E#)FD F#*)%C F"E)$* "F#)*F $D)II

表"!F%E$G"##"年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生活消费现金支出构成 S

年份 食品 衣着 居住
家庭设备

及服务
医疗保健 交通和通讯

文教’娱乐

用品及服务

其他商品

及服务

F%E$ *%)** F$)CE "")## E)"$ *)%* ")ED I)*C F)EF

F%%# CF)$% FF)D$ "F)II E)"# $)#I ")"C E)*I F)F*

F%%$ CF)F# F#)*" FD)"# D)%" C)%C *)%" FF)%F ")IE

F%%D *E)I% %)I" FD)I# D)$I $)$$ C)D% F*)FI *)#C

F%%E *E)#" E)D# FD)ID D)"$ I)#C $)*E FC)F* ")%F

"### *I)FC D)CF FD)%E $)D% I)E" D)"$ FC)$* C)#E

"##F *$)$" D)FE FE)*" $)$E D)#E E)#I FC)F" C)FC

"##" *C)E" D)F" FE)$# $)CI D)#E E)DI FC)** *)%*

!!注(表F’表"的数据由+中国统计年鉴,F%%%’"##F’"##"’"##*有关数据整理所得

"!生活消费现金支出主成分分析

主成分分析$*%是利用降维的思想"把多个指标

转化为少数几个综合指标的多元统计分析的方法&
它通过对原始指标!变量#相关矩阵内部结构关系

的研究"求出特征值贡献率及特征向量"找出影响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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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济过程的几个综合指标!或主要成分#"使综合

指标为原来指标的线性组合"在线性组合中"系数越

大其对应的指标对这一经济过程的综合指标影响越

大&该方法的具体步骤如下&
设有+个样品",个指标

!F#选择原始数据!本文为表F#$T!-F"-""-"
-,#"其中

-.T!-F."-"."-"-+.#
P"!.TF"""-",#

将原始数据标准化

/).T
-.)U"-.
0.

其中

"-.T
F
+#
+

)TF
-)."

0".T
F
+UF#

+

)TF
!-).U"-.#

"

!)TF"""-"+).TF"""-",#
!"#求出相关矩阵1T!2).#,V,"其中

2).T
0).
0!)) 0!..

T F+UF#
+

3TF
/3)/3."!)".TF"""-",#

根据W1U!#WT#"!其中 #为单位矩阵#求得特

征值贡献率!见表*#和特征向量!见表C#&

表*!特征值贡献率

变量 F " * C $ I D E

特征值 D4$#$ #4CII #4#FC #4#F #4##* #4##F #X #X

贡献率5 %*4EF* $4E"E #4FD" #4F"I #4#C* #4#FC #4##C #X

!!其中#X表示该数大于#且趋近于#&

表C!特征向量

F " * C $ I D

!#4%%F!#4F"I!#4##D U#4##% U#4#"* U#4#"I U#4##C

#4%*% #4**E #4#"C #4#$I #4##I #4#F# U#4##C

#4%%D U#4#$* U#4#*% #4##C U#4*## #4#FC U#4##$

#4%"D #4*D$ U#4#F% U#4#FE #4#F" U#4##F #4#FF

#4%E* U#4FD% U#4#"D U#4#"I U#4#FI #4##D #4##I

#4%*% U#4**E U#4#*$ #4#$I #4#"F U#4##% #4##*

#4%%D U#4#*D U#4##D U#4#$" #4#*$ #4##" U#4##%

#4%D" U#4"FC #4#%I U#4##D U#4##C #4##C #4##C

!*#选择主成分6F&由表*可以知道第一综合

指标的贡献率已经达到了%*4EF*5"说明第一主成

分已经基本上保留了原来指标的信息&由表C得第

一主成分的线性组合为(
6FT#4%%F-FX#4%*%-"X#4%%D-*X#4%"D-CX

#4%E*-$X#4%*%-IX#4%%D-DX#4%D"-E

*!结论

从这一主成分分析可以看出(居住和文教娱乐

用品及服务二者的系数最大"达到了#4%%D"说明这

两项指标对此综合指标的影响最大"即农村居民生

活消费现金支出主要倾向于居住和文教娱乐用品及

服务这两方面&由于缺乏投资方向和热情$C%"大多

数农村居民在收入增加后的第一选择就是建房"而
且将建房作为长期消费"再加上农村住房一直是私

有财产"住房对于农户既是生存消费"又是享受消

费"还是财产储蓄"所以农户特别舍得在建房上花

钱&"##"年农民用于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支出人

均"F#4*元"其中"学杂费支出人均FI#4F元"学杂

费支出的增加额占了农民生活消费支出增加额的

FI5&据调查"有很大部分的农村家庭表明"在未来

*年内"除了必要的吃’穿及农业投入以外"将把纯

收入主要用于子女上学&这表明在文教娱乐用品及

服务方面的消费支出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刚性的’被
迫的支出&因此"在这方面的消费支出增加并不能

代表其消费能力增强&
其次是食品’医疗保健和其他"其系数分别为

#4%%F’#4%E*和#4%D"&由于缺乏医疗保障体系"医
疗费用已经成为我国农村居民最大的负担&"##C
年FF月$日"卫生部副部长朱庆生在国务院新闻办

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指出(.至今"我国农村有一半

的农民因经济原因看不起病&我国中’西部农民因

看不起病死于家中的比例高达I#5 GE#5&+中国

统计年鉴,和+中国卫生统计年鉴"##C,记载("##*
年我国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I""4"元"农村

居民的平均住院费用为""*I元&在农民的人均纯

收入尚包括实物收入的情况下"可以说"农村居民如

果生了大病"农民一年的现金收入尚不能支付住一

次院的费用&因此"疾病是中国农村居民致贫或返

贫的主要原因&/
衣着和交通通讯支出的影响较小"据调查"我国

大部分的农村居民对衣着的消费量不是很高"而且

在质上也是很低等的)而交通通讯则和文教娱乐方

面的支出差不多"在很大程度上是刚性的’被迫的’
非自愿的"其中绝大部分是农村居民外出打工的路

费’与家庭联系的费用&
影响最小的是家庭设备及服务支出"因为家庭

设备及服务作为家庭财产与住房类似"但是不作为

生存支出"而是享受支出"是超出基本需求的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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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建议和措施

!F#减免农民子女的学杂费’医疗费’交通通讯

等服务性费用"间接增加农民收入&推行和完善我

国农村医疗合作体系"推广中医技术&加快农村工

业化’城镇化进程"扩大就业需求&另外还可以从直

接增加农民的收入来促进农民的消费$$%"比如可以

通过发展乡村旅游直接获得旅游劳动和服务的收

入"并增加农产品的附加值等"从而直接增加农民收

入"提高农民生活质量&
!"#农村居民的消费与储蓄随着其收入的增加

固然有所提高"特别是今年央行决定加息后"农民"
特别是那些没有社会保障的农民"更愿意把剩余的

钱存入银行&但是"这样必然会导致储蓄与消费的

倒差趋势!即储蓄随收入的递增速度快于消费随收

入的递增速度#"抑制农村经济的增长&因此"建立

健全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特别是农村医疗保障及

养老保障制度"对提高我国农村居民生活水平"完善

我国农村居民生活消费结构"解决我国农村消费的

疲软现象!有效需求不足#有重大影响&

!*#我国西部地区农村居民的消费支出总量及

增长速度都比较落后"当前应抓住西部大开发的机

遇"加快西部地区农业与农村经济结构调整步伐"提
高西部地区的内在发展动力&在发展西部基础设施

建设中"尽量使用当地的农民工"增加农民就业的机

会"提高农民收入"从而促进消费&

参考文献!
$F%周建军"王韬)近十年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研究$+%)

管理科学""##*!"#(D*KDD)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统计局)中国农村经济形势分析

与预测$L%)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何晓群)现代统计分析方法与应用!第*版#$L%)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F)
$C%余维祥)中国农户积累消费问题研究$L%)北京(科学出

版社""##*)
$$%陈绍友)发展乡村旅游与重庆大城市带大农村战略$+%)

重庆师范大学学报""##*!F#(ICKID)

!责任编辑!李若溪"

C 重庆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第""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