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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摘摘摘                要要要要                美国作为一个典型的靠消费拉动的发达国家，我国与其有着很大的差距，居民消费率严重不足始终是制约我国经济发展

的难题。 本文以 2011 年中美两国居民分等级的消费支出和收入数据为基础，利用扩展线性支出系统模型（ELES)对比分析了中美两

国居民在 2011 年的消费结构差异，并进一步对比分析了两国居民的基本消费支出、边际消费倾向、收入及价格弹性。结果表明，我

国居民消费支出水平仍然与美国居民存在一定的差距，我国居民用于满足基本生活的消费支出占比依然较高，对提高生活质量的消费

支出项依旧需求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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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    引引引引    言言言言    

经过改革开放 30 多年的快速发展，我国经济总量已

经跃居世界第三位，人民生活水平已经达到了小康水

平，经济规模不断扩大，但是相对美国而言我国居民消

费严重不足，这也是阻碍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大的障

碍。近十年，中国居民的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一

直都没有超过 50%，而美国的该比率则一直维持在 70%的

水平。特别是到了 2011 年，中国居民消费率只有

34.4%，不及美国居民的一半，比世界平均水平 62.0%也

低了很多（肖立，2012）。因此，如何刺激和鼓励居民

消费仍然是我国现阶段要解决的重大问题。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原动力，消费、投资和净出口被

称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其中，消费是最重

要的。从根本上说，投资是消费的一种引致需求，是由

消费需求决定的，而净出口实质上也是一种来自于国外

的消费需求。因此，在经济增长中，消费是一个重要的

宏观经济变量，拉动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扩大居民的消

费（王美函，1985）。近些年来许多国内外学者基于不

同的视角采用了不同的方法对居民的消费结构进行了研

究。由于中国存在着明显的二元经济结构，因此国内学

者在研究居民消费结构问题时，通常是从城镇和农村两

个视角进行研究。在研究居民消费问题时，国内学者采

用了大量的研究方法。黄基廷, 赵丽棉（2010）、刘馨

蔚（2012）采用动态聚类法对当前城镇居民消费结构进

行分析，探讨了我国各区域之间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的差

异。毛霞（2006）通过对我国 2003 年 31 个省、自治区

和直辖市的消费性支出作因子分析，得出了具有代表性

的公共因子，进而来分析我国各省市家庭消费性支出的

不同。吴春红、魏云竹（2006）、刘晓红（2011）、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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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显（2008）、李逢高（2009）、王巧英（2005）等人

都利用扩展线性支出系统模型(ELES)对中国城镇居民消

费结构的变动进行了定量分析。周瑞、李俊杰（2009）

运用因子分析法，对四川省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变动进行

了分析。陈晋玲（2011）利用 1978-2009 年数据构造 VCE

模型分析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的相互关

系。国内许多学者对居民消费结构也进行了对比研究。

基于我国明显的二元经济结构特征，有些学者对我国城

乡居民的消费结构进行对比分析，例如，余敏、谢涛、

钱晓燕（2008）肖立（2012）利用 ELES模型对我国城乡

居民的消费行为进行了对比分析，找出了城乡居民消费

结构存在的差异。徐璐(2012)借用灰色关联理论中灰色

关联度分别测算了我国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与

各项消费支出的灰色关联度，随后通过分析城乡居民在 7

类分类消费支出上的关联度排序的差异程度，揭示出影

响我国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变动的主要因素。 

   

国外学者对居民消费结构也做了许多深入的研究，

Powell, A.A. (1973）利用扩展线性支出系统（ELES）

研究了美国居民收入与消费之间的关系。George. 

King(2000)对 1688~1695 年英国、法国和荷兰不同家

庭、不同职业的居民消费结构进行了对比分析，不仅从

宏观的角度分析了国家消费支出的构成情况，还从微观

的角度分析了英国家庭的生活消费支出结构。A Worsley, 

R Blasche（等）（2002）利用抽样调查的方法研究分析

了 1995 年澳大利亚居民人均收入与个人食品消费之间的

关系，并进一步说明了家庭收入与性别对个人食品消费

支出的影响。Nowak, Jan、Kochkova, Olena（2011）对

比分析了欧盟 25 国国民收入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

Ofwona, Alice C(2013)对比分析了 2005~2006 年肯尼亚

不同收入等级家庭的食物支出模式。 

 

从国内外学者的研究中可以发现，虽然目前国内外

学者对居民消费结构的研究很多，但是大多数研究都是

集中在国内，对比都是针对一国内或者一个国家内两个

区域进行，把两个国家作为研究对象进行对比分析的至

今为数不多。因此本文选取新的视角，欲将对比分析中

美两国居民现阶段消费结构的异同点，以两国居民的可

支配收入和各类消费支出作为研究对象，借助扩展线性

支出系统模型，对中美两国居民消费进行对比，找出中

美居民消费结构的差异，进而为我国居民消费的政策建

议提供依据。 

 

2 2 2 2 研究研究研究研究方法及数据来源方法及数据来源方法及数据来源方法及数据来源    

2.12.12.12.1 数据来源数据来源数据来源数据来源    

根据中国统计局的分类标准，将居民消费分为八大

类：食品、衣着、居住、家庭设备、医疗保健、交通通

讯、文教娱乐和杂项商品及服务，分别记为 。中国居民

的收入、居民消费等数据（人均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

局提供的《中国统计年鉴 2012》。美国居民的收入、居

民消费数据（人均数据）均来自美国劳工部提供的

《Consumer Expenditures 2011》。为了消除中美两国

在人口数量、货币种类、工资等因素的差异，因此数据

均采取人均数据。 

 

2.22.22.22.2 居民消费的扩展线性支出系统模型居民消费的扩展线性支出系统模型居民消费的扩展线性支出系统模型居民消费的扩展线性支出系统模型    

扩展线性支出系统（ELES)模型是研究居民消费需求

问题时常用的一种定量模型之一，是经济学家 Liuch在

美国计量经济学家 Stone的线性支出系统模型的基础上

提出的一种需求函数系统。扩展线性支出（ELES）假

定：(1)在一定时期内居民对各种消费品（包括商品及服

务）的需求量取决于该时期居民的收入水平和各种商品

的价格；（2）居民对各种商品的消费需求分为基本消费

需求和超过基本消费需求之外的需求 2 个部分；（3）基

本消费需求与居民的收人水平无关，且居民在满足基本

消费需求之后才将剩余的收入按照某种边际消费倾向安

排超过基本消费需求之外的需求部门；（4）所有被观察

者的边际消费倾向结构相同。ELES模型一个明显的优势

在于利用截面数据时，可以直接采用最小二乘进行估

计，并在计算自价格弹性和互价格弹性时，无需知道任

何价格信息即可求解。本文将居民消费划分为八大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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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衣着、居住、家庭设备、医疗保健、交通通

讯、文教娱乐和杂项商品及服务），利用《中国统计年

鉴》给出的城镇居民按收入划分的 7 个等级、农村居民

按收入划分的 5 个等级的居民消费支出及收入数据和美

国劳工部给出的美国居民按收入划分的 5 个等级的居民

消费及收入数据，建立线性扩展线性支出系统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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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可以利用两国居民不同等级的收入和消费的截

面数据，采用最小二乘法可求出（4）式中参数 和 的估

计值。该模型的经济学意义可以表述为：消费者对每一

种商品的消费支出 可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 ，是消

费者维持基本生活所需的在第 种商品的最基本支出，第

二部分为超过基本支出的收入部分中可用于第 种商品上

的支出。在给定居民收入水平 的情况下，消费者首先购

买各类消费品的基本需求量 ，在每组基本需求量的基础

上，余下的收入 按一定的比例 增加各类商品的消费支

出。 为第 种商品的基本消费支出，所以 就是两国居民

维持消费者基本生活所需的全部消费支出的总和，可由

公式计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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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可以用它来制定居民最低生活标准，居民的各项

消费的基本支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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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3 3 模型结果及检验模型结果及检验模型结果及检验模型结果及检验    

由于该模型选取的数据为截面数据，可以认为在同

一时期相对不同的收入家庭，商品的价格是相等，因此

模型可以直接用最小二乘进行估计。由于我国是典型的

二元经济国家，因此需要将我国城镇和农村分开进行研

究。根据中美两国居民分等级的收入和消费支出数据，

运用扩展线性支出系统模型，利用 Eviews 软件做最小二

乘估计，得到模型参数估计值，并对模型进行检验结果

如下。 

 

表表表表 1.1.1.1.中美两国居民模型结果中美两国居民模型结果中美两国居民模型结果中美两国居民模型结果    

项目项目项目项目    地区地区地区地区    
1C  2C  3C  4C  5C  6C  7C  8C  

∧

iα  

城镇 2619.38 365.54 334.25 42.99 -562.39 -29.91 327.1 -178.82 

农村 1249.51 140.48 326.56 121.88 126.46 96.6 279.01 38.46 

美国 3271.4 695.08 4551.18 3581.87 3215.25 1069.05 2115.06 711.49 

∧

iβ  

城镇 0.129 0.059 0.050 0.045 0.126 0.087 0.029 0.035 

农村 0.122 0.028 0.090 0.027 0.059 0.042 0.022 0.012 

美国 0.052 0.017 0.086 0.055 0.082 0.043 0.030 0.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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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计算结果来看，收入前面的系数都是均为正值，

表明随居民收入的增加，居民的各项消费支出都有所增

加。回归模型的 考虑所采用的是截面数据，因此根据所

得 的数值来看模型的拟合优度是可以接受的。在 显著

水平下， 检验结果也表明模型是显著的，所以认为居民

对各项消费支出影响是显著的。中国居民的模型结果出

现 为负值，说明在当时所处的时间段该项商品或者服务

对中国居民来说仍是奢侈品，中国居民在该消费项上的

支出很小。根据各项检验结果来看，该模型可以用来比

较中美两国居民的消费结构差异。 

 

4 4 4 4 中美两国居民消费结构现状对比分析中美两国居民消费结构现状对比分析中美两国居民消费结构现状对比分析中美两国居民消费结构现状对比分析    

4.14.14.14.1 中美消费结构现状对比分析中美消费结构现状对比分析中美消费结构现状对比分析中美消费结构现状对比分析    

利用中美两国 2011 年居民各项消费支出的数据做两

国居民消费结构图，从而可以得出中美两国居民消费热

点的差异。通过下图可以看出，中国居民各项消费支出

占比相差较大，而美国居民各项消费支出占比则相差较

少，各项支出较为均等。在 8 大类消费支出中，中国居

民食物支出占比最大，达 39.2%，这与我国居民恩格尔系

数较大相吻合。而美国居民在居住支出中占比最大，为

19.8%。除此之外，中国居民在交通通讯、衣着、居住等

方面支出占比较大，而美国居民则在交通通讯、家庭设

备、食物方面支出占比较大。可见，两国居民消费结构

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但都仍在食物、居住等满足居民基

本生活的消费支出项中投入较多。 

图图图图 1.20111.20111.20111.2011 年中国居民消费结构年中国居民消费结构年中国居民消费结构年中国居民消费结构    

 

图图图图 2.20112.20112.20112.2011 年美国居民消费结构年美国居民消费结构年美国居民消费结构年美国居民消费结构    

    

4.24.24.24.2 基本消费支出对比分析基本消费支出对比分析基本消费支出对比分析基本消费支出对比分析    

居民基本消费是指居民为了满足劳动力正常再生产

的需要所消费的产品和劳务的量。基本消费需求是居民

家庭实现自身再生产的底线，也是进一步提供物质、文

化生活水平，迈向小康生活的起点。由于中美两国杂项

统计范围不同，因此不对比两国居民在杂项支出中的基

本消费。由表 2可以看出，2011 年，中国城镇和农村居

民的人均基本消费支出分别为 9137.79 元、3978.19 元，

分别占当年居民消费总量的 64.81%和 76.20%，可见我农

村居民相对城镇居民将更多的收入用于满足基本的生活

需求。2011 年，美国居民的人均基本消费支出为

30589.78 美元，占当年人均居民消费总量的 61.54%，对

比来看我国居民基本消费支出要高于美国居民，可见我

国居民将更多的收入用于满足基本的消费需求，而美国

居民则将更多的一部分收入用于提高生活水平，因此中

美两国居民的消费水平和消费质量上仍然存在一定的差

距。 

通过分析两国居民基本消费支出与最低收入户的实

际支出情况来看，我国城镇居民最低收入户的实际消费

支出为 7459.46 元低于全国人均基本消费支出 9137.79

元，我国农村最低收入户的实际消费支出为 3312.58 元

低于人均基本消费支出 3978.19 元，美国居民最低收入

户实际消费支出的 20722 元也低于美国居民的人均基本

消费为 30598.78 元，说明两国居民的最低收入人群仍处

在相对贫困的状态需要社会救济。 



5 
 

比较 2011 年两国居民各项基本消费支出结构来看，

中国居民在食物、衣着、文教娱乐、医疗保健占比较

大，美国居民在居住、交通通讯、家庭设备占比较大。 

表表表表 2222....中美两国居民中美两国居民中美两国居民中美两国居民基本消费支出基本消费支出基本消费支出基本消费支出    

项目项目项目项目    地区地区地区地区    1C     2C     3C     4C     5C     6C     7C     8C
    

占总消占总消占总消占总消

费比重费比重费比重费比重    

基本消费支出 

城镇 3701.00 860.24 753.48 420.30 842.49 940.13 1408.72 211.42 64.81% 

农村 1734.85 251.87 684.60 229.29 361.17 263.68 366.53 86.20 76.20% 

美国 4862.07 1215.11 7181.90 5264.31 5723.61 2384.41 3032.75 925.62 61.54% 

基本消费支出结构 

城镇 40.50% 9.41% 8.25% 4.60% 9.22% 10.29% 15.42% 2.31% 100% 

农村 21.80% 3.17% 8.60% 2.88% 4.54% 3.31% 4.61% 1.08% 100% 

美国 15.89% 3.97% 23.48% 17.21% 18.71% 7.79% 9.91% 3.03% 100% 

最低收入支出 

城镇 3328.29 759.04 811.25 411.66 669.43 758.46 530.88 190.45 -- 

农村 1485.44 208.55 572.28 172.56 292.01 202.32 312.58 66.84 -- 

美国 3547 850 5159 3612 3256 1838 1759 701 -- 

 

4.3 4.3 4.3 4.3 边际消费倾向对比分析边际消费倾向对比分析边际消费倾向对比分析边际消费倾向对比分析    

边际消费倾向是指增加的消费和增加的收入之间的

比率, 也就是增加的 1单位的收入中用于增加的消费部

分的比率。边际消费倾向反映了新增购买力的投向，表

明居民在保证基本消费支出的前提下，收入每增加 1

元，用于增加消费的比例。边际消费倾向越大，边际储

蓄倾向越小，说明居民消费越活跃，如果某类消费的边

际消费倾向很大，说明消费者集中于此类消费。从表 3

对比结果来看，中国城乡居民食物、衣着支出的边际消

费倾向远大于美国居民，农村居民在居住支出项大于美

国，这是由于中国农村居民盖房支出较大导致的，城镇

居民文教娱乐支出项大于美国，这是由于随着收入水平

的提高我国居民更加注重教育问题，从而大幅度的增加

了教育经费的支出导致的。中国在家庭设备、交通通

讯、医疗保健支出项的边际消费倾向都小于美国居民，

说明中国居民仍然在满足生活基本消费支出项上的消费

倾向较大，对于提高生活的消费支出项的消费倾向较

小。 

    

表表表表 3333....中美两国居民中美两国居民中美两国居民中美两国居民边际消费倾向边际消费倾向边际消费倾向边际消费倾向    

地区地区地区地区    1C     2C     3C     4C     5C     6C     7C     8C     

城镇 0.129 0.059 0.05 0.045 0.126 0.087 0.029 0.035 

排序 1 5 4 6 2 3 7 -- 

农村 0.122 0.028 0.09 0.027 0.059 0.042 0.022 0.012 

排序 1 5 2 6 3 4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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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0.052 0.017 0.086 0.055 0.082 0.043 0.03 0.007 

排序 4 7 1 3 2 5 6 -- 

 

4.44.44.44.4    弹性对比分析弹性对比分析弹性对比分析弹性对比分析    

4.4.14.4.14.4.14.4.1    需求的收入弹性需求的收入弹性需求的收入弹性需求的收入弹性    

需求的收入弹性表示当所有商品的价格不变时，消

费者收入增加 1%，对该商品需求量相对变化的影响。对

于生活必须品，收入弹性较小，一般 ，即需求量的增长

速度低于收入的增长速度。对于高档消费品，收入弹性

较大，一般 ，即需求量的增长速度可能高于收入的增长

速度。需求的收入弹性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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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  4.4.2  4.4.2  4.4.2  需求的价格弹性需求的价格弹性需求的价格弹性需求的价格弹性    

需求的价格弹性表示商品对价格变动的敏感性。需

求的价格弹性表示该商品自身价格增长 1%，对该商品需

求量相对变化的影响。需求价格弹性的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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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4444....中美两国居民中美两国居民中美两国居民中美两国居民需求收入弹性及价格弹性需求收入弹性及价格弹性需求收入弹性及价格弹性需求收入弹性及价格弹性    

    地区地区地区地区    1C     2C     3C     4C     5C     6C     7C     8C
    

iη  

城镇 0.52  0.78  0.79  0.96  1.26  1.02  0.66  1.29  

农村 0.43  0.60  0.68  0.64  0.78  0.76  0.37  0.71  

美国 0.51  0.62  0.56  0.50  0.63  0.73  0.48  0.40  

iiE  

城镇 -0.32  -0.47  -0.48  -0.58  -0.76  -0.62  -0.40  -0.78  

农村 -0.20  -0.29  -0.32  -0.30  -0.37  -0.36  -0.18  -0.34  

美国 -0.27  -0.32  -0.29  -0.26  -0.33  -0.38  -0.25  -0.21  

 

从两国居民收入弹性来看：（1）收入弹性均为正

值，说明随着收入的提高，两国居民对各项商品的的需

求是不断增加的；（2）我国城镇居民需求收入弹性较

大，表明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增加导致的居民消费增加较

多，居民对商品的需求对收入的变动较为敏感。我国城

乡居民收入弹性较大项主要集中在交通通讯、文教娱乐

方面，这表明这两项消费将成为我国居民未来消费的热

点。（3）两国居民对食物及医疗保健的收入弹性都较

小，表明这些支出项受价格影响较小，具有一定的刚

性。 

从两国居民的需求价格弹性看（1）价格弹性均为负

值，说明各项消费支出与价格成反比，这符合经济学的

客观规律。（2）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的价格效应较强，价

格对居民消费的影响较大。（3）我国城乡镇居民在家庭

设备、交通通讯、文教娱乐支出项上受价格影响较为严

重，城镇居民消费更容易受到价格的影响。（3）美国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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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在居住、交通通讯、文教娱乐支出项上更具有价格效

益，居民需求量更容易受价格的影响。可见，两国居民

易受价格影响的支出项主要集中在提高生活质量的项目

上。 

 

5  5  5  5  结论及政策建议结论及政策建议结论及政策建议结论及政策建议    

通过对比分析 2011 年中美两国的居民消费结构，可

以看出我国居民的生活质量和美国居民仍然存在着一定

差距，对如何改善这种现状刺激居民消费提出以下建

议： 

    

5.15.15.15.1    积极鼓励和刺激国内居民消费积极鼓励和刺激国内居民消费积极鼓励和刺激国内居民消费积极鼓励和刺激国内居民消费    

我国居民消费率持续下降，居民消费严重不足。我

国应该采取积极的策略鼓励居民消费，扩大内需，政府

可以进一步加大在医疗保险、教育、住房和养老保险这

方面的改革，使老百姓没有后顾之忧，有更多的闲钱去

娱乐、去消费。 

    

5.25.25.25.2    大大大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力发展第三产业力发展第三产业力发展第三产业，，，，改变居民消费热点改变居民消费热点改变居民消费热点改变居民消费热点    

我国居民基本消费支出占消费支出比重要高于美

国，说明我国居民将大部分消费支出都用在满足基本正

常的生活上，缺少提高生活质量的消费支出。政府应该

引导居民改变现有的消费热点，将更多的收入用在交通

通讯、文教娱乐、医疗保健等改善生活质量的商品和服

务支出上，因此我国应该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来引导居民

去享受生活、去追求生活的高品质，高品位。高度发达

的产业能带动居民对这些产业所生产的产品和服务的消

费，可以通过促进一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来引导居民

对某些高档消费品的消费，提高居民的消费层次。 

    

5.35.35.35.3 调整收入分配制度调整收入分配制度调整收入分配制度调整收入分配制度，，，，缩短居民收入差距缩短居民收入差距缩短居民收入差距缩短居民收入差距    

中美两国居民都是收入水平差距较大的国家，但是

美国实行了对高收入人群征收高额的税费来缩减居民收

入，通过税收大幅度的减少了居民收入差距，提高了边

际消费倾向，改善了居民消费结构。因此，我国也应该

通过市场、经济和政府等手段的优化组合，调节居民收

入分配比例，缩小居民收入差距，提高社会平均消费倾

向。 

 

5.45.45.45.4    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居民收入水平    

收入水平是影响居民消费能力的主要因素，决定着

居民的消费现状和消费需求，进而影响着整个国家的消

费结构。两国居民的消费支出随着收入的增长而增长，

收入和支出之间存在着显著地线性关系，并且两国居民

的收入弹性均为正值，如果收入增加，仍然会刺激居民

对各项商品及服务的消费，两国居民消费仍然存在着上

升空间。因此，我国政府应建立居民增收长效机制，积

极扩大就业，加快发展就业容量大的劳动密集型产业、

服务业和各类所有制中小企业，规范劳动力市场秩序，

鼓励劳动者自主创业和自谋职业，促进多种形式就业，

增加我国居民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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