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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1 1 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美国作为当今世界经济

实力雄厚的典型的发达国家，不论在政治、经济、文化

等各个方面都远远领先于其他各国，我国作为最大的发

展中国家，经济实力更是与美国有着不小的差距。不论

是从国土面积、国民经济体系、区域发展特征历史上的

美国都与当今的中国具有很强的相似性，因此美国的发

展经验对我国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找出美国居民消费

结构与我国现阶段相似的历史时期，对我国调整消费结

构制定消费政策具有极大的指导作用。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主要都是靠投资和出口拉

动的，居民消费需求严重不足，而美国是典型的消费驱

动经济增长模式的国家，通过金融创新挖掘消费潜力，

通过技术和产品的创新来引导新的消费需求，近些年来

居民消费始终是拉动美国经济增长重要而持久的力量。

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我国消费水平不断提高，消费在促

进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目前居民

消费需求不足已经成为我国近些年来经济发展中的一个

重要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我国消费水平不断提

高，消费在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方面发挥了积极作

用，但目前居民消费需求不足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

遇到的一个重要问题。近三十多年来我国居民消费占国

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居民消费率）几乎都在 50%以下，而

美国的该比率则一直维持在 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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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寅、孙力，

2010）。消费结构及其变化是衡量居民生活水平的重要

标志，它反映居民的消费特征及消费趋势，反映居民生

活水平提高程度及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同时，中国经济

正在经历着美国曾经经历的发展中时期，美国的成功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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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都为我国制定和调整有关居民消费的各项政策提供了

参考依据。由于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原动力，因此近

些年来居民消费问题一直是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热点。国

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视角采用不同的方法对居民消费进行

了研究，国内外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消费结构和消费

水平两个方面。 

 

有关对消费结构研究方面，国外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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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divojević, Biljana、Vasić, 

Petar（2012）研究了赛尔维亚人口及家庭年龄结构对消

费结构的影响。Mossakowska, Ewa(2007)通过家庭预算

调查的方法研究了 2000~2005 年波兰农民家庭的食品消

费结构。Nowak, Jan、Kochkova, Olena（2011）对比分

析了欧盟 25 国国民收入与居民消费结构之间的关系。国

内学者付会霞、张彦明、赵俊平（2012）运用扩展线性

支出系统模型，从边际消费倾向、基本消费支出和需求

弹性 3 个方面对 2005 年和 2010 年东北三省城镇居民的

消费结构进了实证对比分析。樊茂清、任若恩（2007）

利用异质性消费加总理论，建立了中国的异质性偏好消

费模型，并在此基础上深入研究了不同人口特征的中国

城镇居民的消费结构。卫秋明、张大红（2012）利用动

态聚类的方法分别对我国各地区农村居民消费结构进行

了分析，就如何提高我国农村居民合理性消费提出了相

关建议。管琳、李春兰、张博（2011）利用主成分分析

法对我国全国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进行了排序，

并对各地区农村居民消费结构进行了分析。 

 

    有关消费水平的研究方面，国际上许多学者进行了

研究。例如 Ofwona, Alice C.（2013）利用最小二乘拟

合的方法研究了 19920-2011 年居民总收入与消费水平之

间的关系。Crossley, Thomas F. 、Low, Hamish 等

（2013）研究了英国在过去三年的衰退期中家庭消费水

平和储蓄行为的趋势。国内学者刘立民、牛玉凤

（2012）利用因子分析方法，对宝鸡市城镇居民自 1997

年以来消费水平的变动情况进行了分析。王映、李晓

慧、胡超（2010）根据凯恩斯的消费函数模型、统计学

和计量经济学的方法，结合四川省城镇居民消费的特

点，分别从消费水平和可支配收入的关系以及消费结构

两方面进行了实证分析。郝晓（2011）利用新疆

1978~2007 年居民消费数据建立了时间序列中的求和自回

归移动评价模型，比较了真实值与预测值的拟合程度，

并分析了 2008 年新疆居民消费水平。 

     

    从国内外学者的研究中可以发现，虽然目前国内外

学者对居民消费的研究很多，但是大多数研究都是集中

在消费结构和消费水平以及对它们的评价上面，并且在

利用时间序列进行研究时也没有对消费阶段进行定量划

分，时间段选取较为随意。因此本文选取新的视角，通

过对中美两国消费数据进行因子分析，将两个消费结构

划分为不同的时间段，从而找出现阶段中国居民的消费

水平与美国相似的发展时期，对我国未来消费结构的调

整及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222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2.12.12.1 数据来源数据来源数据来源数据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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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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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中国国家统计局

和美国国家统计署提供的两国居民消费数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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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22.22.2 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    

    因子分析法是 1904 年由心理学家 Chales Spearman

提出来的，其基本思想是根据变量间的相关性大小，把

变量分组，使得同组内的变量之间相关性较高，但不同

组的变量相关性较低，每组变量代表一个基本结构，这

个基本结构就被称为公共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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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和美国国家统计署提

供的两国居民消费数据，按照《中国统计年鉴》的消费

支出分类方法，将居民消费支出分为食品、衣着、家庭

设备及服务、交通通讯、文教娱乐、医疗保健、杂项商

品及服务 8 大类别，并它们在人均生活消费总支出中所

占的比重记为 )( 87654321 XXXXXXXXX 、、、、、、、=  。 

    假设这 8 项指标受到 )8( <MM  个公因子 MFFF L21，  

的影响，并且 )82,1( L=iX
i 是 MFFF L21， 的线性函数，

也就是 )2,1( MiFi L= 对居民各项消费支出的影响是线性

的。即有： 

ε+= AFX ， 

其中， ),( 21 MFFFF L= 为公因子， 

),( 821 εεεε L= 为特殊因子； 

F 与ε 为不可观测的随机变量； 

 MijaA ×= 8)(
为因子载荷矩阵,  

ija
为第

j
个因子对第 i 个消费支出项的载荷系数； 

矩阵 A中每一列平方和
j

M

j
ija λ=∑

=1

2

为方差，
∑

=

8

1

/
i

ij λλ
为第

j
个

公因子的贡献率，它反映了公因子 jF
对各项消费支出贡

献。 

∑∑
==

8

11

/
i

i

m

j
j λλ

称为前m 个公因子的累积贡献率，它表明前m

个公因子的累积贡献率，它表明了前m 个公因子对各项

消费支出的贡献，一般约定当累积贡献率达到 85%左右就

可以用前m 个公因子 mFFF L21,
来大致反映两国居民消

费支出结构。 

 

3333 基于因子分析的中美居民消费阶段划分基于因子分析的中美居民消费阶段划分基于因子分析的中美居民消费阶段划分基于因子分析的中美居民消费阶段划分    

3.13.13.13.1 美国消费阶段划分美国消费阶段划分美国消费阶段划分美国消费阶段划分    

    一些经济学家对美国经济周期的划分为 1929-1945；

1946-1973；1974-1989；1990-2001 四个阶段。其中，在

1929-1945 期间，美国爆发了资本主义历史上第一次金融

危机，后又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次期间美国经济

萧条，居民消费需求不足； 1946-1973 年间，二战结束

美国开始进入战后发展的黄金时期，该时期美国经济总

额占全世界的 3/4，国民生产总额占全世界的 3/4，此时

期可以说是美国建国以来发展的巅峰； 1974-1989 年

间，是美国经济发展的严重“滞胀”期，同时日本开始

崛起，大大发展工业，生产汽车等使美国的地位大受威

胁； 1990-2001（截至到本文所取时段）是美国的“新

经济”时期。 

    从 1929-2001 年美国的消费结构走势图（图 1）可以

看出，美国居民消费结构周期与经济周期大致呈现相同

的阶段走势。但是美国居民消费结构能同经济周期的的

阶段划分是否具有同样的规律，也划分为 1929-1945；

1946-1973；1974-1989；1990-2001 四个阶段呢？本研究

将利用因子分析的方法对美国的居民消费结构进行定量

划分。 

 

图图图图 1111....美国居民各项消费走势图美国居民各项消费走势图美国居民各项消费走势图美国居民各项消费走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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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选取美国居民 1929-2001 年居民消费结构数

据进行因子分析。其中，因子提取方法采用主成分分析

法，因子旋转方法采用最大方差法。 

由特征根与方差贡献率表中可以看出，前两个因子

的累计方差贡献率就已经达到了 87.161%，因此可以提取

前两个因子的来分析美国居民的消费结构，经主成分分

析法和正交旋转法计算得旋转前后的因子载荷矩阵如

表，进而可得美国居民的旋转后的消费因子分析模型

为： 

 

217

212

211

321.0941.0

665.0762.0

562.0821.0

FFX

FFX

FFX

+−=

−=
−=

L

 

由因子得分系数矩阵可得因子得分系数为：

76543211

76543211

068.0053.0663.0308.0306.0245.0149.0

267.0251.0278.0381.0055.0077.0143.0

XXXXXXXF

XXXXXXXF

−−+++−−=
−−++++=

则综合得分系数为： 

211 FFF εε +=  

    根据美国居民 1929-2001 的消费综合得分走势图

（图 2）来看，美国的消费结构周期与经济周期阶段大致

相同，因此可以按照经济周期对美国居民消费结构的发

展阶段进行划分，从而对不同阶段的消费结构特征进行

具体分析。 

 

图图图图 2. 2. 2. 2. 美国居民消费结构综合得分美国居民消费结构综合得分美国居民消费结构综合得分美国居民消费结构综合得分    

 

3.23.23.23.2 中国消费阶段划分中国消费阶段划分中国消费阶段划分中国消费阶段划分    

    由于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居

民消费受到国家政策限制，不能反映居民真实的消费倾

向,由于缺失 1978-1983 年的居民消费数据，因此本文选

取 1984 年以来的居民消费数据进行研究，从我国消费结

构演变历史来看，中国城镇居民生活分别在 1978 年和

1995 年达到温饱水平和小康水平，在这段时期我国居民

消费结构十分稳定，变化幅度很小，但是当 2000 年中国

城镇居民达到富裕阶段后我国居民消费结构开始发生剧

烈变动。由下面的走势图来看，可以按照 1995 和 2000

为两个时间点，将 1984 年以来我国消费划分为 3 阶段。

下面将采用因子分析对消费结构进行定量的划分。 

    从走势图（图 3）中可以看出，不论消费结构发展怎

样的变化，人民生活是出于温饱还是富裕阶段，食物支

出始终在总消费支出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这和我国

居民恩格尔系数一直很大相符合。本文选取中国居民

1984-2011 年的居民消费数据进行因子分析来定量的划分

中国居民消费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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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图图 3333....中国居民各项消费走势图中国居民各项消费走势图中国居民各项消费走势图中国居民各项消费走势图    

 

    选取我国居民 1984-2011 年居民消费结构数据进行

因子分析，由特征根与方差贡献率表中可以看出，前两

个因子的累计方差贡献率就已经达到了 92.12%，因此可

以提取前两个因子的来分析中国居民的消费结构，经主

成分分析法和正交旋转法计算得旋转前后的因子载荷矩

阵如表，进而可得中国居民的旋转后的消费因子分析模

型为： 

 

217

212

211

045.0991.0

510.0921.0

171.0971.0

FFX

FFX

FFX

+=

+=
−−=

L

 

由因子得分系数矩阵可得因子得分系数为：

76543211

76543211

038.0068.0101.0201.0917.0049.0155.0

185.0178.0177.0165.0002.0172.0180.0

XXXXXXXF

XXXXXXXF

+−++++−=
+++−−−−=

 

     

从 1984-2011 年中国居民消费结构的综合得分（图 4）走

势图来看，可以将中国该阶段的消费划分为三个阶段：

1984-1995，,1996-2000，2001-2011。将 2001-2011 作

为我国发展的现阶段，欲将找出我国现阶段与美国哪一

阶段的消费水平相当。

 

图图图图 4444....中国居民消费结构综合得分中国居民消费结构综合得分中国居民消费结构综合得分中国居民消费结构综合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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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4    中美两国居民消费结构对比分析中美两国居民消费结构对比分析中美两国居民消费结构对比分析中美两国居民消费结构对比分析    

    由中美两国居民消费综合得分值来看，中国 2001-

2011 年整体的消费水平与美国 1945-1973 消费发展阶段

中 1950-1960 年的消费水平相当。但是，虽然两国居民

的消费水平相当，但是消费结构仍然存在着很大的差

别。 

       由表 1 和表 2 可以看出，中国居民的消费率始终

低于美国居民，消费需求不足仍然是我国现阶段亟需解

决的问题，政府应当采取一定的措施鼓励和刺激居民消

费。中国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始终高于美国居民，食物支

出仍然是中国居民支出的重点，同时也说明我国居民收

入贫富差距还是很大。 

 

表表表表 1.1.1.1.中国居民消费率及恩格尔系数中国居民消费率及恩格尔系数中国居民消费率及恩格尔系数中国居民消费率及恩格尔系数    

项目项目项目项目    2001200120012001    2002200220022002    2003200320032003    2004200420042004    2005200520052005    2006200620062006    2020202007070707    2008200820082008    2009200920092009    2010201020102010    2011201120112011    

居民消费率 0.45  0.44  0.42  0.41  0.39  0.38  0.36  0.36  0.36  0.35  0.35  

恩格尔系数 43.16 41.94 41.13 42.19 40.84 39.13 39.35 40.39 31.14 34.96 32.28 

 

表表表表 2.2.2.2.美国居民消费率及恩格尔系数美国居民消费率及恩格尔系数美国居民消费率及恩格尔系数美国居民消费率及恩格尔系数    

项目项目项目项目    1950195019501950    1951195119511951    1952195219521952    1953195319531953    1954195419541954    1955195519551955    1956195619561956    1957195719571957    1958195819581958    1959195919591959    1960196019601960    

居民消费率 0.64  0.60  0.60  0.60  0.62  0.62  0.62  0.62 0.64 0.63 0.63 

恩格尔系数 30.15 31.26 31.41 30.21 29.81 28.42 28.21 28.12 28.29 27.41 26.84 

 

 

  对两国居民相同的消费时期做因子分析，由因子载荷

矩阵可以看出，中国居民消费的 2 个因子分别为： 主要

集中在食物、衣着、交通通讯、文教娱乐、医疗保健方

面， 则主要集中在居住、家庭设备及服务方面。载荷系

数的绝对值大小表明了消费结构在观测期内变化幅度的

大小，载荷系数的正负表明了某项消费的变动趋势和变

动方向（陈憧，2010）。其中食物、文教娱乐的载荷系

数小于 0，说明在消费结构发展过程中，这些消费支出项

出现下降趋势。 

    美国居民消费的 2 个因子分别为： 主要集中在食

物、衣着、居住、医疗保健方面， 则主要集中在交通通

讯方面。其中居住、医疗保健的载荷系数小于 0，说明在

美国居民消费结构发展过程中，这些消费支出项出现下

降趋势。 

    

表表表表 3 3 3 3 美国居民消费的因子载荷系数美国居民消费的因子载荷系数美国居民消费的因子载荷系数美国居民消费的因子载荷系数    

 ComponentComponentComponentComponent    

 1111    2222    

食品 -0.989 0.061 

衣着 -0.992 0.017 

居住 0.849 -0.502 

家庭设备及服务 0.550 0.715 

交通通讯 0.928 0.285 

文教娱乐 0.326 0.739 

医疗保健 0.834 -0.474 

            

    

表表表表 4444 中国居民消费的因子载荷系数中国居民消费的因子载荷系数中国居民消费的因子载荷系数中国居民消费的因子载荷系数    

 
ComponentComponentComponentComponent    

1111    2222    

食品 0.885 -0.446 

衣着 0.986 -0.135 

居住 -0.984 -0.044 

家庭设备及服务 0.745 0.418 

交通通讯 -0.186 0.923 

文教娱乐 0.690 0.564 

医疗保健 -0.976 0.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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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55    政策建议政策建议政策建议政策建议    

    我国居民消费消费水平落后美国将近 50 年，同时我

国居民消费率持续下降，居民消费需求严重不足，因此

如何鼓励和刺激居民消费仍然是我国现阶段发展过程中

的重中之重。借鉴美国发展过程中的刺激居民消费的改

革经验对改善我国消费结构提出如下建议： 
 

（1）美国政府高度重视医疗及养老保险的改革，是居民

生活得到保障，对养老没有后顾之忧，因此居民才有更

多的钱去消费。中国政府也应该加大对医疗及养老保险

的改革力度。 
 

（2）中美两国都是贫富差距很大的国家，但是美国政府

实行了大梯度的税收政策，对高收入的人群争取高额的

税费，进而缩小贫富差距。我国政府也应该积极的采取

措施来减少贫富差距，刺激居民消费。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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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