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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自 ２００２ 年以来，有关城乡居民消费行为的研究日趋丰富，学者们基于收入差距、城乡二元体制、财政
政策、消费结构等宏观视角和预防性储蓄、消费过度敏感、消费短视、消费惯性等微观视角对我国城乡居民的消费

行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但尚未达成统一认识。为对城乡居民消费行为研究存在的争议及其原因进行探析，在对

关于城乡居民消费行为的文献进行梳理和归纳的基础上，从研究基本单位、消费函数模型和统计数据等三个方面

对我国城乡居民消费行为研究存在的争议及其原因进行分析，并提出了未来开展城乡居民消费行为研究的政策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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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消费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但我国城乡居民消费需求不足且消费差距逐步拉大已

成为制约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主要症结。统计数据显示，１９７８ 年至 ２００９ 年间，中国居民的消
费率呈现下降趋势，从 １９７８ 年的 ４８． ８％下降到 ２００９ 年的 ３５％，而美国、英国、日本、印度和俄罗斯五
个国家在同期的居民消费率分别大约是 ７１％、６５％、５６％、６０％和 ５５％ ［１］。与此同时，我国社会居民

消费总额比例结构也发生了相反的变化，城镇居民消费占社会居民消费总额的比重呈不断上升趋势，

由 １９７８ 年的 ３７． ９％上升到了 ２００９ 年的 ７６． ２％ ［２］，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我国农村居民的消费需求增

长缓慢，城乡居民二元消费的特征愈加明显。

实际上，我国政府部门已经注意到了城乡居民二元消费这种情况，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比如，

近几年来，我国政府一直将扩大内需、促进居民消费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重点，但调控的结果并不是

很理想，我国居民消费率、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等体现消费的主要指标都呈现出恶化发展的趋势，居民

消费需求不足的局面并没有得到实质性改变。与此同时，我国学者从不同视角、不同层面对我国城乡

居民消费行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在取得较多一致研究成果的同时，在很多问题的认识上也存在一定

的争议。鉴于此，本文拟对城乡居民消费行为的相关研究文献进行系统梳理，并对研究存在的争议及

其原因进行探析。本文主要基于宏观、微观两大视角对现有城乡居民消费行为的文献进行整理和归

纳，从研究基本单位、消费函数模型和统计数据等三个方面来分析研究结论存在的差异，并为城乡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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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消费行为的进一步研究提出有价值的参考建议。

二、文献回顾

（一）宏观视角下城乡居民消费行为的研究

学者们基于宏观视角对城乡居民消费行为的研究，主要考察群体差异、经济制度等因素对城乡居

民消费行为的影响，具体可以细分为四个视角。

１． 收入差距视角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的相对收入差距和绝对收入差距都呈现长期扩大的趋势［３］，但城

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对我国城乡居民消费到底会产生何种影响，我国学者对此持有不同的观点。

从长期来看，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抑制了居民的整体消费需求，而且主要抑制了农村居民的

消费需求［４ ５］。从短期来看，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内部的收入差距对居民消费需求产生了不同的影

响，而城乡居民组间收入差距的扩大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居民的消费需求［１］。此外，蔡窻和王美艳

在把农村长期外出劳动力人群（农民工群体）纳入考察体系对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行研究后发

现，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并没有其他学者普遍计算的那么大［６］。

２． 城乡二元体制视角
很多学者认为分析我国城乡居民消费行为必须结合我国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特征，他们对我国

长期实行的城乡二元体制是我国城市化率与最终消费率呈反方向变动的体制原因这一点已达成共

识，但在城乡二元体制对居民消费行为的作用机理以及影响路径等方面却存在较大的争议［７］。一方

面，我国长期实行的城乡二元体制导致了独特的城乡二元流通结构，进而对居民消费需求产生一定的

制约作用［８］。另一方面，在城乡二元体制下，城市化发展路径造成了两方面的影响：一是为城镇发展

提供了政策和资源上的支持，促进了城镇居民的消费需求；二是分割的二元体制使得城市发展对农村

的带动辐射作用甚微，抑制了农村居民的消费需求［７］。但李月指出，城乡二元体制所造成的二元经

济结构对我国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消费需求都产生了抑制作用［９］。

３． 财政政策视角
财政政策是政府宏观调控居民消费需求的主要手段，也是对经济发展进行调控的重要方式。学

者们关于政府财政政策与居民消费需求的研究主要存在以下三方面的争议：第一，黄威和丛树海认为

财政支出政策对居民消费影响的显著性要强于财政收入政策，且财政支出政策影响农村居民消费的

有效性要高于城镇居民［１０］。张龙和贾明德认为，在政府相机抉择的主动效果中，支出政策的效果大

于收入政策，就内在伸缩性的自动效果来说，收入政策的效果大于支出政策［１１］。第二，从财政政策对

居民需求的作用机理来看，李广众认为财政支出政策具有挤入效应，而谢建国和陈漓高认为财政支出

对居民消费具有挤出效应。胡蓉等人通过研究发现提出了第三种观点，他们认为在短期内政府支出

对居民消费具有挤入效应，而在长期内这一效应则表现为挤出效应［１２ １４］。第三，官永彬和张应良从

财政政策的效果进行考察发现，政府支出对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消费均存在正向效应，且影响效果具

有“二元结构”特征［１５］。而李广众和许先晋认为，政府支出只有在短期内有利于扩大居民需求，在长

期内两者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１２，１６］。

４． 消费结构视角
我国城乡居民在消费需求上存在显著的差异，并引致产生了独特的城乡二元消费结构［１７］。总体

而言，城镇居民以享受型和发展型消费为主，而农村居民仍以生存型消费为主，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

明显滞后于城镇居民［１８］。尹世杰认为消费结构对消费需求的影响机理是需求结构变化—产业结构

变化—消费结构变化—消费需求层次上升—需求结构进一步优化［１９］，即产业结构是消费结构作用于

消费需求的中间变量［２０］。但周建和杨秀祯指出，城乡二元消费结构对居民需求的影响机理在于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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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消费方式对农村居民的“示范”效应，而且这一“示范”效应有利于促进农村居民的消费［２１］。王

红玲和柏振忠认为城乡二元消费结构会削弱“示范”效应，即对居民消费需求产生抑制作用，这种抑

制作用主要表现为：随着城乡消费水平差距的拉大，城镇居民的消费方式无法向农村转移，而消费结

构的差异又使得影响消费需求的因素变得更加复杂［１７］。由此可见，学术界在消费结构对消费需求的

影响机理以及作用效果两个方面均存在较大争议。

（二）微观视角下城乡居民消费行为的研究

学者们基于微观视角对城乡居民消费行为的研究，主要考察预防性储蓄、消费过度敏感等城乡居

民自身因素对居民消费行为决策的影响，具体可以细分为四个视角。

１． 预防性储蓄视角
由于城乡居民消费决策行为受到应付未来收入不确定性以及资产流动性约束的影响，因此消费

者会提前进行一定的预防性储蓄，以备“不时之需”。居民是否存在预防性储蓄动机①？城镇居民和

农村居民在预防性储蓄动机强度上是否存在异质性？实证研究表明，我国居民消费决策具有预防性

储蓄特征，而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在预防性储蓄动机上存在异质性［２２］。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是我国

居民进行储蓄的主要原因，也是抑制城镇居民消费的因素之一，而农村居民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比城

镇居民更高［２３ ２５］。王东京和李莉认为流动约束只对短期消费有一定的制约作用［２６］。欧阳俊等指

出，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消费均具备显著的流动约束特征［２７］。杭斌和申春兰研究发现，流动性约束

是经济发达地区城镇居民家庭储蓄率上升的重要原因［２８］。由此可见，学者们就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

和流动性约束对居民预防性储蓄的影响仍存在较大争议。

２． 消费过度敏感视角
申朴等学者认为，消费的过度敏感性是影响我国居民消费决策行为的重要因素［２９ ３０］。我国居民

消费在整体上存在“过度敏感性”，但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在生产力水平上的差异导致城镇居民消

费和农村居民消费对收入、储蓄、利率、价格水平等变量的敏感程度不同，制度变革、传统消费理念等

社会意识会对居民消费产生影响［３１］。在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的消费敏感性强度大小方面，学者们的

研究结论不太一致。申朴和刘康兵采用 １９８２ 年至 ２０００ 年中国宏观经济数据，运用工具变量法对转
轨时期城镇居民的消费行为进行了详尽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城镇居民的当前消费对当前收入具有

显著的过度敏感性，并且在进一步引进流动性约束、不确定性和实际利率等变量后发现敏感性系数进

一步增大，不确定性和流动性约束对消费增长率存在显著的负效应［２９］。李凌和王翔基于跨期消费视

角，运用 １９９１ 年至 ２００６ 年省际动态面板数据测算了中国城乡居民的消费过度敏感性，实证结果表
明：城镇居民的消费过度敏感性高于农村居民；城镇居民非耐用品支出的消费过度敏感性低于农村居

民；城镇居民的消费变动紧跟收入变动，消费对收入的过度敏感表现出对称形式［３０］。高月梅运用

１９９７ 年至 ２００８ 年的经验数据，采用可变系数的 Ｐａｎｅｌ Ｄａｔａ 模型对我国 ３０ 个省级行政地区农村居民
消费的过度敏感程度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不同区域的农村居民存在不同程度的消费过度敏感

性；农村居民消费对本期收入存在显著的过度敏感性，并且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３２］。

３． 消费短视视角
生命周期理论强调消费者应合理地安排一生的消费，以实现消费的最佳配置，但现实中消费者往

往以实现当前阶段消费效用的最大化为目标，即所谓的消费者短视现象。那么我国居民消费决策是

否存在短视特征呢？胡坚和钱宥妮采用修改金蛋模型研究发现，我国居民消费具有明显的短视特

征［３３］。而孔东民基于“前景理论”对我国城镇居民消费行为进行分析后发现，我国城镇居民消费行

为并不存在短视行为［３４］。朱信凯认为现代西方消费经济理论对分析中国农户消费储蓄问题并不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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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普适性，他建立了分析中国农户消费行为的理论框架，发现中国农村居民消费决策具有短视

特征［３５］。

４． 消费惯性视角
消费惯性是指居民的当期支出不仅要考虑当期的支出水平，还要受制于前期已经形成的消费习

惯，因此消费惯性是影响家庭消费行为的重要因素［３６］。有研究表明，城乡居民的消费习惯差异是影

响我国居民消费率的重要潜在因素，而且消费惯性的增强会降低城镇居民平均消费倾向，进而会影响

城镇居民的消费决策，消费惯性也是影响农村居民家庭消费和储蓄决策的重要因素［３７ ４０］。当然，也

有研究认为我国居民消费不具有惯性特征，如艾春荣和汪伟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我国城镇居民消费不

存在消费惯性［４１］。

（三）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在消费行为上的联系与差异

尽管学者们对城乡居民消费的研究视角、研究方法、数据选取甚至研究结论都不尽相同，但目前

的研究多是以探索影响城乡居民消费决策的关键因素以及消费决策的典型特征为基本出发点而展开

的。从已有研究成果来看，不确定性、流动性约束、消费短视、消费惯性这四个内在因素可以直接影响

居民消费行为，而收入、城乡二元体制、财政政策、消费结构则通过影响不确定性等四个内在因素，进

而间接地影响居民消费行为，任何一个因素对城乡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在强度与机理上均存在差异。

本文通过对居民消费行为的相关研究文献进行归纳梳理后发现，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的消费行为具

有两个特点。

１． 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在消费行为上存在一定的联系
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在消费行为上存在显著的阶段性，即若以 １０ 年为一个时间跨度，则自改革

开放以来，城乡居民在每个阶段都存在一定的消费热点，而且城镇居民总是比农村居民更早地进入下

一个消费热点，如九十年代的家电购买热潮、二十一世纪后的购车热潮和旅游热潮等。

２． 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在消费行为上存在一定的差异
影响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消费行为的因素众多，但每个因素对这两个群体的作用强度和作用方

向是不同的，如城乡二元体制促进了城镇居民的消费需求，而抑制了农村居民的消费需求。另外，我

国城镇居民的消费稳定性和消费调整能力要强于农村居民，而农村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要高于城镇

居民。

三、城乡居民消费行为研究存在差异的原因

通过文献回顾发现，我国大多数学者采用实证分析的方法对城乡居民消费行为进行研究，一般思

路为：首先，在对我国城乡居民消费现象或者行为进行定性研究的基础上，采用相关消费理论和数学

方法建立具备从微观上解释和分析我国城乡居民消费行为的理论模型。其次，选择变量以及代理变

量建立计量模型，通过相关数据对该模型进行实证检验。最后，根据实证检验结果，从微观角度分析

我国城乡居民消费行为，在此基础上解释我国宏观经济现象，并提出相关的宏观经济对策。本文认为

在从微观到宏观的跨越中，学者们对基本研究单位的选择、消费函数理论模型的构建以及统计数据等

方面的不同都可能导致研究结论的差异，下面将对产生差异的原因进行具体分析。

（一）基本研究单位的异质性

我国学者在居民消费行为的研究中大量借鉴和套用西方消费理论，这一点在我国城乡居民消费

行为对比研究中体现得尤为明显。由于西方消费理论的基础是单位个体（个人或家庭）决策最大化

原则，因此我国城乡居民消费行为的研究是以个人为单位还是以家庭为单位会对研究结论产生不同

影响。

从本质上讲，以个人为单位对居民消费行为进行研究是存在一定缺陷的。社会的基本单位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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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消费决策更多地体现为家庭决策。家庭内部除了个人消费品之外，还存在很多“公共消费品”，而

这些消费品往往成为家庭消费的主要部分，如耐用品消费。由此可见，个人的消费欲望和效用并不能

完全替代家庭的最终消费决策，那么追求个人消费效用最大化的结果就必然会有别于社会实际消费

状况，这一点在研究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差异性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就已有文献来看，以家庭为单位的居民消费行为研究仍然较少，原因主要在于：第一，学术研究对

微观统计数据有着较高的要求；第二，在我国还很难得到有关家庭消费和收入的连续数据。常见的以

家庭为单位的数据处理方法有两种：一是将城乡居民分组数据视为两个典型的家庭来进行研究；二是

运用省市的面板数据来分析消费和收入之间的关系，实质上是将每个省市的总量数据分别看成是一

个典型家庭所产生的数据。尽管家庭调查数据存在诸多悬疑，但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的微观数据统计

分析仍然是未来努力的方向，近些年来出现的大型“微观家庭调查数据”在样本总量、指标类别，尤其

是在揭示家庭消费决策的微观机制方面，都有着宏观加总数据不可比拟的优势。

（二）消费函数理论模型方面

１． 研究前提的不同
我国城乡居民消费行为研究的理论基本源于西方消费经济基本理论，而西方消费经济学经典理

论大致经历了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假说、莫迪利安尼的生命周期理论、霍尔

的不确定性理论以及曼昆的 λ理论等的发展过程，这些理论均有自己不同的假设前提。假设前提决
定了消费函数的设定，因此在研究同一问题时，不同的假设前提会导致消费函数的不同，进而产生不

同的研究结果。

２． 建模方式的不同
在我国学者对城乡居民消费行为的研究中，理论模型建立方式的不同决定了城乡居民消费行为

研究路径的差异，进而会对研究结论产生一定的影响。本文通过整理我国近二十年有关城乡居民消

费行为的研究成果发现，我国学者建立消费函数理论模型的方式主要有两种：第一，在同一消费理论

下，建立一个城乡居民消费行为理论模型，如李辉和徐会奇以预防性储蓄论文为理论基础，将城乡居

民消费行为放在一个理论模型中进行对比研究［２２］；第二，在同一消费理论下，分别建立城镇居民消费

行为理论模型和农村居民消费行为理论模型进行研究比较，如孙慧钧运用协整理论分别构建了城镇

居民消费模型和农村居民消费模型［２４］。

（三）统计数据的不同

统计数据的来源、性质和统计口径决定了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衔接的基础，而这些数据的质量也

决定了在从微观研究到宏观研究的过程中开展理论研究的宽度和实证研究的精度。按照统计数据的

性质，本文认为可以将数据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统计年鉴中公开的宏观加总数据，即宏观数据。根

据时间和样本容量，宏观数据可细分为时间序列数据、截面数据、面板数据，其中时间序列数据最大的

好处就是资料易于获取，并且连续性较强，但是在分析改革开放以来的消费者行为特征时，样本数据

偏少；截面数据的优点在于能够得到同一时间不同个体表现出来的行为规律性，但由于缺乏样本时间

序列特征，估计的参数只能适用于很短的时间范围；面板数据较好地综合了时间序列和横截面两个方

面的信息，在研究居民消费和储蓄行为中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第二类是微观数据。根据调查时间

的连续性，微观数据可以细分为截面数据和面板数据，微观数据的优点是不仅能够满足回归估计的大

样本要求，而且可以通过深入分析家庭特征对消费决策的影响，更好地探寻宏观现象背后的“微观机

制”，有利于加强宏观理论的“微观基础”。

总之，我国城乡居民消费行为的研究需要高质量的统计数据作为支撑，如运用生命周期理论来研

究城乡居民消费行为就需要有关家庭收入的统计数据。另外，数据样本的大小对研究结论的影响也

是至关重要的，如李凌、王翔在同一理论框架下采用相近的分析方法和更加宽泛的数据样本，却得到

·０５·



徐会奇，等：我国城乡居民消费行为研究中的分歧及原因

了与艾春荣、汪伟相反的研究结论［３０，４１］。

四、未来开展城乡居民消费行为研究的建议

综上所述，我国学术界有关城乡居民消费行为的研究成果比较丰富，学者们从不同视角、采用不

同方法对我国城乡居民消费行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但得到的结论并不完全一致，而且还存在一定的

争议性。鉴于此，本文认为未来的城乡居民消费行为研究应在借鉴已有研究经验的基础上，深入挖掘

现有研究存在的不足，从理论上解决现有研究中存在的争议，以为真正解决城乡居民消费困境提出有

价值的对策建议。

（一）寻求更具解释力的假设前提

近些年来，在消费经济领域并没有出现对消费经济现象具有解释力的新理论，学者们只是在原有

的理论基础上改变假设前提而对消费经济现象进行研究。如在城乡居民面临不同的消费约束、具有

不同的消费行为特点方面，众多学者虽然已经从消费的过度敏感性、短视性和不确定性等多个角度对

城乡居民消费行为进行了深入而有益的探讨，但这些对于城乡居民消费特征的研究大都是在较窄的

假设前提下进行的。相比而言，有些学者则放宽了研究假设，对城乡居民消费所面临的流动性约束、

不确定性以及消费行为的短视性和理性预期特点等同时进行研究。也就是说，为真实、全面地解释城

乡居民消费行为，我们可以对研究前提做以下两个方面的尝试：一方面，借用前沿理论放宽经典假设

的限制，以增加研究理论的深度，进而真实地反映消费者决策偏好；另一方面，全面剖析可能对城乡居

民消费决策产生影响的行为特征，以拓宽研究范畴。

（二）选择更加宽泛的统计数据

统计数据的质量决定了居民消费行为微观分析的基础，所以选择什么样的统计数据决定了居民

消费行为微观分析的科学性。宏观加总数据和微观调查数据各具优缺点，宏观加总数据的可获得性

较强，而微观调查数据的大样本容量保证了计量检验的精确性，但其可获得性较差，而且需要投入大

量的时间、人力来进行数据的收集。既然如此，我们在进行计量检验时应该如何选择数据呢？在有关

城乡居民消费行为的研究中，学者们常用的数据基本上是来自于各年份统计年鉴的宏观数据，但由于

微观家庭调查数据的样本总量较大，在揭示家庭消费决策的微观机制方面有着宏观数据不可比拟的

优势，因此近些年来借助于微观数据对居民家庭消费决策进行研究的相关文献也在增多［２５］。我们可

以预测，基于微观家庭数据对我国城乡居民消费行为进行研究是未来的发展趋势。

（三）加大对城乡居民中特殊群体消费行为的研究力度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城乡居民中不断涌现出一些特殊群体。以农民工为例，现有

的城乡居民消费行为研究中鲜有直接涉及农民工消费行为的，而我国拥有庞大的游走于城市和农村

之间的农民工群体，其消费行为有着典型特征，这种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加剧城乡居民消费行为

的复杂性。因此，本文认为深入挖掘农民工这个特殊群体在我国居民消费行为中扮演的角色也可能

是我们城乡居民消费需求的一个重要“突破口”。如蔡窻和王美艳利用 ２００５ 年 １％人口抽样调查数
据考察了包含农民工群体在内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问题［６］。

五、结论

本文对现有有关城乡居民消费行为的文献进行了系统的归纳和整合，并结合当前我国居民消费

特征对研究存在的争议及其原因进行了深入的探析。

（一）城乡居民消费行为的研究视角丰富多样

总的来说，对于城乡居民消费行为的研究视角主要分为宏观和微观两大方面，宏观视角又细分为

收入差距视角、城乡二元体制视角、财政政策视角及消费结构视角等，微观视角细分为预防性储蓄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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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消费过度敏感视角、消费短视视角及消费惯性视角等。另外，还有地区差异、消费环境、物价波动

等其他视角。关于视角较为完整和系统地涵盖了现有研究的面貌。

（二）每个研究视角下的结论均存在较大争议

城乡居民消费行为的研究视角虽然丰富多样，但在每个研究视角下，学者们对城乡居民消费行为

的影响因素、影响强度以及影响方向都持有不同的观点，进而导致研究结论存在一定的分歧。本文认

为现有研究主要在城乡收入差距、消费结构、预防性储蓄、消费惯性等因素对城乡居民消费行为影响

的研究方面存在争议，这些争议产生的主要原因在于三个方面：一是基本研究单位的异质性所致，即

是以个人为单位还是以家庭为单位来开展研究；二是采用的消费函数理论模型不同，即在研究假设前

提以及构建模型方面存在差异；三是统计数据的不同，即统计数据的来源、性质和统计口径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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