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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运用因子分析法研究!AAF年以来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变动情况#结果表明城镇居民消费水

平变化呈现出阶段性特征#消费结构各成分中增幅最大的是居住#其次是文教$医疗保健$交通通讯等%可

见#城镇居民生活消费已达到小康#并开始迈向富裕&应在进一步提高城镇居民收入水平的同时#正确引导居

民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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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分析方法与资料选取

本文采用因子分析法来对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结

构的变动进行分析$因子分析法是把一些错综复杂

关系的变量归纳为少数几个无关的新的综合因子的

一种多变量统计分析方法$其基本思想是根据相关

性大小对变量进行分组"使得同组内的变量之间 相

关性较高"不同组的变量相关性较低%每组变量代表

一个基本结构"称为公共因子$
消费结构是指各类消费支出在总消费支出中的

比重$对居民消费支出按照人们实际支出的去向分

类"可分为吃&穿&用&住&文 化 娱 乐 等$本 文 引 用 我

国最常用的消费资料支出分类方法"将我国城镇 居

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分为食品&衣着&家庭设备用品

及服务&医 疗 保 健&交 通 通 讯&文 教 娱 乐 及 服 务&居

住&杂项商品及服务八个部分"其在人均生活消费支

出 中 所 占 的 比 重 分 别 记 为 E!&E<&E@&EF&EW&EE&
E"&EC$根据’中国统计年鉴(!!AAW%<==W年#中我

国城镇居民家庭生活的抽样调查资料"居民消费 结

构变化如表!所示$
二X计算结果

由表!资 料 可 得 样 本 均 值 向 量)/Ei!=&F<CW"
=&!!<E"=&"F"<"=&W@@<"=&"E<<"=&!<=<"=&AF=E"
=&=F==#$前 两 个 公 因 子 的 累 计 贡 献 率 已 经 达 到

A"&EEX!见表<#"因 此 选 取 提 取 两 个 公 因 子 既 可$
运用主成分法计算因子载荷阵及变量共同度如表@
所示$

根据 表@中 因 子 载 荷 阵 和 变 量 共 同 度"运 用

2L:8%088因子得分法计算!=年的因子得分!见表F#$
并利用因子得分绘制其趋势图!见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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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历年来城镇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构成 单位!"X#

年份 E! E< E@ EF EW EE E" EC
!AAF =&FACA =&!@EA =&=CC< =&=<A! =&=FEW =&=C"A =&=E"" =&=FF"
!AAW =&FAA< =&!@WF =&=C@A =&=@!! =&=FC@ =&=CCF =&="=" =&=F<C
!AAE =&FCE= =&!@F" =&="E! =&=@EE =&=W=C =&=AW" =&="EC =&=F@W
!AA" =&FEF! =&!<FW =&="W" =&=F<A =&=WWE =&!="! =&=CW" =&=FFF
!AAC =&FFFC =&!!!= =&=C<F =&=F"F =&=WAF =&!!W@ =&=AF@ =&=FWW
!AAA =&F!CE =&!=FW =&=CW" =&=W@< =&=E"@ =&!<<C =&=ACF =&=FAE
<=== =&@AFF =&!==! =&="FA =&=E@E =&=CWF =&!@F= =&!!@! =&=@FF
<==! =&@C<= =&!==W =&="=A =&=EF" =&=A@= =&!@CC =&!!W= =&=@W!
<==< =&@"EC =&=AC= =&=EFW =&="!@ =&!=@C =&!FAE =&!=@W =&=@<W
<==@ =&@"!< =&=A"A =&=E@= =&="@! =&!!=C =&!F@W =&!="F =&=@@=
<==F =&@""@ =&=AWE =&=WE" =&="@W =&!!"W =&!F@C =&!=<! =&=@@F

表<!各主因子贡献率

主成分 特征值% 贡献率"X# 累计贡献率"X#
! F&W@F EA&!<A EA&!<A
< @&!@< <C&W@< A"&EE!

!! c[8:L18.$+_08*$Q!Z:.+1.SL%)$;S$+0+8B+L%N4.4&
表@!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表及变量共同度

消费项目 P! P< 共同度

E! c=XC!A c=X"CA =XAAA
E< c=XWWA c=X"<W =XAA=
E@ =X!@@ =XEW< =XCA=
EF =X=@C c=X<=< =XAAW
EW c=XFCF c=XE<W =XAAW
EE c=X=<A c=X<W" =XACA
E" =X<FA c=X!A@ =XAE=
EC =X<FE =X@FW =XC@W

!!c[8:L18.$+_08*$Q!Z:.+1.SL%)$;S$+0+8B+L%N4.4&f$D

8L8.$+_08*$Q!#L:.;L[T.8*dL.40:’$:;L%.JL8.$+&
表F!各主因子得分

年份 P! P< P
!AAF c!XF<@" =XEEEE c=X"AF=
!AAW c!XFA@A =X<@CC c=XAEFE
!AAE c!X<C"= J=X<EA! c=XAEEW
!AA" c=XW<W! =X!=A@ c=X@@!C
!AAC =XF<== !X!F!A =XE!E!
!AAA !X!""C !XC"F! !X@FCA
<=== =XCEW@ =X=W<@ =XE!@!
<==! =XA!EA c=X<=FA =XW"WF
<==< =XW<<= c=XAFA@ =X=A==
<==@ =XWW"W c!X=A=! =X="F@
<==F =X<"=@ c!XWEA" c=X<E!=

图!!因子得分趋势图

三&数据分析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用恩格尔系数判

定生活发展阶段的一般标准!E=X以上为贫困"W=X
!E=X为 温 饱"F=X!W=X为 小 康"F=X以 下 为 富

裕#九十年代 以 来"我 国 城 镇 居 民 的 消 费 结 构 发 生

了很大变 化"完 成 了 从 解 决 温 饱$$$达 到 小 康$$$
迈向富裕的 转 变 历 程#从 表!数 据 显 示"城 镇 居 民

恩格尔系数自!AAF年跌落到W=X以后继续下降"经
过六年的 发 展 变 化"到<===年 已 降 为@A&FFX"到

<==F年继续下降到@"&"@X"按照这一标志衡量"目

前我国城镇居民生活消费已达到小康水平"并开 始

迈向富裕#居民 在 满 足 吃%穿%用 的 需 求 后"消 费 需

求逐渐转向医%住%行%文化教育等方面"居民消费从

过去单一型向生存%发展%享受并重的多层次消费结

构转移#

<&各因子载荷系数和变量共同度分别反映了该

因子对原始变量的关系及其解释能力"从中可得 如

下结论!
&!’第一公因子在食品%衣着%医疗保健%文化娱

乐%交通通讯和居住六个方面有较大的载荷"表明该

因子综合反映了这六个方面的变动趋势#载荷系数

绝对值大小表 明"自!AAF年 以 来"我 国 城 镇 居 民 消

费结构中 变 动 最 大 的 是 衣 着%居 住%食 品%文 教%医

疗%交通等#第 二 公 因 子 则 主 要 反 映 了 家 庭 设 备 和

杂项两个方面的变动#
&<’从第一因子载荷系数的符号和因子得分看"

食品%衣着%家 庭 设 备 的 载 荷 系 数 均 小 于 零"表 明 居

民消费结构变动中这三项支出在逐年下降的#这从

一个侧面表明"城镇居民在解决了以吃%穿为主要特

征的 温 饱 问 题 以 后"要 追 求 更 高 层 次 的 消 费 内 容#
而居住%医疗保 健%文 教%交 通 的 因 子 载 荷 系 数 均 大

于零"反映了 这 几 项 支 出 在 逐 年 递 增#增 幅 最 快 的

是居住"其次是教育#在第二个因子中"家庭设备的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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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荷系数为=&EW<!表明居民在家庭设备方面的支出

变动与该因子得分同步变动"杂项商品与服务的内

容包括个人用品#理发美容用品等项目!其在第二个

因子中的载荷系数为=&@FW!这表明城镇居民生活在

步入小康阶段后!更注重自身形象美化!生活内容日

益丰富多彩"
$@%从变量共同度看!两个因子都很好地解释了

八个指标的变动"

@&表F与图!分 别 反 映 了!AAF年 以 来 我 国 城

镇居民消费结构变动的程度及趋势"由因子得分的

趋势图可以看出!!AAF年以来我国城镇居是消费结

构的变动以!AA"和!AAA为界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AAF!!AAE年!是城镇居民消费水平

的快速增长阶段$见图<%"这一阶段!城镇居民人均

消费支出的年平均增长率为!"&<FX!人均可支配收

入年平均增长率为!"&@FX"这与我国宏观经济在

此阶段的高速增长是相一致的"
第二阶段&!AA"!!AAA年!是城镇居民消费水平

的缓慢增长阶段$见图<%"这一阶段!城镇居民人均

消费支出的年平均增长率为E&W!X!人均可支配收

入年均增长率为W&=!X"在这一阶段我国经济实现

软着 陆!经 济 发 展 速 度 放 缓!同 时 亚 洲 金 融 危 机 爆

发!这都影响了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消费的增长"
第三阶段&<===!<==F年!城镇居民消费水平又

呈现快速上升势头$见图<%"人均消费支出的年平

均增长率为A&"AX!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率为

!=&CEX"这一阶段我国经济高速增长!有关政策措

施的改革#完善和制定使得广大居民收入水平稳 步

增长!同时!消 费 环 境 的 不 断 完 善#新 消 费 热 点 的 形

成等都使得城镇居民消费支出快速增加"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从总

体上讲!自上个 世 纪A=年 代 中 期 以 来!我 国 城 镇 居

民生活消费 已 达 到 小 康!并 开 始 迈 向 富 裕"居 民 消

费从过去单一型向生存#发展#享受并重的多层次消

费结构转移"$<%由于受收入增加#生活观念的改变

以及体制改革的影响!消费结构各成分中增幅最 明

显的是居 住!其 次 是 文 教#医 疗 保 健#交 通 通 讯 等’
$@%近!=来 年!城 镇 居 民 消 费 水 平 变 化 呈 现 出 阶 段

性特征!尤其是<===年 以 来!城 镇 居 民 收 入 水 平 稳

步增长"

图<

为了保持这 种 消 费 势 头!促 进 经 济 持 续#快 速#
健康发展!促进人民生活进一步提高!使消费进一步

上档次"提出 如 下 建 议&$!%在 经 济 增 长 的 同 时!进

一步提高城镇居民收入水平!提高消费者对国家 经

济走向的良 好 预 期"同 时!还 需 采 取 措 施 改 善 目 前

收入分配状况!尽可能地缩小不同收入阶层之间 收

入差距!特别是保证中低收入阶层收入水平逐步 提

高"$<%正 确 引 导 居 民 消 费"在 提 倡 消 费 结 构 多 元

化的同时!防止 在 消 费 取 向 上 重 享 受#轻 发 展!重 虚

荣#轻实用以及盲目崇洋#相互攀比等消费误区"同

时政府应采取 价 格#税 收#信 贷#金 融 等 经 济 手 段 进

行调节!有意识地将居民部分物质消费需求转向 非

物质消费领域!设计具有自己个性特点的消费行 为

模式"$@%要提高精神文化消费的知识含量"开展一

些有益于身心健康的消费活动!反对不科学不文明的

消费活动!努力改善消费设施!以利于人们的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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