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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消费方式从与传统农业生产相适应的分散化、个体化、封闭性、低层次

的传统消费方式，逐步向集中化、社会化、市场化、重视享受与发展的现代消费方式转变；其中，农村耐用消

费品消费从“贫困—温饱”到“温饱—小康”再到“小康—全面小康”的三个阶段特征表现得尤为明显；消费

习惯、消费者的自我认同、社会分层属性、区域位置、消费制度、家庭生命周期以及家庭收入是影响农村耐用

消费品消费方式及其演进方向的重要因素。 消费方式的变迁可以直接带来消费量的增加，而消费方式的变

迁综合地取决于农民自身因素、农村客观环境因素和农民收入；同时推动消费方式变迁和农民收入增加，可
以用较小的社会变革实现农村消费的较快增长。 因此，新农村建设应“改善农村环境”“增加农民收入”“提

高农民素质”三者并重，才能更有效地促进农村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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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消费问题一直是经济理论研究的核心和前沿

内容之一，历来是经济研究的热门话题。 国外对居

民消费的研究大多集中在消费经济和消费函数领

域。 曼昆（１９８２）认为耐用品的购买过程接近于随

机游走；杜宾和麦克方登（１９８４）讨论了耐用品的选

择和对电力的引致需求；巴伊兰和布林德（１９８７）则
建立了一个耐用品购买理论。 从国内研究现状来

看， 学术界对农村居民消费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以下方面：一是农村居民的消费支出习惯，即消费

结构的研究，既有比较静态分析，也有动态分析（齐
福全，２００７；张凡永，２００７）。 二是对消费行为及其

影响因素的分析，李宝库（２００５）基于大量的营销调

查数据， 提炼出农村居民消费模式，探索性地提出

了农村消费模式研究的分析路径。 随着家电等耐

用品在城镇市场的饱和与过剩，国内学者开始重视

关于农村耐用消费品研究。 同时，研究领域从消费

函数的解释和适应性研究，扩展到对假设条件的修

订和制度层面的探索；研究对象也从食品、家用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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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日常用品等一般消费品扩展到文化教育、医疗

卫生、基础设施等各类消费品。
但是，在众多的研究中也存在明显的不足：关

于消费问题的研究往往注重现象描述和数据验证，
而忽视对内在消费行为及其变化成因的分析，将消

费问题从“消费现象解释”到“消费行为推演”再到

“深层次原因剖析”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见，尤其是对

消费行为变迁作用消费增长的机理缺乏深入探讨。
有鉴于此，本文将在总结我国农村消费，尤其是耐

用消费品消费方式变迁过程及其影响因素的基础

上，通过消费函数（广义的恩格尔曲线）模型探讨消

费方式变迁影响消费增长的作用机理，以丰富和拓

展有关理论研究，并为进一步促进我国农村消费，
有效扩大内需提供政策参考。

二、我国农村消费方式的变迁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农村经济的迅速发

展，农民收入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农村居民家庭生

活方式出现了新的变化，与消费方式密切相关的劳

动方式、交往方式、婚姻方式和娱乐方式也都有了

极大的改变。 首先，农村的劳动方式发生了变化，
土地生产目标从粮食作物转向经济作物，农民职业

范围扩大，大批农民进城打工。 其次，农民的社会

交往方式发生了变化，交往对象由亲缘、血缘转向

业缘，交往范围已由过去村与村、镇与镇发展为农

村与城市的交往。 再次，农民的婚姻生活方式发生

了变化，随着户籍制度改革对农村劳动力流动限制

的放宽，跨县、地市以及跨省婚姻也越来越多。 最

后，农民的文化娱乐生活方式发生了变化，文化生

活由过去的户外露天电影、户内黑白电视发展到丰

富多彩的文化娱乐活动，如文化活动中心、图书室、
歌舞厅、咖啡馆等。 与此相对应，农村的消费方式

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从过去与传统农业生产相适

应的分散化、个体化、封闭性、低层次的传统消费方

式，逐步向集中化、社会化、市场化、重视享受与发

展的现代消费方式转变，科学、文明、健康、开放的

消费方式开始在农村形成和发展。

１．从传统分散化、个体化的消费方式向

集中化、社会化的消费方式转变

长期以来，传统分散化、个体化的消费方式是

我国农村的基本消费方式。 由于受农村分散居住

的影响，农村消费也比较分散，往往村庄是农民廉

价日用品的购物中心，县城是其大宗产品的购物中

心。 虽然随着交通、通讯等技术的发展，农村消费

出现日渐集中的趋向，但目前分散性仍是很多农村

消费方式的主要特征。 同时，农村居住的分散化，
加大了公共服务和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成本，在政

府财政支农投入不足的情况下，消费服务的个体化

成为必然的选择。 分散化、个体化的消费方式往往

导致消费的负外部性大于正外部性，人们只愿意消

费，不愿意投入和维护；而集中化、社会化的消费方

式可以导致消费的正外部性和规模经济性，极大地

提高农村公共消费品，如公共环境与服务、公共教

育、公用卫生服务等基础设施的使用效率。 新农村

建设的一个重要战略任务就是改变这种分散化、个
体化的消费方式。 近些年来，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

的加快，推动了农民集中化居住和社会化服务，促
进了农村消费方式向集中化、社会化的转变。

２．从封闭的、自给自足的消费方式向开

放的、市场化的消费方式转变

我国传统的农村经济是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

的经济形态，小农经济的弱质性决定了农民生活消

费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自给性消费为主，消费结构层

次较低，重储蓄轻消费，奉行量入为出的消费准则。
传统生活习惯和文化观念牢固地根植于农民的意

识之中，这些因素决定了封闭的、自给自足的消费

方式在农村占据着重要地位。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

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村劳动方式、交往方式、婚
姻方式和娱乐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农村消费方

式也逐步由封闭型向开放型转变，农民生活消费的

市场化进程明显加快，在八大类生活消费中，除食

品和居住消费外，其余的基本实现了市场化。 开放

的、市场化的消费方式已经成为当前农村主要的消

费方式。

３．从注重生存型消费方式向注重享受和

发展型消费方式转变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民收入的增加，农村消

费方式逐步由满足基本生活需要型向追求生活质

量提高型转变。 按照联合国粮农组织标准，我国已

经进入小康阶段，向比较富裕阶段发展。 与此同

时，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由重实物消费向实物和服务

３２

胡绍雨，申曙光：农村消费方式变迁及其作用消费增长的机理



消费并重转变。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年，农民用于食品、衣
着、住房等基本生活需求型消费支出比例，由 １９９０
年的 ８３．９１％下降为 ２０１０ 年的 ６６．１８％；而同期用于

提高生活质量的消费支出，如家庭设备、文教娱乐

用品及服务、医疗保健、交通通信等方面的支出，则
由 １９９０ 年的 １５．３５％增加到 ２０１０ 年的 ３１．６７％。 享

受和发展型消费比重的上升，反映出农民消费观念

的积极转变，也反映出农民消费方式的多元化。 目

前，我国农村正从传统的注重生存型消费方式向现

代的注重享受和发展型消费方式转变。

　 　 三、农村耐用消费品消费和消费方式变

迁的影响因素

１．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耐用消费品消

费的变迁

　 　 耐用消费品是指消费周期较长、单位价值较

高、产品替代性较差、需求弹性较大的商品，其拥有

量的高低是反映居民生活水平和质量的重要标志

（牛筱颖，２００５）。 目前，耐用消费品主要包括洗衣

机、电冰箱、空调、摩托车、电话、电视机、照相机、计
算机以及家用汽车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耐用消费品消费增长

迅速，经历了一个从低档向高档、从生存型向发展

型和享受型转变的历史过程。 在这一变迁过程中，
农村居民耐用消费品的消费水平、结构、方式及影

响因素等均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从实物形态来看，
我国农村居民家庭耐用消费品消费经历了三个发

展阶段，每个阶段耐用消费品的代表品种各不相同。
一是“贫困—温饱”阶段。 农村居民家庭尚未

完全解决温饱生存问题，耐用消费品主要以满足生

活基本需求为主，属于低档品。 此阶段农村耐用消

费品主要以自行车、手表、缝纫机和收音机为代表，
即所谓的“老四件”，这些耐用消费品属于当时的生

活必需品。
二是“温饱—小康”阶段。 农村居民家庭基本

解决温饱，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求趋向多样化，以
提高生活水平为目的的耐用消费品进入农民家庭。
此阶段农村耐用消费品主要以电风扇、电视机、洗
衣机、热水器、影碟机、电冰箱、摩托车和固定电话

等中档品为代表，即所谓“新八件”时期。
三是“小康—全面小康”阶段。 农村居民家庭

基本实现小康，消费更加侧重于提高生活质量和自

身素质发展等方面。 此阶段农村耐用消费品主要

以组合音响、移动电话、照相机、空调、抽油烟机、录
像机、家用计算机和家用汽车等高档品为代表，即
所谓“小康八件”时期。

根据商品的消费周期理论，目前“老四件” 均进

入消费衰退期，逐步退出农村耐用消费品范畴；“新
八件”除电风扇进入消费衰退期外，其他均处于消

费成长期和消费成熟期，是当前农村大力推进和发

展的耐用消费品；而“小康八件”除移动电话处于消

费成熟期外，其他基本处于消费导入期和消费成长

期（荣昭 等，２００２），随着农村消费市场的完善和农

民收入的水平提高还有很大消费潜力。

２．影响我国农村耐用消费品消费方式的

主要因素

在我国农村消费方式的转变过程中，消费习

惯、消费者的自我认同、社会分层属性、消费制度、
区域位置、家庭结构、收入状况等主观和客观方面

的因素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些因素从不同角度影响

着农村耐用消费品消费方式的内涵、等级、类型和

演进方向。
（１）消费习惯决定消费方式的特异性

消费习惯是人的文明化和社会化程度的反映，
体现了社会环境对人的教化和塑造作用，具有社会

属性。 消费过程不仅是商品的交换价值和使用价

值实现的过程，而且是商品的社会生命和文化生命

的形成、运动、转换和消解过程。 消费习惯是消费

阶层划分的重要标志之一，消费习惯与特定的消费

约束条件相结合，决定了消费方式的特异性。
针对我国农村而言，消费习惯受三种价值导

向，即群体价值导向、环境导向、自我价值导向的影

响，决定了耐用消费品消费方式的特异性（刘建国，
１９９９）。 群体价值导向的消费习惯决定了从众的、
利他的消费方式，表现为耐用消费品消费上的“攀
比”和“家庭利他”；环境导向的消费习惯决定了传

统的、后顾式的消费方式，表现为耐用消费品消费

上的“节俭”和“谨慎”；自我价值导向的消费习惯决

定了求廉、实用主义的消费方式，表现为耐用消费

品消费上的“便宜”和“够用即可”。 这些消费习惯

共同决定了我国农村耐用消费品消费方式的特

异性。
（２）消费者的自我认同是影响消费方式的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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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

一般而言，消费者是具有特定的社会位置和群

体归属的人。 社会生活中的人们必然要对人的群

体归属进行划分，并为自己找到一个群体归属；他
们通过归属认同存在于社会，并通过自我认同与他

人进行交往。 市场经济为人们的消费方式提供了

多样的可能性。 那么，在多种消费方式并存的情况

下，人们选择何种消费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人

们的认同所决定的。 人们的认同和消费不过是统

一过程的两个方面，消费什么、不消费什么，是人们

对某种有价值的东西认同的反映。 具有相同文化

背景、谋生手段和思想观念的人们，自然而然会相

互吸引。 人们选择与具有相同生活方式的人毗邻

而居，一旦安居下来，自然会模仿邻居；他们采取相

似的社会价值观，形成类似的品味和期望，在产品、
服务的购买以及媒体使用等方面展现共有的行为

模式（Ｌａｓｔｒａｐ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６）。 农村耐用消费品消费方

式中表现出来的“邻居效应” “仰城效应”就是这种

身份认同的两个例证。 农民自我认同的变化是其

消费方式变化的重要心理前提。
（３）社会分层属性影响消费方式的等级

社会分层是社会权利、社会资源占有和分配所

形成的社会地位之间不平等关系的结果。 社会分

层的秩序，一方面取决于经济技术状况和经济机制

的基础，同时也受到政治社会利益以及文化传统的

强大影响。 社会分层属性是决定消费方式等级的

重要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经济分化，我国社会

分层体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原来的“两个阶

级一个阶层” （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

层），转变为十个主要的社会阶层，即国家与社会管

理者阶层（干部）、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
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

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

者阶层以及无业、失业、半失业人员阶层。 农民处

于社会阶层的较底层，其拥有的社会权利、占有的

社会资源也较少，所以农村耐用品消费方式必然是

社会所有消费方式中较为简单和低级的消费方式。
（４）区域位置影响消费方式的类型

随着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地理环境因素对消

费方式的影响力在下降，但是，地理环境因素始终

是影响消费方式不可忽视的因素。 资源禀赋状况

的不同，造成消费成本的差异，进而影响消费方式

的最优化选择。 北方与南方、沿海与内地、高山与

平原地理环境和资源禀赋的不同，必然形成不同的

消费方式。 一般来讲，由于消费者区域位置相对稳

定，所以，由其决定的消费方式具有稳定性和长

期性。
按照我国地理位置、资源状况以及经济发展水

平综合来划分，农村消费方式可分为大城市郊区

型、沿海发达地区型、农业主产区型、多业经营杂居

区型和贫困高原区型（罗楚亮，２００４）。 大城市郊区

受城市的辐射和示范效应强烈，农村消费方式与城

市有相当的相似性，居民的耐用消费品的拥有量与

城市接近；在沿海发达的农村地区，与大城市郊区

有着类似的消费方式，但是，由于家庭消费次序中

住房投资占据着重要地位，受收入的制约，居民耐

用消费品的拥有量明显低于大城市郊区型农村居

民；在广大农业主产区，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决定

着农民收入的多少，进而决定其消费方式与城市消

费方式的差距，一般而言，其耐用消费品的拥有量

低于大城市郊区和沿海发达地区的农村居民家庭；
多业经营杂居区多为山区、农牧交错区和少数民族

聚居区，农业自然禀赋差异巨大，农业基础设施薄

弱，消费方式较为落后，居民耐用消费品的拥有量

较低，群体间的差异较大；贫困高原区为贫困的高

原牧区和山区，自然条件和消费环境恶劣，农民处

于贫困或绝对贫困状态，消费方式原始而粗放，耐
用消费品的拥有量很低。

（５）消费制度影响消费方式的选择

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理论，消费制度分为正式消

费制度和非正式消费制度。 非正式消费制度是人

们在长期交往中无意识形成的，具有持久代表性的

代代相传的文化组成部分，包括消费价值观念、消
费文化、消费习惯、消费的内化规则、消费习俗和礼

貌等（Ｅｒｃｅ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６）；正式消费制度是人们有意

识创造的一系列关于消费的政策法规。 消费是消

费者在一定的社会形态中，以消费资料所有制为基

础，通过一定的社会消费方式，运用消费资料和劳

务满足自己生活需要的行为和过程，即消费是由消

费者、消费对象、消费工具、消费资料所有制、社会

消费方式以及五者之间相互关系组成的制度；消费

方式可以表示为以上各个制度的函数。 因此，各类

消费制度的状况直接影响消费方式的选择，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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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制度通过规范厂商、消费者和政府之间的消

费关系，影响消费主体的消费地位，进而影响其消

费方式的选择。
（６）家庭生命周期影响消费方式的内涵

家庭消费是人类最基本的消费方式。 家庭都

要经历一个产生、发展到解体的生命周期过程，消
费表现为一个长期性、差异性、波动性和非均衡性

的活动过程。 与此相适应，家庭消费方式的内涵也

发生着变化。
一般而言，在家庭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由于

人口数量、成员职业、社会地位、收入水平、生理和

心理状况的不同，消费内容和规模差异性较大。 对

于耐用消费品来讲，在家庭的不同生命周期阶段，
消费品的种类各异。 在我国农村，新婚期往往是农

村耐用消费品的集中消费时期，消费品种涉及生活

必需的各类耐用消费品和部分奢侈类消费品，如彩

色电视机、洗衣机、摩托车等。 但随着子女的出生

和成长进入满巢期时，耐用消费品的消费则主要是

更新旧的品种和增加子女教育必需的耐用消费品，
耐用消费品的消费呈现出常态化和理性化。 而处

于单身期、空巢期和解体期的农村家庭，耐用消费

品的消费则非常少，即使有也大多是代际消费的结

果，或是子女为父母购买耐用消费品，或是老人为

孙子辈购买学习、生活用品等。 总之，家庭消费的

这些特点，决定了家庭生命周期极大地影响着农村

耐用消费品消费方式的内涵。
（７）家庭收入影响消费方式的演进方向

家庭消费是以家庭收入为前提的，家庭收入水

平高低决定消费水平、消费结构和消费方式的演进

方向。 根据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状况，我国农

村内部消费方式可分为农村温饱型、农村小康型、
城市小康型等消费方式。 如果将收入水平与消费

方式对应，那么，低收入户属于贫困阶层，中低收入

户属于温饱阶层，贫困阶层和温饱阶层的消费方式

类似，均为农村温饱型消费方式，主要以满足日常

生活需求为主，耐用消费品拥有量较低，且多为低

级的耐用消费品；中等收入户和中高收入户属于小

康阶层，温饱已经解决，有一定的存款，在我国农村

占据主体地位，是农村消费的中坚力量，除了日常

的消费之外，耐用消费品有一定的拥有量，表现为

农村小康型消费方式；高收入户属于富裕阶层，除
拥有一般耐用消费品以外，收入弹性大的耐用消费

品（如小轿车）也有一定拥有量，具有城市居民的消

费特征，表现为城市小康型消费方式，也是农村消

费方式的领导者（贺振华 等，２００６）。 这几种消费方

式，随着农民收入的增加呈现渐次演进的趋势。

四、消费方式变迁作用消费增长的机理

农村消费方式受主观和客观多方面因素的影

响，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决定着其消费方式的变迁

方向，进而影响农村消费的增长。 在此借鉴有关的

研究成果，具体分析消费方式的变迁方向及其对消

费增长的作用机理。

１．消费方式与消费增长

按照现代西方消费理论，影响消费增长的主要

因素是收入，消费方式对消费的影响往往作为既定

的外在因素被固化。 其实，消费方式作为消费者与

消费资料的结合形式客观地存在于社会之中，其变

迁不仅影响消费者的行为，而且影响消费量的变

化，这从下面的模型中可以直观地反映出来。
假设 Ｑｉ 是农村某类消费品的消费量，如彩电消

费量；ｂｉ 是该类消费品的消费方式，一般而言，消费

方式总是与公共消费品的数量密切相关，因此，消
费方式可以间接表示为与该类消费品配套的公共

消费品的数量，如与彩电配套使用的电网和和电视

信号覆盖率；Ｉｉ 为农村居民收入。 则农村消费该类

消费品的消费函数可表示为：Ｑｉ ＝ ｂｉ＋ｆ（ Ｉｉ）。 其轨迹

是一条广义的恩格尔曲线，即某类商品消费支出占

总生活费用支出比例的变动轨迹，也就是说彩电的

消费量随着农民收入和彩电使用相关配套设施的

变化而变化（樊潇彦 等，２００７）。
对于农村某类消费品的消费而言，如农村彩电

消费，消费量 Ｑ１ 随着收入 Ｉ１ 的变化而变化，是典型

的恩格尔曲线。 从静态角度来看，ｂ１ 变量是外生

的，在短期内是稳定的，且决定恩格尔曲线的高低，
也就是说彩电配套的公共设施短期内是不变的，那
么彩电的消费量由曲线 Ｑ１ ＝ ｂ１＋ｆ（ Ｉ１）决定。 从动态

的角度来看，ｂ１ 变量是内生的，消费方式随着时代

的进步而变迁，会演进到更高层次的消费方式（袁
志刚 等，１９９９），如随着彩电配套公共设施的完善，
ｂ１ 变为 ｂ２，曲线上升为 Ｑ２ ＝ ｂ２＋ｆ（ Ｉ１）。 所以，在收入

不变的情况下，ｂ１ 上升到 ｂ２，消费方式的变迁可以

直接带来消费量的增加，即彩电消费量从 Ｑ１ 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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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Ｑ２（如图 １）。
因此，消费方式变迁对于促进农村消费增长的

现实意义在于：加快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改善农

村生产和生活环境，改变农民的消费方式和生活方

式，不仅可以实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所要求的农

村社会面貌的根本性改变，也将极大地促进农村的

市场繁荣和消费增长，进而解决长期困扰我国经济

发展中的内需不足问题，带动产业结构的升级，实
现国民经济的良性和健康发展。

２．消费方式的演进趋势

从全社会的角度来看，农村消费方式 ｂｉｊ是内生

的（ ｉ 表示农村的某类消费品， ｊ 表示农村的某类消

费阶层），是由农民自身因素 Ａｉｊ（消费习惯、消费者

的自我认同、所属社会阶层、教育程度、家庭结构

等）、农村客观环境因素 Ｚ ｉｊ（消费环境、区域位置

等）、农民收入和资产状况 Ｉｉｊ等方面决定。 在收入

和资产状况不变的情况下，消费方式是农民自身因

素和农村客观环境因素的函数，即 ｂｉｊ ＝ Ａｉｊ ＋ ｆ（Ｚ ｉｊ）。
对于农村不同消费阶层而言，农民自身因素是相对

稳定的，即 Ａｉｊ是取值不连续的常数，也就是说农民

自身因素的变化是在量的积累达到一定程度后跳

跃式的变化过程。 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的进步，
消费方式的变化与农村客观环境 Ｚ ｉｊ遵循效用递减

规律。 因此，在农村广大地区，由于农民自身因素

和农村客观环境等因素的差异很大，将会同时存在

各种不同类型的消费方式（ ｂ１１、ｂ１２、ｂ１３），这些消费

方式呈现出波浪式向上演进的趋势（如图 ２）。
从短期来看，农民自身因素和农村客观环境因

素是相对固定的，即 Ａｉｊ和 Ｚ ｉｊ保持不变，消费方式与

农民收入的关系即为 ｂｉｊ ＝（Ａｉｊ＋Ｚ ｉｊ）＋ｆ（ Ｉｉｊ）（如图 ３）。
随着收入的增加，消费方式将会发生变迁，由于收

入 Ｉｉｊ与消费方式的变化遵循效用递减规律，所以变

迁的规律也是一条近似的恩格尔曲线（苏良军 等，
２００５）。

从长期来看，农民自身因素和农村客观环境因

素均是变化的。 因此，消费方式变迁将综合地取决

于农民自身因素 Ａｉｊ、农村客观环境因素 Ｚ ｉｊ和农民收

入 Ｉｉｊ，即 ｂｉｊ ＝ Ａｉｊ ＋ ｆ（Ｚ ｉｊ） ＋ ｆ（ Ｉｉｊ） （余永定 等，２００２）。
将图和图叠加，即得到包含各种因素的消费方式演

进图（如图 ４）。 所以，对于农村的某一消费阶层而

言，随着农民自身境况、农村客观环境的改善和收

入的增加，消费方式将沿着波浪曲线的发展方向

演进。

图 １　 消费方式演进与消费增长的关系 图 ２　 客观环境与消费方式演进的关系

图 ３　 消费方式与收入的关系 图 ４　 消费方式的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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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要促进农村消费增长，应把握农村消费

方式演进的方向，着力解决影响其变迁的因素———
农民自身因素、客观环境因素和农民收入，实现消

费方式由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 这也说明，要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促进农村经济增长，不仅需

要增加农民收入（积累农村消费方式的量变），也需

要改善农村制度环境、消费环境和提高农民素质

（促进农村消费方式的质变）。

３．消费方式、收入与消费增长

对于农村社会所有阶层的各类消费品而言，消
费量将综合地取决于农村消费方式和农民收入的

变化，即 Ｑｉｊ ＝ ｂｉｊ＋ｇ（ Ｉｉｊ）＝ Ｂ（Ａｉｊ，Ｚ ｉｊ） ＋Ｆ（ Ｉｉｊ）。 由于消

费方式和农民收入的变化均遵循效用递减规律，所
以，由消费量、消费方式和农民收入构成的函数表

现为一个立体的钟（Ｍｏｎａｃｅｌｌｉ，２００９）。 当然，这里有

一个隐含的前提假定，即消费方式与农民收入是相

对独立的变量。
由于 ｂｉｊ ＝Ａｉｊ＋ｆ（Ｚ ｉｊ）＋ｆ（ Ｉｉｊ），所以：
Ｑｉｊ ＝ ｂｉｊ ＋ ｇ（ Ｉｉｊ） ＝ Ａｉｊ ＋ ｆ（Ｚ ｉｊ） ＋ ｆ（ Ｉｉｊ） ＋ ｇ（ Ｉｉｊ）
令：Ｂ（Ａｉｊ，Ｚ ｉｊ） ＝ Ａｉｊ ＋ ｆ（Ｚ ｉｊ）

Ｆ（ Ｉｉｊ） ＝ ｆ（ Ｉｉｊ） ＋ ｇ（ Ｉｉｊ）
则：Ｑｉｊ ＝ ｂｉｊ ＋ ｇ（ Ｉｉｊ） ＝ Ｂ（Ａｉｊ，Ｚ ｉｊ） ＋ Ｆ（ Ｉｉｊ）

图 ５　 消费方式、收入与消费增长的关系

上式的经济含义为：要实现一定量的消费增

长，可以有三个途径：一是在收入不变的情况下，即
Ｉ１ 保持不变，通过消费方式的变迁（ｂ１→ｂ３），实现消

费的增长，如图 ５ 中表示的 Ｂ 点；二是在消费方式

不变的情况下（ ｂ１ 保持不变），通过农民收入增长

（ Ｉ１→Ｉ３），也可以实现消费增长，如图 ５ 中 Ａ 点；三
是在增加农民收入和改变消费方式的共同作用下

（Ｉ１→Ｉ２ 和 ｂ１→ｂ２），同样可以实现等量的消费增长，
如图中 Ｃ 点。 但是，很明显，Ｉ１ ＜Ｉ２ ＜Ｉ３ 且 ｂ１ ＜ｂ２ ＜ｂ３，
即收入较小增加和消费方式较小改变的共同作用，
可以实现较大的消费增长，也就是说用较小的社会

变革实现较大的消费增长。
因此，通过同时推动消费方式变迁和农民收入

增加，可以用实现农村消费的更快增长。 当前，我
国要实现农民收入的大幅度增长和农村消费方式

的巨大跳跃，均有较大的难度。 因为农民收入的大

幅增长依赖于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和农民非农产

业收入的增加，前者与科技进步密切相关，后者与

城市化进程密切相关，此两者均不是短期能够迅速

解决的问题。 而消费方式的变迁与农民的素质和

消费环境有关，这些也往往是一个缓慢的发展过

程。 所以，从促进农村消费来讲，“改善农村环境”
“增加农民收入” “提高农民素质”三者并重是新农

村建设的深刻内涵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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