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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采用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对原始数据进行处理，进而对西部地区消费性支出的差异及结构进行

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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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学者对于消费理论的研究，一直是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１］，其中居民消费是构成消费理论的

重要组成部分。针对西部十二省、市、区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进行了定量分析，研究了西部省市农村居

民消费结构的变动趋势，有利于国家从宏观政策层面进行引导，释放出西部地区广大农村腹地市场的消费

潜力。

１　模型概述与变量选取

消费结构是指在消费过程中各项消费支出占居民总支出的比重［２］，它是反映居民生活消费水平、生活

质量变化状况以及内在过程合理化程度的重要标志。合理的消费结构及消费结构的升级和优化不仅反映

了消费的层次和质量的提高，而且也为建立合理的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此处选取了８个指标来研究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具体分为食品、衣着、居住、家庭设备用品及服
务、医疗保健、交通通讯、文教娱乐及服务和杂项商品与服务。这些指标之间存在着不同强弱的相关性。单

独分析这些指标，不能够分析居民消费结构的特点。因此，采用了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即常用的两步分析

法。首先运用因子分析模型，找出农村居民消费的显著性因素，研究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动，然后以各因

子为观测指标，用聚类分析对西部地区各区域进行划分。

２　基于因子分析模型的综合评价

因子分析［３］是一种降维、简化数据的技术，它通过研究众多变量之间的内部依赖关系，探求观测数据

中的基本结构，并用少数几个抽象的变量来表示基本的数据结构。



２．１　因子分析的数据结果及分析

根据收集的数据，运用ＳＰＳＳ１３．０进行分析［４］。其中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１１》［５］，其分析过程如
下：依次设ｘ１为农村人均食品支出，ｘ２为农村人均衣着支出，ｘ３为农村人均居住支出，ｘ４为农村人均家庭设
备及服务支出，ｘ５为农村人均交通和通讯支出，ｘ６为农村人均文教娱乐及服务支出，ｘ７为农村人均医疗保
健支出，ｘ８为农村人均杂项商品及服务支出。

１）首先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然后进行ＫＭＯ抽样适度性检验，本例中 ＫＭＯ值为０．５３８＞０．５，表
明此例可用于因子分析。

２）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公因子。
表１　特征值和累计贡献率

公共因子
初始特征值 旋转后载荷平方和

特征根 方差贡献率 累计贡献率 特征根 方差贡献率 累计贡献率

１ ４．３５１ ５４．３８８ ５４．３８８ ４．３５１ ５４．３８８ ５４．３８８

２ １．３７１ １７．１３７ ７１．５２５ １．３７１ １７．１３７ ７１．５２５

３ １．１９６ １４．９４９ ８６．４７４ １．１９６ １４．９４９ ８６．４７４

４ ０．４７５ ５．９４２ ９２．４１６

５ ０．３３０ ４．１３１ ９６．５４７

６ ０．１９４ ２．４２７ ９８．９７３

７ ０．０５１ ０．６４３ ９９．６１６

８ ０．０３１ ０．３８４ １００．０００

由表１可知，第一个公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为 ５４．３８８％，前三个公共因子的累计贡献率已达 ８６．４７４％＞
８５％，即前三个公共因子已代表了原始数据的绝大部分信息。
３）对原始因子载荷矩阵进行旋转，并解释说明各个公共因子的经济意义。

表２　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１ ２ ３

Ｚｓｃｏｒｅ：农支出村人均食品支出 ０．４１８ ０．３３８ ０．７６７

Ｚｓｃｏｒｅ：农支出村人均衣着支出 ０．９１６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４

Ｚｓｃｏｒｅ：农支出村人均居住支出 ．０９９ ０．８８７ －０．０３８

Ｚｓｃｏｒｅ：农支出村人均家庭设备支出 －０．０２０ ０．０４４ ０．９４４

Ｚｓｃｏｒｅ：农支出村人均交通和通讯支出 ０．７８１ ０．５２０ ０．０９２

Ｚｓｃｏｒｅ：农支出村人均文教娱乐支出 ０．０８７ ０．８２９ ０．３４８

Ｚｓｃｏｒｅ：农支出村人均医疗保健支出 ０．４８１ ０．８２６ ０．２０３

Ｚｓｃｏｒｅ：农支出村人均其他商品支出 ０．８５７ ０．２４３ ０．２４２

由表２可知，公共因子Ｆ１在衣着、交通和通讯、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３项指标上载荷较大，因此可将公
共因子Ｆ１定义为发展性消费因子；公共因子Ｆ２在居住、文教娱乐、医疗保健这些指标上载荷较大，可将公共
因子Ｆ２定义为享受型消费因子；公共因子Ｆ３在食品、家庭设备这两个指标上载荷较大，可将公共因子Ｆ３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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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为基本生活消费因子。

２．２　因子得分及综合排名

利用回归法［６］求得因子得分系数矩阵，如表３：
表３　因子得分系数矩阵

公共因子

１ ２ ３

Ｚｓｃｏｒｅ：农支出村人均食品支出 ０．０６２ －０．０４３ ０．４４４

Ｚｓｃｏｒｅ：农支出村人均衣着支出 ０．４８５ －０．２１５ －０．０９７

Ｚｓｃｏｒｅ：农支出村人均居住支出 －０．１４９ ０．４７７ －０．１９３

Ｚｓｃｏｒｅ：农支出村人均家庭设备支出 －０．１１９ －０．１３６ ０．６６７

Ｚｓｃｏｒｅ：农支出村人均交通和通讯支出 ０．２８２ ０．０９３ －０．１０７

Ｚｓｃｏｒｅ：农支出村人均文教娱乐支出 －０．１８２ ０．３８０ ０．０９３

Ｚｓｃｏｒｅ：农支出村人均医疗保健支出 ０．０４２ ０．３１３ －０．０５０

Ｚｓｃｏｒｅ：农支出村人均其他商品支出 ０．３７０ －０．１０５ ０．０４１

由表３可以计算各个样本在３个因子上的得分情况，再以旋转后各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为权数计算综合
得分，最终可以得到西部１２个省市区综合得分排名，最终结果如表４。

表４　综合得分及排名

地区 Ｆ１值 Ｆ２．值 Ｆ３值 综合得分 排名

内蒙古 １．７５２４４ １．１８７７４ ０．１８５０３ １．１５ １

宁　夏 １．３７４１７ ０．５１９０２ －０．１５７６３ ０．６７ ２

陕　西 －０．３６３８５ １．２７１６９ １．０００８８ ０．５９ ３

四　川 ０．０５５８５ －０．３８２４６ １．４５４８９ ０．２４ ４

青　海 －０．１１２７８ ０．８４１８９ －０．７４４６３ ０．０９ ５

重　庆 －０．６１０３９ －０．５８８９５ １．６３００１ －０．０５ ６

新　疆 ０．７５９１５ －０．１５１１７ －１．２４５２４ －０．０８ ７

广　西 －０．９１４２７ －０．００９５ ０．６１２９７ －０．２ ８

云　南 －０．８２９４８ ０．０１８４８ －０．３７５０５ －０．４ ９

甘　肃 －０．８６７３４ －０．１３６３５ －０．８９１７７ －０．６ １０

西　藏 １．０２６６４ －２．５４１２７ －０．１５６３３ －０．６１ １１

贵　州 －１．２７０１６ －０．０２９１２ －１．３１３１３ －０．８１ １２

由表４可知，首先在反映衣着、交通通信、其他商品支出的公因子Ｆ１上，内蒙古、宁夏、西藏３区得分较
高，各区之间的区际差异较为显著。最近这几年，内蒙古经济发展迅猛，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年纯收入较高，

用于发展性消费支出的较多。在反映人均食品、家庭设备支出相联系的公因子Ｆ３上，重庆、陕西、四川的得
分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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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基于因子得分上的聚类分析

聚类分析［７］是根据观测值或者变量之间的亲属关系程度，将接近的对象结合在一起，以逐次聚合的方

法将观测值分类，直到最后都聚于一类。此处采用系统聚类分析中的最短距离法对西部地区农村居民消费

性支出进行分类。以表４中的３组得分为原始数据，对西部地区农村居民消费性支出进行分类，聚类谱系图
如图１：

图１　聚类谱系图

聚类结果为：

第一类：内蒙古、宁夏。

第二类：陕西、四川、青海、重庆、新疆、广西、云南、甘肃、贵州。

第三类：西藏。

聚类结果表明，内蒙古、宁夏的综合消费性支出在西部地区中最高，其他地区相对处于较低水平，这与

地区的经济状况是密切相关的。

４　对策建议

从上述结论中可以看到，我国西部地区消费性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于扩大西部消费性支出，有

以下对策建议：

１）从影响消费结构的因子入手，刺激消费。从发展性消费因子入手，刺激消费：扩大铁路网规模；加强
西部铁路客运专线、区际通道和“三西”煤运通道建设；加快干线公路网和水运基础设施建设；加强西部地区

国省道改造，加快枢纽机场和支线机场建设；加强城镇、信息等基础设施建设；加快重庆、成都、西安等西部

中心城市轨道交通建设；积极培育电子商务服务业，着力发展文化、会展、创意等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服务

外包。

从享受性消费因子入手，刺激消费：加强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在县医院标准化等医疗卫生专项建设

经费中给予西部地区更大倾斜；加强重大疾病、地方病预防控制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处置等工作；加强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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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旅游基础设施；完善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加快广播电视村村通、乡镇综合文化站、西

新工程第四期、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流动舞台车和农村电影放映等工程建设；做好西部地区自然遗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大遗址保护；继续实施农民体育健身工程。

２）平衡各地区发展，提高整个西部地区的消费力。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是确定产业和产品结构调整
升级方向的重要依据，作为生产经营者，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与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结合起来，以适应居

民消费需求的变化。内蒙古和宁夏社会发展水平保持稳定，人均消费较高；相对而言，西藏人均消费较低，

西部其他地区发展相对稳定，要在保持原有社会发展的基础上，平衡各地区发展，提高整个西部地区的消

费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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