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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AIDS模型的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动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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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论文通过建立中国农村居民消费行为的 AIDS模型, 比较研究了 /九五0 和 /十五0 两个

时期中国农村居民七大类商品消费的动态特征。结果表明, 农村居民在生活消费上的支出仍将持续增

加, 但消费结构已发生很大变化。食品消费支出突破了温饱水平并继续保持下降趋势; 交通和文教消

费比例将平稳上升; 随着农村医疗制度的不断完善, 农民对医疗保健商品的消费也会相应提高。由于

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的地区差异大, 所以在进行定量研究时, 必须考虑区域差异对估计结果的影响, 在

制定相关政策时, 也不应忽视不同地区农民需求的不同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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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ynamic Analysis of Chinaps Rur al Residents. Consumption Str ucture Based on AIDS Model

GUO Ai2jun, WU Guo2r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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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Based on the AIDS model, the paper compares the dynamic characters of Chinese rural residents.

consumption of seven major commodities during the Ninth and the Tenth Five2year Plan.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rural residents. consumption will cont inue to rise, but the consumption pattern has changed dramat ically.

Expense on food keeps decreasing after the residents. basic need beingmet while expense on transportat ion and

education will increase steadily. Along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the rural medical service system, the

consumption of medical and health care commodities will also increase in rural area. Due to the imparity of

rural residents. consumption between different areas, the impact of such imparity on the estimations made

must be considered when carrying out quant itative studies. Their differences of demand should also be stressed

in the formulation of policies.

Keywor ds: AIDS model; rural residents; Consumption pattern

一、引言

随着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 中国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不断提高。 /十五0 期间, 农民人

均纯收入超过 3000元, 年平均增长率为 717%。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后两年, 由于国家 /多予、少

取、放活0 的方针,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均超过 10% , 与此同时, 占居民收入支出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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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的生活消费支出以更快的速度增长, 由表1可知, 分别达到1215%和1619%, 超过同期城镇

居民生活消费支出增长率。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和收入水平不同比例的增长表明中国农村的需求空

间还很广阔。研究农村居民的消费状况对了解农民的实际生活需求和消费变化趋势, 引导农村消

费市场正确发展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本文拟通过实证方法对我国 /九五0 和 /十五0 期间的农

村居民消费结构进行比较分析, 反映农村消费结构的动态变化过程。

表 1 1996~ 2005 年中国农村居民生活消费支出构成 %

年
增长率 各年人均生活消费支出比重

收入 支出 食品 衣着 居住 家庭设备 医疗保文教娱乐 健 交通通讯

1996 2211 2011 56133 7124 13193 5136 3171 2199 8143

1997 815 219 55105 6177 14142 5128 3186 3133 9116

1998 413 - 117 53143 6117 15107 5115 4128 3182 10102

1999 212 - 018 52156 5184 14175 5122 4144 4136 10167

2000 615 519 49113 5175 15147 4152 5124 5158 11118

平均 - - 53130 6135 14173 5111 4131 4102 9189

2001 510 412 47171 5167 16103 4142 5155 6132 11106

2002 416 513 46125 5172 16136 4138 5167 7101 11147

2003 519 519 45159 5167 15187 4120 5196 8136 12113

2004 1119 1215 47123 5150 14184 4108 5198 8182 11133

2005 1019 1619 45148 5181 14149 4136 6158 9159 11156

平均 - - 46145 5167 15152 4129 5195 8102 11151

  资料来源: 中国统计年鉴 ( 1997~ 2006)。

为了在宏观上把握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情况, 我们列出了 1996~ 2000年和 2001~ 2005

年农村居民各类商品支出的变化值 (表 2)。从表中可以看出, /九五0 和 /十五0 期间, 农村居

民消费结构经历了较大幅度的调整, 结构变化值分别为 1718%和 1513%。七类商品中, 食品、

居住、医疗、交通以及文教娱乐消费都发生了很大程度的变化, 而衣着和家庭设备变动相对较

小; 此外, 各类商品在对结构变动的贡献程度上, 不同时期略有不同, 其中食品的变化最为显

著, 贡献最大, 但比重下降。这点也符合农村居民食品消费明显下降, 消费结构由温饱型向更加

合理优化的小康型过渡的实际情况。

表 2 1996~ 2005年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变动
年 食品 衣着 居住 家用 医疗 交通 文教 合计 年均

1996~ 2000 010720 010149 010188 010035 010153 010259 010275 011779 010356

2001~ 2005 010551 010058 010220 010062 010103 010327 010210 011531 010306

  注: 结构变化值公式: k = E | qij - qi0 | ,式中 k为结构变化值, qij 为报告期构成比, qi0 为基期构成比。

二、需求模型的引用

本文将采用 AIDS (Almost Ideal Demand System, 近似理想的消费系统) 模型分析我国农村居

民消费结构的变化。该模型主要特点是基于效用水平既定下的支出最小化原则
[ 1]
, 利用估计参数

可以方便地计算各类商品的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 从而能更直观准确地表现各种变量对消费结构

的影响。

(一) AIDS 模型的理论描述

AIDS模型的一般估计形式是

Xi = Ai + E jCij lnpj + Bi ln(XPP ) + Li ( i , j = 1, , , n) ( 1)

  其中 Xi 是第 i 种商品在总消费支出中所占的份额, p j 是第j 种商品的价格, X 是系统中所有

n 种商品的人均总消费支出, ln P 是超越对数价格指数, 定义为:

#35#



lnP = A0 + A1 E
n

i
lnpi +

1
2 E

n

i
E
n

j
Cij lnp i lnpj ( 2)

XPP 表示一种 /真实支出0, 当各类消费品相对价格和 /真实支出0 保持不变时, 各类消费品支

出份额不变, 否则将由 Cij反映当消费品 j 的价格上涨 1%对商品 i 的预算额 Xi 影响的百分比数。

真实支出的变化由 Bi 体现, 其符号的正负与商品 i 为奢侈品和必需品相对应。

为了与需求理论保持一致, 在通常的AIDS模型中, 对回归系数有以下约束条件:

可加性: E iAi = 0, E iCij = 0, E iBi = 0 ( 3)

齐次性: E jCij = 0 ( 4)

对称性: Cij = Cji ( 5)

(二) 弹性

为了得到需求的价格弹性 ( eij ) 和收入弹性 ( ei ) , 可将方程 ( 1) 看成是关于商品支出份额

的非补偿性 (Marshallian) 需求函数。通过弹性的定义, 我们推导出以下关系式
[ 2]
:

e
M
ij = - Dij +

1
Xi

Cij - Bi Aj + E
n

k
Ckj lnpk  ( Dij = 1( i X j ) , Dij = 0( i X j ) ) ( 6)

ei = 1+ BiPXi ( 7)

  (三) 数据及中国农村居民消费结构模型的确立

11数据。为了保证有足够的样本容量, 本文以我国 31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 的截面数据

为基础, 采用了 1997~ 2006年间出版的 5中国统计年鉴6 中农村居民的统计数据。由于比较分

析农村居民在 /九五0 和 /十五0 期间的动态变化特征是本研究的主要目的, 因此, 将 10年数

据按期进行分类整理, 在 31个省中, 西藏和重庆两省 (区) 部分年份数据不足, 将其除外, 所

以, 每期的样本容量为 145。

生活消费品的项目分类是按国家统计局的划分标准, 主要包括食品、衣着、居住、家庭设备

用品及服务、医疗保健、交通通讯、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共 7项。各类消费品的价格以 1995年

为100, 全部进行指数化处理。

21建模。在我国, 各地区农村居民无论在收入水平还是消费结构上, 都存在很大差距
[3]
,

在分析全国水平的消费需求时, 不应忽视地区间的差距问题。所以本文将在AIDS模型的基础上,

添加地区虚拟变量。在消费区域的划分上, 忽略消费习惯、经济体制等因素, 假设农村消费结构

只受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影响, 按收入水平大致将中国农村划分为四个消费区域¹。通过对各区域

在不同年份收入情况的比较, 发现各消费区域除了内部次序有微小变动外, 在区域间保持了相对

的稳定, 可见这种划分在时间上具有一致性。

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的周期性波动对消费结构的影响, 可以通过添加时间虚拟变量来反映。本

文将对 1996~ 2005年我们农村的经济发展情况进行阶段划分。表 1显示, 农村居民消费在 /九

五0 期间经历了三个不同阶段, 1996 年消费支出快速上升, 1997~ 1999年大幅下降, 甚至在

1998和 1999连续两年出现负增长, 2000年开始回升; /十五0 期间农民消费支出相对稳定增长,

根据增长幅度将该期划分为两个阶段, 2001~ 2003年相对缓慢, 而 2004~ 2005年则为高速增长

时期。

通过添加变量, 确立了我国农村居民消费需求关系式:

Xi = Ai + E
7

j
Cij lnpj + Bi ln(XPP ) + E kt ikTik + E

3

K
ziKZiK+ Li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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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 地区划分为: 高收入区: 上海, 北京, 浙江, 广东, 江苏, 福建, 天津; 中高收入区: 黑龙江, 辽宁, 吉林, 河北, 山
东, 江西, 湖南, 湖北; 中低收入区: 内蒙古, 四川, 广西, 河南, 山西, 安徽, 宁夏, 新疆, 海南; 低收入区: 贵州,
云南, 陕西, 甘肃, 青海。



  其中 Tik为时间虚拟变量 ( /九五0 期间 k= 1, 2, /十五0 期间 k= 1) , ZiK为地区虚拟变量。

对 ( 8) 式的估计将采用似乎无相关回归 ( Iterative Seemingly Unrelated Regression) 方法, 利用 SAS

910版中的 SAS/ ETS模块¹º 估计需求系统的参数。由于可加性的限制, 估计时将删除一个方程

式以避免共线性问题, 被删除方程的估计参数, 可通过可加性和齐次性等约束关系计算得到。

三、估计结果及分析

表3和表 4列出了模型参数的估计值, 所有的系数符号都符合预期。从表中可以看出, 并不

是所有消费品的真实支出都有显著变化。例如, /九五0 期间, 食品和交通通讯支出的变化不大,

衣着、居住和家庭用品变化显著; 而 /十五0 期间医疗支出不显著, 衣着和家庭用品显著。另

外, 在 1996~ 2005年, 地区虚拟变量对食品、衣着和交通等必需品的支出份额都有显著影响;

时间虚拟变量除了 /九五0 期间对家庭设备、/十五0 期间对食品不显著外, 对其他消费品支出

的影响均高度显著, 可见稳定发展的社会经济环境对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非常重要。

表 3  中国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 AIDS模型估计参数 ( 1996~ 2000年)

商品
变量

ln (XPP) lnp1 lnp 2 lnp 3 lnp4 lnp5 lnp 6 lnp 7

食品 - 010450 011931

( - 1155) (1182)

衣着 - 010465 - 010979 - 010285

( - 4112) ( - 2148) ( - 1100)

居住 010559 - 010182 010627 - 010966

( 3143) ( - 0138) ( 3115) ( - 2188)

家庭设备 010221 010306 010290 010108 - 010317

( 4122) (1139) ( 1183) ( 0196) ( - 1135)

医疗保健 - 010165 - 010547 - 010124 010206 - 010284 010300

( - 1199) ( - 1184) ( - 0172) ( 1136) ( - 1196) (1196)

交通通讯 010049 - 010580 010246 - 010014 010093 010383 - 010001

( 0189) ( - 2145) ( 1152) ( - 0112) ( 0163) (2199) ( - 1189)

文教娱乐 010251 010051 010225 010221 - 010196 010065 - 010126 - 010240

(0113) ( 1100) ( 1105) ( - 1139) (0141) ( - 0193) ( - 0174)
  注: 括号内的数据为所估计参数值的 t 检验值, 由于篇幅所限, 虚拟变量的参数估计值没有列出。

表 4  中国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 AIDS模型估计参数 ( 2001~ 2005年)

商品
变量

ln (XPP) lnp1 lnp 2 lnp 3 lnp4 lnp5 lnp 6 lnp 7

食品 - 010725 010754

( - 2147) (1100)

衣着 - 010284 - 010613 - 010362

( - 3154) ( - 3109) ( - 3116)

居住 010292 - 010064 010452 - 010145

( 1191) ( - 0119) ( 4158) ( - 0160)

家庭设备 010121 010096 010163 - 01006l 010009

( 3151) (1113) ( 2143) ( - 1130) ( 0110)

医疗保健 010100 - 010331 010257 - 010003 - 010064 010326

( 1123) ( - 1169) ( 2189) ( - 0103) ( - 1102) (2193)

交通通讯 010158 - 010279 010218 010082 - 010002 - 010048 - 010306

( 2100) ( - 1152) ( 2145) ( 0181) ( - 0103) ( - 0154) ( - 2121)

文教娱乐 010337 010438 - 010115 - 010260 - 010140 - 010138 010336 - 010121

(1157) ( - 1114) ( - 1171) ( - 2141) ( - 1138) ( 3103) ( - 0159)

  (一) 支出弹性。由表 5可以看出, /九五0 期间, 农村居民在食品、衣着和医疗保健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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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
º Stat isti cs & Operat ions Research. Estimat ing an Almost Ideal Demand System Model ( EB/ OL) , ht tp: / / support . sas. com/ rnd/ app/

examples/ ets/ aids/ index. htm.

SAS Institute Incorporated. SAS/ETS Userps Guide (EB/OL) , http: / /www21stat . unibo. it /Manuali Sas/ ets/ pdfidx. htm.



支出弹性都小于 1, 前两者由于是必需品, 随着收入的增加, 支出比重逐渐下降。而医疗保健消

费比较反常, 这可能是由于当时农民生活水平不高, 加上 1998~ 1999年消费支出的负增长, 农

村处于消费低谷阶段, 农民将仅有的支出多用于吃穿住行等基本生活消费, 不愿将钱花在相对奢

侈的医疗保健上面。家庭设备在七类消费品中支出弹性最大, 表明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 对

于消费支出 (或收入) 的变动, 反应最敏感的家庭用品支出。

/十五0 期间, 随着农民收入水平大幅提高, 农民的自我保健意识加强, 在医疗保健消费上

的支出弹性超过了 1。这一时期, 对收入变动反映最敏感的是文教娱乐消费, 由于文化教育支出

的增加是消费生活水平提高的一大标志, 因此, 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是在不断提高。

(二) 边际预算份额。通过每种消费品的收入弹性和支出份额可得其边际预算份额
[ 4]
, 它能

较好的反映未来消费结构的变化趋势。/十五0 期间, 农村居民在文教、交通和医疗消费的边际

预算份额都超过了前期, 也高于该期平均支出水平, 因此, 在今后几年, 这些消费品的平均支出

将会继续增加; 相反, 由于食品和衣着消费的边际预算份额 (分别为 39134%、3104% ) 都低于

平均支出份额 (分别为 46145%、5167%) , 农村家庭对这些商品的消费将会不断下降; 而居住和

家庭设备的边际预算份额虽然较前期有所下降, 但仍然高于当期平均支出, 一段时期内, 农村居

民对这两项的需求不会减少。

(三) 自价格弹性。所有的自价格弹性系数都取负值, 表明系统中任何商品的价格提高都会

降低自身的需求量。从食品和医疗的自价格弹性系数绝对值小于1可以看出, 在 /九五0 和 /十

五0 期间, 这两种商品都是缺乏弹性的。在农村, 因为食品的消费很大一部分是 /自给自足0

的, 这样就不太受收入和价格变动的影响。而农村医疗保障体系不完善, 农民小病能扛则扛, 大

病更无力医治, 其在医疗项的支出大多为最基本的治疗费项, 所占比重低, 受价格影响程度小。

其他五类商品的自价格弹性绝对值都大于或接近于 1, 比较富有弹性, / 十五0 期间, 居住和家

庭用品的自价格弹性下降很快, 农村居民在经过 1990年代后期的 /建房热0 和 /家电热0 之后,

住房支出进入相对稳定时期, 家庭用品消费将逐渐进入更新换代阶段。

表 5  中国农村居民七大类消费品支出弹性、边际预算份额及Marshall弹性一览表
支出弹性 边际预算份额 Marshall自价格弹性

1996~ 2000 2001~ 2005 1996~ 2000 2001~ 2005 1996~ 2000 2001~ 2005

食品 019179 018469 48192 39134 - 015872 - 017344

衣着 013264 015368 2107 3104 - 112856 - 115248

居住 113813 111840 20135 18138 - 116512 - 111051

家庭设备 114326 112816 7132 5150 - 116169 - 019768

医疗保健 016411 111565 2176 6188 - 013167 - 014934

交通通讯 111233 111941 4152 9158 - 110051 - 113790

文教 112521 112852 12138 14179 - 112441 - 111108

四、结论

本研究运用 10年 29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 的具有纵横交错特性的数据, 采用 AIDS模型

对我国农村居民在 /九五0 和 /十五0 期间的消费结构进行了动态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 在最

近10年, 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变动很大, 但变动幅度趋于减缓。通过对七大商品各项支出比重、

消费倾向、收入弹性和价格弹性等方面的比较, 农村居民的食品消费支出不断减少, 消费结构从

/九五0 期间的温饱型过渡到 /十五0 期间的小康型; 文教和交通消费支出持续上升, 特别是教

育方面, 农村居民在文教上的支出一直占总消费支出的很大比例, 且受其他消费支出项和自身价

格的影响不大, 保持了持续稳定的增长; 而低收入水平的约束使得衣着和医疗的消费受到压制。

为了提高农村居民的实际收入和生活质量, 今后在农村推行教育和医疗方面的补贴是必要的政策

手段。 (参考文献转第 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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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就业能力已经成为企业和员工之间的一种新

的心理契约, 即员工对自己的职业生涯负责,

企业为提升员工的就业能力提供必要的条件和

支持
[ 11]
。本文认为, 在我国, 使用农民工的

企业对开发农民工的就业能力承担责任, 有义

务提升农民工的就业能力以便农民工能在外部

劳动力市场获取就业, 包括培养和提升农民工

向其他企业推销自己的技能。

(三) 政府方面

通过法律法规干预劳动力市场是发达国家

的通常做法, 各发达国家均有一整套的劳动法

规和就业工程体系, 以促进员工就业。针对我

国农民工就业形势, 我国需要加快制定与农民

工就业直接相关的法律法规, 利用法制化、程

序化手段来规范企业用工制度, 提供农民工自

我发展的良好政策和制度环境, 保障农民工权

益和就业能力的开发, 引导农民工通过自身素

质的提高创造社会财富和价值。政府和社会有

责任创造一个有利于农民工通过平等竞争实现

自身财富增长和能力外化的平台, 打破农民工

与城市居民的身份屏障和权益保障的差别, 提

供农民工通过辛勤劳动和勇于奉献获得向上流

动的空间。

加强培训与继续教育是各国开发就业能力

的重心。我国政府应加强对农民工的职业技能

培训, 促使农民工更新知识, 提升人力资本,

进而使他们的网络异质性增加, 提高社会资本

的存量, 改变他们在就业时的选择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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