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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城乡 消费鸿沟变化趋势 —

李 春玲

中 国社会科学院 社会学研究所 ， 北京

摘 要 ： 根据 和 年全 国抽样调查数据 ， 对 比两个年度城 乡 居 民耐用 品拥有率和 购买意愿 ，发现家庭耐用

品消 费 的城乡 鸿沟 明显缩小 ， 这既表现在现有耐用 品 消 费方面 ， 同 时更为 突 出地反映在耐用 品 未来消 费趋势方面 。

表明耐用 品 消 费的城 乡鸿沟 已经缩小 ，而且还将进一步缩小 。 可 以预测收人增长 的小城镇 和农村居 民将会成为 与

城市 中产阶级 同样重要 的 内需拉动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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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近的半个 多世纪里 ， 中 国社会一直存在着 的动力 ， 而近 年来一些学者专家提 出 收入增长 的

一个突 出 的社会 问题 ， 那就是 巨 大 的城 乡 差距 。 庞大农村人 口 是 消 费增长 的 动力 。 在 目前情况下 ，

世纪 年代 中 国政府实行户籍制度 ， 限制城乡 人 口 农村居 民消 费是否足 以成为与城市 中产阶级并驾齐

流动 集 中资源发展城市和保障城市居 民福利 ， 调拨 驱的 消 费力量 ？ 抑或取代城市 中产阶级成为更为主

农业收益和牺牲农 民 利益 ， 从而导致城 乡 社会经济 要的消 费动力 ？ 这也是本文所关注的 问题 。

发展水平和城 乡 居 民 生活水平 的 巨 大鸿 沟 ， 这种鸿 另外 ， 近 年来 的 急剧城镇化扩张 ， 使原来边

沟也表现在消 费水平和消 费方式方面 。 经济改革开 界分明 的城 乡 二元结构发生 变化 ， 城市与 乡 村之 间

始 以后 ， 随着经济快速发展 ， 人们 的生活水平不断提 的边界越来越模糊 不清 ， 在城市 与 乡 村之间 出现 了

高 ，但城 乡 居 民 的 消 费差距却进
一

步扩大 。 国 家统 一些城 乡 混杂地带 ， 或者正在城镇化 或 即将城镇化

计局公布的居 民 消 费支 出 数据显示 ， 世纪 年 的地带 ，这些地带既居住有城市居 民 ，也居住有农村

代和 年代 ，城 乡 消 费水平 的绝对差距为 倍 ， 而 居 民 ，或者原先是农村 居 民 后来转变 为城市居 民 。

— 年进一步扩大到 倍 。 世纪 以来 ， 在考查城 乡 居 民 的消费鸿沟时 ， 必须注意到 ， 当今的

中央政府采取一 系 列政策促进农村社会经济发展 ， 中 国社会 已经不是城 乡 边界区分鲜明 的严格意义上

增加农村基础设施和农业产业投资 ， 提高农产 品 价 的二元社会 大 中城市周边 的农村地区与城市有更

格 ，免征农业税 和 免除农村九年 制 义 务 教 育学 费 。 多 的联系 ，受到城市消费的辐射 而为农村地区所包

这一系列政策导致农村居 民生活 条件 明 显改善 ， 农 围 的小城市和小城镇则 与农村地 区有更多 的联系 。

村居 民收入增长快于城市居 民 ， 城 乡 居 民收人差距 由 于城乡关联程度 的不 同 ， 城乡 消 费鸿沟在不 同 的

有所缩小 。 另外 最近十几年 中 国城镇化急速推进 ， 城乡 地区深度有所不同 。 为 了能更充分地展示城乡

部分城市周边农村居 民从 中获益 其经济收人和生 消费鸿沟及其变化趋势 ， 本文依据城 乡 关联程度而

活水平极大改善 。 在这种情况下 ，城 乡 消 费鸿沟发 区分不 同 的城市和农村及其消费差距 。 城市区分为

生 了什么变化 是否有所缩小 或者仍 旧维持甚至扩
“

直辖市 省会城市
”

、

“

普通城市
”

、

“

县城 镇
”

三大

大 ？ 这是本文想要解答的问题 。 类 ，农村 区分为
“

城市周边农村
”

（ 区所管辖的农村 ）

年金融危机爆发 以后 ， 过度依赖 出 口 贸 易 和
“

农村
”

（ 县域农村 ） 两类 。

的经济增长策略面临挑战 ， 中 国经济需要结构转型 ， 家庭耐用 品 消 费是家庭消 费研究的一个重要领

提振 国 内 消 费增长 。 在 启 动 国 内 消 费需求方 面 ， 域 ，也是反映消 费变化的一个重要指标 。 国 内 已 有

多年前 ， 人们大多把城市 中 产 阶级看作为 消 费增 长 一些学者通过家庭耐用 品 消 费研究来观察城 乡 消 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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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距的变化 。 本文基于 中 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 和 冰箱拥有率分别为 、

研究所 年 和 年 收集 的 全 国 抽样调 査数 和 丨 ％
， 洗 衣 机 拥 有 率 分 别 为 、

据 通过 比较 个年度 的城 乡 居 民 家庭耐用 品 拥有 和 。 这 种 基础性 家 电 产 品 在 农村

率和购买意愿及其影 响 因 素 ， 考查城 乡 消 费鸿 沟 的 家庭 中 的拥有率明显低于城市地区 ， 不过 ， 城市周边

变化趋势 。 年 的数据是 中 国 社会科学 院社会 农村家庭 的拥有率远 高 于一般农村家庭 ， 接近半 数

学研究所
“

当 代 中 国 社会结构 变迁研究
”

课题组 于 （ 的城市周边农村家庭拥有 冰箱 和洗衣机 ， 而

年收集的全 国抽样调查数据 ， 此调查采 用 多阶 一般农村家庭这 种 家 电 的 拥 有 率 只 有 和

段复合抽样方法 ， 从全 国 个市 县级抽 样单位 。 农村家庭的 电视机拥有率与城市 家庭 的差

抽取 了 个市 县 区 的 个居 民委 员 会 村 民委 距相对较小 ， 城市周 边农村 家庭为 ， 其他农

员会的 名 岁 的居 民进行调査 ， 最终获 村家庭为 。 空 调作 为一种提升生 活舒适性

取的有效样本为 。 年 的数据来 自 中 国社 的家电产品 ， 在 年 中 国 家庭 中 的 拥有率不 高 ，

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开展 的 年度
“

中 国社会 除 了直辖市 和 省会城市 家庭有较 高 比例 （

状况综合调査
”

（ ， 此项调 查采用分层 的拥有率 其他城市和农村地 区 的拥有率都很低 普

多阶段抽样方法 ， 抽 样 范 围 覆 盖 全 国 个 省 市 区 通城市和县城 镇 的拥 有率为 和 城

个县 （ 市 、 区 ） 、 个 乡 （ 镇 、 街道 ） 、 个村 市周边农村和农村为 和 。

居委会 共抽取 个 岁 年龄段 的 人作 为 图 显示 年不 同 类 型地 区 家庭 耐用 品 拥

被访对象 。 有率的状况 。 电视机和手机在城市地 区得 到普及 ，

其拥有率都超过 ， 冰 箱 和洗衣 机也接 近普及 ，

、 豕庭耐用 口口拥有率的城乡 差 巨及年代又化
除 了县城 镇居 民 的 冰箱 拥 有率略低 （ ， 其

图 图 分别列 出 了 和 年直辖市 他都 超 过 。 对 于 更 高 消 费 层 次 的 家 用 产

省会城市 、普通城市 、城市周边农村 、县城 镇和农村 品
——

电脑和空调 ， 直辖市 省会城市和普通城市居

家庭耐用 品拥有率 ， 所列 耐用 品 包括 电视机 、 手机 、 民拥有率 巳超过半数 ， 电脑拥 有率分别 为 和

冰箱 、洗衣机 、 电 脑 和 空 调 。 图 显示 ， 在 年 ， 空 调 拥 有 率 分 别 为 和 。 县

电视 、冰箱 和洗衣机这 种 基础性 的 生活 家 电产 品 城 镇居 民 的 拥 有 率 略 低 一 些 ， 分 别 为 和

在城市家庭 （ 包括直辖 市 省会城市 、普通 城市 和县 。 电视机和 手机在农村地 区 也接 近普及 ， 其

城 镇 ） 中 拥 有 率 很 髙 ， 电 视 机 拥 有 率 分 别 为 拥 有率均超过 。 多数农村居 民也拥有 冰箱 和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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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机 ， 城 市 周 边 农村 和 农 村 的 冰 箱 拥 有 率 分 别 为 箱和洗衣机作为现代家庭生活方式 的基础设施 ， 其

和 ， 洗 衣 机拥 有 率 分 别 为 和 拥有率城 乡 差距缩小 ， 代表着城市生 活方式 向农村

。 农村居民电脑和空调拥有率较低 ，城市周边农 扩展 。 在 年 的家庭 消 费 中 ， 电脑和空调还是 比

村和农村的 电脑拥有率分别 为 和 空调 较高档和奢侈的消费品 除 了直辖市 省会城市居 民有

拥有率更低 分别为 和 。 较高 比例的拥有率 ，其他城市和农村地区居 民拥有这

图 图 分 别列 出 和 年家庭耐用 种产品 的 比例很低 这说明 电脑和空调消费在 年

品拥有率的城 乡 差异 个 图 形 比较显示 出 ， 家庭耐 期间存在着大城市与其他地区之间 的 巨大鸿沟 。 到

用品拥有率 的 城 乡 差距 明 显缩 小 。 年 电视机 年 ， 电脑和空调拥有率的城乡 差距仍然很大 不过

和手机拥有率 的城 乡 差距极 为 明 显 ， 到 年这 在城市地区 不 同类型城市 的差距 明显缩小 ， 同时 ，城

种产 品拥有率 的城 乡 差距则很小 。 电视机和手机是 市周边地区居 民 的拥有率也逐步接近城市地区 但在

文化传播和通讯联络工具 其拥有率城 乡 差距 的缩 其他农村地区 这 种产品的拥有率还很低 。

小 ， 意味着城 乡 居 民生活 在传播 和通讯方面 的 差距 图 列 出 了 年和 年各类家庭耐用 品

极大缩小 这一差距 的缩小可能很大程度 是 由 于 自 拥有率百分 比之差 ， 它反映 出 这 年间家庭耐用 品

世纪 年代后 期 以 来 ， 政府不断加 大 的农 村地 拥有率百分 比增 长状况 。 图形显示 ， 在城市地 区 ， 电

区 电力 、通讯等基础设施投 资 建 设 冰箱 和 洗 衣机 脑拥有率增长最快 ， 而农村地 区 手机拥有率增长最

拥有率 的 城 乡 差 距 在 年 表 现 得 很 突 出 ， 而 明 显 。 此外 ， 农村地区 的 冰箱 、 电视机和洗衣机拥有

年城 乡 差距有所缩小 ， 尤其是不 同 类 型城市 居 率百分 比增 长非 常可观 。 另 外 ， 普通城市居 民 空 调

民 的拥有率较为接 近 ， 不过城 乡 差距仍然 明 显 。 冰 拥有率百分 比增长也非常 突 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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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增长数据可 以让我们窥探到城乡 各类型地 乡 收人差距持续存在意 味着城 乡 消 费鸿沟也会延

区生活方式变迁的轨迹 。 电视机 、冰箱和洗衣机是 续 。 表 中 的数据显示 虽然 电视机 已在城 乡 普及 ，

现代家庭生活的基本设施 ， 它们也代表 了 现代家庭 电视机拥有率城乡 无明显差异 ，但是拥有彩色 电视

生活方式的基本元素 年绝大多数的大城市居 机和更先进也更 昂 贵 的液 晶 等离子 电视机 的 比例

民 已经实现了这种生活方式 ， 在其后 的 年里 ， 这 存在明显的城 乡 差距 ， 城市居 民
——尤其是直辖市

种生活方式逐步推广到 中小城市 以及随后的城市周 省会城市居 民——拥有液 晶 等离子 电视机 的 比例

边农村 最后是其他农村地区 。 与此 同时 ， 中小城市 远高于小城镇和农村居 民 ， 而农村居 民绝大多数还

追随大城市进一步追求更高层次的现代生活方式 ， 是购置彩色电视机 。 与此 同 时 ， 不 同类 型 电脑拥有

如购置空调这类提升生活舒适性的家庭耐用 品 。 这 率的城 乡 差距则不那么 明显 。 这可能是 由 于不同类

几类较为传统的家庭 电器产 品拥有率增长 ， 体现了 型 电脑的价格差异不像彩色 电视机与 液 晶 等离子

由城市到农村的梯度推进模式 ， 首先是在直辖市 省 电视机的价格差异那么大 。 这也就是说 ， 城 乡 收人

会城市 ， 到普通城市 ， 到县城 镇和城市周边农村 最 差距仍然是维持城乡 消 费鸿沟 的关键 因 素 ， 城市居

后推广到农村地 区 。 然而 ，新一代 的耐用 品——电 民 特别是大城市居 民有更高的收人 从而有能力购

脑和手机的消费 ，其推进模式并不完全遵循渐近性 买更昂 贵的商品 ，而小城镇和农村居 民收人较低 只

的梯度推进模式 或者说这种梯度推进 的 间 隔越来 能承受较为廉价的商 品 ，但这种城 乡 消 费鸿 沟越来

越短 尤其是手机消费 ， 可 以说是城乡 齐头并进 。 越体现在产 品 的价格方面 ， 而不一定表现在产 品 的

电脑和手机消 费在过去的 年里迅速扩张 导 种类方面 。 由 于城 乡 之间人员 流动 、信息传播 和物

致城乡信息传播 、人际联系 的增强 ，大城市流行 的现 品流通越来越通顺 小城镇和农村居 民获取新型的 、

代生活方式 和 消 费观念迅速传播 到 中 小 城市 和农 时 尚 的 、技术先进的商 品信息及其商品本身 的速度

村 ，有效地缩小 了城 乡 消 费鸿沟 。 城 乡 消 费鸿 沟 弱 并不 比城市居 民慢多少 。 虽然最近上市的新商品 总

化的一个典型表现反 映在新生代农 民工身上 ， 这些 是较为 昂 贵 但国 内 厂商总能快速制造 出 价格便宜

来 自 农村和小城镇到大城市打工 的青年人 ， 其衣着 的仿制 品 ， 因 而导致小城市 和农村地 区居 民 能 紧随

打扮 、举止言行 以 及所用 的手机 与城市青年没有 明 大城市居 民 的消 费风潮 ， 以较低价格 购置最新产品 ，

显差异 ， 而 世纪 年代和 年代进城打工 的老 这一点在手机消费上表现得最明 显 。

一代农民工与城市人截然 不同 。 近 年智能手机的
一

家庭耐用 品购实欲望的城 多差异
迅速推广及其与互联 网 的结合 以 及 网睡 盛行 ， 城

、糾酬咖⑶力⑶里附乂夕 左开

乡 物流便利 ，更进一步缩小 了城 乡 消 费鸿 沟 。 通过 家庭耐用品拥有率反映的是城 乡 居 民过去的而

手机 网购 ，小城镇和农村地区 的青年可 以 与城市人 不是未来 的 购买需要 ， 未来购买需要则是通过未来

同步消费 。

一定时期 内 的购买意愿来反映 。 年的 —

表 拥有 电脑和 电视机的 家庭 中拥有不 同类型
调查询问 了被访者是否打算未来半年 内 购买

电脑和 电视机的 比例 上述家 庭 耐 用 品 ， 由 此 可 以 观 察 年 之 前 与

直辖市 普通 城市周 县城
乡

■

肖罾 。

项 目

省会城市 城市 边农村 镇
农村 图 列 出 了

— 年 电视机 、 冰箱 、洗衣

脑

一

机 、手机 、电脑 、空调和汽车等 项家庭耐用 品拥有

二记本 电脑
率百分 比的增长 ’ 它反映出这 年 丨旬城乡 居民购置

平板 电脑
上述家庭耐用 品 的差异情况 。 图 列 出 了 年

彩 色 电视机
城 乡 居 民 十戈 半年 内 娘 置 述耐用 品 的 比例 ’ 匕 反

映的是人们未来购买需要 的城 乡 差异 。 个 图 形对

子 电视机 比 ， 可 以观察到过去 年与未来家庭耐用 品需求城

乡 差距的变化 。

不过 ， 导致城乡 消 费鸿沟 的一个最主要 的 原 因
— 年 年间 ， 电视机 、 冰箱和洗衣机

是城乡 居 民收人的 巨 大差距 ， 虽然近几年城乡 收人 消费增长主要体现在农村居 民需求上 ， 农村居 民拥

差距有所缩小 ， 但农村居 民收人水平还是远低 于城 有率增长远高于城市居 民 ， 因 为城市居民在 年

市居 民 ， 中小城市居 民 收入也 明显低于大城市 。 城 已达到这 种耐用 品 的 消 费饱和 。 但 年 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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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电视机消 费则 有所不 同 ， 需求 最旺 的 是大城市 和 的家庭耐用 消 费 品 ， 年之后仍然 如此 。 不过 ，

小城镇 ， 大城 市居 民 的 电 视机需要 更新换代 ， 用 液 年之前对手机 的 购置需求高 于对 电脑 的 购 置

晶 等离子 电视机取代彩色 电视机 ； 小城镇居 民也在 需求 ， 而 年之后 电 脑 的 购 置需求高 于 手机 的

更新换代 ，

一部分家庭用液 晶 等离子 电视机取代彩 购 置需求 。 年 以 后 的手机需求 的热点是 能上

色 电视机 ， 另
一部分家庭用 更 大尺 寸 的 彩 色 电 视机 网 的 智 能手机 ， 直辖市 省会城市这类大城 市对这

取代小尺寸电视机 。 年 以 后 ， 冰箱 和洗衣机需 种手机需求最 旺可 以理解 ， 但小城镇 （ 县 城 镇 ） 和

求最旺盛 的是小城镇和农村地区 。 农村居 民 的 购 置需求列 居第 和第 位 ， 比较令人

手机和 电 脑在 — 年是需要 比 例最 高 吃惊 。

珍
「

■

电视机 冰箱 洗衣机 手机 电脑 空调 汽车

丨 辖市 省会城市 ■普通城市 口城市周边农村 口 城 镇 謹农村

图 年家庭 耐用 品拥 有 率百分 比增 长

电视机 冰箱 洗衣机 手机 电脑 空调 汽车

■ 直辖市 省会城市 ■件通城市 口城市周边农村 口且城 ■农村

图 是 否打算 半年 内 购 买 家庭 耐用 品 的百分率 （

空调消 费需求变化轨迹遵循传统 的 变迁 逻辑 ： 城和小镇 的 另 一 个 重 要 原 因 是子女 教育 问 题 。 自

由 大城市到 中小城市 ， 再到小城镇和城市周边农村 ， 世纪初 以 来 ， 政 府 教 育 部 门 实施
“

撤 点并校
”

政

最后扩展 到农村 。 年前 空 调 消 费 集 中 于大城 策 ， 初 中 和高 中学校集 中 到县城和 乡 镇 ，

一些家长为

市 ，

— 年 消 费 需 求 最 旺 的 是 普 通 城 市 ， 了方便子女上学而迁人县城和小镇 。 这一城镇化进

年消 费需求最旺的是城市周边农村和小城镇 。 程刺激 了小城镇的家庭耐用 品 消 费需求 。

综合上述 种家庭耐用 品 消 费走势 ， 可 以 发现 ， 汽车消 费 在 中 国 方兴未艾 。 年 中 国 家庭

年之后小城镇 （ 县城 镇 ） 居 民 的家庭耐用 品需 拥有汽车 比例很低 ， 直辖市 省会城市居 民拥有率为

求是最旺盛 的 ， 图 显示 ， 在上述 种家庭耐用 品 购 ，普通城市 ，城市周边农村 ， 县城 镇

置需求 中 ， 县城 镇居 民都排列 在第 或第 位 （ 除 农村 。 其 中城市周边农村居 民拥有汽

汽车消 费排在第 位 ） 。 导致这种现象 的 一个 主要 车 的 比例略高于城市 ， 是 因 为一些城市 周边农村家

原 因 ， 可能是城镇化的推进 。 近年来 的城镇化高潮 ， 庭购 置小型货 车经营 运 输业 务 。 年城 乡 居 民

使许多地区 的县城 和镇在扩张 ， 周 边地 区 的 一些农 家庭汽车拥有率明 显提高 ， 直辖市 省会城市居 民拥

村居 民迁人县城和镇 ， 购 置商 品 房 和 与 之配 套 的 家 有率 为 普 通 城 市 ， 城 市 周 边 农 村

庭耐用 品 ，过上城市居 民 的生活 。 与此 同时 ，

一些在 县城 镇 ，农村 。 城市居 民拥 有率

大城市打工多年并积 累 了一些储蓄 的农 民工夫 妇 ， 增长高 于农村地 区 ， 尤其是 大城市 和 普通城市增 长

没有能 力在高房价 的 大城市 购 房 ， 但也不愿 以后返 城快 。 年之后 的 汽车购买 意愿也是 如 此 ， 城市

回农村家 乡 ， 他们 也在 县城 和小镇 上 购 置房 产并 配 耑求 意愿大于农村 ， 但城 乡 差距有所缩小 ， 并且 ， 在

置家庭耐用 品 。 吸引 当地农 民 和外 出 打工者迁人县 城市地 区 ， 普通城市 购买汽车意愿大于直辖市 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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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这可能是 由 于许多大城市交通拥堵问题突 出 ， 及
“

是否拥有汽车 电脑 空 调 冰箱 洗衣机
”

。 自

一些大城市政府采取限制汽车购买政策 。 变量包括 有居 住 地 点 （ 直辖 市 省会 城市 、 普 通 城

市 、城市周边农村 、 县城 镇 、农村 ） 以 及 年 收人 、 受

贿雜脾龄 。 卿分析结颗冊示城 乡 差距

除 了城乡 差距这一 因 素 以外 ， 还有 哪些 因 素影 因 素 、经济收人 、教育水平和年龄对家庭耐用 品 购买

响人们 的家庭耐用 品 购买 意愿 ？ 年之前 与 之 意愿 的影 响程度 。 其 中 ， 应变量为
“

是否拥有
”

某种

后有什么变化 ？ 为 了解答这些 问题 ， 本文采用 耐用 品 的模型显示 的 是上述 因 素 对 年之前 购

对 年数据进行分析 ，模型分析结果列 买意愿 的影 响 ， 应变 量 为
“

未 来半 年 内 是 否 打 算 购

于表 。 表 包括 个 的分析结果 ， 买
”

某种 耐用 品 则 体 现 年之后 上述 因 素 的 影

各模型 因变量分别是
“

未来半年 内是否打算 购 买拥 响 。 图 是 基 于 表 各 模 型 的 估 计 的

有汽车 电脑 手机 空 调 电 视机 冰箱 洗衣机
”

以 年之后耐用 品 购买意愿 的城 乡 差异 。

表 家庭耐用 品拥 有率和 购 买 意愿 的 影 响 因素发 生 比逻辑斯特 回 归模型 （

汽车 电脑 电 手机
影响因素

拥有率 购买意愿 拥有率 购买意愿 购买意愿 拥有率 昀买意愿 购买意愿 拥有率 购买意愿 拥有率 购买意愿

直辖市 省会城市
” ‘

普通城市

城市周边农村
‘ ‘

县城 镇
”

丨

农村
” ” ” ” ‘

年收入 丨

” ”

丨

” ”

受教育年数
” ‘ ‘

丨

年龄
” ” ‘ ‘

常数 〉

‘ ‘ “

最大 然估

计值 ）

自 由度值 ）

样本量 ）

注 显 著性
”

彡 彡 各

°
□ 直辖市 省会城市 鼸普通城市 □城市周边农村 口县城 镇 ■农村 醒

■

汽车 电脑 手机 空调 电视机 冰箱 洗衣机

图 未来半年是否打算 购买 家庭耐用 品 （ 发生 比 显示 的城 乡 差异

控制 变量 ： 年收人
；
受教 育年数 ； 年 龄 ）

― 汽车购买意愿 显示 ，

— 年汽车购买 意愿存在 明 显 的城 乡

汽车拥有率模型 （ 应变 量 为
“

是 否拥有汽车
”

） 差异 。 直辖市 省会城市居 民购买意愿最强 ， 其次是

① 因手机和 电视机 巳经基本普及 ， 没有对是否有手机或 电视机进行 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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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城市居 民 ，其后 ，城市 周边农村和县城 镇 居 民 致相 同 ，但更突 出 了农村和小城镇购置需要 。 另 外 ，

购买意愿差异不大 ， 农村居 民 购买 意愿最低 。 此结 虽然年收人 、受教育年数和年龄对 年之后 电脑

果与 图 显示 的结果 （

—

年汽车拥有率增 购买意愿仍有影响 ， 但收人和教育 的影 响程度都弱

长城 乡 差异 ） 相似 。 另 外 ， 模 型分析结果还 显示 年 于 年之前 。 这说明 ， 电脑消费需求在 年

收入 、受教育年数和年龄也影响汽车购买意愿 ：经济 之前和之后有变化 ， 它不再局 限于城市居 民和 高收

收人越高 ， 购买意愿越强 ； 受教育年数越 多 ， 购买意 人 、高文化水平的人群 。

愿越强 ；年纪越轻 ， 购买意愿越强 。 （
三

） 手机购买意愿

然而 ， 汽车购买意愿模型 （ 应变量为
“

未来半年 年手机 已 在城 乡 居 民 中普及 ， 因此表 没

内是否打算 购买 汽车
”

） 得 出 的结果 与 汽车拥 有率 有列 出手机拥有率模型 ， 只是列 出手机购买意愿模

模型有很大 的差别 。 其结果显示 ， 虽然受教育水平 型 （ 应变量为
“

未来半年 内是否打算购买手机
”

） ，它

和年龄仍然影响 年之后 的汽车购买意愿 ， 但年 显示 年之后城 乡 居 民手机购买意愿 。 模型分

收人的影响却不明显 。 这说明 ， 年之前汽车消 析结果显示 （ 参见图 购买意愿最强 的是县城 镇

费受到个人收人水平的限制 ，但 年之后收入水 居 民 ， 其次是直辖市 省会城市和农村居 民 （ 两者相

平高低不再是影响人们购买意愿的关键因素 。 这一 差不太大 ） ， 而普通城市 和城市周边农村居 民 购买

方面是 由 于汽车价格 下 降 ， 许多经济型汽车 涌 人市 意愿则 明显低于前面这 个地区 的居 民 。 这一结果

场 ， 另
一方面是 由 于汽车消 费贷款盛行 ，

一些年轻人 与 图 所示较为接近 。 另 外 ， 年收人和受教育年数

尽管收人不高也能购买汽车 。 汽车购买意愿模型分 对手机购买意愿没有显著影响 ，但年龄则有影响 ，越

析结果与汽车拥有率模型最大不 同体现在城 乡 差异 年轻的人有越强 的 购买 意愿 。 这些分析结果说明 ，

方面 。 汽 车 购 买 意愿模 型 分析结 果 显示 （ 参 见 图 手机消 费不再专属 于城市 人 、 高收入 的人和 高教育

年之后汽车购买 意愿不存在城 乡 差 异 ， 大 水平 的人 ， 它是大众消 费产品 ，小城镇和农村居 民 的

城市居 民购买汽车 的意愿与普通城市 、小城镇 和农 购买意愿不低于城市 人 。 不过 ， 消 费 价格层 次肯定

村居 民没有显著差异 。 虽然 图 显示 年之后 还是有城 乡 差异 的 ， 城市人更可能购买高档 的 、 国 际

大 中城市居 民购买汽车 的意愿髙 于小城镇和农村 ， 名牌智能手机 而小城镇和农村人更可能购买价格

但汽车购买意愿模型分析结果却 显示 ， 这种城 乡 差 低廉的 、 国产智能手机 。

异是 由 于人们 的教育水平 和年龄差异所导致 ， 由 于 （ 四 ） 空调购买意愿

城市集 中 了更多高 文化水平 的 年轻人 ， 而 留 在农村 空调拥有率模 型 （ 应 变量为
“

是否拥有空 调
”

）

的人大多文化水平低 、年龄大 从而导致汽车购买需 显示 ，

— 年空调购买意愿存在 明显 的城 乡

求的城乡 差异 但是 在相同文化水平和相 同年龄条 差异 ， 直辖市 省会城市居 民购买意愿最强 ， 普通城

件下 汽车购买意愿没有城 乡 差异 。 市次之 ， 其后是县城 镇和城市周边农村 ， 购买意愿

二
） 电脑购买意愿 最低的是农村居 民 。 同时 ， 年收人 、受教育年数和年

电脑拥有率模型 （ 应变量为
“

是否拥 有 电 脑
”

） 龄都对购买意愿有影响 ， 收人越高 ， 购买意愿越强 ；

分析结果 与 汽 车拥 有率模型相 似 ， 其显示 ，

— 教育水平越高 ， 购买意愿越强 ；年纪越大 ， 购买意愿

年 电 脑购买意愿存在城 乡 差异 ， 直辖市 省会 越强 。 然而 ， 空调购买意愿模型 （ 应变量为
“

未来半

城市居 民购买意愿最强 ，其次是普通城市居 民 ，再次 年 内是否打算购买空调
”

） 显示 ， 年之后 ， 空调

是县城 镇居 民和城市周边农村居 民 农村居 民购买 购买意愿没有城 乡 差异 ， 同时 ， 收人水平对购买意愿

意愿最低 。 年收人 、受教育年数和年龄对 电脑 购买 没有影响 ， 而教育水平影响很小 。 另外 ， 年龄的作用

意愿产生显著影响 ： 经济收人越高 ， 购买意愿越强 ； 与 年前相反 ， 年纪越轻 ， 购买意愿越强 。

受教育年数越多 ， 购买意愿越强 ； 年纪越轻 ， 购 买 意 （
五

） 电视机购买意愿

愿越强 。 年 电视机在城 乡 普及 ， 因此表 也没有列

电脑购买意愿模 型 （ 应 变 量 为
“

未 来 半年 内 是 出 电视机拥有率模型 。 电 视机购买意愿模 型 （ 应变

否打算购买电脑
”

） 显示 年之后 电脑购买存在 量为
“

未来半 年 内 是否 打算 购 买 电视
”

） 显示 ，

城 乡 差异 但并非城市 居 民 购买 意愿高 于小城镇 和 年之后 ， 电视购 买意愿最强的 是县城 镇居 民 ， 其次

农村居 民 ， 与 年之前相反 ， 小城镇和农村居 民 是直辖市 省会城市 ，普通城市和农村居 民购买意愿

髙于大 中城市 （ 参见图 。 这一结果与 图 所示 大 较低 。 收人水平和教育水平对购买意愿都没有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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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 ， 只有年龄有影响 越年轻的人 ， 购买意愿越强 。 星 ） ， 而 中小城市 和农村居 民 大 多选择 国 内 厂家生

六 ） 冰箱购买意愿 产的价格低廉的智 能手机 。 然而 ， 这些手机 的功能

冰箱拥有率模型 （ 应变量为
“

是否拥 有冰箱
”

） 和外型则相差无几 。

显示 — 年冰箱购买意愿存在 明显 的城乡 家庭耐用品消 费的城 乡 鸿沟缩小 新品种电器 、

差异 ，直辖市 省会城市居 民购买意愿最强 ， 普通城 电子类家庭耐用 品 由 城市 向农村传播速度加快 ， 应

市次之 其后是县城 镇和城市周边农村 ， 购买意愿 该是最近 多年 以来政府增强农村基础建设和增

最低的是农村居 民 。 年收人和受教育年数对购买意 加农村投资所带来的直接效果 。 农村的交通 、电力 、

愿有影响 ，但年龄没有影响 。 收人越高 ， 购买意愿越 通讯等基础设施的 改善 ， 极大地推进 了 电子类家庭

强 ；教育水平越高 ， 购买意愿越强 。 然而 ， 冰箱 购买 耐用 品在农村的普及 ， 刺激 了小城镇和农村居 民 的

意愿模型 （ 应变量为
“

未来半年 内 是否打算 购 买 冰 购买欲望 。 家庭 耐用 品 决定 了 家庭 生 活 的 物质环

箱
”

）显示 年之后 ， 冰箱 购买意愿存在城 乡 差 境 ， 同 时在一定程度 上决定 了 家庭 日 常生活模式 。

异 但与 年前的城 乡 差距方 向 相反 ， 农村和县 技术先进 的家庭耐用 品 由 城市 向农村 的普及 ， 也意

城 镇居民的购买意愿高于大 中城市 。 同时 ， 收人水 味着城市生活方式 向农村的扩展 。

平和教育水平对购买意愿没有影响 ， 但在年龄方面 通过对家庭耐用 品未来购买意愿的数据分析发

有影响 ， 年纪越轻 ， 购买意愿越强 。 现 ， 购买意愿最强 的是小城市 和小城镇居 民 （ 县城

七 ） 洗衣机购买意愿 镇 ） ，这很 可 能是迅速 推进 的 城镇化带 来 的影 响 。

洗衣机拥有率模 型 （ 应 变量 为
“

是否拥有洗衣 最近 多年里 ， 县城人 口 规模增 长迅速 ，

一些小镇

机
”

） 显示 ，

— 年冰箱购买意愿存在城 乡 差 的人 口 集 中程度也有所提髙 。 其扩张的最初动力 常

异 ， 直辖市 省 会城市居 民购买意愿最强 ， 其次是普 常是 由 于县政府和镇政府征用周边农村土地 ， 开发

通城市和县城 镇农村居 民 ， 购 买意愿最低 。 同 时 ， 房地产项 目 ， 县城和镇周 边农村居 民逐渐 向 城镇集

年收人 、受教育年数和年龄对购买意愿有影响 ， 收入 中 从原来的村舍迁人楼房公寓 这一过程也意味着

越高 ， 购买意愿越强 ； 教育水平越髙 ， 购买意愿越强 ： 由传统农村生活方式转变 为城市生活 方式 ， 这一生

年纪越轻 ， 购买意愿越强 。 然而 洗衣机购买意愿模 活方式的转变刺激 了 家庭耐用 品 购买意愿 的增强 。

型 （ 应变量为
“

未来半 年 内 是 否打算 购 买洗衣机
”

） 与此 同时 ， 近年来一些 县域地 区和农村地 区 的经济

显示 ， 年之后 ， 洗衣机 购 买 意愿不存在城 乡 差 发展也导致部分农 民工返 乡 潮 流 ， 他们 中 的许多人

异 ， 同时 ， 收人水平和教育水平对购买意愿也没有影 不再像以往的返 乡 农 民工 回村建房 ， 取而代之的是

响 ， 只有年龄有影响 ， 年纪越轻 ， 购买意愿越强 。 在县城或小镇购买商品 房居住 。 另外一些长期在大

城市打工 、有一定积蓄但 又承受不 了 大城市 高 昂 房

价的农 民工 ， 也在家 乡 县城或小镇购置商品房 让其

根据 和 年全 国抽样调查数据 ， 对 比 父母和子女居住 。 另 外 世纪初 实行 的
“

撤点 并

个年度城 乡 居 民耐用 品拥有率和购买意愿 ， 发现家 校
”

教育政策——撤销农村教学点 ， 将 初 中 和 高 中

庭耐用 品消费 的城 乡 鸿沟 明 显缩小 ， 这既表现在现 学校集 中到县城或 乡 镇 ， 也导致部分农村居 民 和农

有耐用品 消 费方面 ， 同 时 更 为 突 出 地反映在耐用 品 民工家庭 出 于子女教育 的 考虑 ， 在 县城和镇里购房

未来消 费趋势方面 这说明 ， 耐用 品 消 费 的城 乡 鸿沟 置家 。 县城和镇 的 人 口 聚集效应 以 及房地产发展 ，

已经缩小 ， 而且还将进一 步缩小 。 世纪 年代 是激发 当地居 民家庭耐用品消 费的一种动力 。

和 年代 ， 家庭耐用品消费扩展 的传统模式是从大 农村居 民家庭耐用 品 购买意愿也 比较强盛 ， 在

城市启 动 ，逐步扩展到 中小城市 最后波及到农村地 控制 了年收人 、受教育年数和年龄的条件下 ，农村居

区
， 这一过程通常需要数年 ，甚至 年时间 。 然而 ， 民在上述几项家庭耐用品购买意愿上排在第 位或

目前这一扩展过程——某种新的家庭耐用品在大城 第 位 。 年家庭 耐用 品 购买 意愿分析 的 另 一

市 出现再传播到 中 小城市和农村 ， 所需时间大大缩 个有意思 的 发现是收人不再是一个重要 的影响 因

短 ， 某些耐用品甚至可 以是 同步推进 。 当然 ，城 乡 居 素 甚至对于汽车这种 昂 贵 的消费 品 ，其购买意愿也

民家庭耐用 品 消 费还是存在价格和 品 牌分层化现 不取决于收人水平 年龄才是更重要 的影响 因素 ， 年

象 ， 比如 虽然智能手机在城 乡 同 步推进 ，但在大城 轻一代拥有更强的 消 费意愿 ， 不论他们来 自 农村还

市里流行 的是价格 高 昂 的 国 际名 牌 （ 如苹果或三 是城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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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耐用 品城 乡 消 费鸿沟 的缩小 ， 说明 近年来 能购买较为廉价 的耐用 品 ， 但 由 于 中 国 的 多数人 口

农 民收人持续增长 的确 刺 激 了农村家庭 消 费 农村 生活 于小城镇和农村地 区 ， 这一群体具有 巨 大的 消

居 民家庭耐用 品 消 费意愿正 在赶上城市居 民 的 步 费潜力 。 从中可 以预测 ， 收入增长 的小城镇和农村

伐 与此同时 城镇化推进使小城市和镇逐渐成为消 居 民将会成为与城市 中 产 阶级 同 样重要 的 内 需拉

费增长的新亮点 。 尽管大多数小城镇 和农村居 民 只 动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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