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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农村居民文化消费水平的
变动历程及现状评价

栗洪伟

（河南财政税务高等专科学校 工商管理系，河南 郑州 ４５１４６４）

［摘　要］通过对近年来河南省农村居民文化消费的变动历程、变动原因、发展阶段和消费水平进
行分析发现：随着农民收入水平和文化素质的提高、闲暇时间增多和文化产品的日益丰富，农村居

民的文化消费支出逐年增加，但文化消费占其家庭总消费的比重不仅没有持续提高，相反还出现了

下降的趋势。这说明精神文化消费在河南省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中还处于次要地位，追求高质量

的家庭耐用商品仍是河南省农村居民消费的主要目标。总之，河南省农村居民文化消费还处于启

动时期，消费水平偏低，且支出很不稳定，容易受外界经济环境的影响。应大力发展农村经济，从多

角度入手，提高农村居民文化消费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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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是农业大国，河南省是农业大省，河南省农
村的文化消费状况如何，不仅反映了农村经济发展

的状况，也反映了农村居民生活的质量。改革开放

３０多年来，河南省经济实现了平稳较快发展，其生
产总值 ＧＤＰ已由改革开放之初 １９７８年的 １６２．９２
亿元增加到２０１１年的２６９３１．０３亿元，增长了１６０
多倍，经济总量稳居全国第 ５位、中西部地区第 １
位；人均ＧＤＰ由１９７８年的２３２元增加到２０１１年的
２８６６１元，农民人均纯收入由１９７８年的１０４．７１元
增加到２０１０年的６６０４元，增长了６２倍。［１］随着河
南省农村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村居民消费支出

逐年增加，消费结构不断升级，从过去只注重物质消

费逐步向追求精神文化享受发展。这对于促进农村

文化产业发展、拉动农村经济增长、提高农民文化素

质、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农村社会和谐进步具有重要

的意义。国内学术界对于文化消费的研究始于

１９８０年代初，主要是用西方理论来诠释中国问题，
因当时文化消费的主体以城市居民为主，研究的重

点也主要集中在城市居民的文化消费上，农村居民

文化消费的研究是１９９０年代后期才逐渐兴起，但研
究比较零散。本文拟通过梳理近年来河南省农村居

民文化消费的水平变动和序列变动，对其原因进行

分析，并对消费水平进行评价，以便为后期政策的跟

进奠定基础。

　　一、河南省农村居民文化消费水平

变动

　　农村居民文化消费水平是指一定时期内，农村
居民个人文化消费需求满足程度。它从量的方面揭

示农村居民文化消费水平，是反映农村居民家庭文

化消费水平高低和农村居民个人文化生活质量的综

合性指标。［２］农村居民文化消费支出是指农村居民

文化、教育、娱乐用品及服务支出。［１］本文在梳理近

年来河南省农村居民文化消费水平的变动趋势时，

主要采用改革开放以来的数据，而由于３０多年来统
计制度的不断变革，无法从１９７８年开始获得统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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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的农村居民文化消费数值，本文就以具有可比性

指标的最早年份为起点进行分析。

１．农村居民文化消费支出数额的变动
随着河南省农村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支

出不断增加，农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由 １９８０年的
１３５．５元增加到２０１１年的４３１９．９５元，增加了３０．９
倍。同时，消费结构也不断升级，人们不再满足于物

质方面的需求，对精神文化消费也表现出了强烈的

需求愿望，文化消费支出从无到有不断增长，从

１９８０年的３．８元增加到２０１１年的２７８元，提高了
７２．２倍，年均增长１２．５元。［１］虽然文化消费的支出
数额逐年增加，但各年份增加幅度并不均衡，呈现出

一定的波动性，大体上以３年为界，呈“之”字型波
动增长态势，年均增幅最高值与最低值差 ２６．２元
（见图１）。由于农村居民文化消费支出规模受价格
因素的影响，其变动趋势不一定能准确反映文化消

费水平的变化，仅能做一个大体的参考。

２．农村居民文化消费支出占消费总支出比重的
变动

１９８０—２０１０年间，河南省农村居民文化消费支
出比重呈先上升后下降的倒 Ｖ字型变化态势（见
图２），大体以 ２００３年为界分两个阶段：２００３年以
前，农村居民文化消费支出比重呈波动上升趋势，

２００３年达到峰值，占到的比重为１０７％；２００３年之
后则逐年下降，到２０１０年仅为６８％，与１９９５年持
平。近年来农村居民文化消费比重的下降似乎与消

费结构升级的趋势不符，但考虑到具体的经济环境，

图１　１９８０—２０１０年河南省农村居民文化消费支出的变动趋势

图２　１９８０—２０１０年河南省农村居民文化消费支出占总消费的比重

还是可以理解的。２００３年，国内爆发了严重的“非
典”疫情，受疫情影响，经济形势急转直下，农民增

收受到影响，在预期收入不稳的情势下，农村居民消

费保守，文化消费支出受到压缩。２００６年，河南省
在全省范围内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免除了农村初中

以下就学儿童的学杂费，这一政策的实施使农民教

育费用的支出大大降低。另外，受近年来大学生就

业难的影响，很多农村子弟希望通过上学改变命运

的期望变低，导致大量农村学生放弃读高中、大学而

选择进城打工，这也是造成农村教育支出下降的一

个重要原因。教育支出的大幅缩减，致使文化消费

支出比重下降。２００８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农民增
收再次陷入困境，在总体经济环境低迷的情况下，农

民消费变得谨慎，纷纷把有限的收入优先用来保障

基本的生产和生活需要，一些不太紧迫的文化消费

支出受到挤压。２００９年，国家为了保增长出台了一
系列刺激内需的政策措施，实行家电下乡。家电下

乡政策的出台正值河南省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

家电产品换代的时期，这又进一步挤压了农村居民

文化消费支出。因此，在宏观经济环境和各项经济

政策的综合作用下，近年来，河南省农村居民文化消

费支出比重呈下降趋势。但这仅是一种暂时现象，

从消费情况看，河南省文化消费支出还是逐年增长

的；从长远看，农村居民文化消费支出比重在经过调

整期后也必然会继续上升。河南省农村居民文化消

费比重的变化态势，一方面说明近年来外部经济环

境的不稳定、不确定性，另一方面也说明河南省农村

居民所处的消费阶段还比较低，

购买耐用消费品、改善生活状况

仍是首选，文化消费还处于启动

时期，文化消费在农村居民消费

结构中还处于次要地位，消费支

出很不稳定，容易受外界经济环

境的影响。

３．农村居民平均文化消费倾
向的变动

农村居民文化消费比重的这

一变化趋势在平均消费倾向上也

有所反映。农村居民文化消费平

均消费倾向是指文化消费支出占

居民收入的比例。［３］文化消费比

重的变化是居民消费结构变化的

反映，文化平均消费倾向的变化

是居民文化消费结构变化的反

·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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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目前，河南省农村居民文化平均消费倾向也是

呈先升后降的变化趋势。当前河南省农村居民文化

消费结构处于转型升级时期，以购买录音机、电视机

等耐用文化用品为主的消费阶段已经结束，而文化

服务消费在农村还没有启动，居民的收入主要转移

到其他耐用消费品的购买上，因此近年来文化消费

呈下降趋势。

４．农村居民文化消费增速的动态变化及与相关
经济指标增速的比较

本文主要对“十五”计划以来河南省农村居民

文化消费的增长状况与各主要经济指标进行对比

（见图３）。从各指标增速对比情况看，ＧＤＰ增速始
终保持最快的水平，宏观经济增长拉动了其他指标

的相应增长，尤其是居民收入的增长。２００３年以前
河南省农村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与经济发展并不一

致，２００３年以后，在发展成果由全民共享政策的指
引下，河南省农村居民收入稳步增长。农村居民生

活消费支出增速变化的波动相对较大，但大体仍是

围绕收入进行波动，农村居民生活消费增速的变化

与具体的经济环境和国家各种引导政策有关。文化

消费增速与各指标相比较低，２００４年以后增速变化
趋势与总的生活消费支出增速变化趋势基本一致，

这说明近年来河南省农村居民文化消费支出增长水

平随总体生活消费支出的变化逐步稳定，但仍不是

消费支出的重点，增速仍然较慢，且短期内没有突破

的迹象。

　　二、河南省农村居民文化消费序列

变动

　　人们为保持生活的延续需要消费各种不同类型
的物品和劳务，各类消费支出的比例关系，我们称之

为消费结构。消费结构是用来衡量居民消费水平和

生活质量高低的一项重要指标。根据居民消费分类

方法，可把生活消费分为８大类，即食品消费、衣着
消费、居住消费、医疗保健消费、家庭设备用品及服

务消费、文化教育娱乐用品及服务消费、交通和通讯

消费及其他商品和服务消费。［５］

随着河南省农村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规

模不断扩大，消费结构逐步升级，消费者不再满足于

基本的物质消费，更加注重改善生活环境和提高生

活品位的消费，各项消费支出的比重不断调整。食

品、衣着２项消费支出的比重不断下降，居住、家庭
设备及服务、医疗保健３项消费支出的比重波动上
升，文化消费支出的比重呈倒 Ｖ字型波动，其他商

品及服务消费比重保持大体稳定。消费结构的变化

引起文化消费比重在各项消费支出中的次序不断

变化。

由图４可知，１９８０年河南省农村居民文化消费
支出占生活消费支出的２．８％，在各项消费支出中
居第６位，高于交通通讯和其他商品及服务消费。
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农村居民收

入大幅提高，获得经济独立的农民，其文化消费支出

大幅增加，比重逐年上升。

　　１９９０年文化消费支出的比重达到 ５．１％，比
１９８０年提高了２．３个百分点，超过医疗保健消费支
出比重，在消费结构中居第５位。随着改革开放的
深入，文化产业进一步繁荣，很多外来文化产品涌进

农村文化市场，农村居民文化消费水平不断提高。

１９９２年文化消费支出比重达到６．４％，超过家
庭设备支出，在消费结构中居第４位。１９９２年邓小
平南方讲话在中国大地掀起了新一轮思想解放运

动，经济发展突飞猛进，农村居民文化消费水平持续

提高。

１９９７年文化消费支出比重达到８．１％，超过衣
着消费支出的比重，在消费结构中居第３位，仅次于
食品和居住类消费支出的比重。此后连续 ９年时
间，文化消费比重的次序均维持在第３的位置，这９
年也是我国经济发展速度较快的时期，东部沿海地

区异军突起，大批农民工外出打工，使农村居民交通

通讯消费支出迅速增长，消费结构随着经济的发展

不断发生新的变化。

２０００年文化消费支出比重达到１０％，此后呈波
动下降趋势。２００５年文化消费支出的比重为
８９％，在消费结构中居第４位。之后“三农”问题
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各种支农惠农措施不断出台，

２００６年河南省在全省范围内实行农村义务教育，农
村居民文化消费中教育消费支出的数额大幅降低，

文化消费比重不断下滑，而此时由于农村合作医疗

政策的实施，农村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初步得到缓

解，医疗保健支出迅速增长，消费结构持续变化。

２００８年文化消费支出比重降到７．０％，相当于
１９９３—１９９４年的水平，又被医疗保健消费比重超
越，在消费结构中降到第５位。２００８年第４季度全
球范围内爆发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受此影响，我国经

济形势急转直下，为了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势头，

国家连续出台了一系列刺激内需的政策，尤其是加

大了对农村消费需求的启动力度，一系列刺激农村

消费的政策措施陆续出台，如家电下乡、农机补贴

·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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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十五”以来河南省农村居民文化消费增速
与相关经济指标增速变化

图４　１９８０—２０１０年河南省农村居民文化消费比重变化情况

等，在这些消费政策的引导下，农民消费支出开始向

耐用消费品倾斜，其消费比重也持续走高，文化消费

支出受到进一步的压缩。

２０１０年文化消费支出比重仅为６．９％，低于家
庭设备及服务消费比重０．１个百分点，在消费结构
中居第７位，仅高于其他商品与服务类消费的比重。

河南省农村居民文化消费比重及次序的变

化，说明虽然农村精神文化消费需求增强，但是现

阶段仍然不是农民生活消费的主流，追求高质量

的家庭耐用商品、进一步改善生活环境，仍是农村

居民消费的主要目标；加之国家消费政策的引导，

河南省农村居民文化消费比重及结构次序呈现倒

Ｖ字型变化。总之，文化消费比重次序的变化是
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特征及我国宏观经济环境共同

作用的结果。

　　三、河南省农村居民文化消费发展

阶段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河南省农民文化消费支出
不断增长，但受具体经济环境的影响，各阶段文化消

费增长的速度并不平衡，部分年份的波动幅度还比

较大，根据文化消费增长趋势，我们把河南省农村居

民文化消费发展的历程分为４个阶段。

１．第一阶段（１９７９—１９９１）：
低速增长期

改革开放拉开了农村经济

体制改革的大幕。河南省农村

居民生产的积极性也空前高涨，

农民收入显著提高，长期压抑的

精神文化需求得到释放，但此时

仍处于改革发展的初期，虽然收

入水平不断提高，但是总体经济

能力仍然不足，购买急需的耐用

消费品、改善家居生活环境仍是

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重点，因此

能够用于文化消费支出的资金

并不宽裕，此时文化消费呈现出

低水平、低速度的特点。

２．第二阶段（１９９２—１９９６）：
高速增长期

１９９２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为
中国的改革注入了新的活力，中

国走向了全面开放的时代，大批

资金的涌入，使东部沿海地区率

先崛起。强劲的发展势头也给农民增收提供了新的

途径，河南省大量农民外出打工，农民非农收入急剧

增长，为农村居民文化消费积累了强大的物质基础。

同时，日益繁荣的文化产品市场使可供消费的文化

产品日益增多，各种电视机、录音机等文化娱乐产品

纷纷走进农村居民家庭。这一时期文化消费呈高速

增长的态势，年均增速达到７．１％。
３．第三阶段（１９９７—２００５）：稳定增长时期
此阶段，由于我国经济发展较为平稳，河南省农

村居民生活所需要的各种家用必备的文化娱乐产品

基本普及，由于这些产品均属耐用消费品，短时间内

没有更新的必要，而收入水平的限制使农村居民仍

然无法消费一些高档的文化产品。此时的文化消费

支出主要体现在文化服务方面，因此文化消费总体

增长势头有所减缓，呈现平稳增长的态势，年均增速

为４．０％。
４．第四阶段（２００６—２０１０）：起伏时期
受外部经济环境和国家刺激消费政策的影

响，河南省农村居民文化消费增速波动较大，增速

最高的２００６年达到７．８％，而增速最低的２００８年
仅为０．９％。文化消费增速的大幅度波动，说明河
南省农村居民还处于以物质消费为主的阶段，文

化消费在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中仍处于次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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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外部经济环境或者宏观政策的变化需要农村

居民改变支出结构时，首先受到压缩的就是文化

消费支出。

　　四、河南省农村居民文化消费水平

提高的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文化消费
支出逐步增加，河南省农村居民文化消费水平的提

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１．收入水平提高，文化消费的经济能力增强
只有基本的、低层次消费需求得到充分满足，农

村居民的精神文化需求才能得到释放。［６］收入是消

费的前提和基础，据统计，河南省１９７８年农民人均
纯收入仅为１０４．７１元，２０００年达到１９８５．８２元，接
近２０００元，而２０１１年超过５０００元，达６６０４．０３
元，增幅为 １２％，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０．１个百分
点。［１］自“八五”计划以来，年均增速大体呈加速发

展的态势，“八五”时期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

速为３．１％，“九五”时期为 ５．８％，“十五”时期为
７５％，“十一五”时期为１０．１％，收入的快速增长使
农村居民有更多的财力用于精神文化消费，为文化

消费支出奠定了物质基础。

２．文化素质提高，文化产品欣赏能力增强
文化消费不同于物质消费，物质消费是只要拥

有就能消费，而文化产品一般属于智能产品，对文化

产品的赏析、消化、吸收均需要一定知识、阅历。文

化程度越高，对文化产品的理解能力越强，对文化产

品的需求欲望也就越强烈。据统计，河南省每百个

劳动力中具有小学文化程度者从２０００年的２３．３人
减少到２０１１年的１６．９人，同期，具有初中文化程度
者从５７．６人增加到６０．８人，具有高中文化程度者
从１１０人增加到１２．１人，具有中专文化程度者从
１．７人增加到２．４人，具有大专文化程度者从０．４
人增加到２．６人。［１］河南省农村居民教育文化程度
的提高，使农村居民文化消费能力不断增强，其对文

化需求的愿望更加迫切，尤其是书报、音像制品等休

闲娱乐产品。

３．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闲暇时间增多
拥有充分的闲暇时间是进行精神文化消费的必

要条件，如果农民深陷繁重的农业劳动之中，就没有

精神也没有心情进行文化消费。近年来，随着科技

水平的提高，农业生产条件大大改善，河南省农村大

部分地区实现了机械化作业，现代化的农业生产方

式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效率，节约了劳动时间。据

统计，河南省 ２０１１年农村拥有农业机械总动力
１０５１５．７９万千瓦，是１９８０年的８．９倍；大中型拖拉
机３１．０７万台，是 １９８０年的 ５．２倍；小型拖拉机
３７２１．７０万台，是１９８０年的３３．５倍；大中型拖拉机
配套农机具７３．２０万部，是１９８０年的９．９倍；小型
拖拉机配套农机具６７３．４６万部，是１９８０年的１４１
倍；联合收割机１５７７３８台，是１９８０年的１９７倍。［１］

农村居民闲暇时间的增多提高了农民追求精神生活

的欲望，推动了农村居民文化消费的增长。

４．科技水平提高，文化产品日益丰富
近年来，信息化的加速发展和技术的不断进步

对文化产品产生了深刻影响，文化产品的内容更加

丰富，价格不断降低。录音机、电视机、影碟机不断

普及，其他各种数字产品、信息产品也陆续走进普通

农户家庭。据统计，河南省农村每百户居民拥有彩

色电视机从 ２０００年的 ３８．２１台增加到 ２０１１年的
１１０．７１台，同期，摄像机从０．０５台增加到０．６２台，
影碟机从５．５台增加到１８５２台，照相机从１．２９台
增加到２３３台，中高档乐器从０台增加到０．３８台，
各项文化娱乐用品均呈递增趋势；并且，随着互联网

技术的日益发展，家用电脑也陆续走入农村家庭，河

南省农村居民每百户拥有家用电脑从 ２０００年的
００７台增加到２０１１年的１６．１９台，有不少还接入
了互联网，占总数的７４％。［１］农村家用文化娱乐产
品的日益普及，丰富了农民文化生活的内容，也增强

了对相关文化产品的需求，推动农村居民文化消费

需求不断增长。

　　五、河南省农村居民文化消费水平

评价

　　以上从纵向角度对改革开放以来文化消费的演
进趋势进行了分析，为梳理和研究文化消费的阶段

性变动特征提供了参考，但如果要全面评价河南省

农村的文化消费支出水平，还必须从横向角度对文

化消费支出的增长与居民收入水平进行比较，看其

是否与收入水平相适应。

１．消费水平的三种模式和评价标准
根据消费水平与居民收入水平的相适应程度，

一般将消费水平分为三种模式：一是同步性消费模

式，指以量入为出为准则，消费支出水平随收入水平

的变动而变动的消费模式。这种消费一般出现在经

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北京、上海、深圳等地的中层

白领多属于这种消费模式。二是滞后性消费模式，

指消费水平的增长落后于收入水平的增长，消费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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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比较谨慎，储蓄倾向比较严重的消费模式。此种

消费模式更多出现在农村或者落后地区，另外，一些

经历过穷苦生活的老年人，防卫性储蓄倾向比较严

重，消费支出较为保守，一般也属于这种消费模式。

三是早熟型消费模式，指消费水平的增长速度高于

收入水平，消费态度比较前卫，对生活缺乏远虑，主

张及时享受的消费模式。一些“月光族”或者寅吃

卯粮的年轻人就属于此类消费模式。

我们以居民消费水平指数／居民收入指数为标
准，定义为 Ｑ值。［８］若 Ｑ＞１，说明消费水平的增长
快于居民收入的增长；Ｑ＝１，说明消费水平的增长
等于居民收入的增长；Ｑ＜１，说明消费水平的增长
低于居民收入的增长。由于消费具有累积性，其波

动变化并不与收入水平完全一致，比如经过几年的

积累，某一年购买了大件耐用消费品，其消费支出就

会大幅增加，因此仅以Ｑ值的大小来简单判断消费
处于何种模式，是不恰当的。本文以５年为期，取其
平均增速作为判断标准。

２．河南省农村居民文化消费模式评价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计算了部分年份河南省居

民收入及文化消费支出年均指数的 Ｑ值。由于
１９９０年以前缺乏连续年份的文化消费支出指数，仅
可查到部分年份，因此下面的分析从 １９９１年开始
计算。

从测算结构看，仅１９９１—１９９５年，即“八五”期
间，河南省农村居民文化消费的年均增速超过居民

收入，其他年份均低于收入的增长水平。“八五”期

间的Ｑ值仅是１．００４，比１略高。这些年份正是农
村居民改善家庭环境，购买大件耐用消费品的阶段，

而其他年份则对农村居民的文化消费模式更有参考

价值。综合来看，农村居民的文化消费支出属于滞

后的消费模式，文化消费支出仍然不是农村居民的

消费主流，收入总是被优先分配到其他更为紧迫的

方面，这就是当前河南省农村居民文化消费的模

式特征。

３．河南省农村居民文化消费支出的特点
（１）农村居民文化消费水平偏低。
当前河南省农村居民文化消费支出总体还处于

较低的水平，２０１０年河南省农村人均文化消费支出
仅为２３４．０１元，比全国平均水平低１０６．５５元，还不
到北京市的１／４。不但文化消费支出总量偏低，文
化消费占生活消费的比重也比较低。根据钱纳里的

理论，当人均ＧＤＰ达到３０００美元时，居民文化消费
支出应该占到总支出的２３％。［９］目前河南省居民人

均ＧＤＰ水平已超过３０００美元，但文化消费支出比
重仅为７．８１％，与国际标准相比还有很大差距，比
全国平均水平低１．９１个百分点，仅相当于江苏省的
１／２，农村居民文化消费支出更低。

农村居民文化消费水平偏低，导致其对经济的

拉动作用微弱。我们根据《河南统计年鉴》提供的

数据，对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河南省农村居民文化消费对
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进行了计算，结果显示：虽然随着

农村居民文化消费水平的增加，其对经济发展的促

进作用不断增强，但是２０１０年贡献率仅为１．３６％，
还不能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农村居民文

化消费需求不足，导致大多数农村地区的文化产业

发展水平较低，仍然处于萌芽阶段。个体农户仍是

主要的经营主体，文化产业尚处于小型化、分散化的

经营阶段，规模化、市场化程度低，产品生产主要依

靠传统技术和手工作坊为主，技术含量低，影响力

有限。

（２）农村居民文化消费发展不平衡。
一是高低收入群体文化消费差距悬殊。河南省

农村不同收入群体的文化消费水平差距悬殊。２０１０
年河南省农村低收入群体人均文化消费支出为

１３９．０４元，仅相当于高收入群体的１／３左右。虽然
不同收入群体的文化消费支出水平差距较大，但是

其文化消费比重却比较接近。２０１０年河南省农村
高收入群体文化消费占生活消费的比重为７．１％，
比低收入群体仅高１．７个百分点，比中等收入、中高
收入群体还低０．２个、０．６个百分点。［１０］不同收入群
体文化消费比重的相近性特点说明，当下对各种不

同收入群体的农村居民来说，文化消费均不是其消

费的主体，文化消费内容也均以耐用产品为主。

二是城乡文化消费差距不断扩大。河南省城乡

文化消费支出差距呈扩大趋势，１９８０年河南省城乡
文化消费支出水平相差仅为１７元，到２０１０年扩大
到８８７元，城市文化消费支出水平是农村的３．５倍。
虽然城乡文化消费支出水平不断扩大，但是其文化

消费支出比重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２００３年之前基
本呈波动上升的趋势，２００３年之后则不断下降。城
乡文化消费支出的比重一度非常接近，这主要是与

城乡居民所处的不同文化消费阶段相关。农村居民

文化消费正处于耐用消费品的升级换代期，因此，文

化消费支出必然会占有一定的份额，而城镇居民基

本的文化娱乐用品购置俱全，其文化消费支出更倾

向于服务方面，加之房价、教育、医疗改革不够彻底，

这方面的消费占用大量资金，使城镇居民也不敢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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胆消费。２００３年城乡文化消费支出比重的下滑，说
明近年来不稳定的经济环境对各阶层居民的消费支

出均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人们首先考虑压缩不紧迫

的文化消费支出。

三是地区之间文化消费水平发展不平衡。河南

省农村居民文化消费呈现出明显的地区发展不平衡

性，２０１０年河南省农村人均文化消费支出水平最高
的新乡市为６６１元，而最低的周口市仅为１７９元，还
不到新乡市的１／３。通过比较各省辖市２０１０年农
村居民文化消费的数据发现，各地区文化消费支出

水平的高低与居民收入水平并不完全一致，如２０１０
年农村人均纯收入最高的郑州市文化消费支出仅为

３８２元，在各省辖市中排名第４位。而文化消费支
出水平较高的新乡和洛阳两个地区，其农村人均收

入水平却仅分别排在第８位和第１０位。从文化消
费的支出比重看，也可以发现这一问题，农村人均纯

收入居全省第２位的济源市，其文化消费支出比重
仅居全省第７位。文化消费支出比重居全省第３位
的濮阳市，其农村人均纯收入仅居全省第１５位。农
村居民文化消费水平与收入水平的不一致，说明当

前影响河南省农村居民文化消费支出的因素，除收

入水平外，还受地理环境、思想观念、文化传统等因

素的影响。

　　六、结论

通过农民文化消费水平的变动历程、变动原因

及现状评价等方面对河南省农村居民文化消费水平

进行分析，结果显示：随着农民收入水平和文化素质

的提高、闲暇时间的增多和文化产品的日益丰富，河

南省农村居民文化消费支出逐年增加，但文化消费

的比重并没有持续提高，近年来在宏观经济环境和

各项经济政策的作用下还出现了下降的趋势。这说

明虽然河南省农村居民精神文化消费需求不断增

强，但现阶段仍然不是农民生活消费的主流，在消费

结构中还处于次要地位，河南省农村居民消费还处

于以物质消费为主的阶段；追求高质量的家庭耐用

商品，进一步改善生活环境，仍是农村居民消费的主

要目标，文化消费还处于启动时期，消费水平偏低，

且支出很不稳定，容易受外界经济环境的影响。因

此，应着力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提高他们

的预期和货币能力，激发他们的消费欲望；同时加大

农村文化设施和网络服务的投入，改善农民文化消

费需求的物质基础，丰富农村文化产品供给；加强宣

传引导，提高农村居民的文化消费能力和文化鉴赏

水平，促使人们树立正确的文化消费观和消费习惯，

从而最终把潜在需求转化为现实的购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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