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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研究

新型城镇化对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影响，对于畅通国内大循环和实现经济

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将新型城镇化分为人口新型城镇化、经济新

型城镇化、空间新型城镇化、环境新型城镇化、社会新型城镇化５种类型，并以
食品、衣着、居住、家庭设备、交通通信、文教娱乐、医疗保障和其他商品服务８
个指标代表农村居民消费结构。运用灰色关联度分析法分析每种类型的新型

城镇化与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关联度，同时运用ＬＡＡＩＤＳ拓展模型分析新型城
镇化与每一种消费类型的关系，从而研究中国的新型城镇化对农村居民消费结

构升级的影响，结果表明：交通通信、食品和医疗保障的消费整体来说与新型城

镇化的关联度最高，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新型城镇化应当会使农村居民持续减

少生存资料的消费，增加发展资料和享受资料的消费，逐渐实现消费结构的转

型升级。

·４５·



姚树荣，等：新型城镇化对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影响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一直致力于提升

居民的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同时不断提升社

会治理能力，“新型城镇化”这一理念的提出便

是其中的一项代表性议题。新型城镇化，顾名

思义，重点在于“新型”二字。与旧有的只追求

数量和规模的人口城镇化相比，新型城镇化是

一种更追求质量和效益的经济发展模式，旨在

协调城乡之间的发展关系，逐步形成以国内大

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

展格局［１］。４０多年来的发展历程表明：旧有的

城镇化模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全国的城

镇化率，增加了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但是在此

过程中也产生了诸如交通拥堵、住房紧张、水资

源浪费、生活环境恶化等一系列的“城市病”。

为此，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特别在 ２０１９年和

２０２０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走出一条既

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和地区，也不同于传统发

展老路的城乡协调发展、城乡共同繁荣的新型

城镇化道路。如果说旧有的城镇化模式属于粗

放型经济增长方式，那么新型城镇化无疑是一

种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２］。作为新型城镇化过

程中的主体，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动与之息

息相关。新型城镇化与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关

联度如何，前者对后者的哪些方面具有显著的

影响，以及如何调整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使之

更好地适应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等，这些

问题都有待于通过实证分析进一步探索。

　　一、文献综述

　　关于研究对象，当前学界对于新型城镇化

和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研究尚处于发展阶段，

与之相关的文献资料大都停留在人口城镇化如

何影响农村居民消费结构上。李学臖［３］指出，

人口城镇化对各类商品均有正向影响，但对部

分商品的消费率影响显著，而对其他商品的消

费率影响并不显著。类似的结论同样出现在

Ｂ．Ｈｕａ等［４］对中国农村消费者行为的概率分析

的实证研究中。

关于研究方法，目前已有学者采用量化模

型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实证分析，其中灰色预测

模型、ＡＩＤＳ模型和门槛回归模型被使用的次数

最多，这一点在张荣等［５］对苏北农村居民消费

结构的分析、蔡兴等［６］对我国人口结构变动和

消费结构变动之间关系的研究、张翔［７］对中部

地区新型城镇化水平对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影

响的研究中能够体现出来。此外，也有部分学

者对 ＡＩＤＳ模型进行了一定的改良和升级。例

如，马慧芳等［８］基于 ＬＡＡＩＤＳ拓展模型分析了

新疆新型城镇化对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影响；

Ｓ．Ｆａｎ等［９］则采用两阶段 ＬＥＳＡＩＤＳ模型分析

了中国农村地区的家庭需求。

在指标数据的选取上，大多数学者将新型

城镇化一级指标按人口、经济、空间、环境、社会

分为５种类型的二级指标，每种类型的指标均

使用一定的公式进行量化，而对消费结构则以

食品、衣着、居住、家庭设备、交通通信、医疗保

障、文教娱乐和其他商品服务８个指标来表示。

赵纲［１０］在对新型城镇化与我国居民消费升级

协调发展的动态演变的研究中使用了此种分

类。徐成龙等［１１］在对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城镇

可持续发展的内涵解析与差异化特征的探讨中

也同样采用了这一做法。薛军民等［１２］结合恩

格尔系数分析了上海市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升

级问题［１２］。此外，刘根荣等［１３－１４］不仅从新型

城镇化的角度，也从乡村振兴、电子商务等多个

角度考察了影响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和消费水平

的各种因素。

综上所述，目前大多数研究尚局限于典型

的人口城镇化对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影响上，

对新型城镇化与农村居民消费结构之间关系的

研究较少。鉴于此，本文首先将研究对象拓展

到新型城镇化涉及的人口、经济、空间、环境、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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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５种类型（它们的内涵分别是高素质人口的

流动、经济发展质量的提高、城市新增建设用地

的集约利用、城市绿化和污染处理水平的提高、

医疗和社会保障的完善）；然后运用灰色关联

度分析法分别研究它们与８种消费类型的关联

程度，以考察我国的新型城镇化与农村居民消

费结构之间的关联程度，同时辅之以 ＬＡＡＩＤＳ

拓展模型，以分析５种类型的新型城镇化分别

对８种消费类型的影响程度；最后就研究结论

给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希望能对推进新型城镇

化有所裨益。

　　二、研究方法

　　为了考察５种类型的新型城镇化与农村居

民消费结构之间的关联程度，本文采用统计预

测与决策中的灰色关联度预测方法。灰色关联

度预测就是首先将已知的原始数据按照一定的

方式生成序列，其次按照微分方程的原理对序

列进行处理，最后预测系统未来的状态和发展趋

势。该方法为系统的发展状态提供了一种量化

的度量方式，通过比较不同系统之间的关联度来

衡量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程度［１５］。在信息有限

的条件下，采用这种预测方法可以尽可能准确地

衡量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程度，从而判断哪些

类型的新型城镇化与农村居民消费结构之间的

关系更为密切，以便为后续的分析提供依据。

１．灰色关联度预测的具体步骤

（１）确定指标

人口新型城镇化记为Ｘ０
１（ｋ）、经济新型城

镇化记为 Ｘ０
２（ｋ）、空间新型城镇化记为 Ｘ０

３

（ｋ）、环境新型城镇化记为Ｘ０
４（ｋ）、社会新型城

镇化记为Ｘ０
５（ｋ）。食品支出记为 Ｘ１（ｋ）、衣着

支出记为Ｘ２（ｋ）、居住支出记为 Ｘ３（ｋ）、家庭设

备支出记为Ｘ４（ｋ）、交通通信支出记为 Ｘ５（ｋ）、

医疗保障支出记为 Ｘ６（ｋ）、文教娱乐支出记为

Ｘ７（ｋ）、其他商品服务支出记为 Ｘ８（ｋ），其中，ｋ

代表年份。

（２）初始化原始数据

Ｙ０
ｉ＝
Ｘ０
ｉ（２０００）

Ｘ０
ｉ（２０００）

，…，
Ｘ０
ｉ（２０１９）

Ｘ０
ｉ（２０００{ }） ＝

｛Ｙ０
ｉ（１），…，Ｙ０

ｉ（２０）｝　ｉ＝１，２，３，４，５

Ｙｊ＝
Ｘｊ（２０００）
Ｘｊ（２０００）

，…，
Ｘｊ（２０１９）
Ｘｊ（２０００{ }） ＝

｛Ｙｊ（１），…，Ｙｊ（２０）｝　ｊ＝１，２，３，４，５，６，７，８

（３）求关联系数

ηｉｊ（ｋ）＝

ｍｉｎｍｉｎＹ０
ｉ（ｋ）－Ｙｊ（ｋ） ＋ρｍａｘｍａｘＹ０

ｉ（ｋ）－Ｙｊ（ｋ）
Ｙ０
ｉ（ｋ）－Ｙｊ（ｋ） ＋ρｍａｘｍａｘＹ０

ｉ（ｋ）－Ｙｊ（ｋ）

其中，ρ为分辨系数，取值为０．５。

（４）求关联度

ｒ＝１ｎ∑η（ｋ）
当ｒ＝０时为无关联，当０＜ｒ≤０．３５时为

弱关联，当 ０．３５＜ｒ≤ ０．６５时为中关联，当

０６５＜ｒ≤０．８５时为较强关联，当０．８５＜ｒ＜１

时为强关联，当ｒ＝１时为完全的函数关系。

２．数据来源

选取２０００—２０１９年的全国高校在校生数／

城镇人口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建成区

面积／城镇人口数、绿地面积／城镇人口数、教育

支出／城镇人口数分别作为５种类型新型城镇

化的衡量指标。选取２０００—２０１９年的农村居

民食品、衣着、居住、家庭设备、交通通信、医疗

保障、文教娱乐和其他商品服务的消费支出分

别占总消费支出的比重作为消费结构的衡量指

标。根据马斯洛需要层次论，食品、衣着、居住

属于生存资料，家庭设备、交通通信、医疗保障

属于发展资料，文教娱乐属于享受资料，这样划

分不仅能标明指标的属性，也便于后续的考察

分析。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国统

计年鉴》。

３．研究结果

将数据代入计算，得到新型城镇化与农村

·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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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消费结构之间关联度的实证分析结果（见

表１）。

由表１可知，人口新型城镇化与各项消费

的关联度均介于０．３５～０．６５之间，为中关联。

经济新型城镇化与各项消费的关联度均非常接

近０．６５，其中交通通信与之的关联度达到了

０．６９，为较强关联，其他各项消费与之的关联度

也近似于较强关联。空间新型城镇化与交通通

信的关联度达到了０．７１，为较强关联；其他各

项消费与之的关联度均在 ０．５～０．６，为中关

联。环境新型城镇化与食品、医疗保障和其他

商品服务的关联度最强，均大于或等于０．８，且

十分接近０．８５，近似于强关联；家庭设备和居

住与之的关联度分别为０．７３和０．７０，属于较强

关联；文教娱乐与之的关联度接近０．６５，近似

于较强关联；而衣着和交通通信与之的关联度

最低，属于中关联。社会新型城镇化与各项消费

的关联度比较接近，多在０．６左右，介于中关联

与较强关联之间，其中与交通通信的关联度达到

了０．６７，为较强关联，而其他均属于中关联。综

合来看，各项消费与所有新型城镇化的平均关联

度排序为：交通通信＞食品＞医疗保障＞其他＞

居住＞文教娱乐＞家庭设备＞衣着。

４．结果分析

由上文的研究结果可以得知，与新型城镇

化平均关联度最高的３项消费指标分别为交通

通信、食品和医疗保障。具体来看，随着新型城

镇化的推进，越来越多的农民转化为城市居民，

越来越多的农村土地转化为城市土地。这一过

程中出现的最明显的变化之一就是居民的通勤

时间和通勤成本上升，因而居民交通通信的消

费支出与新型城镇化的关联度比较大。其次，

随着生活节奏的逐渐加快和对饮食享受与多样

性需求的增加，城市居民对食品消费的方式和

种类与原来相比也大大增加，因此除交通通信

外，食品消费与新型城镇化的关联度也非常高。

再次，由于现代城市居民与原来相比更加看重

健康和养生，所以，医疗保障的消费与新型城镇

化的关联度同样很高。

　　三、ＬＡＡＩＤＳ拓展模型

　　在对新型城镇化各项指标与农村居民消费

结构的关联度进行分析之后，下面采用 Ｄｅａｔｏｎ

提出的 ＬＡＡＩＤＳ模型对前者如何影响后者进

行分析。在总结出两者关联度的基础上，进一

步分析前者对后者的影响程度，不仅能验证之

前使用的分析方法的准确性，同时能更具体地

说明不同类型的新型城镇化对农村居民消费结

构中不同指标的变化会产生正向或负向以及多

大程度的影响。此外，该模型与前一种分析方

法的内在联系在于：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在找出

新型城镇化与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关联度的基础

之上再说明其对后者有多大的影响会使结论更

具说服力；后者是对前者的拓展延伸，仅仅说明

新型城镇化与农村居民消费结构之间的关联度

不能解释本次研究的核心问题，需要更进一步

地找出前者对后者具有多大的影响程度。ＬＡ

ＡＩＤＳ模型是在ＡＩＤＳ模型基础上进行的一种改

表１　新型城镇化与农村居民消费结构之间的关联度

新型城镇

化类型

农村居民消费结构

食品 衣着 居住 家庭设备 交通通信 医疗保障 文教娱乐 其他

人口新型城镇化 ０．４７ ０．４６ ０．４９ ０．４４ ０．５７ ０．４８ ０．５８ ０．４８
经济新型城镇化 ０．６３ ０．６４ ０．６３ ０．６３ ０．６９ ０．６２ ０．６４ ０．６２
空间新型城镇化 ０．５３ ０．５２ ０．５９ ０．５１ ０．７１ ０．５４ ０．５５ ０．５１
环境新型城镇化 ０．８３ ０．４１ ０．７０ ０．７３ ０．５８ ０．８０ ０．６２ ０．８２
社会新型城镇化 ０．６１ ０．６２ ０．６１ ０．６１ ０．６７ ０．６０ ０．６２ ０．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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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和升级，通过将非线性系统转化为线性系统，

用函数的方式近似求解出各项消费与价格水

平、总消费支出等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从而分

析前者是如何受后者影响的一种模型。

１．模型构建
ＬＡＡＩＤＳ拓展模型的数学表达式为：

ｄωｉ＝αｉ＋∑
ｎ

ｊ＝１
γｉｊｄｌｎｐｉ＋βｉｄｌｎＸ＋λ１ｄＵ１＋

λ２ｄＵ２＋λ３ｄＵ３＋λ４ｄＵ４＋λ５ｄＵ５＋μｉ
其中，ωｉ代表第ｉ项消费占总消费支出的比重，
ｐｉ代表第ｉ项消费的价格指数，Ｘ代表消费总支
出；Ｕ１、Ｕ２、Ｕ３、Ｕ４、Ｕ５分别代表人口新型城镇
化、经济新型城镇化、空间新型城镇化、环境新

型城镇化和社会新型城镇化，指标构造和取值

同前文，且已经过对数化处理；ｎ＝２０。数据来
源于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国统计年鉴》。

２．单位根检验
对每组数据进行ＡＤＦ单位根检验，检验结

果见表２。
经检验发现，人口新型城镇化和其他消费

表２　各项指标的ＡＤＦ单位根检验结果

指标 检验结果 临界值 显著性

Ｕ２ －４．０８２４ －２．７１７５ 
Ｕ３ －３．４０６２ －２．７０８１ 
Ｕ４ －５．３４９５ －２．７５５０ 
Ｕ５ －４．４９７５ －２．７１７５ 
ω１ －３．６６３６ －２．６９２４ 
ω２ －５．２５８７ －２．６９９８ 
ω３ －６．３７１２ －２．６９９８ 
ω４ －６．２３８９ －２．６９９８ 
ω５ －４．４５７６ －２．６９９８ 
ω６ －５．６０７７ －２．６９９８ 
ω７ －２．３５１８ －２．６９９８ 
ｌｎｐ１ －７．１７３９ －２．７０８１ 
ｌｎｐ２ －３．１５２９ －２．６９９８ 
ｌｎｐ３ －５．４４６７ －２．７０８１ 
ｌｎｐ４ －３．８１４７ －２．６９９８ 
ｌｎｐ５ －４．１３２４ －２．７０８１ 
ｌｎｐ６ －１４．８７７５ －２．６９９８ 
ｌｎｐ７ －４．１１７７ －２．６９９８ 
ｌｎＸ －３．８４５０ －４．５７１６ 

　　注：、、分别代表１０％、５％、１％的显著性
水平，下同

支出这两项指标是不平稳的，因此将其剔除。

所有指标中除医疗保障比重和总消费支出在

５％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其余指标均在

１％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了检验。这说明所选

取的数据是平稳的。

３．协整检验

运用ＥｎｇｌｅＧｒａｎｇｅｒ两步法进行检验，检验

结果见表３。

表３　各项指标的协整检验结果

指标 检验结果 临界值 显著性

ｄｌｎｐ１；ｄｌｎＸ；ｄＵ２；ｄＵ３；ｄＵ４；ｄＵ５；ｄω１－４．３９０６－２．７０８１
ｄｌｎｐ２；ｄｌｎＸ；ｄＵ２；ｄＵ３；ｄＵ４；ｄＵ５；ｄω２－５．９５２４－２．７０８１
ｄｌｎｐ３；ｄｌｎＸ；ｄＵ２；ｄＵ３；ｄＵ４；ｄＵ５；ｄω３－５．３２６８－２．６９９８
ｄｌｎｐ４；ｄｌｎＸ；ｄＵ２；ｄＵ３；ｄＵ４；ｄＵ５；ｄω４－５．６８４４－２．７０８１
ｄｌｎｐ５；ｄｌｎＸ；ｄＵ２；ｄＵ３；ｄＵ４；ｄＵ５；ｄω５－５．７７０３－２．６９９８
ｄｌｎｐ６；ｄｌｎＸ；ｄＵ２；ｄＵ３；ｄＵ４；ｄＵ５；ｄω６－４．９７００－２．６９９８
ｄｌｎｐ７；ｄｌｎＸ；ｄＵ２；ｄＵ３；ｄＵ４；ｄＵ５；ｄω７－３．８８７０－２．６９９８

由表３可知，以上方程的残差序列均通过

了１％显著性水平下的协整检验，这说明所有

变量联合起来在长期内存在稳定的关系。

４．参数回归结果

通过 ＯＬＳ法将数据代入 ＬＡＡＩＤＳ拓展模

型，得到 ＬＡＡＩＤＳ拓展模型参数回归结果（见

表４）。

５．统计意义检验

统计意义检验结果见表５。

（１）ｔ检验：给定显著性水平 α＝０．１，相应

的临界值ｔ ＝１．７２５，由表中测定的结果可知，

所有解释变量均在９０％的置信水平上通过了 ｔ

检验。

（２）Ｆ检验：给定显著性水平 α＝０．０１，相

应的临界值Ｆ ＝２．９３８，由表中测定的结果可

知，所有解释变量都在９９％的置信水平上通过

了Ｆ检验。

（３）拟合优度检验：由表中测定的结果可

知，所有变量修正后的拟合优度都在０．７５００

以上，其中，衣着ω２、居住ω３和家庭设备ω４的

·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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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ＬＡＡＩＤＳ拓展模型参数回归结果

指标 ω１ ω２ ω３ ω４ ω５ ω６ ω７
ｄｌｎｐ１ １３．９２５０
ｄｌｎｐ２ －０．６９５４
ｄｌｎｐ３ －１３．１２６４
ｄｌｎｐ４ －０．８８７８
ｄｌｎｐ５ ２．１０４０
ｄｌｎｐ６ －０．４０７４
ｄｌｎｐ７ －２．２３２７
ｄｌｎｐＸ ０．９１３５ －１．６８１０ １２．１４３７ －１．０２６４ －３．４１５７ －８．１９４７ ２．８５７９
ｄＵ２ －０．０１７９ －３．０２０５ －０．０２５９ ０．０１９３ －１．９８０５ ０．０４４７ －８．４７０５
ｄＵ３ ３．８５０７ １．６８０５ －６．４２０５ １．２２０５ １．６１０５ １．２００５ －３．２６０７
ｄＵ４ －７．２９０８ －８．３００８ ６．６７０７ －９．７７０８ －１．９８０７ －１．２８０７ ３．６７０８
ｄＵ５ ９．０５０９ ４．８１０９ －９．１５０９ －４．３６０９ －５．８２０９ －６．９３０９ ４．４５０９

表５　统计意义检验结果

指标 ω１ ω２ ω３ ω４ ω５ ω６ ω７
ｄｌｎｐ１（ｔ） ２．８０８７
ｄｌｎｐ２（ｔ） ２．０４７２
ｄｌｎｐ３（ｔ） ２．５４５０
ｄｌｎｐ４（ｔ） ２．０５７６
ｄｌｎｐ５（ｔ） ２．１１１１
ｄｌｎｐ６（ｔ） ２．０２４６
ｄｌｎｐ７（ｔ） ３．３６１８
ｄｌｎＸ（ｔ） ２．１２１９ ２．４６９７ ３．５４１６ ２．２３１４ ３．４０５３ ３．６４５４ ２．２６０４
ｄＵ２（ｔ） ３．３５２５ ３．１２５０ ２．１７０８ ３．６７６４ ２．０３６２ ３．５２０９ ３．５３３１
ｄＵ３（ｔ） ２．０１８４ ２．５２００ ２．０２７１ ２．０１４７ ３．７２１７ ３．３３８６ ２．０５２１
ｄＵ４（ｔ） ３．３７３９ ４．８９６２ ２．１４７９ ３．８６３６ ３．９０５０ ３．３９０３ ３．６４６０
ｄＵ５（ｔ） ２．５８１１ ４．６４０３ ２．１９８１ ２．４９３４ ３．３１９２ ２．２６６０ ３．８７７６
Ｆ １６９．４５１３ ５７．７２２５ ７３．４１８７ ５３．４１７９ ４８．９６５６ １０１．５０３０ ６３．３９８２
Ｒ２ ０．８６５７ ０．９２００ ０．９１１５ ０．９７０１ ０．８２０２ ０．８３４０ ０．８４２４
珔Ｒ２ ０．７９８５ ０．８４９９ ０．８２２２ ０．８３８１ ０．７６６９ ０．７５５４ ０．７３０３

拟合优度均达到了０．８２００以上，这说明所有
方程总体的拟合效果良好。

　　６．结果分析
经过单位根检验发现，人口新型城镇化的数

据在时间序列上是不平稳的，因此只分析另外４
种新型城镇化对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影响。

（１）经济新型城镇化对农村居民消费结构
升级的影响

经济新型城镇化对食品和衣着的消费具有

负向的效应。食品、衣着作为生存资料，随着价

格和消费水平的提高，在总消费支出中所占比

重会趋于下降，而分别代表发展资料和享受资

料的交通通信、医疗保障和文教娱乐在总消费

支出中所占的比重则趋于上升。这说明在新型

城镇化过程中农村居民的基本需求已经得到满

足，开始更多关注一些更高层次的需求。此外，

由恩格尔定律可知，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

农村居民的食品消费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比重

会越来越低。

（２）空间新型城镇化对农村居民消费结构
升级的影响

空间新型城镇化对交通通信的消费具有正

向的效应。随着城市建成区面积比重的日益上

升，人们的出行距离也会随之增加，因此为克服

距离障碍需要支付的成本也会相应地上升。此

外，随着交通工具技术的革新，各家各户的私家

·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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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拥有数量也在日益增长，这也是交通通信消

费支出上升的重要原因。

（３）环境新型城镇化对农村居民消费结构

升级的影响

环境新型城镇化对文教娱乐的消费具有正

向的效应。各地对于城市绿化的重视程度近年

来在不断提高，衡量环境新型城镇化的突出指

标是人均绿地面积，某一地区的人均绿地面积

越大意味着该地区的环境质量越好，从而对于

该地区的旅游业等第三产业的升级和开发具有

促进作用。当某一地区的第三产业得到充分开

发时，相应的消费活动也会随之增加，由此带动

文教娱乐消费在总消费支出中比重的上升。

（４）社会新型城镇化对农村居民消费结构

升级的影响

社会新型城镇化对医疗保障的消费具有正

向的效应。理性的消费者为了实现自身效用的

最大化，会根据自己的持久收入而非暂时性收

入进行决策，医疗保障作为一种长期的、隐性的

消费行为，需要居民持续地投入，同时农村居民

需要从自己的可支配收入中分出一部分作为预

防性储蓄，以便未来能花费到医疗保障中。因

此，随着社会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农村居民能够

更便捷地支付自身的医疗保障费用，从而促进

医疗保障消费在总消费支出中比重的提升。

　　四、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１．研究结论

其一，交通通信、食品和医疗保障的消费整

体来说与新型城镇化的关联度最高。消费结构

中的８项指标与新型城镇化的平均关联度的排

序是：交通通信 ＞食品 ＞医疗保障 ＞其他 ＞居

住＞文教娱乐＞家庭设备 ＞衣着，这充分说明

了新型城镇化对生存资料和发展资料的影响，

这主要是因为目前大部分农村居民的消费层次

尚停留在中低等的水平上。尽管当前农村居民

对于享受资料的消费很少，但是随着人均收入

水平的提升、消费环境的改善和消费理念的更

新，未来农村居民的消费层次应当会有更进一

步的提升。

其二，环境新型城镇化和社会新型城镇化

对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影响相对较大。由前文

表中的数据可以得知，代表这两种类型的新型

城镇化的指标每变动１个单位，各项消费会平

均变动５个单位。由此可知，环境可持续发展

和社会可持续发展对现代社会人们的消费观念

和消费行为的影响程度正在与日俱增。未来，

这种趋势或许会进一步加强。

其三，新型城镇化促使农村居民持续减少

生存资料的消费并增加发展资料和享受资料的

消费。整体来看，经济新型城镇化通过城镇居

民的示范效应，会促使农村居民在新型城镇化

进程中逐渐增加发展资料和享受资料的消费，

减少生存资料的消费。空间新型城镇化促使农

村居民增加交通通信的消费支出，并且未来这

一消费支出的类型可能会更加多元化。环境新

型城镇化通过倡导绿色环保的消费行为，带动

某一地区的旅游业等第三产业的发展，在无形

中会帮助农村居民树立良好的消费理念，并增

加对以文教娱乐为代表的享受资料的消费。社

会新型城镇化则是通过解决农村居民的持久收

入和预防性储蓄问题，增加农村居民对医疗保

障消费的支出。

２．政策建议

良好的消费环境、相应的政策支持和地域

间的协调互助等，都有利于推动新型城镇化的

进程和促进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转型升级。

其一，应优化农村消费环境，改变农村居民

的消费观念。农村消费环境较差的原因主要是

农村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不高，并且配套的

基础设施相较城市而言也不完善。因此，国家

应为农村居民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提高农村

·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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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的工资性收入，并及时升级相应的基础设

施。同时，应加大宣传力度，鼓励农村居民增加

对发展资料和享受资料的消费，增强消费能力，

提高消费意愿。

其二，应发挥宏观调控作用，促进居民消费

结构升级。根据实证分析结果，在新型城镇化

进程中生存资料在农村居民消费结构中所占的

比重在逐渐降低，而发展资料和享受资料在农

村居民消费结构中所占的比重在逐渐升高。为

此，应根据不同类型新型城镇化的特点，合理协

调不同类型的新型城镇化与农村居民消费结构

之间的关系。发挥经济新型城镇化对生存资料

的抑制作用、空间新型城镇化和社会新型城镇

化对发展资料的促进作用，以及环境新型城镇

化对享受资料的促进作用，以此促进居民消费

结构升级。

其三，应推动城乡协调互助，助力城乡居民

消费接轨。根据“中心地理论”，高级中心地可

以为低级中心地提供其所没有的产品和服务，

同时在“涓滴效应”的影响下前者的发展还能

为后者提供一定的物质基础。在新型城镇化推

进的过程中，农村居民在某种程度上能够享受

到前者带来的恩泽，比较直接的影响就是能有

机会接触到以往所未见过的商品和服务。所

以，应根据这一特点逐渐缩小农村地区与城市

地区之间的商品和服务层次的差异，在无形中

提高农村居民的消费层次，实现与城市居民消

费结构的转型接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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