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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村居民家庭的总体收入水平得到进一步提升，

各种来源的收入也在不断增加。这些都促使着农村居民家庭对消费升级的需求增

加，农村居民家庭消费从以往的以生存消费为主的单一化转为多元化。促进农村

居民家庭消费升级对于农村居民家庭来说至关重要，一方面可以有效地促进农村

居民家庭精神消费，满足其精神需求；另一方面能够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增长；

同时也是加快推进乡村振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需要。所以，研究我国农村地

区居民家庭收入来源对消费升级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在分析农村居民家庭收入来源对消费升级影响的过程中，首先，对本文

所使用到的相关概念和理论进行总结，并在此基础上对农村地区家庭层面的收入

来源以及消费升级现状进行分析；其次，在现实情况的基础之上建立研究假设，

进行相应的实证分析，并研究了社会保障的中介效应；最后，本文依据实证部分

所得出的研究结论，结合我国目前对于农村地区发展的相关政策提出了三点建

议。

经过本文的分析，得出了以下几点结论：首先，农村居民家庭收入来源对消

费升级产生了正面影响，农村居民家庭总收入和收入来源均可以促进其消费升

级。第二，收入水平、地域和年龄对于农村居民家庭收入来源对消费升级的正面

影响具有异质性作用，农村居民家庭收入来源对消费升级的正面影响在收入水平

高的样本、中年居民的样本中更为显著，收入水平对西部居民的影响最大，收入

来源对东部居民的影响最全面。第三，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水平在农村居民家庭

收入来源促进消费升级中起到了显著的中介效应。此外，基于统计学的分析，本

文发现近些年农村居民家庭的收入逐年增加，增速较为平稳。东部地区的收入是

最高的，农村居民家庭整体存在消费升级的现象，但消费升级幅度较小，需要进

一步改进。

根据本文得出结论，提出了促进我国农村居民家庭消费升级的相关对策，包

括推动产业融合，拓宽增收渠道；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农村居民参与度和满

意度；推进城镇化进程，促进城乡消费市场一体化。

关键词：农村居民家庭 收入来源 消费升级 农村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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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economy, rural households' income

has been increasing, which increases the demand for consumption

upgrading of rural households. The consumption of rural households has

changed from the previous single consumption focusing on survival

consumption to diversified consumption.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promote

the consumption upgrade of rural households. On one hand, it can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spiritual consumption of rural households and

meet their spiritual needs. On the other hand, it can stimulate domestic

demand and promote economic growth. At the same time, it is also

necessary to accelerate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transform the mod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refore,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study the

upgrading of households' consumption of rural residents in China.

In the process of analyzing the impact of rural households' income

sources on consumption upgrading, firstly, the relevant theories and

current situation of China's rural households' income sources and

consumption upgrading are analyzed. Secondly, on the basis of the actual

situation, the research hypothesis is established, benchmark regression,

heterogeneity analysis, endogeneity analysis, robustness test, and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social security are studied. Thirdly,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reasonable policy suggestions based on the empirical results.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is paper,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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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awn: Firstly, rural households' income sources have a positive impact

on consumption upgrading, rural residents' total income and income

sources can promote their consumption upgrading. Secondly, the income

level for rural households' income, geography and age structure impact on

consumer upgrades have heterogeneity effect. Rural households' income

sources impact on consumption upgrade in high income level sample. The

sample of middle-aged people is more significant, the influence of

income level of residents in western is the largest, the most

comprehensive income source on the influence of the residents in the east.

Thirdly, the social security of rural residents plays a significant mediating

effect in promoting consumption upgrading of rural residents' household

income sources. In addition, based on statistical analysis, this paper found

that the income of rural households increased year by year in recent years,

and the growth rate was relatively stable. The income of the eastern

region is the highest, and the consumption upgrading of rural households

shows certain mobility, but the upgrading range is small and needs further

improvement.

According to the conclusion of this paper, put forward the relevant

countermeasures to promote the upgrading of rural household

consumption in China, including promoting industrial integration and

broadening the channels of income increase. Improve the social security

system and increase rural residents' participation and satisfaction. We w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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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up product innovation and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consumer markets.

Keywords: Rural households; Income sources; Consumption upgrading;

Rural consum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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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 论

1.1 研究背景

自党的十八大召开以来，刺激国内消费需求对加快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进一步

显现出来。在扩大内需方面我国有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基础，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较

快进展的同时也要刺激内需来为我国经济发展增加驱动力。扩大内需战略是由中央政治

局在 2020 年 4 月会议中首次提出的，之后的中央文件也多次提到了实施扩大内需战略。

当下，着力扩大内需，推动消费升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在我国实行乡村振兴

战略并不断推进农村地区产业融合为农民增收创造良好条件的背景下，扩大农村居民消

费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学者和政策制定者的关注。从现阶段来看，我国农村居民的消费升

级还有较大空间，收入来源对消费升级的作用还有待进一步发挥。从目前我国农村地区

居民家庭的整体消费水平来看，农村居民家庭还具有较大的消费潜力尚待挖掘；从整个

现阶段我国农村居民家庭消费结构的特点来看，生存型消费作为维持日常生活所必需的

基本消费依旧是在我国农村居民消费中占据主要地位，发展和享受型消费在总消费中所

占比重仍然较低。我国农村居民家庭消费也受到消费环境的影响，农村地区消费的自然

环境和社会环境也有待进一步优化。近年来，环境污染问题的整治和市场秩序的完善都

使得我国农村居民所处消费环境得到了进一步改善，在一定程度上为促进农村居民消费

升级创造了良好条件。此外，不同收入水平、不同地区以及不同年龄阶段的农村居民消

费观念还存在着一定差异，陈旧的消费观念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消费升级。因此，促进

我国农村居民消费升级还有很大的空间。

收入来源在促进农村居民消费升级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由国家统计局发布的

数据及各项调研数据可知，当前我国农村居民的收入主要以经营和工资这两项为主，财

产、转移两项收入所占比重较低。虽然各项收入在总量上呈现出上升趋势，但是各种来

源的收入对总收入的贡献程度还存在着一定的差异。这会在一定程度上让农村居民产生

后顾之忧，认为自己的收入主要就依靠农工商业经营或者工资来保障，会促使居民增加

预防性储蓄。当前许多农村居民还是倾向于将盈余资金存入银行，以备不时之需。在这

一情况下，消费升级的速度就会放缓。

当前我国各地区居民的物质生活基本都已得到满足，但是精神生活还存在着地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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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较大以及发展不充分的问题。具体表现为：相较于物质生活，居民幸福指数整体有

待提升。疫情的影响加上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仍然给居民消费的满意度带来了诸多的不

确定性；农村居民相较于城市居民而言，对于精神文明生活服务的整体认知能力和心理

需求都还存在着不充分的问题，而且农村居民内部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之间，不同地区

家庭之间，不同年龄阶段的群体之间依然存在一些较为明显的差异；在实际消费人群层

面，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为落后地区的大多数农村家庭恩格尔系数还相对较高，首要支

出任务可能仍然只能是为了满足基本的物质生活，主要支出以保障生存型消费水平为

主，对于发展和享受型消费的支出虽然呈现上升趋势，但在总消费中的占比依然较小。

因此，促进全国农村居民家庭的消费升级仍是一项重大系统工程，不是单纯依靠进

一步扩大整个农村居民家庭消费总量就能够达到的。而是要在完善消费结构，促进各项

消费均衡发展的基础上扩大消费总量，提高农村居民整体的幸福感和获得感。我党在十

九届六中全会中指出，要与人民群众始终站在一起，围绕人民开展工作，将人民根本利

益放在心上，维护好并发展好，与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致，为实现美好生活积极奋斗。

2022 年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中提到，要对得来的脱贫攻坚成果进行巩固，进一步提高脱

贫人口家庭经营性收入。所以，我国还需要对农村居民收入来源进行调整，提高农民消

费层级并改善农民生活水平，这对于维护农民利益而言意义重大。

1.2 研究意义

我国居民的总体收入水平和消费支出，在近年来一直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消费

一直被世界各国公认为是拉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重要力量。我国与世界上其他发达国家

和地区相比，消费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与城市地区相比，农村

地区消费升级潜力较大。而且，近年来我国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随着全面脱贫目标的完

成也在不断提高，农村居民各种来源的收入整体上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增加，对于美好生

活的向往也在不断增强。此外，促进我国农村居民家庭消费升级是落实新发展理念的重

要内容，促进农村居民家庭消费升级，有利于促进我国乡村振兴，进一步发挥消费拉动

GDP 增长的作用。因此，研究当代我国各收入水平、各地区、各年龄阶段农村居民家庭

收入来源对消费升级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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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理论意义

本文通过总结收入与消费的经典理论，通过分析推导出收入来源与消费升级之间的

关系。基于经济理论角度上的分析，有较多国内学者深入分析过收入和消费升级之间的

关系，然而其中大部分研究者选择在研究过程中使用我国全体居民或者是城镇居民的数

据，选择农村居民作为考察对象的并不多。此次研究选择国内农村居民家庭收入和消费

升级动态关系作为研究背景，旨在找到农村居民消费升级受到居民收入、家庭特征和个

体特征三个方面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基于年龄、收入水平和区域三个方面的异质性来

找到受到影响的根本原因，同时找出不同因素造成影响的差异。此次研究能够对消费升

级研究中涉及较少的领域进行补充，对相关研究文献进行拓展，也能够相应的补充收入

和消费升级理论。

1.2.2现实意义

第一，构建新发展格局，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离不开扩大内需。坚持扩大内需，加快

培育新消费，对于发展信心的提振以及国内循环的畅通具有重要意义。新冠肺炎疫情以

来，面对全球经济衰退等严峻外部形势，投资、出口都受到了严重影响。2020 年我国能

够率先成为实现正增长的经济体，离不开强大国内需求的拉动。随着我国全面脱贫目标

的实现，农村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因此，促进广大农村居民实现消费升级具有积极

的现实意义。

第二，扩大内需着力点是不断提高农民收入。因为消费需求层次会直接受到收入的

影响。提高目前我国各省市农村居民家庭整体收入水平，增加不同地区农村居民家庭各

种来源的收入，促进消费升级，对于改善农村居民生活品质，促进共同富裕，缓解我国

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化解相对贫困，提升农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具有重要意义。

1.3 文献综述

1.3.1国外文献综述

国外学者在研究消费升级的过程中，在影响因素方面，从收入水平及不同的收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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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角度进行了大量研究。此外，不断完善消费结构的相关模型，以期能够更准确地研究

消费结构升级。

一是消费升级影响因素研究。Bradbury（2004）通过对居民不同的收入组成部分进

行分析，得出了居民不同来源的收入对边际消费倾向影响差异性并不敏感的结论。

Richard（2010）在研究过程中采用的是英国居民 1980 年以来不同来源收入和消费的相

关数据，发现对居民消费产生主要影响的收入是工资性收入等劳动收入。Miyazawa

Kenichi（2012），发现不同收入来源会对消费模式的改变造成直接影响，而消费模式的

改变也会影响到消费结构，从而促进消费结构的优化升级。Aguiar（2015）在研究中指

出，消费的不平等在深层次上反映出收入的不平等。

二是消费升级的相关模型研究。消费升级主要指的是消费结构升级。Stone（1954）

的线性支出系统模型即 LES模型运用较为广泛，此模型将消费者对每种商品的需求分成

基本需求和非基本需求。Luch（1975）针对 LES模型中存在的问题，对其进行了适当

修正。无论是 LES模型，还是 ELES模型，从本质上来看都是求解马歇尔需求。而 Deaton

（1980）为了让模型能够更加准确直观地表现各种变量对消费结构的影响，在此基础上

提出 AIDS模型。AIDS模型是在给定的价格体系和一定的效用水平下，求解希克斯需

求。Blundell（1997）对 AIDS模型继续进行修正，提出了 QAIDS模型。

1.3.2国内文献综述

国内学者在研究消费升级的过程中。主要是从概念的界定以及相关影响因素这两个

方面进行研究。其中，在研究收入来源对消费升级影响的过程中，对收入来源的划分主

要是分为工资、经营、财产、转移这四项收入。

一是对收入来源的相关研究。殷金朋等（2015）发现不同收入来源与城乡收入差距

之间的关系不尽相同。想要缩小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需要增加经营和财产性收入。如

果差距扩大，则会对农村居民的转移性收入产生最为消极的影响。杨惠（2016）用农村

住户调查的数据对农村家庭收入流动与不平等展开分析。江克忠等（2017）运用 CFPS2010

和 2014 年的调查数据，研究农村家庭工资、经营、财产、转移收入这四种来源的收入

在不同收入组家庭的分布，对家庭总收入不平等的贡献。陈宇辉等（2018）在对中国农

村家庭不同来源收入结构异质性研究的过程中发现，中国农村家庭最重要的收入来源是

工资性收入，不同收入来源的不平等程度高于农村家庭总收入的不平等程度。王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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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等从农村金融发展角度，对农村居民不同来源的收入结构进行研究，发现随着

农村金融的不断发展，农村居民收入来源结构也从以农业生产经营占据绝大部分，发展

到经营性收入占比下降到 50%以下，其他来源收入占比不断上升，收入结构不断完善的

状态。刘欢等（2020）运用 CHNS 数据，将收入来源划分为多个方面，主要包括经营、

农业、渔业、园艺等与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收入。肖育才等（2020）认为城乡居民不同

来源的收入会受到基本公共服务差异的影响。邓涛涛（2020）运用心理账户理论分析了

城乡居民家庭收入来源差异与旅游消费决策之间的关系。崔钊达等（2021）发现不同来

源的收入对减贫的促进力度存在显著差异，对减贫边际贡献最大的收入为转移性收入。

荣雅楠等（2021）认为工资、经营、财产、转移这四种来源的收入在全国和城镇样本中

对消费倾向的影响相同，都能够显著正向影响消费支出。周少甫等（2022）在对与收入

来源相关的被解释变量进行选取时，采用各省城乡之间工资、经营、财产以及转移这四

项收入的比值作为代理指标来衡量收入差距。胡利平（2022）选取横纵两个角度，对不

同来源收入所引起的城乡居民消费差异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

二是消费升级的影响因素研究。收入作为对居民消费影响发挥基础性作用的因素，

早期有关收入与消费关系研究的主要关注点在居民收入水平对消费的影响。近年来，各

项研究从单一的收入水平分析转移到更为深层次的收入来源分析上来。王建宇等（2010）

发现收入水平一定，收入性质的差异在对我国居民的消费水平的影响过程中，发挥着十

分重要的作用。温涛等（2013）发现农民各项收入的变化在影响消费的过程中对不同的

消费类型具有十分明显的差异。汪伟等（2017）采用 CFPS2012 的数据将人口老龄化作

为消费结构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时发现，由于城镇化的迅速发展，大量人才涌入城镇，

致使了人口老龄化这项因素对城乡居民消费产生了差异性较大的影响。王平等（2018）

发现消费金融对于改善居民的消费结构具有显著优势。王艳等（2018）将我国农村居民

的消费类型划分为生存以及非生存型两大类，从而对消费结构升级提出相应建议。任鑫

等（2019）采用的是 ELES和面板数据模型，研究的地区为城镇地区，并以家庭为单位

对收入以及消费的相关数据进行了统计分析分析。袁瑞彩（2020）基于我国中部地区的

省际面板数据研究农村居民消费升级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谢红岭（2021）运用耦合协

调度模型研究农村地区消费升级与流通产业集聚的耦合机制。在消费升级的测算过程

中，选取非食品消费在总消费中所占比重作为消费升级指标。蒋团标等（2021）在研究

财政支农对农村消费影响的过程中，从水平、品质和结构三个方面来衡量消费升级。其

中，消费水平计算中所采用的数据是人均消费支出的对数，计算消费结构的过程中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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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除食品、衣着、居住等生存型基础消费外的其他五项消费支出总和在总消费支出中

所占比重来衡量。消费品质采用生存型基础消费来进行衡量。张冀等（2021）认为收入

总量在影响家庭消费的因素中占据重要地位。与此同时不同收入来源的异质性也同样不

容忽视。经过研究发现，财产性收入与工资性收入相比较而言在消费升级中发挥的作用

可以更大。王芳（2021）在研究中利用 CFPS数据。实证模型回归结果表明，在当前农

业转移人口财产性收入不高的情况下，其消费结构不合理的主要原因是收入来源较为单

一，需要在保障其基本工资收入之外提高财产收入时，才会考虑发展或享受型消费。孙

治一等（2022）从互联网素养的角度对农村居民消费升级展开研究，采用分层抽样方法

进行调研，并运用调研数据库，从结构、方式和理念升级三个方面进行了实证检验。其

中，关于消费结构升级的衡量选取了两个层面，其一是用发展享受消费在总消费中所占

比重衡量的高层次消费占比，其二是用发展享受消费在收入中占比衡量的高层次消费随

收入变化倾向。

1.3.3文献述评

现有文献关于收入来源和消费升级的研究结论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收入来

源主要是指工资、经营、财产、转移这四项收入。在对收入来源进行分析的过程中，主

要分为各项收入的绝对值或者占比这两种分析方式。但是采用各项收入在总收入中占比

的方式进行衡量过程中，考虑到四项收入占比同时引入模型存在的多重共线性问题，采

用这种方式进行衡量的文章，一般会选取其中的两项或者三项收入的占比来对收入来源

进行分析。第二，在大多数的研究中，都将消费升级定义为了消费结构的升级。虽然也

有部分研究从消费品质、消费环境、消费可持续性等角度对消费升级进行衡量，但是目

前还没有较为具体的衡量标准。第三，有关收入来源和消费升级之间关系的研究大多选

取统计年鉴的宏观数据或者一到两年的微观调查数据。

本文经过对近年来有关收入来源与消费的文献查阅，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对相

关问题的研究进行适当补充：首先，本文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目前公布的

2011、2013、2015、2017、2019 年共五期调查数据，筛选出农村居民收入来源与消费升

级的各项指标；其次，本文分别从总收入和收入来源这两个角度对消费升级展开分析；

第三，结合农村地区的具体特点，引入社会保障作为中介变量，具体分析社会保障在收

入来源完善与消费升级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为农村地区消费升级提供更加合理的对策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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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

1.4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1.4.1研究内容

第一章为绪论，首先，通过对研究背景及意义的论述，明确本研究的必要性；其次，

通过对国内外相关文献的总结，明确本研究的开展方向；最后，明确本文的研究思路并

说明可能的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第二章为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本章首先明确所使用到的相关概念的具体定义，阐

明其如何在本研究中应用。随后介绍农村收入来源和消费的相关理论，为后文的研究假

设提供理论基础。

第三章为我国农村居民家庭收入来源和消费升级的发展现状。关注农村居民家庭收

入来源和消费的数据和结构，为后文的实证检验提供根据来源。

第四章为研究设计，对农村收入来源和消费升级进行理论分析并提出假设、建立模

型。本章首先分析农村收入来源和消费升级的理论机制，随后提出农村收入来源和消费

升级的研究假设。接着确立研究样本和建立模型，并对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

析，为后文的实证分析提供基础。

第五章为实证分析。根据第四章中建立的模型进行基准回归，验证研究假设，并分

析不同收入水平、地域以及年龄的异质性影响，接着对模型进行内生性检验和稳健性检

验，最后检验社会保障的中介效应。

第六章为研究结论及对策建议。对本文的研究进行总结，结合本文结论对农村地区

和农业政策制定者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1.4.2研究方法

第一，比较分析法。对国内外学者有关农村收入来源和消费升级的研究进行比较分

析，对文献进行对比梳理以引入本文的研究。在现状分析部分对我国每年的农村收入来

源和消费升级情况进行对比，分析其趋势。

第二，理论分析法。以经典理论为研究基础，从理论上分析出农村收入来源影响消

费升级的路径，为后续选取变量、建立模型以及进行实证分析指明方向。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我国农村居民家庭收入来源对消费升级的影响研究

8

第三，实证分析法。通过构建模型，对研究假设进行实证检验，并就收入水平、地

域和年龄进行异质性分析并说明社会保障的中介作用。

1.5 可能的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1.5.1可能的创新点

本研究从实证的角度，运用 CHFS五期调查数据，分析了农村地区收入来源对消费

升级的影响，进行了有意义的探讨，方法和结构上也有一定新意。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

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首先，研究视角的创新。在如今的中国经济的大宏观背景下，拉动内需成为了促进

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现有文献大多是从整体角度或城市角度入手进行研究，本文从

农村地区入手，在乡村振兴背景下，研究收入来源如何影响消费升级，符合我国经济发

展现状，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有着一定的参考作用。

其次，研究路径的创新。区别于以往研究中仅从影响关系的角度直接研究收入来源

和消费升级之间的关系，本文选择收入水平、区域和年龄的角度出发来研究其对于农村

地区收入来源影响消费升级的异质性，同时引入中介变量社会保障，从而研究了农村地

区收入来源影响消费升级的具体作用路径。采用这种方式，使得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农

村地区收入来源对消费升级产生影响的具体机制与逻辑机理。

第三，研究样本的创新。以往针对农村居民的研究中，大多集中于对个人的调查和

研究，对整个农村居民家庭的研究较少。本文以针对农村居民及其家庭的调查构建家庭

-年度层面的面板数据，相较于现有研究，提供了一条研究样本上的创新点。

1.5.2研究的不足之处

首先，本文研究的深度还不够，对于消费升级的研究不够全面，没有扩展到消费品

质、消费主体和消费环境等多个层面升级的研究，在今后的研究过程中也会寻找更多的

数据库和相关方法，以期探索更为全面的消费升级衡量标准。

其次，在对农村地区家庭收入来源影响消费升级的分析中，由于使用数据为调查数

据，缺乏更精准更广泛的数据和指标进行分析，在指标选取的过程中考虑到各项指标在

多期调查中的涉及程度，最后选取了在各期调查中都涉及到的指标，因此考虑的因素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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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不够全面，可能会与现实存在些许偏差。

1.6 技术路线图

图 1.1 技术路线图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我国农村居民家庭收入来源对消费升级的影响研究

10

2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

2.1 相关概念

2.1.1农村居民家庭收入

本文在总结以往研究人员所定义的农村居民收入基础之上，概括出农村居民家庭收

入是指一年中农村居民通过不同途径获得的家庭总收入。农村居民家庭收入可以用于存

款、投资以及日常生活等领域。农村居民家庭的收入不仅对单个居民家庭的生活有着重

要影响，同时也影响着整个农村的经济发展,而且还会影响到国家的安稳和社会经济运

行。农村居民家庭能够满足他们日常生活和生产所需开销的水平，也可以说是生活水平

的高低，可以选择采用农村居民家庭总收入这个指标来进行衡量。

2.1.2农村居民家庭消费

理解农村居民家庭消费的概念，首先要明确消费的概念。消费在经济学中包含生产

消费以及个人消费这两个方面。从经济角度来看，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指的消费，通常是

个人消费，也就是把人们生产出来的物质资料和精神产品用于满足个人生活需要的这个

过程。个人消费是恢复人们劳动力和劳动力再生产必不可少的条件。本文在研究过程中

需要用到的消费概念是个人层面的概念。因此本文中农村居民家庭消费指的是各位家庭

成员的消费的总和。

2.1.3收入来源

收入依据划分标准的差异可以被分成不同类型。从性质上看，可以划分成生产性和

非生产性收入。从形式上看，包括实物和货币收入。从来源角度看，可分为工资、经营、

财产和转移这四项收入。本文主要研究的是从农村居民家庭收入的来源看，具体如表 2.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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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农村居民家庭收入来源

收入来源分类 收入内容

工资性收入
即劳动报酬收入，是农民受雇于单位与个人参与社会生产和生活

活动所产生的收入。

经营性收入
从事经营活动产生的收入，包括出售农林牧副渔业产品，个体户

日常经营收入等。

财产性收入

指参与社会生产和生活活动所产生的收入。即家庭拥有的动产和

不动产所获得的收入。包括出让财产使用权所获得的收入以及财产营

运所获得的红利收入等。

转移性收入
指国家、单位及社会团体对居民家庭的各种转移支付和居民家庭

间的收入转移。

2.1.4消费升级

从字面意思上理解，消费升级就是改变了居民原有的消费行为和结构。我国发布的

《中国统计年鉴》当中的居民生活消费由八个部分组成，而如今总消费中所包含的各类

消费金额发生了改变，意味着居民消费结构与原来相比发生了改变。此次研究中提出的

消费升级主要指的是消费结构的升级，包括了两个方面：第一，之前居民在生活用品开

支方面花费了大量收入，也就是绝大部分的收入用于生存消费。发展至今，人们自己的

基本生存需要已经能够满足，便会在发展和享受型消费领域花费更多收入，也就是在生

活质量和精神方面有更高的需求，从而改变了居民的消费结构；第二，居民有意愿来对

自己的消费习惯进行调整。在现阶段，人们不再只追求最基本温饱问题的解决，而是想

要获得生活质量的进一步提升。这不仅反映出农村居民消费意愿的提高，同时也体现了

农村居民的消费心理受到商品质量、供求关系和价格等多种因素共同影响，消费需求和

习惯发生的改变。只有改善居民消费结构且增强购买意愿后，才能在真正意义上实现消

费升级。

本文在研究的过程中认为农村居民的消费层级主要由下面几个部分构成：第一部分

是满足农村居民基本生活需求的生存型消费。这是农村居民生活最基本的需求，此时农

民的收入全部用于购买能够满足日常生活需要的消费品，几乎没有用于自身发展和享受

的部分。第二部分是在满足了第一部分需求的基础上，居民开始同时关注生活消费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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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以及消费品是否能够满足自身发展的需要，对自身使用的消费品的品质有了更高的

要求，从而产生了居民发展型消费金额逐步提高的情况。此阶段中，总消费中发展型消

费的增速加快。第三部分是在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得到进一步提高之后，农村居民开始逐

步从追求生活质量转移为追求精神和物质上的享受，总消费中享受型消费金额逐步增

加，同时也在进一步扩大了农村居民的消费规模。

2.2 理论基础

2.2.1马克思的消费理论

有关消费的理论马克思曾经在著作中不止一次提到过。他在对消费进行分析时，将

消费置于社会化大生产中，并认为生产过程的四个环节（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之

间相互影响相互转化。其中，生产作为整个过程的起点，处在具有决定性的地位。分配、

交换和消费也都对其具有反作用。所以，合理的分配方式、通畅的交换环节以及适度的

消费都对生产的可持续性具有重要影响。马克思认为生产出来的产品最终能够在消费环

节中被消费掉，使得生产过程具有了意义。消费环节中新的消费需求反过来作用于生产，

使得生产更加具有动力。马克思认为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同一性主要体现在直接同一性，

相互媒介和相互创造这三个方面。第一，生产过程需要消耗劳动力，而消费过程也是劳

动力的再生过程，这体现了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直接同一性。第二，生产为消费提供产品，

消费为生产提供消费者，消费者通过购买生产出来的产品才使得生产过程得以最终完

成，这体现了消费与生产之间的相互媒介。第三，消费为生产提供了一定的动力，生产

者会结合消费者的需要生产出满足消费者需求的产品，这体现了消费与生产之间的相互

创造。因此，消费者对商品需求的不断增加，消费升级程度的不断提高，也为再生产提

供了一定的动力。而收入分配则对人的消费能力及总量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在资本主

义社会中，贫富差距使得生产的无限扩大和有效的社会消费能力不足之间产生了矛盾，

这一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则会引发资本主义社会商品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为了能

够使社会总产品实现公平分配，提升分配制度的合理性及有效性，促进社会整体消费能

力的提高，让所有社会成员都能够实现全面发展，马克思提出未来社会在发展的过程中

应该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并实行按劳分配，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成为各尽所能，按需分

配的理想社会，更好地满足人们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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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马克思主义人的需要理论

“需要理论”作为马克思唯物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分析历史活动的出发

点。马克思认为人的需要的主要构成包括自然、精神和社会的需要这三个方面。人的自

然需要即生存需要体现在：任何人类历史的首要前提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所以，需

要确定的第一个具体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受到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

然界的关系。与此同时，人的有意识的创造活动又将人与动物区分开来，人具有精神需

要，即自我实现的需要，这是动物所不具备的。同时，人还具有社会需要。无论是在哪

一种社会制度之下，人们的社会需要也就是从社会生产及交换的过程中产生的对劳动产

品消费的需要。恩格斯将人的需要划分为生存、享受和发展这三个层级，这种层级的划

分显示出了需要的渐进性、复杂性以及超越性。从人的需要角度来看，马克思和恩格斯

的看法大体一致，他们都认为人的需要具有一定的层次性而且会不断发展。

2.2.3绝对收入消费理论

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提出的绝对收入假说。此假说认为消费者的消费主要取决于即

期收入。其中自发消费部分是指即使收入为零的情况下消费者也会动用曾经储蓄积攒的

资金来维持基本生存需要的消费，而引致消费部分则是边际消费倾向与即期收入的乘

积，是总消费中由于国民收入变动所引起的消费。消费支出虽然在收入增加的同时也在

不断提高，但存在着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即消费的增加幅度要小于收入。虽然绝对

收入假说对研究收入与消费之间关系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还存在着一定的理论缺陷，

例如，把个人的消费和储蓄都看成是孤立的行为，忽视了社会因素的影响，而且在考虑

收入的过程中所考虑到的只是即期收入，没有从动态以及长期的角度考虑收入对消费的

影响。

2.2.4相对收入消费理论

基于绝对收入假说存在的问题，杜森贝利率先提出了相对收入假说。在他看来，消

费者的消费水平，除了会受限于自己现阶段的收入，还会为周围其他人的消费行为所左

右，即会受到示范效应的影响。当某位消费者以及周围其他人的收入都获得了同比例增

加，这位消费者的消费支出在收入中所占比重并不会发生改变。如果是周围其他人的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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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增加了但这位消费者自己的收入没有增加，这时他没有与之相适应的消费能力，但是

为了和周围其他人维持良好的关系，心理上顾及的社会地位以及周围其他人的看法，尽

量接近周围其他人的消费水平，从而得到他们的认可，也会尽可能地增加自己的消费支

出。就这方面而言，一个人的消费倾向所受到的相对收入水平影响，也就是周围人收入

的影响。不仅如此，相对收入水平的影响还表现在消费者的消费还会受到过去的收入水

平与消费的影响。即由俭入奢易且由奢返俭难的棘轮效应，如果消费者的收入有所减少，

但是受制于消费惯性以及早已形成的消费方式，消费者仍然会根据较高收入期的消费能

力进行消费。

2.2.5持久收入消费理论

美国知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提出了持久收入理论，在他看来对于不同类型的收入变

化，人们表现出的反应存在较大差别。所以他认为本期收入可以细分为持久期收入与现

期收入这两种类型。而且能够主要对消费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并不是现期所能够获

得的收入，而是取决于持久期的收入。这里持久收入指的是能够为人们所预计且在长期

内较为固定的收入。如果一个人当下虽然没有足够的资金进行消费，但是他预计到未来

会在事业上取得很大发展，会有较高的收入，那么即使是在现期收入不多的情况下他也

可能会通过借债消费的方式来提高自己的消费水平。从另外一个分析的角度来看，可以

把持久收入理解为在较长时期之内的平均收入，而且人们长期消费水平就是由这种收入

决定的。与此同时，短期消费变化则是由暂时收入来决定的。若当期收入会比长期收入

更高，那么就会在一时降低平均消费，而暂时消费则会在有所增长。

2.3.6预防性储蓄理论

针对预防性储蓄理论研究方面，学者弗里德曼与费希尔得出的研究结论是：当消费

者对未来预期的风险加大时，当前的消费将明显降温，为了降低未来风险可能对生活造

成的冲击，人们会选择增加存款和尽量控制风险造成的负面影响。基于消费者对风险的

厌恶性心理特征进行研究的情况下，学者兰德提出了预防性储蓄理论，该理论指出收入

存在稳定性是造成未来存在较大变数的主要原因，为了防范未来的风险和提高未来的确

定性，人们一般会采取控制消费和提高储蓄等相关手段。换句话说就是，人们对未来预

期收入的不确定性，会增加抵御风险的储蓄量，从而降低当期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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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7相关经济理论的指导意义

总结和分析相关理论之后，可以看出：无论是政治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学，对消费

进行分析和阐述时都离不开收入这一重要的影响因素。无论是从收入分配方式的完善还

是从提高现期及预期的收入水平的角度，都体现出了对消费结构完善以及消费结构升级

的不断探索。

因此，想要实现消费升级的目标，就要不断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完善收入来源，增

强居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减少后顾之忧，降低预防性储蓄动机。将以上的理论与本文

研究对应起来看，本文将在后续的研究过程中重点探索农村居民家庭收入来源和消费升

级方面的现状如何，总收入和收入来源对消费升级影响的研究假设为何，总收入和收入

来源对消费升级的影响是否显著，怎样才能更好地提高农村居民整体收入水平，完善收

入来源以促进消费升级。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我国农村居民家庭收入来源对消费升级的影响研究

16

3我国农村居民家庭收入来源与消费升级现状分析

通过前文的分析可以得知，消费升级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其中收入水平和

收入来源是最主要的影响因素。因此本章将会结合 CHFS2011-2019 年度的调查数据对

我国农村居民家庭的收入来源与消费现状进行分析，且所标明的年度均为 CHFS展开调

查的年度（即 2011-2019 年）。具体内容分为了以下这两个部分：第一，对农村居民家

庭收入变化的调查分析中，有分别代表我国农村居民家庭每年的总收入以及不同收入来

源包括工资、经营、财产和转移收入的基本现状调查分析情况；第二，分析了我国在这

五次调查期间农村居民家庭总体消费需求现状，主要情况包括了总体消费支出水平，以

及不同类型消费支出的现实调查情况。从对于以上几种需求状况进行的总体分析比较中

就可以清楚看出农村居民家庭当前的生活消费结构层次是否真的发生了变化以及已经

发生过了的何种结构性变化，农村居民家庭究竟是否已经存在消费升级。

我国农村地区家庭之间收入消费差异性也还有极大可能要受到区域经济及科学技

术发展、文化习俗、教育培训水平高低以及居住生活的方式选择等多重因素共同的影响。

因此，写作过程中为了要研究我国农村居民家庭收入状况的地区差异，将我国农村居民

家庭按照 CHFS目前的调查情况及分类标准划分为东中西部三个地区，分别来研究这三

个地区之间收入的变动情况。CHFS目前已成功实施五次调查，样本分布于 29 个省、367

个县（区、县级市）、1481 个社区；覆盖 40011 户家庭和 127012 名个体；具有全国、省

级和副省级城市代表性。其中，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

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

南、湖北、湖南；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

青海、宁夏。

3.1 我国农村居民家庭收入来源现状

3.1.1我国农村居民家庭总收入现状

从经济学有关消费的理论解释中可以得出，收入在世界各国的发展过程之中是影响

居民总体消费状况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我国亦不例外，收入在影响农村居民家庭消

费升级方面也同样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家庭收入水平对消费升级的影响主要包含这

两个方面：一是家庭收入水平的多少会直接决定着一个家庭是否可以用这些收入基本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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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各位成员在日常生活之中正常的消费意愿；二是由个人构成的家庭整体的收入水平的

多少也同样可以间接决定在能够满足一个农村居民家庭基本需要的日常生活消费需求

之后，还有多少剩余的收入可以继续用于促进发展型和实现享受型的消费需求；第三是

家庭收入地区的相对差异性将使得整个农村居民家庭收入出现比较明显程度的地区分

层增长现象，不同经济收入地区间的大多家庭可能会因为其收入状况和家庭所处生活环

境的不同，从而导致他们生活的方式，消费方式观念认知和购买习惯存在着一定程度上

的相对差异性。因此，农村居民家庭收入现阶段的变化趋势，对农村居民家庭生活消费

结构升级发展的状况也会产生较为直接的影响。因此，本节选取了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中

心 2011-2019 年的调查数据，计算出我国农村居民家庭的各年度总收入，来对我国农村

居民家庭收入进行详细的分析。

表 3.1 和图 3.1 均显示出了在 2011-2019 年，我国农村居民家庭整体收入均值以及

不同地区的变化状况。从图表中可以显示出近年来我国农村居民家庭收入正在稳定地实

现逐步增长，并且在最高的年份也就是 2019 年超过了 60000 元的水平，但是整体收入

的增速从 2013 年之后则出现了明显的下降趋势，尤其是 2015 到 2017 这两年的增长较

为平缓，此后从 2017 到 2019 年增速略有上升。

分地区来看，首先，全国各地区的农村居民家庭整体收入水平均出现逐年增长的趋

势，东部地区作为经济发达地区是三个地区当中总体收入水平最高的地区，在 2019 年

成功突破 7万元；第二，中部地区农村居民家庭的总体收入水平高于西部地区农村居民

家庭的总体收入水平，但 2019 年西部地区实现反超，这使得中部地区在 2019 年成为了

三个地区当中收入最低的地区；第三，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 2015 年之后近几年的收入

增长率不如之前势头猛，增长较为平缓；西部地区则是 2017 年之前增长较为平缓，2017

年之后增长势头迅猛。因此，就当前对农村居民家庭整体收入水平分地区讨论的现状来

看，东部地区农村居民家庭的总体收入水平在三个地区中最高，而西部地区则是这三个

地区中近几年收入水平增长最快的地区，中部地区则在收入水平和收入增速上都比不过

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了。

表 3.1 2011-2019 年我国农村居民家庭总收入 单位：元

年度 2011 2013 2015 2017 2019

平均 15885.82 32770.38 49346.3 51046.33 62590.77

东部 18176.54 52581.54 54463.79 61337.38 72360.2

中部 15516.48 20647.68 49720.04 58534.65 60389.87

西部 14516.6 26638.47 30828.22 31630.96 6880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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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单位：元

图 3.1 2011-2019 年我国农村居民家庭总收入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

3.1.2我国农村居民家庭工资性收入现状

表3.2和图 3.2均显示出了2011-2019年度我国农村居民的家庭工资性收入变化情

况。从表 3.2 和图 3.2 中的数据及变化趋势中可以看出，近年来我国农村居民家庭各地

区整体的工资性收入整体均值正在逐渐增加，并且在 2019 年超过 1万 5千元，收入增

速趋势一直较为平缓，没有什么太大的波动。2011 年之后我国经济发展整体较为平稳，

因此导致务工收入的变动趋势同样也较为平稳，没有明显的上升或下降趋势。

从各个地区间农村居民家庭工资性收入的差异来看，主要可以总结为以下三点：第

一，在总体农村居民家庭工资收入均值都保持增长的情况下，东部地区是这三个地区当

中此项收入最高的地区，在 2019 年成功突破 1万 8千元；第二，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

二者之间整体差异不大，中部地区工资收入较之西部地区略高，但没有明显优势，囿于

经济发展程度的不同，西部地区一直在三个地区中垫底，但与第二名的中部地区差距并

没有很大；第三，与平均工资收入一致，三个地区在 2011 年-2019 年的平均工资收入增

长趋势也较为平缓，不存在巨大的波动，三个地区之间的平均工资收入增长率也不存在

显著差异。综上，东部地区的工资收入在这五年都是三个地区最高的，与中部地区和西

部地区相对比而言拥有绝对优势，中部地区与西部地区二者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三个

地区之间的平均工资收入增长速度也不存在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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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2011-2019 年我国农村居民家庭工资性收入 单位：元

年度 2011 2013 2015 2017 2019
平均 3799.33 6270.50 8093.75 11912.23 15930.34
东部 6657.78 6956.48 9020.66 13905.04 18821.09
中部 4278.68 5873.08 8318.53 11340.82 15208.40
西部 1572.64 5685.62 7489.73 11036.54 12841.70

数据来源：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单位：元

图 3.2 2011-2019 年我国农村居民家庭工资性收入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

3.1.3我国农村居民家庭经营性收入现状

表3.3和图 3.3均显示出了2011-2019年度我国农村居民的家庭经营性收入变化情

况。从图表中的数据及变化趋势可以看出，近年来我国农村居民的家庭经营收入均值在

逐渐增加,并且于 2019 年超过 4万元，收入增速的整体波动较大，2013 年之前较为平缓，

2015 年开始迅猛增长，2017 年及之后再次回归平缓。2019 年之后的 2020 年全国疫情爆

发，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全国的商业活动和普通商贩的经营活动，可以预见出我国农村

居民家庭经营收入的增长在 2019 年之后会相对平缓，甚至有可能会减少。

从各个地区间农村居民家庭经营性收入的差异来看，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第

一，在总体农村居民家庭经营收入均值保持增长的情况下，东部地区是三个地区当中经

营收入最高的地区，在 2019 年成功突破 5万元；第二，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二者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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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差异明显，中部地区经营收入较之西部地区更高，与平均经营收入几乎一致，西部

地区整体经营收入最低，但 2019 年与东中部地区差距急剧缩小；第三，与平均经营收

入一致，三个地区在 2011 年-2019 年的平均经营收入增长趋势波动较大，三个地区之间

的经营收入增长率存在显著差异。其中，2015 年之前，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经营收入增

长快，2017 年之后这两个地区的增长率下降；而西部地区则在 2017 年之前增长平缓，

2017 年之后迅速增长。综上，东部地区农村居民家庭的经营收入水平在三个地区中最高，

相对于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来说拥有绝对优势，中部地区的经营收入也高于西部地区；

近些年三个地区之间的经营收入增长速度最快的为西部地区，保持这种增长势头，将有

望超越中部地区。

表 3.3 2011-2019 年我国农村居民家庭经营性收入 单位：元

年度 2011 2013 2015 2017 2019
平均 13469.10 14301.45 35302.73 36631.16 46130.28
东部 25746.27 25564.33 39139.90 42923.70 54829.14
中部 9934.77 16270.50 33715.37 35162.13 47759.59
西部 4661.02 10786.62 17120.25 19182.66 41322.09

数据来源：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单位：元

图 3.3 2011-2019 年我国农村居民家庭经营性收入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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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我国农村居民家庭财产性收入现状

表 3.4和图 3.4均显示出了 2011-2019年度我国农村居民家庭财产性收入的变化情

况。从图表的数据及趋势可以看出，近年来我国农村居民家庭财产收入的均值正在逐渐

增加，在 2019年超过 1000元，整体收入增速趋势波动较小，发展较为平缓。随着互联

网金融在手机端的迅速普及，手机可以随时随地购买财产性产品，方便快捷的使用方式

使得互联网金融在近些年发生了爆炸性增长。但我国农村地区居民仍较少地接触金融，

拥有较少的金融知识，没有能够很好地利用金融服务来给自己增加财产性收入。

从各个地区间农村居民家庭财产性收入的差异来看，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第

一，在总体农村居民家庭财产收入均值保持增长的情况下，东部地区经济较为发达加之

人们的思想观念较为先进，使其成为了三个地区当中财产收入最高的地区，在 2019年

时成功突破了 2000元；第二，中部和西部地区这二者之间虽然整体财产收入数额的差

异较为明显，但也都呈现出了上涨的趋势，西部地区整体财产收入最低且与东部和中部

地区的差距也较为明显；第三，与平均财产收入增长趋势不一致的是，三个地区在 2011

年-2019年的财产收入增长趋势波动较大，三个地区之间的平均财产收入增长率存在显

著差异。具体体现在，2017年之前的三个地区财产收入增长都体现出较为平缓的态势，

2017-2019年东部地区农村居民家庭财产收入的增长较为迅速，中部地区的增长速度次

之，而西部地区仍保持了缓慢的增长态势。综上，在这三个地区之中财产收入最高的是

东部地区，东部地区与中部和西部地区相比而言拥有绝对优势，中部地区的财产收入也

高于西部地区。

表 3.4 2011-2019 年我国农村居民家庭财产性收入 单位：元

年度 2011 2013 2015 2017 2019
平均 191.83 362.77 460.13 487.20 1086.15
东部 394.82 478.37 748.17 817.06 2397.51
中部 114.77 285.28 492.28 504.37 1129.37
西部 29.95 58.12 216.55 320.29 362.88

数据来源：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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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2011-2019 年我国农村居民家庭财产性收入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

3.1.5我国农村居民家庭转移性收入现状

表3.5和图 3.5均显示出了2011-2019年度我国农村居民家庭转移性收入的变化情

况。从图表的数据和变化趋势可以看出，近年来我国农村居民家庭整体转移收入的均值

逐渐增加，在 2017 年超过 4000 元，整体收入增速趋势波动较小，发展较为平缓。国家

一直在号召集体和个人对农村不发达地区进行一对一帮扶，因此农村居民家庭的转移收

入相对于财产收入甚至更高。

从各个地区间农村居民家庭转移性收入的差异来看，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

面：第一，在总体农村居民转移收入保持增长的情况下，东部地区转移收入在 2019 年

成功突破 5000 元，除 2015 年之外始终稳居三个地区当中转移收入最高的地位；第二，

中部和西部地区这二者之间的农村居民家庭转移收入的整体差异不大，西部地区的整体

转移收入的数额最低；第三，三个地区在 2011-2019 年的农村居民家庭转移收入增长趋

势与整体转移收入均值的增长趋势保持一致，而且这三个地区之间的平均转移收入增长

率不存在显著差异。

表 3.5 2011-2019 年我国农村居民家庭转移性收入 单位：元

年度 2011 2013 2015 2017 2019
平均 2534.43 3298.91 3484.68 4385.18 4883.71
东部 3143.68 3339.90 3451.71 4333.73 5782.03
中部 2287.03 2685.90 3682.11 3930.89 4982.31
西部 2136.33 2969.36 3262.08 3677.58 3890.45

数据来源：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中心（CHFS），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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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2011-2019 年我国农村居民家庭转移性收入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中心（CHFS）

3.2 我国农村居民家庭消费升级现状

3.2.1我国农村居民家庭总消费现状

表3.6和图 3.6均显示出了2011-2019年度我国农村居民家庭整体消费均值及各地

区消费的变化情况。从图表中的数据和变化趋势可以看出，近年来我国农村居民家庭总

体消费在逐渐增加，并且在 2019 年超过 5万元。虽然整体消费水平不断提高，但是我

国农村居民家庭整体消费均值的增速在 2015 年之后出现放缓趋势，保持着较为平缓的

增长态势。

从各个地区间农村居民家庭总体消费水平的差异来看，主要体现了以下三个方面的

变化趋势：第一，各个地区的农村居民家庭的总体消费水平均呈现出了逐年增长的态势，

其中东部地区是三个地区当中总消费水平最高的地区，在 2019 年成功突破 6 万元；第

二，中部地区大体上农村居民家庭总体消费高于西部地区农村居民家庭总体消费，但二

者之间较为接近；第三，三个地区 2015 年之后两年的消费增长率不如之前势头猛，增

长较为平缓。东中西这三个地区相比较而言，东部地区是增长率下降最为明显的地区。

综上，东部地区的总体消费水平在三个地区中最高，三个地区总体消费水平增长基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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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总体消费水平差距不大。

表 3.6 2011-2019 年我国农村居民家庭总消费 单位：元

年度 2011 2013 2015 2017 2019
平均 13177.03 28907.78 44067.41 48109.22 53887.89
东部 14530.85 29369.11 48532.04 49655.69 60651.16
中部 10063.81 13896.92 35667.99 41386.89 54012.96
西部 9432.22 11184.54 29722.88 40897.34 47689.97

数据来源：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单位：元

表 3.6 2011-2019 年我国农村居民家庭总消费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

3.2.2我国农村居民家庭生存型消费现状

本文中生存、发展以及享受型消费的划分参照程名望等（2019）①的划分方法，将

食品、衣着以及居住支出归为生存型消费，将文教娱乐和医疗保健支出归为发展型消费，

将交通通信和家庭设备支出归为享受型消费。

表 3.7 和图 3.7 显示出了 2011-2019 年度我国农村居民家庭生存消费的变化情况。

从图表中的数据及趋势可以看出，近年来我国农村居民家庭生存消费的整体均值在逐渐

增加，并于 2019 年超过了 2万元，生存消费增速整体而言平稳发展，且三个地区之间

①
程名望,张家平.新时代背景下互联网发展与城乡居民消费差距[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9(07):2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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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速差异并不大。这与近十年来的城市化扩建和住房价格稳步提升息息相关。生存消费

是最基础的消费，占据总消费的大头说明我国目前农村居民家庭的消费结构层次较低。

从各个地区间农村居民家庭生存型消费的差异来看，主要体现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变

化趋势：第一，各个地区农村居民家庭的生存消费均出现逐年增长的发展趋势，东部地

区在2019年成功突破2.08万元，在这五年里一直是三个地区当中生存消费最高的地区，

当然这也与东部地区整体消费水平较高且人口较多有着密切的联系；第二，中部地区农

村居民家庭的生存消费总体上要高于西部地区农村居民家庭的生存消费，但二者之间较

为接近；第三，三个地区从 2011 年到 2019 年整体的生存消费增速较为平缓，且地区间

差异不大，均为稳步增加。三个地区的生存消费发展趋势和整体平均水平较为一致。因

此，就当前分地区讨论农村居民家庭生存消费现状来看，东部地区的生存消费水平在三

个地区中最高，三个地区生存消费水平增长基本一致，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整体生存消

费水平差距不大。

表 3.7 2011-2019 年我国农村居民家庭生存型消费 单位：元

年度 2011 2013 2015 2017 2019
平均 8901.08 11876.14 14168.11 17680.78 20087.18
东部 13308.76 12546.02 15321.12 20192.25 20822.26
中部 8493.04 11664.36 14447.67 16622.40 20475.88
西部 6922.48 11200.88 12349.76 16075.14 18747.53
数据来源：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单位：元

表 3.7 2011-2019 年我国农村居民家庭生存型消费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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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我国农村居民家庭发展型消费现状

表 3.8和图 3.8均显示出了 2011-2019年我国农村居民家庭发展消费的变化情况。从

图表的数据和变化趋势可以看出，近年来农村居民家庭发展消费逐渐增加，在 2019年

超过 1万 9千元，发展消费增速在 2015年之后狂飙式上涨，仅有西部地区近些年来略

有增速减缓趋势，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上涨幅度仍是很大。将发展消费与生存消费相比，

当前农村居民家庭消费仍是以生存消费为主。

从各个地区间农村居民发展型消费差异来看，主要体现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变化趋

势：第一，各地区农村居民家庭的发展消费均呈现出逐年增长的良好趋势，其中东部地

区在 2019年成功突破 2万元，但与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相比，差距并不大；第二，中

部地区农村居民家庭发展消费大体上高于西部地区农村居民家庭的发展消费，但二者之

间较为接近，差距比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差距略大；第三，三个地区 2015年之后的

几年发展消费增长率势头迅猛，除西部地区增长略有放缓之外，中部地区和东部地区仍

是发展迅速。三个地区的发展消费的变化趋势和整体均值保持了高度一致。因此，就当

前分地区讨论农村居民家庭发展消费现状来看，东部地区的发展消费水平在三个地区中

最高，三个地区发展消费水平增长基本一致，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整体发展

消费水平差距不大。

表 3.8 2011-2019 年我国农村居民家庭发展型消费 单位：元

年度 2011 2013 2015 2017 2019
平均 2098.77 5631.08 6072.11 13236.41 19479.27
东部 2581.15 6577.70 6656.17 13800.25 20409.65
中部 1532.51 5816.93 5952.86 13243.47 19877.96
西部 1426.37 4466.89 5752.71 12663.06 17919.18

数据来源：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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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8 2011-2019 年我国农村居民家庭发展型消费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

3.2.4我国农村居民家庭享受型消费现状

表3.9和图3.9均显示出了2011-2019年度我国农村居民家庭享受消费的变化情况。

从图表的数据及变化趋势可以看出，近年来农村居民家庭整体享受消费的均值逐渐增

加，在 2019 年超过 1万 2千元，享受消费增速发展趋势较为平缓，整体保持了匀速增

长。与生存消费和发展消费相比，生存消费仍是最重要的消费，享受消费绝对额相较于

发展消费更小，在整体消费中的占比不大，当前农村居民家庭消费仍是以生存消费为主。

从各个地区农村居民享受型消费差异来看，主要体现出以下三个方面的变化：第一，

我国各地区农村居民家庭的享受消费均出现逐年增长的趋势，东部地区在 2019 年成功

突破 1万 5千元，并且在这五年里一直是三个地区当中享受消费最高的地区；第二，中

部地区农村居民家庭的享受消费在历年中均高于西部地区农村居民家庭的享受消费，但

二者之间的差距在逐步缩小，呈现出不断接近的态势；第三，三个地区的农村居民家庭

享受消费增长率较为不一致，在 2017 年之前东部地区的增速最快，在 2017 年之后东部

地区的增速略有放缓，与此同时中西部地区的增速有所上升，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增

长趋势较为一致。因此，就当前分地区讨论农村居民家庭享受消费现状来看，东部地区

的享受消费水平在三个地区中最高，三个地区享受消费水平增长较为不一致，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整体享受消费水平差距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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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9 2011-2019 年我国农村居民家庭享受型消费 单位：元

年度 2011 2013 2015 2017 2019
平均 3054.07 8703.21 10158.56 11146.93 12899.15
东部 3560.37 9945.27 12022.84 14215.51 15271.85

中部 2965.75 9154.00 9788.78 9805.66 12940.71

西部 2368.80 7139.65 7530.61 8621.94 11364.68

数据来源：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单位：元

图 3.9 2011-2019 年我国农村居民家庭享受型消费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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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研究设计

4.1 研究假设

4.1.1农村居民家庭总收入与消费升级

影响消费的因素比较多，可是在诸多的影响因素中，最核心的影响因素就是收入。

消费者进行消费必须以支付能力作为基础，人们的支付能力是决定购买商品的数量和质

量的重要因素。随着人民的支付能力不断提高，人们的消费需求也将随之释放，从而促

使生产者对产品和经营方式进行不断创新和调整，从而引起居民的消费结构发生变化。

通常，收入总量增加后消费升级水平也就会随之提高。社会正在向前发展，这必将会在

一定程度上为农村居民家庭创造一定的增收机会，进而逐步提高农村居民家庭收入。

然而从我国目前经济发展情况来看，相较于城市地区和城镇居民而言，农村家庭收

入和消费存在一定的滞后性特征。出现这一现象与人们的消费预期、环境和习惯存在关

系。我国先后开展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产业调整等措施，在促进我国经济发展方面给

予了一定动力，同时也为农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农村居民对未来预期

收入有较高的信心，从而将更多资金用于消费。在增加居民消费信心之后，消费环境也

在逐步改善。站在长远角度思考，居民现期及预期收入增加之后能够很好地对消费起到

促进作用。农村居民拥有较高现期收入水平的同时减少了后顾之忧，提高了未来的预期

收入水平，便在发展和享受方面增加消费，从而在整个消费结构中这部分消费支出就会

增加，也就是促进居民的消费向着更高层级转变。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1：

假设 H1：农村地区居民家庭的总收入越高，越能促进其消费升级。

4.1.2农村居民家庭收入来源与消费升级

每个家庭除了现实财富账户之外，还拥有一个“心理账户”。每个家庭在这个心理

账户中，会结合收入的不同来源、资金的不同支出方向或者资金在心理上能够获得收益

的情况，将这一账户划分为不同的类型。例如，存储在日常生活账户中的就是工资和经

营收入，这些收入中一部分可以被用在家庭日常生活所需费用的支付，而其余的部分则

用来储蓄，经过长时间的积累形成整个家庭的财富。财产及转移性收入则被存放在“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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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账户之中。这两项收入作为额外收入，不但可以用来维持家庭日常支出，满足日常

的消费需求，还能够扩大整个家庭的财富规模，提高家庭整体的财富水平。

分析心理账户理论可知：第一，收入来源不同，消费不同产品的倾向就不同。经营

性收入属于当前农村家庭收入来源中的主要组成部分，在农村家庭收入中此部分资金起

到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外出务工所获得的工资性收入，可以用来确保家庭财务稳定。所

以，家庭使用工资性收入同样比较谨慎，在购买维持生活的产品时消费倾向和弹性均较

小。人们通常将转移性和财产性两类收入成为额外收入类型，更加倾向于购买非日常性

产品和服务。会把这两种收入用来选购更多商品种类，也就是更倾向于使用这两种收入

来对价格高昂的产品或服务进行选购。第二，在心理账户中，人们也会同时根据各种收

益来源，将心理账户的收益划分归纳为预期的未来收入、当期的储蓄以及现金收入这三

类，这些不同来源的收入之间并不会相互转移。对于一个家庭而言，不同账户收入影响

决策得到的结果不相同。消费现金收入账户虽然诱惑力最大但是消费倾向较低，所以将

此账户的收入储存起来而不用于消费，往往需要花费较高的心理成本。现期资产也就是

储蓄账户消费的心理成本和诱惑力处于中等水平。而消费未来收入账户的心理成本这最

小。

基于上述分析发现，农村居民家庭收入来源中不同类型的收入对于消费升级的影响

程度会存在差异。经营以及工资性收入对消费升级的影响程度会相对较小，而财产和转

移收入作为额外收入，对于消费升级的影响程度会更大。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2：

假设 H2：农村地区居民家庭的收入来源对促进其消费升级有着重要作用。

4.1.3社会保障在收入促进消费升级中的中介效应

社会保障制度的实施及完善程度，无论是对于人们预防性储蓄动机的减少还是对于

人们消费意愿的增强都会产生有较大的影响。社会保障制度在我国现阶段是包括社会保

险、福利与救助等多个层面，承担着为国民基本生存需求提供保障以及帮助国民尽快摆

脱生存危机的重任。我国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以及收入来源的完善，促使农村居民

的参保意识也在不断增强。同时社会保障制度也在不断优化，有利于进一步刺激人们的

消费需求，实现社会总需求不断增长，从而推动经济发展。随着人们总体收入大幅增加，

收入渠道更加多元，这为社会保障水平的提升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此外在社会保障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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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提升的形势下，人们的购买力也得以释放，消费结构更合理，从而刺激人们的消费

需求，提高人们的购买力和支付能力。由于我国的人口众多，增加人们的经济收入和收

入来源，不断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有利于人们消费需求的释放，这样能够更好地通过消

费拉动经济增长，从而促进国民经济更好更快地发展。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3：

假设 H3：社会保障在总收入及收入来源促进农村居民家庭消费升级中有着重要的中

介效应。

4.2 样本选择与变量定义

4.2.1样本选择

此次研究中使用的数据均来自 CHFS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时间区间为2011-2019年。

该数据库主要收集了包含家庭的人口统计特征、收入与支出以及保险与保障等多个方面

的信息，涉及范围广，样本丰富，学术界对此给予了高度认可且本次研究中所涉及的变

量均已经覆盖。基于此，本文在研究中合并了个人和家庭两个层面的数据，以家庭为单

位对收入来源和消费升级进行衡量，删除多余的变量和缺失值一共得到26286个样本值。

本文在研究过程中为避免极端值的影响将所得数据进行了 1%-99%水平上的缩尾处理。

4.2.2变量定义

1.被解释变量

消费升级。本文参考王平等（2018）①的相关研究，将生存、发展和享受型消费在

总消费中所占比重进行赋权计算后得到消费升级指数，赋权数值越高意味着消费层级也

就越高。计算公式为：

（公式 4.1）

其中， 表示消费升级指数， 表示生存型消费占比；

表示发展型消费占比； 表示为享受型消费占比。

2.主要解释变量

①
王平,王琴梅.消费金融驱动城镇居民消费升级研究——基于结构与质的多重响应[J].南京审计大学学

报,2018,15(02):6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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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主要解释变量是农村居民家庭的总收入和收入来源，总收入用家庭总收入的

对数来进行衡量，收入来源则是按照国内现有大多数研究的划分标准，根据收入来源，

将农村居民家庭收入划分为工资、经营、财产以及转移性收入这四个部分，分别取对数，

以此定义农村居民家庭收入来源。

3.控制变量

本文选取了农村居民家庭户主的性别、年龄、受教育水平、婚姻状况、健康状况和

家庭规模为控制变量，并在此基础控制了年份和省份的固定效应。

4.中介变量

本文使用社保账户余额衡量农村家庭的社会保障水平。为保持统计口径的一致，也

对其取对数。

表 4.1 主要变量表

变量名 变量含义 变量说明

Xiaofei 消费升级 通过公式 4.1 计算出的消费升级指数

Lnincome 总收入 总收入取对数

LnGongzi 工资性收入 工资性收入取对数

LnJingying 经营性收入 经营性收入取对数

LnCaichan 财产性收入 财产性收入取对数

LnZhuanyi 转移性收入 转移性收入取对数

Age 年龄 受访户主年龄

Gender 性别 受访户主性别，1 为男性，0 为女性

Marry 婚姻 受访户主婚姻状况，1为未婚，0 为已婚

Edu 教育水平
受访户主教育情况，文盲=1，小学=2，初中=3，高中=4，中

专=5，大专=6，本科及以上=7

Health 健康情况
受访户主健康情况，健康=1，较健康=2，居中=3，较不健康

=4，不健康=5

Family 家庭规模 受访者家庭人口数

LnShebao 社会保障 社保账户余额取对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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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模型设立

本文采用 OLS 模型并在此基础上控制年份和省份的固定效应，以此来考察农村居民

家庭收入来源对消费升级的影响，模型设定如下：

（公式 4.2）

（公式 4.3）

公式 4.2 中, 是被解释变量，表示第 i 个家庭第 t年的消费升级指数，此公

式主要考察 的系数，若 为正，说明总收入对消费升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公式 4.3 中，分别考察 、 、 和 的系数

、 、 和 ，以考察不同的收入来源对消费升级的影响。若各种收入所对应的系数

为正且显著，则说明其对消费升级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反之则说明其对消费升级具有

显著的降低作用，若不显著则说明其与消费升级不存在相关关系。

为验证假设 3，考察社会保障的中介作用，本文参照温忠麟等（2014）
①
的研究，使

用下列模型进行回归分析：

（公式 4.4）

（公式 4.5）

上式中，若公式 4.4 的 显著为正，则说明收入显著提高了社会保障水平；若公式

4.5 的 显著为正，则说明社会保障显著促进了消费升级，结合二者可知道社会保障在

收入促进消费升级中发挥了中介效应。

（公式 4.6）

①
温忠麟,叶宝娟.中介效应分析:方法和模型发展[J].心理科学进展,2014(5):731-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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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 4.7）

上式中，公式 4.6 的 、 、 和 用以考察不同的收入来源对社会保障水平的影

响；若公式 4.7 的 显著为正，则说明社会保障显著促进了消费升级，结合二者可知道

社会保障在不同的收入来源促进消费升级中发挥了何种中介效应。

4.4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

4.4.1描述性统计

表 4.2 报告了描述性统计结果。本文共计 26286 个样本，从描述性统计结果看，我

国农村居民家庭消费升级值平均为 1.628，即仍以生存性消费为主略偏向于发展性消费。

总收入的对数值平均为 6.939，工资、经营、财产和转移性收入对数值的平均值分别为

2.575、3.761、0.226、1.300，也即经营性收入是目前农村居民家庭主要的收入来源，

其次为工资性收入，再次为转移性收入，最后为财产性收入。受访户主的平均年龄为 41

岁，受访者的性别分布较为均衡。大部分受访者已婚，且教育水平不是很高。大部分受

访者身体健康或者比较健康，家庭规模平均为 3.84 人，与我国现有的家庭规模构成基

本一致。社会保障账户余额对数值的平均值为 3.632，并不是很高，说明我国农村地区

居民的社会保障水平还较低。

表 4.2 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变量含义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Xiaofei 消费升级 26286 1.628 0.426 1.000 3.000

LnIncome 总收入 26286 6.939 4.368 0.000 13.388

LnGongzi 工资性收入 26286 2.575 4.350 0.000 11.339

LnJingying 经营性收入 26286 3.761 3.554 0.000 13.253

LnCaichan 财产性收入 26286 0.226 1.283 0.000 8.517

LnZhuanyi 转移性收入 26286 1.300 4.122 0.000 11.006

Age 年龄 26286 41.063 17.470 18.000 79.000

Gender 性别 26286 0.405 0.491 0.000 1.000

Marry 婚姻状况 26286 0.260 0.438 0.000 1.000

Edu 受教育程度 26286 3.318 1.674 1.000 7.000

Health 健康状况 26286 2.555 1.059 1.000 5.000

Family 家庭规模 26286 3.840 1.660 1.000 9.000

LnShebao 社会保障 26286 3.632 3.535 0.000 11.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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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相关性分析

表 4.3 报告了相关性分析结果。从相关性分析结果来看，总收入和各项收入都与

消费升级的系数都为正且显著，初步说明了收入和收入来源对消费升级的正面作用，但

具体关系还需实证检验。此外，年龄、健康、家庭规模与消费升级为负相关，性别、婚

姻、教育与消费升级正相关，均同现实情况保持一致。各变量的相关系数多在 0.4 以下，

说明本文所使用变量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表 4.3 相关性分析

Xiaofei LnIncome LnGongzi LnJingying LnCaichan LnZhuanyi
Xiaofei 1
LnIncome 0.081*** 1
LnGongzi 0.101*** 0.452*** 1
LnJingying 0.009*** 0.364*** -0.036*** 1
LnCaichan 0.108*** 0.119*** 0.035*** 0.051*** 1
LnZhuanyi 0.060*** 0.492*** -0.025*** 0.01 0.045*** 1
Age -0.179*** 0.095*** -0.181*** -0.134*** -0.045*** 0.116***
Gender 0.030*** 0.048*** 0.149*** 0.007 -0.006 -0.063***
Marry 0.035*** 0.039*** 0.042*** 0.020*** -0.017*** -0.125***
Edu 0.139*** 0.117*** 0.188*** 0.134*** 0.100*** -0.045***
Health -0.104*** 0.119*** -0.155*** -0.126*** -0.042*** 0.047***
Family -0.024*** 0.002 0.054*** 0.073*** -0.046*** -0.059***
LnShebao 0.018*** 0.094*** 0.113*** 0.090*** 0.088*** -0.018***

续表 4.3

Age Gender Marry Edu Health Family LnShebao
Age 1
Gender -0.136*** 1
Marry -0.550*** 0.291*** 1
Edu -0.582*** 0.152*** 0.442*** 1
Health 0.414*** -0.114*** -0.231*** -0.366*** 1
Family -0.444*** 0.003 0.178*** 0.152*** -0.184*** 1
LnShebao -0.224*** 0.029*** 0.084*** 0.190*** -0.149*** 0.16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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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实证分析

5.1 基准回归

表 5.1 为农村居民家庭收入来源与消费升级的基准回归结果。具体回归结果如下：

表 5.1 农村居民家庭收入来源与消费升级实证结果

(1) (2) (3) (4) (5) (6)
消费升级 消费升级 消费升级 消费升级 消费升级 消费升级

LnIncome 0.00791*** 0.00591*** 0.00585***

(15.44) (11.48) (11.37)

LnGongzi 0.00653*** 0.00291*** 0.00280***

(13.29) (5.67) (5.45)

LnJingying 0.00449*** 0.00171*** 0.00168***

(8.08) (3.01) (2.97)

LnCaichan 0.0105*** 0.00836*** 0.00820***

(6.10) (4.83) (4.73)

LnZhuanyi 0.00448*** 0.00564*** 0.00564***

(8.34) (10.55) (10.55)

Age -0.000812*** -0.00108*** -0.000935*** -0.00119***

(-4.28) (-4.78) (-4.84) (-5.18)

Gender 0.00948** 0.00899* 0.0105** 0.0101**

(2.06) (1.95) (2.25) (2.18)

Marry 0.00646 0.00413 0.00843 0.00611
(1.03) (0.65) (1.33) (0.95)

Edu 0.0153*** 0.0147*** 0.0141*** 0.0136***

(9.38) (8.86) (8.60) (8.15)

Health -0.0338*** -0.0339*** -0.0341*** -0.0341***

(-13.86) (-13.88) (-13.93) (-13.97)

Family -0.00409** -0.00386**

(-2.50)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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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 2.464*** 2.535*** 2.560*** 2.466*** 2.547*** 2.570***

(72.72) (71.09) (68.79) (72.78) (71.52) (69.00)
Year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Province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 26286 26286 26286 26286 26286 26286
R2_a 0.310 0.331 0.331 0.312 0.332 0.332

注：括号内为 t 检验值，
*
，

**
，

***
分别代表在 10%，5%，1%水平上显著。

表 5.1 中，列(1)-列（3）为农村居民家庭总收入与消费升级的回归结果。其中，

列（1）仅放入总收入进行回归，列（2）增加了户主个体层面变量，列（3）增加了家

庭层面变量。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总收入与消费升级的系数为正且在 1%水平上显著，

说明总收入与消费升级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结合收入与消费的相关理论可知，收入作

为消费的来源和基础，随着总收入的增加，农村居民会增强消费信心，提高消费欲望并

激发消费潜能，从而提升消费水平，促进消费升级。因此，从总收入的角度来说，其对

消费升级产生了正向影响，假设 1得到了验证。

列(4)-列（6）为收入来源与消费升级的回归结果。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每项收

入与消费升级的系数均为正且至少在 1%水平上显著，说明各种收入的提高均会对消费升

级产生重要的促进作用，比较二者系数，可以发现其中财产性收入促进作用最大，转移

性收入次之，工资性收入再次，经营性收入最低。因此，从收入来源的角度来说，其对

消费升级产生了不同影响，财产和转移性收入对消费升级产生了影响更为积极和显著，

工资和经营性收入相对而言对于消费升级的作用没有前二者高，假设 2得到了验证。

从控制变量的情况来看，年龄与消费升级构成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说明年龄越大，

其消费升级越不显著，与当前我国老年人尤其是农村地区老年人的真实情况符合。性别

与消费升级显著正相关，说明男性的消费习惯与女性不同，男性更多地追求发展消费和

享受消费。婚姻状况对消费升级的影响不显著。教育程度与消费升级正相关，教育水平

越高，消费观念越先进，符合现实情况。身体状况与消费升级负相关，身体越差，就需

要有越多的投入在医疗、看病等花费上，从而限制了消费升级。家庭规模与消费升级负

相关，家庭规模越大，基础性消费就越多，消费升级就越被限制。

5.2 异质性分析

为进一步探究农村居民家庭收入与消费升级的关系，本文从收入水平的角度将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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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分为收入高、中、低组，从地域的角度将样本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组，从年龄的

角度将样本划分为青年、中年、老年组，借此分析收入水平、地域和年龄对于农村居民

家庭收入对消费升级影响的异质性作用。

5.2.1收入水平

具体来说，本文定义农村居民家庭收入在整体前 1/3 为收入高组，中间 1/3 为收入

中组，末尾 1/3 为收入低组。表 5.2 为农村居民家庭收入来源与消费升级的收入水平异

质性分析实证回归结果。具体回归结果如下：

表 5.2 农村居民家庭收入来源与消费升级：收入水平

(1) (2) (3) (4) (5) (6)
低收入组 中收入组 高收入组 低收入组 中收入组 高收入组

LnIncome 0.00198 0.00971** 0.0248***

(1.08) (2.25) (5.79)

LnGongzi 0.00202 0.000704 0.000883
(0.31) (0.64) (1.01)

LnJingying 0.0364** -0.00162 0.000929
(2.24) (-0.96) (1.20)

LnCaichan -0.0115 0.00876*** 0.00651***

(-1.48) (2.89) (2.90)

LnZhuanyi 0.00361* 0.00443*** 0.00444***

(1.87) (4.01) (5.18)

age -0.000828** -0.00134*** 0.0000571 -0.000843** -0.00161*** -0.000296
(-2.06) (-3.50) (0.14) (-2.09) (-4.14) (-0.70)

gender 0.0111 0.00485 0.00709 0.0112 0.00840 0.00905
(1.27) (0.61) (0.96) (1.28) (1.06) (1.20)

marry 0.00161 -0.0112 0.0230** 0.00169 -0.0122 0.0229**

(0.13) (-0.97) (2.28) (0.14) (-1.05) (2.24)

edu 0.0203*** 0.0176*** 0.00540** 0.0202*** 0.0163*** 0.00547**

(6.53) (5.78) (2.08) (6.52) (5.32)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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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lth -0.0391*** -0.0322*** -0.0252*** -0.0393*** -0.0323*** -0.0274***

(-8.99) (-8.16) (-5.70) (-9.05) (-8.17) (-6.22)

family -0.000614 -0.00259 -0.00677*** -0.000812 -0.00247 -0.00691***

(-0.19) (-0.87) (-2.72) (-0.26) (-0.83) (-2.76)

Cons 2.459*** 2.571*** 2.374*** 2.463*** 2.644*** 2.624***

(36.10) (32.37) (32.46) (36.00) (38.47) (46.17)
Year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Province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 8579 9006 8701 8579 9006 8701
R2_a 0.270 0.344 0.377 0.270 0.345 0.377

注：括号内为 t 检验值，
*
，

**
，

***
分别代表在 10%，5%，1%水平上显著。

表 5.2 中，从列(1)、列（2）和列（3）可以看出，在单独使用农村居民家庭总收

入对消费升级进行回归时，中收入组和高收入组系数为正且分别在 5%和 1%水平上显著，

低收入组不显著。这说明农村居民家庭总收入对消费升级的作用在收入水平较高的样本

中效果更大，对于高收入家庭来说效果最大。从列（4）、列（5）和列（6）可以看出，

在使用农村居民家庭收入来源对消费升级进行回归时，低收入组中，仅有经营性收入和

转移性收入与消费升级的关系显著，但整体显著水平较低；中等收入组中，财产性收入

和转移性收入均与消费升级关系显著，整体显著性水平较高；高收入组中，财产性收入

和转移性收入均与消费升级关系显著，整体显著性水平较高。这说明了收入水平对于收

入来源促进消费升级的作用中具有异质性影响，当收入水平整体较高时，越能发挥出财

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对于消费升级的促进作用。也即是说，通过收入水平的异质性分

析，可发现收入水平对农村居民家庭收入影响消费升级的作用存在异质性影响，收入水

平较高时，农村居民家庭总收入和收入来源对消费升级的提升作用更强。

5.2.2地域

表 5.3 为农村居民家庭收入来源与消费升级的地域异质性分析实证回归结果。具体

回归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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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 农村居民家庭收入来源与消费升级：地域

(1) (2) (3) (4) (5) (6)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LnIncome 0.00520*** 0.00596*** 0.00638***

(5.92) (6.46) (7.32)

LnGongzi 0.00310*** 0.00223** 0.00300***

(3.63) (2.42) (3.34)

LnJingying 0.00181* 0.00158 0.00184*

(1.89) (1.58) (1.87)

LnCaichan 0.00939*** 0.0103*** 0.00252
(3.58) (3.42) (0.70)

LnZhuanyi 0.00508*** 0.00496*** 0.00683***

(5.58) (5.27) (7.40)

age -0.000685* -0.00138*** -0.00121*** -0.000711* -0.00152*** -0.00137***

(-1.75) (-3.43) (-3.22) (-1.78) (-3.68) (-3.57)

gender 0.00723 0.0137* 0.00524 0.00824 0.0157* 0.00592
(0.92) (1.68) (0.67) (1.04) (1.90) (0.74)

marry -0.0155 0.0240** 0.00238 -0.0115 0.0256** 0.00316
(-1.36) (2.14) (0.23) (-1.00) (2.25) (0.30)

edu 0.0169*** 0.00768** 0.0194*** 0.0153*** 0.00669** 0.0187***

(5.84) (2.57) (7.10) (5.23) (2.23) (6.83)

health -0.0296*** -0.0341*** -0.0375*** -0.0300*** -0.0343*** -0.0378***

(-7.02) (-8.10) (-8.83) (-7.13) (-8.12) (-8.88)

family -0.000141 -0.00319 -0.00912*** 0.000480 -0.00291 -0.00926***

(-0.05) (-1.12) (-3.39) (0.16) (-1.01) (-3.42)

Cons 2.522*** 2.548*** 2.592*** 2.527*** 2.564*** 2.612***

(42.43) (55.18) (41.71) (42.45) (55.34) (42.22)
Year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Province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 9035 8876 8375 9035 8876 8375
R2_a 0.300 0.356 0.316 0.302 0.357 0.317

注：括号内为 t 检验值，
*
，

**
，

***
分别代表在 10%，5%，1%水平上显著。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我国农村居民家庭收入来源对消费升级的影响研究

41

表 5.3 中，从列(1)、列（2）和列（3）可以看出，在单独使用农村居民家庭总收

入对消费升级进行回归时，东部组、中部组和西部组系数均为正且在 1%水平上显著，说

明不论是在东部、中部还是西部地区，收入水平均是决定家庭消费结构的重要因素。从

系数来看，东部地区小于中部地区小于西部地区，说明总收入对于消费升级的影响在西

部地区作用最大，中部地区次之，东部地区最小。从列（4）、列（5）和列（6）可以看

出，在使用农村居民家庭收入来源对消费升级进行回归时，工资性收入对于消费升级的

促进作用在三个地区均显著，经营性收入在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显著，但整体的显著性

水平均较小。财产性收入在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显著，说明整体财产性收入的普及程度

在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更高，当地居民可以更容易获得这种“意外”之财，从而发挥财

产性收入对于消费升级的促进作用。转移性收入在三个地区均高度显著。因此，地域对

收入来源影响消费升级的作用存在异质性影响，当农村居民家庭居住于西部地区时，总

收入对消费升级的促进作用更大；收入来源对于东部地区居民消费升级的提升作用更全

面，财产性收入对消费升级的作用在西部地区更弱。

5.2.3年龄

具体来说，从描述性统计中可以看出，本文数据中的年龄分布于 18-79 岁之间。根

据年龄分布，将其分为三段，即 18-39 岁为青年组，40-59 岁为中年组，60-79 岁为老

年组。表 5.4 为农村居民家庭收入来源与消费升级的年龄异质性分析实证回归结果。具

体回归结果如下：

表 5.4 农村居民家庭收入来源与消费升级：年龄

(1) (2) (3) (4) (5) (6)
青年组 中年组 老年组 青年组 中年组 老年组

LnIncome 0.00546*** 0.00777*** 0.00394***

(8.27) (6.99) (3.22)

LnGongzi 0.00225*** 0.00335*** 0.00112
(3.62) (2.92) (0.54)

LnJingying 0.000746 0.00493*** 0.00345
(1.17) (3.68) (1.39)

LnCaichan 0.00536*** 0.00918** 0.0215***

(2.68) (2.11) (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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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nZhuanyi 0.00726*** 0.00634*** 0.00322***

(10.42) (5.53) (2.67)

age 0.000522 -0.000662 -0.00607*** 0.000645 -0.000743 -0.00620***

(0.83) (-0.70) (-5.86) (1.02) (-0.77) (-5.97)

gender 0.00532 0.00106 0.0314*** 0.00642 0.00407 0.0331***

(0.92) (0.10) (2.59) (1.11) (0.38) (2.71)

marry 0.0354*** -0.0664*** -0.0168 0.0405*** -0.0677*** -0.0158
(4.17) (-3.07) (-0.48) (4.76) (-3.13) (-0.45)

edu 0.0172*** 0.00863* 0.0232*** 0.0166*** 0.00614 0.0220***

(9.22) (1.71) (3.52) (8.86) (1.20) (3.35)

health -0.0229*** -0.0406*** -0.0514*** -0.0234*** -0.0411*** -0.0511***

(-6.77) (-8.28) (-10.34) (-6.93) (-8.33) (-10.17)

family -0.00114 -0.00753 0.0228*** -0.000900 -0.00798* 0.0241***

(-0.63) (-1.59) (2.82) (-0.49) (-1.67) (2.99)

Cons 2.474*** 2.411*** 2.586*** 2.461*** 2.442*** 2.603***

(50.72) (27.07) (10.54) (50.54) (27.27) (10.60)
Year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Province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 15055 5970 5261 15055 5970 5261
R2_a 0.394 0.277 0.0868 0.397 0.276 0.0888

注：括号内为 t检验值，
*
，

**
，

***
分别代表在 10%，5%，1%水平上显著。

表 5.4 中，从列(1)、列（2）和列（3）可以看出，在单独使用农村居民家庭总收

入对消费升级进行回归时，青年组、中年组和老年组系数均为正且在 1%水平上显著，比

较系数可发现，中年组系数大于青年组系数大于老年组系数。这说明农村居民家庭总收

入对消费升级的作用在中年居民家庭的样本中效果最大，青年居民次之，老年居民最小。

从列（4）、列（5）和列（6）可以看出，在单独使用农村居民家庭收入来源对消费升级

进行回归时，工资性收入在青年组和中年组中显著，中年组系数更高；经营性收入仅在

中年组中显著；财产性收入在青年组、中年组和老年组中均显著，其中青年组和老年组

的显著程度更高；转移性收入在青年组、中年组和老年组中均显著，青年组系数最大。

这些结果说明除转移性收入之外，不同的收入来源均对中年居民的消费升级作用最大，

转移性收入对青年居民消费升级作用最大可能与青年人的消费观念以及此项收入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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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账户中的额外收入有关。通过年龄的异质性分析，可发现年龄对农村居民家庭收入

影响消费升级的作用存在异质性影响，农村居民家庭总收入和收入来源对消费升级的提

升作用对于中年农村居民发挥作用更强。

5.3 内生性分析

为了解决样本选择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利用 Heckman两阶段法来进行内

生性检验。首先，在第一阶段中使用收入水平、地域和年龄水平做工具变量，工具变量

定义与异质性检验保持一致：收入水平采取高中低收入组的划分，收入在整体前 1/3 为

收入高组，赋值为 3，中间 1/3 为收入中组，赋值为 2，末尾 1/3 为收入低组，赋值为 1；

地域采取东中西部的划分，东部地区赋值为 1，中部地区赋值为 2，西部地区赋值为 3；

年龄 18-39 岁为青年组，赋值为 1，40-59 岁为中年组，赋值为 2，60-79 岁为老年组，

赋值为 3。利用 Probit模型对农村居民家庭总收入进行回归，计算逆米尔斯比率 IMR。

接着，在第二阶段中将 IMR放入主回归模型中进行回归，观察主要解释变量的系数有

无改变。

表 5.5 报告了 Heckman检验的回归结果。从列（1）可以发现，收入水平、地域、

年龄水平均与总收入的相关系数显著，说明了工具变量选取的有效性。从列（2）和列

（3）可以看出，在第二阶段的回归中，总收入与被解释变量消费升级之间的相关系数

仍为正且在 1%水平上显著，各类收入的系数和显著性均与主回归结果保持一致。这说明

本文选取变量并不存在因为样本选择偏误所导致的内生性问题。

表 5.5 内生性检验：Heckman两阶段

(1) (2) (3)
总收入（对数） 消费升级 消费升级

IncomeRank 6.691***

(192.86)

Area -0.262***

(-2.75)

AgeRank -0.383***

(-6.31)

LnIncome 0.00535***

(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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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nGongzi 0.00246***

(4.73)

LnJingying 0.00134**

(2.34)

LnCaichan 0.00777***

(4.48)

LnZhuanyi 0.00540***

(10.08)

Age 0.00769*** -0.00108*** -0.00120***

(3.39) (-4.79) (-5.20)

Gender 0.0572 0.00872* 0.00978**

(1.63) (1.90) (2.10)

Marry -0.421*** 0.00707 0.00996
(-8.80) (1.10) (1.53)

Edu 0.0367*** 0.0144*** 0.0132***

(2.89) (8.64) (7.92)

Health -0.0329* -0.0335*** -0.0337***

(-1.78) (-13.72) (-13.76)

Family -0.0250** -0.00388** -0.00360**

(-2.03) (-2.36) (-2.19)

IMR -2.843*** -3.779***

(-2.68) (-3.63)

Cons 5.230*** 2.564*** 2.573***

(10.73) (68.79) (69.01)
Year Yes Yes Yes
Province Yes Yes Yes
N 26286 26286 26286
R2_a 0.611 0.331 0.332

注：括号内为 t 检验值，
*
，

**
，

***
分别代表在 10%，5%，1%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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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稳健性检验

5.4.1替换因变量

为确保本文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接下来本文将被解释变量替换为发展型和享受型消

费支出占比，以此来检验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表 5.6 为将被解释变量替换为发展型

和享受型消费支出占比的稳健性检验实证回归结果。具体回归结果如下：

表 5.6 农村居民家庭收入来源与消费升级：稳健性检验（替换因变量）

(1) (2)
发展型消费+享受型消费占比 发展型消费+享受型消费占比

LnIncome 0.00205***

(6.55)

LnGongzi 0.000314***

(3.04)

LnJingying 0.000904***

(2.85)

LnCaichan 0.00564***

(5.75)

LnZhuanyi 0.00224***

(7.10)

Age -0.00118*** -0.00131***

(-8.95) (-9.70)

Gender -0.000402 0.00174
(-0.15) (0.63)

Marry 0.00827** 0.00760*

(2.15) (1.96)

Edu 0.0143*** 0.0139***

(14.08) (13.56)

Health -0.0185*** -0.0189***

(-12.89) (-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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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mily 0.00771*** 0.00758***

(7.66) (7.50)

Cons 0.880*** 0.893***

(44.07) (44.65)
Year Yes Yes
Province Yes Yes
N 26286 26286
R2_a 0.342 0.343

注：括号内为 t 检验值，
*
，

**
，

***
分别代表在 10%，5%，1%水平上显著。

表 5.6 中，列(1)为单独的农村居民家庭总收入与发展享受消费占比的回归结果。

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总收入与发展享受消费占比的系数为正且在 1%水平上显著，说明

总收入与发展享受消费占比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列(2)为收入来源与发展享受消费占

比的回归结果。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各类收入同发展享受消费占比的系数均为正且显

著。因此，在替换因变量后，总收入还是收入来源的回归结论均与主回归的结论保持一

致的，说明了收入来源对消费升级的正向作用，主回归结果通过了稳健性检验。

5.4.2 Tobit模型

为进一步确保本文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文使用 Tobit模型进行估计，来检验基准

回归结果的稳健性。表 5.7 为采用 Tobit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实证回归结果。具体回归

结果如下：

表 5.7 农村居民家庭收入来源与消费升级：稳健性检验（Tobit模型）

(1) (2)
消费升级 消费升级

LnIncome 0.00424***

(7.12)

LnGongzi 0.00497***

(8.19)

LnJingying 0.00516***

(7.09)

LnCaichan 0.0271***

(1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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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nZhuanyi 0.00741***

(11.93)

Age -0.00621*** -0.00628***

(-27.76) (-28.10)

Gender 0.0136** 0.0120**

(2.49) (2.19)

Marry -0.106*** -0.0964***

(-14.29) (-13.06)

Edu 0.0106*** 0.00782***

(5.44) (3.99)

Health -0.0102*** -0.0111***

(-3.77) (-4.15)

Family -0.0331*** -0.0313***

(-18.99) (-18.12)

Cons 1.960*** 1.958***

(107.93) (111.26)
Year Yes Yes
Province Yes Yes
N 26286 26286

注：括号内为 t 检验值，
*
，

**
，

***
分别代表在 10%，5%，1%水平上显著。

表 5.7 中，列(1)为单独的农村居民家庭总收入与消费升级的回归结果。从回归结

果可以看出，总收入与消费升级的系数为正且在 1%水平上显著，说明总收入与消费升级

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列(2)为收入来源与消费升级的回归结果。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

各类收入同消费升级的系数均为正且显著。因此，在替换因变量后，无论总收入还是收

入来源的回归结论均与主回归的结论保持一致的，说明了收入来源对消费升级的正向作

用，主回归结果通过了稳健性检验。

5.5 社会保障的中介效应

为检验假设 H3，使用模型 4.2、4.4、4.5 和模型 4.3、4.6、4.7 进行检验，模型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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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4.3 的回归结果均已报告在基准回归部分，模型 4.4、4.5 和 4.6、4.7 的回归结果报

告在表 5.8 中。

表 5.8 社会保障的中介效应

(1) (2) (3) (4)
社会保障 消费升级 社会保障 消费升级

LnIncome 0.0491*** 0.00560***

(10.08) (10.88)

LnGongzi 0.0540*** 0.00253***

(10.46) (4.92)

LnJingying 0.0379*** 0.00149***

(5.73) (2.64)

LnCaichan 0.226*** 0.00706***

(11.44) (4.05)

LnZhuanyi 0.00381*** 0.00562***

(2.74) (10.53)

LnShebao 0.00512*** 0.00502***

(7.86) (7.68)

Age -0.0392*** -0.000877*** -0.0361*** -0.00101***

(-18.81) (-3.88) (-17.09) (-4.38)

Gender 0.0433 0.00877* 0.00736 0.0101**

(0.97) (1.91) (0.16) (2.17)

Marry -0.725*** 0.00785 -0.637*** 0.00930
(-11.60) (1.23) (-10.14) (1.44)

Edu 0.199*** 0.0137*** 0.170*** 0.0127***

(11.98) (8.22) (10.22) (7.62)

Health -0.112*** -0.0333*** -0.0987*** -0.0336***

(-5.14) (-13.65) (-4.52) (-13.76)

Family 0.119*** -0.00470*** 0.136*** -0.00455***

(7.27) (-2.87) (8.34) (-2.76)

Cons 3.179*** 2.544*** 3.016*** 2.555***

(9.85) (68.13) (9.45) (6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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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ar Yes Yes Yes Yes
Province Yes Yes Yes Yes
N 26286 26286 26286 26286
R2_a 0.104 0.333 0.113 0.333

注：括号内为 t 检验值，
*
，

**
，

***
分别代表在 10%，5%，1%水平上显著。

从表 5.8 中可以看出，总收入与社会保障的回归系数为正且在 1%水平上显著，说明

农村居民家庭的总收入显著提高了其社会保障水平。接着从列（2）可以看出，总收入

与消费升级的回归系数仍在 1%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农村居民家庭的总收入仍对消费升

级存在正向影响。同时，社会保障同消费升级的回归系数均正且在 1%水平上显著，说明

社会保障水平能够显著提高消费升级。结合农村居民家庭收入能够提高社会保障的回归

结果，可以判断出是农村居民家庭收入先通过提高社会保障之后进而促进了消费升级。

因此，社会保障在农村居民家庭总收入影响消费升级的路径中起到了中介作用。

从列（3）可以看出，各类收入同社会保障的回归系数为正且显著，说明不论何种

收入，都能显著提高农村居民家庭的社会保障，社会保障是一种刚需。接着从列（4）

可以看出，各类收入与消费升级的回归系数仍显著为正，说明农村居民家庭的收入来源

仍对消费升级存在正向影响。同时，社会保障同消费升级的回归系数均正且在 1%水平上

显著，说明社会保障能够显著提高消费升级。结合农村居民家庭收入来源能够提高社会

保障的回归结果，可以判断出是农村居民家庭收入来源先通过提高社会保障之后进而促

进了消费升级。因此，社会保障在农村居民家庭收入来源影响消费升级的路径中起到了

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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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研究结论及对策建议

6.1 研究结论

本文选取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中心 2011-2019 年的调查数据，运用面板数据多元线性

回归方法，检验了农村居民家庭收入来源对消费升级的影响，并进行了异质性分析。本

文的研究结论概括如下：

第一，农村居民家庭收入来源对消费升级产生了正面影响，农村居民家庭总收入和

收入来源可以促进其消费升级。本文通过构建收入来源指标和消费升级指标，发现无论

是农村居民家庭的总收入，还是收入来源中所包含的工资、经营、财产以及转移性收入，

都会对农村居民家庭消费升级产生正面影响。这种正面影响在使用消费升级指标和用发

展享受消费占比衡量时均显著。因此，总体而言，农村居民家庭收入来源会对消费升级

产生明显的正面影响。

第二，收入水平、地域和年龄对于农村居民家庭收入来源对消费升级的正面影响具

有异质性作用，农村居民家庭收入来源对消费升级的正面影响在收入水平高的样本、中

年居民的样本中更为显著，收入水平对于西部农村居民消费升级的影响最显著，收入来

源对于东部农村居民消费升级的影响最全面。

第三，社会保障在农村居民家庭收入提高消费升级的影响中起到了显著的中介作

用。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对于居民储蓄有挤出效应，对于居民消费具有提高作用，当社

会保障较高时，农村居民不必担心养老、医疗、失业等的后顾之忧，会更多地将手中的

货币用于消费，改善其消费观念和促进其消费升级。

此外，基于统计学的分析，本文发现近些年农村居民家庭的收入逐年增加，整体增

速较为平缓。东部地区的收入是最高的，中西部地区整体差距不大。农村居民家庭的消

费升级呈现出如下态势：发展消费和享受消费绝对值逐年增加，但从结构而言占据消费

大头的仍是生存消费。发展和享受消费支出额度虽在近年来呈现出不断增加的良好态

势，但由于整体消费金额增加的绝对数值还有待进一步提升，因此这两项消费支出的金

额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从中可以看出，总收入和收入来源对我国农村居民家庭的消费

升级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因此，促进农村居民家庭各种来源收入不断增加，提高总收

入水平，对于提高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增加发展和享受型消费，进一步促进消费升级具

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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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对策建议

6.2.1推动产业融合，拓宽增收渠道

促进乡村振兴，提高农村居民各项收入及总体收入水平，离不开农村地区的产业融

合。农村地区产业融合对于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具有重要作用。

本部分将结合 2022 年中央一号文件中提出的能够促进农村三产融合的重点产业，提出

相应增收建议。

第一，推动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由目前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现状可知，我国农村居

民的收入还是以经营性收入为主，其中主要包括出售自产自销农产品的农业经营，以及

工商个体户等非农经营。推动农产品加工业发展，延长产业链，不仅对于提升家庭收入

总量，而且对于增加家庭收入来源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价值。目前我国农产品加工

业仍然存在缺陷，政府应鼓励农户发展具有特色优势的种养殖产品，实现规模化和集约

化经营，打造地区品牌特色。政府应制定相应的税收优惠政策，对发展特色产业和打造

优势品牌的农户给予税收减免。此外，应发挥龙头企业的辐射带动作用，通过引进高新

技术设备和吸纳专业化人才，促进农户增收。各类大中小型金融机构应加大对农户的信

贷支持力度，帮助农户在创业过程中解决后顾之忧，同时结合农村地区的特点，设计符

合农村居民需要的金融理财产品，缓解农村地区的金融排斥现象，适当增加农村居民财

产收入。

第二，推动乡村休闲旅游业发展。我国东、中、西部地区自然资源禀赋的差异性，

使得各个地区的旅游资源各具特色。在当今社会，城市地区不同年龄阶段的人群对于乡

村旅游的向往和关注度都在逐步提升。对于青年人而言，乡村地区的生态环境、生活方

式、文化特色都使其成为缓解压力、放松心情的好去处；对于中年人而言，让下一代从

大自然中获取知识，通过实践懂得珍惜粮食十分必要；对于老年人而言，乡村地区藏着

记忆里最温暖的时光，因此回到乡村或者是去不同的乡村旅游，都能使自己在精神上获

得慰藉。在这样的背景下，乡村旅游业的发展也是逐渐兴旺。因此，各地区应抓住当地

乡村旅游业蓬勃发展的机遇并把握好此次发展契机，通过乡村旅游业的大发展来积极宣

传并推广当地传统的且具有地方特色的农产品、手工艺品以及相关非物质文化遗产，对

于增加农村居民家庭经营收入具有重要意义。其次，乡村旅游业近年来的迅猛发展则为

当地群众提供不仅数量多而且有保障的就业岗位。本地村民利用对当地的地形地貌及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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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人情了解深入的优势，能够很好地胜任导游、景区管理人员、设施维护等多种岗位，

获取更多的工资收入。同时，发展过程中政府也会给予农村居民相应补贴，帮助其进行

基础设施等相关建设，提高农村居民转移收入。此外，有些农村居民根据自家房屋及院

落改建而成的农家乐和特色民宿，将其出租给专业的运营管理团队，在为游客带来便利

享受的同时也增加了农村居民的财产收入。

第三，推动我国农村电商产业创新发展。近年来，电子商务产业呈现显示出发展势

头较为迅猛且发展前景良好的整体态势，大众的消费习惯也从之前单纯的线下购物转向

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推动农村电商发展，对于拓宽农村居民的收入渠道发挥的作用

不可小觑。在脱贫攻坚过程中，许多农民借助电子商务推广农副产品，扩大农副产品销

售渠道，同时也通过粉丝效应培养了一批忠实客户，以直播带货的方式增强客户黏性。

足不出户，农民借助互联网就能为农副产品找到销路，提高经营收入。同时，以拼多多

为代表的电商平台还有助农活动，为农民丰产又丰收提供了良好的保障。在新冠疫情常

态化的情况下，为解决受疫情影响的农产品滞销问题，许多具有影响力的主播都帮助农

村居民进行直播带货，切实解决了农民的燃眉之急。电子商务产业的健康发展同样也在

一定程度上巩固了脱贫攻坚成果并有效缓解了城乡居民相对贫困问题，为人民实现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和共同富裕的目标创造了更为良好稳定的条件。电子商务的发展在助力农

民增收，拓宽收入渠道的同时，也为农民寻求更高品质的消费品创造了契机。凭借流通

渠道便捷，减少中间商等优势，互联网平台能够为农户提供物美价廉的优质产品，从而

促进农村居民的消费升级。

6.2.2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农村居民参与度和满意度

自改革开放至今，我国都在积极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极大的提高了保障能力和水平，

也获得了良好的成绩。然而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人口结构变化和全球化经济的不确定

性等多种因素共同影响，对社会保障的正常运行造成了一定的阻碍。不可置疑的是，完

善社会保障制度和促进农村居民消费之间，两者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养老和医疗属于

我国民众关注的重点，也在社会保障范畴之内。我国人民受传统观念影响，青睐于储蓄，

这与我国没有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存在直接关系。在有效保障居民解决养老、失业和医

疗等基础问题，才能够切实发挥提升居民消费能力的作用，从而提升消费层级。

普及新农合及新农保，提高农村地区医疗机构的便利化程度等措施，提升了农村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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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的安全感，减少了他们的后顾之忧，对消费升级发挥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当前，新农

合与新农保是农村居民参与的主要社会保险，主要防范了农村居民所面临的医疗风险及

养老风险。同时，新农保养老金成为农村居民特别是老年人收入的重要来源，新农保养

老金收入占其收入的比重决定了居民的消费决策，养老金收入占比越高，农民越敢于消

费。原因有以下两点：

第一，养老问题是目前我国许多农村居民家庭都面临的一项重要问题。人口老龄化，

年轻人外出务工，老年人难以适应城市生活等方方面面的因素，都增加了农村居民的预

防性储蓄动机。农村居民家庭，尤其是独居老人，将自己的积蓄大部分都储存起来用于

养老，剩余部分仅用来维持基本生活需要，购买生活必需品。目前农村地区的老年人还

会受到固有观念的影响，从心理上认为选择养老机构养老或者雇佣专业人员在家帮忙照

料是被抛弃和乱花钱的表现。因此，在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过程中，提高养老金比例，

加强养老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固然重要，但同时也要更加关注到老年人的心理需求。可

以为老年群体提供免费的有针对性的心理疏导和心理咨询，建立个性化的心理档案，让

老年人能够从心里接纳现代化的养老设施。

第二，农村地区居民还受到医疗机构数量少，专业化程度较低，重大疾病及罕见病

用药报销比例低，手续繁琐等问题的困扰。因此医疗保险的进一步完善也十分必要。为

保障我国农村居民群体利益，满足农民医疗卫生需求设立的新型农村医疗合作制度，在

为农民带来实惠的同时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认可。但目前还存在着筹资渠道单一，报销

目录有限等问题。新农合的资金筹集主要依靠政府补贴和农民个人缴费这两个渠道。可

以加强宣传，带动其他社会力量参与，扩大筹资规模。此外，现有的两种筹资方式在经

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也会遇到一定的困难，因此拓宽筹资渠道，体现医疗社会保险的

共济性就显得尤为重要。“新农合”在农村地区的普及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村居民的

后顾之忧。“新农合”在个人缴费层面出现了缴费额度连年上涨的情况，农村居民缴费

的积极性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打击。虽说对于经济条件较好的家庭来说，每年的保费缴

纳并不成问题，但是对于收入来源渠道单一，家庭人口规模较大，经济较为困难的家庭，

一次性上千元的保费缴纳也会成为一笔不小的开支。而且部分农村居民选择参保也是为

了求得心安，并不是实实在在感受到参保的好处而选择积极缴纳保费。在这种情况下，

保费的上涨就不利于维持农村居民缴费的稳定性和积极性，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农村居

民的缴费意愿。

在这种情况下,可以结合消费者储蓄消费行为理论，借助大数据进行分析，借助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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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保险制度来平衡消费者生命周期收入和消费支出，旨在能够在生命周期内的收入能够

最大化利用。所以，若能够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不需要担心由于未来收益降低而

导致身体或者是其它方面受到影响，这必定会起到良好的刺激消费作用。社会保障能够

对暂时和永久失去劳动力居民提供基本生活保障，能够发挥一定的挤出居民储蓄作用。

基于现下的现收现付制度，居民更倾向于使用现期收入进行消费，也就是使用社会养老

保险来对个人储蓄进行替代。

6.2.3推进城镇化进程，促进城乡消费市场一体化

我国正在积极推进的城镇化建设，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促进农村居民消费的作

用，同时农村居民收入和城镇化水平也存在着非常直接的关系。第一，城镇化对人文关

注度更高。要求在进行城镇化建设时要做到以人为本，通过多样化方式来增加农村居民

就业岗位。完善基础设施和环境建设，必定需要投入更多人力和物力，因此会对农村剩

余劳动力进行转换，从而进一步提高农民收益。第二，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城市地区的消

费观念和创新型产品也会进一步为农村居民所接受。同时可以为流入城镇的劳动力带来

更多就业岗位和创业机会，农村居民总体收入也会随之增加。第三，城镇化建设，起到

了助力涉农企业发展的作用。通常此类企业属于劳动密集型，有较长的产业链，农村居

民可从这些企业中获得较多就业岗位。在产城融合的背景下，提供了更多动力来助力地

区发展，也能够为在城市中打拼的农民提供更多的增收机会。

同时，国家为保证城镇化建设期间能够合理保护农民财产权益和稳定农村发展，

发布了多条法规，设计土地政策补贴和完善土地承包关系等等。同时，城镇化建设会对

城市规模进行扩大，也会征用更多农村土地，地价也就会随着增加，能够给农民带来更

多增值收益。城镇化建设征用了部分农村土地，可为农民带来一定的补偿金或租金，原

在城乡结合居住的农民可通过房屋租赁获得收益。在我国大力推行普惠金融时，在国家

政策的引导下，同时开展了扶贫攻坚和城镇化建设工作，政府鼓励企业与农民以股份分

红形式合作，这也能够增加农民收益。由此可见，城镇化建设能够起到一定的刺激农村

居民消费力度，进一步拓宽农村市场消费种类，亦或是增加精神消费占比，是一种改善

农村居民消费层级的有效方式。不难发现，在城镇化建设和国际经济发展的大环境下，

农民收入会有一定程度的增加，也能够选购更多的高级消费产品。

城乡消费市场一体化在增进城乡之间消费协同发展，拉动内需的过程中发挥着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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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重要的作用。在促进城乡消费市场一体化的过程中，可以提升消费供给的多样性，满

足城乡消费者的差异化消费需求。与此同时，打造区域性的消费中心，通过实地调研以

及消费数据分析探索出符合城乡居民消费需求的产品，不断增强消费中心对于周边地区

消费的辐射带动能力。此外，基础设施建设也需不断完善。便利的交通条件以及商贸物

流体系建设都离不开基础设施的完善。补齐城乡之间基础设施建设的短板，提高产品流

通效率，减少不必要的贸易成本，提高农村地区各类商业网点覆盖率和交通可达度，为

农村居民打造更加便捷的消费环境，不断适应农村居民在消费升级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新

需要。

与此同时，产品创新力度也在不断增强，对于促进消费升级发挥着重要作用。人们

在面对较为陈旧的产品时消费会达到饱和，此时，如果想让消费者仍然愿意消费，就要

提供其喜欢的新产品或者能够带来更高边际效用的商品或者服务，这就需要通过科技研

发进行产品创新，或者通过压缩成本降低产品价格，在农村居民现有收入水平可以承受

的情况下，在供给端创造新需求，以此来吸引更多的消费者，促进农村居民消费升级。

尤其是新能源汽车、绿色智能家电在农村地区的推广，对我国农村居民消费升级具有重

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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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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