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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urban residents in Nanning for example to do empirical study. Using the Ex-
tended Linear Expenditure System Model (ELES Model), we made a research on the data of urban 
residents’ income and consumption, and analyzed the consumption structure, marginal propensi-
ty of consumption, and income elasticity which reveal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nsumer behavior of 
urban residents in N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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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运用扩展线性支出系统(ELES)模型对南宁市城镇居民收入和消费数据进行研究，分析了南宁市城镇居民

消费结构、边际消费倾向、收入弹性等，揭示了南宁市城镇居民消费行为特征及相应变动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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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消费是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研究消费过程中不同类型的消费情况对实现正确的

宏观调控极其重要。近年来，南宁市在中国——东盟博览会、北部湾经济区等区域经济优势发展的良好

带动下，国民经济水平保持平稳较快增长，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也有了大幅提高，随之而来的是消费结

构也较之以前有了很大的变化。从数据中发现消费结构的发展变动规律，进而优化消费结构，进一步扩

大内需，对促进南宁市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诸多学者都致力于消费结构的研究，并从不同的角度对消费结构进行了深入的阐述。丁元(2009)[1]

从因子分析的角度对广州市城镇居民的消费结构进行分析，并得出了广州市城镇居民消费开始进入新的

模式。袁志刚(2009)[2]基于 AIDS 模型分析了我国 1996-2006 的城镇居民消费面板数据，主要考察了消费

支出和价格因子对消费结构的重要影响。李增欣(2006)[3]利用 ELES 模型对比分析湖南城乡居民消费结

构的差异情况。郭亚军(2006)[4]利用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的面板数据，得出了我国城镇居民消费仍处

于过渡阶段的结论。杨瑞(2010)[5]考察了陕西省 1998-2008 年来的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变动，从 ELES 模型

的角度得出了陕西省 10 年来的城乡居民消费结构明显升级，但总体消费水平低的特征。本文将利用截面

数据在 ELES 模型下对南宁市城镇居民消费结构进行研究，分析城镇居民消费倾向及变动规律。 

2. 扩展线性支出系统(Extended Linear Expenditure System) 

扩展线性支出系统(Extended Linear Expenditure System, ELES)模型是经济学家 C. Liuch 于 1973 年在

英国计量经济学家 R.Stone 提出的线性支出系统模型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并成为广泛使用的研究居民消费

结构的重要工具，ELES 模型有两个基本假设，一是假定某一时期人们对商品的需求量取决于人们的收入

和商品的价格，而是人们对商品的需求分为基本需求和超过基本需求之外的需求两部分，且基本需求和

收入水平无关，居民在满足基本需求之后才将剩余收入按照某种比例安排各种非基本需求消费支出[4]-[6]。
ELES 模型可表示为： 

( ) , 1, 2, ,i i i i i i i i ip q V p x y p x i nβ µ= = + − + =∑                          (1) 

其中， ip 是商品 i 价格， ix 是商品 i 的基本需求量， iq 是商品 i 的总需求量， iV 是消费者对商品 i 的消费

支出， y 是居民可支配收入， iµ 是随机误差项。则， i ip x 是对商品 i 的基本需求支出， i ip x∑ 是总的基

本需求支出， iβ 表示满足基本需求支出剩下的收入(即 i iy p x−∑ )对商品 i 的边际消费倾向，事实上，对

给定的收入水平 y ，首先支出各类商品的基本需求，余下的收入按 1 2, , , nβ β β 在 n 类消费品间分配，由

于一部分收入用于储蓄，所以， ( )0,1 , 1i iβ β∈ <∑ 。 
就截面数据而言，(1)式中的价格在同一截面是不变的[3]。因此，令 i i i i i ip x p xα β= − ∑ ，则(1)式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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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化为 

i i i iV yα β µ= + +                                        (2) 

为进一步求出基本消费支出，对(2)式两边同时求和： 

( )i i i i i i
i i

p x p xα β= −∑ ∑ ∑  

可得到：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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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i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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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 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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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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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利用最小二乘法，即可估计出(2)式中的 ,i iα β ，同时由(3)式可得到对某商品的基本需求支出。 
需求的收入弹性是在一定时期内，消费者对商品的基本需求变化对收入变化的反应程度[7]。其表达

式如下式所示： 

i
i i

i i

V y y
y V V

η β
∂

= × =
∂

                                  (4) 

价格弹性包含自价格弹性和互价格弹性。其中，自价格弹性 iε 反映商品需求量对自身价格变化的灵

敏程度[8]： 

( )1
1i i ii i

i
i i i

p xq p
p q V

β
ε

−∂
= × = −
∂

                               (5) 

互价格弹性是两种商品之间价格变化的反映程度： 

( ), 1, 2, , ,j i j ji
ij

j i i

p p xq
j n j i

p q V
β

ε
∂

= × = − = ≠
∂

                        (6) 

3. 南宁市城镇居民消费结构截面数据分析 

本节利用 2011 年南宁市按收入层次划分的城镇居民人均分类消费数据进行分析，分别用 1 2 8, , ,x x x

表示食品、衣着等八大类消费品。 

3.1. 消费结构 

由上述模型(2)式和相关数据，基于最小二乘估计的结果如下表所示： 
从表 1 可以看出，各变量均有较好的拟合优度系数 2R ，边际消费倾向 iβ 的显著性水平为 0.05 的 t

检验、回归方程的 F 检验均通过，模型拟合情况良好。同时，总基本需求支出为 6117.51iα =∑ ，边际消

费倾向之和为 0.554iβ =∑ ，这说明，南宁市城镇居民的新增收入中有 55.4%将用于消费。 
也可以根据表 1 得到关于不同商品的消费函数，如： 
食品： ( )1 3840.22 0.112 6117.51X Y= + − 等。 

3.2. 边际消费倾向分析 

根据表 1 数据，按照边际消费倾向 iβ 的大小排序，各项支出的顺序依次为：交通通讯、食品、教育

文娱、衣着、家庭设备、医疗保健、居住、杂项。 
 城镇居民的交通通讯支出边际消费倾向最高，达到 17.4%，这说明经济发展推进了人们对时间和信

息的认可，而迅猛发展的信息科技行业也逐渐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 
 食品的边际消费倾向以 11.2%排在第二位，也说明南宁城镇居民仍然把食品投向作为新增收入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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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Parameter estimation and test of ELES model                                                          
表 1. ELES 模型的参数估计及检验                                                                        

 iα  iβ  2R  iβ 的 t  Prob. F 统计量 

食品 3840.22 0.112 0.851 6.33 <0.001 40.04 

衣着 264.15 0.056 0.996 40.51 <0.001 1519.4 

家庭设备 227.68 0.046 0.992 20.30 <0.001 844.7 

医疗保健 202.09 0.037 0.819 5.62 0.001 377.26 

交通通讯 311.18 0.174 0.920 15.03 0.001 187.93 

教育文娱 492.21 0.077 0.957 12.51 <0.001 1629.2 

居住 739.35 0.03 0.813 5.52 0.001 29.9 

杂项 40.63 0.022 0.989 18.71 <0.001 72.9 

 
重要组成部分。 

 教育文娱方面的边际消费倾向排在第三位，也说明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教育制度改革的持续影响，

城镇居民在得到物质消费的一定满足后，越来越重视自身文化素质和子女教育的培养，这反映了城

镇居民对生活质量的追求和对教育的重视、使得消费结构有了较大的变化。 
 医疗保健和居住项目支出的边际消费倾向不高，一方面说明城镇居民对医疗保健和居住等高档次的

消费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当前医疗保健、住房、水电燃料等相关费用不菲，更

多的居民对未来医疗改革、住房制度改革还处于观望状态，不愿意将收入更多的投入到这方面来。 

3.3. 弹性分析 

由(5)式可计算各项商品的收入弹性，结果如下表 2 所示： 
从表中可以看出，食品的收入弹性最低，这说明了食品在八大类商品中的基础地位不可动摇。居住、

教育文娱均小于 1，也显示了这两类商品支出对于居民日常生活得重要性。而交通通讯的收入弹性最高，

达到 1.3659，说明随着未来收入的提高，居民在这类商品上的消费支出增速会很快。 
由(6)式可得到各类商品的自价格和互价格弹性，如表 3 所示： 
从表 3 可知，各商品间的价格弹性均为负值，这说明各类商品的消费量与其他所有商品的价格均成

反向变动趋势，即某类商品的价格提高会影响其他商品的消费量下降。除各类商品对食品的互价格弹性

外，其余互价格弹性绝对值均在 0.4 以下，绝大部分绝对值仅为 0-0.1 之间，这也说明食品价格的上涨会

对其他类型商品的消费支出产生较为明显的影响，居民被迫压缩其他商品的消费量来稳定其消费支出。

而其他类型消费品的价格变化对消费品的消费支出受影响较小。 

4. 基本结论与建议 

4.1. 相关结论 

改革开放特别是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南宁市城镇居民收入大幅度增加，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显

著提高，消费结构上也发生着变化。 
1) 交通通讯、医疗保健的消费在南宁市总消费结构中的比例将会不断上升，逐渐成为消费热点。 
2) 食品作为刚性支出在消费机构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而且食品的价格变化对其他几类商品的支

出影响较大，因此，对食品类消费品的价格应采取积极措施予以控制。 
3) 住房需求是南宁市城镇居民消费另一个重点。从边际消费倾向和弹性分析均可以看出，高房价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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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The income elasticity of all kinds of goods                                                               
表 2. 各类商品的收入弹性                                                                               

 食品 衣着 家庭设备 医疗保健 交通通讯 教育文娱 居住 杂项 

平均收入 0.4027 1.0592 1.0596 1.0665 1.3659 0.9777 0.5097 1.2302 

 
Table 3. The price elasticity of various commodities                                                            
表 3. 各类商品的价格弹性                                                                               

 食品 衣着 家庭设备 医疗保健 交通通讯 教育文娱 居住 杂项 

食品 −0.14 −0.02 −0.02 −0.01 −0.05 −0.03 −0.02 −0.01 

衣着 −0.28 −0.08 −0.05 −0.04 −0.14 −0.08 −0.06 −0.02 

家庭设备 −0.28 −0.05 −0.06 −0.04 −0.14 −0.08 −0.06 −0.02 

医疗保健 −0.29 −0.06 −0.05 −0.02 −0.14 −0.08 −0.06 −0.02 

交通通讯 −0.37 −0.07 −0.06 −0.05 −0.13 −0.11 −0.08 −0.02 

教育文娱 −0.26 −0.05 −0.04 −0.03 −0.13 −0.09 −0.06 −0.02 

居住 −0.14 −0.03 −0.02 −0.02 −0.07 −0.04 −0.05 −0.01 

杂项 −0.33 −0.06 −0.05 −0.04 −0.17 −0.10 −0.07 −0.06 

 
使较多居民在居住类商品上的边际消费倾向不高，与收入并不匹配的高房价提高了居民的支出预期，影

响到正常的生活和消费行为。 

4.2. 建议 

应该看到，经济增长、居民收入和消费支出是密不可分的，经济增长只有与居民收入同步增长，才

能有效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反过来，居民消费增加也会驱动经济增长。 
1) 要继续坚定不移的增收减负。只有继续提高居民收入才能真正的扩大内需，而只有当中、低收入

群体消费能力提高且敢于消费，才能扩大消费规模，拉动经济增长。这就要求着力提高中、低收入群体

的收入水平，有收入保证才能形成消费能力，消费意愿才能转化为现实的消费需求。 
2) 要降低城镇居民住房支出。要推动各种保障性住房体系改革，解决广大中、低收入居民的安居问

题，增加居民住房消费的可选择性，以降低居民的住房费用支出。 
3) 缩小收入差距，稳定商品价格。缩小行业之间、各个阶层之间居民收入差距，需求合理的初次分

配制度。在商品价格上力求稳定，特别应抑制食品价格的上扬。其价格上涨不仅影响食品本身的消费需

求，还导致显著减少其他商品的消费支出来稳定总消费支出。 
4) 要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稳定消费预期。积极推进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加快推进教育、医疗

体系改革等等，逐渐减轻或消除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进一步促进居民消费结构的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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