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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the life of residents is also changing, which is re-
flected in their consumption structure. In order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current state of China’s 
economic operation, it is an indispensable link to study the structure of consumer expenditure in 
various regions. This paper mainly studi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gions and consumption 
structure expenditure, disposable income and consumption structure. Specifically, R language 
program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structure of per capita consumption expenditure in different re-
gions. Next using R language and SAS programs, it made a canonical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urban 
and rural disposable income and consumption expenditure structure to explore the differences of 
the consumption expenditure structure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in our country, and put 
forward the beneficial suggestion to reduce the difference. 

 
Keywords 
Disposable Income, Structure of Consumer Spending, Correspondence Analysis,  
Canonical Correlation Analysis 

 
 

关于我国地区及城乡与消费支出结构的有关 
分析 

刘  昱 

北方工业大学理学院，北京 
 

 
收稿日期：2018年10月1日；录用日期：2018年10月15日；发布日期：2018年10月22日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sa
https://doi.org/10.12677/sa.2018.75061
https://doi.org/10.12677/sa.2018.75061
http://www.hanspub.org


刘昱 
 

 

DOI: 10.12677/sa.2018.75061 522 统计学与应用 
 

 
 

摘  要 

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居民的生活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具体表现在居民的消费结构上。为了更深入了

解目前我国经济运营状态，研究各地区居民消费支出的结构成为必不可少的环节。本篇论文主要研究地

区与消费结构支出、可支配收入与消费结构之间的关系，具体先运用R语言程序对各地区的人均消费支

出结构进行对应分析，探究地区间消费结构支出差异及特点。其次结合R语言与SAS程序，分别对我国的

城镇与农村可支配收入与消费支出结构进行典型相关分析，来探究我国城乡消费支出结构的差异，并提

出有利建议减小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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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虽然我国目前处于经济稳定增长的状态，但是各地区差异、农村城镇差异问题依旧存在并且难以克

服。地区间的差异问题也使得我国的经济结构失衡、经济发展延缓，从而阻碍经济增长。制约了我国经

济增长脚步的因素无疑还有城乡差异过大。现如今，缩小各地区差异以及减小城乡贫富差距成为国家应

当应对的主要问题之一。 
参考国内外文献，不少学者对我国消费结构都有所研究。从居民消费结构方面看，2002 年以来，居

住、交通为主的消费结构升级活动成为消费增长的主导力量(张立群，2012)。刘建国(1999)认为，导致我

国农村居民消费倾向偏低的原因有：农村居民收入不稳定、居民社会保障制度不足以流动性约束[1]。可

见，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依旧存在不少问题等待我们深入探究。 
本篇文章主要通过搜索 2014 年有关各地区在消费结构上的支出数据，以及可支配收入在消费结构上

的支出数据来研究消费结构支出的相应问题，首先因为消费规模的扩大和消费结构的升级是经济增长的

源动力。其次，研究消费结构，能合理地引导消费，从而促进消费结构更加合理化。最后，对比城镇、

农村的收入以及消费结构的不同，总结特点及规律，提出相应的意见。 

2. 我国各地区与消费支出结构对应分析 

2.1. 对应分析部分[2] 

我们首先选取了 2014 年中国 31 座城市的人均消费支出指标，用各个地区与各个消费支出指标进行

对应分析，目的是想研究各地区的居民消费支出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数据具体情况如表 1。 
为了方便区分各地区情况，我先将数据按照东部、中部、西部、东北部地区进行分类标记，随后进

行对应分析。首先对数据进行处理，考察数据是否适用于对应分析，因此进行 2χ 检验，结果如表 2 显示。 
2χ 值等于 4792.5，p 值远小于 0.05，所以拒绝原假设，认为选取的地区因素与消费结构支出方向不

独立，即两种因素之间有密切联系，可进一步进行对应分析。对应分析结果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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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31 consumption structure expenditure table 
表 1. 31 个地区消费结构支出表 

2014 食品烟酒 衣着 居住 生活用品及服务 交通通信 教育文化娱乐 医疗保健 其他用品及服务 

海南 4915 549.9 2558.2 686 1437.4 1358.4 716.8 248.8 

广东 6589.8 1014.6 4300.2 1116.5 2795.1 1965 890.5 533.9 

山东 3932.3 1168.9 2825.8 993.6 1821.9 1303 989.6 293.7 

福建 6081.9 1097.5 4278.5 1032.3 2067 1667.2 926.8 493.1 

上海 9011.6 1613 10789.1 1531.6 3596.5 3311.4 2223.9 987.6 

江苏 5591.7 1385.2 4126.7 1107.2 2869.3 2238.2 1331.3 514 

浙江 6569.2 1587.1 5577.2 1117.7 3670.6 2169 1358.2 503.1 

北京 7467.8 2359.8 9497.7 2041.4 3578.6 3268.3 1914.2 975.2 

天津 7376.6 1859.3 4873 1295.5 2904.7 1833.8 1584.5 615.5 

河北 3263.7 971.8 2727.7 773.6 1749.3 1144.5 1027.5 273.5 

内蒙古 4746.4 1688 2795.2 1008.9 2405.1 1813.2 1319.7 481.5 

广西 3680.1 460.5 2341.5 614 1198.3 1115.3 679.3 185.3 

重庆 4971.9 1275.9 2554.4 978.8 1476.2 1319.3 966.1 268.1 

四川 4548.2 974.3 2217.3 879.6 1437 1061 964.5 286.5 

贵州 3151.9 666.3 1826.9 619.1 1080.4 1222 572 164.7 

云南 3211.5 567 2018.5 568.4 1513.6 1096.7 739.4 154.4 

西藏 3370.2 733.7 1311.5 399.7 796 266.7 197.6 241.5 

陕西 3405.1 944.6 2585.8 796.2 1535.4 1500.4 1178.2 257.9 

甘肃 3218.2 884.2 2015 652.1 1072.2 1092.4 737.2 203.3 

青海 3854.4 1153 2374.5 733.5 1790.1 1293 1071.2 335 

宁夏 3555.6 1170 2214.4 797.9 1763.5 1416.4 1239.9 326.7 

新疆 3855 1205.6 2226.4 669.2 1624.5 1102.2 978.3 242.4 

辽宁 4554.8 1477.8 3400.5 918.7 1949.7 1834.4 1419.2 512.9 

吉林 3531.6 1228.9 2561.3 689.5 1636.3 1550.8 1458 369.6 

黑龙江 3537.9 1292.8 2689.6 670.9 1588.4 1406.8 1258.3 324.1 

河南 3202.4 1111.8 2208.6 875.1 1225.5 1160.8 929 287.1 

湖北 4139.7 1009.7 2810.2 813.4 1339.8 1479.8 1056.2 279.3 

湖南 4240.5 914.1 2708.4 796.9 1600.2 1764.9 972.2 291.4 

江西 3785.8 853.4 2576.6 679.3 1164.3 1151.1 635 243.4 

安徽 4003.1 870.3 2541.8 694.2 1324.9 1157.3 870 265.3 

山西 2940.5 1084.8 2198.8 619.4 1214.7 1484.6 1008.6 312.4 

上表数据来源于《2015—中国统计年鉴》。 
 
Table 2. Results of 2χ  test 
表 2. 2χ 检验结果 

Pearson’s Chi-squared test 

Data：Z 

X-squared = 4792.5，df = 21，p-value < 2.2e−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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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31 area and consumption structure correspondence analysis chart 
图 1. 31 个地区与消费结构对应分析图 

 
通过图 1 所示，在 2014 年，31 个城市与消费支出的对应分析图，可以进行如下分类： 
第一类：在住房方面的支出主要来源于家住在北京、上海的居民。 
第二类：广东、福建、海南等东部城市的居民在食品、烟酒方面的支出是消费支出的主要来源。 
第三类：例如吉林、黑龙江等城市，消费方向更倾向于服装、医疗保健方面。 
第四类：大多数城市消费支出主要用于教育文化娱乐、交通通信和生活用品及服务方面。可见，我

国居民消费支出方向更注重于教育文化、交通以及生活服务等领域。 

2.2. 结论部分 

不难理解，对于一线城市来讲，如北京、上海等城市是人流聚集的密集人口型发达城市，在这些地

区，若要保证人们的正常生活，无论租房买房都是必不可少的开销，因此住房的消费集中在北京、上海

是合理的。 
福建、海南等地区生活在那里的居民更偏向于食品烟酒的消费支出，原因首先在于生活在那里的居

民在食品上的消费占主要地位，还是以为是基本生活为主，其次得天独厚的地形和气候，造就的景点还

有美食都是吸引人们过去消费的关键。 
处于东北地区的居民在保障日常生活的前提下，更愿意注重医疗保健，来减少生病等突发情况，并

且，那边的居民消费支出愿意在服装上，可见东北部的居民追求更高的生活标准。 
人才是国家快速发展，实现科技创新的关键，各地区人民注重人才培养，是国家进步的重要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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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日渐加速的快节奏生活，人们在出行方面也越来越有所追求，为了能跟上这种节奏，滴滴出行、快

车、摩拜等交通出行方式也进入了人们的生活，方便各地区居民进行出行选择，便捷他们的生活。同样，

在日益增长的经济体制下，人民追求更高的生活质量，便会在支出中倾向于娱乐、服务等行业。这也是

我国产业体系就业人口从一、二产业逐渐向三产业合理并快速转型的主要原因也是大势所趋。 

3. 我国四大地区与消费支出结构的对应分析 

3.1. 对应分析部分 

为了对应分析结果更加明显直观，我分为四个地区做进一步对应分析，探究四个地区的消费结构支

出情况。具体数据如下： 
表 3 是将 31 所城市按规定划分为四大地区，包括：东部、中部、西部、东北部以及西部地区。随后

进行对应分析，结果如下。 
图 2 针对的是 2014 年这一年的具体情况，通过图 2 所示，我们能清楚的看到如下分类：居住、其他

用品及服务主要来源于东部地区的消费支出，对于西部而言，大部分的支出来源于食品烟酒及生活用品

方面；东北地区注重于医疗保健上的消费支出；最后，中部地区消费支出主要集中于交通、教育文化娱

乐及衣着方向。 

3.2. 结论部分 

目前按照国家发展情况以及结合文献情况，总体来讲，我国东部更加发达，但近些年来，中、西部

地区和东北地区的发展速度也增快起来，甚至有出现超过东部地区的情况，国家也出台相应政策，逐步

加大对中西部地区发展的大力支持，使得四大地区之间差异扩大的趋势逐渐减小。 
 
Table 3. Consumption structure expenditure in four major regions 
表 3. 四大地区的消费结构支出情况 

2014 食品烟酒 衣着 居住 生活用品及服务 交通通信 教育文化娱乐 医疗保健 其他用品及服务 

东部 60,799.60 13,607.10 51,554.10 11,695.40 26,490.40 20,258.80 12,963.30 5438.40 

西部 45,568.50 11,723.10 26,481.40 8717.40 17,692.30 14,298.60 10,643.40 3147.30 

东北部 11,624.30 3999.50 8651.40 2279.10 5174.40 4792.00 4135.50 1206.60 

中部 22,312.00 5844.10 15,044.40 4478.30 7869.40 8198.50 5471.00 1678.90 

 

 
Figure 2. Correspondence analysis chart of four regions and consumption structure 
图 2. 四大地区与消费结构对应分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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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使得经济快速发展，首要一点就是抓住文化教育支出，生活在中部地区的家庭更愿意让孩子受

到更好的教育，拥有高学历去往更发达的城市创造更多的就业发展机会。中部地区同样投入大量的支出

用于交通通讯方面，使得地区通信交流更加频繁流畅，从而促进地区的各项发展；对于西部地区而言，

消费支出还是主要在于生活用品及食品支出，来维持更基本的家庭生活状态。居住在东部地区的居民愿

意去大量支出在住房方面，近十年随着房价不断上涨，东部地区的居民不断加大对住房的投资，拥有住

房已经不断成为年轻人追求的目标。东北部居民消费支出集中在医疗保健上，居民愿意花费更多金钱去

追求更健康的生活，注重医疗的保障也是发达城市居民日常关注消费的焦点。 

4.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消费结构的典型相关分析 

4.1. 典型相关分析部分 

进行典型相关分析时，本文将城镇、农村数据分别分开研究，进行对比，从而分析差异，解释问题

原因。 
从表 4 可知，工资性收入与财产净收入之间存在高度相关关系，工资性收入与转移净收入之间存在

中度相关关系，在收入组的其他指标之间相关关系均不大； 
表 5 可以看出工资性收入分别与食品烟酒、住房、交通通讯、文化教育以及其他用品及服务呈现高

度相关关系；经营净收入只与交通通讯呈现低度相关，而与其他消费支出几乎不相关；财产净收入指标

除了与衣着和医疗保健无高度相关关系外，与其余指标均呈现高度相关；转移净收入只与医疗保健有高

度相关关系，与其他指标均中度相关。 
表 6 中显示各项指标均呈现正相关，并且大部分指标相关关系集中在 0.6 附近，属于中度相关。 
从图 3 我们可以看出，第一对典型相关系数 1 0.99289ρ = ，标准误为 0.002587。第二对典型相关系数

2 0.885131ρ = ，标准误为 0.039535，第三对典型相关系数 3 0.664997ρ = ，标准误为 0.101836。从 4 组典

型方程特征值来看，累计贡献率为 99.3%。从典型方程的显著性检验 P 值来看，在 0.05 显著性水平上，

第一、二、三组典型方程显著。 
 
Table 4. Correlations among the income group 
表 4. 收入组之间的关系 

 工资性收入 经营净收入 财产净收入 转移净收入 

工资性收入 1.000000000 0.009146053 0.87839360 0.4714444 

经营净收入 0.009146053 1.000000000 0.01917847 −0.1726622 
财产净收入 0.878393597 0.019178469 1.00000000 0.6255318 

转移净收入 0.471444431 −0.172662189 0.62553183 1.0000000 

 
Table 5. Correlation between income group and consumption structure expenditure group 
表 5. 收入组与消费结构支出组之间的关系 

 工资性收入 经营净收入 财产净收入 转移净收入 

食品烟酒 0.833465739 0.113950322 0.76286562 0.4119011 
衣着 0.419147334 −0.023352660 0.27069081 0.4475612 
居住 0.935110797 −0.076178673 0.94192548 0.6886717 

生活用品及服务 0.795260511 0.039567284 0.75569157 0.5791508 
交通通信 0.820459162 0.333430156 0.75733708 0.4194829 

教育文化娱乐 0.775554439 0.149022903 0.80002950 0.6786157 

医疗保健 0.543399021 −0.051836363 0.52454888 0.8048832 

其他用品及服务 0.875708073 −0.081845775 0.74215897 0.5970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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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6. Correlations among the consumption structure expenditure group 
表 6. 消费结构支出组之间的关系 

 1Y  2Y  3Y  4Y  5Y  6Y  7Y  8Y  

食品烟酒 1Y  1.0000 0.2619 0.8110 0.6625 0.7548 0.6195 0.3963 0.7505 

衣着 2Y  0.2619 1.0000 0.3776 0.6469 0.4249 0.3552 0.6065 0.6492 

居住 3Y  0.8110 0.3776 1.0000 0.7736 0.7609 0.8253 0.6570 0.8613 

生活用品及服务 4Y  0.6625 0.6469 0.7736 1.0000 0.6845 0.7299 0.6081 0.8039 

交通通信 5Y  0.7548 0.4249 0.7609 0.6845 1.0000 0.7740 0.6244 0.7269 

教育文化娱乐 6Y  0.6195 0.3551 0.8253 0.7299 0.774 1.0000 0.7356 0.7429 

医疗保健 7Y  0.3963 0.6065 0.6570 0.6081 0.6244 0.7356 1.0000 0.6938 

其他用品及服务 8Y  0.7505 0.6492 0.8613 0.8039 0.7269 0.7429 0.6938 1.0000 

 

 
Figure 3. Significance test of canonical correlation analysis in cities and towns 
图 3. 城镇典型相关分析显著性检验 

 
以前两组典型相关为例，如散点图图 4 所示， 1U 与 1V 、 2U 与 2V 具有很强的线性关系，所以认为 1U 与

1V 、 2U 与 2V 、 3U 与 3V 之间具有高度相关关系，认为能够用可支配收入具体指标解释消费支出结构问题。

因此选取前三对典型变量进行分析。 
得到收入组的载荷矩阵： 

[,1]          [,2]          [,3]           [,4] 
工资性收入    0.10616571    0.06044959    0.21690198    0.30227132 
经营净收入    0.00425469    −0.03254398   0.16039792    −0.09321979 
财产净收入    0.06819492    −0.20662300   −0.27874769   −0.27240571 
转移净收入    0.02254345    0.22435161    0.08906621    −0.04656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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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Scatter diagram of variables 
图 4. 变量散点图 

 
消费支出结构组载荷矩阵： 

[,1]          [,2]           [,3]           [,4] 
食品烟酒        −0.011890987   0.08086345    0.13090008    −0.03391777 
衣着            0.002120268    0.05663192    0.07792958    −0.04113192 
居住            0.153697099    −0.01557558   −0.35401080   −0.10214846 
生活用品及服务  0.022450837    −0.04048317   −0.05019458   −0.03364135 
交通通信        0.035792618    −0.20699157   0.12013831    −0.00529597 
教育文化娱乐    0.010284472    0.02753423    0.13211165    −0.15873063 
医疗保健        −0.030751116   0.22206740    0.02451187    −0.04529900 
其他用品及服务  0.002614506    −0.03466661   0.02872814    0.39228268 
通过收入组与消费结构支出组的载荷矩阵，可以得出典型相关模型为： 
第一组模型： 

1 1 2 3 40.10616571 0.00425469 0.06819492 0.02254345U X X X X= + + +  

1 1 2 3 4

5 6 7 8

0.011890987 0.002120268 0.153697099 0.022450837
0.035792618 0.010284472 0.030751116 0.002614506

V Y Y Y Y
Y Y Y Y

= − + + +

+ + − +
 

第二组模型： 

2 1 2 3 40.06044959 0.03254398 0.20662300 0.22435161U X X X X= − − +  

2 1 2 3 4

5 6 7 8

0.08086345 0.05663192 0.01557558 0.04048317
0.20699157 0.02753423 0.22206740 0.03466661

V Y Y Y Y
Y Y Y Y

= + − −

− + + −
 

第三组模型： 

3 1 2 3 40.21690198 0.16039792 0.27874769 0.08906621U X X X X= + − +  

3 1 2 3 4

5 6 7 8

0.13090008 0.07792958 0.35401080 0.05019458
0.12013831 0.13211165 0.02451187 0.02872814

V Y Y Y Y
Y Y Y Y

= + − −

+ + + +
 

在第一组模型中， 1U 为可支配收入指标的线性组合，其中 1X  (工资性收入)相对其他指标有较大的

载荷，说明工资性收入在可支配收入组中占主导地位。 1V 为消费结构支出指标的线性组合，其中 3Y  (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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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指标中拥有较大的载荷，说明在居住的消费在消费结构支出中占据主导地位。 
第二组模型中，在 2U 可支配收入指标线性组合中， 3X  (财产净收入)和 4X  (转移净收入)具有较大

的载荷，说明在这组模型中，这两项指标占主导地位。而这两项指标与 2V 有关消费结构收入的线性组合

中较大的载荷指标 5Y  (交通通信)和 7Y  (医疗保健)有比较强的相关关系。 
对于第三组模型来讲，在可支配收入组合 3U 中， 1X  (工资性收入)、 2X  (经营净收入)、 3X  (财产

净收入)相对拥有较大载荷，在消费结构支出组合 3V 中，显示拥有较大载荷的有 1Y  (食品烟酒)、 3Y  (居住)、

5Y  (交通通信)、 6Y  (教育文化娱乐)。 

4.2. 结论部分 

第一组模型向我们传达的信息是，城镇居民的家庭成员以从事主要职业赚取的工资主要用于解决住

房这一大问题，这种反馈是合理的，城镇居民的住房压力相对较大，在住房上面的开销是这种压力的主

要来源，他们生活在城市中主要收入来源与工作上班赚取的劳务报酬，所以从这部分收入中用于解决住

房问题是可以理解的。 
解释：第二组模型中，家庭资产所带来的收益与通过得到政府补偿所获得的收入对消费支出结构中

交通通信和医疗保健贡献很大。首先由于现阶段国家利好的医药补贴，促进家庭加大对于医疗方面的投

资并获得分红。其次，政府推出相应的政策报销医疗费用，并且医保卡等利好政策也使得城镇居民在医

疗保健上得到相应便利。同时，单位对个人会有路费补偿或者通信补偿，来促进对交通、医保方面的支

出。 
对于第三组模型的理解，我认为，与以上两组模型不同之处就是经营净收入指标与食品烟酒与教育

文化娱乐有密切关系。对此，我的理解是首先，对于拥有私营企业或者能依靠自己生产经营获得收入的

家庭，愿意用这方面的收入去维持基本的饮食、教育及娱乐方面的日常基本支出。其次，对于这组方程，

代表可支配收入的四项指标中有三项指标均有相对较大的载荷，也就是强调了出去政府转移净收入之后

的收入指标，主要用于了饮食、住房、交通通信、文化教育娱乐方面的支出，也就是说，对于我国城镇

来讲，这些方面的支出是家庭的主要生活的消费支出。 

5.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消费结构的典型相关分析 

5.1. 典型相关分析部分[3] 

从图 5 中我们可以看出，第一对典型相关系数 1 0.971639ρ = ，标准误为 0.010209。从 4 组典型方程

特征值来看，累计贡献率为 98.2%。从典型方程的显著性检验 P 值来看，在 0.05 显著性水平上，只有第

一组典型方程显著，也就是说 1U 与 1V 之间具有高度相关关系。 
对于描绘的散点图图 6，变量具有很强的正相关关系，所以认为能够用可支配收入具体指标解释消

费支出结构问题。因此选取第一对典型变量进行分析。 
得到收入组载荷矩阵： 

[,1]          [,2]            [,3]            [,4] 
工资性收入    0.14345426    −0.091054441    −0.22247229   −0.26481878 
经营净收入    0.02992152    −0.001678513    0.09000828    −0.20548248 
财产净收入    0.04527655    0.158110523     0.19390122    0.24400695 
转移净收入    0.02074174    −0.143162490    0.15499216    0.01230387 
得到消费结构载荷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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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食品烟酒        0.027959833   −0.11063885   0.24955722   −0.05012014   0.03754667 
衣着            0.002816796   0.17282818    0.07505899   0.07031264    0.30609004 
居住            0.124785324   0.05087763    −0.40874284  −0.06577772   0.11169151 
生活用品及服务  −0.016926069  −0.14907946   0.13559943   0.22768641    −0.06207976 
交通通信        0.040482011   0.17956143    −0.04730161  −0.02309747   −0.41090835 
教育文化娱乐    −0.021746062  0.04725699    0.09781192   −0.16481853   0.07894417 
医疗保健        0.011092050   −0.11945504   0.13386504   0.07863156    −0.02282268 
其他用品及服务  0.019115109   −0.07458981   −0.11012430  −0.10662556   0.01192767 

 

 
Figure 5. Significance test of canonical correlation analysis in rural areas 
图 5. 农村典型相关分析显著性检验 

 

 
Figure 6. Scatter diagram of variables 
图 6. 变量散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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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收入组与消费结构支出组的载荷矩阵，可以得出典型相关模型为： 
第一组模型： 

1 1 2 3 40.14345426 0.02992152 0.04527655 0.02074174U X X X X= + + +  

1 1 2 3 4

5 6 7 8

0.027959833 0.002816796 0.124785324 0.016926069
0.040482011 0.021746062 0.011092050 0.019115109

V Y Y Y Y
Y Y Y Y

= + + −

+ − + +
 

在农村可支配收入与消费结构支出的典型相关分析中，可支配收入组 1X  (工资性收入)载荷较大，在

收入中占有最主导地位；消费结构支出组中 3Y  (居住)拥有较大载荷，也就是说在消费结构支出中对于住

房的消费是最主要的支出方面。 

5.2. 结论部分 

在我国农村地区，居民将自己日常劳动所得的报酬收入大部分支出在购房、租房、盖房上面。在相

对于其他消费支出方向，载荷结果并不太大，也就是说我国农村用于工资性收入进行支出的方向相对单

一，住房消费成为他们生活消费的主要方面，还未有其他方向主要消费的计划。 

6. 结论及建议 

目前，通过分析四大地区的消费结构可知，我国在 2014 年仍存在较大差异。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

以及全面小康社会不断建设，居民生活水平也随之发生很大变化。各地区基本消费支出的内部构成也反

映其消费水平高低。我国西部地区的发展也是相当迅速的，居民的主要消费除了还在日常的饮食之外，

对生活中的设备完善等服务有了更高的支出，由此可以反映西部地区人民生活在这一年中已经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其次对于中部地区，地区消费主要用于教育、娱乐、交通及衣着方面，中部地区的发展

正日益丰富消费结构，居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追求不断提高，对消费领域也不断扩充，家庭的目光转向

多样消费，其中包括了对文化消费的追求。这些转变也预示着发展的利好趋势。只有通过改变来缩小东

西部差异，实现共同发展。 
若要缩小地区差距，就要改变部分消费结构支出，依照目前的形式继续发展，尽可能向经济发达地

区消费结构靠拢。 
首先加大教育经费支出。由于教育体制改革，教育成本不断增多，人们负担教育经费逐年递增，但

是通过趋势，也反映出正在发展地区对教育重视程度也逐渐增加。 
其次，应当丰富生活用品及服务，完善目前生活的家庭设备，使得生活所需更方便更全面。 
第三，各个地区都应加大医疗保健的支出，发达地区少不了医疗保健维持居民的健康生活，在中、

西部地区更应加大对于医疗保健的完善，例如：实现各大医院医疗器材设备的更新、以及增加医护人员

的专业程度，增加居民日常健康身体检查等。 
对于农村、城市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与消费结构的典型分析，我们来分析我国城镇与农村差异。目前，

我国农村地区收入来源比较单一，不比城镇地区收入来源多样。农村地区主要可支配来源是工资性收入，

他们依靠劳动收入来维持日常生活。收入消费重点依然只是住宿问题，其他生活消费依旧不足[4]。对此，

我可以提出如下意见： 
首先，政府可以加大对于农村的转移净收入，政府可以加大对农村居民的日常生活补给、医疗补贴

等完善他们医疗保险制度，来让他们的生活更加宽松富裕，支持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多样化或者在一定程

度上减轻他们的住房压力。 
第二点，农村居民应该利用周围丰富的资源，多多赚取经营性收入，他们可以在合法的情况下，有

自己的经营产业，改变目前的生活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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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农村居民应该加大地区通信，促进与外界的交流，使得城镇及农村发展往来，并且农村居民

应有财产性收入的经验，运用互联网知识，有自己的存款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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