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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aising the level of rural residents’ consumption has important strategic significance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y in Yunnan. This paper chooses the relevant data of Yunnan’s rural 
residents’ consumption between 1991 and 2012, and uses principal component regression me-
thod to analyze the factors which influence the rural residents’ consump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average net income of rural residents has significantly positive correlation relationship 
with the rural residents’ consumption, the rural residents’ consumption is more sensitive to the 
changes of CPI, as well, the consumption structure of rural residents has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
relation relationship with the rural residents’ consum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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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提高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对提升云南经济整体发展水平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本文选择1991~2012年间云

南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相关数据，采用主成分回归方法对影响农村居民消费的因素进行分析。研究结果

表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与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对CPI变动比较

敏感；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与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呈显著负相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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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消费、投资与出口是拉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在如今产能过剩、国际经济低迷的背景下，投资与

出口显得力不从心，消费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突显出来，拉动内需成为各级政府的共识。云南省作为中

国西部地区比较有特色的一个省份，长期处于中国经济版图中落后的一块，如何让经济快速发展起来，

无论是对云南省自身还是整个中国经济均衡发展，都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而占云南省人口 70%的

农村居民的消费在云南省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也就勿庸置疑，农村市场是一个极具发展潜力的市场，

发展农村市场对扩大内需从而发展农村经济有着重要的意义。农村居民消费不仅受人均收入水平低的影

响，还受消费环境、消费市场、消费观念、消费政策以及消费体制等各种因素的制约。因此，找出影响

农村居民消费的因素的相对重要性，并提出对策建议，对提高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有着重要的作用。 
在现有关于农村居民消费问题的研究中，大多数都是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进行多元回归分析，

但是该方法要求被纳入模型的各个解释变量之间是相互独立的。而在实证分析中各经济指标之间往往都

存在相关性，甚至可能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若盲目地采用 OLS 方法进行回归分析而不消除经济指标

之间的多重共线性，就很难得到科学合理的结果。因为完全共线性下参数估计量不存在，近似共线性下

OLS 估计会导致估计量的方差变大，变量的经济意义不合理，变量的显著性检验和模型预测功能将失去

意义[1]-[3]。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本文先给出云南省农村居民消费需求的影响因素，并解释其影响机理，

再运用主成分回归分析法进行计量分析，以期根据相关的分析结果能对相关部门提供有价值的建议。 

2. 云南省农村居民消费现状 

2.1. 云南省农村居民消费水平较低 

近年来，随着云南农村居民收入的逐年提高，农村居民的消费开支也在不断扩大，尤其是在旅游、

餐饮、住房、购车、数码电子产品上的开支不断增长，全省居民消费水平也得到了较大提升，但与国家、

经济发达省市和周边省份比仍有较大差距，2013 年云南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水平与全国人均消费水平比少

了 1406 元，比四川省少 2071 元，比重庆市少 535 元，与经济发达省份上海、天津、浙江等省市比差距

更大。 
而从省内城乡消费差距来看，近年随着国家对“三农问题”的重视，给予了农村地区一些优惠政策，

使农民的收入增加、消费提高，城乡差距幅度有所下降，但不容置疑的是云南使城乡消费差距仍然比较

大。1990 年云南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 1272.09 元，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 453.03 元，城乡消费水

平之比为 2.81:1；到了 2012 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 13,883.93 元，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 456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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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城乡消费水平之比为 3.04:1。可见云南城乡居民消费差距比较明显，这将不利于云南经济的有序发

展。 

2.2. 云南省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长速度慢 

总体上，云南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呈逐年增长的趋势，尤其是在 1990 年以后，由于改革开放的大力

推进，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改善，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呈现较快的增长趋势。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由

1990 年 453.03 元，增长到 2012 年的 4561.33 元，增长了近 9 倍，年均增长 11.07%。另一方面，云南省

人均 GDP 也是逐年上升，尤其是在进入 21 世纪以来增长速度尤其明显，人均 GDP 由 1990 年 451.07 元，

增长到 2012 年的 10,309.47 元，增长了近 22 倍，年均增长率为 15.28%。两者相比可知，云南农村居民

消费支出的增长严重滞后于云南经济的增长。 

2.3. 云南省农村居民消费结构不尽合理[4] 

消费结构通常可由某项消费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比重表示，其中食品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比重即为

恩格尔系数，它是衡量一个地区生活水平高低的重要指标。云南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结构见表 1。 
从表 1 可以看出，云南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逐年下降，但依旧维持在 50%左右，这表明食品支出

是云南农村居民总支出的主要部分；此外，满足人们基本生存的消费需求(衣、食、住)占据了云南省农村

居民消费近 8 成的比重，而享受型、预防型的通讯、医疗、娱乐教育之类的消费比重较低。可见，云南

农村居民消费依旧停留在物质生活消费和基本生存资料的消费，对精神消费和享受资料的消费严重不足，

突出显示农村居民消费结构不合理的现状。可喜的是，通过上表中的消费资料数据可以明显看出云南省

农村居民在发展型的教育消费方面呈上升趋势，人们越来越重视对教育的投资。 

3. 制约云南省农村居民消费增长的因素[5] 

3.1. 收入水平是影响消费水平的直接因素 

收入是消费的前提，收入水平的高低决定着消费能力的高低，并直接影响居民消费信心、消费欲望

和消费潜能。收入是消费的来源和基础，是影响消费的最重要因素[6]。一方面随着云南经济的持续较快

发展，云南居民的收入也在不断的增加，为提高居民的消费不断注入了新活力。另一方面消费随着收入

的增加而增加，收入的增加确保了云南居民消费的信心，促进了消费水平的提高和升级，有效地拉动了

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 
一般情况下，当前可支配收入越多，消费量就越大；高收入就会高消费，中收入就会中消费，低收

入就会低消费，没有收入不消费，说明收入增长是拉动消费的基础，是决定居民消费能力的直接因素。

当可支配收入越高，未来预期收入越乐观，收入差距越小，消费水平越高。 
 
Table 1. The main structure of rural residents consumption in Yunnan 
表 1. 云南农村居民人均消费的主要支出结构 

年份 恩格尔系数 衣服 家庭设备&居住 娱乐教育 其它 

2008 49.59% 4.00% 24.91% 5.64% 15.86% 

2009 48.21% 4.69% 22.03% 6.07% 18.99% 

2010 47.21% 4.73% 23.71% 6.08% 18.27% 

2011 47.10% 5.23% 22.77% 6.03% 18.88% 

2012 45.61% 5.29% 23.05% 6.34% 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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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物价变动影响人们的购买力和居民的消费水平 

当前物价变动或预期物价上涨与否会影响人们的购买能力和水平，物价越高，人们购买力降低，物

价越低，购买力越高。如果预期物价上涨，居民将会减少现金的持有量，增加购买力，而预期未来物价

下降则会增加现金持有量，减少现金购买力。从云南的物价看，一方面，物价由于受食品等物价上涨影

响而使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一直处于上涨中，物价上升，居民有可能预期储蓄货币会贬值，部分居民会选

择消费，购买一些认为保值的商品；另一方面，居民可能会对物价的温和上涨已有一定的适应能力，不

会过多考虑物价的因素而影响消费。 

3.3. 传统的消费习惯和模仿性对消费也产生较大影响 

消费具有长期的习惯性和模仿性，居民消费心理(从众、求异、攀比、求实)的变化也会影响进而引发

消费的增长。历来大多居民提倡节俭、求稳，也是云南居民的普遍心理，这种消费观念短期内不会因环

境的变化而变化。但也不乏有追求时尚爱美的年轻人有购时尚的冲动，随着新产品的不断出新，以网络

消费为代表的新兴消费品市场发展迅猛，为消费品市场发展注入新动力。传统产品的升级换代，传统消

费品市场在增速放缓中进行调整转型升级，出现了一些新亮点。加之消费品零售业纷纷主动进行调整转

型升级，组织化程度、促销方法和手段有所提高，一定程度满足了居民的消费需求。居民消费的从众、

求异、攀比、求实心理会促使消费进一步扩大。 

4. 云南省农村居民消费因素的计量分析 

4.1. 指标的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根据以上对影响云南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因素分析和考虑数据的可获得性，将云南农村居民人

均消费支出( AC )作为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包括：云南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AI )、云南农村居民消费

价格指数( CPI )、云南人均 GDP ( AG )、恩格尔系数( EC )。变量 AC 、 AI 、CPI 、 AG 的数据均来源于

《云南省统计年鉴》， EC 是根据《云南省统计年鉴》中食品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比重计算所得。 

4.2. 主成分回归的计量分析 

1) 主成分分析 
对解释变量云南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AI )、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人均 GDP ( AG )、恩格

尔系数( EC )进行主成分分析，结果见表 2 和表 3。 
表 3 中变量 ZAI 、 ZCPI 、 ZAG 和 ZEC 分别是变量 AI 、CPI 、 AG 和 EC 的标准化，即： 

( )ZAI AI AI SAI= − , 

( )ZCPI CPI CPI SCPI= − , 

( )ZAG AG AG SAG= − , 

( )ZEC EC EC SEC= − . 

其中：AI = 1968.29、CPI = 105.52、AG = 7280.83、EC = 56.11%分别为 AI 、CPI 、AG 和 EC 的均值，

SAI = 1335.76、 SCPI = 6.95、 SAG = 5820.52 和 SEC = 0.07 分别为 AI 、CPI 、 AG 和 EC 的标准差。 
从表 2 可以看出，第一主成分解释了总方差的 73.875%，而前两个主成分的累计方差贡献率高达

95.805%，这表明前两个主成分已经反映了原始数据 95.805%的信息。由表 2 和表 3 可知，四个主成分可

由标准化变量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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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The rate of variance contribution of principal component 
表 2. 主成分方差贡献率 

主成分 特征根 方差累计贡献率(%) 

C1 2.955 73.875 

C2 0.877 95.805 

C3 0.167 99.974 

C4 0.001 100 

 
Table 3. The coefficient of principal component 
表 3. 主成分系数 

 
主成分 

C1 C2 C3 C4 

ZAI 0.979 0.107 0.172 −0.022 

ZCPI −0.420 0.907 0.017 −0.001 

ZAG 0.979 0.130 0.154 0.023 

ZEC −0.928 −0.161 0.336 0.001 

 
1 0.570 0.245 0.570 0.540 ,
2 0.114 0.969 0.139 0.172 ,
3 0.422 0.042 0.377 0.424 ,
4 0.696 0.016 0.717 0.030 .

C ZAI ZCPI ZAG ZEC
C ZAI ZCPI ZAG ZEC
C ZAI ZCPI ZAG ZEC
C ZAI ZCPI ZAG ZEC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2) 主成分回归分析 
① 模型构建及估计 
尽管前两个主成分已包含了解释变量 95.805%的信息，本文为比较模型的优劣，建立以下 3 个模型： 

0 1 21 2AC C Cβ β β ε= + + +                                  (2) 

0 1 2 31 2 3AC C C Cβ β β β ε= + + + +                              (3) 

0 1 2 3 41 2 3 4AC C C C Cβ β β β β ε= + + + + + +                          (4) 

采用最小二乘法并利用消费支出数据和各主成分得分数据对上述 3 个模型进行估计，结果见表 4。 
由表 4 可知，模型(4)中第四主成分的回归系数不显著；而模型(3)的回归结果要优于另两个模型，模

型(3)的回归系数均显著，其修正可决系数比另两个模型要高，而其 AIC 值比其他两个都小，这表明模型

(3)对数据的拟合效果最好，本文选择模型(3)，其回归方程为： 
1761.670 1118.063 1 136.927 2 149.491 3AC C C C ε= + ⋅ + ⋅ + ⋅ +                   (5) 

② 主成分回归与 OLS 回归的比较 
将主成分回归模型(3)与传统 OLS 回归作比较，WHITE 检验结果显示主成分回归与 OLS 回归均不存

在异方差；LM 检验结果表明两者的残差序列存在自相关现象，本文采用广义差分法，在两模型中加入

AR(1)、AR(2)作为解释变量，以消除模型的自相关。 
从表 5 可以发现，修正的可决系数和 AIC 值显示主成分回归模型的拟合效果要优于 OLS 回归，绝对

平均误差百分比(MAPE)表明主成分回归的预测精度要优于 OLS 回归。此外，从方程的显著性检验结果

来看，主成分回归模型的系数都很显著，且通过 F 检验。而 OLS 回归虽然通过 F 检验，但模型的系数不

是很显著，可能存在多重共线性。因此，本文后续分析采用主成分回归结果，其模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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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 Comparison of principle components regression models 
表 4. 主成分回归模型的对比 

 
系数检验(P 值) F 检验 

(P 值) 
AR2 AIC 

C C1 C2 C3 C4 

模型(2) 0.000  0.000  0.003    0.000 0.9716 13.4765 

模型(3)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9900 12.4692 

模型(4) 0.000  0.000  0.000  0.000  0.703  0.000 0.9895 12.5479 

 
Table 5. Comparison of principle components regression and OLS regression 
表 5. 主成分回归与 OLS 回归的对比 

 系数检验(P 值) F 检验(P 值) 

主成分回归 
C C1 C2 C3 AR(1) AR(2)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20  

OLS 回归 
C AG AI CPI EC AR(1) AR(2) 

0.000 
0.886 0.948 0.065 0.147 0.304 0.000 0.012 

 AR2 AIC MAPE  
主成分回归 0.99454 11.903 5.99% 

 OLS 回归 0.99453 11.930 6.96% 

 
1767.498 1113.445 1 167.467 2 170.323 3 1.050 (1) 0.588 (2)t t t t tAC C C C AR AR ε= + ⋅ + ⋅ + ⋅ + ⋅ − ⋅ +     (6) 

③ 模型整理及解释 
为了便于解释模型的经济意义，有必要将主成分回归模型还原为原始指标变量的回归模型。将(1)式

代入(6)式可得： 

1767.498 725.074 102.915 721.697 489.534
1.050 (1) 0.588 (2)

t t t t t

t

AC ZAI ZCPI ZAG ZEC
AR AR ε

= + ⋅ − ⋅ + ⋅ − ⋅

+ ⋅ − ⋅ +
         (7) 

进一步将上式转化为原始指标变量为： 
1895.29 0.543 14.806 0.124 7256.41
1.050 (1) 0.588 (2)

t t t t t

t

AC AI CPI AG EC
AR AR ε

= − + ⋅ − ⋅ + ⋅ − ⋅

+ ⋅ − ⋅ +
              (8) 

从主成分回归方程可以看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对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比较大，人均纯收入

每增加 1 元，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随之平均增加 0.543 元，这表明收入依然是影响我国农村居民消费

需求的主要影响因素之一；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对物价指数的变化比较敏感，CPI 每提高 1%，农民人均支

出将减少 14.806 元；云南人均 GDP 对农民消费支出有积极的影响，人均 GDP 每增加 1 元，农村居民消

费支出平均增加 0.124 元；恩格尔系数反映了一个地区的贫富程度，它与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呈负向相关，

恩格尔系数每降低 1%，人均消费支出平均增加 7256.41 元。 

5. 政策建议 

5.1. 提高农村居民收入 

占全省人口 70%的农村居民是一个庞大的消费群体，但农村低收入人群拥有的财富很少，手中没钱

可花，当然消费动力就会很低。所以要提高农村的消费水平，拉动内需，最重要的是要提高农村居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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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水平。提高农民收入的核心是如何提高农民的劳动生产率：首先，必须从以自然条件为基础的农业

转变为以科学技术为基础的农业，加快农业产业化经营，提升农产品质量，延伸农业产业链，提高农产

品利用率；二是加大农村教育投入，让农民成为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 

5.2. 采取有效措施抑制物价过快上涨 

农村居民对物价的变化很敏感，随着物价指数的上升，居民消费支出有较大幅度的减少。若物价指

数上涨超过名义收入的增速，实际上会降低农民的收入水平，这对收入相对较低的农村居民而言更为严

重。因此，政府有必要采取更加有针对性的政策对物价进行调控，保持经济平稳运行，给农村居民消费

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5.3. 优化农村消费供需结构 

云南农村居民消费依旧停留在物质生活消费和基本生存资料的消费，对精神消费和享受资料的消费

严重不足，满足人们基本生存的消费需求(衣、食、住)占据了云南省农村居民消费近 8 成的比重，而享受

型、预防型的通讯、医疗、娱乐教育之类的消费比重较低。政府有必要采取合理的财政、经济政策，加

大农村文娱、体育服务的供给，增加价格合适的高质量产品供给，以满足广大农民的需求，引导和鼓励

农民平衡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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