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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居民消费结构不仅反映地区居民消费偏好程度以及对居民收入、消费品价格等因素的敏感程度，而且能

反映地区居民的生活质量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由于31省市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同，其消费存在较大的差

异性，消费结构层次也明显具有差异。本文以2022年31省、市、自治区城镇居民的人均消费支出的八

个项目支出数据为依据，首先运用层次聚类法对各地区人均消费结构进行聚类。然后运用K-Means聚类

法，对各地区人均消费结构进行K-Means聚类，不仅从总体上掌握了消费结构类型的地区分布，而且系

统阐述了各地区消费结构的特点，最后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促进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合理化的政策建议，为

我国各地区因地制宜地制定消费政策提供了科学合理的决策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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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sumption structure of residents not only reflects the degree of consumption preferenc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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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ional residents and the sensitivity to factors such as resident income and consumer prices, but 
also reflects the quality of life of regional residents and the level of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Because the 31 provinces and municipalities are in different geographical locations, their consump-
tion is different, and the level of consumption structure is also obviously different. Based on the 
eight project expenditure data of urban residents in 31 provinces, municipalities and autonomous 
regions in 2022, this paper firstly uses hierarchical clustering method to cluster the per capita con-
sumption structure of each region. Then, it uses K-Means clustering method to cluster the per capita 
consumption structure of each region. It not only grasps the regional distribution of consumption 
structure types on the whole, but also systematically expound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nsumption 
structure in each region. Finally, on this basis, it puts forward policy suggestions to promote the ra-
tionalization of urban residents’ consumption structure, which provides a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reference for each region to formulate consumption policies in accordance with local con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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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架马车”之一，消费是社会再生产的重要环节，是社会经济活动的出发

点和归宿，消费结构的状况反映社会经济发展的水平。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居民消费结构

也发生很大变化。由于各地区的经济发展不均衡，使得各地区的消费结构仍然存在着明显差别。为了进

一步改善消费结构，正确引导消费，提高我国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有必要考察我国各地区城镇居民的

消费结构之间的差异并进行比较研究，从宏观上观测各地区城镇居民的消费现状和不同地区消费结构及

消费水平的差异，为提高我国各地区消费水平提供决策依据。本文选取 2022 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

出数据，首先运用层次聚类法对各地区人均消费结构进行聚类。然后运用 K-Means 聚类法，对各地区人

均消费结构进行 K-Means 聚类，不仅从总体上掌握了消费结构类型的地区分布，而且系统阐述了各地区

消费结构的特点，最后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促进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合理化的政策建议，为我国各地区因地

制宜地制定消费政策提供了科学合理的决策借鉴。 

2. 国内外研究现状 

许多学者运用消费结构模型分析体系中的因子分析法、聚类法、VAR 模型、面板模型以及灰色关联

分析等对消费结构进行了深入研究。Matyas et al. [1] (1992)采用面板数据(Panel Data)模型来研究居民消费

结构中关于消费的相关变量。卢方圆等[2] (2009)是将中国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作为研究对象，并且通过

Panel data 模型，得出层次不同的农村居民的消费支出差异较大。查道中等[3] (2011)通过 var 模型重点研

究了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二者与城乡的居民消费结构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两者中，

经济增长对消费结构的作用更明显，而产业结构的作用相对较弱。马银晓等[4] (2012)通过因子分析和聚

类分析二者相结合研究了我国 31 个省的消费结构，并将 31 个省市的消费结构可以划分为五大类别。朱

玉春等[5] (2013)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法研究了农村的收入变动对消费结构的变动影响，研究表明随着收入

的增加，居民消费结构有所改善，但仍然存在一些制约其改善的因素。缪迎迎[6] (2017)通过聚类分析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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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色关联分析发现合肥的居民消费结构正在优化，但与安徽的消费倾向仍有一定差距，并通过灰色预测

模型预测出未来几年消费支出进一步提高，但仍存在一些医疗保健发展较慢等问题。柯善淦等[7] (2017)
研究了武汉城市群的消费结构时空演变特征，通过运用基尼系数、偏离一份额分析法对武汉城市群居民

消费支出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消费结构变化的特点是由中心向外围辐射。戴林送[8]通过 2000 年和 2015
年两个年份我国 31 个地区评价消费质量相关指标数据，运用因子分析法得出近十几年来我国城镇居民消

费质量发展变化的特点。唐琦等[9] (2018)运用 QUAIDS 模型分析了 1995~2013 年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的变

动，发现居住消费的增长较快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他类消费的支出。侯淑静[10]首先用因子分析的方

法将 8 个消费指标降为 3 个公共因子，然后用综合得分法分析了排名前五名和排名后五名省市的城镇居

民消费水平。陆丹妮[11]基于 2002、2007 和 2012 年数据，采用因子分析方法提取隐性抽象因子，分析

15 年来居民消费结构变动。张芬等[12]以 2019 年 31 省市数据为依据，运用因子分析建立了消费水平评

价函数模型，分析了影响 31 省市的居民消费结构差异的因素。 
聚类分析法可以将数据按照相似性进行分组，有助于帮助用户发现数据中的隐藏模式和规律，综上

所述，本文在以上学者采用的方法基础上，运用 K-Means 聚类方法对我国城镇居民 2022 年消费数据进

行分析。 

3. 数据来源及可视化分析 

3.1. 数据来源 

样本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 2022 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数据包含 8 个变量分别为：食品烟

酒(X1)、衣着(X2)、居住(X3)、生活用品及服务(X4)、交通通信(X5)、教育文化娱乐(X6)、医疗保健(X7)、其

他用品及服务(X8)。数据包含 31 个“观测值”，分别对应中国 31 个省、市、自治区城镇居民的人均消费

支出。为了消除原来各指标量纲，使各指标之间具有可比性，需要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Xij 标准

化的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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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 ;  1, 2, ,ij

ij j

j

X X

V
X i n j p

ar x
= = ⋅⋅⋅ = ⋅⋅ ⋅

−
, 

经过处理后的数据的相关系数矩阵由 R 表示，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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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示第 j 和第 k 个变量之

间的样本相关系数。 

3.2. 数据可视化分析 

3.2.1. 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分析 
表 1 列出了 2022 年全国城镇居民在食品烟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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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用品及服务八项支出结构。 
 

Table 1. Proportion of consumption structure of urban residents in 2022 (Unit: Yuan) 
表 1. 2022 年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占比(单位：元) 

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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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费用 8958 1735 7644 1800 3909 3050 2481 814 

占比 29.48% 5.71% 25.15% 5.92% 12.86% 10.04% 8.16% 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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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1 可以看出 2022 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食品烟酒消费支出为 8958 元，食品烟酒在各项消费支

出中的比重最大为 29.48%，接下来依次是居住、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医疗保健、生活用品及服务、

衣着、其他用品和服务。整体来看，我国居民的消费支出结构中满足日常生活需求的比例较高，消费结

构较为合理。 

3.2.2. 星图分析 
以星图为例对样本数据进行可视化分析。利用 Rstudio 所做星图各半径与原变量的对应关系为：从右

起水平半径对应第一个变量，逆时针旋转，星图的各半径分别对应第二、第三到第八个变量。根据星图

各半径的长短，可以清晰地判断出各地区对应变量的相对水平，以此来分析各地区的消费水平及消费结

构。同时，也可以利用星图对各地区进行分类。2022 年各地区消费支出星图如图 1 所示。 
根据星图分析结果为：北京和上海的八项消费支出指标均超出其他地区，位于全国第一梯队；天津、

江苏、浙江、广东八项消费支出指标较高，大致位于第二梯队；福建、山东、重庆、湖南等大致位于第

三梯队；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河南的星图形状相似，其消费支出结构偏向第二变量(X2)即衣着

消费，其余省份的八项消费支出指标较为低，广西的八项消费支出指标最少。 
 

 
Figure 1. Star chart of consumer spending by region, 2022 
图 1. 2022 年各地区消费支出星图 

4. 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聚类分析 

聚类分析是对多种属性统计样本进行分类的一种多元统计分析方法。其基本思想是：研究样本或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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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之间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相似性。于是根据一批样本的多个观测变量，具体找出一些能够度量样本或变

量之间相似程度的统计量，以这些统计量为划分类型的依据，把一些相似程度较大的样品聚为一类。关

系密切的聚为一个小的分类单位，关系疏远的聚为一个大的分类单位，直到把所有样本或变量都聚类完

毕，这样就可以形成一个由小到大的分类系统。 

4.1. 层次聚类 

聚类是研究不同组样本间的相关关系，它以各个类的相关度来衡量，将相似的聚到同一类别中，而

使得同一类别中的差别尽量小，不同类的差距尽量大。层次聚类有三种分别为：简单连接法、完全连接

法、平均连接法。 

4.1.1. 简单连接法 
简单连接法定义两族群间相隔最近的两个个体间的距离为两族群的距离。31 省市城镇居民人均支出

简单连接聚类如图 2 所示。 
简单连接法公式：D(A, B) = min{d(yi, yj), for yi in A and yj in B} 

 

 
Figure 2. Simple connection method hierarchical clustering 
图 2. 简单连接法层次聚类 

 
从图 2 可以看出，简单连接法可以将 31 个省市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情况大致聚为两个群体，具体为北

京、上海聚为一个群体，该群体地区物价较高、房价较高、教育发达、娱乐设施齐全且先进。因此，该

群体各方面的消费支出都远超全国平均水平；其余省市为一个群体，除北京、上海外的地区均聚为一个

群体使得群体样本过多，样本间差异性过大，聚类过于笼统，不能更好地反映实际情况。因此，简单连

接聚类效果并不好。 

4.1.2. 完全连接法 
完全连接法定义两族群间相隔最远的两个个体间的距离，为两族群的距离。31 省市城镇居民人均支

出完全连接聚类如图 3 所示。 
完全连接法公式：D(A, B) = max{d(yi, yj),for yi in A and yj in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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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Complete connection method hierarchical clustering 
图 3. 完全连接法层次聚类 

 
从图 3 可以看出，完全连接法将 31 个省市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情况大致聚为四类，具体为：北京、

上海聚为一类；浙江、广东、天津、江苏、福建聚为一类；陕西、河南、山西、吉林、黑龙江、广西、

新疆、贵州、宁夏聚为一类；河北、湖北、安徽、江西、辽宁、甘肃、山东、湖南、内蒙古、云南、青

海、西藏、海南、重庆、四川聚为一类。 
前三类聚类效果较好符合实际情况，但在第四类组别中，样本数量较多，情况较为复杂，此组别聚

类效果也不完全准确。其中，山东地区经济一直较为发达，湖北、湖南、安徽、重庆等地区近几年来经

济发展有显著进步，更多的年轻人青睐于武汉、长沙、重庆等新一线城市，且这些新一线城市房价并不

算高。所以，在饮食、教育文化娱乐、医疗保健等方面的支出比例变大，居民消费的结构呈合理化趋势。

然而，甘肃、内蒙古、青海、西藏等地区城镇居民收入较低，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仍需引起国家措施，

加大扶持力度。 

4.1.3. 平均连接法 
平均连接法为：两族群之间的距离定义为 nA个 A 集合点和 nB个 B 集合点产生的所有 nAnB个距离数

值的平均。31 省市城镇居民人均支出平均连接聚类如图 4 所示。 

平均连接法公式为： ( ) ( )1 1

1, ,A Bn n
i ji i

A B

d y yD B
n

A
n = =

= ∑ ∑  

从图 4 中可以看出，平均连接法将 31 省市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大致聚为三类，具体为：北京、上

海聚为一类；浙江、广东、天津、江苏、福建聚为一类；其余 24 个省份聚为一类，可以大致分为一线发

达地区、较发达地区、欠发达地区。其中，第三类组别的样本含量较大，组内样本差异偏大，如山东与

甘肃虽聚为一个组别，但两地区经济发展有很大差异。 

4.2. K-Means 聚类分析模型构建 

在层次聚类中，一旦个体被分入一个族群，它将不可再被归入另一个族群，而 K-Means 聚类能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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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次聚类的不足，它的建模思想为：在所有要聚类的对象中，任意选择 k 个对象作为初始聚类中心，计

算每个对象与聚类中心的马氏距离，计算公式为： 
 

 
Figure 4. Average join method clustering 
图 4. 平均连接法聚类 

 

( ) ( ) ( )1, t
sD x y x y S x y−= − −  

并根据最小距离重新划分，循环计算聚类中心至聚类中心不再变，划分使得下面式子最小： 
2

1 i w j

k
j x i jE x m

∈== ∑ ∑ −  

根据图 5 碎石图显示，应当聚为 3 类，2022 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聚类结果如表 2 所示，聚 
 

 
Figure 5. Lithotriptic plan 
图 5. 碎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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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散点图如图 6 所示。具体聚类结果为：北京、上海聚为一类；天津、辽宁、江苏、浙江、福建、山东、

湖南、广东、重庆聚为第二类；其余省份聚为第三类。 
2022 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聚类分析结果表明：北京、上海聚为第一类地区即发达地区，这类

地区经济发达，城镇居民收入偏高，人均消费支出也偏高，聚类结果符合实际情况；天津、江苏、浙江、

福建、山东、广东、重庆、辽宁、湖南九个地区聚为第二类地区即较发达地区，但从图 6 聚类结果散点

图看出，这类组别内的样本差异较大，较为分散，如辽宁虽被聚到了较发达地区，但与同组的浙江、天

津、江苏等地区的差距较大。其余山西、黑龙江、吉林等 20 个省份聚为第三类地区即欠发达地区，同组

内的差距也比较大。K-Means 聚类虽然存在一定缺陷但总体聚类效果对比于三种层次聚类较好。 
 

Table 2. Clustering result 
表 2. 聚类结果 

样本编号 地区 聚类结果 

1 北京 1 

2 天津 2 

3 河北 3 

4 山西 3 

5 内蒙古 3 

6 辽宁 2 

7 吉林 3 

8 黑龙江 3 

9 上海 1 

10 江苏 2 

11 浙江 2 

12 安徽 3 

13 福建 2 

14 江西 3 

15 山东 2 

16 河南 3 

17 湖北 3 

18 湖南 2 

19 广东 2 

20 广西 3 

21 海南 3 

22 重庆 2 

23 四川 3 

24 贵州 3 

25 云南 3 

26 西藏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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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27 陕西 3 

28 甘肃 3 

29 青海 3 

30 宁夏 3 

31 新疆 3 
 

 
Figure 6. Scatter plot of clustering results 
图 6. 聚类结果散点图 

5. 促进我国消费结构合理化的发展建议 

根据上面两种统计分析表明：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居民的消费水平较高，消费结构也越合理。而

且，居民收入水平是影响居民消费需求最直接、最根本的因素，并最终决定着居民的消费层次和消费结

构。但是，除收入水平外，还有很多因素影响居民消费结构，如：价格水平、消费习惯、替代品及相关

商品的价格、消费环境、消费者预期等。因而，政府也要继续出台切实有效的政策措施，增加居民消费

积极性，并引导居民消费结构向更健康、合理的方向发展，以此全面提高我国各地区城镇居民的生活质

量。鉴于此，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5.1. 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扩大消费基础 

收入是影响居民消费需求最直接、最根本的因素，并最终决定着居民的消费层次和消费结构。因此，

在国家经济增长的同时，进一步提高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同时，国家还需采取措施改善经济发展不平

衡的现象，尽可能地缩小不同地区间的收入差距，真正发挥大国经济的内部拉动作用，使经济发展走上

需求投资拉动的良性发展的道路。 

5.2. 改善收入分配结构 

改善收入分配结构，增强中低收入人群的消费能力，提高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建立

健全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完善和落实促进农民增收减负的政策措施，将所得税征收重点放在高收入人群，

减少中低收入人群的税负，增加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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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刺激消费，积极培育新的消费热点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收到疫情的影响，由于居民收入会较疫情前收入有所降低，因此消费需求相对

不足，旅游方面的消费支出的影响尤其严重。一方面，我们应该进一步巩固已有成果，另一方面还须培

育新的消费热点，如医疗保健、保险、健身等。 

5.4. 加快中西、东北部发展，缩小地区差异 

中西部及东北部地区由于所处地理位置和基础设施建设较差，大多数地区经济基础差，这些地区发

展缓慢，发展相对滞后，因此必须加快这些地区的转型发展。政府应在资金、政策上给以重点扶持并加

大扶持的力度，为这些地区提供一个良好的外部投资环境，吸引更多的投资资源。此外，各地区也应积

极探索发展新思路，借鉴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成功经验，同时利用自身的资源优势和后发优势实现

跨越式发展，因地制宜探索出一条适合本地区的发展之路，尽可能缩小地区发展的差距。 

6. 结语 

本文根据 2022 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数据，利用聚类分析法，对各地区 31 个省、市、自治

区城镇居民人均消费进行分类，先运用层次聚类法对各地区人均消费结构进行聚类。然后运用 K-Means
聚类法，对各地区人均消费结构进行 K-Means 聚类，不仅从总体上掌握了消费结构类型的地区分布，而

且系统阐述了各地区消费结构的特点，最后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促进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合理化的政策建议，

为我国各地区因地制宜地制定消费政策提供了科学合理的决策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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