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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总体消费水平来看，尽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物质生活水平

整体有了极大改善，但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居民消费还存在一定的

不充分、不平衡的现象。鉴于此，本报告主要从人口结构变动和消费

方式转变两个角度，基于微观抽样调查数据和电商消费数据，分析居

民消费的结构变化及其特征。分析结果显示：在总体消费趋势上，居

民消费贡献率不断提升，拉动经济作用进一步增强；居民消费结构变

化明显，生存类消费下降、生活享受类消费提升。从人口结构变动来

看，人口结构趋于老龄化，不同年龄群体的消费支出结构迥异；人口

结构变化作用深远，供给、需求两侧均受影响。从消费方式变革来看，

居民网购消费额逐年增加，中小城市贡献率不断提升；电商效应明显，

消费方式变化有助于平抑空间差异。 

总之，无论是人口结构变化还是消费方式变革，都会对居民的消

费行为和宏观消费结构产生深刻而长远的影响。对此我们建议：一是，

以消费为龙头拉动我国内需，仅有总量要求是不够的，必须密切关注

人口结构与居民消费结构的关系。二是，由于人口结构变迁将从需求

层面对各产业造成异质性的冲击，因此有必要根据居民消费结构的走

势制定产业政策，以避免产业发展与消费需求脱节，进而造成产业结

构与需求结构的错配。三是，技术革新正在重塑居民的消费方式和整

体消费模式，应进一步发挥电子商务在多元消费品供给方面的优势，

从消费品的可及性发力并进行政策的调适，有效缓解消费不平等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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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居民消费的总体特征与结构变动 

1. 居民消费贡献率不断提升，拉动经济作用进一步增强 

总体上看，我国的居民消费水平长期偏低。以 2017 年数据为例，

美国、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的私人部门消费占 GDP 比重分别达到 

68%、55%和 51%，而中国的私人消费比重还不到 40%。然而，自金

融危机爆发以来，随着投资和出口的相继走弱，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

贡献日渐加大。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在金融危机爆发前的

2005~2008 年期间，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 40.7%。而

在危机爆发以来的 2009~2017 年期间，最终消费的平均贡献率上升近

15 个百分点，达到 55.2%。未来，随着中国人均收入的进一步提高，

以及经济增长模式日益由投资驱动向消费拉动转变，私人部门消费占

比预计将有明显提升，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也将进一步增强。 

2. 消费结构变化明显，生存类消费下降、生活享受类消费提升 

从结构上看，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乡居民收入的不断增加，

我国居民消费结构也在不断变化。以 2013~2018 年的数据来看①，城乡

居民消费结构中占比下降最为明显的是食品烟酒和衣着类消费：全国

居民人均食品烟酒消费占比从 2013 年的 31%降至 2018 年的 28%，其

中城市、农村居民相应支出占比分别从 30%和 34%下降至 28%和 30%。

与之相对应的是居民消费中居住、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和医疗保

健等享受类消费支出占比的上升。举例来说，2013~2018 年间，城市、

                                                        
① 从 2013年起，国家统计局开展了城乡一体化住户收支与生活状况调查，2013年及以后数据来源于此项

调查。与 2013年前的分城镇和农村住户调查的调查范围、调查方法、指标口径有所不同，故统计比较从

2013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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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居民在医疗保健上的消费支出占比分别从 6%、9%上升至 8%、

10%。上述结果显示，过去几年间城乡的消费支出中生存类消费占比

有所下降，而生活类、享受类消费占比有所提升。 

 

 

图 1：2013年-2018年我国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变化 

注：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相关统计资料 

 

二、人口结构变动的影响 

1. 人口结构趋于老龄化，不同年龄群体消费支出结构迥异 

对我国未来人口结构的估计对于判断下一步消费变动的趋势至

关重要，图 2 显示了 2010 年以及根据预测数据得到的 2050 年城镇居

民的年龄分布。可以看出，2010 年的城镇居民中，20~40 岁人群的分

布比例最高；而 2050 年的城镇居民中，60~80 岁人群的分布比例最

高。这说明，在未来 40 年中，我国城镇居民的年龄结构将明显趋于

老龄化。尽管“二胎政策”的实施会一定程度影响到人口结构的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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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但从目前情况来看，老龄化的大趋势难以扭转。考虑到不同年

龄段人群在消费品类选择上具有差异性，因此随着中国人口结构日趋

老龄化，居民消费结构也必然随之变化。 

 

 

图 2  2010年和 2050年城镇居民年龄分布 

注：数据来自胡英、蔡昉、都阳（2010）：《“十二五”时期人口变化及未来人口

发展趋势预测》，《人口与劳动绿皮书 (2010)》。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基于此，我们将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2010、2012 和 2014 年的数据，刻画居民消费结构随个体年龄

的变动趋势。在 CFPS 数据中，消费支出以家庭为单位的统计，不仅

报告了家庭总消费支出，还报告了其在食品、衣着、居住、家庭设备

及日用品、医疗保健、交通通讯、文教娱乐和其他等八大类产品上的

分项消费支出。八大类消费中，食品依旧是居民家庭消费中的最大开

支项，占比超过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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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结合家庭成员年龄、教育等个体信息和家庭总支出，我们可

以将家庭消费支出分解到个人。结果显示，不同年龄消费者在消费结

构上存在明显差异，这里我们挑选几类有代表性的消费进行报告：（1）

食品消费占比呈现“两头高，中间低”的“U型”变化趋势，这主要

是因为少儿（尤其是新生婴儿）和老人在其他类消费上支出较少；（2）

衣着消费占比随年龄先增后减，峰值一般出现在 30~40 岁；（3）交

通和通信方面的消费占比在少年时期较小，在青年时期后迅速扩大，

在 50 岁之后又不断下降；（4）医疗保健呈现“双峰”趋势，第一个

峰值出现在 3 岁以前，对应于婴儿时期。此后大幅下降，但在 50 岁

之后医疗保健支出比例又会大幅上升，直至 80 岁前后出现第二个峰

值。 

2. 人口结构变化作用深远，供给、需求两侧均受影响 

如果将八大类消费分别归入服务业和制造业，那么由上述结果还

可进一步推导出产业结构的变化。归类时，我们分别尝试了将食品支

出“归入制造业”、“归入服务业”或者“剔除”，结果显示各种分

类下服务业与工业的相对支出比例均会在 25 岁前迅速上升，其后仍

缓慢上升，峰值出现在 45 岁左右。其后，服务业与工业相对支出比

随年龄的增长而缓慢下降②。 

除了消费品类需求的差异外，供给面也会随年龄结构变化而改变。

我们利用 CFPS 成人问卷数据库，考察就业人口的行业分布与选择情

                                                        
② 更详细内容可参见 Rui, Mao, J. Xu, and J. Zou. "The labor force age structure and employment structure of the 

modern sector." China Economic Review, 52 (2018)；茅锐, 徐建炜. 人口转型、消费结构差异和产业发展[J]. 

人口研究, 2014, 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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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结果显示，随年龄增长，服务业/工业就业人数比大致呈“U 型”

变化：在 45 岁以前，服务业与工业就业人数比维持在较低水平，且

略随年龄下降；45 岁以后，服务业与工业就业人数比迅速上升。这说

明青年劳动力相对较多的分布于工业部门，而非青年劳动力相对较多

的分布于服务业部门。由此可见，微观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将从供给、

需求两方面对宏观消费需求、产业结构产生很大影响。 

三、消费方式变革的影响 

1. 居民网购消费逐年增加，中小城市贡献率不断提升 

在人口结构变动与居民消费关系分析的基础上，此部分将重点关

注电商兴起与发展对居民消费结构的影响。首先，在总体层面，从相

关统计资料可以明显地看出（见图 3），中国居民网络购物和消费的

增长速度十分惊人。从 2010 年到 2018 年，网购总额度大幅攀升，从

5000 亿元增长到了 90000 亿元，平均增长率为 38.5%；而同时，网络

购物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例也从 3.3%提升到了 23.6%。这充分

说明，居民的消费模式正发生着深刻变迁，网络购物正在重构居民的

消费方式。尤其是对于大型商场、商家等较为缺乏，消费品类较为单

一的小城市和边远地区，居民可以通过各类电商平台来满足消费的多

元化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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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中国网络购物消费的变动状况 

注：数据来源于相关年份CNNIC发布的《中国网络购物市场研究报告》 

 

图 4 是从 2013 年 1 月到 2018 年 10 月，全国 70 个大中城市居民

在京东商城购买电子电器类商品的月度消费额变动状况。从总体关系

来看，居民消费额度与月份之间的相关关系为 0.671，总体上呈不断

增加的态势。而根据麦肯锡的研究报告显示，从 2011 年到 2012 年，

一二线城市居民在网络购物中的支出比例大概占其可支配收入的

17%~18%；与之相较，三四线城市及更为偏远地区居民的网络购物支

出比例更高，占可支配收入的比例约为 21%~27%。当然，支出结构

的变化和差异有以下可能的原因：相比于一二线城市居民，三四线及

更为偏远地区居民的收入更低，消费支出占其收入的比例可能更高。

但同时，与大城市及发达地区相比，欠发达地区的居民由于在线下可

供选择的消费品类较少，从而可能更多通过线上网络购物来满足消费

需求，进而显现出不同发展地区居民网购支出比例的差异。那么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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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收入水平的差异，电商发展及网络购物的普及是否有助于缩小消

费的空间差异呢？ 

 

                                                                                                                                                                                                                                                                                                                                                                                                                                        

图 4  70大中城市居民在京东商城购买电子电器类商品的变动状况（2013-2018） 

注：数据来源于京东商城消费数据 

 

对此，我们同样通过居民在电商平台消费状况的变动，查看不同

线级城市居民网购的贡献率及差异。图 5 是全国 361 个城市按线级划

分后（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程度的差异，分为一到六线），不同线级城

市居民消费支出占总支出额的比例变动。可以很明显地看到，一、二、

三线城市居民的总体贡献率呈现下降趋势，四线城市居民的总体贡献

率稳中有升，而五六线城市居民的贡献率不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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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不同线级城市居民支出占总体支出的相对比例（2013-2018） 

注：数据来源于京东商城消费数据 

 

2. 电商效应明显，消费方式变化有助平于抑空间差异 

虽然一二线城市居民在消费总额中占绝对优势，但相对贡献率却

在下降，从 2013 年的 77.1%下降到 2018 年的 58.1%，年均下降 4.5%。

而相比之下，三四线城市居民的贡献率从 2013年的 22%增长到了 2018

年的 40.2%，年均增长 13.3%。更需注意的是，五六线城市居民的相

对贡献率虽然最低，从 2013 年的 0.8%增长到 2018 年的 1.7%，但增

长率却最快，年均增长 22.7%。 

除了上述总体性描述，在控制一系列影响因素后（如人口结构特

征、经济发展程度、互联网普及率等），进一步的分析结果还表明：

一方面，虽然一线城市的绝对支出比例更高，但从消费趋势来看，中

小城市的网络消费动力更加强劲。相较于一线大城市，其他非中心城

市居民的消费增长率更快。另一方面，经济增长对不同线级城市居民

0

0.05

0.1

0.15

0.2

0.25

0

0.1

0.2

0.3

0.4

0.5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四
五
六
线
城
市
比
例

一
二
三
线
城
市
比
例

一线 二线 三线 四线 五六线



 

 

9 

 

的网络消费具有异质性影响，相较于一线城市，经济增长虽对二线城

市居民的网络消费无明显影响，但却会显著提升三、四线城市居民的

消费支出。 

这一结果意味着，相比于传统的线下零售，电商的兴起及其扩展，

不仅改变了居民的消费方式，而且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零售商家的固

定成本支出。首先，相比于实体店，电商平台为众多商家提供了免费

或费用较低的销售载体。其次，相较于中心城市，三、四线及偏远城

市居民，收入水平更低、线下消费选择更少，有着更为强烈的网络消

费需求。最后，电商等新型消费模式的兴起与延展，不仅可以打破地

域限制，可以让不同地区居民获得无差异的商品信息等；而且随着物

联网等的快速发展，不同地区居民可以无较大差异地获得多元化的商

品，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平抑消费的空间差异。 

四、结论与对策建议 

本报告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和电商平台的居民消费数据，

分别研究了人口结构转型和居民消费方式变革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

一方面，不同年龄人群的消费支出结构迥异。少儿在食品、教育文化

娱乐和衣着方面的支出较高，成人在衣着、家庭设备及服务、交通和

通信消费支出以及居住方面的支出较高，老人在食品和医疗保健方面

的支出较高。因此，人口年龄结构变迁必然会影响居民消费结构的变

化。另一方面，电商发展引致的消费方式变化及空间差异特征明显。

虽然一二线城市居民在消费的绝对支出上占优，但是三线之下地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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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在网络消费的相对贡献率上却不断提升。电商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已

经改变了多数民众的消费方式，尤其是对于边远地区民众，带来了购

物的极大便利、丰富了消费品的种类、实现了多元化消费需求的可及

性。 

为此，我们提出如下几点政策建议。 

当前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日益凸显，因此消费增长对于扩大内

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都至关重要。但在此过程中，如果仅关注于消

费总量是不够的，必须密切关注消费结构的变化，这其中人口结构的

影响不可忽视。第一，随着人口老龄化，消费需求和产品供给结构都

会发生变化。如果供给和需求变动不匹配，就可能出现部分产业萎缩

或是过剩的情形。第二，我们也应认识到人口老龄化并不必然意味着

消费增长的放缓，真正发生变化的是消费结构。第三，只有准确把握

好消费需求的变动方向，提前在资源配置、人才培养等方面做好准备，

才能避免产业发展与消费需求脱节，进而有效拉动内需。 

电商作为不同于传统销售途径的技术革新，不仅重塑了居民的消

费方式，而且有助于降低销售的固定成本以及减轻空间距离的约束，

进而为小城市和边远地区居民带来更多的收益、改善福利水平。今后

一段时期，应从多元消费品的“可及性”（强调不同收入群体在商品

信息获得、购买途径和渠道等方面无差异）发力并进行政策的调适，

进一步降低居民消费不平等状况。我们建议，一是，大力发展电子商

务，拓展信息消费渠道，发挥电子商务在多元消费品和服务供给方面

的优势。推动传统商贸流通企业积极利用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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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线上线下交易融合互通、实体销售与网络销售优势互补，便利民

众消费、扩展居民的选择性。二是，完善物流基础设施，推动跨地区

跨行业的智慧物流信息平台建设，通过“互联网+物流”的方式解决

小城市及边远地区电商物流“最后一公里”问题，提升居民网络购物

的效率和便捷性。三是，在移动互联网及智能手机使用率不断提升的

过程中，重视小城市及农村边远地区居民网络消费的迫切需求和巨大

潜力，通过完善移动支付手段、提升消费信息传递的精准性和消费体

验场景的多元性等，进一步改变这些地区居民的消费方式和消费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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