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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循环背景下内蒙古城乡居民消费结构

变化趋势及优化路径

一、引言

2007 年爆发全球金融危机

后，各国逐渐产生贸易保 护主

义，去全球化趋势日趋明显。在

这一大环境下，全球对外投资和

贸易额均不断下降。在国外需求

下降和国内经济结构调整的双重

压力下，党中央部署了“要加快

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

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

局”的重大战略决策。这一决策

将构建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新格

局，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明

新的方向。

本文以内蒙古城乡居民为研

究对象，从消费结构角度入手对

内蒙古地区城乡居民消费结构进

行细致的分析。通过构建 ELES

模型，精准把握内蒙古城乡居民

的消费行为方向，深度挖掘内蒙

古城乡居民消费结构优化路径。

掌握内蒙古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变

摘  要 ：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经济发展背景下，居民消费升级是扩

大内需和有效构建经济双循环的重要推手和内生动力。本文依据 ELES 模型从城乡居民消费倾向与需求

弹性视角探讨内蒙古城乡居民消费升级的困境，得出结论 ：城镇居民的消费重点集中于居住，农村居民

消费重点集中于居住、教育文化娱乐与医疗保健。结合实证分析结论，就如何构建双循环新格局角度，

给出了促进内蒙古城乡居民消费升级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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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趋势，从而扩大内需促进经济

增长，加快形成双循环发展的新

格局。

二、基于 ELES 的内蒙古

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实证分析

居民的各类消费支出是相互

联系、相互制约的行为，而扩展

线性支出模型（ELES）综合考虑

了消费需求和价格因素同时对居

民消费结构产生的影响。因此，

将居民的各类消费相互联系，能

够更好地反应内蒙古城乡居民消

费结构的各项指标。

( 一 ) 建立 ELES 模型

2000-2019 年间，内蒙古经

济发展迅猛，城乡居民的消费水

平与消费结构也随之发生了变

化。 因 此， 利 用 2000-2019 年

内蒙古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以及八类消费支出的数据建立

ELES 模型。由于 2012 年前后内

蒙古统计局数据统计的调查方

法、指标口径不同，故对 2000-

2019 年数据进行分段分析。

由模型结果可知 ：总体上模

型对于各类消费的拟合优度大部

分在 0.8 以上，有些高达 0.99，

表明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对八类

消费支出的影响显著，方程拟合

度较 好 ；并且，符 合模 型的设

定，证明估计参数、具有经济意

义。因此，可以基本认定内蒙古

城乡居民对于各种消费的态度较

为积极，消费支出预期较好。

( 二 ) 边际消费倾向 

边际消费倾向说明居民在基

本消费需求量被满足后，增加的

收入导致的各类消费支出的增加

量。其含义是以消费预期角度，

量化城乡居民在将来对可能的各

项消费支出增加的倾向。

表 1 可知 ：边际消费倾向总

和皆小于 1，这表明在 2000-2019

年间内蒙古城乡居民的可支配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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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并未全部用于消费，而是部分

用于消费，部分用于储蓄。从城

乡居民边际消费倾向总和可以看

出，城镇居民更趋向于储蓄而农

村居民更趋向于消费。

( 三 ) 需求收入弹性 

由 ELES 模型计算推导出的

公式，可以得到城乡居民 2000-

2019 年各类消费品需求收入弹

性，结果见表 2。

2000-2019 年间，城乡居民

的八项消费品的需求收入弹性皆

为正值。因此，当人均收入增加

时，城乡居民的各类消费支出都

会增加，仅增加幅度不同。

( 四 ) 需求价格弹性 

根据 2000-2019 年内蒙古城

乡居民消费的 ELES 模型参数结

果并结合需求价格弹性公式，计

算内蒙古城乡居民各项消费的需

求价格弹性，结果见表 3、表 4。

表格中加粗的数据表示的各项消

费需求的自价格弹性，其余数据

是相应消费需求的交叉价格弹性。

由表 3 可知，城镇居民各项

消费需求价格弹性中除食品的交

叉价格弹性之外，其余各项消费

品的价格弹性均小于零，这说明

其余各类消费的需求和价格之间

存在反向变动的关系。各项消费

品的自价格弹性的绝对值明显高

于其交叉价格弹性的绝对值，说

明自身价格的变化对各类消费品

的需求量影响最大。

由表 4 可知 ：在 2000-2011

年间，农村居民消费价格交叉弹

性中除教育文化娱乐外，其余各

项消费品的价格弹性均大于零。

其中，居住消费的价格交叉弹性

绝对值较大，明显属于农村居民

的生活必需品。在 2012-2019 年

间，除食品与衣着外，其余的农

村居民消费价格交叉弹性均大于

零。其中，居住、交通与通讯、

医疗保健的价格交叉弹性绝对值

较大，同样属于生活必需品。

三、内蒙古城乡居民消

费结构变化趋势

内蒙古城乡居民在食品、衣

着和教育文化娱乐等消费上的差

异明显，而医疗保健、居住消费

上也存在一定区别，内蒙古农村

居民消费结构升级进度明显慢于

城镇居民。

( 一 ) 消费偏好变化

近年来，随着房价的不停上

升，居住逐渐变成了城乡居民的

消费重点和需求热点。城镇居民

居住消费的边际消费倾向由上一

阶段的 0.07上升至 0.1，农村居

民居住消费的边际消费倾向由上

一阶段的 0.14上升至 0.19。

城 乡居民开始将教育和精

神享受放在了主要位置，其边际

消费倾向在城乡居民消费支出的

边际消费倾向中的排名靠前，这

说明物质消费得到满足的城乡居

民，越来越注重提高自身和下一

代的文化素质。

( 二 ) 需求量变化

2000-2019 年间，由于食品

属于必需品，城镇居民食品消费

的需求收入弹性较稳定。而城镇

居民的衣着需求收入弹性下降得

十分明显，从 1.07下降至 0.11。

生活用品及服务、交通与通讯、

教育文化娱乐、其他用品和服务

的需求收入弹性都有所下降，即

收入增加，城镇居民对这四项消

费的需求量皆有所下降，这与该

消费的饱和现状有关。而城镇

居民的医疗保健需求收入弹性却

有所增加，即当居民收入有所增

加，城镇居民对该消费品的需求

表 1   内蒙古城乡居民各消费支出的边际消费倾向统计表

城镇（2000-2011）

城镇（2012-2019）

农村（2000-2011）

农村（2012-2019）

地区 / 年份

0.13

0.10

0.29

0.21

食品

0.13

0.01

0.06

0.03

衣着

0.07

0.10

0.14

0.19

居住
生活用品

及服务

0.06

0.03

0.04

0.04

交通与

通讯

0.11

0.08

0.13

0.08

教育文

化娱乐

0.08

0.05

0.06

0.13

医疗

保健

0.07

0.06

0.10

0.15

其他用品

和服务

0.04

0.01

0.02

0.02

0.68

0.43

0.83

0.85

总和

数据来源 ：Eviews 软件分析。

表 2    内蒙古城乡居民各消费需求的收入弹性统计表

城镇（2000-2011）

城镇（2012-2019）

农村（2000-2011）

农村（2012-2019）

地区 / 年份

0.57

0.51

0.94

0.79

食品

1.07

0.11

1.08

0.51

衣着

0.88

0.81

1.16

1.15

居住
生活用品

及服务

1.13

0.55

1.17

0.95

交通与

通讯

1.18

0.78

1.37

0.53

教育文

化娱乐

0.84

0.68

0.60

1.00

医疗

保健

1.07

1.13

1.36

1.44

其他用品

和服务

1.01

0.56

1.08

1.04

注 ：各类消费项的 I 与 Vi 取值为各时间段的平均值。
数据来源 ：Eviews 软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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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增加，且影响作用逐渐增大。

2000-2019 年间，农村居民

的食品需求收 入弹性同样变化

表 3   内蒙古城镇居民各项消费需求价格弹性统计表

食品

衣着

居住

生活用品及服务

交通与通讯

教育文化娱乐

医疗保健

其他用品和服务

食品

衣着

居住

生活用品及服务

交通与通讯

教育文化娱乐

医疗保健

其他用品和服务

类别

-0.492

-0.141

-0.115

-0.148

-0.154

-0.110

-0.140

-0.132

-0.349

-0.015

-0.111

-0.075

-0.107

-0.093

-0.155

-0.077

食品

-0.015

-0.813

-0.022

-0.029

-0.030

-0.022

-0.027

-0.026

-0.037

-0.066

-0.059

-0.039

-0.057

-0.049

-0.081

-0.041

衣着

-0.016

-0.031

-0.067

-0.032

-0.034

-0.024

-0.030

-0.029

-0.034

-0.007

-0.502

-0.037

-0.053

-0.046

-0.076

-0.038

居住
生活用品

及服务

-0.005

-0.009

-0.008

-0.836

-0.010

-0.007

-0.009

-0.009

-0.016

-0.003

-0.026

-0.320

-0.025

-0.022

-0.036

-0.018

交通与

通讯

-0.007

-0.014

-0.011

-0.014

-0.878

-0.011

-0.014

-0.013

-0.029

-0.006

-0.046

-0.031

-0.476

-0.038

-0.064

-0.032

教育文

化娱乐

-0.022

-0.041

-0.034

-0.044

-0.046

-0.649

-0.041

-0.039

-0.024

0.000

-0.038

-0.026

-0.037

-0.407

-0.053

-0.026

医疗

保健

-0.008

-0.014

-0.012

-0.015

-0.016

-0.011

-0.795

-0.013

-0.010

-0.002

-0.017

-0.011

-0.016

-0.014

-0.646

-0.012

其他用品

和服务

-0.006

-0.011

-0.009

-0.012

-0.012

-0.009

-0.011

-0.748

-0.008

-0.002

-0.001

-0.008

-0.012

-0.010

-0.017

-0.318

 

2000    

-

  2011

2012    

-

 2019

时间

数据来源 ：Eviews 软件分析。

表 4    内蒙古农村居民各项消费需求价格弹性统计表

食品

衣着

居住

生活用品及服务

交通与通讯

教育文化娱乐

医疗保健

其他用品和服务

食品

衣着

居住

生活用品及服务

交通与通讯

教育文化娱乐

医疗保健

其他用品和服务

类别

-1.003

0.002

0.002

0.002

0.002

0.001

0.002

0.002

-0.983

-0.003

-0.007

-0.006

-0.003

-0.006

-0.009

-0.006

食品

0.011

-0.019

0.013

0.013

0.016

0.007

0.016

0.012

-0.018

-0.642

-0.026

-0.022

-0.012

-0.023

-0.033

-0.024

衣着

0.034

0.039

-1.257

0.042

0.050

0.022

0.049

0.039

0.057

0.037

-1.351

0.068

0.038

0.073

0.104

0.075

居住
生活用品

及服务

0.009

0.010

0.011

-1.293

0.013

0.006

0.013

0.010

0.006

0.004

0.008

-1.171

0.004

0.007

0.010

0.007

交通与

通讯

0.046

0.053

0.057

0.057

-1.462

0.029

0.066

0.053

0.060

0.039

0.088

0.073

-1.482

0.077

0.111

0.080

教育文

化娱乐

-0.029

-0.034

-0.036

-0.037

0.043

-0.686

-0.043

-0.034

0.025

0.016

0.036

0.030

0.017

-1.218

0.045

0.032

医疗

保健

0.034

0.040

0.043

0.043

0.050

0.022

-1.468

0.039

0.064

0.041

0.093

0.077

0.043

0.081

-1.678

0.084

其他用品

和服务

0.003

0.004

0.004

0.004

0.005

0.002

0.005

-1.197

0.004

0.003

0.006

0.005

0.003

0.006

0.008

-1.288

 

2000    

-   

2011

2012    

-   

2019

时间

数据来源 ：Eviews 软件分析。

不大。然而农村居民的交通与通

讯消费需求收入弹性下降较为

明显，从 1.37下降至 0.53。生活

用品及服务、衣着、教育文化娱

乐、居住的需求收 入弹性都有

所下降，这同样与该消费的饱和

现状有关。而医疗保健、其他用

品和服务的需求收入弹性有所提

高，即农村居民在收入增加后对

这几项消费的需求越来越大。

( 三 ) 价格“敏感度”变化

内蒙古城镇居民的居住自价

格弹性上升十分明显，从 0.067

上升至 0.502，这意味着居住价

格变动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与日俱

增 ；其他７项的自价格弹性都有

一定程度的下降，下降最为明显

的是衣着消费，从 0.813下降至

0.066，说明衣着的价格对城镇

居民消费的影响逐渐变小，其

消费 量基 本稳定。食品对其他

各项消费品的交 叉价格弹性绝

对值较大，这 表明食品的价格

变化 对其他各项消费品的消费

变动较大。

2012-2019 年 间， 农 村 居 民

衣着消费自价格弹性的绝对值较

小。即其他条件不变时，衣着的

价格发生变化，衣着的消费量是

较为稳定的。与此同时，农村居民

的居住、生活用品及服务、交通与

通讯、教育文化娱乐、医疗保健

以及其他用品和服务的自价格弹性

皆大于 1，说明农村居民对这些

消费品的价格反映强烈，商品降

价有益于大幅度提高居民消费。

四、加快内蒙古城乡居民

消费结构升级的对策建议

创建“双循环”发展新格局

的着力点是扩大内需，而消费是



69

LIVELIHOOD 民生 2021 04

扩大内需的核心。所以顺 应 居

民消费的趋势，针对不同消费群

体、消费特点，在各方面精准施

策，使外在动力有效激发居民消

费的内在活力。基于内蒙古城乡

居民消费中不同特点的分析，提

出以下几个方面的对策建议 ：

( 一 ) 统筹城乡社会经济发

展，提高农民收入

当前， 在 构建 双循环新格

局过程中，消费升级既要关注收

入问题，更要关注收 入分配问

题。长期的“二元经济结构”使

得农村居民低收入的状况十分严

重，反映出城乡统筹发展与国民

收入分配失衡的问题。由于城乡

可支配收入的差异导致城乡居

民消费质量差异显著，农村居民

各项消费的增长被可支配收入所

限制，因此在保证城乡居民可支

配收入稳步增长的前提下应统

筹城乡社会经济发展，对农村、

农 业、农民问题给 予更多的关

注，将增加农民收 入放在重要

位 置，这关 系到经济和社会发

展的全局。

( 二 ) 调整产业结构，顺应

消费需求

根据居民的消费需求相应

地调整产业结构，顺应居民消费

的新趋势。依靠 ELES 模型对内

蒙古城乡消费 结构进行研究，

结果表明城乡居民的消费偏好和

边际消费倾向都有变化。如今，

居住成为了城乡居民共同的消费

热点和需求重点，农村居民对于

教育文化娱 乐、医疗保 健 这两

项消费同样 存在偏好。根据新

的消费需求进行产业结构的供

给侧改革时，应该扶持发展房地

产、文化、旅游、健康等行业，

顺应发展这几类消费的快速增

长。这样不仅有助于进行产业

结构的升级，更有助于扩大居民

消费为内部大循环提供最原始

动力。

（三）关注消费热点，制定

价格策略

根据城乡居民不同的消费热

点以及对各类消费的“价格敏感

度”的不同，针对城乡居民制定

相应的价格策略。医疗保健和居

住消费的价格对城镇居民的影响

较大，居住、生活用品及服务、

交通与通讯、教育文化娱乐、医

疗保健、其他用品和服务消费的

价格对农村居民的影响较大。

对于城乡居民影响较大的医疗

保健和居住的价格应该适当降

低，在生活用品及服务、交通与

通讯、教育文化娱乐、其他用品

和服务这４项消费的价格上可以

针对农村居民进行价格定制，从

而更好地刺激城乡居民整体消

费水平，从而推动双循环新格局

的构建。

( 四 ) 保持房价的稳定性，

促进消费结构优化升级

现阶段，居住消费已经成为

了内蒙古城乡居民的消费热点，

无论是从居住的边际消费弹性以

及需求收入弹性来看，都表明居

住消费成为了城乡居民共同的消

费偏好。一旦房价增长得过快，

必定会使得收入在其他类消费上

的支出减小，更加不利于居民消

费结构的升级。因此，在双循环

新格局下，有必要控制房价的过

快上涨，制定合理的住房价格，

引入规范化的管理体系，来促进

内蒙古房地产的不断发展，同时

促进居民的多样性消费，促进消

费结构的优化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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