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济与社会

华北农户消费支出结构的变迁 (1930—2010)
———基于“无锡、保定农村调查”资料的分析

赵学军

摘 要:居民消费支出结构变化的一般规律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及居民收入的增长，食品、衣着、
居住等生存性支出所占比重将持续下降，而教育、文化和娱乐等发展性、享受性支出所占比重将持续上升。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保存的“无锡、保定农村调查”系列资料中有关农户消费支出的材料，为我们研
究 1930 年到 2010 年农户消费支出结构变迁提供了难得的第一手资料。保定地区农户 80 年消费结构的变
化，揭示了改革开放后农户消费支出结构中食品等生存性支出比重快速下降，交通、通讯、文化、教育和娱
乐等发展性、享受性支出持续上升的变迁轨迹。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农户生活水平的大幅提升，反映了改
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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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农户消费结构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① 农户消费行为的变化、消费倾向的改变，最终都
会体现在消费支出结构的变化上。农户消费支出结构的变迁，更是社会经济发展、农户生活水平提升
的直接反映。

研究消费支出结构的变迁，需要从经济史的视角展开分析。从目前的学术文献看，学术界在研究
当代中国农户消费支出结构变迁方面，主要集中于分析改革开放以来农户消费支出结构的变化。

鲜祖德、唐平认为，1980年到 1994年农户基本生存费用所占份额下降;消费趋向于社会化、商品化;
食物消费质量提高;衣着消费趋于成衣化、高档化;住房条件改善，质量提高;家庭设备、用品、文教用品
显著增加。但农户消费仍然属于生存性消费，1994年恩格尔系数还出现了逆向复归。② 曹力群、庞丽华
认为，改革开放 20 多年后，农户食品支出的比重在下降，但仍居第一位;住房消费支出所占比重稳中
有降，居第二位;服务性支出，特别是医疗费和学杂费增长较快;各种用品，特别是耐用消费品支出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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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笔者认为“消费结构”与“消费支出结构”是一对非常相似的概念，但“消费结构”更多的是从实物消费角度衡量居
民消费不同种类物品与服务的结构，而“消费支出结构”更多的是从货币角度衡量居民购买商品与服务的货币支
出结构。对于不同种类的消费品，按“消费结构”的概念不易进行比较，而按“消费支出结构”的概念则可以比较。
所以，笔者采用了“消费支出结构”这一概念。
鲜祖德、唐平:《80 年代以来中国农村居民生活消费的变化、问题及思考》，《消费经济》1995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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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缓慢;燃料支出比重降低;恩格尔系数降低，农户逐步走向小康。① 戎刚指出，改革开放 20 年后，农
民消费依然处于“基本生活资料消费”阶段，但已开始向较高层次消费转变，消费重心有移向住房和
衣服消费的倾向，文化消费支出的比重越来越大。② 连建辉认为，改革开放 20 年后，农村居民消费结
构逐步升级，但从总体上仍未摆脱以必需品为主的生存型消费模式。③ 王宏伟提出，农民消费的发展
趋势是:食品、衣着等基本生活消费所占份额下降;居住支出比重有所波动，农民建房从注重数量扩张
转向注重质量的提高;文化娱乐用品、交通、通讯、医疗保健等需求提高，所占比重不断上升。④ 赵卫
亚认为，改革开放到 1997 年前后，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演变: 1980 年到 1985 年，食
品、衣着支出比例大幅度下降，住房支出比例急剧上升; 1986 年到 1989 年，物质消费支出比例趋于稳
定，服务性消费支出比例稳定上升; 1990 年到 1997 年，食品支出比例波动上升，用品、服务性消费支
出比例稳步增长。⑤ 郭新华等人探讨了 1978 年到 2008 年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时序变化，提出农村
居民消费水平不断提高，恩格尔系数不断下降，居住和医疗保健消费支出比重不断上升，衣着消费支
出比重不断下滑，交通通讯和文教娱乐服务消费支出比重波动很大，但总体仍呈上升趋势。⑥ 黄毓哲
分析了 1995 年到 2004 年农户消费结构的变化，认为食品类消费支出在消费支出中增加最多，但比重
呈不断下降的趋势;衣着类消费支出年年增加，但所占比重却逐年下降;居住类支出每年增加较多，始
终居于第 2 位;家庭设备类支出增加不多，比重呈下降趋势;医疗保健类消费支出不断增加，比重提高
较快;交通通讯类消费支出增加最多，比重提高最快;文教娱乐类消费增加较多，比重呈上升的趋势;
其他项目消费支出稍有增加，比重也略有提高。⑦

一些学者从农户消费需求的收入弹性特征，分析农户消费支出结构的变化趋势。马成文 1995 年
的一篇论文指出，居住、家庭设备及服务、交通和通讯、其他商品及服务的需求收入弹性均大于 1，意
味着农民在这些方面消费需求的增长速度要快于其收入的增长速度;食品、衣着、医疗保健需求的收
入弹性均小于 1，意味着在这些方面消费需求的增长率要小于其收入的增长速度;文教、娱乐及服务
需求的收入弹性趋向于 1，意味着这类消费品的需求基本上与其收入等幅增长。⑧ 李锐分析 1980 年
到 2000 年农户各类消费的收入弹性，发现食品的收入弹性最低，为 0． 66;衣着为 0． 82;交通和通讯最
高，为 1． 51;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为 1． 30;医疗和保健为 1． 20; 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为 1． 17; 其他商
品及服务为 1． 15;居住为 1． 13。⑨ 因此，从农户消费需求的收入弹性推断，农户消费结构变化的一般
趋势就是:食品、衣着、医疗保健所占比重趋于下降，居住、家庭设备及服务、文教娱乐及服务所占比重
迅速提高，交通通讯、其他商品及服务所占比重缓慢提高。瑏瑠

这些学者比较一致的观点是:改革开放以来，农户消费支出结构的变化趋势是食品支出等生存性
消费占比下降、文化教育等享受性消费占比增长。那么，改革开放前农户的消费支出结构是什么状
态? 显然需要进行历史比较。

笔者认为，仅局限于改革开放以来 20 年、30 年、40 年的时段来分析农户消费支出结构的变迁，一
是不能看清中国农户消费结构的变迁轨迹，二是不能反映农户生活水平的提升过程，而应该将研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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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成文:《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分析》。



段向前延伸到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甚至更早。
但当代学者对于 20 世纪 30 年代到 50 年代农户消费支出结构的研究十分不足。有代表性的研

究成果是:侯建新利用第一次“无锡、保定农村调查”资料，分析了清苑 11 村农民生活及消费水平，①

乔志强、张平分析了近代华北农户的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②张东刚从宏观视角分析了 20 世纪上半
期农户收入与消费，讨论了农户区域之间、阶层之间收入和消费水平的差异，③王玉茹、李进霞分析了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农户的消费结构，④常明明分析了 20 世纪 50 年代前期农民的消费结构，提出农户
基本生活资料的支出占据绝大的比重，处于自给、半自给状态，为温饱型、低层次消费水平。⑤

早在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曾有一批学者调查研究中国农村问题，农户消费支出是他们关注的重
点。如张培刚利用第一次“无锡、保定农村调查”资料，分析了清苑县农户的消费结构。⑥ 乔启明研究
了 1922 年到 1925 年南北 6 省 13 村农户的消费支出。⑦ 赵石萍调查了安徽省和县第二区农户的生活
费，⑧李景汉、卜凯等学者调查过当时农户消费支出情况。⑨ 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成为我们研究那一
时期农户消费问题的重要参考文献。相比而言，20 世纪 50 年代到 70 年代农户消费支出的研究与相
关文献更加缺乏。

总体上讲，从长时段研究农户消费问题的成果并不太多。王利利用费孝通先生对江村调查的资料，
分析了江村农户消费的 70年变迁，但没有分析消费结构变化问题。瑏瑠 李春燕、胡浩利用卜凯的农户调查
资料，分析了近百年来农户家庭人情消费行为的变迁，对农户消费支出结构变化的分析不够全面。瑏瑡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保存的“无锡、保定农村调查”系列资料，留下了南北两地 22 村农户
80 余年消费支出的相关数据，这为我们从中观视域、从 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的较长时段研究农户消
费支出结构的变迁，提供了难得的研究资料。本文试图利用这些资料中保定地区农户的消费支出数
据，分析北方农户 1930 年到新世纪初期消费支出结构的变迁。

二、“无锡、保定农村调查”系列资料中农户消费调查细目

从 1929 年、1930 年开始，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前身———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
在陈翰笙先生领导下，开启了“无锡、保定农村调查”序幕，对无锡地区的无锡县 22 个自然村的 1 204
家农户、保定地区的清苑县 11 个自然村 1 770 家农户进行经济调查，此为第一次“无锡、保定农村调
查”。1958 年，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当时的所名) 在孙冶方、薛暮桥领
导下，对无锡县第一次调查中的 11 个村庄、保定地区的 11 个村庄，开展了第二次“无锡、保定农村调
查”。1987 年，在杜润生、董辅礽领导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
究所合作，对无锡、保定地区第二次调查的南北两地 22 村进行了第三次“无锡、保定农村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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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又进行了第四次“无锡、保定农村调查”，调查村庄覆盖了第二
次、第三次进行调查的无锡、保定 22 个村庄。前后持续进行 4 次大规模的“无锡、保定农村调查”，是
中国近、现代农村调查史上绝无仅有的对同一地域的农户经济实况长时段的连续追踪调查。① 2011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再度对无锡市马鞍村和玉东村、保定市清苑县固上村和南邓村的 400
户居民开展收支状况调查。“无锡、保定农村调查”系列调查数据形成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无锡、保定农村调查数据库”。

农户的消费情况是每次调查的重要内容。1929 年及 1930 年进行第一次调查、1958 年进行第二
次调查，农户消费调查细目有: 口粮、肉类、食油、棉布、被褥、灯油、烟酒、医药费、煤炭、供神费、应酬
费、喜庆费、丧葬费等支出。按照目前居民消费支出分类，当时主要调查了食品消费、衣着、居住、医疗
保健、其他服务与支出等五项内容，缺少家庭用品及服务、交通和通讯、文化娱乐教育等三方面的内
容，这些缺少的细目在当时农户的支出中金额很少。调查问卷中农户的主要消费项目，除医药费、供
神费、应酬费、喜庆费、丧葬费外，其他项目统计的都是实物消费量，没有折为货币。

1987 年进行第三次调查时，涉及农户消费支出的调查细目有:食品( 粮食、蔬菜、植物油、动物油、
猪肉、牛羊肉、牛羊奶、奶粉、家禽、蛋、鱼虾蟹、食糖、烟、酒、茶、糖果、糕点、罐头、瓜果、瓜籽花生、其
他、在外饮食) 、衣着( 布、成衣、鞋帽、床上用品、毛线、其他) 、住房支出( 房屋维修、照明用电、其他) 、燃
料( 煤炭、柴草、其他) 、用品及其他( 日用品、耐用消费品、文化娱乐用品、书报杂志、医药卫生用品、其
他) 、文化服务支出( 学杂费、技术培训费、文娱费及其他) 、生活服务支出( 交通费、邮电费、理发洗澡及
其他、保险费、粮油加工费、婚事费、丧葬费、其他) 、家庭其他支出( 寄或带给在外人口、赠送农村亲友、赠
送城镇亲友、其他) 。第三次调查涉及的农户消费支出数据已基本涵盖了居民消费的八大类支出项目，
不过缺少农户房租、房屋修缮等居住支出数据。数据库中对第三次调查的统计分析将房屋建筑费用、各
项提留摊派、交纳税金等项目计入了农户的消费支出，笔者在计算农户消费支出时将其剔除。

1998 年进行第四次调查时，农户消费支出调查细目有:食品消费( 主食、副食、其他食品、在外饮
食) 、衣着、家庭设备及用品( 耐用消费品、日常消费品、化妆品和手饰) 、医疗保健、交通和通讯( 交通
工具及修理、通讯工具及修理、交通费、邮电费) 、文化教育及娱乐( 教育支出、文化娱乐支出、文化娱
乐服务支出) 、服务支出( 旅店住宿费、洗澡费、理发费、照相费、其他) 、其他支出( 寄给在外人口、赠送
亲友、其他) 、房屋修缮等，基本是以居民消费支出结构进行分类调查的。

2011 年，进行无锡、保定 4 村农户收支调查时，课题组按照通行的居民消费支出八大类项目设计
了调查问卷，细目有:食品消费( 主食、副食、其他食品、在外饮食) 、衣着、家庭设备及用品( 耐用消费
品、日常消费品、化妆品和手饰) 、医疗保健( 住院、买药、买保健品) 、交通和通讯( 交通工具及修理、通
讯工具及修理、交通费、邮电费、汽油及柴油支出) 、文化教育及娱乐( 教育支出、文化娱乐支出、文化
娱乐服务支出) 、服务支出( 旅店住宿费、洗澡费、理发费、照相费、其他) 、其他支出( 寄给在外人口、赠
送亲友、其他) 、房屋修缮等。

总体上看，“无锡、保定农村调查”系列数据中的有关农户消费的数据，基本上能够分为食品消
费、衣着消费、居住消费、医疗支出、人情往来等其他支出五个大类，涵盖衣、食、住、行、医基本消费。
本文笔者也主要从这五个方面分析农户消费结构的变迁及其特征。

三、1930—2010 年保定农户的消费支出

1930 年，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在保定地区清苑县进行第一次农村调查时，收集到 11 村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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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史志宏:《无锡、保定农村调查的历史及现存无、保资料概况》，《中国经济史研究》2007 年第 3 期。



户的消费数据，这些数据在 1958 年由河北省统计局加以汇总，出版了油印本《1930—1957 年保定农
村经济调查资料》11 册，其中统计了 1930 年清苑县李罗侯、固上、南邓等 11 村“主要生活用品情况”，
11 村农户 1930 年人均消费粮食 310． 18 斤、肉类 2． 96 斤、食用油 1． 70 斤、棉布 14． 24 尺、灯油 2． 38
斤、煤炭 47． 33 斤、纸烟 1． 36 盒、酒 0． 59 斤、支出医药费 0． 64 元、供神费 0． 31 元、应酬费 0． 99 元、喜
庆费 0． 2 元、丧葬费 0． 50 元。①

在河北省统计局汇总的清苑县农户 1930 年消费数据中，粮食、食用油、布匹、燃料等皆为实物消
费数量。为便于进行比较，笔者尝试将这些实物消费折算为货币。在进行估算时，这些商品的价格主
要来自张培刚《清苑的农家经济》一书。②

依据相关价格计算，1930 年清苑县 11 村农户人均消费情况如表 1 所示，人均消费 24． 43 元，其
中，粮食 16． 13 元、肉类 0． 69 元、食用油 0． 22 元、棉布 1． 14 元、灯油 0． 32 元、煤炭 0． 22 元、纸烟 2． 99
元、酒 0． 08 元、支出医药费 0． 64 元、供神费 0． 31 元、应酬费 0． 99 元、喜庆费 0． 20 元、丧葬费 0． 50 元。

表 1 1930 年清苑县 11 村农户以货币计算的人均消费支出 单位:元

合计 粮食 肉类 食油 棉布 灯油 煤炭 纸烟 酒 医药费 供神 应酬 喜庆 丧葬

李罗侯 20． 51 17． 39 0． 51 0． 24 1． 20 0． 31 0． 04 0． 42 0． 02 0． 38 — — — —
何桥 21． 74 16． 56 0． 42 0． 24 0． 82 0． 33 0． 29 2． 31 0． 02 0． 75 — — — —
东顾庄 16． 62 14． 35 0． 44 0． 13 0． 96 0． 24 0． 01 0． 26 0． 06 0． 17 — — — —
南邓 19． 79 15． 08 0． 80 0． 23 1． 48 0． 34 0． 06 0． 77 0． 09 0． 94 — — — —
东孟庄 24． 20 15． 91 0． 86 0． 27 1． 33 0． 43 0． 03 2． 53 0． 04 0． 61 0． 36 1． 59 0． 12 0． 12
大阳 23． 28 16． 23 0． 52 0． 19 0． 88 0． 27 0． 21 2． 46 0． 17 0． 27 0． 33 0． 72 0． 48 0． 55
固上 25． 21 16． 58 0． 69 0． 11 0． 95 0． 33 0． 39 3． 34 0． 16 0． 87 0． 31 0． 97 0． 09 0． 42
谢庄 26． 37 16． 12 0． 75 0． 26 1． 14 0． 29 0． 02 5． 79 0． 04 0． 32 0． 13 0． 75 0． 28 0． 48
大祝泽 29． 54 17． 61 0． 94 0． 31 0． 97 0． 33 0． 31 5． 54 0． 16 1． 07 0． 40 0． 93 0． 03 0． 94
薛刘营 30． 49 17． 12 1． 06 0． 30 1． 01 0． 38 0． 98 8． 82 0． 11 0． 71 — — — —
蔡家营 19． 00 14． 49 0． 56 0． 15 1． 79 0． 29 0． 04 0． 68 0． 04 0． 96 — — — —
平均 24． 43 16． 13 0． 69 0． 22 1． 14 0． 32 0． 22 2． 99 0． 08 0． 64 0． 31 0． 99 0． 20 0． 50

资料来源: 河北省统计局编:《1930—1957 年保定农村经济调查资料》。原统计表为实物消费数据，本表是根据当
年实物价格计算的数据。

根据 1958 年河北省统计局的汇总数据，1957 年清苑县 11 村农户人均消费粮食 355． 29 斤、肉类
2． 4 斤、食用油 2． 81 斤、棉布 16． 61 尺、灯油 2． 10 斤、煤炭 259． 82 斤、纸烟 4． 64 盒、酒 0． 31 斤、支出
医药费 2． 22 元、供神费 0． 05 元、应酬费 0． 21 元、喜庆费 0． 30 元、丧葬费 0． 36 元。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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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参见河北省统计局编: 《1930—1957 年保定农村经济调查资料》(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图书馆藏，1958
年) :之一《清苑县魏村乡李家罗侯村革新一社》，第 16 页;之二《清苑县何家桥乡何家桥村何农桥社》，第 16 页;
之三《清苑县田各庄乡东顾庄村先进社》，第 16 页;之四《清苑县王盘乡南邓村前进四社》，第 16 页;之五《清苑县
大庄乡东孟庄村利民社》，第 16 页;之六《清苑县银定庄乡大阳村工农联盟社》，第 16 页;之七《清苑县臧村乡固
上村光辉社》，第 16 页;之八《清苑县张登乡谢村建华社》，第 16 页;之九《清苑县富昌乡大祝泽村裕华社》，第 16
页;之十《清苑县薛刘营乡薛刘营村曙光社》，第 16 页; 之十一《清苑县王盘乡蔡家营村前进九社》，第 16 页。数
据为当年价格，平均数为笔者计算的数据。
张培刚:《清苑的农家经济》，见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 二编) ，乡村经济卷( 中) 。
参见河北省统计局编:《1930—1957 年保定农村经济调查资料》:之一《清苑县魏村乡李家罗侯村革新一社》，第
68页;之二《清苑县何家桥乡何家桥村何农桥社》，第 16 页;之三《清苑县田各庄乡东顾庄村先进社》，第 68 页;之
四《清苑县王盘乡南邓村前进四社》，第 16 页;之五《清苑县大庄乡东孟庄村利民社》，第 68 页;之六《清苑县银定
庄乡大阳村工农联盟社》，第 68 页;之七《清苑县臧村乡固上村光辉社》，第 73 页;之八《清苑县张登乡谢村建华
社》，第 74 页;之九《清苑县富昌乡大祝泽村裕华社》，第 74 页; 之十《清苑县薛刘营乡薛刘营村曙光社》，第 74
页;之十一《清苑县王盘乡蔡家营村前进九社》，第 74 页。数据为当年价格。



河北省统计局汇总的清苑农户 1957 年消费数据中，粮食、食用油、布匹、燃料等也是实物消费数
量。为进行比较，笔者也将这些实物消费折算为货币。实物消费折算为货币支出的物价依据，主要是
《中国贸易物价统计资料( 1952—1983) 》一书。①

依据相关物价，1957 年清苑县 11 村农户人均消费情况如表 2 所示，人均消费 59． 34 元，其中，粮
食 39． 08 元、肉类 1． 42 元、食用油 1． 59 元、棉布 6． 15 元、灯油 1． 17 元、煤炭 2． 49 元、纸烟 4． 11 元、酒
0． 19 元、支出医药费 2． 22 元、供神费 0． 05 元、应酬费 0． 21 元，喜庆费 0． 30 元、丧葬费 0． 36 元。

表 2 1957 年清苑 11 村农户以货币计算的人均消费支出 单位:元

村名 合计 粮食 肉类 食油 棉布 灯油 煤炭 纸烟 酒 医药费 供神 应酬 喜庆 丧葬

李罗侯 55． 84 39． 08 1． 45 1． 30 5． 61 1． 13 2． 80 1． 69 0． 09 2． 69 — — — —
何桥 53． 73 39． 58 0． 65 1． 52 4． 76 1． 02 2． 70 1． 87 0． 13 1． 50 — — — —
东顾庄 52． 06 38． 58 1． 07 1． 40 5． 57 1． 10 1． 34 2． 19 0． 17 0． 64 — — — —
南邓 54． 18 38． 83 1． 02 1． 31 6． 51 1． 16 2． 07 1． 27 0． 18 1． 83 — — — —
东孟庄 55． 54 40． 08 0． 77 1． 52 5． 77 1． 32 0． 94 1． 20 0． 06 2． 62 0． 05 0． 28 0． 26 0． 67
大阳 68． 06 40． 75 2． 07 2． 13 6． 06 1． 20 3． 37 9． 14 0． 26 1． 44 0． 07 0． 22 0． 77 0． 58
固上 57． 49 38． 61 0． 35 1． 48 10． 36 1． 01 2． 05 1． 77 0． 19 0． 93 0． 03 0． 24 0． 16 0． 31
谢庄 51． 27 37． 95 0． 94 1． 54 5． 54 0． 97 1． 87 0． 89 0． 08 1． 16 0． 02 0． 12 0． 12 0． 07
大祝泽 66． 62 40． 37 2． 78 1． 65 4． 59 1． 25 3． 03 8． 72 0． 18 3． 39 0． 09 0． 21 0． 21 0． 15
薛刘营 79． 80 39． 71 3． 27 2． 30 5． 75 1． 59 5． 29 15． 74 0． 57 5． 58 — — — —
蔡家营 52． 68 36． 36 1． 21 1． 32 7． 09 1． 08 1． 97 0． 75 0． 23 2． 67 — — — —
平均 59． 34 39． 08 1． 42 1． 59 6． 15 1． 17 2． 49 4． 11 0． 19 2． 22 0． 05 0． 21 0． 30 0． 36

资料来源: 河北省统计局编:《1930—1957 年保定农村经济调查资料》。原统计表为实物消费数据，本表是根据当
年实物价格计算的数据。

1986 年，保定地区 10 村农户人均消费支出为 513． 74 元，其中，食品烟酒支出 256． 46 元、衣着支
出 45． 63 元、居住支出 82． 63 元、生活用品及服务支出 47． 60 元、交通和通讯支出 6． 20 元、教育、文化
和娱乐支出 6． 00 元、医疗保健支出 25． 22 元、其他支出 44． 02 元。东顾庄是进行试调查的村庄，没有
保留数据( 见表 3) 。

表 3 1986 年保定 10 村农户人均消费支出 单位:元

村名 总支出 食品烟酒 衣着 居住
生活用品
及服务

交通和通讯
教育文化
和娱乐

医疗保健
其他用品
及服务

李罗侯 495． 54 221． 54 38． 59 124． 97 43． 51 3． 64 6． 43 22． 64 34． 22
南邓 477． 58 219． 27 37． 2 104． 1 29． 79 12． 09 3． 86 19． 84 51． 42
蔡家营 427． 33 228． 37 46． 38 18． 62 39． 98 8． 45 4． 42 19． 49 61． 63
谢庄 476． 88 239． 23 40． 17 67． 85 39． 04 8． 67 5． 87 37． 2 38． 85
东孟庄 425． 42 214． 56 35． 69 33． 52 51． 61 10． 84 6． 28 31． 26 41． 65
何家桥 442． 57 201． 48 32． 48 116． 57 22． 13 4． 85 4． 13 19． 63 41． 32
大阳 634． 43 333． 11 64． 73 119． 44 43． 76 1． 83 11． 43 15． 88 44． 26
固上 434． 79 232． 04 37． 51 83． 97 29． 24 4． 66 3． 89 18． 87 24． 61
薛刘营 731． 91 364． 51 65． 61 104． 19 79． 41 3． 73 7． 64 40． 3 66． 52
大祝泽 590． 99 310． 44 57． 93 53． 05 97． 50 3． 19 6． 03 27． 11 35． 74
平均 513． 74 256． 46 45． 63 82． 63 47． 60 6． 20 6． 00 25． 22 44． 02

资料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无锡、保定农村调查系列数据库》，笔者对分村农户消费支出统计分析作
了部分调整。表中数据为当年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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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国家统计局贸易物价统计司:《中国贸易物价统计资料( 1952—1983)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84 年。



1997 年，保定地区 11 村农户人均消费支出为 1 501． 40 元，其中，食品烟酒支出 747． 44 元、衣着
支出 122． 76 元、居住支出 219． 45 元、生活用品及服务支出 55． 93 元、医疗保健支出 143． 55 元、交通
和通讯支出 34． 47 元、教育、文化和娱乐支出 146． 58 元、其他支出 31． 23 元( 见表 4) 。

表 4 1997 年保定 11 村农户人均消费支出 单位:元

村名 总支出 食品烟酒 衣着 居住
生活用品
及服务

医疗保健 交通和通讯
教育文化
和娱乐

其他

薛刘营 2 428． 8 1 167． 5 150． 1 514． 8 45． 3 262． 4 91 160． 3 37． 4
大祝泽 2 370． 5 1 165． 8 179． 2 423． 4 102． 7 76． 3 107． 5 263． 2 52． 4
东顾庄 1 672． 2 748． 2 201． 6 298 61． 7 202． 8 13． 9 122． 5 23． 5
何桥 1 302 667． 3 134． 6 136 44． 4 136． 9 30 120． 6 32． 2
大阳 1 631 840． 9 168． 4 204 115． 1 94． 8 27 120． 5 60． 3
李罗侯 1 197 664． 1 94． 4 108． 6 8． 5 137 2． 7 169． 1 12． 6
固上 911． 2 492． 1 55． 8 144． 3 24． 8 99． 1 4． 8 78． 9 11． 4
谢庄 1 457． 8 743． 3 79． 4 202． 7 47． 7 171． 6 28． 1 171． 7 13． 3
东孟庄 1 389． 7 564． 6 81． 1 161． 6 119． 1 112． 7 37． 8 240． 3 72． 5
南邓 1 000． 7 507． 3 96． 1 105 25． 4 148． 7 19． 6 86． 7 11． 9
蔡家营 1 154． 5 660． 7 109． 7 115． 5 20． 5 136． 7 16． 8 78． 6 16
平均 1 501． 40 747． 44 122． 76 219． 45 55． 93 143． 55 34． 47 146． 58 31． 23

资料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无保”调查课题组:《无锡保定农村调查统计分析报告( 1997) 》，北京:中
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 年，第 296、297 页。本表“居住”支出为原表中的“能源和水”支出，“其他”为原表中的“服
务”与“其他”二项之和。平均数为笔者重新计算之数，与原表有出入。表中数据为当年价格。

2010年，保定地区清苑县固上村、南邓村 200户农户人均消费支出为 9 979． 63元，其中，食品烟酒支
出 2 128． 87元、衣着支出 620． 09元、居住支出 1 498． 84元、家庭设备用品及维修服务支出 432． 72 元、交
通和通讯支出 2 161． 47元、文化教育娱乐用品及服务支出 565． 80元、医疗保健支出 1 610． 06元、其他支
出 961． 80元( 见表 5) 。

表 5 2010 年清苑县 2 村农户人均消费支出 单位:元

村名 合计
食品
烟酒

衣着 居住
家庭设备用品
及维修服务

交通
和通讯

文化教育娱乐
用品及服务

医疗
保健

其他

固上 13 368． 18 2 666． 68 711． 94 1 575． 99 514． 06 3 797． 56 799． 26 2 081． 94 1 220． 75
南邓 6 591． 07 1 591． 06 528． 23 1 421． 68 351． 38 525． 37 332． 34 1 138． 17 702． 84
平均 9 979． 63 2 128． 87 620． 09 1 498． 84 432． 72 2 161． 47 565． 80 1 610． 06 961． 80

资料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无锡、保定农村调查系列数据库》。“其他”一项包括人情往来支出、购买
养老保险等支出。表中数据为当年价格。

从前述统计数据看，1930 年到 2010 年，保定农户消费支出金额在不断上升，各部分消费都有大
的提高。

四、1930—2010 年保定农户的消费支出结构

1930 年到 2010 年，以保定农户为代表的华北农户消费结构是怎样的构成呢?
依据表 1 估算的农户各项消费支出金额，1930 年清苑县 11 村农户人均消费支出中，粮食支出占

66． 03%、肉类支出占 2． 82%、食用油支出占 0． 90%、棉布支出占 4． 67%、灯油支出占 1． 31%、煤炭支
出占 0． 90%、纸烟支出占 12． 20%、酒类支出占 0． 33%、医药费支出占 2． 61%、供神费占 1． 27%、应酬
支出占 4． 04%、喜庆费支出占 0． 82%、丧葬费支出占 2． 03% ( 见表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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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1930 年清苑县 11 村农户消费支出结构 单位:%

粮食 肉类 食油 棉布 灯油 煤炭 纸烟 酒 医药费 供神 应酬 喜庆 丧葬 合计

李罗侯 84． 79 2． 49 1． 17 5． 85 1． 51 0． 20 2． 05 0． 10 1． 84 — — — — 100
何桥 76． 17 1． 93 1． 10 3． 77 1． 52 1． 33 10． 63 0． 09 3． 46 — — — — 100
东顾庄 86． 34 2． 65 0． 78 5． 78 1． 44 0． 06 1． 56 0． 36 1． 03 — — — — 100
南邓 76． 20 4． 04 1． 16 7． 48 1． 72 0． 30 3． 89 0． 45 4． 76 — — — — 100
东孟庄 65． 74 3． 55 1． 12 5． 50 1． 78 0． 12 10． 45 0． 17 2． 52 1． 49 6． 57 0． 50 0． 40 100
大阳 69． 72 2． 23 0． 82 3． 78 1． 16 0． 90 10． 57 0． 73 1． 16 1． 42 3． 09 2． 05 2． 35 100
固上 65． 77 2． 74 0． 44 3． 77 1． 31 1． 55 13． 25 0． 63 3． 45 1． 23 3． 85 0． 36 1． 68 100
谢庄 61． 13 2． 84 0． 99 4． 32 1． 10 0． 08 21． 96 0． 15 1． 21 0． 49 2． 84 1． 06 1． 82 100
大祝泽 59． 61 3． 18 1． 05 3． 28 1． 12 1． 05 18． 75 0． 54 3． 62 1． 35 3． 15 0． 11 3． 19 100
薛刘营 56． 15 3． 48 0． 98 3． 31 1． 25 3． 21 28． 93 0． 36 2． 33 — — — — 100
蔡家营 76． 26 2． 95 0． 79 9． 42 1． 53 0． 21 3． 58 0． 21 5． 05 — — — — 100
平均 66． 03 2． 82 0． 90 4． 67 1． 31 0． 90 12． 20 0． 33 2． 61 1． 27 4． 04 0． 82 2． 03 100

依据表 2 估算的农户各项消费支出金额，1957 年清苑县 11 村农户人均消费支出中，粮食支出占
65． 86%、肉类支出占 2． 39%、食用油支出占 2． 68%、棉布支出占 10． 36%、灯油支出占 1． 97%、煤炭
支出占 4． 20%、纸烟支出占 6． 93%、酒类支出占 0． 32%、医药费支出占 3． 74%、供神费占 0． 08%、应
酬支出占 0． 35%，喜庆费支出占 0． 51%、丧葬费支出占 0． 61% ( 见表 7) 。

表 7 1957 年清苑县 11 村农户消费支出结构 单位:%

村名 粮食 肉类 食油 棉布 灯油 煤炭 纸烟 酒 医药费 供神 应酬 喜庆 丧葬 合计

李罗侯 69． 99 2． 60 2． 33 10． 05 2． 02 5． 01 3． 03 0． 16 4． 81 — — — — 100
何桥 73． 66 1． 21 2． 83 8． 86 1． 90 5． 03 3． 48 0． 24 2． 79 — — — — 100
东顾庄 74． 11 2． 06 2． 69 10． 70 2． 11 2． 57 4． 21 0． 33 1． 22 — — — — 100
南邓 71． 67 1． 88 2． 42 12． 02 2． 14 3． 82 2． 34 0． 33 3． 38 — — — — 100
东孟庄 72． 16 1． 39 2． 74 10． 39 2． 38 1． 69 2． 16 0． 11 4． 72 0． 09 0． 50 0． 47 1． 20 100
大阳 59． 87 3． 04 3． 13 8． 90 1． 76 4． 95 13． 43 0． 38 2． 12 0． 10 0． 32 1． 14 0． 86 100
固上 67． 16 0． 61 2． 57 18． 02 1． 76 3． 57 3． 08 0． 33 1． 62 0． 05 0． 42 0． 28 0． 53 100
谢庄 74． 02 1． 83 3． 00 10． 81 1． 89 3． 65 1． 74 0． 16 2． 26 0． 04 0． 23 0． 23 0． 14 100
大祝泽 60． 60 4． 17 2． 48 6． 89 1． 88 4． 55 13． 09 0． 27 5． 09 0． 14 0． 31 0． 31 0． 22 100
薛刘营 49． 76 4． 10 2． 88 7． 21 1． 99 6． 63 19． 72 0． 72 6． 99 — — — — 100
蔡家营 69． 02 2． 30 2． 51 13． 46 2． 05 3． 74 1． 42 0． 44 5． 06 — — — — 100
平均 65． 86 2． 39 2． 68 10． 36 1． 97 4． 20 6． 93 0． 32 3． 74 0． 08 0． 35 0． 51 0． 61 100

根据表 3 数据计算，1986 年，保定地区 10 村农户人均消费支出中，食品烟酒支出占 49． 92%、衣
着支出占 8． 88%、居住支出占 16． 08%、生活用品及服务支出占 9． 27%、交通和通讯支出占 1． 21%、
教育、文化和娱乐支出占 1． 17%、医疗保健支出占 4． 91%、其他支出占 8． 56% ( 见表 8) 。

表 8 1986 年保定 10 村农户人均消费支出结构 单位:%

村名 食品烟酒 衣着 居住
生活用品
及服务

交通和通讯
教育文化
和娱乐

医疗保健 其他 合计

李罗侯 44． 71 7． 79 25． 22 8． 78 0． 73 1． 30 4． 57 6． 90 100
南邓 45． 91 7． 79 21． 80 6． 24 2． 53 0． 81 4． 16 10． 76 100
蔡家营 53． 44 10． 85 4． 36 9． 35 1． 98 1． 03 4． 56 14． 43 100
谢庄 50． 16 8． 42 14． 23 8． 19 1． 82 1． 23 7． 80 8． 15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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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8)

村名 食品烟酒 衣着 居住
生活用品
及服务

交通和通讯
教育文化
和娱乐

医疗保健 其他 合计

东孟庄 50． 43 8． 39 7． 88 12． 13 2． 55 1． 48 7． 35 9． 79 100
何家桥 45． 52 7． 34 26． 34 5． 00 1． 10 0． 93 4． 43 9． 34 100
大阳 52． 51 10． 20 18． 83 6． 90 0． 29 1． 80 2． 50 6． 97 100
固上 53． 37 8． 63 19． 31 6． 72 1． 07 0． 89 4． 34 5． 67 100
薛刘营 49． 80 8． 96 14． 23 10． 85 0． 51 1． 04 5． 52 9． 09 100
大祝泽 52． 53 9． 80 8． 98 16． 50 0． 54 1． 02 4． 59 6． 04 100
平均 49． 92 8． 88 16． 08 9． 27 1． 21 1． 17 4． 91 8． 56 100

资料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无锡、保定农村调查系列数据库》。

1997年，根据表 4数据计算，在保定地区 11村农户人均消费支出中，食品烟酒支出占 49． 78%、衣着
支出占 8． 18%、居住支出占 14． 62%、生活用品及服务支出占 3． 73%、医疗保健支出占 9． 56%、交通和
通讯支出占 2． 30%、教育、文化和娱乐支出占 9． 76%、其他支出占 2． 07% ( 见表 9) 。

表 9 1997 年保定 11 村农户人均消费支出结构 单位:%

村名 食品烟酒 衣着 居住
生活用品
及服务

医疗保健 交通和通讯
教育文化
和娱乐

其他 合计

薛刘营 48． 07 6． 18 21． 2 1． 87 10． 8 3． 75 6． 60 1． 53 100
大祝泽 49． 18 7． 56 17． 86 4． 33 3． 22 4． 53 11． 10 2． 22 100
东顾庄 44． 74 12． 06 17． 82 3． 69 12． 13 0． 83 7． 33 1． 40 100
何桥 51． 25 10． 34 10． 45 3． 41 10． 51 2． 30 9． 26 2． 48 100
大阳 51． 56 10． 32 12． 51 7． 06 5． 81 1． 66 7． 38 3． 70 100
李罗侯 55． 48 7． 89 9． 07 0． 71 11． 45 0． 23 14． 13 1． 04 100
固上 54． 01 6． 12 15． 84 2． 72 10． 88 0． 53 8． 66 1． 24 100
谢庄 50． 99 5． 45 13． 90 3． 27 11． 77 1． 93 11． 78 0． 91 100
东孟庄 40． 63 5． 84 11． 63 8． 57 8． 11 2． 72 17． 29 5． 21 100
南邓 50． 69 9． 60 10． 49 2． 54 14． 86 1． 96 8． 67 1． 19 100
蔡家营 57． 23 9． 50 10． 00 1． 78 11． 84 1． 46 6． 81 1． 38 100
平均 49． 78 8． 18 14． 62 3． 73 9． 56 2． 30 9． 76 2． 07 100

资料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无锡、保定农村调查系列数据库》。

依据表 5 数据，2010 年清苑县两村农户人均消费支出中，食品烟酒支出占 21． 33%，衣着支出占
6． 21%、居住支出占 15． 02%、家庭设备用品及维修服务支出占 4． 34%、交通和通讯支出占 21． 66%、
文化教育娱乐用品及服务支出占 5． 67%、医疗保健支出占 16． 13%、其他支出占 9． 64% ( 见表 10) 。

表 10 2010 年保定农户消费支出结构 单位:%

村名
食品
烟酒

衣着 居住
家庭设备用品
及维修服务

交通
和通讯

文化教育娱乐
用品及服务

医疗
保健

其他 合计

固上 19． 95 5． 33 11． 79 3． 85 28． 41 5． 98 15． 57 9． 12 100
南邓 24． 14 8． 01 21． 57 5． 33 7． 97 5． 04 17． 27 10． 67 100
平均 21． 33 6． 21 15． 02 4． 34 21． 66 5． 67 16． 13 9． 64 100

五、1930—2010 年保定农户消费结构变迁的特征

如果以现在通行的将居民消费分为食品、衣着、居住、家庭设备及用品、医疗保健、交通和通讯、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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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及娱乐用品及服务、其他商品及服务八类支出来看，“无锡、保定农村调查”资料中 1930 年、1957 年
农户消费数据明显缺少交通和通讯、教育文化和娱乐支出等内容，为便于进行历史比较，笔者采取粗线
条的农户消费支出归类方法，分为食品、衣着、居住、医疗保健、交通和通讯、教育文化和娱乐、其他，将
1930年到 2010年保定农户消费支出结构进行比较。笔者将 1930 年和 1957 年调查的 11 村农户、1987
年调查的 10村农户、1997年调查的 11 村农户、2010 年调查的两村农户平均人均消费支出结构进行整
理，形成了表 11。这一表格基本反映出保定地区农户 1930年到 2010年消费结构的变迁。

表 11 1930—2010 年保定农户的消费结构 单位:%

年份 食品 衣着
居 住

小计 居住
生活用品
及服务

医疗
保健

其 他

交通和
通讯

教育文化
和娱乐

其他用品
及服务

合计

1930a 82． 09 4． 65 2． 49 — — 2． 61 — — 8． 16 100
1930b 82． 70 10． 00 4． 00 — — 0． 40 — — 2． 90 100
1957 78． 18 10． 36 6． 17 — — 3． 74 — — 1． 55 100
1986 49． 92 8． 88 25． 35 16． 08 9． 27 1． 21 1． 17 4． 91 8． 56 100
1997 49． 63 8． 15 18． 28 14． 57 3． 71 9． 53 2． 29 9． 73 2． 39 100
2010 21． 33 6． 21 19． 36 15． 02 4． 34 16． 13 21． 66 5． 67 9． 64 100

注: 1． 1930a是根据河北省汇总的 2 117 户农户分村汇总数据计算的比例，“饮食”中包括食用油、烟酒消费，“居
住”包括灯油消费、煤炭消费，“其他用品及服务”包括供神费、喜庆费、丧葬费、应酬费。1930b 是张培刚根据汇总的
500户农户的数据计算的比例，“其他”包括供神费、喜庆费、丧葬费、应酬费、公益费等。2． 1957 年数据是清苑县农户
的数据，“饮食”中包括食用油、烟酒消费，“居住”包括灯油消费、煤炭消费，“其他”包括供神费、喜庆费、丧葬费、应酬
费。3． 2010 年为清苑县固上村、南邓村的数据。4． 数据来源于本文表 6、表 7、表 8、表 9、表 10。

由于表 11 中 2010 年的数据是固上、南邓两村的农户消费结构数据，调查样本量显著小于 1930
年、1957 年、1987 年及 1997 年的调查样本，笔者从本文表 8、表 9、表 10、表 11 中抽取出固上、南邓两
村的相关数据，形成了表 12，这一表格反映了两村农户 1930 年到 2010 年消费结构的变迁。

表 12 1930—2010 年固上、南邓村农户的消费结构 单位:%

村名 年份
食物
消费

衣物
消费

居住支出

居住
生活用品
及服务

小计
医疗

交通
通讯

教育文化
和娱乐

其他用品
及服务

合计

固上

1930 82． 83 3． 77 2． 86 — 2． 86 3． 45 — — — 100
1957 73． 75 18． 02 5． 33 — 5． 33 1． 62 — — 1． 28 100
1986 53． 37 8． 63 19． 31 6． 72 26． 03 4． 34 1． 07 0． 89 5． 67 100
1997 54． 01 6． 12 15． 84 2． 72 18． 56 10． 88 0． 53 8． 66 1． 24 100
2010 19． 95 5． 33 11． 79 3． 85 15． 64 15． 57 28． 41 5． 98 9． 12 100

南邓

1930 85． 74 7． 48 2． 02 — 2． 02 4． 76 — — — 100
1957 78． 64 12． 02 5． 96 — 5． 96 3． 38 — — — 100
1986 45． 91 7． 79 21． 80 6． 24 28． 04 4． 16 2． 53 0． 81 10． 76 100
1997 50． 69 9． 60 10． 49 2． 54 13． 03 14． 86 1． 96 8． 67 1． 19 100
2010 24． 14 8． 01 21． 57 5． 33 26． 90 17． 27 7． 97 5． 04 10． 67 100

平均

1930 84． 29 5． 63 2． 44 — 2． 44 4． 11 — — 3． 53 100
1957 76． 20 15． 02 5． 66 — 5． 66 2． 50 — — 0． 62 100
1986 49． 92 8． 88 16． 08 9． 27 25． 35 1． 21 1． 17 4． 91 8． 56 100
1997 49． 78 8． 18 14． 62 3． 73 26． 53 9． 56 2． 30 9． 76 2． 07 100
2010 21． 33 6． 21 15． 02 4． 34 19． 36 16． 13 21． 66 5． 67 9． 64 100

注:数据来源于本文表 6、表 7、表 8、表 9、表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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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 年到 2010 年保定农户消费支出结构的变迁，表现出如下特征:
其一，80 年来农户消费支出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
一是食品支出占比呈下降趋势。1930 年农户食品支出占 82． 09%，1957 年下降到 78． 18%，1986

年再下降到 49． 92%，1997 年保持在 49． 63%，2010 年显著下降到 21． 33% ( 见表 11) 。固上、南邓两
村农户消费结构变化的情况与此一致，1930 年食品支出占 84． 29%，1957 年下降到 76． 20%，1986 年
再下降到 49． 92%，1997 年保持在 49． 78%，2010 年显著下降到 21． 33% ( 见表 12) 。这说明近 80 年
来保定农户家庭恩格尔系数持续下降。

保定农户恩格尔系数的变化是全国农户恩格尔系数变化的缩影。据高梦滔、毕岚岚的研究，中国
农户的恩格尔系数 1995 年为 0． 249，1996 年为 0． 262，1997 年为 0． 299，1998 年为 0． 296，1999 年为
0． 303，2000 年为 0． 248，2001 年为 0． 346，2002 年为 0． 259，2003 年为 0． 230，2004 年为 0． 249，2005
年为 0． 219，2006 年为 0． 234，从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就趋于稳定了。①

按照联合国粮农组织的划分，恩格尔系数在 60%以上为绝对贫困，50%到 60%为温饱，40%到
49%为小康，30%到 39%为富裕，30%以下为最富裕。② 保定农户 1930 年处于绝对贫困状态，1957 年
有所改观，但仍然是处于绝对贫困状态。改革开放后，农户开始走向富裕，1986 年已迈过温饱线，
1997 年走向小康，2010 年已处于富裕水平了。③

二是农户收入增加后居住类支出占比增加明显。农户收入增加后，一般会修缮房屋，添置耐用消
费品，购买更多的日常生活用品，提高生活水平，在居住方面花费增多。1930 年，农户居住支出所占
比例为 2． 49%，1957 年提高到 6． 17%，1986 年上升到 25． 35%，1997 年保持在 18． 28%，2010 年为
19． 36% ( 见表 11) 。固上、南邓两村 1930 年居住支出占 2． 44%，1957 年提高到 5． 66%，1986 年再增
长到 25． 35%，1997 年为 26． 53%，2010 年为 19． 36% ( 见表 12) 。

三是农户医疗保健支出占比呈上升趋势。1930年，清苑县农户医药费支出所占比例为 2． 61%，1957
年提高到 3． 74%，1986年为 1． 21%，1997年增长到 9． 53%，2010 年提升到 16． 13% ( 见表 11) 。固上、南
邓两村农户医疗支出占比变化趋势是: 1930年为 4． 11%，1957年为 2． 50%，1986 年为 1． 21%，1997 年增
加到 9． 56%，2010年提升到 16． 13% ( 见表 12) 。

四是衣着支出占比在 20世纪 50年代快速上升之后趋于较为稳定。1930年清苑县农户衣着支出占
比为 4． 65%，1957年提高到 10． 36%，1986年为 8． 88%，1997 年为 8． 15%，2010 年为 6． 21% ( 见表 11) 。
1930年清苑县固上、南邓两村农户衣着支出占比为 5． 63%，1957 年为 15． 02%，1986 年为 8． 88%，1997
年为 8． 18%，2010年为 6． 21% ( 见表 12) 。

五是文化、教育和娱乐支出占比波动上升。1986 年，保定农户文化、教育、娱乐消费支出占比为
4． 91%，1997 年为 9． 73%，2010 年为 5． 67% ( 见表 11) 。固上、南邓两村农户文化、教育和娱乐支出
占比 1986 为 4． 91%，1997 年为 9． 76%，2010 年为 5． 67% ( 见表 12) 。

六是交通、通讯支出占比上升。交通、通讯消费是住户发展性消费的体现。20 世纪 30 年代到 50
年代，农户的交通、通讯支出极少，“无锡、保定农村调查资料”中无统计数据。改革开放后，随着交通
网络的发展、电信业的扩张，农户用于交通、通讯方面支出不断上升。1986 年，保定农户交通和通讯
支出占比为 1． 17%，1997 年增长到 2． 29%，2010 增长到 21． 66% ( 见表 11) 。固上、南邓两村农户交
通、通讯支出占比 1986 为 1． 17%，1997 年为 2． 30%，2010 年达到 21． 66% ( 见表 12 ) 。总体上看，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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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梦滔、毕岚岚:《1995—2006 年中国农户消费结构变化研究》，《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 年第 5 期。
蒋萍:《社会统计学》，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 年，第 103 页。
2010 年课题组调查的清苑县固上村、南邓村的经济发展水平在本县及保定地区都属于中上水平，因此其恩格尔
系数较低。



入新世纪后，农户交通、通讯支出在生活消费中所占比例上升趋势十分强劲。
七是人情往来支出的占比不可小视。人情往来等转移性支出是农户不可缺少的花费，是农户维

持社会关系、社会网络的重要手段。从 1930 年到 2010 年，保定农户人情往来支出额在不断增加，其
在消费支出中所占比例时高时低，呈现出上升趋势。在表 11、表 12“其他商品与服务”占比中，人情
往来支出占有相当大的部分。

其二，农户生存性消费比例下降，发展性消费比例上升。
在食品烟酒、衣着、居住、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医疗保健、文化教育与娱乐、交通和通讯、其他商

品和服务八大类居民消费中，饮食、衣着、居住三项是最基本的生存性消费支出，家庭设备用品及服
务、医疗保健、文化教育与娱乐、交通和通讯是发展性、享受性消费支出。1930 年到 2010 年，保定农
户消费结构经历了生存性消费支出比例逐渐缩小，发展性、享受性消费支出逐渐扩展的过程。

1930年，保定农户生存性消费支出占比为 89． 23%，发展性消费支出占比为 10． 77% ; 1957年农户生存
性消费支出占比为 94． 71%，发展性消费支出占比为 5． 29% ; 1986年农户生存性消费支出占比为 4． 15%，发
展性消费支出占比为 15． 85% ; 1997 年农户生存性消费支出占比为 76． 06%，发展性消费支出占比为
23． 94% ; 2010 年户生存性消费支出占比为 46． 90%，发展性消费支出占比为 53． 10% ( 见表 11) 。

固上、南邓两村农户 1930 年到 2010 年生存性消费支出占比与发展享受性消费支出占比，也呈现
前者下降、后者上升的趋势。1930 年农户生存性消费支出占比为 92． 36%，发展性消费支出占比为
7． 64% ; 1957 年农户生存性消费支出占比为 96． 88%，发展性消费支出占比为 3． 12% ; 1986 年农户生
存性消费支出占比为 84． 15%，发展性消费支出占比为 15． 85% ; 1997 年农户生存性消费支出占比为
84． 49%，发展性消费支出占比为 15． 51% ; 2010 年户生存性消费支出占比为 46． 90%，发展性消费支
出占比为 53． 10% ( 见表 12) 。

生存性消费支出占比下降，发展享受性消费支出占比上升，是农户逐渐走向富裕生活的反映。
其三，农户消费结构的巨大变化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发生的。
观察 1930 年到 2010 年保定农户消费结构，可以看到 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农户生存性支出比重

与 30 年代相比并无明显的变化，改革开放之后，农户收入增加，1986 年出现了生存性支出占比显著
下降，1997 年、2010 年被调查农户生存性支出占比更是持续大幅下降。与此相反，农户发展享受性消
费支出占比则在改革开放后逐步提高。

其四，农户消费支出占纯收入的比重呈下降趋势，改革开放后平均消费倾向大概在 70%到 80%。
从 1930年到 2010年保定农户平均消费与纯收入之比看，1930 年为 47． 87%，1957 年为 96． 13%，

1986年为 81． 90%，1997 年为 68． 77%，2010 年为 80． 05%。1930 年的平均消费倾向很低，其原因可能
是当时对农户的一些消费支出数据没有调查，导致统计的农户消费支出总额比实际低了许多，也有可
能在估算农户纯收入时多算了，这一异常值暂存疑。1957 年之后几个调查年份的数据支持农户平均
消费倾向呈下降态势的判断见表 13。

表 13 1930—2010 年保定农户的平均消费倾向

调查年份 1930 1957 1986 1997 2010

纯收入( 元) 51． 03 61． 73 627． 26 2189． 90 12 467． 36
消费支出( 元) 24． 43 59． 34 513． 74 1 505． 95 9 979． 63
平均消费倾向( % ) 47． 87 96． 13 81． 90 68． 77 80． 05
资料来源: 1930 年、1957 年、1986 年农户纯收入数据来源于隋福民、韩锋: 《保定 11 个村人均纯收入水平与结构

的历史变化( 1930—1998) :基于“无锡、保定农村调查”数据的分析》，《中国经济史研究》2012 年第 4 期; 1997 年农户
收入数据来源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无保”调查课题组:《无锡保定农村调查统计分析报告( 1997) 》，第 213
页; 2010 年农户收入数据来源于赵学军、隋福民等:《城镇化中的农户———无锡、保定农户收支调查( 1998—2010) 》，北
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年，第 15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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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余 论

笔者再略谈一下与本文相关的几个问题。
一是工业化与城镇化是农户消费结构变迁的动力。
1930 年到 2010 年，推动保定农户消费结构发生巨大变迁的动力何在?
收入决定消费。农户收入的增长推动了消费结构的变迁。而农户收入的增长又主要来源于非农

收入的不断提高。非农收入增长又主要是工业化的结果。笔者以为，推动农户消费结构变化的动力
之一是持续的工业化。①

1978—1984 年为农民收入超常规增长阶段，1985—1988 年为农民收入增长缓慢阶段，1989—
1991 年为农民收入增长停滞阶段，1992—1996 年为农民收入增长恢复阶段，1997—2000 年为农民收
入增长持续下降阶段，2001—2003 年为农民收入增长重新恢复阶段，2004—2017 年为农民收入“十四
连增”阶段。② 本文所用的部分无锡、保定农村调查数据，1986 年的调查资料是农户收入缓慢增长阶
段的数据，1997 年的资料是农户收入增长开始下降阶段的数据，2010 年的资料是农户农民收入“十
四连增”阶段的数据。这三年农户收入都在增长，农户消费支出也呈现增长势头。

城镇化也是推动农户收入结构变迁的重要力量。城镇化还直接改变农户的消费结构。消费模式
又具攀比性。近代以来，城镇居民的消费支出、消费观念不同于农户，城镇居民消费引领时尚，农户常
常羡慕与模仿。另一方面，农村一旦城镇化，农户水、电、燃料等支出将比在农村居住时增加不少，原
先部分自给的粮食、蔬菜、肉、蛋等也不再自我生产，而必须从市场购买。这些扩大支出的消费项目改
变了农户原先的消费结构。因此，推动农户消费结构变化的第二个动力是城镇化。

二是农户被动消费的问题。比如，在农户增长较快的服务性支出中，医疗费和学杂费占的比重很
大，近几年医疗、教育费用价格上涨，农户被迫增加支出，多是被动性消费。另外，一些地方政府为了
各种达标活动，利用行政手段强迫推行农户消费。农户服务性支出增加，并不能真正体现其消费能力
增强。③ 更不能夸大农户从生存性消费转向发展性、享受性消费的变化程度。

三是农户消费的不平等问题。鲜祖德等人 1995 年曾指出，中国农户消费水平差异较大，高收层
次居民非食物消费支出远高于低层次居民，不同经济地带消费差距扩大，部分地区农户的温饱还没有
解决。④ 连建辉指出，城乡居民消费差距不断拉大，农户消费水平远低于处于同一收入档次的城镇居
民。⑤ 从无锡、保定农村调查资料看，同一村庄农户的消费水平也相差很大，农户消费的不平等问题
各调查年份都比较突出，笔者计划专文讨论这一问题。

( 责任编辑:文 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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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llas Smythe is widely acknowledged as the inaugurator of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s Studies in
the West． In order to unearth the modes of alternative modernity of media policy and communication systems away
from the Western developed countries，he visited China in the 1970s twice． During his two trips，Dallas Smythe
wrote down plenty of diaries，manuscripts and notes，collected numerous newspapers，posters and journal arti-
cles，and composed several pivotal essays based on them． The China trips not only influenced the formation and
maturation of his thoughts of communications，but also altered his life trajectory thereafter． By re-examining ar-
chives and historical materials on his Chinese communication notes，the overshadowed“China moment”in the
Western communication studies and history of ideas can thus be foregrounded，which enabled us to reconsider the
possible alternative modernity trajectory for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therefore constructing and refreshing a more
equal，justifiable and reasonabl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nd information order in the near future．

Changes of Consumption Expenditure Structure of Farmers in North China ( 1930 －2010) ———The Anal-
ysis of Data Basing on Wuxi and Baoding Rural Surveys Zhao Xuejun

As the general rule of consumer expenditure structural change，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economy and
the increase of household income，the percentage of subsistence expenses such as food，clothing or housing will
continuously be on the decline，while the developmental and enjoyment consumption such as education，culture
and recreation will continue to rise in the proportion of expenditure． The data from the Wuxi and Baoding Rural
Surveys stored by the Institute of Economics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on the consumption ex-
penditure of farmers with rare first-hand information for us to study the changes of household consumption ex-
penditure structure from 1930 to 2010． Changes of consumption structure of farmers in Baoding area in the past
80 years revealed the trajectory that the proportion of subsistence expenditure such as food in the structure of
household consumption expenditure declined rapidly after the period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with the devel-
opmental and enjoyment consumption such as transportation，communications，culture，education and entertain-
ment continues to rise． This reflected the great improvement of farmers’living standards and the great achieve-
ments made during the period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China’s Semi-urbanization Areas in the Process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Dilemma，Mechanism and Gov-
ernance Wu Liya，Zhang Jinsong

China’s semi-urbanization areas have experienced rapid growth in the past 40 years． In the process of rural
revitalization，there are some problems in the area，such as new built-up ecological system is fragile，land devel-
opment intensity is too high，service ability of ecological system is too poor，and so on． The dilemma of semi-ur-
banization is caused by failure of planning，spatial contest，institutional dependence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of
urban-rural dual structure． So，low impact development ( LID) practices，structural progressive renewal，ecolog-
ical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promotion of ecological infrastructure management，the practices of policy type
theory，and optimization of spatial rights and interests can solve the dilemma of semi-urbanization and realize ru-
ral modernization，ecological trend，and green revolution．

( 下转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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