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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我国消费品市场波动问题上有几点基本判断必须引起重视：第一， 近10年来我国
经济发展主要由消费需求拉动， 纵观近10年我国经济结构变动轨迹， 经济的增长主要依靠机
械工业的增长， 而机械工业增长的支撑点主要是由消费品工业，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国经济增
长的轴心经过10年的发展逐步转向消费品工业， 这是符合规律的发展。 第二， 我国经济社会
生活从八十年代中期已基本解决了温饱间题， 正处在从温饱向小康社会过渡的阶段， 在这一

阶段， 市场的动向对经济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如果上述判断是正确的， 可以得出以下两点推断： 一是市场疲软的引发点和本质是消费

品市场疲软， 1989年三季度以来， 市场疲软的轨迹巳证明了这一点；二是消费品市场疲软的
本质是高中档消费品和时尚商品疲软， 在基本解决温饱的条件下， 吃与基本生活用品不可能
疲软， 如果说存在市场疲软只能是高中档商品和时尚商品的疲软。 当然， 造成市场疲软的原
因也是多方面的。

一、 价格误导是消费品市场疲软的重要原因

在我国价格扭曲和市场发育不全的条件下， 市场价格不可能按价值规律波动。 但是客观
上已逐步形成领袖价格， 根据我们的观察， 彩电在一定意义上是不完全市场的领袖价格， 许
多消费品价格的涨落参照彩电价格的波动， 1987年一1988年的价格上扬浪潮很大程度上与彩
电 “灰市” 价格有关， 而1989年至今中高档消费品价格回落也与彩电价格相关联， 彩电实际
上成为价格波动的参照系数。 我国高中档消费品进入家庭需求的基本程序一 般为1 集团消
费一进入大城市居民家庭一中小城市家庭一大中城市郊区及比较富裕地区的农村家庭一一般
收入农村家庭。 从高中档消费品价格变动轨迹分析；以彩电为例， 当彩电进入高中档收入家
庭时（当然这种高中档是相对而言，即假定我国居民收入是较为均等的），彩电价格为1350一

1400 元， 到 1988年彩电价格上升到 1800一1900 元， 此时大城市家庭彩电拥有率已达 60％以
上。 当彩电进入中低收入家庭， 从区域看进入小城市和农村家庭时， 彩电价格上扬到2800元
左右， 致使正常的消费链中断。 我们回顾市场波动的轨迹， 市场疲软最初是由彩电疲软引发
的。 这种价格误导是造成市场疲软的重要原因， 但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

二、 收入预期下降， 支出预期增加是即期消费需求不足的根本因素

1990 年 1 一 6 月份全国社会商品零售额比去年同期下降 1.9%， 上海该年 1 一 7 月份下
降6.5%， 扣除物价因素下降9.9%， 全国库存1500亿， 大量工业品胀库， 说明当前的主要矛
盾是市场约束， 即期需求不足。 该年 5 月份， 我们对上海1000户居民家庭作了一次题为＜＜上
海市区居民家庭消费意向»的调查， 从居民对收入预期、 支出预期， 对市场物价、 利率变化
的心态反映和行为可以作出 一些有关的判断， 加深我们对市场疲软终极原因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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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收入预期下降。由于消费者对企业开工不足、经济效益下降和市场疲软的判断和
认识，普遍存在收入预期下降的心理。一般认为收入没有变化而物价继续上涨，意味着收入
下降，在明确回答这一问题的人群中，有5 4％认为收入可能下降或持平。

(2)市场物价继续看涨。市场物价继续看涨，但涨幅不大，恐涨心理基本缓和。认为
大幅度上涨的仅3 %，认为继续上涨的占37.3%。在明确回答这一 问题的人群中40％认为物
价逐步平稳，50％以上的认为即使上涨，幅度也不会太大，恐涨心理基本缓和，心理承受能
力有所增强，1990年几次价格调整，虽有些波动但基本平稳。

(3)预期储蓄利率有所下降。预期储蓄利率有所下降，但不会出现挤兑和抢购风潮。
近50％的居民基于对物价上扬幅度回落，作出利率可能有所下降的判断，对利率下降心理有
所准备，故1990年 两次利率下降均未出现大的波动。在认为利率下降的人群中，由于利率下
降而提款购买商品的只占20%, 80％的人不会提款。但是39％的人会适当减少存款，而61%
的消费者不准备减少存款。说明居民对利率下降，已有心理准备，降低利率可以适当增加即
期消费，但不会出现挤兑和抢购风潮。

(4)居民购买欲望下降。基于上述判断，居民认为目前市场是丰富的，基本上不存在
有钱买不到东西的现象，仅有0.1％ 的居民认为市场供应不好，购买欲望不强。居民购买欲
望下降象征小这一现象很值得研究，根据我们的判断，一方面是由于缺乏消费示范，第一洁
康水平的彩电、冰箱、洗衣机已基本饱和，另一方面是支出预期增大，积累意识增强。这可
能是更重要的原因。

(5)积累意识不断增强。由于支出预期增大，人们的积累意识不断增强，储蓄已不是
短期行为，相当数量的存款不会成为即期消费，因而不可能形成 “猛虎下山 ” 冲击市 场之
势。可以认为，目前的储蓄已不是市场供应不足的强制性储蓄，而是居民出千长期考虑，特
别是对社会福利保险制度的改革人们已有一定的心理准备。

三、家庭耐用消费品的周期变化也是市场疲软的重要因素之一

收入的提高是家庭生活质量提高的决定因素，同时，家庭储蓄为家庭消费的延续和向更
高层次发展提供了基础。纵观1980年 以来的收入变化，人均 生活费收入的平均年递增速度为
14.3%，同期耐用消费品的消费也有大幅度的增加。收入的变化，引起了消费水平的变化，
并在较短的时期内使这些高挡耐用消费品的家庭拥有量达到了饱和，形成了一个家庭耐用品
的消费周期。由于收入的均等化，造成了消费上的雷同，使得这一周期性变化的总体效应较
为明显。并且由于引进了市场经济成分，使得家庭消费的周期性变化对市场的作用效应也随
之放大。从调查所得的数据资料可以知道，洗衣机、电冰箱从1988年年初开始其购买量的增
值已呈下降趋势，彩电亦从1988年底也呈现出同一趋势。

由此我们认为，目前市场消费走势主要受两种因素的影响； 一是收入的增长低于人们对
收入增长幅度的期望值，造成消费者消费欲望减弱，二是受家庭耐用消费品消费 周 期 的 影
响，生产企业在消费走向高潮时，没有及时推出后续新产品和目前的收入水平尚不能对1 500
元左右的高档耐用消费品进行自我更新，造成消费量的大幅度下降。

四、耐用消费品需求市场不容乐观

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对今明两年的市场消费和九十年代上海市区居民家庭消费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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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作出如下的估计和展望：

(1)对今明两年市场的估计。

笫 一， 1992年下半年前， 叶用消费品市场不会有较大的好转。

由于长期以来， 受我国实行的低工资政策和到目前为止尚不发达的服务业以及文化娱乐

事业的影响， 造成居民家庭消费领域相当的狭窄， 人们吃、 穿、 用上的支出占总的生活费用

支出比例超过了80%。 而通过10年来的积累， 居民家庭的高档耐用消费品的拥有量已达到了

饱和。 因此， 人们对高档耐用消费品的消费欲望减弱， 这是必然的和正常的。 如果在1992年

以前没有大的经济政策出台， 没有对促进家庭耐用消费品更新换代的措施出现， 那么从目前

的消费状况分析来看， 我们估计， 市场疲软现象将会持续到1992年上半年。 原因有两点： 一

是消费者明后两年的消费需求平稳。 调查表明， 明后两年的三大件需求量均不高， 且 增长

幅度平缓。 一般来说， 高档耐用消费品的更新周期为10年， 从我们调查数据的结果分 析 来

看， 也证明了这一特征。 在今明两年三大件的需求量中， 1992年出千更新目的的购买比例比

1991年要高， 但由千总体需求水平不高， 不会形成家用电器的更新热潮。 在1992年以后， 市

区居民家庭将逐步进入家用电器的更新阶段。 在居民家庭逐步进入家用电器的更 新 替换期

后， 可望带来耐用消费品市场的好转。 二是1992年以后将出现以录像机消费为主导的消费小

高潮。 根据历年的统计资料分析研究，我们估计在1992年下半年，有可能会形成以录像机消费

为龙头的， 以彩电、 电冰箱、 洗衣机为衬托的， 带动家用空调等一系列家用电器商品消费的

小高潮。

矛二， 穿着商品将是明后两年的主要消费对象。

随着家用电器在家庭中的拥有量逐渐增多， 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评判观念， 正在发生一些

变化， 即不仅仅以一个家庭拥有多少种家用电器为主要指标， 而开始注重饮食的质童和穿着

用品的质量。

在我们这次调查中， 青年家庭的消费领域明显多于中年和老年家庭。 在这三种类型的家

庭中具有一个共同的特性， 即以提高饮食质量为第一开支。 从对提高衣着商品的购买意向来

看， 老、 中、 青三种家庭对质量的需求不尽相同， 但也有一个共同的特性， 即以买新替旧的

购买行为最为显著。 同时， 也存在一些层次上的差别： 在青年家庭中就比较明显地呈现对提

高同类衣着档次和对增加衣着花色的追求， 然而对增加衣着类型（如从前没有风衣， 现在打

算买一件）的消费意向相对上述买新替旧、 提高档次和增加花色三个消费意向来 说 要 小 一

点；但在青年家庭中这一消费意向也是较为明显的。 中年家庭对提高档次， 增加花色和增加

衣着类型的消费意向， 其强烈程度要比青年家庭低大约一半左右， 老年家庭则更低。

我们认为， 在今明两年中， 服务项目和烧的支出不会对现有的支出结构产生较 大 的 影

响， 除了吃以外， 用的支出比重会有所．下降， 而穿着商品的支出比重将有所增加， 且有可能

成为以后两年的主要消费对象。

(2)九十年代上海市区居民家庭的消费趋势。

消费需求是人最基本的生活需要， 消费生活是人得以自由发展的最基本条件。 随着改革

开放的不断深入， 九十年代的上海经济必会有更快的发展， 居民家庭的消费需求也将不断增

长 和日益丰富， 不再只是追求温饱， 而是要求提高消费的质盐和层次。

笫一， 消费需求以提高质量为主。 在吃的方面， 不再只是追求吃饱， 而是追求吃好， 讲

究营养、 科学的摄入， 食物的质鼠将不断得以提高；在穿的方面， 衣着不再只是呈现出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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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多衣” 的趋势，在住的方面，不再只是图个 “栖身之所” ，而是讲究陈设、 环境美化， 住
房装饰更趋高档化。

笫二，消费内容丰富、 多样化。 由于生产和技术的不断现代化，第三产业的不断发展，
消费水平的大大提高，新的消费对象和消费手段层出不穷，新的消费领域不断开拓，新的消

费形式不断扩展，从而使市区居民家庭的消费内容和方式日趋丰富多彩。
笫三，消费社会化、劳务消费的比重逐渐增大。 当代消费不同于传统消费的一个显著标

志， 是消费服务主要不是由消费者及其家庭来完成，而主要是由社会公共服务部门和行业来
承担。 许多消费品逐步实现成品化，各种生活用品的修理服务业相 当发达。 消费社会化，主

要是家务劳动的社会化，是同社会化商品经济的发展密切联系的，是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必

然趋势。 与此相联系，劳务消费在个人消费支出中所占的比重将日益增大。
笫四，消费方式的机械化、 电气化和自动化。 伴随着生产技术的现代化，生活消费的物

质技术基础日益摆脱手工操作的落后状态，而且逐步实现机械化和自动化。
九十年代的上海，市区居民的消费目光不再仅仅投向以满足生理与延续生命的需要上。

享受资料与发展资料的消费在不断增长，科学合理、 完美的消费将得到迅速的发展，消费效

果的合理化和优化程度将得到提高。 因而，传统的消费观念，都将受到猛烈的冲击，时代要
求强化人们科学的消费意识，扩大消费视野，挨弃陈腐、 落后的消费观念。

五、 几点结论

(1)收入预期下降，支出预期增大，居民即期购买力下降，是导致消费品市场疲软的

主要原因。

(2)储蓄在一定程度上是居民对收入预期下降、支出预期增大的对策性措施，居民积

累意识增强，储蓄存款不会成为洪水泛滥冲击市场。 储蓄，一方面是潜在购买力，另一方可

视作积累而不作为即期消费，利用居民存款发行债券，增加资金来源是可行的。
(3)城市的高中档耐用消费品已基本饱和，进入更新换代期，更新换代将从1992年进

入有节奏的换代阶段，彩电等高中档消费品的主要市场在农村，必须化大力气引导农民适度

消费打开农村市场。

(4) 目前是价格改革的最好时期，应适当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逐步放开衣副产品
价格。 把农民的产品收购上来让农民有钱买东西，在城市适时展开工资、物价税收联动 改

革。 适度放开农副产品和补贴商品价格，减少国家财政补贴，改暗补为明补。
(5)增加公共设施投资，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与生活环境。 目前由于市场疲软，产品结

构调整缺乏明确方向，盲目投资将造成巨大浪费和新的积压，而以城市交通道路为主体的公

共设施是社会最终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早投资、早得益，增加公共投资是解决最终需求不

足缓解市场疲软的主要措施和途径。

(6) 适度增加投资品需求，积极鼓励企业技术改造， 同时结构重心适度转向重工业，
缓解投资品市场疲软。

(7)实行银行贷款消费，适时推行住房改革，特别是购买住房应实行低息利率分期付

款，采取国家、 企业、个人一起上的办法解决住房问题，使住房建设进入良性循环。

(8) 发展新一代高中档耐用消费品，引导居民消费， 预计录像机、 空调、 电话将成为
九十年代新一代高中档耐用消费品进入居民家庭，应适时调整产品，积极开拓消费领域。

｀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