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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看上海产业结构的调整

陶婷芳 钱世政

消费是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活跃变量， 是产业结构调整的主要诱因之一 。 本文试
图通过分析 “七·五” 期间上海居民消费结构变动的概况及原因， 以达到探索 “八·五”

.，期
间上海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的目的。

• 一、 “七·五” 时期上滑居民生活消费结构变化的概况

根据有关统计资料， 上海居民在 “七·五” 时期， 其生活消费结构变化的总趋势是s 用
的比重上升，吃、穿的比重基本持平；非商品的费用支出下降（见表1)。
表1

I
吃

1
穿

1
用

1

六·五时期
< 1980~1985) I 56.1% I 1s.2% I 17.6%

七．五前四年
(1986~1989) I S4% I 13.6% \ 22.6% 

非商品支出

11.1% 

9.8% 

吃、穿、 用及用千服务费方面的非商品支出变化的具体特点如下：
（ 一 ）吃的方面。
(1)主食消费比重下降， 副食品消费比重上升。 吃讲营养， 这已是近几年来上海居民

饮食消费的指南。1988年与1980年相比， 主、 副食品的比重发生了如下变化：
表2

主食1副食（肉、禽、蛋等） 其它食品（烟、酒、糖果、糕点、罐头、饮料等）

1980年 18.2% 57.3% 24.5% 

1988年 8% 62.1% 29.9% 

(2)方便食品比重上升， 膳食日趋社会化。随着人们生活节奏日益加快， 居民膳食社
． 会化的程度也日益扩大。1988年上海居民人均在饮食业就餐的支出为32.52元， 比1980年增

长了4.6倍，饮食业就餐支出占食品支出的比重由1980年的1.9％上升到1988年的3.7%。
(3)消费水平提高， 营养构成趋于合理。食品消费金额的增加， 带来了营养水平的提

高。在饮食文化和保健常识日益普及的今天， 上海居民购买大宗食品时常从营养构成的角度

观察， 偏爱高蛋白、低脂肪、低热量的副食品，从而使上海居民食品消费的总体水平有较大
的提高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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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穿的方面。
(1)穿着支出增长幅度大千生活费收入增长幅度。尽管 “七．五” 时期比 “ 六·五”

时期穿着消费的比重下降了1.6个百分点，但其绝对数仍很大。1988年人均穿着支出达249.24
元， 比1980年的79元增长了170元，1988年的人均穿着支出是1980年的3.2倍。可见上海居民
在温饱问题解决后，正在有节制地适度增加穿着消费。

(2)穿着讲究款式，服装趋向时令化。改革、 开放10年以来，外域文化的流入与东西
方文化的交流， 已使上海居民的审美情趣大为提高，另一方面，由千化纤织物经久耐穿， 已
使上海居民置衣要考虑如何避免衣服过剩，再加上物价管理部门对服装行业实行的是新款式
新价格的管理政策，也刺激了服装行业不断推出新款式，因而使上海居民的置衣变得更为苛
刻，消费要求更高，即既要价廉物美，又要入时，且有个性。

(3)置衣 “成品化” ， 内衣 “外衣化” 。 近五年来，居民的衣着支 出中购头成衣
的比重不断上升，这是因为： 第一， 外出制衣环节多，费用高，人们不愿为做一件衣服等上
一月半月的，第二，由千成衣品种多，样式好，可供选择的范围大， 且为批量生产， 费用相
对低i.·． 第三，服装的多功能化，品种的多样化。 原来在春、 秋季作为内衣穿着的薄绒衫裤、
毛线衣、 羊毛衫、 运动衫裤也成为时兴外衣， 从而使成衣购买比重大幅度上升。

（三）用的方面。
(l)日用消费品从 “实用型” 转向 “ 享受型” 。1988年上海居民人均购买日用品支出

为378.6元， 比1980年增长了2.7倍，比1952年增长了18.9倍。60""70年代人们购买日用消费
品侧重于 “实用” ，而80年代人们着眼的是 “ 享受” 。

(2)贵重消费品 “普及快、 换代快” 。80年代，上海居民对高档耐用消费品的需求出
现了从购置 “ 老五件” （自行车、 缝纫机、 收音机、 手表、 黑白电视机）转向购置 “ 新五
件 ” （彩电、 录音机、洗衣机、 电冰箱、 照相机）的现象。然而进入80年代末期，随着上海
城市录音机、 电冰箱的普及， 市场逐步趋向饱和， 新一代的 “ 享受“ 用品又开始进入居民家
中， 如直角平面彩电、 多门无霜电冰箱，大容蜇自动洗衣机。此外，录像机、 电话、 摩托
车、 空调已成为青年消费者们钟爱的 “新四件” 。

（四）非商品支出费用呈下降趋势。
上海居民用于非商品支出的费用1_988年在整个消费支出中的比重仅占8 %， 且多年�变

化不大。与1980年相比，尽管人均房租、 水电费、 煤气费、 学杂费、 修理费、 医疗费等均有
增长， 但从平均增长速度看，非商品支出平均每年增长12.2%， 低于商品支出平均每年增长
14.9％的增长幅度。 “ 七·五” 时期其占总支出的比重也比 “六 ． 五” 时期有所下降。 这是
因为＄ 其一，我们国家的国力虽弱， 但社会制度的福利性却较强， 从房租到水、 电、 煤费用
无一例外都有政府补贴。 从今年起这种情况已有所改善。 其二，说明上海的第三产业发展还
大有潜力， 还有许多可以提供服务的领域，诸如旅游、 文娱、 保健等有待开发。

二、 上海居民消费结构变化的原因

上海居民消费结构在 “七．五” 时期出现以上这些变化，是什么因素引起的呢？我们认
为大致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一）由政府的价格改革方案出台引起的。
80年代，尤其是 “七．五” 前四年，由于几次的价格改革方案出台， 使得上海零售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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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物价指数成为建国以来最高的一个阶段， 四年累计高达164.3。 而且， 提价项目由主要集
中在食品类逐渐转向工业消费品类（见表3)。

表3

零售物价指数上升分类比童表 （％）

l 

年 份 食 品 类
I 

工 业 消 费 品 类

1986 92.5 7.5 

1987 75.0 25.0 

1988 68.5 31. 5

1989 45.5 54.5
气＇－

在物价剧变的情况下， 居民往往会产生由 “恐慌“ 心理引起的 “逆反购买“ 行为。在逆
反心态下， 人们购买的动机是采用购买高档耐用消费品等实物来实现保值， 以致在 “ 七 ·

五” 前四年中居民消费结构中的 “用” 的比重明显高于 “六· 五” 时期。
（二）由职工工资收入的艾化引起的。
1989年上海市职工工资总额为126.27亿元， 比1985年增加了60.79亿元，增长了92.8%,

平均每年递增17.8 %。
特别是前几年由于企业在分 配上有一定的自主权， 企业竞相以多分为好。 这种超前分配

成了职工拥有巨大购买力的源泉， 使职工的消费水平提前上了一个台阶。 吃讲营养， 用 讲高
档， 穿 讲潔亮， 这巳成为大多数居民家庭的需求趋向， 这种新的趋向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
面＄ 一是食品消费由吃饱向吃鲜、 吃活、 吃精、 吃细方向转化， 由主食型向副食型转化。二
是穿着消费向美观新颖、 质地精良方向转变。 三是用的消费由日用必需品向具有艺术性的享

受品转化。
（三）由城市人口年龄的变化引起的。

上海人口总蜇的控制是基本符合计划要求的， 但内在结构却不尽合理， 具体表现在＄
(1)上海市的婚龄、 育龄有所提前。在 “七． 五” 时期， 60年代初出生的人都进入了

生育期。 而新婚姻法实施后， 结婚起始年龄提前， 使得大扯60年代中期乃至末期出生的人也
加入了婚配大军。1984年全市平均初婚年龄是25.3岁， 1987年降至24.6岁，1981年全市妇女

生育峰值年值为26岁， 1986年降至25岁， 这导致了上海“七·五“前期人口出生率回升。80年

代后期的新婚夫妇与新生婴儿这两支消费大军的消费水平是令人为之膛目的。 他们的消费特

点是刻意求新， 追求完美。 一 对新婚夫妇的新婚硬件投资（不包括房屋本身） 一 般为2万
元， 如高档的组合家具， 带激光唱机的高级音响设备， 大屏幕平面直角彩色电视机，“ 大容址

自动洗衣机， 多门无霜电冰箱， 乃至空调、 电话、 摩托车也不为少数人所拥有， 这客观上增
加了用的比重。 一个新生儿的月消费一 般占一个家庭总支出的1/2，如婴儿 吃的 有牛奶、 助

长奶粉、 营养米粉；穿的有毛衣、 薄绒衫、 缎子衣裳；用的有高级推车、 润肤露，玩的有电

动玩具、 电瓶汽车，洗的有 “开心” 浴露， 洗发香波……这些消费不仅扩＊了消费需求总

蜇， 而且提高了吃、 穿 、 用的质牍， 引起消费结构的变化。

(2)上海城市人口年龄老年化， 也影响消费结构变化。 据有关资料， 1982年上海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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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老化系数(65岁及以上人口数占总人口数的比例）为7 -43%，是我国第一个进入老年型人口
结构的地区。1987年上海人口的老化系数已达8.50%，五年中上升了1.07个百分点，上海人
口结构现在呈倒三角形，这是妇女生育水平下降和期望寿命延长以及历史形成的上海人口年
龄结构随着时期推延的必然结果。人口老化是社会文明进步的必然趋势。老人在走过了大半
人生旅途后，他们期望的是一个宁静、温馨的生存环境。他们的价值观、审美观也随着时代
的节奏在演变，但不同于年计一代。他们期望得到物质享受是作为对自己辛劳一生的回报。
他们对保险、医疗、保健、服饰、 文化消费等会提出一系列特殊要求。老年人独特的消费特
性也引起消费结构的变化。

（四）由外域文化思潮所引起的。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有选择地摄入外域文化的营养，也会给上海人的消费结构带

来变化，如前所述，青年夫妇的消费特点与受外域文化的示范效应的影响极为有关。再如国
内旅游热的兴起和自娱自乐的卡拉OK的走俏，都与工作之余要好好乐一乐 的思想密切相
关。反映这一特点的是上跳舞厅、咖啡馆的饮食、服务业支出及旅游支出在本市居民消费支
出中也有一定比重。

纵观80年代末期上海居民的消费结构变化，可以看出 一个特点—— 居民消费档次多样
了 化，消费品种多元化，消费水平在提高； 可以预测一个趋势一一90年代新一代的耐用消费品

将进入居民家中，享受兼实用的日用消费品会畅销。为此，我们认为根据这些消费特点，上
海的产业与产品结构应及时作出调整， 以便抓住机会，促进生产， 推动市场， 发展经济， 为
实现上海的经济发展战略目标奠定物质基础。

三、上海产业与产品结构调整的方向和对策

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上海90年代的产品结构调整应朝新、 优、特的方向发展。所谓新
——就是新产品、新款式、新品种；优一优质高档的产品；特一一特色产品、特种产品、
特殊产品。准确地说，广义的消费应包括生活消费和生产消费。从它们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影
响程度看，生活消费结构的变化常为即期的或短期的产业结构变动的诱发因素，而作为生活
消费依托的生产消费则为中、长期产业结构演进的趋势提供了指南。由千两者发挥的影响在
时间分布上不一致， 有可能造成宏观调控的主要参数失真，使调控手段不是超前就是滞后。
鉴于生活消费变动频率较快，宏观上不易控制其行为规范，因此我们着手分析的是这一变掀
变动趋势，着眼看的是与它成对应关系的产业结构调整。我们的观点是： 上海的产业结构应
朝着改造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大力开发第三产业的方向发展。这是因为：

（一）改造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增加品种，提高质量，是上海产业结构在转轨调

整时期的一项重要战略措旋。
当前上海的产业结构正处在合理转换的过渡时期，新一代的支柱产业尚未最终形成，而

以轻纺为主的传统产业优势正在逐步丧失，其经济作用正在逐步减退。但就目前来讲轻纺产
品仍是主要出口产品和生活消费品。基于这个特点，我们认为改造传统产业与发展新兴产业
并举，并以传统产业的更新改迫来促进新兴产业的发展，将不失为是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重
要措施。

首先，从国内和市内市场看，轻纺产品仍是人民生活消费的主要对象。近几年我国经济
和人民生活均有所发展和提高， 正从温饱型向小康型阶段过渡。而小康型的实物消费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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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穿的方面，人均纤维消费仍应逐步增长；在用的方面，人均日用消费品拥有蜇应继续保持
增长势头，日用消费品的质扯也趋同步提高的趋势。鉴于小康型阶段的这些消费特点，我们
认为更新改造传统产业也势在必行 今 一来是为了满足当前人民群众的消费需要，二来也是为
了引导和创造新的消费需要。因为只有当人们满足了低层次的消费需要后，才会向高层次的
消费需求发展，而高层次的消费需求正是新兴产业发展、成长、壮大的基础。相反，新兴产

业的发展必然引导和创造出新的消费需求。要引导消费新潮流，要想在开放的商品市场上争
一高低，必须发展高技术的新兴产业。

其次，更新改造传统产业正是为发展新兴产业奠定物质基础。发展新兴产业需要投入大
量资金，而资金紧缺正是当前上海经济发展面临的一大困难。如何积累资金 发展 新兴产 业

呢？通过更新改造传统产业，增加产品品种，提高产品质量，推出新一代的轻纺产品，就可

能使市场复苏，使销售收入增加从而增加积累，为发展新兴产业准备物质条件。因此，我们
认为当前要把对传统产业的更新改造作为一项重要的战略任务来抓，同时不失时机地发展新
兴产业。

（二）大力开发笫三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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耽能满足居民消贵的需求也是上海经济发展的必各的配套机·

制。
从前述的统计资料中我们看到由于上海居民工资收入增加了，对吃、穿、用的社会化服

务提出了新要求： 上班好好千，下班乐一乐的思想，使青年的娱乐消费增加了，上海证券市
场的开放，使居民的证券投资意识增强了；房改方案的出台，引发了人们对房地产的兴趣，
城市人口的老龄化又使老人对保险、医疗、保健服务提出了新要求。所有这一切都表明，贾;

代人对第三产业有着更多的要求、更多的依赖。而上海目前的第三产业与此需求相比大为逊

色。因此，我们认为，大力开发第三产业不仅是上海经济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现代人生活 ｀

消费的需要，是现代人改善自身生活质拭的一种手段。所以大力开发第三产业应该成为上湔
产业结构调整的一个重要内容。

目前，上海第三产业已有以商业、金融保险和交通邮电为支柱的26个行业，从直接经济

效益和对其它经济部门的连锁效应出发，应用投入产出法进行分析筛选，表明金融业、 商

业、运输邮电业、房地产业、旅游业等五大行业与加工度较深的工业联系较强，又是当前的
“瓶颈” 或薄弱行业，且盈利能力较强。因此，我们认为在90年代上海的第三产业首先应该

发展这些行业，使其成为上海经济发展的配套机制，在促使上海城市功能转换、发挥上海多
功能优势中发挥作用。

四、结束语

在本文结束助，需要说明的是： 将上海产业结构的调整单纯建立在上海居民的消费结构
的变化上是欠妥和不全面的。其一，上海的消费总额中，既有居民消费还有社会消费，而此
文所谈的仅是居民消费。由于社会消费变动频率较慢，宏观上容易控制其行为规范，且比重
低千居民消费，所以从略了。其二，上海的企业提供的消费品不仅仅是为了满足上海居民的

消费， 同样，上海居民选择的消费品也不局限于上海一 个产地。所以本文所提供的仅是一种
信息，作为上海产业结构调整时的参数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