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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水平， 是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的基本任务。但是， 如

何衡晟人民生活水平的高低呢？这就应当确定一个标准， 特别是人民最低生活费用的标准。

如果居民的实际收入低千最低生活费用标准， 则可认为处于贫困状态。 因此， 测定居民最低
生活费用标准对于计算城市贫困线有重要的意义。

所谓最低生活费用标准， 其绝对概念是指在当今补会里， 维持人的生存和劳动力再生产

所必需的消费支出的最低线， 包括商品消费和劳务消费（其中包括文化生活的消 费）两部

分。 国内外有关 “最低生活费用标准” 的计算方法如定值定械法（即必需品法）、 超必需品剔

除法、 经济计最法、 平均数法、定义法、生活状况分析法等， 都是根据某国范围内的有关居民

最低消费的价值和数量资料计算出一个平均值来作为居民最低生活费用标准的。但是， 对每
一个具体类型的家庭来说， 用这些方法计算的最低生活费用标准难以反映其实际状况。 因为
各个家庭的组成是不同的， 因而其消费结构也各不相同。 例如， 家庭中各个成员的年龄、 性

别、职业等结构因素对人们的消费支出有很大的影响， 从而造成消费支出的非平 均化。 因

此， 必须考虑上述因素， 把全国的城市家庭划分为不同的类型， 然后根据不同类型的家庭来

计算最低生活费用标准。再者，价格对支出也有显著影响。 同等的消费实物拱， 不同的价格，
就会有不同的价值支出。 因此， 计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费用时也不能忽视价格因素的影响。

基于上述问题的思考， 木文提出如下计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费用标准的方法。

一、 计算最低生活费用标准的基本公式

一个人的基本消费支出大致包括：吃、穿、住、行、用等方面。 按<<1989年上海市统计年

鉴»中的 “城市居民家庭平均每人每年生活费用支出（一）表“ ，支出项目共有24项。 本文去
掉其中 “购买商品支出“ 中的 “烟酒茶” 和 “其他食品” 、 “耐用消费品” 和 “文 娱用品”

四项； “非商品支出“中的 “文化娱乐费” 和 “其他支出“ 两项，把它们看作非基 本 生 活 费
用。因而， 基本生活费用共为13 项（详见<<89上海年鉴»第477页）， 分别用Ci表示之，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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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i = l、2·" ··· 13。采用加法， 最低生活费用的基本公式为： C= � C, 
1一1

二、 考虑家庭结构因素的最低生活费用标准计算公式

很显然， 一个人的物质与文化需要， 同他的年龄、职业、 性别、健康状况及环境是密切
相关的。 例如， 婴儿吃得少，但质量要求高， 同时花费的保育费用也较高，青少年的教育费

用支出较多；老年人体弱、疾病多，营养费用、医疗费用上升J女性的衣着、 化妆费用较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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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为多；脑力劳动者用于书刊杂志、文教费用方面的支出较多……。因而有必要把居民按年
龄标志分成三大组：17岁以下的青少年、成年人和老年人。

青少年这一组处于发育时期， 消化最快， 花费的衣、食及文化教育费 用相差 很 大 ，

尤其婴儿更具特殊性， 所以又细分为 6个小组: 1 岁以下、 1 一3岁、3一7岁、7-11岁、

11一15岁、15一18岁；成年人是主要劳动力， 不过其劳动的具体状况差别很大。 所以又分为

脑力、体力、重体力和特重体力劳动 4 组；所谓老年人是按我国当前的退休年龄划分的， 按
男性60岁、女性55岁以上计算的。 由于老年人中有部分人参加劳动，因而又细分为脑力、体
力和非劳动者三组。 当然， 由于人口性别差别， 以上年龄结构的分组还要进行性别再分组。

按以上所有分类标志组合的各类家庭是繁杂的， 因而在抽样调查中将家庭划分为完全同
类或有代表性的各组是不可行的， 那么， 按上述思考计算居民最低生活费用也是不可行的。

但是如果确定一个消费的标准量， 就有可能将各类组合的家庭的消费换算为标准的单位数，

进而综合计算其总消费支出。
现以一个男性成年体力劳动者的基本消费扯为标准，称作标准消费量， 记为C国。 为便

于取得Cm的数据， 本文以<< 1989年上海市统计年鉴»第477页的 “城市居民家庭平均每人

每年生活费支出“ 看作男性成年体力劳动者一年中的基本消费抵C皿。又设某家庭中第j个成

员对i类商品的基本需求为Clj。 如果Cij和Cim已知， 可得；
ri j =Ci j/C1m 

表示以Cim为标准， 该j成员对i类消费的基本需求为rij单位的Cimo

······CD

n 

r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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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共n位成员的家庭整体对i类消费的基本需求单位。

C == �ri • Citn 
i ~ 1 

······@

如前述所定， 基本生活项目共有13项，故m= 13。＠就是考虑了家庭的成员构成的家庭最低

生活费用的标准公式。
在实际情况中， CD式的C1J与Cim都是未知的， 也是我们期望确定的。因而，无法通过＠

式来求C门。 而必须借助于社会调查资料， 根据实际消费的统计数据计算。而且，一般当r门确

定后，可沿用若干年。 当然也可根据报告年的实际情况作适当调整。 表I就是消费者对各类商

品及劳务需求的单位数系数表， 可以根据此表查出有关的ClJ值。

如现有一个家庭， 父母皆为脑力劳动者， 生有一名12岁的女孩和一名16岁的男孩。则该

家庭一年中主食支出按公式＠计算为r1 = �r1j =0.97+0.82+0.87+1.02 = 3.68单位CimJ
J -1 

衣着为r3 =·}: r 3j = 1. 03 + 1. 06 + 0. 84 + 0. 90 = 3. 83单位Cim。依次可计算该家庭各项支出的
J一1

标准单位Cim的消费最r计直如表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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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j值表

年龄与劳动

类型分组

1 岁以下

17 1 - 3岁

岁 3 - 7岁

以 7 -11岁

下 11-15岁

15-18岁

脑力劳动

体力劳动
年

重体力劳动

特重体力劳动

老 脑力劳动

年 体力劳动

人 非劳动者

C1m（元）

性别差异费用 I 
食

I
衣

?I ＇衷

无性别差异费用

用

主食 ， 副食 I
I

I 

一般 书 医

岱
健

杂学保烧邮水电 仕行

I I
男女

II I 刊
费育

电煤

男女男女 男女 I 

0.23 0.23 2.2 2.2 0.18 0.18 1.10 1.10,
I 
0.00 1.43,

I 
0.00 5.0 0.00 0.001.00 0.010.00I I 

， 
， ,; ` I 

I 

0. 29 o. 29 1.8 1. 8 o. 26 0. 26 1.00 1.00 0. 20 1.30 2.00 8.0 o.oo o.oo 1.00 0.08 0.oo 

0. 35 0. 35 1. 2 1. 2 0. 38 0. 40 0. 80 0. 90 0. 30 1.10 3. 50 8. 0,
I 
0. 00 0. 00 1. 00 0. 10 0. 05

0.55 0.54 1.1 1.1 0.50 0. 520.800.900.30 1.02 4.00 o.oo 0.00 0.10 1.00 0.50 0.10 

0.98 0.87 1.1 1.1 0.74 0.84 0.85 1.10 0.40 '1.004.00 0.00 o.oo 0.30 1.00 0.60 0.15 

1.02 0.85 1.00 1.00 0.90 1.05 0.90 1. 20 0.50 1.01 5.00 0.00 0.00 0.45 1.00 0.65 0.25 

0.97 0.82 0.97 0.90 1.03 1.06 1.10 1.60 2.50 0.67 2.00 o.oo 1.00 3.00 1.00 1.00 1.00 

1.00 0.86 1.00 0.90 1.00 1.03 1.00 1.50 1.00 1.00 1.00 o.oo 1.00 1.00 1.00 1.00 1.00 

1.03 5.89 1.00 0.90 1.00 1.03 1.00 1.50 0.90 1.00 0.90 o.oo 1.00 1. oo 1.00 1.00 1.00 

1.07 0.92 1.00 0.90 1.00 1.03 1.00 1.00 0.90 1.10 0.80 0.00 1.00 1.00 1.00 1.00 1.00 

0.97 0.90 0.97 0.96 0.99 1.00 1.10 1.40 1.80 1.85 o.oo o.oo 1.00 2.50 1.00 0.99 0.98 

0.98 0.85 0.98 0.97 o. 呻9610. 99 1.00 1.30 o.so 2.00 o.oo 0.00 1.00 1.00 1.00 0.99 0.90 

1.04 o. 97 0.80 0.75 o. .85 0.80 0.70 0.20 1.80 0.00 0.00 0.80 0.50 LOO 0.80 0.40 

62.16 379.08 160.20 70.80 12-36 3.96 3.72 6.42 5.36 1.56 LOO 14. 84 25. 2 

表I

吃
I

用

消费项目 穿 一般书报医疗保健学杂费保育费烧邮电水电煤主食副食 住 行

标准单位 I 

(Cim) 
C Im C 2ID c 扛C 4m c5 m c 印 c 匹 c红 Cgmclorn C11rr. C12m c13m

数值
(Cj) 

3,68 3.97 3.83 4.7 5.9 3.35 13 。 2 3.75 4 3.25 2. 4 

按＠式，该家庭 86年的最低生活费用为：
1 3 

C = � fi X C;m= 62.16 X 3.68 + 379.08 X 3. 97+ 160. 2 X 3. 83 + 70.8 X 4. 7+ 12. 36 X

1一1

5. 9 + 3, 9 6 X 3, 3 5 + 3. 7 2 X l 3 + 6. 4 2 X O + 5. 3 6 X 2 + 1. 5 6 X 3.· 7 5 + 2 4. 8 4 X 4 + 17. 8 8 X 3. 2 5 

+ 25. 20 X 2. 4 = 3049.09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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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考虑物价变动因繁的最低生活费用标准计算公式
公式＠中的Cim是根据某一年的抽样调查资料确定的（注： 本文按<<1989年上海统计年

鉴»居民每人平均消费量计算）， 因而C是根据该年的现行价格计算的当年最低生活费用。
随着时间的推移， 由千物价的变动， C值与实物措背离。 所以必须通过物价指数加以调整，
求得C'作为下年度最低生活费用标准。

C'= I· C ······©

式中， I为以调查年为基期的物价指数，C转化为以报告期价格计算的费用C'。

此外， 从理论上讲， 由于家庭消费结构不同造成的较大偏差， 并且价格的变动对收入水
平不同的家庭又有不同的影响， 因此， Cim应以低收入家庭为基础来确定。

1988年通化市有关生活费用物价上升的影响 表lII

总平均 低收入家庭 中等收入家庭 高收入家庭

物价上升使每人全年多支出（元） 152.65 109.67 150.99 211.39 
-- �--

影响金额占生活费支出（％） 16.6661 16.7284 16.6666 16.6669 

年人均生活费支出（元） 915.87 655.59 905.94 1304.32 

资料来源： ＜价格理论与实践> 1988年第 8期。

由上表可见， 物价上升对低收入家庭的绝对影响虽小， 但其影响的相对程度却最大。 如

果用全社会的物价指数来调整是不妥当的， 它会使最低生活费用标准的变动偏慢而跟不上物

价的变动， 时间一长， 就远低于真正的最低生活费用标准。
以上情况的发生， 是由于低收入家庭的消费中， 首先保证的是食品支出。 而1988年通化

市各类商品价格指数中， 食品类为125.3%， 是最高的，因而对低收入家庭影响最大。 由此，
1 3 

最低生活费用标准的物价调整应按各类商品或劳务调整为： C'= � Ii • (Ci • Cim) ……@ 
i-1 

此外， 各类商品的物价指数要经过商品细分后重新计算。 因为低收入家庭的消费结构不
同于全社会。 譬如食品方面， 低收入家庭的粮食消费占较大比重，而鱼、肉、水果消费很少。
由于各类商品价格指数不同， 因而真正的食品类物价指数不同于全社会的。 对此， 可按低收
入家庭的消费结构加权计算Ii, 公式如下：

Il = 2 I 1 J. a i j ···…@
J一1

式中s (l 口是i类商品中j小类所占比重（以低收入家庭为准）。
例如粮食物价指数为102.9%， 小类比重为45.89%；副食品物价指数为115. 7%， 小类

比重为54.11%，则食品价格指数为：
I1 = 102.9% x 45.89% + 115.7% x 54.11% = 10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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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样可以计算衣着类及其他各种物价指数如下衣：
以1986年为基期的1988年上海 ”各类商品价格指数

”

项目 食 衣 住 行 用

价格指数 c %) I 1os.83 I 101.s I 1s1.8 I 180.4 I 103.2 
_--

综上所述， 城市各类家庭居民下一年度最低生活费用标讯的计算公式应为：

5 I 3 

C=� Ii •(�ri 」 .C!ID) 。

i = I j = I 

如前例， 一家四口的1988年最低生活费用应为：
C = 109. 83% X (62.16 X 3. 68 + 379. 08 X 3. 97) + 107. 5% X (160. 2 + 3. 83) + 103. 2% X 

(70.8 X 4. 7 + 12.36 X 5. 9 + 3.96 X 3. 35 + 3. 72 X 13 + 6. 42 XO+ 5.36 X 2 + l. 56 X 3. 75 + 

24.84X 4 )  +180.4%X (25.2X2.4) +157.8%X (17.88X3.25) =3330.91（元）

现根据上海市有关方面的调查资料，计算各类家庭的最低生活费用（按公式＠计算）并与

当年其实际家庭收入对比得下表（计算过程略）：
根据有关资料计算的上海市居民历年贫困率

年 份

抽样家庭数

达到最低标准家庭数

1980 

1426 

1326 

1986 

1181 

1102 

贫困率 ％ 7 6.7 

1987 I 1988 
、 一 －－ －－ 

1 360 
1 

1 1 38 

1276 1 0TO 

6.2 I 6 

由上表可见， 上海城市居民处千最低生活费用标准以下的家庭数所占比重逐年下降。

·书讯·

《社会保障经济学〉〉 一书出版

上海财经大学副教授葛寿昌主编的我国第一本全面系统阐述社会保陈经济问题的专著
一＜＜社会保障经济学兄已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该书针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后出现的
新情况， 就社会保障的性质、特征、产生、发展、地位、作用以及基本原则作了详细阐述；
并对劳动就业保障、待业保障、劳动安全保障、基本生活保障、 疾病医疗保障、退修养老保
障服务设施保障以及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储存、分配、使用与社会保障管理等作了 详尽
深入的分析论述。 本书还分析了我国传统社会保障模式的局限和弊病， 提出了一系列改革的
思路和设想， 对于研究和完善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具有较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该书由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筹）负责发行。 联系地址：上海市国定路777号；邮政编
码：200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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