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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城乡居民消费与上海GDP增长的决定关系分析

在当今宏观调控基本到位、经济运行实现软着陆、通胀率持续回落、经济保持平稳增长的

形势下，随着以扩大内需来推动经济增长这一 新战略的提出和逐步启动，上海经济和城乡居民

消费在原有惯性的基础上，出现了 一 系列新的趋势特征。 本文以1978~1997年的统计数据为

实际背景，运用计呈经济模型，对上海城乡居民消费与GDP增长的决定关系作一简要分析。

1. 居民消费对GDP增长的直接贡献率已进入90年代初以来的第二个高峰期，其中由非

农业居民消费增长所引起的拉动作用不但仍占有主导地位，而且还有不断扩大的趋势，这是上

海城市化运动加速发展的必然结果；然而经济和消费增长点的新旧交替，又将促使GDP增长

尤其是居民消费增长暂时进入一个相对平缓的发展阶段。从居民消费对GDP增长的间接贡献

率看，农业居民消费正起着愈来愈重要的影响作用。

(1)居民消费对GDP增长的直接贡献。表1和图1揭示了居民消费、非衣业居民消费和农

业居民消费对GDP增长直接贡献的变动轨迹。此变动轨迹反映如下几个特点：其一，在居民消

费对GDP增长的直接贡献中，非农业居民消费所起的作用占有主导地位。 1979~1997年，居

民消费对GDP增长的直接贡献率平均为32.65%，其中非农业居民消费的直接贡献率平均为

27.05%，占居民总消费对GDP直接贡献份额的 82. 85%；农业居民消费的直接贡献率平均为

5.65%，占居民总消费对GDP直接贡献份额的 7. 15%。 在该时期GDP的平均增长额中，居民

消费的直接贡献份额已接近三分之 一，并且其中有八成以上的贡献份额是由非衣业居民消费

所提供。这主要得益于上海城市化程度的迅速提高。1979~1997年，上海城市化程度的年平均

增长率高达3.96%，到1997年，上海的城市化程度已接近73%。非农业人口的迅速扩张，必将

引起非农业居民消费对GDP贡献的迅速增长。 其二，居民消费对GDP增长的直接贡献水平，

已进入90年代初以来的第二个高峰期。居民消费对GDP的直接贡献率在经历了 80年代末至

90年代初的第一个高峰期以后，除个别年份外其他年份都在1979~1997年的 32. 65％的平均

贡献率水平以下波动，但到了1997年又突然猛升至 49. 48％的高峰值，高出平均贡献率

16. 83％个百分点，高出1996年 25％的贡献率24.48个百分点，也就是比1996年的贡献率增

长了 97. 92%。 值得一提的是：在1997年居民消费对GDP直接贡献率的迅速增长中，住房消

费增长的拉动力量起到了前所未有的贡献作用。该年住房消费对GDP增长的直接贡献率高达

9.23%｀为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值。 而这，同样也得益于上海城市化运动的迅速发展。 非农业

居民消费对GDP增长的直接贡献率有类似的变动轨迹。 而衣业居民消费对GDP增长的直接

贡献率在1990年跌入 一19. 98％的谷底后，于第二年又迅速回升至15. 26％的峰值，以后各年

份基本上都在1979年至1997年的 5.60％的平均贡献率水平以下波动，尤其是1997年，在居

民总消费对GDP增长的直接贡献率迅速上升的情况下，衣业居民消费的直接贡献率仍维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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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的低水平，低于平均贡献率 1.18％个百分点，仅比1996年 3. 39％的贡献率高出］．03

个百分点，增长率为30. 38%。 其三，居民消费对GDP增长的直接贡献水平不太稳定，波动幅

度比较大。 居民消费、非农业居民消费和农业居民消费对GDP增长直接贡献率的高低落差，

1979~ 1989年分别为：125.29个百分点（居民消费），90.74个百分点（非农业居民消费），

48. 21个百分点（农业居民消费）；1990~ 1997年分别为：85.08个百分点，ll0.4个百分点，

35. 24个百分点。 消费贡献水平之不稳定，波动幅度之大，实为罕见。其四，GDP和居民消费增

昼在1995年达到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峰值后，连续两年呈快速递减走势。 说明经济增长和消

费需求扩张的内在动力正在不断减弱，原有经济和消费增长点的驱动效应已日趋衰减，新的经

济和消费增长热点尚未真正形成。

以上分析可得出如下判断：居民消费对上海经济增长的直接贡献水平已进入90年代初以

来的第二个高峰期，其中由非农业居民消费增长所引起的拉动作用仍占有主导地位，且有日益

扩大的趋势，这是上海城市化运动加速发展的必然结果。居民消费特别是非农业居民消费对经

济增长的直接贡献水平波动比较大，一 方面反映了居民消费需求尤其是非农业居民消费需求

的迅速扩张；另 一 方面也反映了投资需求对经济增长直接贡献水平的波动也比较大，当投资需

求出现低增长或负增长时，经济增长更多地依靠居民消费需求的增昼来拉动。而经济和消费需

求增长点的新旧交替，将会使GDP增长尤其是居民消费增长暂时进人一个相对平缓的发展阶

段。 估计整个 1998年上海将保持10％或10％以上的经济增长水平。 这就要求居民消费的增

长率不低于8.8%，这样在1998年，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直接贡献率仍将保持25％以上的

水平。 并且在1999年还将呈现略微抬升的走势。 而随着上海经济增长水平的平稳发展，居民

消费对GDP直接贡献水平的波动幅度也将渐趋平缓。

表l 上海城乡居民消费对GDP增长的直接贡献分析 单位：亿元．％

:
GDP使用 居民消费 非农业居民 农业居民消

居民消费对 非衣业居民消费 衣业居民消费
GDP的贡献率 对GDP的贡献 对GDP的贡献

额增长额 增长额 消费增长额 费增长额
6.C/6.GDP 率!:,.C,lt:,.GDP 率丛Ct/6.GDP

1979 7. 93 10. 55 6. 35 4.20 133.04 80. 08 52. 96 
1980 32. 81 7. 51 5. 10 2. 41 22.89 15. 54 7. 35 
1981 18. 65 7. 38 3. 56 3. 82 39.57 19.09 20.48
1982 17. 16 1. 33 -1. 83 3. 16 7. 75 -10.66 18. 41 
1983 -10.52 6. 62 6. 12 0.50 62.93 58. 17 4. 75 
1984 45.83 12.92 8. 73 4. 19 28. 19 19.05 9. 14
1985 125.40 30.22 22. 97 7.25 24. IO 18. 32 5. 78 
1986 65. 58 20. 95 16. 81 4. 14 31. 95 25. 63 6. 31
1987 31. 90 15. 36 10. 62 4. 74 48. 15 33. 29 14. 86
1988 149.22 49. 95 41. 21 8. 74 33.47 27. 62 5. 86
1989 59. 32 33. 56 28. 38 5. 18 56. 57 47. 84 8. 73
1990 -11. 61 12. 56 14. 88 -2. 32 108. 18 128. 17 -19. 98 
1991 87.40 53. 95 40. 59 13.34 61. 70 46.44 15. 26 
1992 238. 11 55.00 42. 31 12. 69 23. 10 17. 77 5. 33
1993 455.62 171. 62 142.30 29. 32 37. 67 31. 23 6. 44 
1994 605.68 155. 33 130. 39 24.94 25.65 21. 53 4. 12 
1995 6ll. 03 179. 63 151. 36 30.27 29.40 24. 77 4. 95 
1996 544. 15 136.05 ll5. 40 18. 47 25.00 21. 12 3.39 
1997 225. 71 126. 52 115. 41 11. 29 49.48 45. 13 4.42

注：本表GDP为扣除GDP净流出后的本市的GDP使用额，整个时间序列中有两年即1983年和1990年

出现了负增长。 但包含有GDP净流出的GDP使用额则整个序列没有出现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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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上海居民消费对GDP增长直接贡献的变动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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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居民消费对GDP增长的间接贡献。 上海城乡居民消费对上海GDP增长的间接贡献，

可以通过两者间的数学模型关系来测度。现设C1 、Q和I分别为非农业居民消费需求（亿元）、

农业居民消费需求（亿元）和投资需求（亿元），利用1978-1997 年的统计数据分别建立有关居

民消费 、投资与GDP关系的对数直线回归模型如下：

LogGDP=O. 4727+0. 4329LogC1 +o. 5375Logl+ 巳

(27. 6194) (8. 0534) (11. 4015) 

R=O. 9991 SE=O. 0156 F=9228. 8157 

dGDP dGDP 
=1. 5642 �=O. 9621 dCl dI 

LogGDP=O. 4608+0. 4387LogC产O.6202Logl+巳

(29. 0517) (6. 5050) (13. 6494) 

R=O. 9997 SE=O. 0135 F=l2407. 819 

dGDP 
=5. 7082 

dGDP 
1. 1 102dC2 di 

LogGDP=O. 4181 +o. 5880LogC1 +o. 5935LogC产巳

(15. 2518) (5. 1271) (6. 6131) 

R=O. 9989 SE=O. 0243 F=3882. 3072 

dGDP dGDP 
=2. 1246 �=7. 7225 dC1 dC2 

(1) 

(2) 

(3) 

其中：GDP为上海市的使用额（亿元），即扣除GDP净流出后的GDP使用额；R、SE、F分

别为相关系数 、标准误差和 F统计检验值，括号中的数字为模型系数的t统计检验值，ct为随

机误差，
三 dGDP

dC 、 dl 分别表示GDP相对于居民消费C和投资I的变化率。

上述各个回归方程的相关系数都超过了o.9985 ，说明上海城乡居民的消费支出、上海的

投资需求与上海GDP之间存在着极为密切的正相关关系。其中第 一 个模型显示：非农业居民

消费或投资需求平均每增长1%，引起GDP相应平均增长0.4329％或o. 5375%；非农业居民

消费或投资需求平均每增加1亿元，引起GDP相应平均增加1.5642亿元或o. 9621亿元。 第

二个模型显示：农业居民消费或投资需求平均每增长1%，引起GDP相应平均增长o.4387% 

或o. 6202%；农业居民消费或投资需求平均每增加1亿元，引起GDP相应平均增加5.7028 

亿元或1.1102亿元。第三个模型显示： 非农业居民消费或农业居民消费平均每增长1%，引起

GDP相应平均增长o. 5880％或o. 5935%；非农业居民消费或农业居民消费平均每年增加1

亿元，引起GDP相应平均增加2. 1246亿元或7.7225亿元。 前两个估计方程是在分别引人投

资需求变量的条件下来分别考察非农业居民消费和农业居民消费对GDP增长的间接贡献情

况。 显然，非衣业居民消费的间接贡献率要略低于农业居民消费的间接贡献率；前者的间接贡

献额也明显低于后者的间接贡献额。最后一个估计方程剔除了投资需求变量，将非农业居民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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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和农业居民消费这两个变量一起引入模刮来分析考察两者对GDP的间接贡献情况。结果是

呈现出类似前两个方程所揭示的变动趋势。这充分说明：在对上海GDP增长的间接贡献方面，

农业居民消费正起着愈来愈重要的影响作用。

2.GDP增长对居民消费增长的影响作用也日趋明显，GDP变动对居民消费变动影响的平

均时滞为3年零2个月，并且其长期消费收入弹性和长期边际消费倾向分别达到1.3299％和

o. 5460的高值；而GDP中的持久收入部分则是推动居民消费持续增长的主要力量。

(1)根据布朗的广义相对收入假定，当期消费不仅取决于当期的收入，而且还取决于前期

的消费习惯。 利用1978-1997年的统计资料｀得出如下对数直线回归模型的估计式：

LogCt
= —O. 2785+0. 3192Logy冲O. 76LogC.-1 +e:, 

(-1. 9299) (2. 0961) (5. 9351) 

R=O. 9981 SE=O. 0283 F=2051. 8112 DW=l. 0463 

dCt dCt �=O. 1311 �=O. 9131 dyt dCt-l 

(4) 

其中：Ct为总消费需求（居民消费与社会消费之和），Ct-1为前期总消费需求心为GDP使

用额，巳为随机误差。 该估计方程说明：当期GDP或前期消费平均每增长1%，引起当期消费

相应平均增长o. 1392％或 o. 76%；当期GDP或前期消费平均每增加1亿元，引起当期消费平

均增加 o. 1331亿元或 o. 9131亿元。 由于消费习惯在一定程度上也取决于前期的收人即前期

的GDP增长水平。 因此， 模型1-4经反复递推并结合估计方程中的参数得到有关GDP的长

期消费收入弹性、长期边际消费倾向和GDP对消费影响的平均时滞分别为1.3299%、 o. 5160 

和3.1667年Cl155. 8333天，约3年又2个月）。同时，将这一 组参数与以前的参数作一比较如

表2所示。
表2

： 
1978~1995 年

1978~1997 年

两时期差异

不同时期GDP和消费需求决定关系的参数比较分析

长期消费收入弹性 长期边际消费倾向 GDP对消费影响的平均时滞

1. 3427 % 0. 6189 2. 0960 年 (765天）
1. 3299 % 0. 5460 3. 1667 年 0156天）

—0. 02128 °/,J -0. 0729 + l. 0707 年 (+391天）

表2 数据说明：在适度从紧的宏观调控环境下，1996和1997 两年，由社会收入增值所引

起的消费增扯比以前略有减少，由此造成1978~1997年比1978~1995年长期消费收人弹性

减少 o. 0128个百分点， 长期边际消费倾向减少0.0729亿元．而GDP收入对消费影响的平均

时滞却延长了1.070年(391天） 3 这也从另一侧面反映了上海的GDP和消费增长已步入了一

个相对平稳的发展阶段， 表3和表1进一步给出了消费对GDP变化的动态及长期反应
表3 动态及长期消费收入弹性(GDP增长率变动所引起的消费增长率变动）

尸 t十() t十1 1+2 t+J ［十i t+.o t..J-6 t十7 t 于 8 ．．．．．． I - I1 

动态泊费收入弹性 0. 319� 0. :! l26 ()_ 184� 0. 1-101 l i. 1 1 1 6 5 I I. l)809 u. 0615 0. 0 4 6 7 0.0355 ...... u 
累计消费收入弹性 Ll. 319:! 0. 5Gl8 (） ． 7 1 6 ? (_1. 8 8 6 3 I / 9928 ] ｛ l7 3 7 l. 1352 1 2171 I. 21 7 I ... ... I. ｝ 2 (1 9
作用百分比 21. 00 -12. 2,1 06. 11 66 61 7 1 6 5 8(1 71 85. 36 91. 5 I 91, I •·····, 1nn.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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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动态及长期边际消费倾向(GDP增长额变动所引起的消费增长额变动）

时 间
， t+U t+l't+� t t3't七I t+" t+6 t + 7 I I l + 8 i , … .. 

参 数�I I 
0. 1311 0.0996 0.0757 0.0575 o. 0-131 1 o. 0332 0.0253 0. 0192 0. 0140 ••• ■ ■' 

累计消费倾向 I o. 1311 0.2307 0.3064 0. 3639 o. 4076 i o. 110s i n. 4661 u. -1853 (、, 19'1� ......

作用百分比 I 24.0l 42. 67 56. 12 66. 65 I 7-1. G5 j 80. 73 ! Ko. 37 88.88 91 5G ...... 

t +． n 

（） 

0. :i460 
l'10, 00 

表3和表4数据显示：GDP增长也会刺激或促进消费的增长，并且不但对当期消费有影

响，而且对以后若干期消费都会有影响。 GDP变动对消费增长的影响作用百分比在经历了 8

期的演化，已由24.00％或24.01％的初始值转变为91. 51仇或91. 56％的次极限值。 同时，前

儿期的影响比较大，如t+l期GDP平均增％（或1亿元），引起消费平均增长o.2-126Y（或

0.0996亿元）；以后各期的影响作用则呈递减态势，直至收敛千长期消费收入弹性或长期边际

消费倾向。

(2) 根据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假定，人们在某 一时期的收入可以分成持久收入和暂时收入

两部分，影响消费支出的主要因素是待久收入而非暂时收入。 在上海GDP与消费决定关系的

分 析模型中也可引入持久收入假定。 现设C,、yt、y,，和Y,分别为总消费需求、现期GDP、现期

GDP中的持久收入部分和现期GDP中的暂时收入部分，且 用现期GDP的三年移动平均数作

为持久收入yP 的估计值，用yt与YP 的差额作为yr的估计值。这样，利用1980~1997年的统计

数据，得出如下对数直线回归估计方程：

LogC,= -0. 5176+0. 88411,ogyp +o. 2460LogY,+E, 

(-4.8178) (15.0146) (7.1884) 

R=O. 9985 SE=O. 0295 F=2456 

(5)

式中YP 和ye 的系数分别为消费的 持久收入弹性(o. 8811) 和 消费的 暂时收入弹性

(0. 2460),它说明上海经济在1980~1997年期间，持久收入平均每增长1%，引起消费平均增

长0.8841%；暂时收入平均每增长1%．引起消费平均增长o.2460%。 消费的持久收入弹性明

显高于消费的暂时收入弹性，表明消费支出的变化主要取决于GDP中的持久收入部分而非暂

时收入部分。

上海宏观经济分析中应用持久收入假定的实际含义是：本世纪末的最后两年上海定位以

内需推动经济增长，一是靠刺激消费与投资需求； ＿是靠提高生产效率，提高人们的实际收入

水平，也就是通过加速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来提高人们持久的实际购买能力。 显然，后 一

种方式应成为主要选择。否则，人们就很难在GDP增长中获得实际收入的增加，从而也就难以

形成
“
GDP增长---+实际收入增长一消费支出增长---+投资增长-+GDP增长

”

的良性循环 较为

典型的实例是：在我国证券市场尚未形成有效的长期投资机制的条件下，过多地采用
“

以扩大

证券交易扯来充GDP增长之实 ”的做法．其效应将是弊大于利。因为没有业绩支撑的过度炒作

所产生的巨额交易址．虽然能在短期内增加财政收入、提高金融业增加值对(rDP的贡献份额．

但是大多数平民百姓却并没有因此而获得持久的、稳定的收入， 并且从长期看｀这部分因过度

炒作而产生的对GDP的贡献额又是不稳定的．不构成（汁DP中的持久收入部分．进而也就不会

引起消费和投资需求的实际增长．“以内需推动经济增长
”

的初衷也将付诸东流

3.“ 以扩大内需推动经济增长
”

并不能局限于需求调控，而应该在调整结构、提高效率、增

加有效供给上下功夫：并以此为突破口．进一步拓展上海经济增长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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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数量分析可见，改革开放以后，被长期压抑的上海城乡居民的消费需求巳得到充分

的反弹，由此形成了一 轮又一 轮的需求拉动型经济增长。 尤其是 80 年代末至 90 年代初，随着

家用电器与服饰等耐用和非耐用消费品支出的迅速增长，居民消费对上海 GDP 增长的贡献水

平更是到了登峰造极的境地。 90 年代中期以来，在浦东功能开发渐趋完善和上海城市化进程

加速发展的大环境下，上海城乡居民的消费需求又呈现出两大新的趋势特征： 一 是近几年居民

的基本消费需求已进入相对饱和期，特别是家用电器、服饰等耐用和非耐用消费品支出已呈现

增长疲软甚至下滑的态势，而新的较高层次的消费需求（如医疗保健、文化、教育、娱乐和居住

等消费需求）正在不断滋生并蓬勃发展；二是随着人们收入分配差距的渐趋扩大和非衣业人口

的迅速增长，上海居民的消费正在向多元化的方向发展，已逐步呈现出一种高、中、低各档次消

费并存的发展格局。 但是，市场的供给结构却相对滞后，既未能及时适应由收入增长所导致的

消费需求结构发生高层次演进的这一质变要求；又未能有效顾及由收入差距所引致的消费需

求变动的多元化趋势。 其后果是：将在一 定程度上抑制住房、旅游等新的消费和和经济增长点

的真正形成。 因此，在外部需求相对萎缩 (1997 年 GDP 净流人比 1996 年减少 202. 30 亿元，下

降幅度高达 72. 69% ）、内部供需又暂时失衡的两难境遇下，以内需推动经济增长，与其说依赖

于需求调控，倒不如说依赖于调整产业结构、提高生产效率和增加有效供给。 从上海城乡居民

收入与劳动生产率的函数关系中也能揭示这一 点。 设 yt、yt-l、yt-2、LP, 和 LPI, 分别为现期收

入、前期收入、前两期收入、劳动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增长率，采用 1979~1997 年的样本资料、

得出如下拟合方程：

城市： y, = l. 9208,-1-0- 9559Y,-2+7. 5212LPI,+e, 

(11. 8260) (-5. 2460) (1. 8610) 

R = O. 9989 SE=l3. 0104 DW=l. 30 (1979~1998) 

(6) 

衣村： y, = O. 5699Y尸 1+2764- lOLP冲 et (7) 

(6. 6480) (8. 6300) 

R = O. 9995 SE=89. 9158 DW= l. 38 0979~1997) 

模型显示：上海城乡居民的收人变动已不再主要取决于以前的收入惯性，而是更多地依赖

于全社会的劳动生产率。 第二、三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发展速度每上升1个百分点．城市居民的

工资收入总额就相应增加 7. 5212 个单位；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每增加 1 个单位，农村居民的

纯收入就相应增加 2764. 10个单位。生产效率的提高对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非常大。

由此可见，加强产业结构调整力度．提高劳动生产率 J 增加有效供给，是当前控制失业率、保待

低通胀、刺激居民消费、实现以内需推动经济增长的根本途径或有效手段。

注： （])GDP变动对居民消费变动影响的平均时滞是指：当年GDP变动对当年和以后消费影响的平均时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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