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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个角度看恩格尔系数的下降
张 巍

我
国居民消费的恩格 尔系数

自 1978年以 来一直呈下降

趋势，特别是在近十年犹为

显著。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由1978年

的 57.5% 下降到 2006年的 35.8% ，农

村居民恩格尔系数由 1978年的 67.7%

下降到 2006 年的 43% 。农村居民 生

活 消费的恩格 尔系数下降，成为继上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 来农村居民总体

生活消费由温饱区间迈 入小康门槛的

重要标志。用恩格 尔系数判断居民生

活水平的提高虽然具有一定的科学依

据，在某些时期可以作为体现居民生

活质量提高的重要指标，但是应结合

我国的具体国情，做出具体的分析。

众所周知，近些年来我国社会贫

富差距 不断扩大，一直在国际公 认的

警戒线徘徊。尤其是近年来，随着收

入差距的进一步增大，以 致形成了不

同的收入群体、不同的需求结构及消

费倾向，即高、中、低 三个不同的消费

群体，每一消费群体具有不同的消费

特征，形成不同的消费层次，由此对消

费品 和服务供 给的需求形成多元化，

对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长也产生了不同

的影响。因此，少数高收 入群体 不断

增加 的高消费，拉 高了居民对于食品

以 外领域消费的平均数字，容易掩盖

大多数中低收入人群在这些领域实际

消费不足的事实，在当前社会贫富差

距尚未受到有效控制情形下，在分析

与判断居民 生活水平提 高时，不能将

恩格 尔系数下降简单与大多数人生活

水准有了质的提升相提并论。

居民消费包括商品 性 消费和服务

性 消费，近几年我国城乡居民服务性

消费支出大幅度增加，尤其是居民 用

于住房、教育与医疗消费的比重大幅增

加，自然要降低 其他 消费尤其是商品

性 消费的比重。这恰恰是 生活 负担 不

断加 重甚至超出部分居民承受能力的

主要表现。据“零点调查”与“指标数

据”2006 年发布的一项针对北京、上

海、广州等八大城市的调查显示，当前

我国家庭子女教育的支出比重约占家

庭总收 入的 1/3，农村家庭 用于子女

的教育花费虽不到城市家庭的 1/2，但

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却最高。近些年

来我国居民个人支出医疗卫 生消费的

比重也不断提 高，不少城乡居民因病致

贫。这些表明当前我国一些地方恩格

尔系数有所下降，并不意味着居民用于

享乐的消费增加了，而是由于其他方面

支出的挤压 造成的。

恩格尔系数是衡量居民收 入中食

品 支出所占比重的重要指标，在西方发

达国家，这一指标的降低往往意味着

生活 水平的上升，然而这并不适合我

国的国情。西方发达国家农业人口 通

常在 10% 以 下，一般都有农业补贴和

保 护政 策，农产品 的价格 往 往偏 高、

工 业品 的价格偏低，因而恩格 尔系数

的下降能准确地反映居民用于工 业品

和服务的消费增加，居民的生活 水平

得到明显的提升。而我国农业人口占

60% 以 上。多年来工农产品“剪刀差”

造成了城乡之 间收 入和消费水平的差

距。在农产品 价格相对偏低、工 业产

品 价格相对偏 高的现状下，恩格尔系

数下降非但 不能反映居民生活水平的

提高，反而可能意味着城乡居民收入

差距的扩大。尽管国家采取了许多支

农惠农政 策，农民得到不少实惠，但

城乡居民的消费差距仍是明显的。

恩格 尔 系数的 划 分标 准是衡 量

居民生活水平重要的依据，但 不是唯

一的评判依据，如 果不根据国情以 及

各地区居民的传统 消费习惯、生活方

式等客观情况加 以 分析，只 是简单套

用这一定律，那么，所得结论难免有

失偏颇。通常来讲，收 入和消费水平

越高，恩格 尔系数就会越低，然而现

阶段，恩格 尔系数的变化 趋势并不完

全尽然。从 2006 年北京和十大城市

居民家庭生活 调查主要指标资料看，

恩格尔 系数 最低 的成都（30% ）和北

京（30.8% ），并不是收 入和消费水平

最高的地区；收 入和消费水平最高

的深圳、广州和上 海虽然城市居民的

生活质量明显高于其他 地区，但恩格

尔 系数却与天 津、沈阳 大致相同。从

六 类主要 食品 消费支出看，深圳、广

州、上海三个沿海城市，由于受 当地

饮食习惯影响，其鲜活 水产品 支出占

食品 支出的比 重较 大，则恩格 尔系数

受到的影响就 较高。又比如，贫困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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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的恩格 尔系数应该是比较 高的，但

实际情况是由于贫困家庭 生活压 力的

增大，他们不得不通过节衣缩食的方

式，应对一系列刚性支出，从 而使 贫

困家庭的恩格 尔系数在这一段时期起

伏 不定。

因此，在衡 量居民生活 水平的提

高幅度和生活质量的改善程度时，除

用恩格 尔系数进行评估外，还需要用

其他一些指标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

全方位、多指标加 以 衡 量，从 而得出

正确的结论。

首先，应该对系数进行必 要的改

进。比如，购买住房已经越来越成为

城市居民 生活 消费的主要组成部分，

作为一种巨 大的消费支出，理应被 纳

入恩格 尔系数的统计范畴。如果这样

计算，一般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准远远

达不到“富裕”的标 准。同时，有关部

门有必要选择一些有代表性的生活和

福 利指标如人均纯收入、人均居住面

积、生活用电量乃至精神文化 消费占总

消费的比重等加权之后作为评价社会

的尺度，这样才有助于制订更为科学、

更为和谐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

再有，应当把恩格 尔系数和基尼

系数等指数结合起 来，考察衡量一个

地区的居民生活质量。基尼 系数是一

个衡 量社会收 入分配均等程度的指

标，它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最高收 入与

最低收入的比率。把 两个指标放在同

一时间坐标中，既可反映全社会居民

的生活水平，又可反映收入在高低收

入群体的均等程度。

（作者单位 ：云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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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8年财政预算背后：
改革与挑战并存

杨 涛

不
久 前，2008 年 财 政 预 算

公 开发布，引起 了社会各

界的广泛 关注。与此前年

度相比，新财政预 算体现出了一些符

合公 共财政改革方向的变化，与此同

时，透过财政预算安排，我们也看到

2008 年财政政 策和财政工作还面临

众多挑战。

一是在宏观调控压 力日趋增加的

情况下，稳健财政政 策的内涵需要不

断加以创新。进入 2008年，我国经济

运行面临更加复杂的内外局面，不仅

在生产要素成本、雪灾等因素作用下，

物价上涨压 力仍然较 大，而且由于美

国次级债危机和经济放缓的影响，全

球经 济运行存在进入下行周期的可

能，我国经济或许会受到外部拖 累，

这都可能导致 2008 年的“滞涨”风险

增加。在此 背景下，一方面应该从防

止经济“硬着陆”风险的角度出发，赋

予稳健财政政策以 更丰富的内涵，除

了继续推进经济结构调整之外，也应

该着眼于经济总量问题，通过相对“积

极”一些的税收和支出政 策，来促使

总供求的均衡。另一方面，财政政 策

也应在抑制通货膨胀过程中发挥更大

作用，相应措施 包括优化耕地占用税

等相关税收工 具，提 高占用耕地的税

收成本，进而保 护耕地、增加粮食生

产；持续增加财政支持“三农”的力度；

继续采取包括调整出口税收政策等措

施 来降低 粮食出口，防止粮价上涨风

险向国内传递。

二 是财政、货币政 策配合面临更

大挑战。当前，随 着加 强宏观调控艺

术的迫切性 不断提 高，作为最具代表

性的两 大调控工 具，财政与货币政策

协调也逐渐摆脱了传统的“松”“紧”搭

配，而逐渐尝试在经济总量、结构和

制度等多重优化 目标下的协调。党的

十七大也明确指出，要“综合运用财政、

货币政策，提 高宏观调控水平”。2008

年，面对更加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局面带

来的宏观调控压 力，以 及 外汇储备管

理体制改革、利率市场化 改革、国库

管理制度改革等方面的要求，财政、货

币政策的配合方式亟待创新和突破。

三是财税体制改革的任务仍然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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