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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是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协调发展ꎮ 通过

测度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４ 年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变动情况及两者之间的协调

度ꎬ得出结论:自 ２０００ 年以来ꎬ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都在进行不断地优化

升级ꎬ但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动慢于产业结构的变动ꎬ导致两者的协调度下降ꎬ据此

提出相关的对策建议ꎮ
〔关键词〕城镇ꎻ消费结构ꎻ产业结构ꎻ协调度

一、引　 言

改革开放以来ꎬ我国经济飞速发展、居民收入持续显著上涨ꎬ居民消费结构

也不断优化升级ꎬ由以生产资料消费为主的温饱型消费结构向以享受资料消费

为主的享受型消费结构演变ꎬ再扩展到以发展资料消费为主的发展型消费结构〔１〕ꎮ
我国消费结构的升级不仅带动了产业结构的升级ꎬ还促进了我国国民经济

的高速增长ꎮ 一般来说ꎬ消费结构由低级向高级的演进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

阶段主要是为了解决温饱问题ꎬ消费支出主要用于满足吃穿等基本的生存需要ꎬ
这些主要靠农业和轻纺业提供的产品来满足ꎻ第二阶段ꎬ解决温饱问题后ꎬ消费

转向非生活必需品和耐用消费品ꎬ这些主要靠重化工业提供的产品来满足ꎻ第三

个阶段ꎬ收入达到一定水平ꎬ消费支出主要用于安全、社会交往ꎬ赢得尊重和自我

实现等需要ꎬ这些主要靠第三产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提供的服务来满足〔２〕ꎮ
消费结构的升级使得产业结构由以第一产业即农业为主的产业结构逐步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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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为以第二产业即工业、制造业为主的产业结构ꎬ再调整到以第三产业即服务业

为主的产业结构ꎮ 同时ꎬ产业结构的调整也可以推动消费结构的升级ꎬ产业结构

可以不断提供新的消费对象ꎬ人们的消费偏好和消费方式也会受到影响ꎬ人们的

消费水平和生活质量会随之提高ꎬ最终导致消费结构的变化ꎮ
近年来城市化迅速发展ꎬ截至 ２０１４ 年底城镇常住人口已达 ７４９１６ 万人ꎬ占

总人口比重为 ５４. ７７％ 〔３〕ꎮ 而且城镇居民收入增长迅速ꎬ２０１４ 年城镇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为 ２８８４４ 元ꎬ比上年增长 ９％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 １０４８９
元) 〔４〕ꎬ这意味着城镇比农村有更庞大的消费市场ꎮ 因此ꎬ本文选取了我国城镇

居民的消费结构和我国的产业结构为研究对象ꎬ测定了这两者在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４ 年

间的变动情况ꎬ并进一步分析了他们之间的协调发展程度ꎬ对更好地推动城镇居

民消费结构升级、优化产业结构有着重要的意义ꎮ

二、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现状分析

(一)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现状分析

１. 以生存资料消费为主的温饱型消费的情况

生存资料是以吃穿为主的各种生活必需品ꎮ 我国城镇居民的食品消费支出

的比重呈波浪形下降ꎬ由 ２０００ 年的 ３９. １８％ 下降到 ２０１４ 年的 ３４. ０２％ ꎮ 但在

２００８ 年出现反弹ꎬ主要原因是受食品价格上涨以及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ꎬ居民

可支配收入增长缓慢ꎬ而食品价格上涨迅速ꎮ 城镇居民的衣着消费支出的比重

在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４ 年间呈小幅波动上升趋势ꎬ反弹出现在 ２００５ 年ꎬ主要是该年物价

普遍上涨导致的ꎮ 由表 １ 可知ꎬ虽然我国城镇居民用于生存资料的消费支出在

总支出中所占的比重逐年下降ꎬ但仍超过了用于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的消费支

出在总支出中所占的比重ꎮ 不过ꎬ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ꎬ人们收入水平的提

高ꎬ食品和衣着消费支出比重会不断下降的ꎮ
２. 以享受资料为主的享受型消费的情况

享受资料是能够使人们生活便利和轻松的各种耐用消费品ꎬ包括家庭设备

用品、交通通讯和住房等ꎮ 城镇居民的居住消费支出的比重在近十五年间基本

保持平稳ꎬ维持在 １０％ 上下ꎬ在 ２０１２ 年出现反弹ꎬ比重下降至 ８. ９％ ꎮ 究其原

因ꎬ主要是政府在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１ 年间为遏制房价上涨ꎬ接连颁布了一系列的限购、
限贷和限价政策ꎬ这些政策抑制了居民购买住房的需求ꎬ导致居住性消费支出的

比重下降ꎮ 城镇居民的家庭设备用品消费支出的比重在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４ 年间呈现

先降后升的变动趋势ꎬ转折点是 ２００６ 年ꎮ 城镇居民的交通通讯消费支出的比重

总体是上升的ꎬ而且上升速度较快ꎬ由 ２０００ 年的 ７. ９２％ 上升到 ２０１４ 年的

１５. ３２％ ꎬ增幅达 ９３. ４３％ ꎬ在 ２００８ 年出现一个较小的起伏ꎮ
３. 以发展资料为主的发展型消费的情况

发展资料主要是文教娱乐和医疗保健ꎮ 城镇居民文教娱乐消费支出的比重

从 ２０００ 年开始一直上升ꎬ到 ２００４ 年达 １４. ３８％ ꎬ而在 ２００５ 年之后开始逐年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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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ꎬ最近几年波动不大ꎬ基本维持在 １２％ 左右ꎮ 城镇居民医疗保健消费支出的

比重围绕 ７％小幅震荡ꎬ在 ２００５ 年达到峰值(７. ５６％ )之后ꎬ呈现下降趋势ꎮ 这

从侧面说明我国近几年加大了医改的力度ꎬ扩大医保覆盖面ꎬ强制降低药价和诊

疗价格ꎬ减轻了看病负担ꎬ从而降低了人们在医疗保健方面的消费支出ꎮ 城镇居

民其他商品及服务消费支出的比重在 ２００２ 年后较为平稳ꎬ徘徊在 ３. ５％左右ꎮ
综上所述ꎬ我国目前仍处于消费结构升级的第一阶段ꎬ即以基本生存需求为

主的消费结构ꎬ２０１４ 年我国城镇居民用于衣、食方面的消费支出占总支出的 ４４. ６５％ꎬ但
对生存资料的消费支出日益减少ꎬ对享受和发展资料的消费支出日益增多ꎮ

表 １　 我国城镇居民消费构成(％ )及信息熵值(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４)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３)ꎬ２０１４ 年数据来源于«２０１４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统计公报»ꎮ

(二)我国产业结构现状分析

我国经济飞速发展ꎬＧＤＰ 由 ２０００ 年的 ９９２１４. ６ 亿元增到 ２０１４ 年的 ６３６４６３
亿元ꎬ增长了五倍多ꎮ 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ꎬ产业结构也随之改变ꎬ详见表 ２ꎮ

１. 第一产业比重逐年下降ꎬ由 ２０００ 年的 １５. １％下降至 ２０１４ 年的 ９. ２％ ꎬ下
降了 ５. ９ 个百分点ꎬ由此可见我国的产业结构正在进行升级和调整ꎬ由第一产业

向第二、三产业逐次转移ꎮ 其中 ２００４ 年出现较大的增幅ꎬ主要原因是该年国家

颁布了一系列强农惠农政策ꎬ促进了第一产业的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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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第二产业比重呈先降后升再降的倒“Ｎ”型趋势ꎮ 峰值出现在 ２００６ 年

(４７. ９％ )ꎬ在此之后该比重一直下降ꎬ到 ２０１４ 年下降至 ４２. ６％ ꎬ原因是 ２００７ 年

党的“十七大”提出改变低效率高污染的增长模式ꎬ并对三大产业的比例进行合

理调整和优化的战略部署ꎮ
３. 第三产业比重除了在 ２００３ － ２００４ 年间缓慢下降外ꎬ基本保持稳健上升的

势头ꎬ并在 ２０１３ 年首次超越第二产业ꎬ到 ２０１４ 年上升至 ４８. ２％ ꎬ说明我国的产

业结构在进一步升级ꎬ由第一、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ꎮ 伴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

发展越来越完善ꎬ我国的服务业将更加繁荣ꎬ第三产业的比重还将继续上升ꎮ 由

此可知ꎬ我国的产业结构正趋于合理ꎬ已经呈“三二一”的格局ꎮ
表 ２　 中国 ＧＤＰ、产业构成及泰尔指数(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４)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３)ꎬ２０１４ 年数据来源于«２０１４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统计公报»ꎮ

三、消费结构对产业结构的影响

社会的发展是为了实现不同消费人群的不同需求ꎬ而需求的不同导致了产

品的多样性ꎮ 生产的目的是消费ꎬ消费还可以检验生产ꎬ消费的改变将引起产业

结构变化ꎬ并为产业结构调整提供方向ꎮ 消费结构变化对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有:
首先ꎬ消费结构的调整推动了产业结构的调整ꎬ最明显的改变就是第三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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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重有了显著提高ꎮ 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ꎬ其需求结构会随之发生改变ꎬ
最终会促进消费结构的升级ꎬ我们通过对传统产业的改造和创新来满足这种新

需求ꎬ从而使得产业结构得以调整和升级ꎮ 在消费结构升级的第一阶段ꎬ吃穿方

面的消费支出在总支出中占的比重很大ꎬ由此带动了农业和轻纺业的快速发展ꎻ
在消费结构升级的第二阶段ꎬ电视机、空调等家庭耐用消费品开始进入居民家

庭ꎬ以及人们对“住”“行”等的日益关注ꎬ这些都有力驱动了电子、钢铁、机械制

造、建筑、汽车及其相关工业行业的发展ꎻ消费结构升级的第三阶段ꎬ人们的消费

方式由追求物质消费向追求精神和服务消费转变ꎬ居民对服务性消费需求上升ꎬ
消费支出逐渐流向文教娱乐和医疗保健等领域ꎬ这势必推动服务业的快速发展ꎮ

其次ꎬ消费结构的调整是产业结构调整的内驱力ꎮ 资金会随着消费结构的

调整由没落的产业流向新兴的产业ꎬ进而引起整个社会投资结构的变动ꎮ 由于

充裕的资金和广阔的市场前景ꎬ这些新兴产业可以不断地扩大生产规模ꎻ匮乏的

资金和狭小的市场空间导致那些没落产业缩小生产规模ꎬ从而促进了产业结构

的调整与升级ꎮ 另外ꎬ随着居民对教育文化、交通通讯和医疗保健的消费金额的

增加以及消费规模的扩大ꎬ这些行业中所包含的较高的智力和科研因素为产业

结构的调整注入新动力ꎬ提高了产业结构的科技含量ꎬ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调整ꎮ

四、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变动的测度

(一)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的信息熵

熵是度量微观数或热力学几率大小的特征值ꎬ它反映了系统的混乱度即不

确定度ꎮ １９８０ 年ꎬ申农首先把熵的概念引入信息论中ꎬ计算公式是:Ｈ ＝ － ∑Ｐｉ

× ＬｎＰｉꎬ这就是申农公式〔５〕ꎮ 居民消费结构系统是个非线性的开放系统ꎬ与外界

系统有着广泛的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ꎮ 随着时间地点的变化ꎬ消费结构受到内

因和外因的影响ꎬ结构上发生了变化ꎬ具有自发性和不可逆性ꎬ符合信息熵的研

究范围〔６〕ꎮ 消费结构信息熵值是用来分析结构变动的质量ꎬ其值越大ꎬ说明消

费结构越合理ꎮ 其计算公式为:Ｈｔ ＝ － ∑
ｎ

ｉ ＝ １
Ｐｉꎬｔ × ＬｎＰｉꎬｔ(ｎ ＝ １ꎬ２ꎬ３ꎬ. . . ꎬ８)ꎮ 其中ꎬ

Ｐｉꎬｔ为 ｔ 期第 ｉ 个消费项目支出在总支出中所占的比重ꎮ 按照该方法ꎬ对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４ 年间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结构进行分析ꎬ计算出熵值ꎬ具体结果见表 １ꎮ

由表 １ 可知ꎬ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结构信息熵值逐年上升ꎬ由 ２０００ 年的 １. ８３１
上升到 ２０１４ 年的 １. ８７９ꎬ增加了 ０. ０４８ꎬ这说明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结构正在趋于

合理化ꎬ消费结构不断优化升级ꎬ但上升速度比较缓慢ꎮ
(二)我国产业结构的泰尔指数

泰尔指数是衡量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指标ꎬ泰尔指数也被称为泰尔熵标准ꎬ其

公式为:ＴＬ ＝ ∑
ｎ

ｉ ＝ １
〔(

Ｙｉ

Ｙ )Ｌｎ(
Ｙｉ / Ｙ
Ｌｉ / Ｌ

)〕(ｎ ＝ １ꎬ２ꎬ３)ꎮ 其中ꎬＴＬ 是泰尔指数ꎻＬ 表示就

业人数ꎬＬｉ表示第 ｉ 产业就业人数ꎻＹ 表示总产值ꎬＹｉ表示第 ｉ 产业产值ꎮ 泰尔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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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越趋于零ꎬ说明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越高ꎮ 本文基于我国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４ 年数

据ꎬ计算出泰尔指数ꎬ具体结果见表 ２ꎮ
由表 ２ 可知ꎬ我国产业结构泰尔指数在 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３ 年逐年上升ꎬ此后逐年

下降ꎬ到 ２０１４ 年达 ０. １２０８ꎮ 该指数逐渐下降并趋于零ꎬ说明产业结构正趋于合理ꎮ
(三)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变动和产业结构变动的协调度

协调性是指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在发展过程中彼此和谐一致的程度ꎬ用协

调度来衡量ꎮ 根据马成文等学者构造的评价消费结构变动与产业结构变动的协

调度指标的方法ꎬ即 Ｃ ＝ 〔
Ｈｔ∗ＳＣ

(Ｈｔ ＋ ＳＣ / ２) ２〕
ｋꎬ来定量地描述消费结构优化程度与

产业结构升级程度之间协调状况的好坏〔７〕ꎮ
式中:Ｈｔ为消费信息熵值ꎬＳＣ 为产业结构系数(即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增加

值之和占 ＧＤＰ 的比重)ꎮ Ｃ 为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变动的协调度ꎬ界于 ０ 和 １
之间ꎮ ｋ 为调节系数ꎬ２≤ｋ≤５ꎬ本文参照马成文〔８〕 等学者已有的研究成果ꎬ取 ｋ
＝ ２ꎮ ０≤Ｃ <０. ５ꎬ说明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变动极不协调ꎻ当 ０. ５≤Ｃ < ０. ６ꎬ说
明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变动不协调ꎻ０. ６≤Ｃ < ０. ７ꎬ说明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变

动勉强协调ꎻ０. ７≤Ｃ <０. ９ꎬ说明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变动基本协调ꎻ０. ９≤Ｃ≤
１ꎬ说明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变动协调ꎮ 基于我国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４ 年数据ꎬ计算消费

结构和产业结构变动的协调度ꎬ具体结果见表 ２ꎮ
由表 ２ 可知ꎬ从长期看ꎬ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变化和产业结构变化的协调

度呈先降后升的趋势ꎮ 分时段看ꎬ协调度在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０ 年间逐年下降ꎬ且下降

速度较快ꎬ由 ２０００ 年的 ０. ７４３７ 下降到 ２０１０ 年的 ０. ６８０７ꎬ下降了 ０. ０６３ꎻ协调度

在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４ 年间缓慢上升ꎬ由 ２０１１ 年的 ０. ６７５３ 上升到 ２０１４ 年的 ０. ６８５４ꎮ
协调度的这种变化主要是由于以发展资料为主的消费支出在消费总支出中的比

重在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０ 年间不断下降ꎬ而提供发展资料的第三产业产值在 ＧＤＰ 的比

重在此期间持续上升ꎬ导致两者之间的协调程度下降ꎮ ２０１１ 年以后以发展资料

为主的消费支出在消费总支出中的比重开始上升ꎬ协调度开始反弹ꎮ
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变化与产业结构变化的协调度在 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５ 年间

在 ０. ７ － ０. ８ 之间ꎬ属于基本协调ꎻ２００６ 年以后基本维持在 ０. ６ － ０. ７ 之间ꎬ处于

勉强协调状态ꎮ ２０１４ 年以生存资料、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为主的消费支出在消

费总支出中的比重分别是 ４４. ８６％ 、３２. ７３％和 ２２. ４１％ ꎻ而 ２０１４ 年第一产业、第
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产值在 ＧＤＰ 的比重分别为 ９. ２％ 、４２. ６％和 ４８. ２％ ꎬ显然ꎬ我
国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之间存在错位ꎮ 因此ꎬ随着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加快ꎬ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速度也应随之加快ꎬ以适应产业结构的调整ꎮ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通过对我国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４ 年间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变动情况及其

协调发展的研究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ꎬ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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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结论

１. 我国城镇居民的消费结构有了一定的提升ꎬ但仍然比较落后ꎬ需进一步改

善ꎮ 目前我国城镇居民的消费结构仍处于低级阶段ꎬ即以生存资料为主的温饱

型ꎬ尤其是食品支出的比重仍然偏高ꎬ２０１４ 年城镇居民用于食品支出的比重达

３４. １２％ ꎮ 究其原因可能是城镇居民的消费观念相对保守ꎬ仍然固持着“量入为

出”“勤俭节约”的消费观念ꎬ排斥借贷消费ꎬ消费领域还停留在满足生存需求的

第一产业ꎬ对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产品的消费严重不足ꎮ
２. 产业结构正在趋于合理化ꎬ但第三产业比重仍然偏低ꎮ ２０００ 年以来ꎬ随

着我国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ꎬ产业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ꎬ由“二三一”向“三二

一”演变ꎬ到了 ２０１３ 年第三产业产值比重超过了第二产业ꎬ产业结构呈“三二

一”的格局ꎬ逐步趋于合理ꎮ 尽管如此ꎬ仍与西方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异ꎬ后者

第三产业的比重一般在 ７０％以上ꎬ而我国 ２０１４ 年第三产业比重仅为 ４８. ２％ ꎬ第
三产业相对滞后ꎬ增长效率较低ꎬ我国的产业结构仍需进一步优化升级ꎮ

３. 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协调程度呈波浪型下滑趋势ꎮ 自

２０００ 年以来ꎬ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力度进一步加大ꎬ产业结构开始由第二产业

向第三产业转移ꎬ产业结构呈“三二一”的格局ꎮ 进一步ꎬ反映产业结构合理程

度的泰尔指数在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４ 年间持续下降ꎬ２０１４ 年达到最小值(０. １２０８)ꎬ说明

产业结构日趋合理ꎮ 与产业结构的快速调整相比ꎬ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的调

整比较缓慢ꎬ仍然处于消费结构升级的第一阶段ꎮ 这些都说明我国产业结构的

变动与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动是不一致的ꎬ从而导致两者之间的协调度下降ꎬ
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阻碍了第三产业尤其是服务业的发展ꎮ

(二)政策建议

为了促进消费结构、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ꎬ实现两者的协调发展ꎬ本文结合

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发展情况ꎬ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１. 提高城镇居民收入ꎬ推动消费结构的优化升级ꎮ 收入是影响消费的重要

因素ꎬ如果收入水平不提高ꎬ消费也无从谈起ꎮ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４ 年我国城镇居民的

消费收入不断提高ꎬ人均可支配收入由 ２０００ 年的 ６２８０ 元增加到 ２０１４ 年的

２８８４４ 元ꎬ消费支出也随之增加ꎬ但目前我国城镇居民的收入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仍然很大ꎬ尤其是低收入家庭ꎮ 因此我们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ꎬ不断提高就业

率ꎮ 此外ꎬ我们要对城镇居民的工资制度进行改革ꎬ确保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

长ꎬ使城镇居民的工资水平和经济发展保持同步ꎮ 努力提高居民收入ꎬ减少收入

差距ꎬ扩大居民消费能力ꎬ加强消费力度ꎬ推动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结构优化升级ꎮ
２. 转变城镇居民的消费观念ꎬ引导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ꎮ 由上面分析

可知ꎬ城镇居民消费观念的落后是制约消费结构升级的一个重要因素ꎮ 为此ꎬ我
们必须加大宣传力度ꎬ努力转变城镇居民的消费观念ꎬ建立和完善消费信贷制

度ꎬ改善消费环境ꎬ对合理适度的消费进行鼓励ꎬ把城镇居民的消费潜力充分释

放出来ꎬ引导城镇居民的消费逐渐由温饱型向享受型和发展型转变ꎬ同时也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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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ꎬ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ꎮ
３. 培养新的消费热点ꎬ以热点消费品产业链效应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ꎮ 目

前我国消费结构升级正在由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过渡ꎬ对“住”“行”日益重视ꎬ
即对商品房和私家车等大宗商品的消费开始增多ꎬ而住房和汽车等具有较长的

产业链ꎮ 据统计资料测算ꎬ汽车产业能带动电子、玻璃、钢铁、橡胶、机械、建筑、
化工、服务等 ５６ 个其他相关产业的发展ꎻ另外ꎬ建筑、建材、冶金等 ５０ 多个生产

部门ꎬ２０ 多个大类近 ２００ 种产品的发展也可以通过住宅业的发展来带动ꎮ 而

且ꎬ住宅业每吸纳 １００ 个人就业ꎬ就可以带动相关行业 ２００ 个人就业〔９〕ꎮ 由此可

见汽车、住房等热点消费品的拉动作用范围广ꎬ层次高ꎬ启动并合理控制这些热

点消费品的产业链效应对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大有裨益ꎮ
４. 调整工业内部结构ꎬ以适应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和消费品结构的变化ꎮ 第

二产业增加值比重虽有所降低ꎬ但仍占到 ４０％以上ꎮ 而且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

结构不合理ꎬ浪费资源较多ꎬ经济效率低下ꎬ对环境污染严重ꎬ极大地制约了我国

经济的发展ꎮ 如何掌握核心竞争力ꎬ增强第二产业的整体实力ꎬ这是我国产业结

构优化调整必须攻克的难题ꎮ 当前城镇居民消费朝信息技术等高科技产业倾

斜ꎬ这为产业结构的革新创造出新的机遇ꎮ 因此ꎬ我们必须要及时调整工业内部

结构ꎬ提高高新技术产业的比重ꎬ并以政策上的优惠和倾斜支持其发展ꎬ以适应

消费结构和消费品结构的变化ꎬ并通过科技带动经济发展ꎬ实现经济健康增长ꎮ
５. 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ꎬ促进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向发展型转变ꎮ 我国第三

产业起步较晚ꎬ虽然近几年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不断上升ꎬ但上升速度较慢ꎬ整
体比重在 ４０％ －５０％间徘徊ꎬ仍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水平ꎮ 随着我们城镇居民

消费结构的升级ꎬ生活和生产性服务消费需求发展空间巨大ꎬ应做好促进服务业

发展的政策应对ꎬ如对物流、信息、工业设计、商务、节能环保等生产性服务业的

政策支持〔１０〕ꎬ对第三产业和服务业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要加大ꎬ进一步降低服

务性消费成本ꎬ建立准确可靠的服务消费信息系统和服务平台〔１１〕ꎬ提高服务质量ꎮ

注释:
〔１〕马国晴:«消费结构升级与产业结构的关系分析»ꎬ«经营管理者»２０１４ 年第 ９ 期ꎮ
〔２〕雷敬萍:«我国消费结构升级与产业结构变迁»ꎬ«当代经济»２００８ 年第 ８ 期ꎮ
〔３〕〔４〕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 ２０１４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ꎮ
〔５〕闫文周、王巧瑞:«信息熵在农村居民家庭消费结构分析中的应用»ꎬ«统计与决策»２００５ 年第 １８ 期ꎮ
〔６〕陈海波、朱华丽、刘洁:«江苏居民消费结构变动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协整分析»ꎬ«工业技术经

济»２０１２ 年第 ２ 期ꎮ
〔７〕〔８〕马成文、毛舒乐:«农村居民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协调发展关系研究»ꎬ«特区经济»２０１０ 年第 １０ 期ꎮ
〔９〕于国军、刘水杏:«房地产对相关产业的带动效应研究»ꎬ«经济研究»２００４ 年第 ８ 期ꎮ
〔１０〕刘慧、王海南:«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对产业发展的影响研究»ꎬ«经济问题探索»２０１５ 年第 ２ 期ꎮ
〔１１〕陈瑞光、戴伟星、黄怀槐:«广东居民消费结构升级与经济发展相关性分析»ꎬ«调研世界»２０１２ 年

第 ５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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