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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恩格尔系数及联合国粮农组织的判断标准, 中国从 2000年开始,城镇居民生活水

平已进入富裕阶段, 农村居民生活已进入小康水平。然而, 这个结论并不符合我国居民生活水平的实际情况,从一

定程度上说明恩格尔系数的判断标准在我国并不完全适用。由于我国农产品价格偏低、收入分配严重两极分化、社

会保障体系不健全,要提高恩格尔系数在我国的适用性,要么改善理论成立的前提条件,要么改良恩格尔系数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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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尔系数是西方国家反映居民生活水平高低的重要

指标。在我国, 恩格尔系数同样受到高度重视。无论是政府

机关的工作报告, 还是新闻媒体关于本地居民生活水平的报

道, 都可以见到恩格尔系数的踪影, 使用频率极高。更重要

的是, 我国政府机关很多工作计划的依据就是当地的恩格尔

系数。把恩格尔系数引入我国用于衡量我国居民的生活水

平, 有一定的适用性, 但同时也有其局限性。笔者拟在分析

恩格尔系数在我国失灵的基础上,去寻找提高恩格尔系数在

我国适用性的对策。

恩格尔系数是由德国统计学家恩格尔定义的, 恩格尔系

数是食物支出总额占家庭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一般说来,

随着家庭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恩格尔系数会不断下降。国

际上常常用恩格尔系数来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人民的生活

水平状况。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标准, 一个国家或地

区, 恩格尔系数在 59%以上为贫困, 50 ~ 59%为温饱, 40 ~

50% 为小康, 30~ 40%为富裕, 低于 30%为最富裕。

� � 一 � 我国的恩格尔系数分析

由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统计年鉴数据可知 (表 1 ), 2000年

开始至今, 中国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就在 30 ~ 40% 的范

围, 中国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在 40 ~ 50% 的范围。也就

是说按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恩格尔系数判断标准,中国从 2000

年开始, 城镇居民生活水平就达到了 �富裕 , 农村就达到了

�小康 。[ 1]

恩格尔系数所反映的我国居民的实际生活水平与人均

GDP反映的结论完全不同。虽然我国 GDP世界排名已跻身

前三, 但人均 GDP在全世界的排名一直在 100名以后 (表

2)。根据世界银行对高、中、低收入国家的划分标准, 人均

GDP在 745美元以下的为低收入国家, 746至 2 975美元为中

下收入国家, 2976至 9 205美元为中上收入国家, 9 206美元

以上为高收入国家。据此标准, 我国在全世界范围内尚属于

中下收入水平国家,谈不上 �富裕 或 �小康 。

表 1 2000年以来我国居民的恩格尔系数

年 份 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 /% 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 /%

2000 39. 4 49. 1

2001 38. 2 47. 7

2002 37. 7 46. 2

2003 37. 1 45. 6

2004 37. 7 47. 2

2005 36. 7 45. 5

2006 35. 8 43. 0

2007 36. 3 43. 1

� � 资料来源:根据!2008统计年鉴 ∀整理。

表 2 2000年以来我国的人均 GDP及世界排名

年 � 份 人均 GDP /美元 世界排名

2000 856 128

2001 911 117

2002 966 111

2003 1087 110

2004 1490 109

2005 1703 106

2006 2042 112

2007 2461 104

� � 资料来源: http: / /number. cnk .i net/ cyfd /

从现实角度看,人均 GDP指标更加贴近我国实际情况,

也就是说, 恩格尔系数并不能准确的反映我国居民的实际生

活水平。那么, 恩格尔系数在我国为何失灵呢? 原因有三:

第一, 我国农产品价格长期普遍偏低。我们还处在一个

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市场经济初级阶段, 对农业保护力度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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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工农业产品价格 �剪刀差 较大。而粮食、蔬菜、鸡蛋、肉、

鱼、水果等农产品构成居民食物支出的主要内容, 这些产品

价格长期偏低, 直接导致食物支出占个人消费支出总额的比

重偏低, 也就是恩格尔系数偏低。

第二, 我国收入分配贫富差距悬殊。据世界银行公布

的数据, 中国的基尼系数已高达 0. 47以上, 超出了国际上

0. 40的警戒线。中国的基尼系数高于世界上所有发达国家

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 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基本都在 0. 40

甚至 0. 30以内, 中国几乎成为世界上收入分配最不平等的

国家。城镇居民的 20%的最高收入组是 20%最低收入组的

7倍以上;农村居民的 20% 的最高收入组是 20%最低收入

组的 8倍以上。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看,我国不足 20%的高

收入群体掌握着超过 60%的社会财富。[ 2]并且,这种差距还

呈进一步加大加快的趋势。对于高收入阶层来说, 高档消费

占的比重很大, 食物支出所占的比重当然很小, 因而恩格尔

系数很低; 但对于低收入阶层来说, 温饱问题还是他们的第

一要务, 食物支出所占的比重肯定很高, 因而恩格尔系数也

会很高。因此, 在收入分配差距悬殊的背景下,从整体上去

统计恩格尔系数, 必然失去其科学性和意义。

第三, 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当前我国的社会保

障体系还处在发展阶段,相当一部分社会群体还游离在社会

保障体系之外 ,由于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住房、教育、医疗

被称为是压在居民头上的三座大山。我国一家主流媒体调

查后发表的数据表明, 目前我国 31. 80%的购房者月供占到

月收入的 50%以上,已经沦为名副其实的房奴; 另据零点调

查与指标数据 2008年发布的一项针对北京、上海、广州等八

大城市的调查显示, 当前我国城镇家庭子女教育的支出比重

占家庭总收入的近三分之一,农村家庭用于子女的教育花费

虽不到城市家庭的一半, 但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却更高; 近

年来我国居民个人支出占医疗卫生消费的比重也不断提高,

不少城乡居民因病致贫, 有些家庭因为治病而倾家荡产。所

有这些都表明, 当前我国恩格尔系数下降, 并不意味着居民

富裕了, 而恰恰是生活负担不断加重甚至已经普遍突破国民

经济承受能力的结果与体现。也就是说, 恩格尔系数确实有

所下降,但是这种下降是被动下降, 不是主动下降, 不是真正

进入了富裕阶层或者消费结构升级了, 而是恩格尔系数在我

国 �失灵 了。

二 � 提高恩格尔系数在我国适用性的对策

按照恩格尔的本意, 除食品支出之外的家庭主要支出,

只有大量用于家庭设备、服务和娱乐方面时, 才能算是逐步

富裕。因此, 恩格尔系数的普遍适用是有前提条件的: 一是

假设其他一切变量都是常数; 二是食物支出有统一的界定,

在各种收入水平之下, 都应按照相同界定来衡量。因此, 要

提高恩格尔系数在我国的适用性,应该重点关注以下两个方

面的问题:

(一 )不断完善市场经济条件

1、发展现代农业, 提高农产品竞争力。如前所述, 我国

工农业产品价格的 �剪刀差  是导致我国恩格尔系数偏低的

重要原因。要提高恩格尔系数在我国的适用性,应突破农业

补贴工业的二元经济结构, 增强对农业的扶持力度, 发展现

代农业, 实现农业产业化, 提高农产品市场竞争力, 实现工农

业产品的合理比价。

2、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按照恩格尔的理想和联合国粮

农组织的设计 ,当居民的收入大大提高 ,在食品支出相对降

低的同时,社会福利将大幅度提高。也就是说,只有当教育、

医疗、住房、养老等社会保障相对比较健全时 ,恩格尔系数才

能如实反映居民的生活水平。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同样是

恩格尔系数, 在发达国家为什么比较通行, 而在中国则会水

土不服了。在居民消费支出构成之外, 美国和西欧等国已建

立了较为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在这样的前提下, 单纯的恩

格尔系数就能够比较真实地反映居民的生活质量。因此,要

提高恩格尔系数在我国的适用性,必须不断健全社会保障体

系,让公民在诸如住房、教育、医疗等社会保障方面享受到应

该享受的权利。这样, 恩格尔系数的下降才能真实反映居民

生活的富裕程度。这也应证了恩格尔定律是根据经验数据提

出、在假定其他一切变量都是常数的前提下才适用的特性。

(二 )恩格尔系数修正

为提高恩格尔系数在我国的适用性, 可以考虑以下几种

修正方案:

1、分母剔除购房、教育、医疗三大支出因素。因为住房、

教育、医疗费用的增加而挤占食物支出 ,形成下降的恩格尔

系数是失真的, 不能反映居民的实际生活水平。而且在健全

的社会保障体系条件下, 这三大支出会大大减少。因此, 要

提高恩格尔系数的准确性, 应剔除这三大支出因素的影响,

修正公式为 : P = S /(C - X - Y - Z ),其中 :

P - 修正后的恩格尔系数, S - 食品的消费支出, C - 全

部生活消费支出

X - 自主购房消费, Y - 医疗保险自费项目, Z - 教育自

费项目

毫无疑问 , 如果按照此修正公式去计算, 当前我国居民

的恩格尔系数 ,无论城乡, 都会大幅度提高, 也就达不到联合

国粮农组织划分的 �小康 、�富裕 标准了。

2、分子由食物支出改为生活必需品支出。将恩格尔系数

现行统计口径中的食物支出改为生活必需品支出, 修正公式

为: P = B /C, 其中:

P - 修正后的恩格尔系数, B -生活必需品支出, C - 全

部生活消费支出

根据经济学原理可知, �生活必需品 随居民的收入变化

而变化的幅度不大, 即生活消费品的收入弹性系数小于 1。

其实这与恩格尔最初提出的恩格尔定律的内容是一致的。

修正的恩格尔系数比传统的恩格尔系数具有更强的解释性。

用生活必需品支出作为恩格尔系数的分子项, 更能反映恩格

尔定律的 �低收入家庭花费在生活必需品上的支出,占其总收

入的比重较大; 而高收入家庭花费在生活必需品方面的支出,

占其总收入的比重较小 这样# 个规律。[3]

当前, 在 �吃 之外,教育、住房、医疗等 (下转第 32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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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应像家庭生活一样有人情味,主张给人们更多的保护亲

属的权利, 主张给人们以更多的敬、爱亲属的义务。这种法

伦理为人类社会生活的温情化、感情化提供了动力 ,为人类

社会生活的和谐作出了贡献。

人类社会生活不能不讲求亲属之关爱, 这是人类最基本

的爱。人类也不能不讲求家庭之亲聚, 因为家庭是人类自生

而必须加入的最初的 �社会 组织。藐视亲属关系和家庭的

意义, 必有害于人类的正常发展, 违逆人性。鉴于情感因素

在人的整体性存在中具有无法抹煞的深度构成意义, 鉴于中

国文化传统对于人际情感的独特推崇, 在当前人类全球化、

多元化发展的时代氛围中, 通过能动的改造和深度的转型,

儒家传统的伦理精神不仅可以在维系中华民族特别重情的

特殊性文化心理构造方面充分发挥重要的积极作用, 而且可

以在矫正现代化进程由于片面强调理性根本至上所造成的

压抑情感因素的 �铁笼 效应方面, 充分发挥有效的纠偏功

能。韦伯曾指出, 现代法官是自动售货机, 投进去的是诉状

和诉讼费, 吐出来的是判决和从法典上抄下来的理由 [ 4]

3、讲求亲属之关爱, 讲求家庭之亲聚, 更要坚持社会生

活的理性原则。对于中国来说, 社会生活的理性不是片面强

调而是大大不足。中国人从 �孝 出发, 通过血缘关系以自己

为中心扩展成了一个有亲疏远近之分的伦理圈。在圈子之

内, 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只需要凭关系、凭亲情行事, 不需要事

先约定什么规则。在老百姓的日常工作中, 讲人情、讲关系、

懂人情、有人情成为普遍的处世规则。

在我国法治进程中,如何实现对亲属法伦理的改造和继

承, 把法治理想转化为中国人的精神情感认同? 范忠信先生

在 �中西合璧伦理法  建设中提出方式有二: 一是 �以教辅

法 ,二是 �以法为教 。所谓 �以教辅法  , 就是在国家政治

和社会生活中尽一切可能进行 �民主 、�自由 、�平等 、�法

治 、�人权 的宣传教育, 继续完成前人尚未完成的民主、自

由启蒙任务。要转变法制教育导向,改变单纯的守法教育方

式, 塑造公民积极的守法精神, 使 �理性 、�公平 、�权利  、

�平等 成为民众自觉追求理念, 彻底涤除人们内心深处的等

级意识、特权意识。所谓 �以法为教 ,这是借法家的用语,意

思是靠立法和执法向公民灌输一套新的法伦理。立法和执

法的导向, 是对全民族法观念、法伦理更新的、最好的引导和

催迫。用庄严的法条及极有信用的执法事实向公民宣示:国

家鼓励什么样的法伦理,反对什么样的法观念, 等等。

中国社会主义法治, 应该是比西方资产阶级法治更完

善、更真实的法治。这种法治,应当更加尊重、顺应和完善人

性。我们必须重视人的亲情, 保存和弘扬中国传统亲属法伦

理的精华, 来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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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我国居民的基本需求 ,都是必要的生存条件。因此, 在

一定意义上而言, 恩格尔系数的分子改为包括住房 (首套

房 )、教育、医疗和必需食品支出在内的必需品支出 ,才是当

前我国居民实质上的恩格尔系数,才能反映我国居民的真实

生活水平。而照此推算出的恩格尔系数大幅上升, 大多数居

民则恐怕很难迈进联合国粮农组织划分的 �小康 、�富裕 

标准了。

3、增加一个辅助评价指标。根据恩格尔的理论, 随着居

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闲暇支出在消费支出中所占的比重会越

来越大。因此, 衡量居民生活富裕程度的真正指标应该是闲

暇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 4]要提高恩格尔系数对居民生活水

平判断的准确性, 可以考虑将闲暇支出所占的比重纳入恩格

尔系数评价体系。即在原有恩格尔系数的基础上, 辅以闲暇

支出所占的比重, 作为判断居民生活水平的双重标准。修正

后的恩格尔系数评价体系应该包括两个指标:

P 0 = S /C, P1 = X /C

其中 P
0
为现有的恩格尔系数, P

1
为新增的恩格尔系数,

X 代表闲暇支出。判断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的标准是: 在 P0下

降的同时, P 1上升, 两者应呈负相关关系。

根据国家统计局国际中心的数据, 在杂项商品与服务占

消费的比重中, 中国大大低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美国人收

入的 20% 用于娱乐休闲,而中国城镇人口平均仅有 3. 50%

的收入用于服务娱乐等杂项上, 农村人口仅有 2. 13%。也就

是说, 虽然我国当前的 P0较低,但 P1也很低,两 者未呈负相

关变化关系, 这说明我国居民整体的生活水平没有达到所谓

的 �小康 和 �富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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