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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对湖南省消费结构以及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进行了分析。研究显示：湖南现代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与其消费结
构存在关联，同时，现代服务业优化消费结构的作用还需要挖掘。文章认为，为了加快湖南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升级，有必

要从以下几点采取措施：产品和服务要适应不同居民消费层次；通过财政转移，提升农村公共服务水平，加快农村消费结构

升级；进一步加大在教育上的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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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扩大内需是保增长、转方式的一个重要环节。扩
大内需既包括消费的增长，也包括消费结构的调整；发

展现代服务业是中国转变经济方式，推动产业结构升

级的途径。湖南作为两型社会的试点省份，发展现代

服务业和促进消费增长是经济发展的要求，把调整产

业结构和消费结构相结合，是重要的议题。

学术界对消费结构的关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就
开始了，其后关注度逐渐增加。关于消费结构和产

业结构的关系问题也有一些相关研究。理论界的

研究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在系统阐述消费理

论时分析了消费结构的相关理论（尹世杰，２００９；范
剑平，１９９８；朱国林，范建勇，严燕，２００２；俞士平，蒋
巨新，２００３；等）；二是对中国城镇和农村的消费结
构现状进行了实证分析（袁志刚，朱国林，２００２；李
军，２００３；方福前，２００９，等）；三是着重研究消费结
构和产业结构的关系问题（马伯钧，２００３；文启湘，
冉净斐，２００５；祝婕，２００７；程大中，２００８）。

关于现代服务业发展与消费结构变动的关系，

理论界研究得很少。鉴于现代服务业的迅速发展，

已经从多方面影响到了中国人的消费习惯和消费

７３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０８－２８
基金项目：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１２ＪＤ２１），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１２ＹＢＡ２５０），湖南教育厅高校创新平台开放基金项

目（１３Ｋ０６０）
作者简介：梁向东（１９７１－），男，湖南涟源人，长沙理工大学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产业经济；梁小利（１９７５－），

女，湖南涟源人，长沙理工大学讲师，研究方向为经济伦理。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４年第１期（总第９６期）

结构的改变，本文以湖南为例，对消费结构和现代

服务业的相关性进行了分析。

　　一　湖南省消费结构与现代服务业的发展
现状

　　消费结构是指一定范围内的消费群体，某时期
所消费不同内容、不同形式的产品和服务在消费总

量中所占的比重，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消费结构

可按消费内容分为实物性消费和服务性消费；按需

求层次划分为生存消费、享受消费和发展消费。消

费结构反映了当前消费者消费的具体内容、水平及

质量。国家统计局把中国居民消费分为食品、衣

着、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医疗保健、交通和通讯、

娱乐教育文化服务、居住、杂项商品用品及服务八

个项目。综上所述，笔者把消费结构定义为各子项

在消费中所占比重。

表１　湖南省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单位：元　　　

年份
生活消费

支出合计
食 品 衣 着 居 住

家庭设备

及 服 务
交通和通 讯

文教娱乐

用品及服务
医疗保健

其他商品

及服务

１９９３ ８１６．６ ４９９ ４５．４ １０８．１ ４０．１ ２４．４ ｌ６．１ ７４．２ ９．３

１９９４ １０８８．７ ６６５．７ ６１．３ １４８．４ ５０．４ ２９．３ ２１．６ ９８．９ １２．９

１９９５ １３６７．３ ８２３．９ ７３．５ １９２．４ ６８．８ ３５．８ ２６．３ １２８．８ １７．８

１９９６ １７３６．７ １０２５．３ ９６．０ ２２９．８ ８４．７ ５８．６６ ３８．７ １７６．９ ２６．６

１９９７ １８１５．８ １０７８．０ ８９．９ ２４２．６ ８３．７ ５８．１６ ４５．８９ １８７．６ ２９．９

１９９８ １８８９．２ １１０７．２ ９１．５ ２５１．７ ８５．７ ６１．６９ ４５．９ ２０６．６ ３８．９

１９９９ １９０３．８ １１２４．１ ７９．１ ２６３．４ ７６．４ ６１．９ ５７．８７ ２０４．７ ３６．４

２０００ １９４２．９ １０５３．４ ８９．８ ２５１．９ ７８．１ ８２．２ ９９．４ ２２２．５ ６５．７

２００１ １９９０．３ １０５３．２ ９３．４ ２６８．７ ８０．８ ９５．７ １０２．４ ２３４．４ ６１．８

２００２ ２０６８．７ １０８６．１ ９７．９ ２７１．３ ８４．８ １１８．６ ２４８．６ １０２．８ ５８．７

２００３ ２１３９．２ １１１１．３ １０６．２ ２７１．９ ７９．６ １０５．２ １４６．９ ２７０．５ ４７．５

２００４ ２４７２．３ １３３８．６ １１２．４ ２９３．２ ９２．４ １２４．１ １７４．５ ２７９．９ ５７．１

２００５ ２７５６．４ １４３３．０ １２７．９ ３０７．３ １１４．０ ２１８．９ ３２９．３ １６８．２ ５７．５

２００６ ３０１３．３ １４６３．３ １３７．７ ４２０．９ １２９．０ ２４９．７ ３４１．７ １９６．５ ７３．６

２００７ ３３７７．４ １６７５．２ １６１．８ ５０８．３ １５２．０ ２７８．８ ２９３．９ ２１９．９ ８６．９

２００８ ３０８８．９ １２４４．７ １６９．０ ６１６．９ １７０．０ ２８６．０ ２７８．７ ２４４．２ ７８．７

２００９ ４０２０．８ １９６７．５ １８２．４６ ６９１．５９ ２０３．６ ３４１．２７ ２９１．０１ ２５８．０７ ８５．３

２０１０ ４３１０．４ ２０８７．９ ２０９．８５ ７１９．２ ２４３．９ ３４３．８２ ３１５．９３ ２９３．５９ ９６．２３

２０１１ ４３５５．７ １５５７．９ ２６０．３４ ９３１．９１ ３３０．１ ４２１．６７ ３４６．６２ ３９６．５４ １１０．５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１９９４－２０１２年度）

　　由于中国统计年鉴１９９３年之前与之后的消费
结构统计标准有变化，所以本文选取的消费结构数

据均为１９９３年之后的数据。由图１可知，湖南农
村居民人均消费从１９９３年后一直稳步增长，尤其
是２００３年后，由于中央对农村支持力度加大，增长
尤为明显。但因金融危机等世界宏观经济的影响，

２００８年度的人均消费有所下降。在此背景下，农村
居民人均消费结构也有一些相应变动，如图 ２所
示，食品份额在下降，住房、交通通讯、文化娱乐消

费等在上升。

就湖南城镇居民而言，其人均消费总额自１９９３
年以来，上升比较快，从表２数据可以看出，即使在
世界性的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其增长趋势依然没

变。和农村相比，两者消费总量差额达３倍之巨。
结构上，城镇居民食品所占比例较农村居民低，文

教娱乐及交通通信所占比例较高，其他项与农村相

比也有区别。

现代服务业是相对传统服务业来说的，是伴随

工业化进程并依托信息技术和现代管理理念、经营

方式和组织形式而发展起来的，是向社会提供高附

加值、高层次、知识型的生产和生活服务的行业。

主要包括：基础服务，如通信服务和信息服务；生产

和市场服务，如金融、物流、批发、电子商务、农业支

撑服务以及中介和咨询等专业服务；个人消费服

务，如教育、医疗保健、住宿、餐饮、文化娱乐、旅游、

房地产、商品零售等；公共服务，如政府的公共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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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基础教育、公共卫生、医疗以及公益性信息服

务等。本文对于湖南现代服务业的统计如下表 ３
所示。表中现代服务业产值由服务业产值减去传

统服务业产值所得。

表２　湖南省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单位：元　　　

年份
生活消费

支出合计
食 品 衣 着 居 住

家庭设备

及 服 务
交通和通 讯

文教娱乐

用品及服务
医疗保健

其他商品

及服务

１９９３ ２０８７．０ ９７７．６ ２７６．２ １６４．６ ２２０．４ ６６．４ ２１１．４ ５８．８ １１１．７

１９９４ ３１３８．２ １４９６．８ ４２０．７ １８４．５ ３０１．９ １８４．６ ３１６．６ ８２．１ １５１．０

１９９５ ３８８５．６ １８９８．１ ４８１．１ ２４４．３ ３７０．７ ２０６．９ ４０８．４ １０８．７ １６７．５

１９９６ ４０９８．３ １９８６．６ ５０７．１ ２６７．８ ３３４．１ ２１０．６ ４６０．９ １４９．８ １８１．５

１９９７ ４３１７．２ １９７２．８ ４９７．６ ３１６．７ ３２７．８ ２７６．７ ５７６．４ １６１．２ １８８．１

１９９８ ４３７１．０ １９０７．６ ４５８．４ ４１１．２ ３３２．２ ２５５．８ ６４２．７ １８３．９ １７９．２

１９９９ ４７９９．５ １９４２．２ ５１２．３ ４９２．６ ４０１．４ ３２１．３ ６９７．２ ２０６．１ ２２６．５

２０００ ５２１８．８ １９４３．７ ４９５．２ ５７６．７ ５４４．５ ３９５．７ ７５３．８ ２７０．２ ２３９．１

２００１ ５５４６．２ １９４３．６ ５５１．５ ６６２．４ ４６０．２ ４７４．７ ８２６．９ ３２８．６ ２９８．５

２００２ ５５７４．７ １９８５．９ ５７７．７ ５８１．９ ４２０．４ ５９６．０ ８８３．６ ３４３．７ １８５．６

２００３ ６０８２．６ ２１７９．４ ６２１．３ ５８６．９ ４２０．２ ６８０．２ ９９３．９ ３９１．３ ２０９．４

２００４ ６８８４．６ ２４７９．６ ６８９．５ ６４０．７ ３８８．２ ８８１．９ １０９１． ４７５．６ ２３７．９

２００５ ７５０５．０ ２６８９．４ ７９０．７ ７７１．５ ４５１．０ ８０１．３ １１３８． ６０１．３ ２６１．２

２００６ ８１６９．３ ２８５０．９ ８６８．２ ８７１．７ ５１３．６ ９６５．１ １１８２． ６３２．５ ２８５．０

２００７ ８９９０．７ ３２４３．９ １０１７．６ ８６９．６ ６０３．２ ９８６．９ １２８５ ６６８．５ ３１５．８

２００８ ９９４５．５ ３９７０．４ １０９０．７ ９６０．８ ６７４．８ ９７１．１ １１１０． ７９１．０ ３７６．６

２００９ １０８２８．０ ４１７４．５ １１４６．２ １０７４．０ ７９８．４ １２３３．８ １２０７ ７８４．６６ ４０８．１４

２０１０ １１８２５．０ ４３２２．１ １２７７．７ １１８２．０ ９０３．８１ １５４１．４ １４１８ ７７６．８５ ４０２．５２

２０１１ １３４０２．０ ４９４３．９ １４９９．０ １２９２．０ ９４０．７９ １９７５．５ １５２６ ７９０．７６ ４３４．２５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１９９４～２０１２年）

表３　湖南省服务业增加值及其结构

年份

服务业

增加值

（亿元）

传统服务业 现代服务业 金融业 房地产业

增加值

（亿元）

比重

（％）

增加值

（亿元）

比重

（％）

增加值

（亿元）

比重

（％）

增加值

（亿元）

比重

（％）

１９９３ ３９０．９８ １９６．２３ ５０．１９ １９４．７５ ４９．８１ ４７．５３ １２．１６ ２６．４５ ６．７７

１９９４ ５２７．４１ ２６７．５４ ５０．７３ ２５９．８７ ４９．２７ ５４．０７ １０．２５ ３４．１３ ６．４７

１９９５ ６７６．１６ ３４４．１１ ５０．８９ ３３２．０５ ４９．１１ ６４．９６ ９．６１ ４４．４３ ６．５７

１９９６ ８２６．０９ ４１５．５９ ５０．３１ ４１０．５０ ４９．６９ ７４．３２ ９．００ ６４．０６ ７．７５

１９９７ ９５１．７３ ４６６．７２ ４９．０４ ４８５．０１ ５０．９６ ８２．６６ ８．６９ ７５．４７ ７．９３

１９９８ １０７４．１４ ５０９．９２ ４７．４７ ５６４．２２ ５２．５３ ８５．４４ ７．９５ ８９．２８ ８．３１

１９９９ １２４３．３０ ５５７．７６ ４４．８６ ６８５．５４ ５５．１４ ８６．５７ ６．９６ １０５．５０ ８．４９

２０００ １４７３．３９ ６３０．４６ ４２．７９ ８４２．９３ ５７．２１ ８８．８８ ６．０３ １３１．５８ ８．９３

２００１ １５９３．３５ ６８１．０６ ４２．７４ ９１２．２９ ５７．２６ ９１．７１ ５．７６ １３８．４１ ８．６９

２００２ １７８０．７９ ７４９．６６ ４２．１０ １０３１．１３ ５７．９０ ９２．４３ ５．１９ １６５．２９ ９．２８

２００３ １９９５．７８ ８３１．３４ ４１．６５ １１６４．４４ ５８．３５ ９９．３５ ４．９８ １８６．４９ ９．３４

２００４ ２４２８．９５ １００５．２２ ４１．３８ １４２３．７３ ５８．６２ １１８．６４ ４．８８ １９１．５０ ７．８８

２００５ ２８８２．８８ ９７４．１７ ３３．７９ １９０８．７１ ６６．２１ １６２．３７ ５．６３ ２１５．６３ ７．４８

２００６ ３２２９．４２ １０７５．６５ ３３．３１ ２１５３．７７ ６６．６９ ２０４．７２ ６．３４ ２５４．８１ ７．８９

２００７ ３８３５．４０ １２８９．４０ ３３．６２ ２５４６．００ ６６．３８ ２６０．１４ ６．７８ ３０１．８０ ７．８７

２００８ ４６３３．６７ １６００．１４ ３４．５３ ３０３３．５３ ６５．４７ ３３４．３２ ７．２２ ３４０．０７ ７．３４

２００９ ５４０２．８１ １９２６．０３ ３５．６５ ３４７６．７８ ６４．３５ ４０２．５７ ７．４５ ４００．１１ ７．４１

２０１０ ６３６９．２７ ２２６６．９６ ３５．５９ ４１０２．３１ ６４．４１ ４６３．１６ ７．２７ ４６４．２１ ７．２９

　　　　资料来源：湖南统计年鉴（１９９４～２０１２年）

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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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表１－３可以看出，湖南现代服务业处在快
速发展阶段，与其它产业相比，其比重也占到了

２０％左右。当然，根据当前发达国家现代服务业发
展的情况，湖南现代服务业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

　　二　湖南省消费结构与现代服务业关系的计
量分析

　　通过以上数据得出：消费者的消费支出中，文
教娱乐、交通通讯部分上升比较快，这些和现代服

务业有很强的联系。为了发掘变量之间的关系，笔

者对湖南消费结构和现代服务业进行了计量分析，

并鉴于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现状，把湖南现代服务业

与农村消费结构和城市消费结构分开分析。

现代服务业发展用其占总产值的比重ＭＳ表示，
消费结构用中国统计年鉴中居民消费分类支出占其

总消费的比例表示。城市居民消费中：食品、衣着、

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医疗保健、交通和通讯、娱乐

教育文化服务、居住、杂项商品用品及服务等八个类

别所占比重分别用ＣＦＲ、ＣＣＲ、ＣＨＩＲ、ＣＭＣＲ、ＣＴＣＲ、
ＣＣＥＲ、ＣＨＲ、ＣＯＭＲ来表示；农村居民消费中：食品、
衣着、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医疗保健、交通和通讯、

娱乐教育文化服务、居住、杂项商品用品及服务等用

ＲＦＲ、ＲＣＲ、ＲＨＩＲ、ＲＭＣＲ、ＲＴＣＲ、ＲＣＥＲ、ＲＨＲ、ＲＯＭＲ
来表示；计量检验均用Ｅｖｉｅｗｓ６．０完成。

（一）湖南城镇居民消费结构与湖南现代服务

业的相关关系

首先，对湖南城镇居民消费结构与湖南现代服

务业的相关关系进行检验。通过对各要素之间的

相关性检验和逐步回归法验证，选取了通过检验的

ＣＦＲ、ＣＭＣＲ变量来测度其与现代服务业的相关关
系。检验结果显示（见表４）：回归方程是显著的，
同时各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显著，Ｒ２和修正的
Ｒ２均大于０．８，模型拟合优度非常高。

表４

变量 系数 标准差 ｔ－统计量 伴随概率

ＣＦＲ －０．７６６００４ ０．０８８５６８ －８．６４８７６９ ０．００００

ＣＭＣＲ －０．５４５５３９ ０．２６４９００ －２．０５９４１４ ０．０６１８

Ｃ ０．５３５６７６ ０．０４８８５９ １０．９６３６７ ０．００００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９６１０６０ Ｍｅａ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ｖａｒ ０．１９６８９４

Ａｄｊｕｓｔｅｄ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９５４５７０ Ｓ．Ｄ．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ｖａｒ ０．０３４５２５

１．１：ｍｓ＝－０．７６６×ｃｆｒ－０．５４６×ｃｍｃｒ＋０．５３６

从方程（１．１）来看，城镇居民人均食品消费比

例，即恩格尔系数与人均医疗保健支出对现代服务

业存在负相关关系。具体说，当城镇居民人均食品

消费减少１个百分点，现代服务业产值占总产值比

例就将上升０．７６６个百分点，而城镇居民人均医疗

保健减少１个百分点，现代服务业产值占总产值比

例就会上升０．５４６个百分点。所以，城镇居民食品

和医疗保健支出方面的减少，有助于现代服务业的

发展。但是从表５的三个变量的格兰杰因果分析

的结果来看，现代服务业不是城镇居民食品和医疗

保健消费的格兰杰因，也就是说，从目前的数据来

看，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不能主动地对城镇居民食品

消费和医疗保健消费的比例产生影响。

表５

零假设 样本 Ｆ－统计量 伴随概率

ＣＦＲ不是 ＭＳ的格兰杰因 １６ ３．６５８１７ ０．０７４４

ＭＳ不是 ＣＦＲ的格兰杰因 ０．３０７９４ ０．７４３３

ＣＭＣＲ不是 ＭＳ的格兰杰因 １６ ０．８６５４９ ０．４５６８

ＭＳ不是 ＣＭＣＲ的格兰杰因 ２．５９６２１ ０．１３５２

ＣＭＣＲ不是 ＣＦＲ的格兰杰因 １６ ２．１２２８１ ０．１８２２

ＣＦＲ不是 ＣＭＣＲ的格兰杰因 １．１６７９２ ０．３５８９

（二）湖南农村居民消费结构与湖南现代服务

业的相关关系

通过对湖南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各组成部分

与湖南现代服务业占总产值比例的各要素之间的

相关性进行检验，并用逐步回归法验证，结果表明：

农村居民的人均文化娱乐 ＲＣＥＲ，人均家庭设备支

出ＲＨＩＲ，人均杂项商品和服务 ＲＯＭＲ，人均住房支

出ＲＨＲ四个变量与现代服务业的比例存在有强相

关性，其余几项与现代服务业比例没显示出相关

性。表６为用最小二乘法计量的检验结果，得方程

（１．２）。该方程显示，湖南农村居民人均文化娱乐

消费、杂项支出和住房支出比例与现代服务业比例

成正相关关系，而人均家庭设备支出与现代服务业

比例成负相关关系。其它消费子项与现代服务业

比例没有呈现相关性。当农村居民人均在文化娱

乐消费上的支出提高一个百分点，现代服务业比例

将上升０．３个百分点，并且从格兰杰因果分析看，

现代服务业也有利促进农村居民在文化娱乐上的

消费支出。农村居民在杂项上的支出比例上升 １

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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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百分点，现代服务业比例就将上升１．４２百分点，

所以说，农村居民杂项支出对现代服务业有很强的

激励作用。农村居民在住房上的人均支出比例每

上升一个百分点，现代服务业比例就将上升０．６９

个百分点。但是，农村居民在家庭设备的人均支出

上每上升１个百分点，却会降低现代服务业的比

例。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现代服务业是湖南农村

居民的住房支出、文化娱乐支出和杂项支出的格兰

杰因，也就是说，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能有利的促进

农村居民在住房、文化娱乐和杂项上面的支出

比例。

表６

变量 系数 标准差 ｔ－统计量 伴随概率

ＲＣＥＲ ０．３２８９２９ ０．０６３９１７ ５．１４６１４９ ０．０００４

ＲＨＩＲ －４．５９８０６７ ０．７４７０６３ －６．１５４８５７ ０．０００１

ＲＯＭＲ １．４２００１５ ０．４３３３４１ ３．２７６８９７ ０．００８３

ＲＨＲ ０．６９３５０６ ０．２５６２５３ ２．７０６３２９ ０．０２２１

Ｃ ０．２５５７８１ ０．０３５７０９ ７．１６２８９８ ０．００００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９６９１９９ Ｍｅａ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ｖａｒ ０．１９６８９４

Ａｄｊｕｓｔｅｄ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９５６８７９ Ｓ．Ｄ．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ｖａｒ ０．０３４５２５

１．２：ｍｓ＝０．３２９×ｒｃｅｒ－４．５９８×ｒｈｉｒ＋

１．４２×ｒｏｍｒ＋０．６９３×ｒｈｒ＋０．２５６

　　三　结论与建议

（一）综上所述，我们可得出以下的结论：

１．湖南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还有

较大的差异，因而，现代服务业与城乡居民的消费

结构的相关关系是不一样的。对城镇居民来说，人

均食品支出和医疗保健支出与现代服务业是负相

关关系，这部分消费减少能有利于产业结构的升

级。而农村居民在文化娱乐、住房和杂项上的支出

与现代服务业之间是正相关关系，家庭设备支出与

现代服务是负相关关系。显然，城乡消费结构对现

代服务业的影响是不一样的。

２．本文选取个人消费服务（如教育、医疗保健、

住宿、餐饮、文化娱乐、旅游、房地产、商品零售等）

和公共服务（如政府的公共管理服务、基础教育、公

共卫生、医疗以及公益性信息服务等）作为现代服

务的组成部分，而这些服务类别在城乡分布存在极

大差异的。要促进城乡居民消费差异的缩小，还有

赖于现代服务业更进一步的发展，以便广泛地覆盖

全体居民。当然，城乡收入差距也影响城乡居民的

消费需求，这一问题笔者将另行分析。

３．湖南城镇居民的住房消费、家庭设备支出、
杂项等费用没有体现出与现代服务业存在相关关

系，可能存在的原因如下：①城镇居民在这些方面
的支出过于稳定，从而与产业结构的变动之间没有

发生相互影响，或者是这些部分与产业结构变动之

间的影响机制不太明显。②由于湖南农村居民消
费结构与现代服务业的关系要更为明显，如农村居

民的食品支出比例比城镇居民高近１０个百分点，
总体上是下降趋势，这部分支出的下降，体现在别

的部分支出的增加，③对农民而言，文化娱乐、住房
和杂项上的支出一直比较低，随着现代服务业的发

展，农村能更为便捷的享受到这些服务，广阔的农

村市场又能有力地促进现代服务业发展。④随着
农村收入上升，农民个人消费、农村公共服务业的

市场容量将有巨大上升空间，这个市场必定能更为

有效地推动湖南现代服务业发展，也有利于湖南产

业结构的升级。

（二）建议

１．为了应对资源、环境压力，我国正在进行产
业结构和消费结构的升级，人们的消费也在逐步提

高，由满足生存需要向满足发展和享受需要转变，

这一转变必定能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由湖南的情

况得出的结论在一定程度上也可推广至全国。我

国相关政府部门应该从产业战略出发，积极采取措

施来促进城乡居民消费的升级，比如：加快全国公

共服务业的发展，提高全国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尤

其是要加快托老、养老、残疾人服务、优抚对象服

务、居民生活服务等社区服务，逐渐形成多层次、多

方位、方便配套的社区系列化服务体系。努力推进

物联网的建立，进一步在全国范围内减少要素的流

动成本等等；提高教育的投入，根据各国和以上的

结论，教育水平高的人消费层次更高，和现代服务

业联系得更为紧密。

２．从总体上看，目前我国人均国民收入、消费
水平仍属于世界上较低水平的层次，服务业企业提

供的产品和服务要与居民消费层次的差异性相适

应，同时又要有前瞻性。比如：在家庭设备方面，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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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和消费环境的差异，对消费品

的需要档次也是有差异的。面对城乡居民不同的

消费需求，相关企业要有针对性地进行产品定位和

市场细分，实施分别定价策略。

３．着重对农村消费结构升级的培育。提升农
村消费结构，一是要努力增加农民收入，二是要改

善农村消费环境，如：加强交通通讯、电力等基础设

施建设，注重农民的继续教育等，以便更好地让农

民享受到现代服务业发展带来的好处。

４．对湖南城镇居民消费而言，由于受住房、后
代教育等因素的影响，湖南城镇居民消费总体上没

表现出与现代服务业很强的相关性。只能说，城镇

居民恩格尔系数的降低能有效促进现代服务业发

展。笔者认为，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的进一步升级，

需要从几方面入手：一是城镇居民要能更为广泛地

接触到文化娱乐；二是城镇居民的医疗保障体系要

更为完善，降低居民在医疗上的支出和担忧；三是

公共服务业要更加完备，这既是现代服务业本身的

发展，也能有效促进消费结构的上升。

总之，湖南城乡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动，既与现

代服务业发展之间存在比较明显的相关性有关，也

有自身的一些特点，影响关系是复杂的。不管是从

建设两型社会的角度，还是从产业结构升级的角度

出发，我们都要采取多种措施主动促进消费结构的

调整，同时营造好现代服务业发展的良好环境，来

满足消费需求层次的上升，推动消费结构的改善，

提高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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