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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服务业对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主要通过直接提高服务质量、拓展服务领域和间接提高居民收入、减少分配差

距两条途径达成ꎮ 不同的服务行业所具有的特性决定了其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程度的差异ꎮ 文章通过 ＧＭＭ 估计方法ꎬ并以固

定效应面板模型为对照ꎬ对我国 ３１ 省市 ２００４￣２０１３ 年的动态面板数据进行计量检验ꎬ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服务业内部各行业对

居民消费的影响ꎮ 结果表明ꎬ除房地产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居民消费的增长ꎬ服务业内部其他各行业均能对居民消

费水平提高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ꎬ并以金融行业的促进作用最大ꎮ 因此合理调整资源配置ꎬ优化服务业内部结构对扩大居民

消费具有重要意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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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学上认为投资、消费、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

的“三驾马车”ꎬ并且在这“三驾马车”中消费被认为

是其中最重要的影响因素ꎮ 在其他国家ꎬ消费率一

般保持在 ７０％￣８０％左右ꎬ而英美等发达国家消费率

甚至高达 ８５％ꎮ 目前国内消费率保持在 ５０％左右ꎬ
较发达国家仍有较大差距ꎮ 十二五期间ꎬ我国就已

经把扩大消费需求作为扩大内需的战略重点ꎬ以进

一步释放城乡居民消费潜力ꎮ 而随着社会经济的不

断增长ꎬ产业结构不断升级ꎬ第三产业已经超越第二

产业成为整个经济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ꎬ其占 ＧＤＰ
的比重也逐年提升ꎮ 因此ꎬ如何发展第三产业才能

实现扩大内需这一战略目标ꎬ成为目前亟需明确的

重要问题ꎮ
图 １ 为 １９７８ 年以来ꎬ我国服务业与居民消费支

出的关系ꎬ从图中可以看出第三产业与居民消费呈现

明显的正向相关关系ꎬ且相关性较大ꎮ 那么ꎬ在明确

大力发展服务业以促进居民消费的前提下ꎬ了解第三

产业中哪些行业更能推动居民消费的增长ꎬ确定服务

业未来的发展方向则是需要探讨的实际问题ꎮ
西方学者对居民消费的研究始于凯恩斯在«通

论»中提出的绝对消费假说ꎬ而后杜森贝里、莫迪利安

尼、弗里德曼等对凯恩斯绝对消费理论提出质疑ꎬ分
别提出了相对收入假说、生命周期假说和持久收入假

图 １　 １９７８￣２０１４ 中国服务业与居民消费

说等各种消费景点消费理论ꎬ对消费的研究体系逐步

发展完善ꎮ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ꎬ经济结构转型

升级持续推进ꎬ扩大内需成为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的

重点所在ꎮ 刘文斌(２０００)研究了居民收入差距在消

费增长中的影响作用ꎬ其研究指出收入差距的扩大会

通过影响消费结构制约总消费的增加ꎬ因此有必要对

分配关系进行调整ꎬ增加中低层收入ꎬ从而达到扩大

消费的目的[１]ꎮ 施建淮、朱海婷(２００４)以西方经典消

费理论为基础ꎬ探讨了中国城市居民出于预防性动机

的储蓄ꎮ 研究指出政府部门在制定旨在降低储蓄率

的消费刺激政策时ꎬ应当充分考虑中国居民储蓄结构

不平衡的问题ꎬ而储蓄结构不平衡是根源于收入分配



不公的[２]ꎮ 方福前(２００９)的研究则指出中国居民消

费需求偏低的原因是居民劳动收入占比过低[３]ꎮ 这

些学者的研究中指向了同一个结论ꎬ即居民收入水平

及收入分配状况是影响居民消费水平的主要原因ꎮ
但是ꎬ王秋石(２０１３)却提出ꎬ主要是由于大量的公款

消费以及投资过热等现象的存在ꎬ才使中国居民消费

率被大幅低估ꎮ 尽管中国居民消费率偏低这一现状

可能是由于测算过程中的偏差造成的ꎬ但是随着投资

热的逐步减退ꎬ扩大居民消费仍是促进经济稳定增长

最有效的手段[４]ꎮ 毛中根、洪涛(２０１２)的分析指出:
服务业的发展将通过提高居民收入和改善收入分配

方式两种途径促进居民消费的增长ꎬ第三产业内部结

构升级和优化与扩大消费需求之间存在内在一

致性[５]ꎮ
相关文献研究表明ꎬ居民收入水平较低和城乡

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较大是造成目前我国居民消费水

平较低的主要原因ꎮ 但是目前从产业的角度对居民

消费进行的研究较少ꎬ从服务业结构调整方面对提

升居民消费的相关研究存在一定空白ꎬ现有少量研

究仅从服务业整体发展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方面来进

行论证ꎬ而并没有明确服务业结构调整对居民消费

的作用ꎮ 席卫群指出了我国服务业发展滞后与居民

消费率偏低之间的逻辑关系ꎬ即“服务业滞后———
就业面低———居民劳动份额和收入占比低———居民

消费低迷———服务业不发达” [６]ꎮ 但是在他的研究

中ꎬ他主要从税收政策的角度进行分析ꎬ并没有从根

本上解决服务业结构调整的问题ꎮ 陈鸣研究了生产

性服务业对制造业效率的提升作用ꎬ实证分析表明

生产性服务也对制造业效率提升具有显著的作用ꎬ
并且以对技术进步的增长作用最为明显ꎮ 通过推动

制造业的增长ꎬ服务业能够进一步实现对居民消费

的推动[７]ꎮ 沈鸿、张婕(２０１４)的研究指出服务业产

值比重的提高对于居民消费率的增长具有积极的促

进作用ꎬ但是由于目前我国第三产业的发展仍然相

对滞后ꎬ服务业的消费潜力仍未被充分发挥出来ꎬ因
此ꎬ进一步引导服务业发展ꎬ对于促进居民消费的增

长有十分积极的作用[８]ꎮ 但是他的研究中并没有

给出能够提升居民消费率的服务业产业结构ꎬ其对

于政策制定的指导效果有限ꎮ 因此ꎬ本文将通过对

服务业内部各行业对居民消费影响力大小的评估ꎬ
明确各服务行业在促进居民消费上的效果ꎬ给出在

大力发展服务业的过程中产业政策的侧重点ꎮ

一　 服务业促进居民消费的机理

服务业涵盖的行业众多ꎬ涉及到居民日常生活

的方方面面ꎮ 根据以往的研究可以得出服务业发展

具有促进居民消费提升的作用ꎬ但是要进一步探讨

何种服务业内部结构在促进消费方面更有效ꎬ则首

先需要明确各服务部门的分类ꎮ 根据目前我国服务

业产业政策导向ꎬ服务业主要有两种分类方式ꎬ分别

将服务业分为传统服务业、现代服务业和生产性服

务业、生活性服务业ꎬ见表 １ꎮ

表 １　 服务业分类

类型 包含范围

分
类１

传统服务业 餐饮住宿业、旅游业、商贸业等

现代服务业
金融业、现代物流业、信息服务业、科
技服务业等

分
类２

生产性服务业
交通运输、仓储服务业、金融业、信息
服务业、节能环保服务业、科技服务
业等

生活性服务业
文化旅游业、商贸服务业、健康养老
服务业、家庭服务业等

综合之前的研究来看ꎬ服务业促进居民消费主

要有直接和间接两种途径ꎮ
从直接途径来看ꎬ主要表现为生活性服务业对

消费的直接影响ꎮ 交通运输、商贸、文化旅游、餐饮

住宿等行业的发展ꎬ直接拓宽了居民消费的选择面ꎮ
随着生活性服务业的发展ꎬ其内部领域逐步拓宽ꎬ居
民消费的便捷性不断提升ꎬ由此实现居民消费水平

的直接提高ꎮ
从间接途径来看ꎬ服务业的发展可以增加居民

收入和调整收入分配从而影响居民消费水平ꎮ 服务

业在吸收就业和调整收入分配中具有天然的优势ꎮ
其中ꎬ生活性服务业对于劳动力素质的要求相对较

低ꎬ因而在吸收从农村向城市转移的劳动力方面具

有较强的优势ꎻ而生产性服务业则对从业人员的技

术要求较高ꎬ但是也能给从业人员提供相对第一、第
二产业而言更高的收入ꎮ 因此ꎬ服务业能够通过解

决大量由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农业人口就业问题ꎬ
提供给其与以前相比更高的工资ꎬ从而有效提高整

体居民收入ꎮ 另外ꎬ由于从事第一产业生产的人员

通常收入为所有行业内最低ꎬ而第二产业更多的利

用资本投入获得收入ꎬ因此第二产业收入的绝大部

分被企业投资者所占有ꎬ而从业人员的收入占整体

收入的比较低ꎮ 这种以资本投入为主的发展模式ꎬ
造成了劳动收入占比较低ꎬ导致了居民收入差距的

增大ꎮ 而服务业作为三产业中劳动收入占比较高的

产业ꎬ大力发展能够有效缩小居民收入差距ꎮ 各类

服务行业的发展均能有效提高服务业从业人数ꎬ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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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居民收入ꎮ 并且服务业发展成本主要为人力资

本ꎬ因此能够增加人力资本在再分配中的份额ꎬ从而

进一步减小居民收入差距ꎮ 通过实现居民收入差距

的减小ꎬ居民消费倾向两极分化的问题能够得到有

效的解决ꎬ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得到提高ꎬ最终实现整

体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ꎮ

二　 实证检验

(一)指标选取与数据说明

本文所采用的数据主要包括服务业内部各行业

增加值和居民消费水平两个方面ꎮ 根据统计年鉴的

分类ꎬ将服务业分为交通运输、金融、批发零售、餐饮

住宿、房地产及其他行业ꎬ本文所采用的为 ２００４￣
２０１３ 年分省年度数据ꎬ原始数据来自各省市统计年

鉴ꎮ 本文选取的第三产业发展水平变量为第三产业

内和 行 业 增 加 值ꎬ 分 别 记 为 ｔｒａｆｆｉｃ、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ｗｈｏｌｅｓａｌｅ、ｃａｔｅｒｉｎｇ、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和 ｏｔｈｅｒꎻ衡量居民消费

水平的变量采用统计年鉴中居民消费指标ꎬ记为

ｃｏｎｓｕｍｅꎮ 本文的分析中利用以 ２００４ 年为基期的第

三产业增加值指数和居民消费水平指数分别对第三

产业及居民消费进行调整以消除物价变动因素带来

的影响ꎮ
(二)模型设定

由于居民消费存在一定的“惯性”ꎬ居民消费倾

向的改变需要较强的时间来完成ꎮ 因此消费者的消

费支出不仅受到当期各种因素的影响ꎬ还受到前期

自身消费水平的影响ꎮ 本文在建立模型时将滞后一

期的居民消费水平作为自变量之一ꎬ同时加入服务

业各行业发展水平指标ꎮ 基本计量模型如下:
ｃｏｎｓｕｍｅｉꎬｔ ＝ β０ ＋ β１ ｔｒａｆｆｉｃｉꎬｔ ＋ β２ ｆｉｎａｎｃｅｉꎬｔ ＋

β３ｗｈｏｌｅｓａｌｅｉꎬｔ ＋ β４ｃａｔｅｒｉｎｇｉꎬｔ ＋ β５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ｉꎬｔ ＋ β６ｏｔｈｅｒｉꎬｔ
＋ β７ｃｏｎｓｕｍｅｉꎬｔ －１ ＋ εｉꎬｔ (１)

(三)估计方法

由于本文的回归方程中引入了滞后一期的居民

消费水平作为自变量ꎬ导致模型产生了内生性问题ꎬ
解释变量可能与随机扰动项相关ꎮ 因而采用传统的

面板数据估计方法时模型将使参数估计的一致性和

无偏性受到较大的影响ꎮ 因此ꎬ本文采用 ＧＭＭ 方

法来对动态面板模型进行估计ꎬ以解决模型的内生

性问题ꎮ 根据 Ａｒｅｌｌａｎｏ 和 Ｂｏｎｄ ( １９９１) 年提出的

ＧＭＭ 估计方法ꎬ本文首先对回归方程进行差分ꎬ得
到如下方程:

Δｃｏｎｓｕｍｅｉꎬｔ ＝ Δβ１ ｔｒａｆｆｉｃｉꎬｔ ＋ Δβ２ ｆｉｎａｎｃｅｉꎬｔ ＋
Δβ３ｗｈｏｌｅｓａｌｅｉꎬｔ ＋ Δβ４ｃａｔｅｒｉｎｇｉꎬｔ ＋ Δβ５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ｉꎬｔ ＋
Δβ６ｏｔｈｅｒｉꎬｔ ＋ Δβ７ｃｏｎｓｕｍｅｉꎬｔ －１ ＋ Δεｉꎬｔ (２)

通过一阶差分ꎬ选取合适的工具变量并产生相

应的矩条件方程ꎬ同时消除了个体效应ꎮ 通常 ＧＭＭ
估计采用 ｃｏｎｓｕｍｅｉꎬｔ－２或更高阶的滞后变量作为工具

变量ꎮ 以可能的滞后变量为工具变量ꎬ并确定选择

使样本矩之间的加权距离最小的权重矩阵进行广义

矩估计ꎬ从而得到“Ａｒｅｌｌａｎｏ￣Ｂｏｎｄ”估计量ꎮ 本文综

合运用差分广义矩进行回归ꎬ同时以不包含一阶滞

后项的固定效应模型作为对照ꎮ
(四)结果与分析

模型(１)的回归结果表明ꎬ对 ＧＭＭ 估计ꎬ模型

的结果是有效的:Ｊ 检验值为 ２４.４９８ꎬ对应的 Ｐ 值为

０.７８９７ꎬ表明工具变量是有效的ꎮ

表 １　 模型回归结果

自变量 固定效应模型 ＧＭＭ 估计

Ｃｏｎｓｕｍｅ(￣１) ——— ０.３０６２４２
(０.０３０８３６)

Ｔｒａｆｆｉｃ １.５２２４２７
(０.３８０３３０)

１.９０６６３２
(０.１５４９６９)

Ｆｉｎａｎｃｅ ２.０１８７４４
(０.２５５９７３)

４.３２５５５６
(０.２４８５１６)

Ｗｈｏｌｅｓａｌｅ １.０６２８４６
(０.２６７９４７)

０.７８６９７８
(０.２７２２３６)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２.１３０４８３
(０.４３０７５６)

￣５.５５３８８９
(０.３７５０８３)

Ｃａｔｅｒｉｎｇ １.８８０８１８
(１.００５６９７)

１.９４２９８６
(１.２９１８３６)

Ｏｔｈｅｒ １.５６０５７３
(０.２０１５６９)

０.６２６０９３
(０.２９８４４９)

调整的 Ｒ２ ０.９８９７７９
Ｊ￣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２４.４９８１２

回归结果显示ꎬ固定效应模型与 ＧＭＭ 估计结

果基本一致ꎮ 除 ｃａｔｅｒｉｎｇ 变量外ꎬ所有解释变量均

显著ꎮ 服务业内各行业的增长ꎬ除房地产业以外ꎬ均
能够有效的促进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ꎮ 由于 ＧＭＭ
模型估计考虑的影响更全面ꎬ因此以下主要对 ＧＭＭ
模型估计结果进行分析ꎮ

在模型中ꎬ金融业增加值对居民消费水平的影

响最大ꎬ为 ４.３２ꎬ且为正向影响ꎻ交通运输业增加值

对居民消费水平提高也存在较大的正向影响ꎬ系数

为 １.９０ꎮ 但是ꎬ房地产业增加值对居民消费水平的

提升存在较大负向影响ꎬ达到了－５.５５ꎮ 批发零售

业、其他服务行业以及滞后一期的居民消费对当期

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相对较小ꎬ系数分别为 ０.７８、０.
６２ꎬ但均对消费的增长起到正向的促进作用ꎮ 造成

餐饮业回归结果不显著的原因可能是ꎬ由于十八大

以来反腐力度加大ꎬ三公经费大幅下降ꎬ公款吃喝的

现象大幅减少ꎬ造成 ２０１３ 年餐饮业的增加值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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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地较大程度的下降ꎬ从而造成了数据的偏差ꎮ
除房地产业外ꎬ其他各服务行业均对居民消费

水平提升具有正向影响ꎮ 就房地产业而言ꎬ从回归

结果来看ꎬ房地产业增加值的增长对居民消费的提

升起到了较大程度的抑制作用ꎮ 原因可能是房地产

的置业成本较其他居民消费偏高ꎬ一旦居民进行房

地产消费则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较大程度的挤出居

民其他消费ꎬ从而降低了居民整体消费水平ꎮ
随着服务业的持续发展ꎬ居民对传统服务业的

消费趋于饱和ꎬ这些行业的进一步扩张对于居民消

费水平的提升作用相对较小ꎮ 另一方面ꎬ现代物流

业、现代金融业等现代服务业发展潜力较大ꎬ居民消

费需求也相对较大ꎬ这些行业成为目前居民消费增

长的新热点ꎬ另外这些生产性服务业能够更有效的

提高居民收入ꎬ从而从根本上提高居民消费能力ꎮ

三　 结论与政策启示

通过以上的实证分析ꎬ本文认为从整体上来看ꎬ
服务业的发展能够有效地促进居民消费的提升ꎮ 从

服务业内部结构来看ꎬ各行业对居民消费提升的作

用大小各不相同ꎮ 其中批发零售业、餐饮住宿业等

的发展直接拓展了居民生活性日常消费的选择空

间ꎬ有助于提高居民消费率ꎻ交通、仓储行业的发展ꎬ
则通过提高居民日常出行及购物的便利性从而提高

居民消费率ꎻ金融、现代物流业及其他科技服务业等

现代生产性服务业主要通过提高居民收入ꎬ增加居

民消费的能力ꎬ从而提升居民消费水平ꎮ
根据服务业居民消费的影响机理ꎬ生产性服务

业主要能够从根本上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及水平ꎻ而
批发零售、餐饮住宿业等生活性服务业提升居民消

费的力度相对有限ꎮ 因此ꎬ金融、交通和仓储等现代

生产性服务业促进居民消费的能力大于其他服务行

业ꎮ 随着金融业的发展ꎬ支付清算功能逐步完善ꎬ增
加了居民消费的便利性ꎻ融资功能的发展则增加了

居民当期可支配收入ꎻ同时ꎬ金融业作为众多行业中

薪资最高的行业能够有效地增加居民收入ꎮ 就房地

产业而言ꎬ由于大部分居民不能凭借短期收入满足

其购房需求ꎬ因此居民不得不压缩当期以及未来一

段时间内的消费来满足自身的购房需求ꎻ同时ꎬ房地

产业的需求收入弹性偏小ꎬ房地产消费很难随居民

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增长ꎬ房地产业的发展对居民消

费的拉动作用有限ꎮ 房地产业对居民消费的限制作

用远大于其促进作用ꎬ因此房地产业的发展整体呈

现出抑制居民消费的现象ꎮ
由以上研究可以得知ꎬ合理调控服务业各行业

能够有效促进居民消费ꎮ 因此ꎬ我们应进一步采取

措施加快服务业的发展速度及规模ꎬ合理调整服务

业内部结构ꎬ充分扩大其产业优势ꎬ从而促进居民消

费持续增长而达到扩大内需的目的ꎬ最终实现整体

经济的快速发展ꎮ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ꎬ政府政策应

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大力发展金融业

随着经济水平的提升ꎬ居民理财的方式从单一

的银行存款和固定资产投资模式开始向多元化的投

资模式转变ꎬ金融业的繁荣发展带动了居民收入和

生活水平的提高ꎬ从而提高居民消费水平ꎮ 首先ꎬ完
善和拓展各种支付手段ꎮ 其次ꎬ大力发展消费金融ꎬ
进一步拓宽消费金融所涉及的领域ꎬ在深度和广度

上大幅拓展ꎬ最大限度地满足居民的各类消费需求ꎮ
最后ꎬ全面推广以财产保险为主的各类保险产品ꎬ降
低居民储蓄率ꎬ从而提高居民消费率ꎮ

(二)着力发展交通仓储业

交通仓储业作为基础产业ꎬ交通运输业的发展程

度进一步决定了旅游业、商贸业等服务行业的产出水

平的增长ꎮ 首先ꎬ着力推进高速铁路在全国范围内的

全面铺开ꎮ 目前尚有诸多地区尚未开通高铁ꎬ包括许

多著名旅游景区ꎬ交通运输业的不发达在一定程度上

限制了这一部分地区的经济发展ꎮ 其次ꎬ加强城市及

城际轨道交通建设ꎮ 发展城市轨道交通能够在一定

程度上缓解城区交通拥堵现象ꎬ为居民日常出行提供

便利ꎻ加快城际轨道交通建设ꎬ能够促进区域一体化

发展、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以及产业结构升级ꎬ从而

提升省内各市州居民的消费水平ꎮ
(三)协调发展批发零售业

目前批发零售业普遍存在规模偏小、集中度低ꎬ
规范化水平偏低等问题ꎬ批发零售业还存在着较大

的发展完善空间ꎮ 首先ꎬ发挥龙头商贸流通企业的

带动作用ꎮ 充分发挥大型商贸企业优势ꎬ以点带面ꎬ
实现批发零售业的全面发展ꎮ 其次ꎬ完善农村商贸

流通体系ꎮ 支持各类商贸企业在农村铺开营业网

点ꎬ改造和规范农村集贸市场ꎬ释放农村居民消费潜

力ꎮ 最后ꎬ加快发展电子商务及其他新型商贸企业

经营模式ꎮ 加快各产业园区及集聚区的电子商务平

台建设ꎬ在商贸流通领域内部实现信息化管理ꎻ发展

网上直销等经营模式ꎬ降低销售成本ꎬ进一步扩大企

业面向的市场范围ꎬ挖掘居民消费潜力ꎮ
(四)合理调控房地产业

对于普通居民而言ꎬ购房压力相对较大ꎮ 在大

多数居民的房产消费规划中ꎬ通常需要通过分期付

款或长期资金积累等方式才能实现购房需求ꎮ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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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ꎬ在这个过程中ꎬ居民则需要通过抑制自身其他消

费才能积累足够的购房资金ꎬ这显著影响到中低层

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ꎮ 因此ꎬ合理调控房地产业对

于释放居民消费需求极有必要ꎮ 首先ꎬ进一步推进

保障房和廉租房建设ꎮ 其次ꎬ坚决打击房地产投机

行为ꎬ防止房价虚高、促使房价降低ꎬ解放部分购房

储备资金ꎬ使其用于其他消费ꎮ
(五)重点发展新兴服务业

随着经济和科技的不断发展和进步ꎬ新兴服务

业开始成为新的增长极ꎮ 新兴服务业的发展可以培

育新的消费热点ꎬ拓宽居民消费的选择面ꎬ从而实现

增加居民消费的目标ꎮ 首先ꎬ政府应当成立专项推

进小组ꎬ制定各项优惠的财政金融政策ꎬ吸引更多的

资金进入新兴服务行业进行投资ꎬ支持重点企业提

升品牌形象ꎬ形成品牌竞争力ꎮ 其次ꎬ深化对外开

放ꎬ逐步引进相关行业龙头企业ꎬ带动区域服务业水

平迅速提升ꎬ促进各新兴服务行业迅速成长为新的

消费热点ꎬ进一步释放居民消费潜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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