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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

　　在目前财政预算压力大的情况下,对于政策扶持力度,应当有所侧重,如对农村社会基本

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在有限的财力下,应当有所侧重,集中力量提高其中一种保障制度的普

及面和保障系数,可比在相同的预算约束下同时增加两种保障制度能带来更多的效用。

试论低收入群体消费理念及政府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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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们对低收入群体的消费结构边际效用进行量化分

析后,我们发现,对于一个处于饥饿状态的人来说,消费一个

汉堡包可能并不能带给他任何饱腹的感觉,甚至由于第一个

汉堡包的刺激,他有了更强烈的欲求。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对

很多商品都是有基本需求的,在达到这个基本需求之前,少

量消费并不能带来多大满足。当他们享用美餐时,第一口带

来的效用通常不高(原因可能是他们觉得量太少,有和没有

差不多,或者他们还没有开胃),而第二、第三口给他们带来

更大的效用。生活中他们的消费行为并非完全不感性。他

们在向目标前进时,每多走一步,他们除了因为获得更多而

满足以外,还会因为距离自己的目标更近而感到额外满足。

他们甚至觉得离目标越近,每前进一步,满足感就越大。在

基本满足点之前,他们对于消费品仍然有着相当强烈的欲

求,从而使基本满足点之前增加的每一单位消费都比前一个

单位消费带来更大效用。在基本饱和点之后,由于总效用达

到了一定的满足程度,其消费行为就表现为一种“阶段性停

滞”的状态。

　　在现实生活中,许多低收入者更愿意也更多地参与博彩

活动,如购买彩票或六合彩。这是因为当一个人初始财富量

较少时,赌博的失败所造成的效用损失小于赌博成功所带来

的效用增加量,也就是说,当人们觉得持有的货币量少到一

定程度的时候,他们更愿意用仅有的货币去博得更多的货

币。当一个人最初拥有的财富量很少,少于他所期望的基本

要求的时候,他会因为赌博失败所造成的损失较小而更加愿

意参与赌博,而对于初始财富就已经等于或者超过 “基本

满足点”而尚未达到“基本饱和点”的人来说,收入减少带

来的效用损失与收入获得带来的效用增加量相等,他可能愿

意赌博也可能不愿意赌博。若财富的持有量已经大于“基

本饱和点”,他会因为赌博成功所获得的效用增加较小而更

不愿意参与赌博。

　　在现实生活中,低收入群体中大多数人都有自己的消费

目标,当他们知道自己离消费目标更近一步时,心理就会有

额外的喜悦或满足感。这种额外的效用并不来自于量的增

加,而源于质的改变。

试论低收入群体消费理念
及政府应对策略

■厦门大学金融系　徐 甪　吴晓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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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我国目前的经济状况而言:一边是经济处于高位运

行,据统计2005年,国内生产总值(GDP)182321亿元,按可比

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9.9%,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88604亿

元,比上年增长25.7%,全年工业增加值76190亿元,比上年

增长11.4%;另一边则是广大居民消费不足,居民消费指数

(CPI)增长仍保持在不高的水平上。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

收入分配中的矛盾突出,居民高低收入差距不断在加大。

鉴于上述情况,政府在决策时拟考虑以下几方面应对策略:

注意提高基本满足点以下的无差异水平

　　其作用就是保证消费不同篮子的两种商品时,获得的总

效用相同。对于低收入者而言,许多物质的消费都处于基本

需求以下,政府的财政补贴或政策扶持应足以提高低收入者

消费获得的总效用。如果政府的补贴措施放在非民生篮子

的商品的价格上,会给低收入消费者以这样错误的信息,使

他们认为,消费该补贴商品对他们有利,从而增加他们对该

补贴商品的消费,那么实际上这个政策将导致低收入者情况

更差。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补贴政策会得到相反的效果,即

政府花钱补贴,反而使补贴对象生活状况变差。因此,政府

应当对涉及民生篮子的商品及其要素市场如“医药、食品、

住房、交通、教育”进行适当的管制或价格补贴,才能使政

策充分发挥其应有的效用。如医疗,中国农村医疗保险覆盖

率仅为12%,而且其中多是商业保险而不是社会保险,“因病

致贫”在农村已经不是偶然现象,即使在经济较发达的江苏

省农村,在贫困户中“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的也占60%

以上。医疗费用的涨幅过快是导致看病难最主要的原因。在

养老方面,截至2005年,我国农村基本社会养老保险覆盖率

仅11%。由此可见,对于低收入者而言,当前的医疗保障和养

老保障都远远达不到基本的需要。

　　去年受中央多项惠农政策的拉动,农民收入大增,但却

没有拉旺农村消费,这是为什么？主要原因是大多数农民收

入低,而且农村金融市场贫血严重,农民只好把大部分的收

入留用于生产和投资,形成了“生产挤消费”现象。开封县

农调队以“假如你得倒100元钱准备干什么？”对90位农

民进行调查,结果显示:投资50－60元,消费20－30元,储

蓄20元左右。

　　而且去年以来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大幅上涨增加了农民

的生产成本,一些农民说,虽然国家减了“农业税”,但高价

买农资,多交了“工业税”,要比国家减免的钱多一倍。因此

在农民收入增加的同时,农民普遍对增收预期放低,而提高

支出预期。此外,由于农村医疗和养老等社会保障制度不健

全,加上教育和住房等刚性开支不断增加,尽管收入低,也不

得不储蓄,使许多潜在的需求无法转化成即期消费。因此,

我们认为政府在出台惠农政策的同时,还必须同时控制涉及

民生消费领域的上游能源商品如燃料、原材料、农资等价

格的过快上涨,并健全社会福利制度,以保低收入群体的既

得利益不受损害,这才是政府补贴措施和扶持政策的出发点

和落脚点。

努力增强低收入者的

自我发展能力扩大消费规模效应

　　一是改革收入分配制度,缩小贫富差距。对低收入群体,

坚持实行“多予少取”政策,增加其收入。即进一步改革个

人所得税法,减轻低收入者的税负;扩大公共财政覆盖范围,

建立和完善社会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教育保险

等各项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和完善政策性价格调整对低收入

群体的补助机制,如适时提高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补助标

准;进一步降低低收入群体对未来消费的支出预期,扩大即期

消费,提高他们的有效需求,使潜在消费转化为现实消费。

　　二是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按照现代公共财政的思路,在

保持国家财政存量支出基本不变的前提下,将财政支出新增

部分用于低收入群体较集中的农村发展和建设,以解决城乡

发展不平衡、区域发展不平衡、经济社会发展不同步问题。

三是实施免费培训工程,提高低收入群体的劳动技能或经营

能力,扩大就业面,开辟增收渠道,增加其提高收入的后劲,

拉动消费,达到经济社会协调、持续发展的目标。

　　三、在目前财政预算压力大的情况下,对于政策扶持力

度,应当有所侧重,如对农村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

在有限的财力下,应当有所侧重,集中力量提高其中一种保

障制度的普及面和保障系数,可比在相同的预算约束下同时

增加两种保障制度能带来更多的效用。同时,对于政策的实

施方面宜考虑一个先后的时间次序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