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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四地消费者信心指数的比较与启示

谢邦昌 魏瑾瑞 朱建平
*

在短期
,

按照主流的宏观经济理论
,

需求是影响经济的主要因素
。

凯恩斯强调拉动有效需求
,

其主要渠

道是通过财政政策
,

一方面减税拉动私人消费 ;另一方面
,

加大政府支出 (公共消费 )
。

而消费者信心是影响

消费行为的关键前置变量
。

目前在我国扩大内需调整经济结构的背景下
,

消费者信心指数的作用 日趋凸显
。

信心 (预期 )是可以自我实现的
,

即乐观的预期可 以带来乐观的结果
,

悲观的预期可 以加剧经济萧条
。

微观经济学研究的是稀缺资源有效配置
,

但从现代观点来看
,

它更象是一门行为科学
。

更恰当地说
,

人是经

济活动的主体
,

微观经济学就是研究人的经济行为的科学
。

经济学假定经济人 (
。g en t) 〔’〕都是理性的

,

而理

性人通常是根据预期来行动的
—

他需要对各种不确定性因素进行预测
,

进而最优化 自己的行为
。

比如
,

产权界定之所以重要
,

正是因为它界定了人们受损或受益 的权力
,

能使一个人形成他与别人进行交易时的

合理预期
,

从而减少交易成本
。

从宏观经济学的视角来考察
,

消费行为会影响消费需求及其结构变动
,

从而

作用于经济增长
。

作为一个先行指标
,

消费者信心指数对经济发展走向有很好的短期指示作用
,

可 以在一

定程度上反映消费者对经济环境的信心强弱
。

一
、

消费者信心指数概要

消费者信心指数 (C
o n s u m e r C o n fi d e n e e In d e x ,

CC I)
,

也称为消费者情绪指数 (In d e x 。f e o n s u m e : Se n ti
-

m e n t
,

ICS )
,

最初由美国密西根大学调研中心 SR C (Su rv ey R e s e a rc h Ce n te r
)于 2 0 世纪 4 0 年代首先提出

,

其初

衷是为了研究消费需求对经济周期的影响
。

CCI 由消费者满意指数 (I
n d e x o f Cu

rre
n t E e o n o m ie s Co n d itio 。

,

xe e ) [’〕和消费者预期指数 (I
n d e x o f e o n su m e r E x p e e ta tio n ,

IeE )构成
,

前者权重一般为 4 0 %
,

反映消费者对当

前各种经济状况的感受
,

后者权重一般为 60 %
,

反映消费者对未来收人和经济走势的判断「’」
。

与密西根大

学 SR C 消费者信心不同的是欧盟消费者信心指数仅指消费者预期指数
,

并不包含消费者满意度指数
。

一般而言
,

CCI 的取值在 0 一 2 00 之间
,

以 100 为中立水平
,

如果得分大于 100
,

表明多数人对经济发展形

势持乐观看法
,

指数越高说明持乐观看法的人数比例越高
,

也就是说消费者信心越强
。

对消费者信心的调查通常采用问卷调查法
,

其中
,

IC C 和 IC E 分别由一些二级指标构成
,

包括经济发展

形势
、

家庭收人
、

消费支出
、

就业状况等方面
,

每一方面由两类问题构成
,

对现状的看法和对未来 (半年或一

年 )的预期
。

但是考虑到 民风不同
,

两岸四地的问卷与调查项目略有差异 (详见下表 1
、

2 所列 )
。

不过为 了

让比较的基准更为准确
,

在每一季进行有关两岸 四地之消费者信心指数的部份
,

台湾方面的指标也经过调

整与更新计算方式
,

同时采用加权的方式 (指数计算同样将目前状况占四成比重
,

而未来三个月的状况六成

比重来进行加权 )
。

但实际上
,

与其他指标相似
,

消费者信心指数仍应 以长期的趋势比较来做经济发展之判

断
,

而非以单次的调查数据做比较
,

才能更加准确
。

中国国家统计局景气监测中心于 1997 年 12 月开始编制中国消费者信心指数 ; 台湾地区始于 20 00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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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 2 0 08 开始编制本地区的消费者信心指数
。

2 0 02 年北京在省市一级率先

建立了消费者信心指数调查制度 ;上海财经大学 2 007 年开始编制上海消费者信心指数 ; 2 0 09 年海峡两岸四

地开始共同发布消费者信心指数〔4 〕
,

该指数由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 主办
,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统计学院
、

中央财经大学统计学院
、

香港城市大学管理科学系及统计咨询中心
、

澳门科技大学可持续发展研

究所
、

台湾辅仁大学统计资讯系联合协办 ; 同年
,

海西消费者信心指数 [’〕也由厦门大学经济学院计划统计

系
、

台湾辅仁大学统计资讯系和北京商智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联合调查推出
。

表 1 两岸四地消费者信心指数问项内容之比较

议议议
经济济 就业业 物价价 家庭庭 股票票 耐用性性 房产产 其它它

状状状况况 状况况 水平平 经济济 投资资 货品品 指数数数

大大陆陆 OOO OOO OOO OOO OOO XXX OOO 家庭收人
、

家庭储蓄
、

房价走走

势势势势势势势势势势
、

社会保险险

香香港港 OOO OOO OOO OOO OOO XXX OOOOO

台台湾湾 OOO OOO OOO OOO OOO OOO XXXXX

澳澳门门 OOO OOO OOO OOO OOO OOO OOO 汽车指数数

共同点

表 2 两岸四地消费者信心指数调查方式之比较

不同点

大陆
、

香港
、

澳门
、

台湾

CCI 分值意义

总指数等权计算

台湾以一个问题计算一个分指数
,

而其它地区以现时及将来 (两条问题 )加权计算 ;

总指数中
:

内地
、

香港
、

澳门以 目前 0
.

4
,

未来 0
.

6 进行加权计算
,

台湾未问当前项
。

二
、

消费者信心指数的经济含义

萨伊定律的观点是
,

供给可 以自动创造需求
,

在这种情况下
,

市场总是出清的
,

政府 自然也无需干涉
。

而凯恩斯经济学的逻辑恰好相反
,

他认为市场在短期并没有出清
,

因而需要政府干孜 以拉动
“

有效需求
” 。

事实上
,

市场机制并不担心会出现需求超过供给(D > s) 这种现象
,

它唯一担心的是
,

D < S
,

即有效需求不足

(有钱不花或没钱花 )
,

或者相对的
,

生产相对过剩(马克思所谓的经济危机的根源 )[
‘〕

。

也就是说
,

供求矛盾

的严重性主要在于后者
。

尽管凯恩斯之后有来 自内部的争论 (新古典综合学派与新剑桥学派 )和外部的冲

击(供给学派和货币主义
,

以及基于货币主义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 )
,

但以下结论得到基本一致的肯定
:

短期中
,

总需求一星竺一物品与劳务的产量

相对来讲
,

外需的不确定性要大一些
,

而内需才是根本
。

其中
,

内需包括投资和消费两个大的方面
,

正

在发展中的国家可能更多仰赖于投资的驱动
,

而成熟的发达国家的消费占比则比较高
。

譬如在美国
,

消费

者支出占经济总值的三分之二
,

所以可作为判读消费者支出意愿趋向的消费者信心指数倍受经济学家重

视
。

消费者信心指数反映了消费者对经济前景的展望
,

在成熟的发达国家
,

消费者信心指数是预测短期经

济波动的重要参考指标
。

消费者信心指数显示 2 0 ro 上半年 OE CD 国家的经济复苏步调放缓
。

20 03 年至 2 0 07 年我国经济快速发展
,

但内需与外需失衡
,

以及内需中的投资与消费失衡的现象已经引

起各界广泛关注
。

国家统计局姚景源 (20 10) 分析认为
,

当前的经济增长
,

90 % 以上靠投资拉动
,

而投资中又

主要依靠政府投资
,

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不足
。

另一方面
,

产能过剩 (产能利用率低 )的判读也支撑了需求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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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的观点
。

需求不足的最重要的表现就是产能过剩
。

事实上
,

自 1998 年以来
,

需求不足就已经开始被广泛

热议了
,

然而这么多年来需求不足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善
。

当时产能过剩并没有十分明显
,

其中一

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外贸比较好
,

过剩产能通过外需渠道被消化了
。

而这次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最重

要表现就是外需的大幅度波动
,

所以
,

产能过剩问题凸显
。

下图显示了我国消费者信心指数与经济增长之

间的紧密关系
。

G D P
、

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是三个主要的宏观经济变量
,

其中
,

CCI 与 G D P 的关系由图可鉴 ;有学者考察

了 CCI对 CPI 变动的预警 ; 消费者对就业状况是非常敏感的
,

而失业率属于落后指标
,

企业为求 自保
,

以裁员

来降低人事成本
,

于是原本有工作的人因此失业
,

所以
,

失业问题通常在企业生存不易之后才会明显反映出

升高的趋势
,

但是就业信心则参杂民众对于就业市场的信心与态度
。

消费者信心指数作为一个先行指标
,

对经济前景预测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

图 1 大陆消费者信心指数与经济周期的共变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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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O p 同比增长率

数据来源
:

清华金融研究数据库
,

其中
,

CCI 为月度数据的平均
,

G D P为季度数据

三
、

台湾消费信心指数调查内容及两岸四地的比较

台湾最早 ( 自 1 9 8 7 年起 ) 由《工商时报》以邮寄方式按月举办
“

消费者信心调查
” ,

直到 1 995 年因故停

办
。

这期间
, “

行政院主计处
”

因业务需要于 1993 年起以邮寄方式按季举办
。

由于邮寄问卷调查回收率偏

低
、

统计时效性差
, “

行政院主计处
”

于 1 9 9 7 年开始采用
“

计算机辅助 电话调查系统
”

( C
o m Pu te r As sis ted Te l

-

e pho n e In te rv ie w i n g Syste m
,

CA TI )
,

直到 2 0 0 0 年 10 月
,

因调查受非经济因素干扰甚大
,

不够客观
,

故转由东

森民调中心和辅仁大学依据主计处的调查设计承接
,

并改季度调查为月度调查
。

表 3 邮寄调查与电话调查基本问项的比较

由。寄调查阶段问项 { 电话调查阶段问项

最近家庭财务状况

未来六个月家庭财务状况

未来六个月国内就业环境

未来六个月国内经济景气

购买耐久性家庭设备时机

未来半年国内物价水平

未来半年家庭财务状况

未来半年国内就业环境

未来半年国内经济景气

未来半年投资股票时机

未来半年购买耐久性财货时机



邮寄调查与电话调查不仅在调查方法上有异同之处
,

而且问项内容和指数的计算也不尽相同
。

比如在

邮寄调查中
,

问项尚询问最近家庭财务状况
,

而电话调查则都只询问未来半年的情形
,

且多加了
“

未来半年

物价水平
” 、 “

未来半年投资股票时机
”

两个问项
。

另外
,

邮寄调查以指数方式计算消费者动 向
,

以起始年

(199 2 )为 10 仇 电话调查的消费者动向则视各问项的性质而给予不同权数
。

因此两套数列因包含的内容和

计算方法不同
,

不能直接拿来做比较
。

如前文所述
,

各地区调查问卷
、

本土文化及社会情况不尽相同
,

然而信心指数反映当地居民对当前及未

来经济建设以及家庭等情况的信心
,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

对大陆及台港澳地区的消费者信心指数的比较

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

与 2 01 0 年一季度相 比
,

大陆
、

香港
、

澳门以及台湾等地区的消费信心指数在第二季度环比下降
,

分别降

低 2
.

5
、

1
.

7
、

1
.

8 和 1
.

4
。

同比 2 009 年第二季度
,

大陆消费者信心指数降低 9
.

3
,

但仍为 四地最高 ;香港和澳

门信心指数分别降低 1
.

1 和 0
.

2; 台湾则大幅提高 15
.

7
。

从最近一年消费者信心指数的走势来看(详见附

录 )
,

随着全球经济形势的好转
,

大陆
、

香港和澳门消费者信心指数震荡企稳
,

台湾消费者信心指数则 由低位

回升
。

但从消费者信心的各项分指数来看
,

物价
、

投资等方面仍值得进一步关注
。

表 4 大陆消费者信心指数

___ _ 2(X) 9 年 20() 9 年 2 00 9 年 2 009 年 20 10 年 2 0 10 年年
项项 目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度

经经济发展 1 1 5
.

9 119
.

7 124 12 5
.

5 12 1
.

9 1 17
.

000

就就业 9 1
.

6 9 2
.

9 99
.

3 97
.

8 96
.

9 94
.

222

物物价 9 8
.

2 88
.

1 80
.

4 6 8
.

8 70
.

5 7 6
.

444

生生活 12 2
.

7 124
.

5 12 3
.

9 12 2
.

4 119
.

3 1 16
.

999

购购房 82
.

3 80
.

7 7 8
.

5 6 8
.

2 62
.

9 6 9
.

000

投投资 87
.

3 88
.

9 85
.

2 87
.

0 82
.

6 6 5
.

111

总总指数 99
.

7 99
.

1 9 8
.

6 9 5
.

0 9 2
.

3 89
.

888

数据来源
:

大陆及台港澳地区消费者信心指数调查

表 5 香港消费者信心指数

___ _ 20 09 年 200 9 年 20 09 年 200 9 年 2 0 1 0 年 20 1 0 年年
坝坝 目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 四季度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度

经经济发展 65
.

4 85
.

1 99
.

4 10 2
.

3 10 2
.

9 9 8
.

000

就就业 56
.

5 74
.

8 88
.

9 97
.

7 9 9
.

1 9 1
.

000

物物价 83
.

6 81
.

9 7 6
.

2 67
.

3 66
.

8 65
.

222

生生活 104
.

3 10 6
.

4 109
.

2 1 07
.

9 10 8
.

4 1 09
.

444

购购房 84
.

6 88
.

2 75
.

5 66
.

3 58
.

1 90
.

888

投投资 7 8
.

1 88
.

3 92
.

7 88
.

9 93
.

0 63
.

444

总总指数 7 8
.

8 87
.

5 90
.

3 88
.

4 88
.

1 8 6
.

444

数据来源
:

大陆及台港澳地区消费者信心指数调查

表 6 澳门消费者信心指数

项项 目
.

200 9
主

.

叩0

哆 叩0

吵 叩09 多
.

叩1

哆 叩ro 主主
第第一李度 第二李度 第三李度 第四李度 弟一李度 第二李度度

经经济发展 7 7
.

5 92
.

9 11 1
.

4 1 1 6
.

6 110
.

1 10 7
.

111

就就业 68
.

3 75
.

5 9 5
.

7 10 4
.

0 97
.

3 9 3
.

444

物物价 77
.

6 73
.

4 7 2
.

0 6 3
.

8 60
.

1 5 4
.

222

生生活 97
.

3 97
.

3 1 00
.

9 10 1
.

4 95
.

7 94
.

8



续表

___ _ 20() 9 年 20 09 年 2 009 年 2 0 0 9 年 20 10 年 2 0 10 年年
坝坝目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度

购购房 59
.

6 6 1
.

6 4 9
.

7 44
.

4 3 7
.

5 8 8
.

888

投投资 72
.

1 86
.

4 9 2
.

8 9 1
.

2 9 5
.

9 47
.

888

总总指数 75
.

4 8 1
.

2 8 7
.

1 86
.

9 82
.

8 8 1
.

000

数据来源
:

大陆及台港澳地区消费者信心指数调查

表 7 台湾消费者信心指数

___ _ 200 9 年 2 0 0 9 年 20() 9 年 2 0 0 9 年 2 0 10 年 20 10 年年
项项 目

.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度

经经济发展 45
.

5 5 1
.

6 5 4
.

9 5 7
.

1 59
.

9 6 0
.

333

就就业 40
.

2 4 1
.

4 4 0
.

2 4 3
.

6 4 8
.

3 4 9
.

888

物物价 35
.

8 38
.

7 39
.

3 3 8
.

3 47
.

7 4 7
.

333

生生活 4 6
.

7 5 3
.

5 5 6
.

4 5 8
.

4 60
.

8 6 1
.

777

购购房 82
.

1 87
.

0 8 7
.

9 9 7
.

8 10 0
.

7 107
.

777

投投资 5 3
.

6 57
.

5 8 8
.

5 104
.

6 11 5
.

6 85
.

888

总总指数 50
.

6 5 5
.

0 6 1
.

2 66
.

6 7 2
.

1 70
.

777

数据来源
:

大陆及台港澳地区消费者信心指数调查

考虑到海峡西岸经济区〔7 」在海峡两岸重要的纽带关系
,

故将海峡西岸经济区和厦门的消费信心指数纳

人一同比较是有益的
。

2 01 0 年第二季度
,

大陆
、

香港
、

澳门
、

台湾
、

海峡西岸经济区和厦 门的消费者信心指数

分别为 8 9
.

8
、

8 6
.

4
、

7 9
.

3
、

8 1
.

0
、

10 4
.

5 9 和 10 4
.

5 8
。

如下 图所示
,

2 0 10 年第二季度
,

海西和厦门消费信心总指

数最高
,

台湾最低 ;在本地经济状况以及生活状况方面
,

海西和厦门消费者与大陆消费者信心指数值得分接

近
,

高于香港
、

澳门和台湾
,

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
,

内地居 民对经济的发展较为有信心 ;海西和厦门消费者对

于未来半年内的就业状况以及物价水平的乐观程度均高于大陆
、

香港
、

澳门以及台湾 ; 而在购买住宅方面
,

海西和厦门消费者与台湾消费者的信心接近
,

高于大陆
、

香港和澳门 ;但在金融投资方面
,

大陆消费者相对

于香港
、

澳门和台湾来说更为谨慎保守
,

台湾地区金融投资信心指数最高
。

图 2 20 10 年二季度海峡大陆及台港澳地区及海峡西岸经济区消费信心指数比较

数据来源
:

厦门大学数据挖掘研究中心课题组



四
、

小结

消费是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
,

因而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短期经济景气变动的影响较大
。

事实上
,

消费者

信心指数与三个关键的宏观经济变量 G D P
、

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都有十分密切的关系
,

并且作为一个构成

经济景气指数的先行指标
,

无论在任何国家或地区
,

它都是值得特别关注 的
。

台湾地区历史数据显示
,

电话调查结果与当期实 际民间消费年增率非常吻合
,

但不是与未来半年的经

济状况接近
。

即
,

虽然问项是未来半年的经济状况
,

但受访者似乎还是以当时的感受来 回答
。

所以
,

消费者

信心指数可以作为企业经营企划策略和政府财政政策在短期的参考和依据
,

而在长期的作用需要进一步评

估
。

或者换言之
,

如何区分消费者信心指数是对当前还是未来经济状况的指示需要进一步辨识
。

正如前文所述
,

消费者信心指数亦称
“

消费者情绪指数
” ,

是对消费者的主观感受的问卷调查
,

因而受消

费者的情绪影响较大
,

在经济状况突然发生急剧变化时
,

很容易出现异常或误导
。

此外
,

消费者对物价的感

受或许也需要做分类处理
,

以便更准确反映现实状况
。

事实上
,

在众多的环境因素中
,

以劳动市场状况与股

市表现对消费者信心指数的影响力最深
,

消费者对两者都有较敏感的反应
。

但随着人 口 老龄化的加剧
,

人

们对于所拥有的资产与退休金重视的程度也将逐渐增加
。

因此
,

未来人们关注 的重点
,

可能会从劳动市场

所得的不确定性移转至其资产未来报酬的不确定性
。

由于人们提高其对资产未来报酬不确定的关注
,

将使

人们在退休之前增加预防性储蓄
。

因此
,

人们对于健康
、

寿命
、

退休金等方面的预期在影响消费行为上将扮

演愈来愈重要的角色
,

建议增加有关这些方面的问项
。

注释
:

【1」经济人是发生经济活动的社会基本单位
,

他可以是一个个人
、

一个家庭
、

一个集团或者一个组织
,

具有独立的决策机

构或中心
,

这个机构或中心决定和指挥着它的一切经济活动
。

经济人概念的关键
,

在于经济人能够独立决策
。

[ 2 」符国群 (20 04 )介绍了美国消费者满意指数的相关原理与方法
,

但该指数通过建立 A Csl 模型主要测量的是消费者对

某种产品 (或品牌 )的整体满意感
,

是从质的方面对产出的一种估计
。

【3] 相对于此
,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来看
,

似乎分配给当前的权重比 40 % 稍多一些
。

【4 〕海峡两岸四地消费者信心指数编制的主要特点有
:

(l) 与国际惯例接轨
,

保证指数的科学性和可比性 ; (2) 充分考虑

两岸四地各自的特点
,

保证数据可互换并提供相互支持 ; (3) 做到科学研究与实际测算相结合
,

由高等院校独立进行编制
,

保

证数据的公正性和客观性
,

(4 )保证两岸四地消费者信心指数的开放性和可持续性
。

〔5 1与国家饰计局的调查不同的是海西消费者信心指数调查更加全面
,

内容涉及了物价水平
、

经济景气
、

生活状况
、

就业
、

耐用品购买
、

海西建设信心
、

房地产
、

旅游
、

金融投资等方面
,

参考欧盟消费者信心指数
,

仅编制消费者预期指数
,

并不调查消

费者满意度指数
。

调查采用雅典娜电话调查系统 (Ai hen aC A TI )以电脑随机抽样的方式对海峡西岸经济区 20 岁以上居民进

行调查
,

调查范围是海西 23 个城市
。

仁6] 我们知道
,

在非凯恩斯主义经济波动理论中也有类似的争论模式
,

比如(l) 消费不足论 (德尔宾 )认为
,

消费不足即储

蓄太多
,

一方面减少了需求
,

另一方面增加了供给 (更多投资带来更多的商品 )
,

于是 S > D
。

(2) 投资过度论 (哈勃勒
,

19 37
,

《繁荣与萧条))) 认为
,

经济繁荣的时候
,

资本品的增长 > 消费品 ;经济衰退的时候
,

资本品的减少 > 消费品
。

所以
,

资本品投资

导致了经济波动
。

这两种观点其实讨论的就是投资与消费的不和谐
,

投资 > 消费
。

[ 7] 海峡西岸经济区
,

简称
“

海西
” ,

是指台湾海峡西岸
,

以福建为主体包括周边地区
,

南北与珠三角
、

长三角两个经济区衔

接
,

东与台湾岛
、

西与江西的广大内陆腹地贯通
,

具有对台工作
、

统一祖国
,

并进一步带动全国经济走向世界的特点和独特优

势的地域经济综合体
。

它是一个涵盖经济
、

政治
、

文化
、

社会等各个领域的综合性概念
,

总的目标任务是
“

对外开放
、

协调发

展
、

全面繁荣
” ,

基本要求是经济一体化
、

投资贸易自由化
、

宏观政策统一化
、

产业高级化
、

区域城镇化
、

社会文明化
。

截止目前

海峡西岸经济区扩张
,

包括福建周边的浙江温州
、

丽水
、

街州
、

金华
、

台州 ; 江西上饶
、

鹰潭
、

抚州
、

赣州 ; 广东梅州
、

潮州
、

汕头
、

汕尾
、

揭阳以及福建福州
、

厦门
、

泉州
、

漳州
、

龙岩
、

莆田
、

三明
、

南平
、

宁德共计 23 市
。

(责任编辑 胡石青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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