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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消费对于经济的增长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对合肥市２０１１—２０１７年商品房销售均价、高中低收入群体居

民年人均收入、消费性支出以及消费支出的构成数据进行了回归分析,得出结论:合肥市房价上涨并未对

居民消费支出产生明显的挤出效应,但是对低收入者没有明显财富效应;从消费结构上看,合肥市房价的

上涨抑制了中低收入群体的经常性消费和服务性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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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消费、投资、出口是经济增长的三大支柱,而其中

消费在经济的拉动上面起着更为显著的作用.据中

国人民银行公布的２０１７年第二季度全国５０个城市

城镇储户问卷调查报告显示:４２．３％的居民倾向于

“更多储蓄”,３３．９％的居民倾向于“更多投资”,而只

有２３．８％的居民倾向于“更多消费”.仍有５２．２％的

居民认为目前房价“高,难以接受”.由此可见,房地

产价格的上涨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我国居民消

费性支出[１].这对于一国经济的增长是十分不利的.
因此,房地产价格波动对居民消费支出影响的研究具

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由于中国经济发展和房地

产市场发展的不均衡,各地房价的波动以及居民的收

入存在很大的差异,所以本文仅针对合肥市的情况来

研究房价上涨对该地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
二、房地产价格波动与居民消费支出的关系

目前,理论界有关房地产价格波动和居民消费的

关系主要有以下两种观点.
(一)房地产价格上涨的财富效应

房地产价格的上涨使拥有房地产的消费者财富

得到了增加,从而使这部分消费者对未来经济的预期

得到了提升,进而增加了他们的消费意愿.所以对于

房产持有者而言,房地产价格的上涨能够增加他们的

整体财富水平.我国自１９９８年开始进行住房制度的

改革,取消了实物分房,在这之后,房地产市场发展迅

速,房产在部分家庭的财富组成中居于首要位置,在
房价大幅上涨的背景下,对这部分家庭就产生了财富

效应[２].
(二)房地产价格上涨的挤出效应

又称为负财富效应.房地产价格的上涨有利于

房产持有者财富的增加,但是对于不拥有房产的消费

者而言,房地产价格的上涨会提高其房屋租赁价格及

其他方面的开支,使其生活成本提高,该类消费者只

能缩减其他方面的消费,这就是对原有消费的挤出效

应.近十年我国城市房价出现了快速上涨,超出了很

多普通城镇居民家庭的承受能力,很多家庭买房租房

难度都大幅度上升,这对于城镇居民家庭的消费性支

出起到了严重的制约作用[３].
三、合肥市房价上涨对不同收入等级居民总体消

费支出影响

(一)建立模型

１．选取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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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取了２０１１－２０１７年合肥市商品房交易均

价、不同收入等级居民年人均收入以及年人均消费性

支出,运用excel进行回归分析.具体数据见表１、
表２.

表１　２０１１－２０１７年合肥市商品房交易均价

年度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商品房交易均价(元/平方米) ６２１９ ６４９８ ７９７５ ７７３６ ８５９０ １１２７２ １４６３１

　　资料来源:安居客网.

表２　２０１１－２０１７年合肥市不同收入等级居民年人均平均收入、消费性支出 元

年度
低收入居民

平均收入 消费性支出

中等收入居民

平均收入 消费性支出

高收入居民

平均收入 消费性支出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１

１９４５２
１９２４８
１８０８０
１５９３５
１４０７４
１６４５５
１５５１３

１４５１２
１４４２０
１３５１６
１１９１０
１３７６４
１１３０７
１０２９１

３６８７６
３５７０９
３２０９０
２９６７３
２６１７１
２４８１７
２１９２０

２８９２１
２７８２６
１７９７０
１６３４２
１９５６８
１７２３８
１５７９５

７４５２０
７１８２８
６２９００
６１００７
６６３６４
６１６７４
５６８５２

４６３０８
４５５０２
３１２８４
３０８５６
３３２５０
３１７１６
２９５３６

　　资料来源:合肥统计信息网.

　　２．建立模型

合肥市商品房销售均价与居民年人均收入、年消

费性支出的关系可以用线性回归模型来反映[４].商

品房销售均价用T 表示,居民年消费性支出用Y 表

示,城镇居民年人均收入用X 表示.由此,商品房销

售均价与人均年消费性支出的关系模型就是:Y ＝
C(１)＋C(２)T ;商品房销售均价与年人均收入的关

系模型就是:T＝C(１)＋C(２)X .
根据模型我们提出以下两种假设:
假设一:商品房销售均价与居民人均年消费性支

出的关系如果是负相关,说明房地产价格的上涨对居

民消费有挤出效应,反之则没有.
假设二:商品房销售均价与居民年人均收入的关

系如果是正相关,说明房地产价格上涨给城镇居民家

庭带来了财富效应,反之则没有.
(二)合肥市房价上涨对不同收入等级居民消费

支出的影响

１．对低收入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

通过 计 算 得 到,回 归 方 程 是 Y ＝６４１２．５＋
０．７５８T ,相关系数R 等于０．８５４２,二者相关性较强,
说明合肥市房价上涨对于低收入消费者的消费并没

有抑制作用;商品房销售均价与低收入居民年人均收

入的回归方程T＝－３５９４．２＋０．６８４X ,相关系数R
等于０．３５４６,二者相关性较弱,说明合肥市房价的上

涨并没有增加低收入居民对于未来财富的预期.

２．对中等收入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

通过计算得到商品房销售均价与中等收入居民

人均年消费性支出的回归方程是Y ＝１０４２．４＋
２．３６T ,相关系数R 等于０．８２５２,二者相关性较强,
说明合肥市房价上涨对于中等收入消费者的消费并

没有发生抑制作用;商品房销售均价与中等收入居民

年人均收入的回归方程T＝－１４７６．８＋０．０４６２X ,
相关系数R 等于０．８５７６,二者相关性也较强,说明合

肥市房价的上涨增加了中等收入居民对于未来财富

的预期.

３．对高收入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

通过计算得到商品房销售均价与高收入居民人

均年消 费 性 支 出 的 回 归 方 程 是 Y ＝１２４６８．５＋
２．８６T ,相关系数R 等于０．７２２５,二者相关性较强,
说明合肥房价上涨对于高收入消费者的消费并没有

发生抑制作用;商品房销售均价与高收入居民年人均

收入的回归方程T＝－１４５６．３＋０．０２９２X ,相关系

数R 等于０．７７５８,二者相关性也较强,说明合肥市房

价的上涨增加了高收入居民对于未来财富的预期.
以上我们看出合肥市房价上涨对居民的总体消

费支出没有产生挤出效应,增加了中等以及高收入群

体的财富预期,但是没有增加低收入群体的财富

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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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合肥市房价上涨对不同收入群体消费支出结

构的影响

虽然从总体上而言合肥市房价的上涨并没有对

城镇居民的消费支出产生抑制作用,但是从消费的构

成上来看就未必如此.我们可以把城镇居民的消费

分为居住性消费、经常性消费(主要包括食品、衣着、
生活用品及服务等)、服务性消费(主要包括医疗保

健、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服务等)[５],分别用Y１、

Y２、Y３来表示,与商品房销售均价T 建立回归方程

分别是:

Y１＝C(１)＋C(２)T
Y２＝C(１)＋C(２)T

Y３＝C(１)＋C(２)T.
选取样本数据见表１、表３.

表３　２０１１－２０１７合肥市不同收入等级居民年人均各类消费支出 元

年度

低收入居民

居住性

消费

经常性

消费

服务性

消费

中等收入居民

居住性

消费

经常性

消费

服务性

消费

高收入居民

居住性

消费

经常性

消费

服务性

消费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６８６
８１６

１２９０
１７４８
３１４４
３０８０
３２１２

５９３０
６５９４
８２５３
８８６４
６１６２
６２０１
６３７６

５００６
３５９０
３９１３
４１１２
３７５８
５００６
５１２６

１３０８
２０８５
１７１５
３０２５
４１５８
５０４３
５２４７

８９３２
９０５１
１０１８２
１１０２３
８４９６
９６７５
１０４５８

４９３２
５２５３
７０９７
７１１２
５４６１
５６８４
６１２３

３０８４
２８１４
４９６２
５９８６
７３３４
７５５５
７９３５

１４３６３
１４５９０
１４３７７
１４２６７
１３８５５
１４７３３
１５０４８

１０４３６
１２５８８
１１２８３
１０７８９
９７４２
１０２１９
１１４２６

　　资料来源:合肥统计信息网.

　　(一)房地产价格上涨对居住性消费支出的影响

经过计算得到,商品房销售均价与低收入居民人

均年居住性消费支出相关系数R 等于０．６７７５,相关

性较强,说明合肥市房价上涨对低收入居民人均年居

住性消费支出没有抑制作用;商品房销售均价与中等

收入居民人均年居住性消费支出相关系数R 等于

０．７４３８,相关性较强,说明合肥市房价上涨对中等收

入居民人均年居住性消费支出也没有抑制作用;商品

房销售均价与高收入居民人均年居住性消费支出相

关系数R 等于０．７０１２,相关性较强,说明合肥市房价

上涨对高收入居民人均年居住性消费支出也没有抑

制作用.
(二)房地产价格上涨对经常性消费支出的影响

经过计算得到,商品房销售均价与低收入居民人

均年经常性消费支出相关系数R 等于－０．２５２６,二
者有负相关性,说明合肥市房价上涨对低收入居民人

均年经常性消费支出存在抑制作用;商品房销售均价

与中等收入居民人均年经常性消费支出相关系数R
等于－０．２４６２,二者也有负相关性,说明合肥市房价

上涨对中等收入居民人均年经常性消费支出起到了

一定的抑制作用;商品房销售均价与高收入居民人均

年经常性消费支出相关系数R 等于０．２２３２,相关性

较弱,说明合肥市房价上涨对高收入居民人均年经常

性消费支出没有太大的抑制作用.
(三)房地产价格上涨对服务性消费支出的影响

经过计算得到,商品房销售均价与低收入居民人

均年服务性消费支出相关系数R 等于－０．１２６６,二
者有负相关性,说明合肥市房价上涨对低收入居民人

均年服务性消费支出存在抑制作用;商品房销售均价

与中等收入居民人均年服务性消费支出相关系数R
等于－０．２３５２,二者也有负相关性,说明合肥市房价

上涨对中等收入居民人均年服务性消费支出起到了

一定的抑制作用;商品房销售均价与高收入居民人均

年服务性消费支出相关系数R 等于０．２４２６,相关性

较弱,说明合肥市房价上涨对高收入居民人均年服务

性消费支出没有太大的抑制作用.
综上所述,合肥市房地产价格上涨虽然没有抑制

居住性消费,但是抑制了中低收入居民的经常性消费

和服务性消费.由此对于消费支出结构的区分研究

就是有必要的.
五、结语

从总体上来看,合肥市房价上涨并未对居民消费

支出产生明显的挤出效应,但是对低收入者没有明显

财富效应.从消费结构上看,合肥市房价的上涨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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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中低收入群体的经常性消费和服务性消费.对于

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来说,一方面要完善住房保障制

度,另一方面房价的调控也是长期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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