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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
燕生表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经历过
3 个消费升级阶段：第一阶段是改革开放
初期，人们主要任务是吃饱穿暖，因此恩
格尔系数非常重要；第二阶段是本世纪初
期，中国人开始买车买房，进入消费升级
过程。近年来进入第三阶段，中国人开始
希望满足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如教育、旅
游、休闲、绿色生活等，这不是恩格尔系
数所能衡量的了。

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撰文
指出，在假定汇率不变、物价上涨率年均
1%及高收入门槛线上升背景下，中国最早
将在2023年可以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最
晚也应不会晚于2030年跨过高收入门槛。

随着消费不断升级，中国人的生活水
平如何考察？多数专家认为，需要根据不
同区域的客观情况，将人均可支配收入、
人均居住面积等指标，与恩格尔系数、基
尼指数等数据结合起来评价。除了经济指
标，还要关注居民的社会、文化需求是否
得到满足，关注人们实际生活中的“获得
感”。比如，如何降低中国居民消费结构
中占重要地位的教育、住房等被迫性支
出。

也就是说，只有当人人享有更好的教
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
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
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
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我们或许才能

说，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得到了满足。
而人们消费需求的最终实现，需要立

足于进一步深化改革，提升居民收入，继
续降低恩格尔系数。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应用经济学系
教授陈玉宇认为，随着中国进入高质量增
长阶段，市场力量作用更加彰显，政府治
理能力迅速提升，居民福利将获得更广泛
增长。他分析说，制造业已奠定基础、服
务业将进入快速发展阶段，由此会创造更
多就业机会和效率提升。同时新的人口红
利正在显现，未来 10年中国将出现 1亿受
过高等教育的年轻劳动力。“只要继续不
断奋斗，中国人收入会进一步增加，消费
会进一步升级，并迎来质变。”

恩格尔系数，说的是食物消费支出占
消费总支出的比重，被认为是对一个家庭或
国家富裕程度直观简洁的度量。简而言之，
一个国家或家庭生活越贫困，恩格尔系数就
越大；生活越富裕，恩格尔系数就越小。

3月底，国家发改委组织编写的《2017年
中国居民消费发展报告》显示，2017 年全国
居民恩格尔系数为29.39%，首次低于30%。

我们该如何理解这一抽象数字变化背
后的含义？在这里，与读者分享三段关于

“吃”的记忆。
第一个是关于“饭不能剩”的故事。

我是一个“90后”，小时候并没有吃不饱饭
的记忆，但却对“饭不能剩”的律令印象
深刻。如果不把碗里的饭吃完，家里的老
人往往会追忆往昔的峥嵘岁月，讲述他们
小时候与自己兄弟姐妹争抢食物、争舔碗
沿的故事。小时候，主动把饭菜倒掉是极
其少见的事情，即便饭做多了，一家人也
总会想尽办法把剩余的饭菜各自“分摊”

“承包”吃完。对于年幼的我来说，这一度
是一个沉重的包袱，直到有一天，家中更
为年轻的成员提出“吃多了也会生病，治
病的开销够吃好几顿饭”“饭不能剩”的律
令才有所松动。

第二个是关于“考好了带你去吃麦当
劳”的故事。“考好了带你去吃麦当劳”，
这是我辈同龄人的集体记忆之一。今天已
稀松平常的快餐店，在我小时候却是顶级

“奢侈”的消费场所。那时候，人们评判一
个城市的发达程度，常常与这个城市的

“洋快餐店”数量挂钩。天天吃汉堡，既是
顽劣孩童幼稚的梦，也是当时普通工薪家
庭不可能承受的开支。可如今你要是在电
话里告诉爸妈自己刚吃过汉堡，老人家会
反问：“哎哟，那怎么能算正经饭呢？”

第三个是关于“不知道吃什么”的故
事。在互联网经济与外卖行业发展火爆的
当下，这是一个常常困扰普通中国青年人
的问题。这种困扰背后有两个前提：首
先，对于年轻人来说，“吃”是一件不愿意
花费太多心思的事情；其次，对于年轻人
来说，外卖店铺遍地开花，“吃”的选择实
在是太多了。过去，我的脑海中天下美味
的代表形象是炸鸡腿，可今天，素食却成
了许多吾辈同龄人的最爱。

这三段关于“吃”的记忆，直观地勾
勒出中国恩格尔系数变化的背后含义。那
就是，一方面，中国人的生活越来越富
裕，饮食消费结构不断升级，从温饱型消
费向享受型消费转变；另一方面，在不断
消费升级的基础上，“吃”对于中国老百姓
来说越来越“不算个事儿”。越来越容易吃
饱、吃好，越来越多的各国料理“飞入寻
常百姓家”，是许多人共同的感受。

诚然，作为一种简洁的统计手段，恩
格尔系数存在某些方面的“失真”现象，
但我们每个人关于“吃”的记忆不会“失
灵”。当我们回顾这些年在“吃”上的变迁
时，又有谁会否认，这 40年来，真的是一
段“天翻地覆慨而慷”的日子呢？

4 月 19 日，河南南乐县一名外卖送餐
员在送餐。 新华社记者 冯大鹏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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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彭训文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在北京市一家企
业上班的“80 后”王先生一家三口去菲律宾旅
游，回来还给同事、朋友带了很多礼物。他参加工
作5年多，出国旅游的底气来自于近些年家庭收入
的增长。“刚工作时，每个月工资的一半要用来买
家里吃的食物，现在我的工资增加了一半，每个月
把1/3的工资花在买进口食品、绿色食品上，食品
消费总体比例还是大幅度降低了。”

王先生的生活是如今大多数“以食为天”的
中国人变化的缩影：不仅要吃饱，还要吃好，而
且在吃以外有更多更好的追求。

前段时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的《2017年
中国居民消费发展报告》指出，2017年全国居民
恩格尔系数为29.39%，中国第一次进入联合国划
分的20%至30%的富足区间。根据德国统计学家恩
格尔的观点，一个国家的恩格尔系数越低，国家
也就越富裕。

专家表示，恩格尔系数直观反映了改革开放
4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整体水平，展现了新时代
中国人不仅要吃饱、吃好，而且正在追求更加美
好的生活。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已经进入富
足国家行列，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
如何实现人民全面小康，依然重任在肩。

一个国家及其居民，富裕和贫穷的标
准是什么？其中影响力较大的是恩格尔系
数，它被认为是对一个家庭或国家富裕程
度直观简洁的度量。

恩格尔是十九世纪中期德国的一名统
计学家，他提出了一个著名原理：每个国
家居民的平均支出中，用来购买食物的费
用占比越大，这个国家越穷；反之，这个
国家越富。这就是恩格尔系数的由来。

联合国粮农组织据此划分出国家贫富
的标准：恩格尔系数在 59%以上的为贫困，
50% —59% 为 温 饱 ， 40% —50% 为 小 康 ，
30%—40%为富裕，低于30%的为最富裕。

从数据看，改革开放 40 年来的恩格尔
系数变迁，是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大幅提升
的一个直观反映。根据国家统计局相关数
据，改革开放开始的 1978 年，中国城镇居
民家庭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为311元，恩格尔
系数为57.5%，处于刚刚温饱状态；农村居
民家庭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为116元，恩格尔
系数为67.7%，还处于贫困状态。经过25年
实干、苦干，2003 年全国居民恩格尔系数
降 为 40% ， 属 于 小 康 级 别 。 这 个 阶 段 ，

“吃”对很多家庭来说不再是问题，小汽
车、房产开始成为消费大项。又经过 10 多
年，2015 年全国居民恩格尔系数进一步降
为 30.6%，属于相对富裕级别。到了 2017
年，全国居民恩格尔系数为 29.39% （城镇
28.6%、农村 31.2%），进入了富裕区间，比
改革开放初期总体下降了一半多。

中国居民恩格尔系数为何能从 40 年前
的“5 字头”“6 字头”降到现在的“2 字

头”？国家统计局发言人毛盛勇表示，主要
原因是过去这些年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
长，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老百
姓收入不断增长，财富不断积累。数据显
示，去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5974
元，实际增长7.3%，高于经济增长速度。

那么，除了“吃”，人们的钱花到哪儿
去 了 呢 ？ 贵 州 贵 阳 市 民 陈 小 姐 是 一 个

“90 后”，她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她每个月
工资 8000 多元，每个月花在吃上 2000 多
元，1700 元还车贷，房租 2000 元，剩下的
钱买衣服或存起来旅游。陈小姐说：“如果
不经常外出吃饭，我每个月自己做饭其实
只花1000多元。”

数据显示，去年教育文化娱乐、医疗保健

等支出占全国居民消费支出的比重分别为
11.4%和7.9%，通讯器材、体育娱乐用品和化
妆品类商品分别增长11.7%、15.6%和13.5%。

报告指出，中国正呈现消费层次由温
饱型向全面小康型转变；消费形态由物质
型向服务型转变；消费方式由线下向线上
线下融合转变；消费行为由从众模仿型向
个性体验型转变的趋势。

毛盛勇解释说，中国人的消费清单
里，用来买食品的消费权重在下降，把更
多的消费支出用到了一些耐用消费品特别
是服务类消费当中。“我们讲吃穿住行，现
在大家要吃得安全、穿得时尚、住得舒
适、行得便捷，实际上也是消费升级的一
种反映。应该说，‘富起来了’已是共识。”

食物消费占比降了一半多1.

5月4日，北京市民在朝阳区金台路一家超市内选购水果。 本报记者 彭训文摄

既然恩格尔系数喜人，那是否意味着
中国自此成为发达国家一员了呢？其实不
然。恩格尔系数之魅力在于简洁，弊病也
在于简洁。

衡量一个国家是否为发达国家，除了
恩格尔系数外还有很多指标，如人均国民
收入水平、人均GDP水平、国民收入分配
情况、人均受教育程度、人均预期寿命
等。比如在人均国民收入方面，尽管中国
经济总量多年稳居世界第二，但是去年人
均国民收入还不到9000美元，与世界银行
规定的高收入门槛线 12235 美元还有很大
距离。因此必须对中国国情有清醒认识，
正如中共十九大报告所说：中国现在处于
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
情没有变；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
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

影响中国居民恩格尔系数的因素很
多，其中最大的是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
分。据山西省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该省去
年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为 23.1%，农村居
民恩格尔系数为 27.4%。另据 《宁夏统计

年鉴2017》相关数据估算，2016年宁夏城镇
居民恩格尔系数为24%、农村居民恩格尔系
数为 26.47%。看起来这些地区已经成为发
达地区了，但是实际情况是两地经济状况
在全国分属中、下游水平。宁夏仍存在大片

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任务依然严峻。
专家表示，恩格尔系数持续走低，既

与中国农民大多将一部分收获的粮食作为
口粮，导致食品支出额极低有关，也和国
内农产品长期维持低价有关。由于工业产

品价格相对偏高、肉禽蛋奶等农产品价格
相对稳定，这一“剪刀差”现象会造成农
民增收相对困难。很多贫困家庭在收入增
加不多、总支出不变情况下，随着学费、
医药费等刚性支出增加，会选择压缩食品
支出，导致恩格尔系数变低。

在“吃”之外投资的增加，也会拉低
恩格尔系数。贵州省黔西南州兴义市农民
小曾一家三口去年从山里搬到兴义县城，
做起了雪糕批发生意。为增加投入，他不
仅减少了自身在吃、穿、住方面的开支，
还向家里的父母、朋友借了60多万元的债
务。小曾说，不仅是他，他的父母、朋友
目前也变得更节俭了。在北京做公务员的
张先生压力也不小。他每个月工资还完房
贷、车贷、给孩子交补习费后，还得留出
部分看病费用、人情花销，自己能够支配
的所剩无几。

可见，恩格尔系数也折射出中国各地
区间、各收入群体间不平衡不充分发展
的现实，实现全面小康的任务依然重任
在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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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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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9 日，5000 名路跑爱好者参加江
苏南通开沙岛跨江半程马拉松和迷你马拉
松两个组别比赛。许丛军摄 （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