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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区域消费水平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本文以1978-2011年间我国各省区的人均消费品零售额表征区域消

费水平，在我国区域消费水平差异测度的基础上，对区域消费水平差异的时间序列值进行突变点检测，进而将我国

区域消费水平变化划分为1978-1986年和1986-2011年2个阶段。通过利用传统马尔科夫链及空间马尔科夫链方

法，分别构建人均消费水平的非空间和空间马尔科夫转移概率矩阵，对1978-1986年与1986-2011年2个阶段的区

域消费水平的时空格局演变特征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区域消费水平在2个研究时段内的变化均存在着

“俱乐部趋同”现象，无论是低消费水平与高消费水平区域均沿着最初类型稳步演进。（2）区域消费水平变化受到来

自邻域消费水平背景的影响，使得其趋同的过程在空间上不独立。（3）区域间消费水平相互作用呈现出显著的东西

分异特征，东部地区多为区域自身消费水平与邻域消费水平同时向上转移的状态，西部地区多为向下转移的状态，

而中部地区多为平稳分布，邻域消费水平的状态变化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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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消费可拉动经济增长并将带动投资相应的增

长，是社会再生产的终点和新的起点。它使经济增

长的动力逐渐由供给转向需求，由生产转向消费，

从而带来经济持久增长。消费结构通过其所创建

出的需求结构影响产业结构，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

着产业结构的变化。在当前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

变和产业结构调整的背景下，促进消费需求的持续

稳定增长是保持地区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是

推动社会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力量[1-3]。

区域消费水平的研究内容广泛，涉及消费水平

的测度和消费结构的优化调整、消费行为特征及关

联影响因素、消费动因等相关方面[4-8]。改革开放以

来我国区域消费水平的研究主要包括省区间城镇

居民消费结构的差异、变动趋势及消费水平的格局

变化[9-11]。但其多从时序特征展开，方法上多采用

传统的统计学研究方法，缺乏对全国总体消费水平

格局的空间格局与空间关联性研究。

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区域之间的

相互作用日益明显，这势必会带来相邻区域消费水

平的相互影响，形成趋同的消费水平空间格局。本

文采用马尔科夫链方法，通过构建改革开放以来各

省人均消费水平的空间马尔科夫转移概率矩阵，对

我国消费水平的时间与空间演变特征进行综合考

虑，探讨区域消费水平的趋同过程与不同区域背景

之间的内在联系，揭示我国消费水平演变的时空特

征与规律。

2 数据与方法

2.1 数据源分析

社会消费品零售额是表现区域消费需求最直

接的数据，反映了一定时期内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

平，及社会商品购买力的实现程度与零售市场的规

模状况，其中，人均消费额是整个社会消费水平的

综合反映 [12- 13]。本文选取全国 31 个省区市（不含

港、澳、台）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作为区域社会消

费水平趋同分析的指标，主要数据利用《新中国五

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和历年《中国统计年鉴》计算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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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参照相关研究，将我国人均消费额划分为以下

4种类型[14]：（1）低水平，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低于全国平均的75%；（2）中低水平，人均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介于全国的 75%~100%之间；（3）中高

水平，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介于全国的100%~

125%之间；（4）高水平，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高于全国平均的125%。

2.2 研究方法

2.2.1 加权变异系数与泰尔指数

区域差异的测度指标较多，虽然各指标形式不

一，但其原理基本一致。区域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与

地区人口规模密切相关，因此，本文选用加权变异

系数与泰尔指数来计算我国地区间社会消费水平

的差异，反映了人口数量对区域消费水平差异的影

响作用，其计算公式为[9,15]：

CV =
∑
i = 1

n

( )Pi P × ( )Xi - X̄
X̄

（1）

T =∑
i = 1

n

( )Pi P × log( )Ȳ Y （2）

式中，CV 为我国省区间消费水平的加权变异

系数；T 为消费水平差异的泰尔指数；Xi 为第 i 个

省份的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X̄ 为 Xi 的均值；Pi

第 i个省份的人口数量；P 为全国人口总量。CV 值

和T 值越大，则表明区域间社会消费水平差异越大。

2.2.2 Mann-Kendall方法

Mann-Kendall 作为一种时间序列突变点划分

的非参数统计检验方法，不需要样本遵从一定的分

布，不受少数异常值的干扰，具有检测范围宽、人为

影响小、定量化程度高的优点。其是根据时间序列

{x1，x2，…，xn}构造标准正态分布的统计变化量UFi

和UBi，若UF或UB的值大于0，则表明时间序列呈

上升趋势；小于 0则表明呈下降趋势。在给定显著

性水平临界直线下，若UF或UB的变化出现交点，

且交点在临界直线内，其交点便是寻找的突变点[16-17]。

2.2.3 马尔科夫链

马尔科夫链是一种时间和状态均为离散的随

机过程，通过将连续的数据离散化为 k种类型，分别

计算相应类型的概率分布及其时间变化，以近似逼

近事物演变的整个过程。通常，将 t 时刻的属性类

型的概率分布表示为一个1×k的状态概率向量Pt，

记为Pt=[P1, t，P2, t…，Pk, t]，而不同时刻事物状态转移

过程可以用一个k×k的概率矩阵M表示。

概率矩阵M中的元素 mij 表示 t 年份属于类型

i 的区域在 t + 1年份转移到 j 类型的一步转移概率

值，其计算公式为：

mij = nij

ni

（3）

式（3）中，nij 表示在整个研究期间内，由 t 年份

属于 i类型转变为 t + 1年份 j 类型的空间单元数量

总和；ni 是研究时段内所有年份 i 类型的空间单元

数量总和。如果某区域的属性类型在初始年份为

i ，在下一年份保持不变，则区域类型转移状态平

稳；如果属性类型提高，则区域向上转移；否则，区

域向下转移[18-19]。

2.2.4 空间马尔科夫链

空间马尔可夫转移概率矩阵以区域 i 在初始 t

年份的空间滞后类型（k 个类型）为条件，将传统的

马尔可夫矩阵分解为 k 个 k × k 条件转移概率矩

阵。对第 k 个条件矩阵而言，元素 mij(k) 表示以区

域在 t 年份的空间滞后类型 k 为条件，该年份属于

类型 i 转变为下一年份类型 j 的一步空间转移概

率。一个地区的空间滞后类型由属性值的空间滞

后算子来确定。空间滞后算子是该区域邻接地区

属性值的空间加权平均，通过区域属性值值向量

（X）和空间权重矩阵（W）的乘积来计算，具体计算

公式为：

Lag =∑
i = 1

n

XiWij （4）

式（4）中，Lag表示空间滞后算子；Xi为区域单

元的属性值；Wij为空间权重矩阵W的第 i行第 j的元

素。本文采用邻接原则进行权重定义。空间马尔

可夫链将传统的马尔可夫链与“空间滞后”相结合，

不仅考虑区域发展的时间因素，而且也考虑其空间

背景。通过比较马尔科夫矩阵元素与相应的空间

马尔科夫矩阵对应元素大小，可了解一个区域消费

水平向上或向下转移的可能性与邻域的关系，从而

有效揭示区域消费水平的时空演变过程与区域背

景间的内在联系[20-23]。

3 1978-2011年间中国区域消费水平
时空演变分析

3.1 1978以来我国区域消费水平差异变化

利用加权变异系数和泰尔指数分别计算了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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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开放以来我国省区间社会消费水平的差异变化

（图1）。

图1 1978年以来中国社会消费水平区域差异变动

Fig.1 The change of regional differences of social

consumption levels in China since 1978

由图 1 可看出，1978-2011 年间我国区域消费

水平的加权变异系数和泰尔指数变化趋势大致相

同。整体来看，区域消费水平差异呈现先增大后缩

小变化的趋势，且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具体来

说，1978-1993年间我国区域消费水平差距不断拉

大，1993年差异值最大；1993-2008年区域消费水平

差异呈波动下降态势；2008年以后表现出迅速下降

趋势，说明区域间消费水平差距不断缩小。

3.2 区域消费水平差异变动阶段

1978-2011年间我国区域消费水平差异变动表

现出从低到高，然后又到低的状态，表现为不同的

阶段变化过程，呈现出明显的波动变化态势。为

此，利用Mann-Kendall法判断我国区域消费水平的

差异的时间突变点，划分其具体的阶段特征。以

1978-2011年间区域消费水平差异的加权变异系数

值和泰尔指数值为时间序列，分别绘制出改革开放

以来我国区域消费水平差异的加权变异系数和泰

尔指数的Mann-Kendall统计量曲线（图 2、3）。图 2

中 UF 和 UB 的交点位置大致位于 1985 年，图 3 中

UF和UB的交点位置大致位于 1986年，因此，综合

考虑选取突变点为1986年，并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

区域消费水平差异变动划分为 1978-1986 年和

1986-2011年2个阶段。

3.3 1978年以来我国区域消费水平的时间演变特征

根据我国区域消费水平差异变动的阶段划分，

利用马尔科夫链分别计算 1978-1986 年和 1986-
2011年我国区域消费水平类型的马尔科夫转移概

率矩阵（表1）。

由表 1知，2个时段内主对角线上的元素值相

对较高，表明区域单元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初期人

均水平类型具有较高的稳定依赖性。（1）所有对角

线元素数值均都大于非对角线元素值。其中，对角

线元素最小值为 0.8315，最大值为 0.9933。这表明

随着区域自身经济的发展，区域消费水平虽有所提

高，但其在区域总体消费水平的分布状态与初始年

份相比没有较大变化，其保持初始状态水平的可能

性至少为 85.71%。（2）区域消费水平类型间的转移

概率非常小。非对角线元素最大值为 0.0977，远小

于对角线元素值。而且，大于 0的元素值基本均位

于对角线两侧；其中 1978-1986年间存在由低消费

图2 1978年以来中国区域消费水平差异加权变异系数的

Mann-Kendall统计量曲线（置信线为α=0.01显著性

水平临界值）

Fig.2 Mann-Kendall statistic curve of weighted variation

coefficient of regional differences of social consumption

levels in China since 1978

图3 1978年以来中国区域消费水平差异泰尔指数的Mann-

Kendall统计量曲线（置信线为α=0.01显著性水平临界值）

Fig.3 Mann-Kendall statistic curve of Taylor coefficient of

regional differences of social consumption levels in

China since 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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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向高消费水平转移的概率为 0.0093，表明区域

经济发展过程中，区域消费水平实现跨越式发展的

可能性是存在的。（3）1986-2011年间的低消费水平

及高消费水平地区保持稳定状态的概率值较1978-
1986年间的值更大，说明 1986-2011年间区域消费

水平的“俱乐部趋同”现象更显著，即区域消费水平

具有较强的内生演化特性。

综上分析，无论是低消费水平地区还是高消

费水平地区，均沿着最初类型稳步演进，但是，不同时

段内区域消费水平类型的数量存在着增加与减少。

3.4 1978年以来我国区域消费水平的空间变化特征

长期以来，受各地区人均GDP、居民人均收入

水平、交通通达水平和第三产业产值比例等因素的

影响，我国消费水平存在着较大的区域差异性，表

现为不同的空间分布特征。根据不同时段的地区

消费水平类型，利用 ArcGIS 对 1978- 1986 年和

1986-2011年2个时段内区域消费水平类型的空间

变化进行可视化（图4（a）、（b））。

从图4可看出：（1）1978-1986年间区域消费水

平类型转移空间变化不显著，其中，江苏、浙江和广

东 3个省份的消费水平发生了向上转移，总体分布

于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区域消费水平向下转移的省

份同样有3个，分别是内蒙古、新疆和青海，主要集

中于我国西北部地区；而其他大部分区域消费水平

类型未发生转移，这些地区分布集中且大部分位于

我国的中部。该时期向上与向下转移的区域总体

上呈现出集中分布的特征，分别集中于东部沿海和

内陆西北，反映出 1978-1986年间我国区域消费水

平存在着集聚与趋同现象。（2）1986-2011年间区域

消费水平类型转移具有较大的空间变化，其中，向

上转移的区域数量增加至12个，东部沿海地区均呈

上升态势，整体空间分布呈现出由沿海向内陆中部

地区邻域扩展的趋势；向下转移的区域数量增加至

7个，空间上集中分布于西部的新疆、西藏及青海，

零散分布于中部的黑龙江、山西、宁夏、海南；其他

大部分未发生类型转移的地区分布集中分布于我

国的中部。这一时期向上和向下转移的区域数量

有所增多，空间分布更为集中分布，说明1986-2011

年期间存在着更明显的趋同现象。（3）2个时段内我

表1 1978-2011年间我国人均消费水平类型的马尔科夫矩阵

Tab.1 Markov matrix for per capita consumption class at the regional level in China, 1978-2011

ti/ti+1

1

2

3

4

1978-1986

n

107

66

40

35

1(<75%)

0.9626

0.0455

0.0250

0.0000

2(<100%)

0.0280

0.9091

0.0750

0.0000

3(<125%)

0.0000

0.0455

0.9000

0.0571

4(>125%)

0.0093

0.0000

0.0000

0.9429

n

418

133

75

149

1986-2011

1(<75%)

0.9689

0.0977

0.0000

0.0000

2(<100%)

0.0311

0.8571

0.0400

0.0000

3(<125%)

0.0000

0.0451

0.8800

0.0067

4(>125%)

0.0000

0.0000

0.0800

0.9933

图4 1978-2011年我国区域消费水平类型转移的空间分布格局

Fig.4 Spatial patterns of per capita consumption class transitions at the regional level in China, 1978-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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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东部沿海地区均不存在消费水平类型向下转移

的现象，至少为平稳演进状态，这与地区的经济发

展水平等因素密切相关。

3.5 空间作用背景下的我国区域消费水平演变特征

分析

3.5.1 区域消费水平的时空转移特征

传统的马尔科夫链可计算区域消费水平的时

间演化特征，但无法探测邻域区域消费水平对本地

区的影响作用，随着区域间基础设施的完善，各种

联系通道的建立使得商品流通，跨区消费、消费模

仿等消费行为的区域间相互作用日益明显，区域消

费水平的变化越来越受到周边区域的影响。为此，

考虑区域背景作用的影响，以人均消费额的空间滞

后为条件，分别构建 1978-1986年和 1986-2011年

的空间马尔科夫转移概率矩阵，探究区域间消费水

平的相互影响与相互作用方向（表2）。

由表 2可知，邻域地区消费水平状态对区域自

身消费水平的影响作用是存在的，但 2个时段具有

显著不同的影响作用，其中 1986-2011年间地区消

费水平相互作用更明显。具体分析可知：不同的邻

域消费水平对区域消费水平的转移变化所起的作

用各不相同。通常而言，在高消费水平的地区邻域

范围，区域消费水平往往向上转移的概率将会增

加；相反，若以消费水平低的地区为邻，区域消费水

平向下转移的概率将增加。例如，1978-1986年间，

在不同邻域消费水平的状态下，区域自身的类型数

量及类型转移概率变化存在较大差距，其中，区域

同等水平间转移的数量变化随着与其邻域水平高

低基本呈负相关；一个低水平区域若以同等水平的

地区为邻，其向上转移的概率为 0.0373，而当其与

中低水平的地区为邻时，其向上转移的概率增加至

0.0616。同样，在1986-2011年间，一个高水平地区

与不同水平的地区相邻，那么其同等水平间转移的

数量变化趋势也显著不同，这种变化随着与其邻域

水平高低基本呈正相关；一个高水平区域若以同等

水平的地区为邻，其向上转移的概率为 0.9933，而

当其与高水平的区域为邻时，其向上转移的概率增

加至1.0000。

综上可知，地区消费水平的演变受到来自邻域

区域消费水平状态的影响。通常一个地区若以低

消费水平的区域为邻，那么，其消费水平类型向上

转移的概率将减小，不利于改变落后的消费水平面

貌；若以高消费水平的区域为邻，那么，其消费水平

类型向上转移的概率将增加，有助于实现消费水平

跨越式地提高。

表2 1978-2011年间我国区域消费水平类型的空间马尔科夫矩阵（以空间滞后为条件）

Tab.2 Spatial Markov matrices for per capita consumption class conditioned on its spatial lag at the regional level

between 1978 and 2011

空间

滞后

1

2

3

4

ti/ti+1

1

2

3

4

1

2

3

4

1

2

3

4

1

2

3

4

1978-1986

n

32

8

0

0

65

32

12

5

2

7

12

14

8

18

9

16

1(<75%)

1.0000

0.0000

0.0000

0.0000

0.9385

0.0938

0.0833

0.0000

1.0000

0.0000

0.0000

0.0000

1.0000

0.0000

0.0000

0.0000

2(<100%)

0.0000

1.0000

0.0000

0.0000

0.0462

0.8750

0.1667

0.0000

0.0000

1.0000

0.0000

0.0000

0.0000

0.8889

0.0000

0.0000

3(<125%)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313

0.7500

0.4000

0.0000

0.0000

1.0000

0.0000

0.0000

0.1111

1.0000

0.0000

4(>125%)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154

0.0000

0.0000

0.6000

0.0000

0.0000

0.0000

1.0000

0.0000

0.0000

0.0000

1.0000

1986-2011

n

214

30

3

14

115

47

19

29

35

29

17

12

27

17

35

94

1(<75%)

0.9831

0.0667

0.0000

0.0000

0.9391

0.1702

0.0000

0.0000

1.0000

0.0000

0.0000

0.0000

0.9459

0.1053

0.0000

0.0000

2(<100%)

0.0187

0.9000

0.0000

0.0000

0.0609

0.7872

0.0526

0.0000

0.0000

0.9655

0.0588

0.0000

0.0541

0.7895

0.0278

0.0000

3(<125%)

0.0000

0.0333

0.6667

0.0000

0.0000

0.0426

0.8421

0.0345

0.0000

0.0345

0.8824

0.0000

0.0000

0.1053

0.9167

0.0000

4(>125%)

0.0000

0.0000

0.3333

1.0000

0.0000

0.0000

0.1053

0.9655

0.0000

0.0000

0.0588

1.0000

0.0000

0.0000

0.0556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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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 区域相互作用下的消费水平空间分布格局

区域消费水平类型转移在地理空间上并不是

孤立的，往往受到邻域区域消费水平高低的影响。

图4揭示了我国区域消费水平类型转移的空间分布

格局，但没有考虑到邻域的转移状况。为此，通过

计算空间马尔科夫链，利用ArcGIS对地区及其邻

域间的消费水平类型的空间变化进行可视化，为便

于分析，本文对区域自身与邻域仅作3层分类，结果

如图5所示。

由图5可看出：（1）区域自身消费水平与邻域消

费水平同时向下转移的区域主要集中分布于我国

西部地区，而区域自身和邻域地区消费水平同时向

上变化的空间分布表现并不一致，表明其受区域背

景的影响作用较小。（2）区域和相邻地区消费水平

同时向上和向下转移的地区数量在1986-2011年期

间明显大于1978-1986年期间。（3）区域消费水平的

空间趋同变化过程分析要考虑来自周围地区的影响。

4 结论

区域消费水平不仅具有时间演变的历史性，且

空间上呈现出显著的地区分异性。随着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的建立，地理邻近使得区域间人流、物流、

信息流、技术流、旅游流等要素的相互交流、相互作

用日益频繁，为加快区域一体化进程，促进地区经

济实力的提高，政府积极实施推动跨区消费，鼓励

地区消费市场不断开放等一系列措施，使得相邻地

区间的消费水平相互影响，地区间呈现出消费模仿

与消费水平趋同的局面。故此，本文采用马尔科夫

链及空间马尔科夫链方法，分别对我国区域 1978-
1986年和1986-2011年2个阶段的人均消费水平的

时空格局变化进行分析。结果表明：

（1）传统的马尔科夫链时间变化表明，自 1978

年以来，无论是低消费水平与高消费水平区域均沿

着其最初类型稳步演进，区域消费水平存在着“俱

乐部趋同”现象。但是，不同时段内区域消费水平

类型数量的变化存在着增加与减少；空间马尔科夫

转移概率表明，地区间的消费水平变化受到区域背

景影响，其在空间上的趋同过程不独立。总的来

说，空间单元若以低消费水平地区为邻，则其消费

水平类型向上转移的概率将减小，若与高消费水平

区域相邻，那么，其消费水平类型向上转移的概率

将提高。

（2）我国区域消费水平呈现出明显的东高西低

分异格局，这与区域自身与邻域地区消费水平同时

向上、向下转移变动的空间分布格局基本一致。区

域自身消费水平与邻域消费水平同时向下转移的

地区主要集中分布于我国西部；区域自身和邻域消

费水平同时向上转移的地区多分布于东部沿海；中

部广大地区多为平稳分布，其相邻区域消费水平状

态变化较大。

（3）我国区域消费水平的趋同主要表现为东部

地区与西部地区内部空间的趋同，这与我国东西间

图5 1978-2011年间我国地区消费水平及邻域类型转移的空间分布格局

Fig.5 Spatial patterns of per capita consumption class transitions for regions and their neighborhoods at the regional level

in China, 1978-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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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水平、商品生产与流通、城乡居民人均收

入、城乡居民人均储蓄和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存在

较大差距有关。因此，今后在制定区域消费政策时

不仅要加快经济发展、提高居民人均收入、改善区

域消费环境、刺激消费欲望，还应充分考虑周围地

区消费背景的影响作用，加强与高消费水平地区的

联系，积极发挥其带动刺激效应来改善落后地区的

消费水平。

我国区域消费水平在各个研究阶段的变化存

在趋同现象，空间马尔科夫链方法可用来解释这种

趋同现象。限于研究时间跨度较长，市域层面的数

据获取较为困难，本文仅对省际层面的趋同现象进

行了初步探究；此外，采用演化树进行我国区域消

费水平的时空演变特征分析，将对发现区域消费水

平格局新现象新规律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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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Trend of China's Regional Consumption Level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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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ce,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China)

Abstract: Regional consumption is an important driving for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y. The evolution

of regional consumption level not only manifests the time sequence variation, but also shows the spatial interac-

tion. While traditional studies consider little of the space-time effect together, this paper characterizes the region-

al consumption level with the use of per capita consumption retail sales. On the basis of calculating regional con-

sumption level gap, the mutation point of time series values for regional consumption level gap is detected. Fur-

thermore, the change of consumption level in China is divided into two periods of 1978-1986 and 1996-2010.

Then, by using the traditional Markov chain and space Markov chain method, we analyz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patial and temporal evolution pattern for per capita consumption level within the two periods respectively.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change of regional consumption level in each study phase shows the phenomenon of

“club convergence”. And both the regions with low and high consumption level regions are steadily evolving

along with their original types. (2) The variation of regional per capita consumption level is affected by the back-

ground of consumption level in adjacent regions, and the convergence process is not spatially independent. Gen-

erally, if a region is adjacent to regions with low consumption level, it will suffer from negative influences; if ad-

jacent to regions with high consumption level, it will help increase the number of regions with their consumption

level shifting upward and reduce the number of regions with same level transfer. (3) The interactions of regional

consumption level between different regions present an obvious east-west differentiation trend. The regions and

their neighborhoods with high consumption level that simultaneously shifting upward are mainly distributed in

the east of China. The regions and their neighborhoods with consumption level shifting downward are clustered

in the west of China. In addition, the central China region indicates a stationary consumption level, while the con-

sumption level of the adjacent regions presents a varied state of convergence.

Key words: regional consumption level; regional convergence; space Markov chain; temporal and spatial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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