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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_BB_8A_E4_B8_AD_E5_c67_246274.htm 随着人们对健康、

舒适、便捷、丰富等情感元素更加关注，消费需求也必然随

之改变。 国家统计局调查数据显示：2006年我国城镇居民人

均收入以较快速度增长，恩格尔系数持续降低。零点研究咨

询集团《2006年中国居民生活质量调查报告》也显示：城市

居民对自己未来一年生活质量和收入水平比较看好。 生活水

平的提高使得城市居民脱离了追求简单物质满足的层次，对

健康、舒适、便捷、丰富等情感元素更加关注，由此产生消

费需求的变化，则是企业要面对的新形势。 关键词：健康、

便捷 目前城市居民提倡的生活观念中，86.1%的人把健康的重

要性提到首位(数据来源：零点研究咨询集团编制发布的《中

国城市居民健康指数报告》)。很多人在坐着上下班、坐着工

作、坐着休闲的“坐式生活方式”中，增添了主动健身、缓

解压力、增进健康的“绿色生活方式”。除了锻炼身体外，

越来越多的人愿意为健康买单：每月购买各类营养保健品的

花费，城市居民人均达62.42元；而用于健身的花费，人均达

到148.4元。 城市居民的休闲生活更加便捷多样。《2006年城

市居民生活变迁报告》显示：城市居民平均每天呆在电视和

电脑前的时间越来越长，人们在一天24小时中通过手指的运

动就可以随时获得信息和娱乐。城市居民的休闲方式打破了

以往的单调和沉闷，《2006年中国中高收入城市居民时尚指

数研究报告》显示：人们的休闲活动表现出趣味化和多元化

的特点，泡吧、上网聊天、参加派对等新兴休闲娱乐方式在



城市居民特别是年轻人中有一定的流行度(见表1)。 流行周期

缩短 经济实力的提升，在释放消费欲望的同时，使得人们的

消费更加趋于自由，能够根据自己个人喜好来选择消费的机

会增多。城市居民在消费的过程中，越来越显示出注重个性

和求新求变的特点。 人们对个性的重视从本质上来说是彰显

对差异化的内在心理需求。《2006年中国中高收入城市居民

时尚指数研究报告》发现：74.5%的人希望“自己的服饰、用

品和别人的不一样，有自己的特点”。这种差异化需求使得

产品在消费过程中产生了内在的竞争力，产品选择趋于多样

化，居民消费空间不断扩大。 城市居民消费的求新求变促使

消费更迭频率加快。以快速消费品中的服装为例，在过去半

年时间里，城市居民平均每人添置了4.6件衣物。1980年代的

年轻人追新求异的特点更加明显，衣物添置频率最高，为6.4

件(资料来源：零点研究咨询集团编制发布的《2006年城市居

民生活变迁报告》)。从前那些被人们认为可以长期使用的耐

用消费品，也变成了可以快速更换的消费品。中高收入城市

居民中，16.5%的消费者不到一年就会更换手机；26.1%的人

不到两年就会更换MP3；数码相机、个人笔记本电脑、私家

轿车等高价位产品也出现了快速更新的趋势。高更换频率使

得越来越多的消费物品实际利用率降低，流行周期不断地缩

短。一个新品推出后会更快地在短时间内受到市场热烈追捧

，但很快其所受关注程度便会降低，然后被更新的产品超越

。 关注“跨位消费” 中国的传统消费是以单纯追求需求满足

为主，目前城市居民的消费则增添了很多时尚化的色彩，从

对以使用功能为主的耐用产品逐步演变为对体现个人风格和

独特品味的符号化产品的消费。《2006年中国中高收入城市



居民时尚指数研究报告》结果显示：在过去一年里，中高收

入的城市居民人均用于时尚产品和服务上的消费支出超过万

元，约占人均总支出的两成。时尚越来越成为城市居民经济

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认为“时尚在自己的生活中很重要”

以及“愿意花钱使自己更时尚”的人占到了中高收入城市居

民的40%左右。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城市居民的消费普遍具

有向上选择的进取性，每个阶层的人都在向上看，向往并希

望拥有上一阶层人群的经济生活方式。收入较高的人可以用

常规的购买力进行全面的奢侈消费，收入较低的人虽然不能

全面支撑自己奢侈消费，但能够通过减少自己日常消费的种

类或者进行有限频率的消费来购买某些奢侈品，使得自己貌

似社会较高阶层。特别是在我们这个快速转型、没有为不同

阶层设置刚性约束的社会中，这种“跨位消费”的现象更容

易发生。比较不同时尚消费占总支出的比例可以明显看出这

一点。购买能力较低的群体，如：职场新人和青年学生，时

尚消费占了其总支出的三成以上，明显高于消费能力较高的

特殊新富群体和高级白领。《2006年城市居民生活变迁报告

》调查结果同样表明：现阶段，奢侈消费欲求以高出奢侈消

费能力更快的速度增长。近两成受访者有过为了买某件奢侈

品而攒一段时间钱的经历。当奢侈消费欲求强而能力尚有限

时，城市居民的奢侈化消费，目前还主要集中于实物产品，

特别是以身份符号功能和外观展现功能见长的服装、珠宝首

饰类产品(见表3)。 上述变化应该说是目前中国公众经济生活

中最显眼的变化点。但正如上海的繁荣不能代表中国经济的

全貌，这些亮点也只反映了较为富裕的城市居民的经济生活

变化。实际情况是，在整体消费需求攀升和消费模式升级的



背后，仍存在着数量比较庞大、消费能力却很低的贫困人群

。 如果将绝对数量比较庞大的贫困人群放到一边不谈，剩下

有消费能力人群的消费需求也没有被完全释放。比较历年城

市居民消费信心的变化可以发现：城市居民消费信心虽较历

年有所上升，但增幅不大。对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较高评价

是历年支撑中国城市居民消费信心的主要因素，但居民对个

人经济状况的评价以及消费时机认同度一直处在低位徘徊的

状态。子女教育、养老，以及应对突如其来的疾病这些问题

确实会让老百姓心里没底，所以将必需品消费以外的节余储

蓄起来，以备不时之需，也成为很多人的理性选择。 虽然中

国的整体消费信心不足，但是在年轻消费群体与消费时尚风

潮的推动下，人们的消费行为并不减缓，从而缔造了社会商

品零售总额的不断大幅攀升。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消费时

代是一个由更多感性力量推动消费的时代，商业在其中扮演

很重要的操作和推动角色。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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