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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9 元，在消费性支出构成中占比 14.35%。从宏

观数据看，近年来山西省城镇居民文化消费水平

整体呈现出逐渐增长的态势。

山西省城镇居民文化消费研究

摘   要 ：近年来，山西省经济飞速发展，与之相随的是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文化消费逐渐纳入

人们的消费视野，成为人们生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但在文化消费水平提高的同时，山西省城镇居民的

文化消费也暴露出一些问题。本文以山西省城镇居民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其消费结构与文化消费结构，

并指出在文化消费上存在的诸多不足，在此基础上针对其在文化消费水平、文化供给、文化需求等方面

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提高山西省城镇居民文化消费水平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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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文化消费规模逐

渐扩大，文化消费逐渐成为经济社会的主流消费

形式。被誉为“华夏文明摇篮”的山西省，其文

化消费具有特殊性。研究山西省城镇居民的文化

消费，对于满足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促进山西

省城镇居民文化消费的协同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

意义。

一、山西省城镇居民消费结构与文化消

费结构

（一）山西省城镇居民消费结构

收入是消费的源泉，消费水平的变动依赖

于收入的变化。由图 1 中可以看到，自 2013 年

以来，山西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呈现逐年

上升的趋势。与 2013 年相比，2016 年山西省城

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了 4896.4 元，相比

2013 年增长了 21.8%。此外，山西省城镇居民人

均消费性支出也逐年上升。2016 年，山西省城镇

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 16993 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了 7.42%，城镇居民的消费能力有所提高。与人

均可支配收入和消费性支出的增长相适应，山西

省城镇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支出也有所增长。

2016 年山西省城镇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支出

图 1   山西省城镇居民收入支出变化图

数据来源 ：2014 年—2017 年《山西统计年鉴》。

（二）山西省城镇居民文化消费结构

1. 文化产品供给

从文化产品供给方面来看，2015 年山西省

文化产业增加值达 268.65 亿元，增长 12.1%，

高于全国同期 1.1 个百分点，文化产业增加值占

山西省 GDP 比重为 2.1%。文化产业潜力逐渐释

放，文化产业的活力、驱动力、创造力空前活跃。

在文化设施建设方面，山西省文化、体育和

娱乐业固定资产投资总体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

虽然山西省文化基础设施正在逐年增加，但文化

设施的建设力度远远小于城镇居民对文化产品的

需求增加幅度，并且文化设施空间分布不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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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全国与山西省城镇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支出对比图

数据来源 ：2014—2017 年《山西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

以太原市为例，电影院、博物馆、图书馆等基础

设施大都呈现聚集态势，多集中于商圈或市中心

较繁华地区，比如长风商务区、王府井等，而在

一些城市边缘地区文化设施则较为稀少。这种资

源的不均衡分配阻碍了部分人们的文化消费。

2. 文化产品需求

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人的需要表现为

从低层次逐渐到高层次的过程。从文化产品需求

来看，2016 年山西省城镇居民家庭消费性支出

中，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支出 2439 元，在消费性支

出构成中占比 14.35% ；食品烟酒支出 3863 元，

占消费性支出 22.73% ；居住支出 3633.8 元，占

消费性支出 21.38%。由此可见，在山西省城镇居

民家庭消费性支出构成中，食品、居住这些必需

品的消费仍然占较大比重，限制了文化消费的增

长。此外，与 2013 年相比，2016 年山西省城镇

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支出增长了 18.1%，而山

西省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增长了 29.1%，可

见山西省文化消费增长滞后于消费总体增长，表

明山西省城镇居民文化消费潜力尚未得到释放，

随着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对文化产品的需

求将会越来越大。

二、山西省城镇居民文化消费存在的问题

随着山西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消

费性支出的增加，以及人们物质生活的改善，居

民的文化消费水平也在逐步提高。但不可否认的

是，当前山西省城镇居民文化消费领域中还存在

着诸多问题。

（一）文化消费水平较低

与柴米油盐酱醋茶相比，文化属于非必需

品，只有当人们的收入上升到一定的高度，对文

化产品的需求才会增加。文化消费在很大程度上

会受到人们经济能力的影响。2016 年全国城镇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3616 元，是山西省城镇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的 1.23 倍。2016 年全国城镇

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支出 2637.6 元，同比增长

10.7%，是山西省城镇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支

出的 1.08 倍。由此可见，山西省城镇居民收入水

平的偏低影响着其文化消费。

由图 2 可见，2013—2016 年，山西省城镇居

民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支出均低于全国水平。近几

年，山西省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增长较快，

但人均文化消费支出占人均消费性支出的比例则

增长有限。2013 年—2016 年山西省城镇居民人均

教育文化娱乐支出占人均消费性支出的比例有不

同程度的下降，2013 年该占比为 15.7%，2014 年

该比例下降了 1.9 个百分点，2015—2016 年该占

比有小幅回升，2016 年该占比达到 14.35%，仍低

于 2013 年的水平。

（二）文化产品供给不足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山西省城镇居民

的消费结构也在不断优化升级，人们对文化产

品的需求也呈上升趋势。人们对文化产品需求

的增加使得物质产品的短缺正在逐渐演变为文

化产品的短缺，文化产品的供给不足在一定程

度上限制了文化消费潜力的释放。文化产品的

数量、质量与人们的需求不匹配。在文化市场

上，提供给消费者的文化产品大都质量较低，

内容单一，不能满足人们对于文化产品的需

求。在市场提供的文化产品中，属于精品的文

化产品较少，且产品缺乏吸引力，抑制了人们

的消费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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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山西省公共文化设施建设落后，不能

为文化消费的升级起到很好的助力作用。山西省

公共文化设施的缺乏制约了人们文化消费水平的

提高。与 2015 年相比，2016 年文化馆个数与上

年持平，公共图书馆增加 1 个，博物馆增加 9 个。

图书馆等这些基础设施场馆设立较为分散，制约

了人们的文化消费行为。

（三）文化需求较弱

人们主观意识上的消费观念在一定程度上

决定着人们对文化产品的需求。有些公众的消费

心理不成熟，尚未建立起科学的文化消费观、文

化价值观，这使得其忽略了自身消费行为的科学

性。此外，有些人们的消费观念没有向文化消费

转变，仍然停留在过去对于物质生活的享乐阶

段，过于重视物质生活的享受，而忽略了文化消

费，文化消费观念的滞后也影响了人们对于文化

产品的需求及其消费。

三、提高山西省城镇居民文化消费水平的

对策建议

（一）提高居民收入水平

近年来，山西省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

水平总体呈现逐年上升的态势，但与全国城镇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相比，仍然较低。山西省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较慢，低于全

国水平。2016 年，山西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同比增长率低于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同比增长率 1.9 个百分点。与逐年上升的人均收

入水平相对应，物价也在逐年上涨。例如，2016

年山西省城市居民消费价格累计上涨 1.1%，其

中，教育文化和娱乐类价格上涨 1.4%，超过总体

水平价格上涨 0.3 个百分点。并且文化消费属于

高层次消费，人们只有在解决了温饱问题后才会

考虑文化消费。因此，应提高山西省城镇居民的

收入水平，完善收入分配的调节机制，健全工资

的增长机制，使居民收入水平的变动与经济的变

化尽量同步。同时，要调整居民收入结构，提高

居民的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在居民收入中的

占比，增强居民进行文化消费的欲望。此外，要

健全社会保障机制，解决人们的后顾之忧，使得

人们有能力去进行文化产品的消费。对于低收入

群体，不仅要解决他们的温饱问题，还要为其创

造条件以提高其精神生活水平。

（二）创新文化产品供给

当前，山西省文化产品市场上存在着文化产

品的供给与需求不匹配的结构性矛盾，这种不匹

配制约着人们的文化需求。因此，应做好市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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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了解消费者对于文化产品的真正需求，创新

出更多的文化产品，加强优质文化产品的有效供

给，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将文化产

品与休闲旅游等服务性消费相结合，通过开展丰

富多样的文化活动，培育消费热点、拓展消费渠

道、提高消费层次。此外，要加强文化设施的建

设。对于中心地带的文化设施要不断优化升级，

培育文化产业群，发展文化产业基地。同时对于

城市非中心的边缘地区要重视文化基础设施的建

设，比如日本在社区设立小型图书馆，这样扩大

了文化产品的辐射范围，使得居民能够就近参与

文化消费，释放更多潜在的文化需求。

（三）培养正确的文化消费观念

文化消费的主体是居民，在文化消费的过程

中居民应积极发挥其主观能动性，树立正确的文

化消费观念，逐步形成多元化的文化消费形式。

当前山西省城镇居民对于文化产品的消费意识还

不太强烈，文化消费还不是居民生活中的必要组

成部分。伴随着山西省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逐

年提高，城镇居民的消费观念仍停留在传统的物

质享受阶段，轻文化重物质的这种消费观念制约

着山西省城镇居民的消费选择。在这种情况下，

政府就有必要对消费者进行宣传和引导，帮助城

镇居民逐步培养正确的消费观念，以此拉动公众

对文化消费的需求。一方面引导居民形成科学合

理的文化消费观。通过电视、新闻、网络等媒体

的力量，加强对于文化消费品的宣传力度，拓宽

消费者接收文化消费信息的渠道，通过舆论导

向、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等方式，将文化消费的

教育纳入教育体系中，推动全民文化消费教育，

帮助居民逐步建立科学的消费观。另一方面为居

民创造良好的文化消费氛围。良好的文化消费氛

围对于居民的耳濡目染，可以帮助人们逐渐形成

良好的文化消费意识和习惯。通过组织一些大众

化的文化活动，如文化演出、社区文艺活动等，

以此来吸引更多的文化消费者参与到文化消费活

动中，引导人们参加文化实践，体验先进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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