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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审美消费经济的内涵和特征描述 ,从重庆消费市场现状论述本地区发展审美消费存在

的优势和不足 ,提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论证发展审美消费的可行性 , 指出发展审美消费对促

进经济增长的重大意义 ,为重庆经济转轨过程中调整产业结构和扩大消费市场提供思路。

关 键 词:审美消费;收入和消费;文化教育

中图分类号:F01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924(2004)05-0082-05

Beauty Consump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ongq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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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Describing the connotation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beauty consumption economy and discussing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based on the existing situation in Chongqing consumption market ,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pecific solutions to

problems accordingly.This paper demonstrates the feasibility of developing beauty consumption , proposes the great significance

of developing beauty consumption to economic growth , and provides train of thought for the adjustment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extend consumption market in the process of the economic transition in Chongq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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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美活动是人类精神生活方式之一 ,在人类早期历史的活动

中就存在 ,一般局限于纯艺术的精神领域 。在经济活动中没有得

到广泛的体现 。随着经济和文明的不断发展 ,文化中的审美部分

日趋完善并向文化领域以外的其他领域扩张 、渗透 ,对人们的日

常生活进行美化和改造 ,与消费活动连接起来 ,日益影响着人们

的消费观和经济活动方式 。

1　审美消费的内涵

审美消费是发达商品经济中的一种主要审美经济活动 ,随着

经济和社会文明的发展逐步扩大其活动范围 。具体来说 ,审美消

费是指消费者为了满足自身的审美欲望而购买 、使用产品的一种

经济活动
[ 1]
,它以具体的形象(商品)为依托 ,通过消费被美化了

的商品使人们获得心理上的愉悦 。审美消费是人类社会发展到

较高阶段的一个主要经济活动表现 ,其主要目的侧重于满足人的

精神需要 。审美消费活动中的商品有两重属性:既有审美价值

(它的特殊使用价值),又有功利价值(商品性)。在商品经济发展

到较高层次时 ,商品中所包含的两重价值可以有效地分离 ,服务

于不同的目的 ,而且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商品的审美价值的

比重将逐渐大于其功利价值 ,在此基础上审美消费才能作为经济

活动的一个着力点加以专门论述。

2　审美消费的特征与条件

由于美本身是一个无比丰富 ,又非常难解的领域 ,因此审美

标准是复杂 、多样 、变化着的 ,衡量不同的审美对象有不同的审美

标准 ,很难整齐划一 ,但是 ,正是这种审美标准的多样性才使审美

消费得以发展和扩大 ,为审美消费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活力 。一般

而言 ,发展以审美消费为主导的经济应具备以下特征:

2.1　社会经济发展到较高程度 。在人类历史早期活动中 ,物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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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活动占据首要地位 ,一切活动仅是为了满足人们的生存需要 ,

这时 ,审美欲望无法得到展现 。当社会生产出的产品超过了人们

生存所需要的物品后 ,人们的需求欲望开始得到提升 ,并随着社

会提供物品的能力的增强不断上升;经济发展的同时 ,艺术的领

域也不断扩大 ,生活和艺术的边界日益模糊 ,人们在生产和创造

实用产品时运用艺术手法增加产品的审美价值 ,满足现代人对美

的追求 ,并进一步刺激人们的审美欲望 。生产越发达 ,可供人们

审美消费的物质就越丰富
[ 2]
,同时审美消费又推动了物质生产向

更广阔的领域拓展 。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 ,人们在经济活动中

已自觉地掺入审美活动 ,从产品的设计与包装到楼房和环境的布

置 ,从个人服装打扮到外出旅游 ,对美的欣赏与创造随处可见 。

这一切与人们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是分不开的 。

2.2　人们的可支配收入达到一定水平 。恩格尔系数越小 ,审美消

费在消费经济中所占比重越大 。人们的收入水平是经济发展程

度的微观体现
[ 3]
,当人们的收入中大部分用于生活必需品支出

时 ,对商品中所包含的审美含量要求不高 ,只有当人们的生存需

要得到满足后 ,收入中的其他部分才会用于满足闲暇消费 。所

以 ,只有在当人们的可支配收入不断提高的前提下 ,审美消费才

有强大广阔的市场 。

2.3　社会财富分配状况 。社会财富在全社会的分配情况直接影

响居民的收入和购买力 。基尼系数和洛伦兹曲线是描绘一个社

会收入分配状况的重要指标 ,基尼系数越大 ,表示收入分配越不

公平 ,同时 ,由于收入高的阶层在消费倾向上比收入低的阶层低 ,

因此 ,只有当社会的基尼系数趋小 ,大部分财富分配在大多数居

民手中时 ,消费者才有足够的群体消费能力发展自己的审美消费

需求 。

2.4　社会文明程度 。社会文明程度可以由城市人口占社会总人

口的比重 、公民平均受教育年数 、识字人口的比重等指标表现出

来 。由于审美消费是建立在一定经济发展基础之上的 ,且与人的

意识形态相关联 ,不同层次的人有不同的审美观 。如果一个地区

的总体审美情趣不高 ,那么审美消费的市场很难发展起来 ,但是 ,

如果一个地区的内部文化差异较大 ,则审美消费很难形成规模 ,

只有消费者的总体文化水准提高 ,审美消费才有市场
[ 4]
。

2.5　市场容量大 。审美消费的主体是人 ,只有具备一定规模的人

群 ,才能形成时尚 ,继而打开市场 。

2.6　历史文化因素 。审美消费有自身的文化内涵和基础 。由于

各国家 、地区发展的基础和历程不同 ,有着各自的文化底蕴 ,也有

对美和审美的不同标准和尺度 。只有符合本地域审美精神的物

品才能得以商品化和市场化 。

3　审美消费与重庆地区经济发展

3.1　重庆消费市场现状。2002年 ,为了扩大内需拉动经济 ,重庆

市政府采取如启动“双十百千工程”等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 ,使消

费品市场稳定增长 ,全年社会消费零售总额突破 700亿 ,增幅为

1998年来最高水平 ,达到 9.1%;通讯器材以及家电 、建材和家具

等持续热销 ,2002年 ,全市限额以上批零企业通讯器材零售额比

上年增长 1.1倍 ,建筑及装潢材料类增长 53.1%,汽车成为新的

消费热点 ,全年汽车类完成社会商品零售额 24.6亿元 。同时 ,个

人消费不断升温 ,居民在充分享受物质生活的同时 ,也十分注重

自身素质修养 ,美容美发 、健美健身等成为改善神面貌的重要途

径 。2001年居民人均个人消费支出 215.98元 ,其中 ,用于购买个

人美容化妆品和美容服务支出为 42.13元 ,占消费总支出的

19.5%,比 1996年增长 33.2%。以上资料说明重庆居民消费结构

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 。

但是 ,通讯器材 、建材装潢等消费热点是短期性的 ,虽然有一

定的示范效应 ,但行业后续性和产业关联度不强;汽车的消费对

象是年收入 10万元的居民 ,此类消费不具有广泛性;住房消费持

续性差 。消费市场拉力不集中 ,造成消费市场增长缓慢 。

3.2　重庆发展审美消费经济的可行性 。下面主要以 “九五”期间

的资料为基础 ,从两个方面论述重庆市发展审美经济的可行性 。

1)经济的发展带动了人们收入的提高 ,恩格尔系数不断下

降 ,消费结构趋向合理 。据对我市城市居民家庭生活调查资料显

示:到 2001年城市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 6 721.09元 ,比 1996

年的人均 5 042.42元增长 33.3%,扣除价格因素影响 ,实际增长

37.1%。同时居民收入结构也发生明显变化 ,非工资收入增速快 ,

渠道不断拓宽 ,来源呈多样化 。1995至 2000年 5年间 ,农村居民

家庭人均纯收入由 1 270.4元增加到 1 892.44元 ,增幅达 48.96%,

家庭恩格尔系数由 64.7%下降到 53.6%,下降 11.1个百分点;城

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由 4 375.4元增加到人均 6 167.30

元 ,增幅为 40.95%,家庭恩格尔系数由 50.6%下降到 42.2%,降

幅为 8.4个百分点 。说明不仅重庆居民的收入水平总体得到提

高 ,消费结构也在发生改变(表 1)。重庆市城镇居民人均年消费

支出在 5年间增长了 1 543.67元 ,收入的变化改变了人们的消费

支出构成 。

表 1　重庆市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消费构成表(单位:%)

年份 消费构成 食品 衣着 家庭设备及服务 医疗保健 交通与通讯 娱乐教育文化服务 居住 杂项

1995 100.00 48.60 14.10 9.04 2.87 5.60 9.54 5.54 4.80

2000 100.00 40.40 10.10 8.70 5.40 7.40 14.40 9.00 4.60

　　　　资料来源:1996、2001年《重庆统计年鉴》[ 5-6]

　　统计资料显示 ,人们在衣着和娱乐方面的消费是仅次于食品 支出的第二大支出 ,而且 ,由于人们的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 ,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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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项消费项目上的支出呈快速增长趋势 ,这种趋势可由不同收入 户在消费项目上的不同支出构成(表 2)显示出来 。

表 2　2000年重庆市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年收入构成及消费支出构成(单位:%)

项目 总平均 最低收入户 低收入户 中等偏低收入户 中等收入户 中等偏上收入户 高收入户 最高收入户

食品 40.40 52.20 47.90 46.90 43.40 37.60 39.90 26.80

衣着 10.10 6.70 8.30 9.30 9.40 10.40 11.00 12.60

家庭设备及服务 8.70 3.60 5.30 5.30 8.70 13.60 8.00 9.80

医疗保健 5.40 5.30 7.00 4.30 5.10 5.90 4.10 6.20

交通与通讯 7.40 4.50 5.10 6.10 7.50 7.60 8.90 9.50

娱乐教育文化服务 14.40 14.60 13.80 14.50 13.00 11.40 13.90 19.80

居住 9.00 10.60 10.30 10.20 9.10 9.00 9.10 6.70

杂项 4.60 1.50 2.30 3.40 3.80 4.50 5.10 8.60

　　资料来源:2001年《重庆统计年鉴》 [ 6]

　　在最高收入户的消费支出中 ,食品仅占 26.80%,衣着和娱乐

总计为 32.40%,超过了食品支出 ,而最低收入户消费支出中 ,食

品支出为 52.2%,是衣着和娱乐(总计 21.3%)的 2倍多。可以设

想 ,如果居民整体收入得到大幅度提高 ,或恩格尔系数下降到 0.2

左右 ,则生存资料在收入中所占比例将会更小 ,社会财富大部分将

用于享受型消费 。

2)“九五”期间 ,重庆市的科教文化事业有了很大变化(见表

3)。消费经济一个主要的因素是消费文化 ,消费文化受一个国家

政治制度 、经济发展水平 、价值观念 、消费者素质的影响 。

表 3　重庆市文化事业结构发展状况(单位:个)

项目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0年与 1995年相比

机构总计 646 1 413 1 442 1 480 1 498 1 457 +811

艺术事业 35 57 70 70 66 65 +30

文物事业 24 51 54 55 58 59 +35

图书馆事业 23 42 42 42 42 42 +19

群众文化事业 546 1 234 1 235 1 273 1 284 1 245 +699

艺术教育事业 1 1 1 1 1 1 0

文艺科研 1 1 1 1 1 0

其它文化事业 16 27 39 39 46 44 +28

　　　根据历年《重庆统计年鉴》整理而得

　　表 3说明 ,重庆市文化事业发展很快 ,与 1995年相比 ,文化机

构总数增加了 811个 ,平均每年增加 162个;其中 ,增长率最显著

的是群众文化事业机构数量 ,从 1995年的 546个发展到 2000年的

1 245个 ,占总增长数量的 86.10%;其次是文化事业机构 ,由 1995

年 646个增加到 2000年的 1 457个 。据第四次 、第五次人口普查

资料显示 ,2000年重庆市每 10万人口中拥有大专及其以上文化水

平人数为 2 802 人 ,拥有高中文化水平人数为 8 597 人 ,分别是

1990年的 2.68倍和 1.38倍 ,人口素质得到大幅提高 。特别是直

辖以来 ,全市拥有大专及其以上文化水平的人口数平均增长速度

高达 16.13%,比全国同期增长率 12.75%的速度快了 3.38个百分

点 。文化事业的发展使重庆建立审美消费经济具备了一定底蕴 ,

也为审美消费的发展提供了潜在的市场前景 。

3.3　重庆市发展审美消费经济存在的不足 。1)经济差距大 。首

先 ,从宏观经济角度出发 ,尽管“九五”期间 ,重庆市经济发展很快 ,

但由于地处西部 ,信息闭塞 ,加上改革开放以来 ,国家对东部沿海

省市的首先开放和政策的倾斜 ,重庆市的经济发展水平仍处于较

低水平 。“九五”期间 ,重庆市的年均 GDP的增长率为 9.3%,而几

个东部省市同期 GDP 增长率年均在 10%以上;2000年 ,重庆市人

均 GDP 为 5 157元 ,同期全国人均GDP为 7 078元 。这表明重庆市

消费者的收入远没达到全国平均水平;其次 ,从微观角度出发 ,根

据北京商情公司在 1999年 3月份对重庆市进行入户调查的资料 ,

表明重庆市居民收入层呈橄榄型(表 4)。从消费阶层占被调查者

家庭的比例关系来看 ,中间阶层的比重最高(占 22%),橄榄型中

间以下部分比中间以上部分大一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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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以恩格尔系数分类的消费阶层占调查户数的百分比

恩格尔系数 消费类型
占家庭百分比

(%)

累计百分比

(%)

0.2级恩以下 最富裕阶层 7.20 7.20

0.30～ 0.39 富裕阶层 10.60 17.80

0.40～ 0.49 中上富裕阶层 17.70 35.50

0.50～ 0.59 中间富裕阶层 22.00 57.50

0.60～ 0.69 中下富裕阶层 19.70 77.20

0.70～ 0.79 贫困阶层 12.90 90.10

0.80级恩以上 最贫困阶层 9.70 100.00

2)基尼系数大 。基尼系数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收入分配

平均程度的重要指标 。据测算 ,我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 1996年

为 0.424 ,2000年为 0.458 ,由于高收入阶层的平均消费倾向较中

低收入阶层低 , “从而带动全国城镇居民平均消费倾向由 1991年

的 94%下降到 1997年的 81%”(刘文斌 2000)。重庆市有 80%的

农业人口 ,城乡收入差距更为显著 ,1995年 ,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

为年 4 392元/人 。而农村居民纯收入为年 1 270元/人;2000年 ,

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为年 6 276 元/人 ,农村居民纯收入为 1 892

元 /人 ,人均相差 4 385元/年 ,人均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 。

就城镇居民收入状况而言 ,由于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者家庭

一般占城镇家庭总数的 69.80%,收入占居民收入总数的 58%,是

消费主体 。重庆市城镇消费者收入分布呈橄榄型 ,基本符合发展

审美消费经济的要求;就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而言 ,由于城乡居民收

入差距大 ,且农村居民居多 ,收入低 ,很难有效地带动审美消费市

场 。

3)审美教育发展滞后 。审美教育的一个重要表现指标为受

教育程度 ,另一个重要指标是文化事业的发展情况 。根据 2000年

全国人口普查快速汇总资料 ,在所有文盲人口中 ,80%以上的文盲

人口集中在农村 ,而重庆市 3 100多万人口中 ,有 2 000多万人居

住在农村 ,是一个很大的文化盲区 。1995 ～ 2000年 ,重庆市的艺术

教育事业和文艺科研机构发展停滞不前 ,美育和审美文化的发展

不充分 。

3.4　措施与建议 。1)地方政策扶持 。审美消费是一种新兴的消

费形式 ,尽管发展较快但没有系统和规范化 ,政府应发挥管理者的

作用 ,在税收 、财政方面予以实际支持 ,使审美经济能尽快规模化

和正规化地发展 。2)调节社会财富分配 。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

缩小社会贫富差距 ,提高富有阶层的消费倾向 。3)大众监督 。由

于现在美容市场的不规范行为 ,使一部分潜在消费者流失 ,同时因

为政府行为的有限性 ,使这种市场噪声得不到消除 ,只有通过制定

一系列的限制与激励措施(如严格规范市场进入 、制定具体的奖惩

细则 、成立能有效制约企业和法人行为的机构等)才能扩大审美消

费市场 ,使之健康 、持续的发展 。4)舆论造势 。任何物品都离不

开包装和宣传 ,如今社会上流行“文化搭台 ,经济唱戏” ,各地举办

花卉节 、啤酒节 、高交会 、博览会 …,其目的都想通过节事 、会展等

审美文化活动在促进消费的同时 ,提高城市的知名度 ,同时还起到

了对公众进行的审美教育的效果 。5)针对重庆大城市大农村的

市情 ,企业在产品设计和价格定位时应考虑到不同的市场受体 ,进

行有目的的生产和服务 ,满足不同层次审美的需要 ,扩大审美消费

市场 。

4　发展审美消费的综合效应

4.1　拉动内需 ,培育持续消费热点 。有效需求不足是目前中国经

济发展的最大障碍 ,也是重庆实现全面小康急需解决的难题。供

需结构不合理 ,不能适应具有不同收入水平和消费偏好消费者的

需要;消费热点散乱 ,假日经济 、店庆经济等都是短期 、季节 、局部

的 ,能支持经济持续增长的消费热点没有真正形成 。审美消费作

为新的消费热点 ,正迎合了人们在现阶段对自身综合素质关注的

需要 ,引导人们科学 、健康地消耗社会财富 。同时 ,审美消费涉及

面广 ,产业关联度高 ,适合各种消费层次的居民 。随着经济社会进

一步发展 ,人们对美(精神)的消费需求逐年递增的趋势保证了经

济持续增长 。

4.2　增加就业 ,促进居民收入进一步增长。有关资料显示 ,在美

国 ,休闲娱乐产业创造了 2 500万个工作岗位 ,占全美就业岗位的

1/4 ,在英国休闲娱乐产业占据了全英 1/5的工作岗位 。就业量直

接影响居民收入 ,据测算 ,在消费倾向一定的条件下 ,消费者每新

增 1美元消费市场就会增加 3美分 。在 1996到 2002年 6年间 ,虽

然就业人员总计增加了 35.6万人 ,但总人口增加了 91.06万人 ,实

际就业率下降
[ 7]
。解决城市就业压力 、提高人民收入的重要途径

是发展第三产业 ,审美消费经济作为第三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具

有吸纳就业人员多 、提供就业岗位多 ,人员素质要求低的特点 ,非

常适合重庆城市特征 。

4.3　消费结构高级化 ,为人们由生存型消费向享受型消费提供了

载体 。审美消费是消费经济的一个方面 ,多样化的消费方式和扩

大了的消费内容促进消费结构的提升;审美消费是满足人的高层

次需要的消费 ,根据马斯洛需求模型 ,在人的 5个层次的需求中 ,

审美消费主要是为了满足后 3个层次的需要 ,人们在生活资料充

裕后 ,不再满足单纯的穿衣吃饭 ,渴望得到尊重 ,要求展现自我 、实

现自我价值 ,审美消费应运而生 ,因此 ,审美消费的出现是新型消

费经济的标志 。

4.4　有利于打造大都市的形象 。重庆作为中国四大直辖市之一 ,

与其他 3个直辖市相比 ,缺乏明确而良好的城市形象定位 。西部

大开发和全国产业结构调整正是重新定位特色经济和城市形象的

大好时机 ,利用人们对美的追求形成消费热点将是重庆发展不同

于东部地区的特色 。因此重庆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加以宣传和规

划 ,力争在较短时期内形成审美消费经济中心 ,以本地区和周围省

市为市场 ,向全国辐射 ,成为西部经济发展的一颗明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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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束语

通过以上分析和讨论 ,我们不难发现:尽管我国的企业信息

化基础条件已经具备 ,而且信息化建设也取得了一定成效 ,具备

了加快推进的条件 ,同时 ,我国企业信息化起步于 70年代中期

(比发达国家晚 10多年),并不算太晚 ,但我国企业信息化建设仍

较大程度落后于发达国家(美国 、日本 、英国 、韩国等),就目前来

看 ,其根源是管理因素 、资金因素 、人才因素 、组织因素 、通信垄断

因素等瓶颈制约了我国企业信息化的建设和发展 ,因此认真科学

的对这些因素的进行研究 ,扫除我国企业信息化发展道路上的障

碍 ,是十分必要和紧迫的任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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