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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居民消费行为比较研究》以当代消费经济理论、农户经济学、比较经济学等为基础，并利用扩
展线性支出系统（ELES）模型，对内蒙古牧户与农户的消费行为进行了系统的比较研究。
在对国内外相关理论与实践研究进行述评的基础上，重点对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进行了创新性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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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建
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新牧区，构建和谐社会，就需要满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各种要求，这不仅包括
物质、文化、服务的需求，还包括对生态环境、法制环境、政治民主、人权尊严、社会保障与国家安
全等方面的需求，最终实现和谐消费。
可见，通过内蒙古牧户与农户消费行为的比较研究，阐述牧户与农户的消费特色，探索牧户与农户的
消费演变、消费特点、消费差距及影响因素，针对存在的消费问题，提出引导消费、满足消费需求和
提高消费水平的政策措施，将全面推进农区与牧区、城市与农村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关系到贯彻执行我国少数民族政策和区域经济均衡发展问题。
内蒙古自治区是我国成立最早的民族自治区，多年来一直是全国的模范自治区，我国牧区经济体制的
改革绝大部分是从内蒙古牧区开始的，如集体草原承包到户、牲畜作价归户私有私养、畜牧业一体化
经营等，而以草原畜牧业为依托的各少数民族的生产与消费有许多共性，通过对内蒙古牧户与农户消
费行为的比较研究，对其他少数民族自治区开展牧户与农户消费方面的研究具有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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