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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富差距大。”正如一位读者留言所说，
在宁波，不同收入水平的人群，也会在消费上
表现出相当大的差异。在“今年开销占比最高
的部分”中，月入15000元以上的人群仅有不
到 40%勾选了“吃”项，而其他群体选择

“吃”的比例均超过了一半，这简直是对“恩
格尔系数”最好的注解了。这一群体与平均水
平间的差异程度，也远比其他收入区间大。

于是，我们不禁对这部分月入15000元以
上的中高收入群体产生了好奇：他们都会把钱
花在哪里呢？首先，我们发现，这一部分人群
里几乎每位参与者都有过境外消费的经历。除
了远超平均水平的旅行度假比例外，还有36%
的人有过供子女出国留学、游学的经历。因
此，在问及如何购买进口商品时，他们中有八
成选择了“自己出境购买”。也就是说，他们
往返境外的频率和消费的规模，相对其他收入
人群有明显增加。

这部分人群在消费观念上，也与平均水平
有着极大的差异：在日常消费中，他们对价格
因素、实用性的追求要低于平均水平，也说明
中高收入者对价格波动的敏感度更低。同时，
他们对产品的“价值观与生活方式”，又表现
出了极大的追求。面向高收入群体的品牌与产
品，看来得在文化与精神方面多做些文章了。

更有意思的是，在“假设有足够的资金，
您愿意在哪些方面消费”的问题中，有5位月
入超过15000元的参与者，不约而同地勾选了

“其他”，并明确指出想要“投资”，还有一位
指出，想“投资固定资产”。

即使月入超过15000元，依然会有不少大
件消费缩减开支的情形。可见在宁波，“财务
自由”的门槛远比这个数字要高。高收入和低
收入的两极，在这次调查中尚看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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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入超过1.5万元后
盈余的钱怎么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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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妻子每月都要还房贷，但我们的公
积金能覆盖这一部分。所以，现在我每个月赚
的钱中，有四成可以盈余。为什么不拿这部分
钱消费呢？一方面是因为从小父母就教育我，
既要开源也要节流；另一方面，我感觉自己对
食物之类的生理需求已经不那么强烈了，至于
穿的和用的，舒适实用就可以，我们也不需要
靠衣服来撑门面。至于孩子的教育开支，我们
将心比心，不想给他太大的压力。假设有足够
的资金，我也会想先存着，考虑以后投资买房
再用。我以前投资过股票，但现在股市的情形
非常不妙。在看不清近期明确的投资方向时，
我宁愿先持币观望，等有了好的投资机会时再
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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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张，男，80后，公司职员

▲

男女消费行为的差异

▲

月入1.5万元以上群体境外消费频率远高于平均水平

▲

中高收入消费者最看重商品的哪些方面

用（生活用品）穿（服饰美容） 行（交通通讯）

■男 ■女

▲

男女分别将钱都花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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