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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在借鉴西方跨期最优消费选择理论和相对收入假说所提出的“棘轮效应”的基础上 ,估计中国的消费函

数 ,鉴于我国城镇和农村居民在消费行为方面存在差异 ,本文分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对模型单独进行检验 ,考察两

者在影响消费的因素方面的差异 ,并试图找到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最后 ,根据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消费函数的不

同特点 ,提出拉动居民消费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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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费函数理论不论是在微宏观经济学理论还

是在经济统计分析的实践中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自从凯恩斯在《通论》中首创绝对收入假说的消

费函数理论以来 ,这一领域就成为经济学家孜孜不

倦的研究课题。在用统计数据检验收入与消费关系

的过程中 ,消费函数不断得到发展和深化 ,在消费函

数理论的发展上前后出现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到

第二阶段实现了从短期到长期的飞跃 ,第二阶段到

第三阶段实现了从确定性分析到不确定性分析的跳

跃。

第一阶段是以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和杜森贝

里的相对收入假说为代表 ,主要研究消费支出和现

期收入之间的关系 ,并为两者之间的关系寻求经验

数据的支持。凯恩斯认为消费是现期收入的函数 ,

随着收入的增加消费也增加 ,但消费增长幅度小于

收入增长幅度 ;而平均消费倾向 (消费占收入的比

例)随收入的增加而下降 ,但长期数据却并不支持凯

恩斯的这种猜想。根据杜森贝里的假说 ,人在消费

上存在着“攀比效应”和“棘轮效应”,所以消费除了

受当期收入的影响外 ,还受过去所能达到的最高收

入以及他同别人相比的相对收入水平的影响。

阿尔文 ·费雪的时际选择模型是最早引进不同

时期消费者选择的消费函数模型 ,从而使消费函数

理论跨入了第二阶段 ———跨期消费函数理论阶段。

这一阶段最具有代表性的是生命周期假说和持久收

入假说 ,两者在内容上非常相似。但前者强调储蓄 ,

后者强调预期收入。莫迪利安尼认为 ,消费者会把

他一身的资源 ,包括初始财富 W、和一生中赚到的

收入分摊到 T 年生命中 ,并且希望在一生中实现最

平稳的可能的消费路径 ,在长期中 ,财富和收入同期

增长 ,所以 A PC 不变 ,这样就解开了库兹涅茨之谜。

弗里德曼认为 ,消费不是取决于现期收入 ,也不取决

于最高收入和现期收入的关系 ,而是取决于持久收

入 (人们预期持续到未来的那一部分收入) 。

第三阶段是对 L C - PIH 模型的扩充和修正阶

段 ,其代表是霍尔的随机游走假说和预防性储蓄理

论。1978 年霍尔将理性预期引入了消费函数 ,其推

理如下 :根据持久收入假说 ,消费者是根据现在对一

生收入的预期选择消费 ,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们改变

消费是因为得到了使他们修正预期的消息 ,消费的

变动是对一生收入“意外变动”的反应 ,所以消费的

变动也应该是无法预期的。预防性储蓄是指风险厌

恶的消费者为预防未来不确定性导致的消费水平的

急剧下降而进行的储蓄 ,这一理论强调储蓄不仅仅

是为了在生命周期内配置其资源 ,同时也是为了对

不确定事件加以保险。

除了上面所提到的具有代表性的几种假说外 ,

还有误差修正机制消费函数、大卫 ·莱布森的即时

愉快的吸引力假说、滞后调整的动态消费函数、财产

假设理论、流动资产假设、通货膨胀假设、内生收入

假设等。

近年来 ,国内的许多学者在借鉴西方消费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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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的基础上 ,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 ,在建立符合我

国现实条件的消费函数方面进行了富有成果的探索

性研究。臧旭恒从两种不同的角度对消费进行了划

分 ,一是持久性部分和暂时性部分 ,二是非耐用品支

出、耐用品支出和劳务支出 ,从消费内部构成出发分

析了消费和收入之间的关系[ 1 ] 。杭斌讨论了建立消

费函数过程中的几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改革前后消

费行为的差异问题、暂时收入和暂时消费平均值是

否为零的问题、消费函数的理论背景问题[ 2 ] 。还有

一些学者利用我国的实际数据 ,分析比较西方的主

要消费函数模型 ,试图找到最能反映中国实际情况

的消费函数模型[3 - 5 ] 。贺菊煌[ 6 - 7 ] 对消费函数进行

了较为深入地研究 ,先是以生命周期假说为基础 ,提

出了总和消费函数 ,进而通过实证证明两者确实相

符 ,然后对消费函数中所涉及的诸多问题 ,如储蓄率

的决定等进行了考察 ,系统地研究了消费函数理论。

袁志刚等[8 ] 讨论了转轨时期中国城镇居民消费行

为 ,描述了影响城镇居民消费行为的各种因素 (主要

是制度因素) 。但是 ,这种讨论不是在严格的统一的

分析框架内进行。余永定等[ 9 ]运用选择理论为基础

的方法对传统消费理论进行了富有创见的拓展 ,并

以此来研究中国居民的消费行为 ,从而推导出中国

的宏观消费函数。万广华等[ 10 ] 用统计数据通过测

试随机游走模型 ,分析了流动性约束与不确定性在

中国居民消费行为方面所起的作用。还有的学者采

用新的计量方法来分析中国消费函数 ,如赵卫亚[ 11 ]

用 Panel data 模型来分析中国消费函数 ;廖成林[ 12 ]

用协整理论来避免伪回归的出现。而王金营[13 ] 等

则引入了社会学概念 ,考虑了人口年龄结构 (老龄

化)对消费函数的影响。但是 ,以上研究都没有考虑

到中国城乡二元结构下 ,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在消

费行为方面的差异。故本文分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

单独对模型进行检验估计是有一定研究意义的。

1 　中国消费函数模型的估计与分析

对于中国消费函数的研究 ,由于目前尚无可作

建模依据的成熟的消费理论 ,因此 ,本文研究的起点

是在借鉴西方跨期最优消费选择理论和相对收入假

说所提出的“棘轮效应”的基础上 ,估计中国消费函

数 ,以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消费和收入数据分别

进行回归 ,并对两者进行分析和比较。

莫迪利亚尼在资产收益率和人口年龄结构不变

等辅助架设下 ,提出了生命周期假说的宏观消费函

数形式 ,并在 1963 年用收入 Y 代替了预期收入的

现值 Ye ,生命周期理论的一般形式就变为 :

Ct = aA t + bYt

式中 :C 为消费 ;A 为资产 ; Y为收入 ;a、b 分别

为资产和收入的系数。

如果考虑到资产因素对消费支出的巨大影响 ,

但资产数据难以获得 ,可引入关系式 :

A t - A t - 1 = Y t - 1 - Ct - 1

此时宏观消费函数就变为 :

Ct = (1 - a) Ct - 1 + bYt + ( a - b) Y t - 1 + ut

基于上述理论 ,我们可建立中国的消费函数模

型 :

Ct = b1 Ct - 1 + b2 Y - b3 Y t - 1 + ut
[14 ]

式中 : Ct 表示现期消费 , Ct - 1 表示前期消费 , Y t

表示现期收入 , Y t - 1 表示前期收入 , ut 为随机扰动

项。

111 　数据说明

我们的消费函数包括城镇居民、农村居民的消

费函数 ,其中以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

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作为收入的数据 ;以城镇居民

人均消费支出、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性消费支出作为

消费数据。为消除物价变动的影响 ,消费函数模型

中的名义收入和名义消费根据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换

算成实际收入和实际消费。我们建模所用的样本空

间是 1995 —2005 年 ,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

本模型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估计。

112 　模型估计

根据以上数据 ,采用 SPSS1310 对模型进行估

计 ,结果如下 :

(1) 城镇居民消费函数估计

Ct = 01732 Y t + 01313 Y t - 1 - 01485 Ct - 1

　　(71568) (01998) ( - 11382)

R2 = 01999 D1 W1 = 21324 F = 3215142

(2)农村居民消费函数估计

Ct = 11592 Yt - 11017 Y t - 1 + 01212 Ct - 1

　　(51295) ( - 41935) (01574)

R2 = 01989 D1 W1 = 21558 F = 2061599

利用 White 检验法检验 ,可知以上模型随机误

差项不存在异方差性 ,因此模型参数估计值及参数

的有效性检验有效。(采用 eviews510 进行检验)

从各个模型的参数估计结果来看 ,存在几个突

出的问题 ,需要进一步探讨 :

1) 从总体来看 ,模型拟和优度都比较高 ,且在

5 %的显著性水平下 ,都通过了 F 检验和 D1 W1 检

验 ;但是在对变量进行显著性检验时 ,有部分变量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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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通过显著性检验。

2)城镇居民消费函数中的前期消费的回归系数

为负值 ,表示前期消费增加一个单位 ,现期消费减少

01485 个单位 ,这一点似乎和杜森贝里的“棘轮效

应”相矛盾 ;农村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过高 ,甚至超

过了 1 ,这意味着农村居民出现了负储蓄 ,这似乎与

人们的普遍认识有较大差距。

表 1 　消费模型模拟的基础数据[ 15]

年份

城镇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

(元)

农村居民人均

纯收入

(元)

城镇居民人均

消费 (元)

农村居民人均

生活消费支出

(元)

城镇居民消费

价格指数

(1978 = 100)

农村居民消费

价格指数

(1985 = 100)

城镇人口

(万)

农村人口

(万)

1995 4 28310 1 57717 3 53716 1 31014 42916 29114 35 174 85 947

1996 4 83819 1 92611 3 91915 1 57210 46714 31414 37 034 85 085

1997 5 16013 2 09011 4 18516 1 61712 48119 32213 39 449 84 177

1998 5 42511 2 16210 4 33116 1 59013 47610 31911 41 608 83 153

1999 5 85410 2 21013 4 61519 1 57714 47218 31413 43 748 82 038

2000 6 28010 2 25314 4 99810 1 67011 47616 31410 45 906 80 837

2001 6 85916 2 36614 5 30910 1 74111 47919 31615 48 064 79 563

2002 7 70218 2 47516 6 03010 1 83410 47511 31512 50 212 78 241

2003 8 47212 2 62212 6 51019 1 94313 47914 32010 52 376 76 851

2004 9 42116 2 93614 7 18211 2 18416 49512 33516 54 283 75 705

2005 10 49310 3 25510 7 94310 2 55510 50311 34310 56 212 74 544

113 　模型的结果分析与讨论

对以上存在的几个突出问题 ,我们进行进一步

的分析和讨论。

11311 　城镇居民消费函数模型

在样本期中 ,城镇居民的消费函数表现出如下

的特性 :在影响城镇居民当期消费的各因素中 ,当期

收入的影响是比较显著的 ,其回归系数也基本符合

现实情况 ;滞后一期的收入和滞后一期的消费对当

期收入的影响均没通过 5 %显著性水平下的 t 检验 ;

在前期消费增加的情况下 ,会使得当期消费减少。

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 :随着经济改革的不断

深入 ,国家在城镇医疗、住房、教育、社会保障方面采

取了一定措施 ,使得城镇居民的风险意识加强 ,预防

性储蓄倾向偏高。从 1996 年 5 月份以来 ,尽管中国

人民银行连续降息 ,国内消费需求仍然疲软。实际

上 ,这一时期 ,处于上扬趋势的储蓄比率屡创新高。

其结果是 ,最终消费率 (最终消费占 GDP 的比重)从

1990 年的 6113 % 降至 1998 年创记录的新低

5811 % ,而居民消费率从 50 %降至 46 %。居民消费

的疲软也同样被不断下降的消费品零售额增长率

(从 1996 年第一季度的 24 %降为 1998 年第三季度

的 715 %)所证实[10 ] 。前期收入的显著性偏低的原

因 ,可能正是由于这种较高的储蓄倾向和未来不确

定性的存在 ,使人们不愿去消耗存款 ,而仅以当期收

入水平来决定当期消费 ,只有在当期收入不能满足

基本生活所需的情况下 ,才会动用储蓄。对于给定

的任意收入增长水平 ,流动性约束型消费者将试图

保持更多的谨慎储蓄存量。按照生命周期理论 ,消

费者会在一生平稳的分配收入 ,如果某一期的消费

超过了预期消费 ,消费者就会减少下一期的消费以

弥补上期多消费的部分。

11312 　农村居民消费函数模型

农村居民在模型中反映出来的 MPC 远远大于

1 ,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 : ①农民的纯收入中

统计的收入主要来源于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收入、

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 ,其中并不包括自给自足

的实物部分 ;而农村居民的生活性消费支出中既包

括现金支出 ,也包括实物支出[15 ] 。②我国农村居民

的消费水平、消费层次很低 ,随着经济的发展 ,农民

收入有所增加且大量商品开始涌进农村市场 ,在追

求生活质量及消费品多样化的需求下 ,表现出极大

的购买欲望是有可能的。③在城市化进程及教育扩

招的形势下 ,大量的农村人口转变为城市人口 ,这些

人的收入水平较之在农村得到大幅度的提高 ,他们

通过一种依靠“亲缘”关系的转移路线 ,把大量收入

转移回农村的亲戚朋友中。

2 　结语

本文借鉴西方的生命周期假说 ,采用 1995 —

2005 年的数据对其进行拟合检验 ,虽然拟合效果并

不十分理想 ,但却促使我们深挖造成这种结果的原

因 ,为更好地估计中国的消费函数创造了条件 ,从对

模型结果的分析中可以看出 ,这些原因都是现实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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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并值得引起我们重视和思考的。目前 ,中国内需

不足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 ,根据上面的实证

分析 ,本文提出以下两点建议 :

首先 ,从实证分析中可以看出 ,近年来 ,城市居

民消费倾向偏低的主要原因来自对未来的不确定

性。因此 ,要拉动城市居民的消费 ,就需要从减少城

市居民面临的不确定性入手。其原因在于 ,不确定

性的减少将使消费增长路径下移 ,从而降低目标财

富比率和预期消费增长率。[10 ] 对此 ,可使用一些政

策手段 ,如 ,加大社会保障力度 ,增强宏观经济系统

的应变和抗风险能力 ,增加政策的透明度 ,增强城镇

居民对未来的信心等。

其次 ,对农村居民而言 ,他们的购买欲望很强 ,

因此想要拉动农村居民的消费 ,关键在提高农民的

收入和改善农村信贷环境上。如加快农业产业化发

展 ,扩宽农民的征收渠道 ,减少对农民增收的不合理

税费等。同时 ,解决农村居民有钱没地花的问题 ,开

拓农村市场 ,在促进农村居民消费的同时也改善了

企业的生存空间。

当然 ,本文还有许多有待改进之处 ,如没有对消

费者的消费行为进行理论分析 ,可采用更精确的计

量方法等 ,这些都可作进一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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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nalysis and Comparison of Chinese City Household and
Country Household Consumption

CH EN Rong1 , SHI Chang2

(11 Economy College of Anhui University , Hefei 230039 ,China ;

21 Humaniores and Economy College of Hefei Univesity of Techonology , HeFei 230009 ,China)

Abstract : On t he basis of t he data about Chinese city and count ry consumption , employing t he t heories of Optimal Consumption Choice wit h

Intertemporal Substitution and relative income hypot hesis , t his paper probes into t he causes of Chinese city household and count ry household

consumption and t he difference between city and count ry consumption1 Based on t he analysis above , some policies are proposed1

Key words : consumption function ;positive analysis ;city household consumption ;count ry household consum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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