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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对消费规律的研究是经济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在以往的研究中 ,无论是国外经济学家凯

恩斯 (J . M. Keynes)的绝对收入假说、杜森贝利 (J . S. Duesenberry) 的相对收入假说、弗里德曼 (M. Fried2
man)持久收入假说、莫迪利安尼 (F. Modigliani)的生命周期假说和霍尔的理性预期生命周期假说 ,还是

邹致庄 ( Gregory C. Chow)对中国消费函数的研究 ,以及众多的中国经济学家 (臧旭恒 ,1994 ;贺菊煌 ,

1995 ;1996 ;于永定、李军 ,2000 ;孙凤 ,2002 ;秦朵 ,1990 ;韩立岩 ,1998 ;等) ,对中国消费函数的研究和实

证分析 ,几乎都没有将人口年龄结构纳入消费函数中 ,即使是在考虑生命周期假说的实证研究中也是

如此。其中原因 ,一方面存在着没有找到用一个综合变量来表征人口年龄结构可纳入函数的困难 ,另

一方面 ,人口年龄结构与收入水平的时间序列数据存在相关性 ,致使直接引入年龄结构变量的消费函

数存在多重共线性 ,模型计量不能够通过显著性检验。

在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经济的影响研究中 ,有关人口老龄化与消费需求的关系研究是其重要组成

部分和基础 ,联合国的有关研究揭示了老年人口和人口老龄化对储蓄、消费等方面的影响 ( G. J . Stol2
nitz ,1992) ,这一点中国的人口经济学家自 1990 年代以来也已有所研究 (于学军 ,1995 ;李建民 ,2001

等) ,但是他们并未建立含有人口年龄结构的消费函数来分析人口老龄化对消费需求的影响。这不能

不算是一个学术上的遗憾。因此 ,本研究对中国自 1978 年以来的时间序列数据分析 ,引入标准消费

人概念和变量 ,解决消费函数中人口年龄结构影响分析的困难 ,并将该消费函数用于对中国总体消费

规律的分析和未来的预测。

2 　基本假设和模型

根据有关人口统计指标的划分 ,可以把人口划分为三大年龄组 :少年儿童、成年人 (劳动年龄人

口) 、老年人。现实生活中 ,不同年龄组的人有不同的需求。随着年龄构成的变化 ,人们对一定种类物

品或服务的需求和总需求一样产生变化。假定收入水平一定 ,作为影响总消费需求的一个因素 ,年龄

构成会部分决定总消费需求。有研究表明 ,儿童的消费需求要少于成年人 ,而成年人和老年人需求间

的关系至今还不清楚。也有一些研究认为少年儿童和老年人的需求相似 ,它估计了每 1000 人口 (有

着不同预期寿命的稳定人口)的需求和总生产率 ,推算出少年儿童和老年人的需求分别是成年人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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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70 %。与此相关一项研究认为一个儿童的需求是一个成年人或老年人的一半 ( G. J . Stolnitz ,1992) 。

根据这些研究结果 ,假设老年人和儿童的需求不同 ,一个年轻人口的消费需求比老年人口的消费需求

低。另外 ,在对随着年龄而改变消费需要的研究中 ,通常以消费比例为依据 ,这个比例是根据各年龄

组的不同需求分配给不同年龄组人口的权数 ,即消费系数。这样就使得计算与成年人对等的个人需

求成为可能。这些权数可依据于对实际消费类型的观察或是对于建立标准而进行的研究而获得。从

总体上说 ,权数赋值结果虽然会有所不同 ,但是它会证实不同年龄人群有不同需求事实的存在。因

此 ,这就间接证明了年龄构成对消费以至于对储蓄和消费有影响作用。

根据现实生活的表现和有关研究 ,我们假设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对消费水平产生影响。那么 ,一

是我们将少年儿童比重、老年人口比重直接作为变量引入消费函数 ;二是我们寻找一个综合指标来表

征人口年龄结构引入消费函数。

直接引入人口年龄结构变量的绝对收入假说的消费函数模型如下 :

如果在给定消费水平的条件下 ,则最终消费函数为

Ct = ct Pt (1)

其中 , Ct 为消费总额 , ct 为人均消费水平 , Pt 为总人口。

这表明在消费水平给定的条件下 ,人口规模是最终消费规模的决定因素。然而 ,人均消费水平并

非固定不变。影响其变化的因素很多 ,人均收入水平或人均 GDP 水平 ①、人口年龄结构等都是其中的

影响因素。人均消费与人均 GDP 和人口年龄结构应具有以下关系 :

ct = a1 + a2 y t + a3 aged ( t) + a4 ch ( t) +ε (2)

该式两边同乘以总人口 Pt ,则最终消费函数模型为

Ct = a1 Pt + a2 Yt + a3 Ptaged ( t) + a4 Ptch ( t) (3)

该式表明 ,最终消费是总人口、老年人口、少年人口和国内生产总值的线性函数。

引入人口年龄结构综合变量 (标准消费人)的消费函数模型如下 :

设 0～14 岁少年儿童人口的平均消费水平相当于 15～64 岁成年人口的α倍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

口的平均消费水平相当于 15～64 岁成年人口平均消费水平的β倍。若一个人口 P 中有 0～14 岁人口

Ch ,15～64 岁人口L ,65 岁及以上人口 Aged ,则它们的标准消费人口为 SCP =α·Ch + L +β·Aged。当

等式两端同时除以总人口 P 可以得到该人口每 100 人所相当的标准消费人数 :
SCP

P
×100 = (α·ch + l

+β·aged) ×100 ,其中 ,ch、l、aged 分别代表少年儿童、成年人口、老年人口的比重。令 C 代表总消费

额 ,则 sc =
C

SCP
代表标准消费人的消费水平。

根据此标准消费人的计算过程 ,标准消费人的消费水平是一个已经排除了人口年龄结构影响的

指标 ,因而决定消费水平的因素只有人均收入水平 (人均 GDP) 和消费习惯 (C(t - 1) ) 及其他因素。为

此 ,我们得到如下模型 :

不考虑消费习惯 C(t - 1)的标准消费人消费函数为 :

sct = a1 + a2 y +μt (4)

和考虑消费习惯 C(t - 1)的标准消费人消费函数为 :

sct = a1 + a2 y + a3 sct - 1 +μt (5)

其中 , sct 为 t 年标准消费人消费水平 ,区别于 t 年的人均消费水平 ct , yt 为人均 GDP。

这两个模型反映了当排除人口年龄差异的影响后 ,消费函数中影响消费水平的因素将大大简化 ,

① 参见臧旭恒著《中国消费函数分析》,上海三联书店/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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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结构不再是标准消费人消费水平的主要影响因素。一旦估计得到模型的参数 ,我们就可以利用

预测得到分年龄组人口和人均 GDP 水平 ,预测未来的标准消费人水平和总消费规模。

首先 ,式 (4)两边同乘以标准消费人规模 SCPt 得到总消费函数 :

Ct = a1 Pt
SCP

Pt
+ a2 y tSCPt = a1 Pt

SCPt

Pt
+ a2

Yt

Pt
SCPt (6)

然后 ,变形采用人口年龄结构表示标准消费人 ,得到 :

Ct = a1 Pt (α·cht + l t +β·agedt) + a2 Yt (α·cht + l t +β·agedt)

将 l = 1 - cht - agedt 代入上式 ,得

Ct = a1 Pt + a2 Yt - (1 - β) ( a1 Pt + a2 Yt) ·agedt - (1 - α) ( a1 Pt + a2 Yt) ·cht

(7)

或

ct = a1 + a2 y t - (1 - β) ( a1 + a2 y t) ·agedt - (1 - α) ( a1 + a2 y t) ·cht (8)

由式 (7)或式 (8)可见 ,当老年人口和少年儿童的消费水平与成年消费水平越是接近 (即α和β接

近 1) ,人口年龄结构对消费的影响就越小。反之 ,当老年人口和少年儿童的消费水平与成年消费水平

越是差异大 (即α和β比 1 小得多) ,人口年龄结构对消费的影响就越大。

由此可见 ,只要对式 (4)或式 (5)略作变化 ,就可以将人口的年龄结构间接的引入消费函数。由式

(8)可知 ,当人口规模一定时 ,老年人口和少年人口的边际消费倾向是一个与人均 GDP(或人均收入)

有关的量 ;同时 ,也与老年人口和少年人口的消费系数有关。为此 ,我们将在下文对这两个函数利用

我国的实际时间序列数据进行检验。

3 　数据的整理

3. 1 　人口年龄结构和人均消费水平数据

根据我国历年统计年鉴中有关 GDP、人口、消费以及各类价格指数等数据资料可以计算得到人均

GDP 和人均消费水平的可比价格的数据。利用年龄移算的方法 ,可以估计得到在 1978～1982 年之间、

1982～1990 年之间和 1990～2003 年之间历年的分年龄组人口数和结构数据 (见表 1) 。

3. 2 　标准消费人及标准消费水平数据

为了得到标准消费人及标准消费水平数据 ,我们假设一个 15～64 岁的成年人为一个标准消费

人 ,将 15～64 岁的成年人的消费水平看作标准消费人的消费水平。然后按一定的比例把儿童和老年

人折算成标准消费人。学者们一般认为老年人的消费水平相当于处于劳动年龄人口消费水平的 70 %

左右 ,也有的学者认为老年人口的消费水平相当于劳动年龄人口的 80 % ( G. J . Stolnitz ,1992 ;于学军 ,

1995 ;李建民 ,2001) ①,另有学者认为老年人口的消费水平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消费水平并无差距。但

应该注意的是由于各个国家的社会、经济条件和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差别 ,老年人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消

费差别是不同的。在我国 ,由于不同收入水平的群体或区域的老年人消费水平确实存在差异 ,并且受

我国文化传统的影响 ,我国老年人口的消费水平一般要低于劳动年龄人口的消费水平。因此 ,我们可

以按 0. 7 和 0. 8 两个消费系数将老年人折算为标准消费人 ,同时将少年儿童的标准消费系数分别定为

0. 7 和 0. 6。据此我们将 1978～2000 年期间我国人口换算成标准消费人 (见表 2) 。

① 在文献 : G.J . Stolnitz (ed) . Demographic Cause and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Poplation Aging , UN Economic Commission of

Europe and UN Poplation Fund , New York , 1992 中对不同年龄组的消费水平系数给出了假设 : (1) 各年龄组的消费水

平系数假设 :0～14 岁组为 0. 7 ,15～59 岁组为 1. 0 ,60 + 岁组为 0. 7 ; (2)各年龄组的消费水平系数假设 :0～14 岁组

为 0. 6 ,15～59 岁组为 1. 0 ,60 + 岁组为 0.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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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1978 年不变价的 GDP、储蓄、消费和人均水平

年份 0～14 岁 15～64 岁 65 岁及以上
人均 GDP

(元/ 人)
老少比

消费

(亿元)

人均消费

(元/ 人)

1978 38. 003 57. 584 4. 413 374. 57 11. 61 2239. 1 232. 61

1979 36. 869 58. 722 4. 409 397. 74 11. 96 2494. 6 255. 75

1980 35. 741 59. 852 4. 406 423. 74 12. 33 2735. 4 277. 12

1981 34. 347 60. 939 4. 714 439. 57 13. 72 2969. 2 296. 71

1982 33. 582 61. 621 4. 798 473. 33 14. 29 3186. 6 313. 82

1983 32. 763 62. 796 4. 441 521. 34 13. 55 3537. 4 345. 13

1984 31. 584 64. 285 4. 131 595. 50 13. 08 4036. 1 390. 05

1985 30. 708 65. 467 3. 825 667. 44 12. 46 4583. 8 438. 51

1986 29. 502 65. 677 4. 820 705. 72 16. 34 4889. 0 455. 90

1987 28. 926 66. 239 4. 835 774. 53 16. 72 5334. 5 489. 51

1988 28. 335 66. 805 4. 860 848. 66 17. 15 5983. 1 540. 59

1989 27. 608 66. 669 5. 723 864. 21 20. 73 6274. 9 553. 96

1990 27. 446 67. 220 5. 334 892. 47 19. 43 6326. 4 553. 33

1991 27. 198 67. 404 5. 398 961. 30 19. 85 6880. 9 594. 08

1992 26. 962 67. 565 5. 473 1083. 79 20. 30 7835. 2 668. 70

1993 26. 809 67. 596 5. 595 1212. 04 20. 87 8403. 4 709. 04

1994 26. 564 67. 724 5. 712 1349. 88 21. 50 9286. 4 774. 83

1995 26. 419 67. 722 5. 860 1455. 98 22. 18 10140. 1 837. 19

1996 26. 362 67. 662 5. 975 1581. 42 22. 67 11322. 6 925. 13

1997 26. 031 67. 851 6. 118 1700. 05 23. 50 12231. 9 989. 43

1998 25. 712 67. 977 6. 311 1816. 12 24. 54 13300. 3 1066. 06

1999 25. 343 68. 150 6. 507 1930. 49 25. 68 14594. 0 1160. 22

2000 24. 841 68. 473 6. 686 2076. 71 26. 92 16086. 1 1269. 19

2001 24. 17 68. 96 6. 87 2210. 93 28. 42 16865. 1 1321. 44

2002 23. 36 69. 58 7. 06 2392. 36 30. 22 17885. 2 1392. 35

2003 22. 57 70. 18 7. 25 2615. 75 32. 12 18760. 4 1451. 74

资料来源 :本表中总人口、GDP、储蓄、消费的数据取自《中国统计年鉴 2004》,并对 GDP、储蓄、消费的数据进行了价

格平减 ,换算为 1978 年的不变价格 ;人均水平指标是根据总量与总人口之比计算得到。

由表 2 可见 ,如果把老年人和少年儿童的消费系数定为 0. 7 ,则随着老年人口比重的上升 ,每 100

人的标准消费人有 1978 年的 86. 42 上升到 2003 年的 90. 48。这表明在人口由成年向老年转变的人口

老龄化进程中 ,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和老年人口比重都在增大 ,而少年儿童比重降低 ,使得每 100 人的

标准消费人增加。那么 ,如果产出或收入水平不变和总消费额不变则消费水平将因老龄化的发展而

降低。根据计算得到的标准消费人总量和 1978 年不变价的消费总额 ,可计算得到按标准消费人计算

的标准消费水平 ,由此可以计算得到老年人口的消费规模和占总消费额比重。如果将老年人看作 0. 7

个标准消费人的话 ,我国老年人口消费总额由 1978 年 79 元增长到 2003 年的 1046 元 ,年平均增长速度

达到 10. 87 % ,远大于消费总额的增长速度。

比较表 2 和表 3 ,如果把老年人的消费系数增加到 0. 8 而少年儿童的消费系数定为 0. 6 ,则随着老

年人口比重的上升 ,每 100 人的标准消费人有 1978 年的 83. 31 上升到 2003 年的 89. 34 ,尽管标准消费

人总规模略有减小但增加幅度要大。根据计算得到的标准消费人总量和 1978 年不变价的消费总额 ,

计算得到按标准消费人的消费水平 ,继而可以计算得到老年人口的消费规模和其所占总消费额比重

(见表 3) 。如果将老年人看作 0. 8 个标准消费人的话 ,我国老年人口消费总额由 1978 年 94 元增长到

2003 年的 1216 元 ,年平均增长速度达到 10. 77 % ,也大于消费总额的增长速度。同时 ,老年人消费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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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占总消费额的比重也有较大幅度的增加。
表 2 　标准消费人及消费水平 (消费系数 : (少儿 ,成年人 ,老年人) = (0. 7 ,1 ,0. 7) )

年份 人口 人均 GDP 消费
人均

消费

少儿

比重

劳动

力比

老年

比重

标准人每

100 人

标准消

费人总

量

标准消

费人消

费水平

老年人

消费规

模

老年人

消费占

总消费

的比重

1978 96259 375 2239 233 38. 00 57. 58 4. 41 86. 42 83183 269 79 3. 54

1979 97542 398 2495 256 36. 87 58. 72 4. 41 86. 89 84756 294 88 3. 52

1980 98705 424 2735 277 35. 74 59. 85 4. 41 87. 31 86182 317 96 3. 51

1981 100072 440 2969 297 34. 35 60. 94 4. 71 87. 51 87574 339 111 3. 74

1982 101541 473 3187 314 33. 58 61. 62 4. 80 87. 74 89097 358 121 3. 80

1983 102495 521 3537 345 32. 76 62. 80 4. 44 88. 43 90637 390 124 3. 50

1984 103475 596 4036 390 31. 58 64. 29 4. 13 89. 16 92253 438 131 3. 24

1985 104532 667 4584 439 30. 71 65. 47 3. 83 89. 83 93898 488 137 2. 99

1986 107240 706 4889 456 29. 50 65. 68 4. 82 89. 24 95704 511 184 3. 76

1987 108978 775 5335 490 28. 93 66. 24 4. 84 89. 49 97526 547 201 3. 77

1988 110676 849 5983 541 28. 34 66. 81 4. 86 89. 69 99264 603 226 3. 78

1989 113274 864 6275 554 27. 61 66. 67 5. 72 89. 11 100944 622 279 4. 45

1990 114333 892 6326 553 27. 45 67. 22 5. 33 89. 65 102504 617 262 4. 14

1991 115823 961 6881 594 27. 20 67. 40 5. 40 89. 74 103935 662 288 4. 19

1992 117171 1084 7835 669 26. 96 67. 57 5. 47 89. 80 105215 745 333 4. 24

1993 118517 1212 8403 709 26. 81 67. 60 5. 60 89. 81 106443 789 365 4. 34

1994 119850 1350 9286 775 26. 56 67. 72 5. 71 89. 84 107674 862 411 4. 43

1995 121121 1456 10140 837 26. 42 67. 72 5. 86 89. 85 108824 932 461 4. 54

1996 122389 1581 11323 925 26. 36 67. 66 5. 98 89. 82 109928 1030 524 4. 63

1997 123626 1700 12232 989 26. 03 67. 85 6. 12 89. 87 111099 1101 580 4. 74

1998 124761 1816 13300 1066 25. 71 67. 98 6. 31 89. 91 112171 1186 650 4. 89

1999 125786 1930 14594 1160 25. 34 68. 15 6. 51 89. 96 113159 1290 735 5. 04

2000 126743 2077 16086 1269 24. 84 68. 47 6. 69 90. 05 114135 1409 832 5. 17

2001 127627 2211 16865 1321 24. 17 68. 96 6. 87 90. 18 115090 1465 894 5. 30

2002 128453 2392 17885 1392 23. 36 69. 58 7. 06 90. 33 116035 1541 973 5. 44

2003 129227 2616 18760 1452 22. 57 70. 18 7. 25 90. 48 116926 1604 1046 5. 58

资料来源 :原始资料来源同上表 ,其他指标根据本文中的公式计算得到。

4 　模型的检验———消费函数分析

4. 1 　对直接引入年龄结构变量的消费函数模型的检验

根据上面所阐述的有关人口老龄化与消费的理论 ,我们利用自 1978 年以来我国的有关数据对人

口老龄化与消费规模、消费水平的关系模型式 (2)进行估计检验 ,以求实证结果。

利用表 1 数据对模型式 (2)进行估计检验 ,得到下列模型 :

ct = 153. 533 + 0. 544 yt - 2. 951 ch ( t) + 0. 0696 aged ( t) (9)

1. 344

0. 193
　

201870

01000
　

- 11234

01230
　

01005

01997

其中 ,R2
adju = 0. 996 ;D. W. = 0. 736 ;F = 2049. 218 ,sig = 0. 000

由此可见 ,模型中只有人均 GDP 变量与人均消费水平呈强显著关系 ,而少年儿童比重与人均消费

水平呈非常弱的负相关性 ,老年人口比重基本与人均消费水平不具有相关关系。这表明在 1978～

2000 年期间我国人均消费水平的决定因素是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 ,而人口年龄结构对消费水平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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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是比较微弱的。同时由于参数估计未获得显著性检验 ,该模型不能作为反映我国人口年龄结构与

人均消费水平关系。1978～2003 年期间是我国由年轻型人口向老年型人口转变时期 ,目前也仅仅是

人口老龄化初期 ,年龄结构转变、各类型人口的规模变动对总体消费的影响还没有充分显现。随着我

国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重 ,其对消费规模和水平的影响将越来越明显。这一点我们可以通过分析人

均消费水平与年龄结构直接相关模型 (即不考虑人均 GDP 的模型)的估计检验便可以得到印证。
表 3 　标准消费人及消费水平 (消费系数 : (少儿 ,成年人 ,老年人) = (0. 6 ,1 ,0. 8) )

年份
标准消费人

(每 100 人)
总标准消费人

标准人消费

水平 (元/ 人)

老年人消费

规模 (亿元)
比重

1978 83. 31 80190 279 94. 2 4. 21

1979 83. 91 81849 305 104. 3 4. 18

1980 84. 47 83372 328 113. 7 4. 16

1981 84. 82 84882 350 131. 2 4. 42

1982 85. 15 86462 369 142. 9 4. 48

1983 85. 94 88081 402 146. 1 4. 13

1984 86. 80 89819 449 154. 1 3. 82

1985 87. 58 91554 501 161. 3 3. 52

1986 87. 13 93435 523 216. 1 4. 42

1987 87. 45 95297 560 235. 9 4. 42

1988 87. 72 97086 616 265. 3 4. 43

1989 87. 23 98805 635 327. 2 5. 21

1990 87. 80 100390 630 306. 9 4. 85

1991 87. 93 101839 676 337. 5 4. 90

1992 88. 03 103144 760 389. 3 4. 97

1993 88. 08 104393 805 426. 7 5. 08

1994 88. 16 105655 879 480. 9 5. 18

1995 88. 20 106823 949 538. 6 5. 31

1996 88. 19 107936 1049 613. 2 5. 42

1997 88. 29 109149 1121 677. 5 5. 54

1998 88. 38 110263 1206 759. 2 5. 71

1999 88. 48 11300 1311 857. 8 5. 88

2000 88. 64 112342 1432 969. 7 6. 03

2001 88. 85 113394 1487 1041. 3 6. 17

2002 89. 10 114453 1563 1132. 0 6. 33

2003 89. 34 115452 1625 1215. 8 6. 48

资料来源 :同上表。

4. 2 　采用标准消费人消费水平的消费函数模型的检验

在不考虑前期消费水平影响的情况下 ,我们利用表 2 中数据对式 (4) 和式 (5) 两个模型进行回归

检验估计。

不考虑消费习惯即前期消费水平影响 (绝对收入假设)的模型式 (4)的检验估计①:

sc1 = 68. 696 + 0. 432 y t (10)

1. 891

0. 072
　

20. 104

0. 000

① 为了排除模型序列相关的影响 ,该模型通过两次 Cohrane - Orcutt 迭代回归而通过检验。第一次误差序列回归为 :

μ( t) = 0. 664μ( t - 1) ;第二次为 :μ′( t) = 0. 414μ′( t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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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模型总体检验为 : R2
adju = 0. 946 , D. W. = 1. 586 ; F = 404. 175 , sig = 0. 000。

由此可见 ,模型式 (10)高度拟合我国 1978～2003 年期间消费水平与人均 GDP 水平的关系 ,模型

式 (10)总体显著通过 ,已不存在序列相关的影响 ,各参数也均显著通过检验。可以用于未来的预测和

分析。

当考虑前期消费水平对当期有影响时 ,模型 (8)的估计检验结果为 :

sct = 38. 005 + 0. 296 yt + 0. 584 sct - 1 (11)

21671

01014

21303

01034

21851

01009

其中 ,模型总体检验为 : R2
adju = 0. 997 , D. W. = 1. 519 ; F = 4683. 135 , sig = 0. 000。

由此可见 ,该模型式 (11)也高度拟合我国 1978～2003 年期间消费水平与人均 GDP 水平和前期消

费水平的关系 ,模型总显著通过 ,各参数也均显著通过检验。而且这一模型的拟合优度还略高于前面

的模型 ,优点还在于可直接排除序列相关的干扰 ,用于未来预测的精确度更高 ,同时节省了建模时间。

只是作为反映人口年龄结构对消费影响是存在一定的麻烦。

利用把老年人的消费系数定为 0. 8 ,少儿消费系数定为 0. 6 所计算得到的标准消费人及消费水平

的数据对上述两个模型进行估计检验 ,其结果与利用表 2 中的数据进行估计检验得到结果非常接近 ,

所不同的是 ,模型拟合优度和检验效果略比前者差一些。结果如下 :

在不考虑前期消费水平影响的情况下 ,我们再利用表 3 中数据对上述模型式 (4) 和模型式 (5) 进

行回归检验估计。

不考虑消费习惯影响 (绝对收入假设)的模型估计①:

sct = 144. 273 + 0. 567 y t (10)′

　　　　
21661

01014
　

181276

01000

其中 ,模型总体检验为 : R2
adju = 0. 935 , D. W. = 1. 480 ; F = 334. 022 , sig = 0. 000。

当考虑前期消费水平对当期有影响时 ,模型的估计检验结果为 :

sct = 41. 911 + 0. 299 yt + 0. 582 sct - 1 (11)′

2. 629

0. 015

2. 250

0. 035

2. 782

0. 011

其中 ,模型总体检验为 : R2
adju = 0. 997 , D. W. = 1. 514 ; F = 4503. 386 , sig = 0. 000。

从模型 (10)和模型 (10)’的估计检验结果可见 ,以标准消费人为基数的消费水平与绝对收入之间

具有非常显著的线性关系 ,从模型的拟合优度可知模型对实际的解释程度达到 95 %以上 ;从模型 (11)

和模型 (11)’的估计检验可见 ,在考虑前期消费水平影响的消费函数也有较强的解释程度 ,达到 94 %

以上。因此 ,上面所建立的这两类模型均可用来对未来预测和经济运行的模拟。

以模型式 (10)为例 ,将估计得到的参数代入式 (8) ,可以得到含人口年龄结构的消费函数 :

ct = 68. 696 + 0. 432 y t - 0. 3 (68. 696 + 0. 432 y t) ·agedt - 0. 3 (68. 696 + 0. 432 y t) ·cht (12)

式 (8)表明随着人均 GDP 或人均收入的提高 ,老龄化对消费需求的影响将越大 ,同时 ,由于年龄结

构变动 (人口抚养系数 agedt + cht 的提高) 的影响 ,人均收入提高所带来的消费水平提高的速度减小

为 ct′( y t) = 0. 432 - 0. 1296 ( agedt + cht) 。

5 　结论

通过数据分析以及模型的检验分析证明 ,人口老龄化对消费水平、消费规模和消费结构均有一定

① 为了排除模型序列相关的影响 ,该模型通过两次 Cohrane - Orcutt 迭代回归而通过检验。第一次误差序列回归为 :

μ( t) = 0. 661μ( t - 1) ;第二次为 :μ′( t) = 0. 541μ′( t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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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但是 ,如果采用直接将年龄结构引入消费函数的模型进行估计检验 ,模型不能通过显著性检

验 ,这样的模型不适合或不能反映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与人均消费水平的关系 ,利用它至少过去 20

多年的实际得不到合理的解释。其原因可能是在人口老龄化初期老龄化对消费的影响程度并不显

著 ,其影响被劳动力的增加和收入的增加所掩盖而不得显现 ,老龄化的边际消费倾向与收入水平有直

接的关系。这一点在采用标准消费人的计量模型中得到证明。当将少年儿童和老年人口折算为标准

消费人来计算标准消费人消费水平 ,进行消费函数估计检验时 ,模型的显著性和解释程度大大增强。

另外 ,在标准消费人消费函数模型中引入反映消费习惯的滞后变量 ,模型更具有解释程度。表明随着

老龄化程度的加深 ,老年人口的消费水平、规模、结构将最终对总的消费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 ;人口年

龄结构变动即人口抚养系数的提高特别是老龄化程度提高的影响 ,使得人均收入提高所带来的消费

水平提高的速度将会减小。老龄化将会降低未来的消费水平和消费比率。

本文的重要发现是通过引入标准消费人的概念和变量 ,可以容易而方便的将人口年龄结构引入

消费函数 ,从而建立一个可以反映人口年龄结构影响的消费函数。同时 ,证明老年人口比重的边际消

费倾向与人均收入水平 (人均 GDP)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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