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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口年龄结构转变本身具有动态性， 与消费的关系也随之变化。 文章基于 １９８７ －
２０１１ 年时间序列数据对中国城乡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比较研究。 结

果发现： 城、 乡居民消费率与少儿抚养比之间均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 少儿抚养比越低，
城、 乡居民消费率越低， 但少儿抚养比的降低对城、 乡居民消费率边际变化的影响差异不

大； 现阶段整体来看老年抚养比对城、 乡居民消费率的作用并不显著； 人口年龄结构对消费

的影响具有时期效应， 与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之前相比， 我国城、 乡老年抚养比相对于少儿

抚养比对消费变化的影响更大； 此外， 少儿抚养比通过家庭收入增长率对城镇居民消费具有

显著偏效应， 老年抚养比则通过家庭收入增长率对农村居民消费具有显著偏效应， 这说明伴

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转变， 城、 乡居民分别在子女照料、 老人赡养等方面作出了消费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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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 “三驾马车” 之一。 １９７８ 年改革开放以来， 在投资需求拉动和生产主导型经

济发展模式的支撑下， 我国经历了一段令世界惊叹的经济持续高增长期。 然而， 随着经济模式逐渐向

消费主导型转变， 储蓄持续偏高、 消费持续低迷带来的问题逐渐显露， 消费需求不足已经成为当前制

约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 现阶段， 尽管我国经济增长率仍保持在年均 ７％以上的较高水平，
高于美国、 英国等西方发达国家， 我国居民消费率却以每年约 １ 个百分点的速度持续下降， 甚至低于

部分发展中国家， 形成了特有的 “高储蓄 －低消费” 局面［１］。
对于消费不足的原因， 学界进行了多方面探讨， 认为影响消费的因素是复杂的： 从利率水平、 物

价水平、 消费行为习惯、 收入支出不确定性， 到历史及文化传统、 经济增长速度、 社会保障制度、 收

入分配制度， 都可能是消费率变动的重要原因。 但随着世界范围内人口结构转变进程的加速， 人口年

龄结构与消费之间的关系也逐渐被纳入消费影响因素的研究范畴。 莫迪利安尼 （Ｍｏｄｉｇｌｉａｎｉ） 和布伦

贝格 （Ｂｒｕｍｂｅｒｇ） 提出生命周期假说， 为人口年龄结构对消费的影响提供了一个解释框架［２］。 生命

周期假说认为， 消费者一生的财富是封闭的， 消费者只在其生命周期内享用所有财产， 财产不会发生

代际转移， 且消费者各阶段的消费水平取决于其一生的总收入， 消费水平与其生命周期密切相关， 消

费者将自己一生的预期收入在不同年龄段进行最优配置， 以取得跨期效用最大化［３］。 一般情况下，
劳动年龄人口的收入在满足自身消费之外， 一部分用于抚养下一代， 另一部分用于储蓄以供退休后使

用。 劳动年龄人口对应于正储蓄， 而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对应于负储蓄。 当一个经济体中劳动年龄人

口比重上升时， 经济体总储蓄率上升； 当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比重上升时， 经济体总储蓄率下降［４］，
即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会引起消费率和储蓄率发生相应改变。

然而， 国内外学者对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与消费之间关系的研究却作出了不尽相同的解释， 得

到与生命周期假说并不完全一致的结论。 结论一， 人口老龄化对消费有正向影响。 汪伟通过对中国

１９８９ － ２００６ 年经济增长、 人口年龄结构的省际面板数据研究， 认为抚养比下降是中国储蓄率上升的

原因， 伴随着抚养比的下降， 经济增长对储蓄率上升的贡献会不断强化， 反之则弱化［５］。 谭江蓉、
杨云彦基于 １％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和人口普查省域截面数据研究， 认为我国农村人口老龄化对农村居

民消费倾向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与生命周期假说的结论一致， 但对生命周期假说在我国农村地区的

适用性提出了质疑［６］。 结论二， 人口老龄化对消费有负向影响。 莫迪利安尼等人使用中国 １９５３ －
２０００ 年有关储蓄的时间序列数据发现， 储蓄率和长期经济增长率及负担系数之间存在显著的协整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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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认为人均收入增长率和少儿抚养系数的变化能够解释中国的高储蓄率［７］。 李春琦、 张杰平则根

据 １９７８ － ２００７ 年我国宏观年度数据研究指出， 少年抚养系数和老年抚养系数对居民消费均有显著负

向影响， 农村居民消费习惯非常稳定， 研究结论不支持生命周期假说［８］。 万克德等人通过对山东省

１９９５ － ２０１０ 年城镇居民消费的时间序列数据分析发现， 人口老龄化将会引起城镇居民储蓄率降低，
同时人口年龄结构的转变也会带来消费结构的变化［９］。 毛中根等人利用 １９９６ － ２０１０ 年省际面板数据

研究发现， 老年抚养比的提高是导致居民消费降低的一个重要原因［１０］。 结论三， 人口老龄化对消费

无明显影响。 科里 （Ｋｒａａｙ） 基于 １９７８ － １９８９ 年中国分省居民储蓄家庭调查面板数据的研究认为， 在

统计意义上， 样本期间抚养系数对储蓄并不存在显著影响［１１］。 李文星等人利用中国 １９８９ － ２００４ 年的

省际面板数据， 研究指出我国儿童抚养系数对居民消费具有负向影响， 但这种影响并不大， 老年抚养

系数变化则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不显著， 因此认为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并不是中国目前居民消费率

过低的原因［１２］。 结论四， 人口老龄化对消费具有阶段性变动影响。 于潇、 孙猛研究发现， 在人口老

龄化起步阶段， 老年人口比重快速提高的同时会伴随着少儿人口比重的迅速下降， 当少儿消费系数低

于老年消费系数时， 人口老龄化对消费的影响为正向， 当人口老龄化进入中期阶段时， 会对消费产生

负向抑制， 当人口老龄化为晚期时， 不会对消费产生影响［１３］。 综合来看， 上述研究大多支持了人口

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具有相关关系的观点， 但是由于研究方法、 模型建构和变量选取等方面的原因，
人口年龄结构转变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仍然尚无定论。

近年来， 我国人口年龄结构转变进程不断加速。 笔者根据 《中国统计年鉴 ２０１３》 及国家统计局

网站公布的数据计算得出， ２０１２ 年底， 我国 ６５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经达到 １２７１４ 万人， 比 ２０００ 年净

增加 ３８９３ 万人， 老年人口占比达到 ９ ４％ ， 超过人口老龄化国际标准 ２ ４ 个百分点； １４ 岁及以下少

年儿童人口减少到 ２２２８７ 万人， 比十年前净减少 ６７２５ 万人， 少年儿童人口占比降低 ６ ４ 个百分点至

１６ ５％ ； 城乡人口年龄结构转变差异则持续扩大， 截至 ２０１２ 年底， 农村地区 ６５ 岁及以上人口占比高

出城镇地区将近 ４ 个百分点。 在这样剧烈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化过程中， 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势必会受

到一系列深刻而长远的影响。 本文关注的是， 我国城乡居民消费是否会因人口年龄结构转变而产生相

应的变化？ 如果是， 人口年龄结构转变与城乡居民消费的关系如何？ 为回答这些问题， 本文基于

１９８７ － ２０１１ 年我国城乡人口年龄结构与消费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与以往研究相比， 本文

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现有文献多对我国城乡居民消费情况进行分别研究， 而本文则在同一分析

框架下对我国城乡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关系进行比较研究， 挖掘共性与异性； 二是已有研究多采

用截面数据或面板数据， 缺乏就人口年龄结构因素对消费影响的动态分析， 本文将基于协整理论进行

更深入的探讨； 三是本文将采用更新的数据， 做到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

二、 我国人口年龄结构与消费变动

１． 人口年龄结构不断老化

自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来， 在计划生育外力遏制下， 我国总和生育率不断降低， 由高位水平下降至

超低生育率范畴， ２０１０ 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 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仅为 １ １８。 持续

超低生育率所带来的， 是人口年龄结构的剧烈转变。 笔者根据历年 《中国统计年鉴》 以及国家统计

局公布的第五、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计算得出，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期， 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相对年

轻， ６５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仅为 ５ ６％ ， 少儿抚养比为 ４１ ５％ ， 老年抚养比为 ８ ３％ ， 于 ２０００ 年

正式跨入老龄化队伍之后， 我国人口年龄结构进入加速转变阶段。 截至 ２０１１ 年底， 少儿抚养比进一

·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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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减少到 ２２ １％ ， 比 １９９０ 年减少近 ２０ 个百分点， 而老年抚养比则上升至 １２ ３％ ， 比 １９９０ 年增加了

５ 个百分点。 与此同时， 我国城乡人口结构转变差距也在不断扩大，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期我国农村地

区 ６５ 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仅高于城镇地区 ０ ６ 个百分点， 而到 ２０１１ 年这一差距进一步扩大到 ２ ４ 个百

分点； 在抚养比上， 城、 乡少儿抚养比分别由 １９９０ 年的 ３０ ７７％ 和 ４５ ７５％ 下降到 ２０１１ 年的 ８ ３９％
和 ２６ ５７％ ， 城、 乡老年抚养比则分别由 １９９０ 年的 ７ ０３％ 和 ８ ８７％ 上升到 ２０１１ 年的 １０ ２７％ 和

１４ ６２％ 。 由此可见， 在整体人口年龄结构快速老化的进程中， 与城镇地区相比， 我国农村地区正在

经历更为剧烈的人口转变过程。
２． 消费率持续下降

改革开放以来， 伴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 城乡居民收入也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 根据历

年 《中国统计年鉴》 中的数据可知， ２０１１ 年底， 我国城镇居民实际人均可支配收入已经达到

７９８０ ０３ 元， 是 １９９０ 年的 ５ ２ 倍， 年均增长率为 ８ ２４％ ， 农村居民实际人均纯收入①也从 １９９０ 年的

６８６ ３ 元增加至 ２０１１ 年的 ２６９６ １７ 元， 翻了两番， 年均递增 ６ ０８％ 。 但与此同时， 我国居民消费总

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却逐渐降低， 由 １９９０ 年的 ４８ ８５％下降到 ２０１１ 年的 ３５ ７５％ ， 降低了 １３ １
个百分点。 ２０１１ 年城、 乡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仅为 ０ ７０ 和 ０ ７５， 比 １９９０ 年分别降低了 ０ １５ 和 ０ ９０。
尽管近年来我国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仍然处于相对较高水平， 约将 ２ ／ ３ 的收入用于消费性支出， 但从居

民消费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持续下降的变化趋势来看， 消费不足仍然会对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

造成不利影响。

三、 模型构建与数据选取

１． 模型构建

霍尔 （Ｈａｌｌ） 在理性预期理论和生命周期理论基础上构建了个人消费的随机游走模型， 认为个人

当期消费主要是受到前期消费的影响， 个人消费行为具有一定的稳定性［１４］。 基于霍尔的个人消费模

型， 本文将居民消费率作为对个人消费的度量， 构建居民消费率的随机游走模型：
ｃｏｎｒｔ ＝ ｃｏｎｒｔ －１ ＋ ε （１）

　 　 其中， ｃｏｎｒｔ 为当期消费率， ｃｏｎｒｔ －１ 为前期消费率， ε 为随机扰动项。 为考察人口年龄结构对消费率

的影响， 本文将少儿抚养比 （ ｆｙｒ ） 和老年抚养比 （ ｆｏｒ ） 作为解释变量纳入霍尔随机游走模型之

中， 得到如下模型：
ｃｏｎｒｔ ＝ α０ ＋ α１ｃｏｎｒｔ －１ ＋ α２ ｆｙｒｔ ＋ α３ ｆｏｒｔ ＋ ε （２）

　 　 在模型 （２） 的基础上， 进一步考虑其他一些对居民消费率有影响的因素。 莫迪利安尼等人在其

对生命周期理论的扩展研究中发现， 居民收入增长率会对居民消费率产生影响， 两者存在负相关关

系［７］。 凯恩斯 （Ｋｅｙｎｅｓ） 也认为消费与收入密切相关， 并存在消费倾向随收入增加边际递减的可

能［１５］。 因此， 本文将人均收入增长率 （ ｉｎｃｇｒ ） 纳入模型以考察其对消费的影响。 此外， 本文还引

入通货膨胀率 （ ｉｆｒ ）， 以反映物价及宏观经济环境不确定性对居民消费的影响； 同时， 考虑到城镇

化进程中城乡居民生活交集逐渐扩大， 消费的示范效应可能会影响居民消费行为， 故引入收入比②

（ ｉｎｃｒ ） 反映这一生活变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 综上， 得到基本模型如下：
ｃｏｎｒｔ ＝ α０ ＋ α１ｃｏｎｒｔ －１ ＋ α２ ｆｙｒｔ ＋ α３ ｆｏｒｔ ＋ α４ ｉｎｃｇｒｔ ＋ α５ ｉｎｃｒｔ ＋ α６ ｉｆｒｔ ＋ ε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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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本文中收入、 支出均为 “实际收入”、 “实际支出”， 即指经过价格紧缩处理后的收入、 支出， 余同。
城乡居民收入比为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的收入之比， 乡城居民收入比为城乡居民收入比的倒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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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口年龄结构转变意味着人口群体正在经历一个青壮年人口逐渐减少、 中老年人口不断增多的动

态变化过程， 这一人口年龄结构转变过程相应会引致人口群体消费行为的改变， 从而使得整体人口群

体在人口年龄结构不同转变时期表现出不同的消费倾向。 在分析人口年龄结构转变与居民消费关系的

时候， 为对比不同人口年龄结构转变时期消费行为的差异及变动方向， 有必要引入人口年龄结构变量

与时间变量的交互项。 在式 （３） 中引入时间变量 ｔｉｍｅ 与人口抚养比的交互变量， 构成扩展模型 １：
ｃｏｎｒｔ ＝ α０ ＋ α１ｃｏｎｒｔ －１ ＋ α４ ｉｎｃｇｒｔ ＋ α５ ｉｎｃｒｔ ＋ α６ ｉｆｒｔ ＋ α７ ｔｉｍｅ∗ｆｙｒｔ ＋ α８ ｔｉｍｅ∗ｆｏｒｔ ＋ ε （４）

　 　 消费行为不仅与人口年龄结构有关， 同时也受到收入水平的影响。 无论是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

说， 还是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假说等， 都认为消费与收入、 收入增长率有密切关系。 由此， 收入很可

能会将人口年龄结构对消费的影响进行强化， 即在居民收入增长率越高的情况下， 人口年龄结构对居

民消费的影响可能就越显著 ［１６］。 本文在基本模型中加入人口结构与居民收入增长率的交互项， 以反

映收入因素对人口年龄结构与消费之间关系的影响， 从而构成扩展模型 ２：
ｃｏｎｒｔ ＝ α０ ＋ α１ｃｏｎｒｔ －１ ＋ α２ ｆｙｒｔ ＋ α３ ｆｏｒｔ ＋ α５ ｉｎｃｒｔ ＋ α６ ｉｆｒｔ ＋ α９ ｆｙｒｔ∗ｉｎｃｇｒｔ ＋ α１０ ｆｏｒｔ∗ｉｎｃｇｒｔ ＋ ε （５）

　 　 ２． 数据选取

本文数据来自 １９８７ － ２０１１ 年中国城、 乡时间序列数据。 居民消费率 （ ｃｏｎｒ ） 为居民平均消费倾

向 × １００％ ， 城镇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为家庭人均消费支出与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 农村居民平均

消费倾向为家庭人均消费支出与家庭人均纯收入之比。 人均收入增长率 （ ｉｎｃｇｒ ） 为经过价格平减后

（以 １９８６ 年为基期） 的实际人均收入增长率， 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增长率为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

增长率， 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增长率为家庭人均纯收入增长率。 城乡居民收入比 （ ｉｎｃｒ ） 为城镇

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比。 通货膨胀率 （ ｉｆｒ ） 由消费价格指数增长率近

似替代， 城镇通货膨胀率和农村通货膨胀率分别由城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增长率和农村居民消费价格

指数增长率得到。 少儿抚养比 （ ｆｙｒ ） 为 ０ － １４ 岁人口占 １５ － ６４ 岁人口比重， 老年抚养比 （ ｆｏｒ ） 为

６５ 岁及以上人口占 １５ － ６４ 岁人口比重。 时间虚拟变量 ｔｉｍｅ， 取值为 ０ 和 １ （２０００ 年之前 ｔｉｍｅ ＝ ０，
２０００ 年及之后 ｔｉｍｅ ＝ １）。 城乡居民消费率、 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增长率、 城乡收入比、 城乡通货膨胀

率由 １９８８ － ２０１２ 年 《中国统计年鉴》 中相关数据整理计算得到， 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由 １９８８ －
２０１２ 年 《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 《中国人口统计年鉴》 相关数据整理得到。

四、 实证分析

１． 平稳性检验

平稳时间序列是对时序变量采用传统最小二乘法 （ＯＬＳ） 进行回归的必要前提条件， 对于非平稳

时间序列而言， 传统 ＯＬＳ 估计会导致伪回归， 产生对结果的解释偏差。 因此， 对时序变量进行计量

建模分析前， 应对各变量平稳性进行检验。 本文采用 ＡＤＦ 单位根检验方法， 对消费率及相关解释变

量的平稳性进行检验。 城镇居民消费率、 农村居民消费率、 老年抚养比、 少儿抚养比、 家庭人均收入

增长率、 收入比和通货膨胀率均为非平稳时间序列， 但上述各变量的一次差分序列为平稳时间序列。
限于篇幅， 检验结果略。

２． Ｊｏｈａｎｓｅｎ 协整关系检验

由单位根检验可知， 城乡居民消费率及各解释变量均为 Ｉ （１） 过程， 为同阶差分平稳时间序列，
符合协整关系检验的前提条件。 协整分析的经济意义在于揭示各时间序列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关

系。 进一步地， 对于非平稳时间序列变量， 只要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就可以建立动态回归模型，
·５１·



　 《人口与经济》 ２０１５ 年第 ２ 期

这时模型残差为平稳时间序列从而不会导致因虚假回归引致的结果解释谬误［１７］。 通常情况下， 用于

变量之间协整关系的检验有恩格尔 －格兰杰 （ＥＧ） 两步法和基于向量自回归模型 （ＶＡＲ 模型） 的约

翰逊 （Ｊｏｈａｎｓｅｎ） 极大似然法， 前者主要用于两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检验， 而后者则可以用于多变量

之间协整关系的检验。 本文基于赤池信息准则 （ＡＩＣ） 及施瓦兹准则 （ＳＣ）， 确定滞后阶数为 １， 分

别得到城镇居民消费率、 农村居民消费率、 老年抚养比、 少儿抚养比、 家庭人均收入增长率、 收入比

和通货膨胀率各变量之间协整关系检验结果， 详见表 １。

表 １　 城乡居民消费率及相关解释变量协整关系检验结果

城　 　 镇 乡　 　 村

假设协整
方程个数

特征值
最大特征
值统计量

５％
临界值

Ｐ 值
假设协整
方程个数

特征值
最大特征
值统计量

５％
临界值

Ｐ 值

没有∗ ０ ９３７８ ６３ ９０４４ ３８ ３３１０ ０ ００００ 没有∗ ０ ９６７２ ７８ ５９３４ ３３ ８７６８ ０ ００００
至多 １ 个 ０ ６３６４ ２３ ２７２９ ３２ １１８３ ０ ９８８６ 至多 １ 个∗ ０ ７０７５ ２８ ２７０９ ２７ ５８４３ ０ ０４０８
至多 ２ 个 ０ ５６６１ １９ ２０３１ ２５ ８２３２ ０ ２９１８ 至多 ２ 个 ０ ５５３２ １８ ５３４２ ２１ １３１６ ０ １１１１
至多 ３ 个 ０ ３３５２ ９ ３９３０ １９ ３８７０ ０ ６８３５ 至多 ３ 个∗ ０ ５０６２ １６ ２３００ １４ ２６４６ ０ ０２４１
至多 ４ 个 ０ ２３７１ ６ ２４７９ １６ ６５４７ ０ ７０１５ 至多 ４ 个 ０ ３５９３ １４ ９６８４ １２ ８４７２ ０ ０４９６
至多 ５ 个 ０ １２３０ ３ ０１９６ １２ ５１８０ ０ ８７４２ 至多 ５ 个 ０ ０２７２ ０ ０６３５ ３ ８４１５ ０ ４２５５

　 　 注：∗表示在 ５％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

　 　 表 １ 中协整关系检验结果表明， 在 ５％显著性水平下， 城镇、 农村消费率及各解释变量之间均存

在协整关系， 意味着城镇、 农村 ６ 个一阶单整变量之间的线性组合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可以进

一步建立线性回归模型。
３． 模型估计结果

基于 ＯＬＳ 法， 采用 １９８７ － ２０１１ 年数据对我国城镇、 农村居民消费基本模型和扩展模型进行参数

估计。 从测算结果 （初始模型） 可以看出， 虽然模型整体拟合效果较好， 但是仍然存在部分变量不

能通过统计检验的情况。 说明模型解释变量之间存在多重共线性， 需要对部分变量进行适当剔除， 否

则会导致回归系数估计失真， 影响对模型结果的解释。 本文采用逐步回归法剔除初始模型中的变量，
得到修正模型估计结果， 可以看出模型整体拟合效果均有较大提升； 模型残差序列的 ＡＤＦ 检验结果

显示各残差均为平稳时间序列 Ｉ （０） 过程 （限于篇幅， 具体检验过程略）。 对于时间序列数据建模，
最重要的是保证残差序列非自相关性［１８ － １９］， 鉴于本文模型中将滞后一期的因变量 ｃｏｎｒｔ －１ 作为解释变

量， 违背了杜宾 －瓦特森 （Ｄ Ｗ． ） 检验的原假设， 这里采用拉格朗日乘数检验法对模型残差序列的

自相关性进行检验。 残差相关性的拉格朗日乘数统计检验结果显示， 不能拒绝模型不存在 ３ 阶及以下

残差序列自相关的原假设， 说明修正后模型的残差不具有显著的自相关性① （见表 ２ 及表 ３）， 这些均

反映出修正后模型估计结果的有效性。 本文重点关注少儿抚养比、 老年抚养比及其交互作用结果， 具

体参数估计结果见表 ２ 及表 ３。
表 ２ 及表 ３ 模型参数估计结果显示， 我国城、 乡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并不完全

一致。
基本模型修正估计结果表明， 少儿抚养比对城、 乡居民消费率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少儿抚养

比越低， 消费率越低。 根据历年 《中国统计年鉴》 中的数据，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来， 严格计划生育政

策的实施使得我国城乡生育率大幅度下降， 平均每个家庭拥有孩子的数量急剧减少， 少儿抚养比由

·６１·

① 本文在利用拉格朗日 （ＬＭ） 乘数统计量对模型残差自相关性进行检验的过程中， 依次检验了 １ 阶至 ５ 阶及部分更高阶下的残差
自相关性， 检验结果均未通过统计显著性检验， 因此有理由相信不能拒绝残差序列不存在自相关这一原假设， 限于篇幅这里仅列
出残差序列 ３ 阶自相关的统计检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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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２　 城镇居民消费率估计结果 （被解释变量 ＝ ｃｏｎｒ）

解释变量
基本模型 扩展模型 １ 扩展模型 ２

初始模型 修正模型 初始模型 修正模型 初始模型 修正模型

ｃ － ０ ０１４７ － ０ ０５４６ ０ ０１２５ ０ １１１８∗∗∗ － ０ ０４１７ ０ ０７３４
（ － ０ ８７４３） （ － ０ ６０４１） （０ １３３６） （４ １４８３） （ － ０ ４７１３） （ － ０ ７４８４）

ｆｏｒｔ － ０ １４６６ － ０ ７７５６∗

（ － ０ ９０４７） （ － １ ８８７２）
ｆｙｒｔ ０ ５３１６∗∗∗ ０ ３９６１∗∗∗ １ ００２１∗∗∗ ０ ４８３３∗∗∗

（３ ９８４７） （４ ０３２８） （３ ９３５８） （４ ２４８６）
ｔｉｍｅ∗ｆｏｒｔ － ０ ６３４８∗∗∗ － ０ ６６４８∗∗∗

（ － ５ ７４５３） （ － ５ ９３３７）
ｔｉｍｅ∗ｆｙｒｔ ０ ２７７３∗∗∗ ０ ３０２４∗∗∗

（４ ６０３２） （５ ４２４２）
ｃｏｎｒｔ－１ ０ ７７８０∗∗∗ ０ ８３４３∗∗∗ ０ ８７７２∗∗∗ ０ ７９０８∗∗∗ ０ ７２８８∗∗∗ ０ ８２７５∗∗∗

（８ ０７００） （９ ４６６６） （１０ ９５１３） （２５ ７５３５） （７ ７５０３） （９ ２１５５）
ｉｎｃｇｒｔ － ０ ２９２２∗∗∗ － ０ ２４０１∗∗ － ０ ０８９２

（ － ３ １０３２） （ － ２ ７５３８） （ － １ ３７１６）
ｆｏｒｔ∗ｉｎｃｇｒｔ ５ ６７３２

（１ ４９４２）
ｆｙｒｔ∗ｉｎｃｇｒｔ － ０ ８９０１∗∗ － ３ ６１０２∗∗

（ － ２ １９０６） （ － ２ ６７６１）
ｉｎｃｒｔ ０ ０３５９∗∗∗ ０ ０２７５∗∗ ０ ０１１１ ０ ０４７３∗∗∗ ０ ０２７７∗∗

（３ １２０９） （２ ６４９１） （１ ０３０４） （３ ８４３４） （２ ５８３３）
ｉｆｒｔ － ０ ０３７５ ０ ０４８７∗∗∗ ０ ０４８３∗∗∗ － ０ ０６３１∗∗

（ － １ ５０８３） （３ ２３８３） （３ １５０３） （ － ２ ３９９９）
Ｒ２ ０ ９６１９ ０ ９６０ ０ ９７１９ ０ ９７１９ ０ ９６８４ ０ ９６０３
Ｆ ６７ ２１∗∗∗ ８５ ７８∗∗∗ ９１ ８８∗∗∗ １２２ １６∗∗∗ ７２ ５６∗∗∗ ８５ ６０∗∗∗

ＬＭ ０ １０８０ ０ ７６３９ ２ ０３７４ １ ０６８６ ０ ０４９６ １ １６８８
　 　 注：∗，∗∗，∗∗∗分别表示在 １０％ ， ５％和 １％水平上显著； 括号内为 ｔ 值。

表 ３　 农村居民消费率估计结果 （被解释变量 ＝ ｃｏｎｒ）

解释变量
基本模型 扩展模型 １ 扩展模型 ２

初始模型 修正模型 初始模型 修正模型 初始模型 修正模型

ｃ ０ ３５０３ ０ ２８５３∗∗ １ ０１９７∗∗∗ － ２ ３９３６ ０ ３２２８∗ － ０ ２０１３
（１ ００８６） （２ １６７６） （３ ６９９６） （ － ０ ０９９１） （０ ９２９４） （ － ０ ２３２９）

ｆｏｒｔ ０ ７９６１ ２ ３３５８∗ １ ７４２９∗

（０ ７３０３） （１ ８２８９） （１ ９５０９）
ｆｙｒｔ ０ ７７２８∗∗ ０ ３２８０∗∗ ０ ３９５９

（２ ６９８１） （２ １６９０） （１ ０１４８）
ｔｉｍｅ∗ｆｏｒｔ － １ ７４１７∗∗ １ ３２１８∗

（ － ２ ０６１２） （１ ８１７８）
ｔｉｍｅ∗ｆｙｒｔ ０ ４４９１∗∗ － ０ ３９５７∗

（２ ０６８１） （ － １ ８０１１）
ｃｏｎｒｔ－１ ０ ５５４７∗∗ ０ ７１８１∗∗∗ ０ ３７９２∗∗ ０ ２６８１∗∗ ０ ６０６２∗∗ ０ ２８３０∗

（２ ３５２１） （４ ２１５７） （２ ３２０１） （２ ４００３） （２ ５０１９） （２ ０００８）
ｉｎｃｇｒｔ ０ ３０５９ １ ０４６１∗∗∗ ０ ７０２０∗∗∗

（０ ９９２９） （３ ２４００） （４ ８６６６）
ｆｏｒｔ∗ｉｎｃｇｒｔ － ７ ６２１０ ４ １９３０∗∗

（ － １ ０００５） （２ ６３１６）
ｆｙｒｔ∗ｉｎｃｇｒｔ ３ ２７６７∗

（２ ３０９８）
ｉｎｃｒｔ － ０ ７４３３∗∗ － ０ ５１５５∗∗ － １ ０１４０∗∗ － ０ ３４６３∗∗ － ０ ５４２６∗∗ － ０ ４８０４∗∗∗

（ － ２ ８０２４） （ － ２ ５８３９） （ － ２ ２２９２） （ － ２ ４１８０） （ － ２ ２８２５） （ － ４ １１６７）
ｉｆｒｔ － ０ １２５１ － ０ １９６３ － ０ ０８９８

（ － ０ ９８２２） （ － １ ４２９１） （ － ０ ９２６１）
Ｒ２ ０ ８３２８ ０ ８２０４ ０ ８２４６ ０ ８４９２ ０ ８５１０ ０ ８６８０
Ｆ １４ ０７∗∗∗ ２３ １８∗∗∗ １１ ４５∗∗∗ ２４ ６６∗∗∗ １２ ４１∗∗∗ ２７ ９２∗∗∗

ＬＭ ０ ９８７６ １ ０００２ ０ ７７１７ １ ０５８３ ０ ７２２３ １ １７０３
　 　 注：∗，∗∗，∗∗∗分别表示在 １０％ ， ５％和 １％水平上显著； 括号内为 ｔ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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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０ 年代初期的 ５４ ６％下降到 ２０１２ 年的 ２２ ２％ 。 在以质量替代数量的动机下， 孩子数量的减少促使城

乡居民加大对子女人力资本投资， 更加注重对孩子的教育和培养。 然而， 从绝对数量上看， 计划生育

政策下孩子数量大幅减少家庭的即期消费支出仍然会低于拥有较多孩子的非计划生育家庭的即期消费

支出。 此外， 在孩子数量减少的情况下， “养儿防老” 无法得到充分保障， 增加储蓄就成为我国城乡

居民普遍的替代选择， 这也是用于抵御老年风险的一种现实策略。 由基本模型修正估计结果可知， 城

镇地区少儿抚养比每降低一个单位， 居民消费率将减少 ０ ３９６１ 个单位， 农村地区少儿抚养比每降低

１ 个单位， 居民消费率将降低 ０ ３２８０ 个单位， 可见人口年龄结构转变并没有造成我国城乡居民消费

率边际变化的显著差距。 对于这个结果的一种合理解释是， 相对于城镇居民， 我国农村居民更怀有一

种希望子女摆脱农村生活环境、 真正成为城里人的心态。 面对城乡生活水平上的显著差异， 他们不得

不在现有相对较低的生活水平基础上大量减少消费， 增加家庭储蓄， 以便在子女学习、 工作、 婚姻和

住房等方面作出更多贡献。 这使得农村居民消费率与城镇居民消费率对人口年龄结构的边际变化率基

本处于同一水平。
生命周期假说认为老年人处于生命历程的负储蓄阶段， 其消费来源于劳动年龄阶段的储蓄积累，

老年抚养比与消费率应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然而实证分析结果并不支持这一结论。 模型估计结果

显示， 无论城镇还是农村， 老年抚养比对消费率的影响均不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 虽然在城乡人口年

龄结构转变过程中， 老年人口增多可能会促使家庭成员对其的赡养支出增加， 然而在我国社会保障不

健全、 谨慎消费习惯及赠遗动机等因素的影响下， 老年人也具有较强的储蓄动机。 现阶段我国人口年

龄结构转变过程仍处于起步阶段， 可能是这两方面的效应相当， 两者相互抵消后使得人口年龄结构转

变并不对总体消费率产生明显影响。 但是， 随着人口年龄结构转变的进一步加速， 老年抚养比对消费

率的影响将逐步显现。
在城乡消费率扩展模型 １ 的修正结果中， 时间变量与抚养比交互项 ｔｉｍｅ∗ｆｏｒ 和 ｔｉｍｅ∗ｆｙｒ 均能通

过显著性检验但符号不同， 说明时间与抚养比之间存在交互作用， 即在人口年龄结构转变进程中的不

同阶段上， 抚养比对消费率作用不同。 对于城镇居民， ｔｉｍｅ∗ｆｏｒ 系数为负， ｔｉｍｅ∗ｆｙｒ 系数为正， 说明

与 ２０００ 年之前我国尚未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这一时期的消费率水平相比， 人口年龄结构转变带来的

老年抚养比的上升导致消费率减少， 而少儿抚养比的增加则导致消费率增加； 对于农村居民，
ｔｉｍｅ∗ｆｏｒ 系数为正， ｔｉｍｅ∗ｆｙｒ 系数为负， 说明进入 ２１ 世纪之后， 老年抚养比、 少儿抚养比的上升则

分别导致了消费率的上升、 下降， 人口年龄结构对消费率的时期作用与城镇居民相反。 由此可见， 与

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之前相比， 现阶段人口结构转变在城、 乡区域对消费的影响是有差异的。 此外，
由扩展模型 １ 的修正结果可知， 对于城、 乡居民均存在 ｔｉｍｅ∗ｆｏｒ 系数绝对值大于 ｔｉｍｅ∗ｆｙｒ， 说明人口

年龄结构转变进入加速期后， 相对于少儿抚养比， 我国老年抚养比对消费率影响更大。
进一步地， 修正扩展模型 ２ 的估计结果显示， 城乡人口年龄结构均通过家庭人均收入增长率对消

费率具有偏效应， 但具体作用变量不同。 对于城镇居民， 存在少儿抚养比对消费率的偏效应， 具体

为： ∂ ｃｏｎｒ
∂ ｆｙｒ ＝ ０． ４８３３ － ０． ８９０１∗ｉｎｃｇｒ， 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收入每增长 １ 个百分点， 偏效应增加 ０ ４７４４

个百分点。 且随着家庭人均收入增长率的提高， 少儿抚养比对消费率的偏效应呈现线性递减趋势， 当

家庭人均收入增长率达到 ５４ ２９％时， 少儿抚养比对消费率的偏效应达到拐点。 近年来， 我国城镇居

民家庭人均收入增长率持续保持在 ８％ 左右， 这意味着现阶段城镇少儿抚养比对消费的偏效应为

０ ４１２０， 具有正向影响， 说明城镇居民家庭消费存在向子女倾斜， 而老年抚养比对消费的偏效应不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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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可能与城镇老年人具有相对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有关。 对于农村居民而言， 则存在老年抚养比对消

费的偏效应， 具体为 ∂ ｃｏｎｒ
∂ ｆｏｒ ＝ １ ７４２９ ＋ ４ １９３０∗ｉｎｃｇｒ，即家庭人均收入增长率每增加 １ 个百分点， 偏

效应增加 １ ７８４８ 个百分点， 老年抚养比对消费率的偏效应随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增长率的增加而

上升。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 我国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连年增长， 根据历年 《中国统计年鉴》 数据， 增

长率由 ２０００ 年的 ４ １８％增加至 ２０１１ 年的 １１ ４２％ 。 然而在现阶段尚不健全、 水平较低的农村社会保

障制度不能充分发挥作用的情况下， 家庭对老人赡养的责任不断加重， 可能会在较大程度上影响农村

居民家庭消费支出决策， 出现对老年人生活消费支出的家庭负担水平随老年人口数量上升而不断增加

的现象， 这与农村老年抚养比对消费偏效应的线性增长模式是一致的。 由上述偏效应分析可见， 消费

与人口年龄结构之间的关系在收入增长这一因素的影响下得到了强化与凸显。
此外， 基本模型中城、 乡居民消费率的一期滞后 （ ｃｏｎｒｔ －１ ） 系数均为正， 且能够分别通过显著

性检验， 说明我国城乡居民消费习惯较为稳定， 虽然消费水平能够随收入水平增加而上升， 但整体消

费决策仍然比较谨慎。 收入比 （ ｉｎｃｒ ） 对城乡居民消费具有显著影响， 收入差距的扩大会导致消费

率增长， 这一点可能与城镇居民对农村居民的消费示范效应有关。 城乡通货膨胀率 （ ｉｆｒ ） 与居民消

费率之间不具有显著相关关系， 说明目前通货膨胀率并不是消费率变动的主要原因。

五、 结论与讨论

总体而言， 我国城乡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具有密切关系。 本文利用 １９８７ － ２０１１ 年时间序列

数据， 在单位根和协整理论的基础上， 基于 ＯＬＳ 模型对我国城乡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关

系进行了实证研究， 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 城、 乡居民消费率与少儿抚养比之间均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少儿抚养比越低， 居民消

费率越低， 少儿抚养比的降低对城、 乡居民消费率边际变化的影响差异不大； 但现阶段老年抚养比对

城、 乡居民消费率的作用并不显著。
第二， 人口年龄结构与时间的交互作用显示： 与进入人口老龄化时期之前相比， 对于城镇居民而

言， 老年抚养比的上升导致消费率减少， 少儿抚养比的上升则导致消费率的增加； 对于农村居民而

言， 老年抚养比、 少儿抚养比的上升则分别导致了消费率的上升、 下降； 但无论是对于城镇居民还是

农村居民， 当人口年龄结构转变进入加速期后， 老年抚养比对消费率的影响均大于少儿抚养比。 人口

年龄结构与收入增长率的交互作用显示： 城镇、 农村居民人口年龄结构通过家庭人均收入增长率对消

费具有偏效应， 其中少儿抚养比对城镇居民消费率具有显著偏效应， 老年抚养比对农村居民消费具有

显著偏效应， 这表明在家庭收入增长的情况下， 城、 乡居民家庭消费分别存在向照料子女、 赡养老人

方面的倾斜。
第三， 扩大内部消费需求是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关键。 根据我国人口年龄结构与城乡居民消费关

系的实证研究结果， 本文认为现阶段政府首先应该加大对现代农业发展的支持力度， 向农村居民作出

政策倾斜， 减轻农村居民的家庭负担， 增强农村居民的消费信心； 其次， 应尽快完善城乡社会保障制

度， 特别是建立一体化的城乡养老和医疗保障体系， 缩小保障水平差距， 降低城乡老年居民对未来不

确定性的担忧； 最后， 政府还应宣传、 倡导积极的老年消费观念， 对老年市场的发展给予正确引导，
大力扶持老龄产业发展。

本文在同一框架下对我国现阶段城、 乡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关系进行了比较分析。 但由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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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老龄化是一个动态发展过程， 人口年龄结构转变与消费之间关系也并非一成不变。 随着人口老龄化

程度进一步加深， 城、 乡居民消费情况会如何变化， 又会有哪些新的差异， 这是需要长期动态研究的

内容。 在平均受教育年限延长、 平均预期寿命延长等多方面因素的综合影响下， 现阶段国际通用定义

下人口抚养比等人口结构指标的适用性也值得进一步商榷。 此外， 本文主要讨论了人口年龄结构与消

费之间的关系， 但由于影响消费变动的因素具有高度复杂性 （比如人口因素方面可能还与人口性别

结构、 空间结构等具有密切关系）， 同时也会受到如经济发展水平、 城镇化与现代化水平、 社会保障

水平、 收入分配制度、 政府支出结构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这些均决定了将消费问题放入一个更丰富的

研究框架中进行讨论的可能性， 相关内容尚待进一步展开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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