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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利用中国 1997—2012 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和动态面板 GMM 估计方法，考察了人口年龄结构、预期寿命对

居民消费率的影响。结果发现，人口年龄结构、预期寿命对居民消费率有显著影响，但具有很大的区域性。东中

西部地区比较表明：少儿抚养比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由大到小为东部、中部、西部；老年抚养比对居民消费率影

响由大到小为西部、中部、东部；预期寿命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由大到小为东部、西部、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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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献综述 
 

经济体制市场化改革以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

展。在拉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中，投资占主导

地位，而消费的贡献率一直处在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

并且在消费结构中，居民消费支出在持续走低。尽管

近年来我国政府致力于经济结构转型，扩大内需，2012
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于投资，但我国与发达

国家的居民消费水平还是具有一定的差距。据统计，

2012 年我国居民消费率只有 35%，明显低于美国的

70%、日本的 60%和俄罗斯的 52%。中国居民较低的

消费意愿导致国内居民消费不足，使得经济增长结构

呈现不均衡态势。因此，研究中国居民消费率偏低的

原因对于进一步激发消费的巨大潜力，实现“两型社

会”和“中国梦”的伟大目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现有文献对于居民消费率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集

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经济驱动。一是居民收入。学界普遍认同

居民收入水平是居民消费的主要影响因素。凯恩斯认

为消费者的现期消费仅由现期收入水平决定。满足基

本消费需求后，引致消费会随收入的增加而增加，但

不同消费倾向的消费者引致消费增加幅度不一致。二

是收入增长率。收入增长率对消费具有重要影响，但

具体作用方向不确定。根据生命周期理论[1]，居民消费

只与人均收入水平的增长率有关，而与收入水平无关。

Kraay[2]、Modigliani 和 Cao[3]进一步论证了这个观点。

但是前者研究表明收入增长率对家庭消费率具有显著

的正向影响。而后者则认为未来的收入增长率对家庭

消费率有着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三是通货膨胀率。通

货膨胀率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方向同样是不确定的。

Bailey[4]认为高通货膨胀会降低家庭的购买力，因此会

将大部分收入都用于消费，间接提高了消费率。而

Mundell[5]则认为高通胀对实际货币均衡有一个负面影

响，个人为了恢复其实际财富会增加储蓄，降低消费。 
其次是政府推动。一是社会保障。一般而言，较高

的社会保障水平和完善的保障体系会提高居民消费水

平，进而提高居民消费率。Modigliani 等的[6]研究认为，

社会保障越完善，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就减少，储蓄意愿

就会减弱，边际消费倾向就越高。我国学者[7−9]研究认

为，快速变化的中国经济结构缺乏完善的社会保障体

系，使得居民采取预防性储蓄以防范未来，造成现阶段

居民总消费不足。方匡南与章紫艺[10]进一步论证了上

述观点，认为有社会保障家庭的人均消费要高于无社会

保障家庭的人均消费。二是社会分配。社会分配公平程

度对居民消费具有重要影响。刘文斌[11]、袁志刚等的[12]

研究认为大部分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造成收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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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不均，不同收入水平人群的消费倾向不一致，导致

了居民消费不足。 
后是社会变动。一是人口年龄结构。人口年龄

结构对居民消费率具有重要影响，但不同地区、不同

时间段影响结果不确定。国外实证方面，列夫(Leff)[13]

通过对 74 个国家的面板数据进行研究，发现少儿抚养

比和老年抚养比与消费率之间均具有显著的正相关

性。而 Wilson[14]利用澳大利亚和加拿大时间序列数据

对储蓄率和年龄结构作协整回归分析，并不支持人口

年龄结构和储蓄率存在相关关系。国内研究始于 2000
年，随着人口年龄结构发生变化，我国进入老龄化社

会。李文星等[9]利用动态面板 GMM 估计方法，使用

1989—2004 年省际面板数据，发现少儿抚养比对居民

消费率具有显著负影响，但这种影响不大，而老年抚

养比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不显著。于潇[15]等则认为中

国当前处于人口老龄化初期阶段，老年人口比重快速

提高的同时伴随着少儿人口比重的迅速下降，在老年

人消费系数高于少儿消费系数的情况下，人口老龄化

对消费的影响表现出正效应；当老龄化进入加速发展

阶段时将对消费需求产生抑制效应。二是人口预期寿

命。人口预期寿命也会影响居民消费率。舒尔茨[16]认

为基于年龄结构的生命周期理论无力解释东亚地区的

“消费率之谜”，而预期寿命延长则是主要原因。国内

学者研究预期寿命与居民消费率相关关系的文献很

少，刘长生和简玉峰[17]、刘生龙等[18]通过收集省际面

板数据进行研究分析，发现人口预期寿命对居民消费

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通过前文综述发现，首先，已有的研究主要是从

经济、政府和社会三个方面进行研究。但是在社会层

面，受老龄化进一步加重的影响，在人口预期寿命增

加的情况下，已有研究在数据方面具有一定局限性。

其次，社会层面的研究只是单一地关注人口年龄结构

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或预期寿命对居民消费率的影

响，很少有文章将二者联合起来进行研究。 后，就

我国实际来讲，经济体制改革以来，我国人口预期寿

命的提高会影响我国居民的消费行为选择。但是，国

内人口预期寿命对居民消费率影响的研究还处在空白

期。为此，本文以人口年龄结构和人口预期寿命两个

方面为核心，在控制其他影响因素的基础上，考察它

们对我国居民消费率的影响方式及影响程度。 
 

二、理论机制分析 
 

根据生命周期假说(LCH)，理性经济人依照效用

大化原则，平滑一生的消费。我们将理性经济人的

一生分为三个阶段，少年阶段、工作阶段(中年阶段)
和老年阶段。选取工作阶段的微观代表性个体，推导

其一生收入和财富消费的效用 大化配置测度及其影

响程度。 
(一) 基本假设 

其一，t 时期中年阶段(m)个体将一生工资收入(YL)
和财富收入(WR)按不同比例分别在维持当期子女消

费( y
tC )、当期个人消费( m

tC )、当期老人消费( o
tC )、

下期个人消费( m
tC 1+ )和当期子女遗留财富( y

tW )五个

层面。 
其二，t 时期中年阶段(m)个体收入来源于工资收

入(YL)和财富收入(WR)，其中财富收入( m
tW )的金额等

于上期中年阶段(m)个体留下的遗留财富( y
tW 1− )的折

现值，即上期中年阶段(m)个体工资收入 m
tYL 1)( − 的固定

比例( 1α )数的折现值。 
其三，t 时期中年阶段(m)个体有一个不变的时间

偏好率(θ)和一个适用于任何时刻(t)的消费效用函数：

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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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t 时期中年阶段(m)个体追求消费效用 大

化，且消费效用是可以跨期累加的。 
(二) 最优消费规划 
t 时期中年阶段(m)个体 优消费策略由以下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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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θθ

θθ
ε

1
)(

1
)(

)1(max
11

1 1

m
t

y
t

t
m
t

CC
nU        

θ
α

θ

θθ
ε

−
+

−
−

−
+

−
−

1
)(

1
)(

)1(
1

1
1

1 2

m
t

o
t

t
CC

m        (1) 
   

1

1

1
)1()1(..

+

+

+
+−+++

t

m
to

tt
m
t

y
tt r

CCmCCnts         

y
t

m
t

y
t

m
t

m
t WyWWYL −=−+= )(            

)1()()1()( 111 t
m
t

m
t rYLYL ++−= − αα       (2) 

 
式中： 11)1( ε−+ tn 和 21)1( ε−− tm 分别表示子女消费对于

父母(该代表性个体)的效用和老年人消费对子女(该代

表性个体)的效用，ε1和 ε2用于测定子女消费和老年人

消费的边际效用的递减程度，且都大于零，nt和 mt表

示在 t 时期内少年人口出生率和老年人口的死亡率；α
表示 t 时期是下期个人消费效用的贴现率；rt、rt+1 表

示 t 时期和 t+1 时期的折现率； m
ty 表示 t 时期中年个

体(m)一生收入总额。联立(1)(2)两式，得到 t 时期中年

阶段(m)代表性个体的 优消费规划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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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结论分析 

(1)~(6)给出了微观代表性个体的 优消费规划，

但宏观居民消费率是宏观总体居民消费总额和宏观总

体居民收入的比值，故还应将宏观人口年龄结构因素

考虑进去。设定 t 时期人口总人数为 L，其中少年人

口、工作人口和老年人口所占比例分别为 λ1、λ2、λ3，

每个阶段的人口又分为两部分。具体的 t 时期的人口

数量变化如表 1。 
 

表 1  t 时期的人口数量 

 少年人口  工作人口  老年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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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7)式变形，可得宏观居民消费率对少年抚养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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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发现宏观居民消费率对少儿抚养比(yd)和老

年抚养比(od)的偏导数均大于零，即随着少年抚养比

的增大(如少年人口增长率大于工作人口增长率)和老

年抚养比的增大(如老年人口增长率大于工作人口的

增长率)时，居民消费率有增大的趋势，但增大的程度

还受到少年人口出生率(nt)、老年人口死亡率(mt)、边

际效用递减程度(ε1、ε2)、既定的消费效用贴现率 α、t
时期中年阶段(m)个体给当期子女遗留财富的比重

( m
t

y
t yW / )和常数 θ决定。 
另外，由于人民生活水平、医疗水平和个人健康

意识的增强，人均预期寿命会延长，也即在 t−1 时期

1
1

32 −
−

t
t Lλ 数量的人口中有 βt比例的人口在 t时期继续存

活，则 t 时期老年人口第二部分人口数量应为

tt
tt LL βλλ 1

1
3231 −
−+ 。t 时期宏观居民消费率对 βt 求取偏

导数，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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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发现宏观居民消费率对 βt的偏导数大于零，

说明人均预期寿命(life)的延长对居民消费率具有正向

促进作用，预期寿命越长，增加幅度越大，居民消费

率增长得越快。其他因素如人均居民收入、城乡收入

差距等，虽在理论模型推导中没有明确体现，但其对

居民消费率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 
 

三、计量模型与数据处理 
 

(一) 计量模型设定 

在建立计量模型时，考虑到在样本区间内，我国

实施了一系列的经济体制改革，市场、消费者所处的

经济环境并不稳定，因此，本文采用简约型模型。由

于本文核心变量是人口年龄结构和预期寿命(life)，基

础变量为收入增长率(inc)和人均收入水平(rgdp)，则建

立如下基本计量模型： 
 

crit=β0+β1ydit+β2odit+β3lifeit+β4incit+β5rgdpit+ui+εit  (10) 
 

上式中：下标 i 代表地区，t 表示时间，ui为不可观察

的地区效应，εit为随机扰动项。crit表示 i 地区 t 时期

的居民消费率，ydit 表示 i 地区 t 时期的少儿抚养比，

odit 表示 i 地区 t 时期的老年抚养比，lifeit 表示 i 地区

t 时期的人均预期寿命，incit 表示 i 地区 t 时期的居民

收入增长率，rgdpit 表示 i地区 t 时期的居民收入水平。 
理论上，预期寿命的增加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人

口年龄结构，提高老年抚养比，加重人口老龄化进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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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居民消费率。为了检验估计结果的稳健性，在方

程(10)的基础上，加入反映收入差距对居民消费率影

响的城乡收入比变量(rui)、反映社会保障支出对居民

消费率影响的公共财政支出比变量(fisd)、反映物价水

平变动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通货膨胀率变量(inf)，则

得到如下面板回归方程：  
crit=β0+β1ydit+β2odit+β3lifeit+β4incit+β5rgdpit+β6ruiit+   

β7fisdit+β8infit+ui+εit              (11) 
 
 (10)(11)式是静态面板数据模型，主要运用固定

效应模型(FE)和随机效应模型(RE)估计。如果 ui 与某

个解释变量相关，则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若与所有解

释变量不相关，则选择随机效应模型。但(10)(11)式忽

略了居民消费率可能存在的滞后性，再加上居民消费

率和人均收入、收入增长率、通货膨胀率之间存在相

互影响，估计方程(10)(11)可能会出现内生性问题。为

避免内生性问题对估计结果的影响，还加入了居民消

费率的滞后项(crit−1)，更好地反映了居民消费率的动

态变化特征，动态面板方程如下： 
 

crit=β0+β1ydit+β2odit+β3lifeit+β4incit+β5rgdpit+β6ruiit+   
β7fisdit+β8infit+β10crit−1+ui+εit        (12) 

 
传统的面板数据估计方法不再适用方程(12)，本

文采用广义矩估计(GMM)方法进行估算。广义矩估计

(GMM)分为一步估计和两步估计，又可以分为差分

GMM 估计、系统 GMM 估计。由于两步估计的标准

差存在偏倚，一步系统 GMM 比一步差分 GMM 运用

更多的信息，有效性更强。本文选择一步系统 GMM
估计方法，这样不仅可以有效控制居民消费率可能存

在的序列自相关，前期值与残差之间可能存在的内生

关联，还可以控制其他解释变量与残差之间可能存在

的内生性问题。 
(二) 变量测度 

一是居民消费率。居民消费率(cr)是指一个国家或

地区在一定时期内，用于居民个人消费和社会消费的

总额占当年国民支出总额或国民收入使用额的比率。

本文用各地区居民消费支出占支出法计算的地区

GDP 的比重来表示。 

二是人口年龄结构。本文采用少儿抚养比(yd)和
老年抚养比(od)来表示人口年龄结构。少儿抚养比为

15 岁以下人口数除以 15~64 岁人口数，老年抚养比为

65 岁及以上人口数除以 15~64 岁的人口数。 
三是预期寿命。本文采用人均预期寿命(life)来检

验预期寿命对中国居民消费率的影响，采用《中国统

计年鉴》上人均寿命间接地进行推算。 
四是其他变量。收入增长率(inc)由剔除了物价水

平偏差的人均收入计算得到。居民收入水平(rgdp)用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来表示，并对其进行自然对数处理。

城乡收入差距为城镇居民人均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

均支配收入之比(rui)表示。社会保障水平用公共财政

支出所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fisd)表示。通货膨胀率

(inf)是通过各省份的年度环比 cpi 指数计算得出，本文

使用的是名义通货膨胀率。 
(三) 数据处理 

本研究对象为除香港、澳门和台湾以外的 31 个

省、直辖市和自治区。我们收集以上地区 1995—2012
年的数据，但根据实际情况，将样本确定为 1997—
2012 年。西藏与重庆数据不全，没有包括在内。数据

主要来源自《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1990 年

以来中国常用人口数据集》《中国统计年鉴》。为反映

我国的区域差异和地区不平衡的情况，本文将我国在

地域上分成三部分，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

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

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安徽、

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西部地区包括广西、四川、

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全国

范围各变量的统计描述见表 2。为更直观地揭示人口

年龄结构、预期寿命与居民消费率的相关关系，我们

分别对其进行拟合，结果发现，少儿抚养比与居民消

费率成正相关关系，而老年抚养比、预期寿命与居民

消费率成负相关关系。 
 

表 2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小值 大值 单位 观察值

居民消费率 cr 38.893 8.148 21.728 75.903 % 464

少儿抚养比 yd 28.047 8.808 9.64 50.08 % 464

老年抚养比 od 11.489 2.426 6.13 21.88 % 464

预期寿命 life 73.131 3.186 64.392 80.996 年 464
人均收入的对

数 lrgdp 
9.543 0.812 7.718 11.442 / 464

收入增长率 inc 0.142 0.074 −0.277 0.671 / 464

城乡收入比 rui 2.868 0.637 1.599 4.758 / 464
公共支出所占

比 fisd 
16.67 7.897 5.308 61.210 % 464

通货膨胀率 inf 2.041 2.446 −3.2 10.1 % 464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 面板数据的单位根检验 

为避免伪回归问题，首先进行面板数据的平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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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考察各变量是否存在同阶单整。如果基于单位

根检验的结果发现变量之间是同阶单整的，可以进行

协整检验。但也有如下的宽限说法：如果变量个数多

于两个，即解释变量个数多于一个，被解释变量的单

整阶数不能高于任何一个解释变量的单整阶数。另当

解释变量的单整阶数高于被解释变量的单整阶数时，

则必须至少有两个解释变量的单整阶数高于被解释变

量的单整阶数。本文采用 LLC 和 IPS 两种方法进行单

位根检验，前者原假设为存在同质单位根，后者原假

设为存在异质单位根，当两者结论不一致时则认为存

在单位根，即数据是非平稳的。观察表 3 可知 LLC 检

验中，所有变量的水平序列都是平稳的；而 IPS 检验

中，所有变量水平序列都不平稳，但都是一阶单整的

I(1)，可以进行协整检验。 
 

表 3  面板数据的单位根检验结果 

变量 LLC IPS(一阶差分)

居民消费率 cr −12.298*** −2.786*** 

少儿抚养比 yd −14.521*** −3.151*** 

老年抚养比 od −14.244*** −3.184*** 

预期寿命 life −20.532*** −2.855*** 

人均收入的对数 lrgdp −22.416*** −3.053*** 

收入增长率 inc −11.432*** −2.967*** 

城乡收入比 rui −12.597*** −1.813** 

公共支出所占比 fisd −14.258*** −2.486*** 

通货膨胀率 inf −13.097*** −2.932*** 

注：***、**、*分别表示在 1%、5%和 10%水平下显著 
 

(二) 面板数据的协整检验 

面板数据的协整检验方法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

建立在 E-G 两步法检验基础上的面板协整检验，具体

有 Pedroni 检验和 Kao 检验；另一类是建立在 Johansen

协整检验基础上的面板协整检验。此处采用Kao检验，

其原假设为不存在协整关系，检验结果如表 4 所示。

检验结果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表明变

量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表 4  Kao 协整检验结果 

检验方法 检验假设 统计量 统计量值(P 值)

Kao 检验 H0：不存在协整关系 ADF −2.521(0.005)***

 
(三) 基本回归结果与稳健性分析 

本文选取人口年龄结构、预期寿命为核心变量，

人均收入和收入增长率为基本变量，城乡收入比、公

共财政支出占比、通货膨胀率为控制变量。另外，为

了比较不同方法可能产生的差异，本文采用了面板

小二乘法(POLS)、固定效应模型(FE)和广义矩估计

(SGMM)。为了得到更稳健的估计结果，在基本方程

回归的基础上添加控制变量进行回归分析。估计结果

如表 5 所示。 

估计结果显示：第一，变量系数方面，不同变量

对于运用不同估计方法得到的估计结果具有很强的一

致性，结果是稳健的；第二，统计检验方面，变量基

本上通过了 5%水平以上的显著性检验。方法上，模

型 5、6 优于其他四个模型。AR(2)检验值表明模型设

定不存在残差的二阶序列自相关，Sargan 检验的统计

量表明模型设定的工具变量有效，不存在过度识别的

问题，即说明广义矩估计模型设定是合理的，故选用

模型 5 和模型 6 进行结果分析。 

少儿抚养比(yd)的系数为 0.102 和 0.125，即少儿

抚养比提高对居民消费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这与张

乐和雷良海[19]、杨思家[20]的研究结论一致，也符合本

文的理论模型结论。一方面，样本期间内，受计划生

育政策影响，我国少儿抚养比持续下降，从 1997 年的

36.7%下降到 2012 年的 23.8%，16 年时间内下降了

12.9 个百分点。即使父母对孩子的人力资本投资会增

加，但是单一子女家庭的抚养费用还是低于多子女家

庭的抚养费用。另一方面，中国传统观念中的“养儿

防老”促使父母把子女看成储蓄的替代物，子女数量

多时，作为养老保证的个人储蓄会大幅减少。而子女

数量较少时会激励父母较少当期消费，把更多资源转

变成储蓄或者其他财富形式，以满足个人在下期养老

支出和子女的遗留财富。 

老年抚养比的系数为−0.122 和−0.167，即老年抚

养比的增加会导致居民消费率的降低，与毛中根、孙

武福和洪涛[21]、李春琦和张杰平[22]的研究结论一致，

但与理论模型和生命周期假说(LCH)相反。因为理论

模型的 t 时期老年人 优消费水平和生命周期理论

(LCH)的储蓄积累效应均是在老年人具有相当的消费

倾向的前提下得到的。不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勤俭

节约的生活习惯和对未来疾病的不确定预期使中国的

老年人倾向储蓄，具有较低的边际消费倾向，大部分

农村老年人具有更低的边际消费倾向。这在一定程度

上解释了我国居民消费率持续走低的原因。 
少年抚养比(yd)对居民消费率影响不同于老年抚

养比对居民消费率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因为少年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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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居民消费率的基本估计(全国)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POLS POLS FE FE SGMM SGMM 

cr 滞后项     
0.872*** 
(36.48) 

0.859*** 
(37.91) 

yd 
0.101** 
(2.09) 

0.079 
(1.56) 

−0.111** 
(−2.29) 

0.097* 
(1.85) 

0.102** 
(2.07) 

0.125*** 
(2.57) 

od 
−0.546*** 

(5.75) 
−0.516*** 

(−5.26) 
−0.601*** 

(−6.37) 
−0.58*** 
(−6.01) 

−0.122* 
(−1.69) 

−0.167** 
(-2.21) 

life 
−0.936*** 

(3.66) 
−0.757*** 

(−2.90) 
−1.202*** 

(−4.21) 
−1.11*** 
(−3.53) 

−1.352*** 
(−4.26) 

−1.383*** 
(−4.60) 

lrgdp 
−4.071*** 

(-5.87) 
−4.428*** 

(−6.18) 
−3.424*** 

(−4.50) 
−3.659*** 

(−4.69) 
0.212 
(0.59) 

−1.112*** 
(−2.65) 

inc 
−9.751*** 

(5.06) 
−11.975*** 

(−5.40) 
−9.384*** 

(−4.92) 
−11.093*** 

(−5.10) 
−12.822*** 

(−11.19) 
−16.922*** 

(−12.41) 

rui  
0.493* 
(1.89) 

 
0.333* 
(1.75) 

 
0.491* 
(1.89) 

fisd  
−0.036 
(-0.94) 

 
−0.016 
(−0.37) 

 
0.032* 
(1.68) 

inf  
0.111* 
(1.72) 

 
0.094* 
(1.74) 

 
0.182*** 

(4.69) 

常数项  
145.412*** 

(9.43) 
170.774*** 

(10.93) 
165.196*** 

(9.31) 
12.35* 
(1.73) 

2.992 
(0.42) 

F 值   311.89*** 52.53***   

AR(1)     0.017 2 0.017 9 

AR(2)     0.760 1 0.842 1 

Sargan 值     0.186 7 0.292 4 

样本量 464 464 464 464 435 435 

注：括号内的数据为系数的 t 值(模型 1、2、3、4)和 z 值(模型 5、6)；***、**、*分别表示 1%、5%、10%的显著性水平 

 

在生理的成长和知识的学习阶段，其边际消费倾向较

高且趋于稳定。而老年人受上述各种因素的影响，其

边际消费倾向较低且不稳定。 

预期寿命的系数为−1.352 和−1.383，对居民消费

率的影响显著为负，即人口预期寿命增长降低居民消

费率，与刘生龙、胡鞍钢和郎晓娟[18]、范叙春和朱保

华[23]的研究结论一致。样本期间内，我国经济趋于高

速发展，人民经济生活水平和医疗水平的提高以及养

生意识的增强，我国居民预期寿命从 2000 年的 71.40

岁增加到 2010 年的 74.83 岁。预期寿命的延长加重了

社会老龄化的程度，会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降低老年

人的边际消费倾向，进而对居民消费率有负向影响。 

(四) 分区域回归结果与分析 

为反映我国地域差异而带来的经济发展不平衡，

对全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分别进行了一步系统 GMM

估计，可进一步观察样本分区后核心变量对居民消费

率的影响方向及其结果是否稳健。表 6 体现了分区域

的估计结果。根据回归结果，在一步系统 GMM 估计

中序列相关检验和 Sargan 检验均通过，说明 GMM 估

计中选择的工具变量是有效的，且模型设定是合理的。 
通过对三大区域的回归结果分析，发现核心变量

人口年龄结构、预期寿命对各区域的居民消费率的影

响方式及程度具有很大的差异性。 
少儿抚养比(yd)对东部居民消费率有正影响，通

过显著性水平 1%的检验，与全国层面估计结果一致，

这与张乐和雷良海[19]的研究结论一致。而对中部、西

部的居民消费率的影响为负，并且都没有通过显著性

检验。样本期间内，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东部

地区经济发展速度和总量都领跑中西部地区，区域间

居民收入差距大。在计划生育政策大的背景下，随着

少儿抚养比的降低，较高的经济收入水平促使东部地

区的 t时期中年阶段(m)个人加大个人下期消费和当期

子女遗留财富的比例而进行存储或者转换为其他形式

的财富，降低了宏观的居民消费率。而中西部地区受

地理位置限制，经济发展滞后于东部地区，随着少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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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居民消费率的分区域估计 

变量 

全国 
(模型 6) 

东部 
(模型 7)

中部 
(模型 8) 

西部 
(模型 9)

一步系统

GMM 
一步系统

GMM 
一步系统

GMM 
一步系统

GMM 

cr 滞后项 
0.859*** 
(37.91) 

0.863*** 
(27.37) 

0.734*** 
(16.86) 

0.892***
(25.86) 

yd 
0.125*** 

(2.57) 
0.085*** 

(3.06) 
−0.051 
(−1.18) 

−0.024 
(−0.48) 

od 
−0.167** 
(−2.21) 

−0.083*
(−1.71) 

0.223* 
(1.80) 

0.245** 
(2.51) 

life 
−1.383*** 

(−4.60) 
0.734*** 

(3.40) 
−0.012 
(−0.05) 

−0.381***
(−2.77) 

lrgdp 
−1.112*** 

(−2.65) 
−0.791 
(−1.41) 

3.079*** 
(4.07) 

0.285 
(0.39) 

inc 
−16.922*** 

(−12.41) 
−13.112*** 

(−6.53) 
−18.022*** 

(−8.82) 
−15.272***

(−5.31) 

rui 
0.491* 
(1.89) 

0.411 
(1.04) 

0.982* 
(1.75) 

−0.811**
(−2.10) 

fisd 
0.032* 
(1.68) 

−0.042 
(−1.10) 

0.153** 
(2.24) 

0.033 
(0.97) 

inf 
0.182*** 

(4.69) 
0.113** 
(2.16) 

0.274*** 
(3.75) 

0.082 
(1.10) 

常数项 
2.992 
(0.42) 

−42.91*** 
(−3.52) 

35.344** 
(2.39) 

30.493***
(3.10) 

AR(1) 0.017 9 0.120 9 0.151 5 0.028 1 

AR(2) 0.842 1 0.546 8 0.347 8 0.975 6 

Sargan 值 0.292 4 0.319 4 0.939 1 0.545 6 

样本量 435 435 435 435 

注：括号内的数据为系数的 z 值；***、**、*分别表示 1%、

5%、10%的显著性水平 

 

抚养比的降低和家庭收入的增加，单个家庭会加大对

子女人力资本投资比例，也即 t 时期中年阶段(m)个人

会加大当期子女消费投入。 

老年抚养比(od)与东部区域居民消费率负相关，

与全国层面估计结果一致，却与中西部居民消费率呈

现正相关变动，这与毛中根、孙武福和洪涛[21]的研究

结论一致。第一，就个人家庭而言。随着老龄化的加

重，虽然各地区老人会加大对养老和预防疾病的支出，

但东部地区收入水平处在较高层次，养老和预防疾病

的支出占收入的比例明显小于中西部地区。特别是西

部农村地区，由于这两部分支出所占比例过大，导致

部分居民放弃治疗或者选择简单治疗。即模型 t 时期

中年阶段(m)个人分配给老年人的 优消费水平差异

化且失衡。第二，就社会保障而言。由于东部相对中

西部社会保障体系完善、补助稳定，其在一定程度上

替代了居民消费的刚性需求，居民就会增加储蓄，间

接致使消费率下降。这与陈志科和马少珍[24]的研究结

论一致，即家庭收入水平和社会保障可增加老年人的

消费需求。 

预期寿命(life)对东部地区居民消费率正相关，通

过了显著性水平 1%的检验；与中西部地区居民消费

率呈负相关，但中部地区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为了

更稳健地检验预期寿命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依次将少

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去掉进行回归，结果发现预期

寿命对各区域的影响方向及程度基本保持不变，保持

了高度的稳定性。 

被解释变量的滞后一期 (crit−1)系数为 0.734~ 

0.892，且都通过了 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说明我国

居民消费很稳定，具有很强的惯性。人均收入增长率

(inc)对居民消费率为负向影响，且非常稳定，保持在

−18.022 至−13.112。而人均居民收入的对数(lrgdp )对

东部地区居民消费率影响为负，对中西部地区影响为

正。中西部地区发展缓慢，居民收入水平相对较低，

收入水平的增加会提高他们的消费倾向。通货膨胀率

(inf)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为正，即通货膨胀率上升的

时候，人民的实际收入水平下降，为保持基本消费需

求，会增加名义消费，表现为居民消费率的提高。城

乡收入比(rui)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在中、东部表现为正

相关，西部表现为负相关。公共支出占比(fisd)对中西

部居民消费率有正向影响，且在中部通过显著性水平

5%的检验，对东部则具有负向影响。但其影响系数为

−0.042~0.153，影响程度很小，可能是因为政府财政

政策对居民消费的引致效应和挤出效应相互抵消。 

(五) 模型参数的一致性 

广义矩估计(GMM)是一种工具变量法，其估计量

具有一致性，但当样本量较小或者使用的工具薄弱时，

动态面板估计量容易产生很大的偏倚。POLS 估计时，

由于因变量的滞后项和不可观察的地区效应 ui 正相

关，POLS 估计量应该是向上偏倚的。固定效应模型

估计时，由于因变量的滞后项和随机扰动项 εit负相关，

其估计量应该是向下偏倚的。当因变量滞后项的

GMM 估计量处在 POLS 估计量和固定效应模型估计

量之间时，则说明 GMM 估计量结果没有发生较大偏

倚。表 7 是上述五个一步系统 GMM 模型的因变量滞

后项的 POLS 估计量和固定效应估计值。其因变量滞

后项的 GMM 估计值的确处在两者之间，这说明我们

的 GMM 估计结果是一致的，并没有因为样本量和工

具的选择而产生较大偏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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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因变量滞后项 POLS、GMM、固定效应模型估计量 

估计量 模型 5 模型 6 模型 7 模型 8 模型 9 

因变量滞后项 POLS 估计量 0.930 1 0.912 8 0.903 1 0.766 1 0.916 8 

因变量滞后项 GMM 估计量 0.872 5 0.845 9 0.863 2 0.728 5 0.892 8 

因变量滞后项固定效应估计量 0.727 5 0.733 4 0.660 5 0.537 3 0.782 1 

 

五、结论和建议 
 

本文通过构建以微观代表性个体通过平滑其一生

消费在五个方面，并以理性经济人消费效用 大化为

目标的“拉式函数”模型，发现少儿抚养比、老年抚

养比和预期寿命都与宏观居民消费率呈现正向变动关

系。然后基于 1997—2012 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以人

口年龄结构、预期寿命为核心变量实证考察了全国、

东部、中部和西部居民消费率的影响因素。结果发现，

人口年龄结构、预期寿命是影响我国居民消费率的影

响因素。从核心变量看，东部地区少儿抚养比和人均

预期寿命与居民消费率正相关，与老年抚养比负相关；

但中西部地区保持一致，和东部地区影响方向正好相

反。少儿抚养比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由大到小为东部、

中部、西部；老年抚养比对居民消费率影响由大到小

为西部、中部、东部；预期寿命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

由大到小为东部、西部、中部。从基础变量看，人均

收入水平偏低是影响中西部地区居民消费率偏低的主

要原因；但居民收入增长率在各个地区对居民消费率

都呈现负向影响，保持高度一致性。根据实证分析结

果，在国内居民消费率持续走低的情形下，扩大内需，

提高消费需求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尤为重要，应

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推进。 
第一，中西部地区居民消费率偏低的首要原因是

居民人均收入水平偏低，只有在高水平的收入水平上，

中西部居民才会加大基本生存消费、教育、医疗、旅

游等方面的消费。为提高中西部地区人均收入水平，

分西部地区和中部地区两个方面进行说明。 
就西部地区而言，首先，国家继续推进实施“西

部大开发”战略，加大外资、内地对西部地区的投资

规模，拓宽投资渠道；其次，西部地区应积极利用已

有的天然资源和悠久的文化传统，发展旅游业及其附

加产业，使西部地区特有的手工艺产品走出大山，面

向更广阔的市场； 后，地方政府应利用高效的信息

资源，有的放矢地组织乡村居民技能培训，增加乡村

居民的就业竞争力。同时，地方政府应该积极宣传中

央政策，使每一户居民(特别是农村居民) 大限度了

解政策信息，增强收入预期意识，加大个人边际消费

倾向。 
就中部地区而言，首先，国家继续积极推进“中

原经济区”“环长株潭城市群”“皖江城市带”“武汉经

济圈”和“鄱阳湖经济圈”为核心的重点区域开发，

实现重点区域率先崛起，进而带动整个中部崛起。其

次，在经济结构转型的重要时期，中部地区经济承接

沿海地区的制造业等产业转移。同时，在提升自身经

济实力的同时，提高高新技术产业的研发。 后，中

部地区应高效利用全国综合交通运输枢纽的巨大优

势，扩大运输业规模，增加居民就业岗位。 
第二，在中西部地区收入水平提升的同时，政府

加大对教育的投资。地方财政应该向地方教育倾斜，

加大学校基础设施建设、教师优秀人才的引进和教师

资源的合理利用。家庭应增强教育理念，认可“知识

可以改变命运”的观念，加大对子女人力资本投资，

提高子女生存发展能力。东部地区是经济发展的“领

头羊”，经济发展水平处在较高程度，教育资源丰富。

同样应增强家庭知识理念，扩大家庭对子女教育需求

在“宽度”和“深度”方面的支持力度，以此来提升

居民教育消费，提高居民消费率。 
第三，有效利用我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优化劳

动力资源配置，提高居民消费率。尽管中国接下来的

发展将面临越来越严重的人口老龄化的问题，老年抚

养比持续上升，但人口老龄化也有利。其一，人口的

老龄化能够积累一批科学和文化素质较高的人才，发

挥老年人才的余热不仅可以降低人口智力投资成本，

更可以为成熟技术在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应用创造条

件。其二，发展老龄产业，使老龄消费能够成为我国

经济增长的新领域。政府通过制定和完善扶持老龄产

业发展的法律法规和优惠政策，提高老龄人口的购买

力，这也能缓解老龄化对经济造成的冲击。 
第四，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深化养老保险制度改

革。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能够减少人们对未来的不确

定性预期，这能促进人们增加当期消费而减少为未来

的生活所进行的预防性储蓄。特别对于中西部农村地

区而言，可以改变其长期以来的“养儿防老”观念，

增加消费。 
同时我们可以综合国际社会保险制度改革实践的

经验和教训，结合自己的国情，对现有的社会保障制

度进行调整，使居民敢于消费，乐于消费。另外，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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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观念疏导，特别是改变老年人“保守”的消费观

念，提高其边际消费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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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pulation age structure, life expectancy and household consumption rate: 
GMM test with provincial dynamic panel data 

 
LI Bin, WU Shusheng 

 
(School of Economy and Trade,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06, China) 

 
Abstract: By using panel data from Chinese provinces during the period 1997—2012, the study conducts a dynamic 
panel analysis of the impacts of population age structure and life expectancy on household consumption rate. The 
results show that population age structure and life expectancy have significant impacts on household consumption rate 
with huge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A comparison of eastern, central and western areas suggests that the descending 
order of the effect of child dependency ratio on household consumption rate is eastern, central and western areas, that 
the descending order of the effect of aging on household consumption rate is western, central and eastern areas, and that 
the descending order of the effect of expectancy on household consumption rate is eastern, western and central areas. 
Key Words: population age structure; life expectancy; household consumption rate; dynamic panel data; GMM 
esti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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