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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确定性下农村家庭食品消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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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利用 )习惯形成* !

%(8&0S+/,(0&+'

"假说来研究

中国家庭食品消费行为的特征#并首次利用
!CDC

(

"##F

年农村家庭

微观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从而试图给出近年来农村居民储蓄率

持续偏高$消费倾向持续偏低的一种新解释%对动态面板模型的系

统广义矩估计结果显示#农村居民家庭的食品消费有显著的习惯形

成效应#这一效应即使在考虑了家庭的 )预防性动机*之后仍然是

稳健的#并且它对消费的边际影响比预防性动机更为重要%但是本

文估计出的 )习惯形成*参数比用总量数据得到的习惯形成参数

要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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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部门储蓄是指一定时期内居民可支配收入减去居民消费的剩余#它表现为各种资产!实物资产和

金融资产"的持有%中国居民金融资产持有约占中国居民储蓄的
EAB

#而中国居民金融资产中银行存款

的比例约占
F#B

(

E#B

!孙凤#

"##!

"%

一!引
!!

言

中国长期居高不下的储蓄率一直是学术界及政策制定部门共同关心的一

个问题%从国民储蓄率来看#

!CED

(

!CCA

年中国的平均国民储蓄率为
GEB

#

明显高于同期
"!B

的国际平均储蓄率 !

]/((

3

#

"###

"#

!CC#

(

"##G

年的国民

储蓄率也一直维持在
@#B

上下#

"##G

年高达
@"5AB

!

].&

h

;

#

"##A

"%

"##A

年

和
"##F

年的国民储蓄率则进一步攀升至
@D5!B

和
A#5!B

!汪伟#

"##C

"&从

家庭部门储蓄!来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居民银行储蓄的增长速度一直高于经

济增长和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而且储蓄率始终在高位运行 !袁志刚和冯俊#

"##A

"%据 .中国统计年鉴/#

!CC#

年我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为
E!!C5D

亿元人民币#

!CC"

年一举突破万亿元大关#继
"##G

年超过
!#

万亿元后#到

"##F

年底#中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已达
!F!ADE

亿元#如果把债券和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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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等计算在内#居民的广义储蓄水平更高%

在居民部门的储蓄持续超常增长的背后#是中国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长

期呈下降趋势%同时#就收入的可比水平而言#中国农村家庭用于储蓄的比

率高于城市家庭#收入较低的农村居民的消费倾向低于收入较高的城镇居民

的消费倾向 !刘建国#

!CCC

"%根据 .中国统计年鉴/#农村居民的平均消费

倾向在
!CDC

年为
#5DC

#

"##F

年则下降到
#5ED

%显然#相对于长期高速增长

的中国经济总量#我国农村居民的储蓄率偏高$消费倾向持续偏低的现象极

不相称%尤其是在目前国际金融危机尚未完全化解和国内经济结构面临重大

调整的情形下#如何扩大内需#降低储蓄率#提高我国居民尤其是广大农村

居民的消费水平#更加成为政策当局和学者们关注的热点%

关于中国长期以来居民高储蓄率的原因#研究者的看法不尽相同%文献

中经常提到的解释因素包括'居民收入水平和居民抚养系数 !中国人民银行

研究局课题组#

!CCC

"$人口结构变化 !蔡窻#

"##@

&周绍杰$张俊森和李宏

彬
"##C

&汪伟#

"##C

"$收入分配不均 !刘文斌#

"###

&朱国林$范建勇和严

燕#

"##"

"等%此外#许多研究从经济转型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和制度缺失等

角度寻求合理的解释#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预防性储蓄理论 !龙志和和周浩

明#

"###

&朱春燕和臧旭恒#

"##!

&施建淮和朱海婷#

"##@

&刘兆博和马树

才#

"##E

&易行健$王俊海和易君健#

"##D

"和流动性约束理论 !叶海云#

"###

&万广华$张茵和牛建高#

"##!

&高梦滔$毕岚岚和师慧丽#

"##D

"%这

两种理论可以较好地对高储蓄率做出解释#也从现实中找到了证据支撑%然

而随着社会保障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和各种刺激内需政策的出台#高储蓄率的

现实并未发生明显改善#这说明还可能存在着其他导致高储蓄率的影响因素#

消费者的 )习惯形成*!

%(8&0S+/,(0&+'

"因素就是其中之一%如果当期消费

受到习惯的影响#则习惯形成下的效用函数在时间上是不可分的#消费者当

前的效用不仅依赖于当前的支出#还依赖于用滞后支出表示的 )习惯存量*

!

%(8&0;0+*K

"#习惯形成下的消费行为更为谨慎从而导致消费推迟 !

>1(0+'

#

!CC"

"$储蓄增多%

本文采用家庭水平 !

%+.;1%+2:H21\12

"的面板数据#对不确定性条件下#

中国农村家庭的消费总支出和食品消费支出的 )习惯形成*特征进行实证检

验%本文的研究发现#中国农村家庭的食品消费行为的确具有显著的 )习惯

形成*特征#这种 )习惯*特征即使在考虑了农村家庭的 )预防性储蓄动机*

之后仍然是稳健的%但是本文估计出的 )习惯形成*参数比其他文献运用总

量数据得到的习惯形成参数要小得多%

本文其余部分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和综述&第三

部分说明经验模型和估计方法&第四部分是数据描述和变量说明&第五部分

是实证检验的结果&第六部分是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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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 献 综 述

)习惯形成*理论认为效用函数在时间上是不可分的#当前的效用不仅依

赖于当前的支出#还依赖于用滞后支出表示的 )习惯存量*%在给定的当前支

出水平下#习惯存量越大$效用越低#消费者得到的满足不再来自于他的全

部消费#而仅仅来自超过他的习惯消费水平所需要的额外消费%在持久收入

面临冲击时#习惯形成使得消费者对于消费的调整更加缓慢#而且习惯形成

本身也会引起除预防性储蓄以外的储蓄 !

T1*K&'

#

!CCC

"#其原因在于'一方

面#习惯形成提供了进一步消费的动机#消费者希望消费水平只升不降%习

惯越强#从给定的消费水平中得到的效用越低#为获得相同的效用需要的支

出就越大%另一方面#预期到这种情况#一个具有时间不可分偏好的理性消

费者为了保证当期消费始终大于习惯存量#势必要适当降低持久收入的边际

消费倾向%因此习惯形成参数越大#消费者便越谨慎#积累的储蓄就越多%

事实上#消费习惯意味着消费者不仅关心其消费水平而且关心消费增长率#

在正的收入冲击以后#消费者将缓慢调整其消费水平#因为一个迅速的调整

将创造一个影响未来效用的习惯存量%因此#正的收入冲击意味着缓慢的消

费反应和更高的储蓄%

"#

世纪
D#

年代开始#国外出现了许多对 )习惯形成*假说的实证研究#

由于数据限制#最初的研究中大多采用总量数据#如
O.1228(.1/

!

!CDD

"#

Q1/;+'(':$+';0('0&'&:1;

!

!CC!

"#

R1(0+'

!

!CCG

"等%然而#总量数据中

无法控制的不可观测的异质性可能会夸大习惯效应 !

R1&1'(':>./%(,

#

!CC!

"%因此
C#

年代以后#随着微观数据的逐步积累#经济学家们开始采用

家庭层次的数据对习惯形成进行实证研究#仅就已经公开发表的文献来看#

R1&1'(':>./%(,

!

!CC!

"是最先运用微观数据对消费习惯进行研究的#此

后
O1

<

%&/(':a181/

!

!CCF

"利用美国消费者支出调查 !

$+';.,1/)Z

9

1':&H

0./1T./\1

3

"数据#

6(&K(':O++/1

!

!CCF

"$

>

3

'('

!

"###

"利用美国
?TV>

!

?('12T0.:

3

+SV'*+,1>

3

'(,&*;

"数据#

=.(/&

<

2&((':W+;;&

!

"##"

"利用英

国
LR?T

!

L/&0&;% R+.;1%+2:?('12T./\1

3

"数据#

$(//(;*+

#

X(81(

<

((':

Xq

9

1IHT(2&:+

!

"##A

"$

L/+b'&'

<

(': $+22(:+

!

"##E

"利 用 西 班 牙
)$?Q

!

T

9

('&;%Q(,&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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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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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

U21;;&1(':Y1

99

(

!

"#!#

"利用

荷兰
>RT

!

>.0*%R+.;1%+2:T./\1

3

"数据#都对习惯形成假说进行了检验%

国内学者近年来也越来越关注消费习惯形成问题%龙志和$王晓辉和孙

艳 !

"##"

"使用某省会城市
A#

户家庭的分月家计调查数据对城镇居民食品消

费习惯进行了检验#得出滞后消费系数为
#5GA

#认为城镇居民的消费习惯在

食品消费上具有显著的作用%艾春荣和汪伟 !

"##D

"运用
!CCA

(

"##A

年省际

动态面板数据研究发现城镇及农村居民的总消费都具有耐久性#在非耐用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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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支出上农村居民表现出一定的习惯#但城镇居民的消费习惯几乎不存在%

杭斌和申春兰 !

"##D

"$杭斌 !

"##C

"$杭斌和郭香俊 !

"##C

"考察了习惯形

成下的预防性储蓄#利用省级收入支出数据进行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无论

城镇还是农村居民都存在显著的习惯形成特征#这一特征是影响消费行为的

重要因素%雷钦礼 !

"##C

"在综合考虑当期消费$财富积累$偏好改变$不

确定性和消费习惯等因素后#利用
!CD#

(

"##F

年的时间序列数据检验表明#

消费习惯的确是影响我国农村居民家庭消费与储蓄决策的重要因素之一%

然而#已有的对中国问题的研究还存在许多不足#主要表现在'首先#

除龙志和等 !

"##"

"$艾春荣和汪伟 !

"##D

"外#现有的研究都是采用总消费

或人均总消费数据#没有区分非耐用品和耐用品消费行为的不同特点%事实

上#耐用品的消费一般是家庭一次性的大额支出#其服务的流量将持续很多

期#因此会表现出上期消费越多$本期消费越少的耐用性特征#与非耐用品

的 )习惯形成*特征完全不同%如果将这两类消费支出混淆#会导致结论的

不可靠%

其次#除了龙志和等 !

"##"

"采用了微观数据#现有的其他研究均是基

于总量数据#总量数据在很大程度上综合掉了不同群体之间消费行为的差异

以及个体收入或个体消费的波动#最终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估计结果的

可靠性 !杭斌#

"##C

"#而且总量数据也很难处理滞后因变量的内生性问题%

龙志和等 !

"##"

"虽然采用了家庭的微观数据#但是样本量太小#并且没有

对变量的内生性进行处理%

本文的研究可以弥补以上不足#本文以食品作为非耐用消费品的代表#

首次细致地整理了农村家庭的食品消费支出数据#在
$R6T

数据库提供的

)农村家庭三天食品实际总消费数量*和社区层次的 )食品价格*数据基础

上#计算出农村家庭的实际食品消费支出金额#并将农村家庭自产自销的农

产品考虑在内%食品消费数据的获得使本文将非耐用消费品从总消费中分离

出来#并且家庭水平 !

%+.;1%+2:H21\12

"的数据使得本文可以用微观数据对

)习惯形成*问题进行研究#从而克服总量数据存在的不足%不仅如此#本文

还使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法 !

;

3

;01,

<

1'1/(2&I1:,10%+:+S,+,1'0;

#

;

3

;01,

=OO

"来克服动态方程中滞后因变量的内生性问题%消费习惯可能会与一些

不可观测的但会影响家庭消费的因素有关#如文化$家庭的节俭传统等#这

就使得模型存在遗漏变量偏差 !

+,&001:\(/&(8218&(;

"%此外#消费支出与模

型中的一些解释变量#如不确定性#可能存在双向因果关系#从而产生联立

性偏差 !

;&,.20('1+.;8&(;

"%这两类内生性问题均可用系统广义矩方法较好

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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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理论和模型

现有文献中通常区分内部习惯与外部习惯两类不同的习惯形式%内部习

惯是指个体自己过去的消费对当前消费的影响#而外部习惯则意味着个体的

消费水平受到其所处的社会环境的影响%本文主要考察具有内部习惯偏好的

消费函数%

如果当期消费受到习惯的影响#则习惯形成下的效用函数在时间上是不

可分的#即'

N

+

[N

!

,

+

_

"

X

+

"%式中#

X

+

表示习惯存量#

X

+

[

!

!_

0

"

X

+_!

j

,

+_!

#

#

)0)

!

即习惯存量是以前各期消费的加权平均%若
0

[!

#则
N

+

[

N

!

,

+

_

"

,

+_!

"#即假定只有前一期消费影响当期消费决策%

#

)")

!

是习惯形

成参数#

"

越大#当前消费给消费者带来的效用越少#这是传统意义上的习惯

情形%当
")

#

时#我们可以将
X

+

解释为以前消费的服务流%在这种情况下#

效用函数纳入了消费的耐用性#消费在不同期是替代的而不是互补的%

"

的符

号揭示了个体消费习惯的耐用性或持续性 !

>1(0+'

#

!CC"

"%

U21;;&1(':X.;(/:&

!

!CCE

"在习惯形成模型中进一步考虑了不确定性的

影响#将预防性储蓄引入模型#导出了消费和储蓄的封闭解%假定一个无限

计划期界的家庭为了使预期的跨期非可加性效用最大化而选择当前和未来的

消费'

O(ZB

+

%

m

1&

+

!

!

"

-

"

+

'1

'

!

0

1

'0

!

,

1

'"

,

1'

!

$ %

"

(

!

!

"

!!

服从如下跨期预算约束'

%

m

1&

+

!

!

"

;

"

+

'1

,

1

&

!

!

"

;

"

D

+

'

!

"

%

m

1&

+

!

!

"

;

"

+

'1

=

1

(

!

"

"

" 详细推导过程参见
U21;;&1(':X.;(/:&

!

!CCE

"%

!!

D

+_!

和
,

+_!

是给定的#

B

+

是预期算子#

,

1

是
1

期的消费#

=

1

是非资本收

入#

D

1

是
1

期末的非人力财富#

;

是实际固定利率#

-

是时间偏好率#假定

;[

-

%现期效用不仅依赖于当前消费#也依赖于前期消费%假定最优消费为

,

"

1

[,

1

_

"

,

1

_!

#上述最大化问题意味着消费函数有如下形式"

'

,

+

&

"

!

"

;

,

+

'

!

"

!

'

"

!

"

$ %

;

^

3

+

'

;

!

"

;

%

m

1&

+

"

!

!

!

"

;

"

+

'1

%

1

*

&

+

"

!

6

*

'

!

(

!

G

"

!!6

1

_!

衡量预防性储蓄的影响#!

G

"式说明消费依赖于过去的消费$持久收

入和预防性储蓄%习惯越强#过去消费的权数越大#持久收入的效应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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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不确定性对消费的影响也更小%上式可以用储蓄的形式表示为

5

+

&"

5

+

'

!

"

"

!

"

;

"

=+

'

!

'

"

!

"

$ %

;

%

m

1&

+

"

!

!

!

"

;

"

+

'1

B

+

"

=+

"#

"

+

# !

@

"

式中#

#

"

+

&

;

!

"

;

%

m

1&

+

"

!

!

!

"

;

"

+

'1

%

1

*

&

+

"

!

6

*

'

!

是预防性储蓄项#当
"<

#

即存在习惯

形成时#储蓄不仅取决于当前和未来的收入变动#而且取决于过去的储蓄%

习惯越强#未来收入变动和不确定性的影响越小#过去储蓄的影响越大#

每个系数的大小决定性地取决于习惯形成的强度%当存在习惯形成时#消

费的封闭解是前期消费和持久收入的加权平均数#习惯越强#前期消费的

权数越大&习惯越强#过去的储蓄对现期储蓄的影响越大#未来收入变动

的影响越小%当不存在习惯时#储蓄仅仅取决于预期到的未来收入变动%

虽然在
U21;;&1(':X.;(/:&

!

!CCE

"的消费函数推导中#无限期界的假定

与现实不符#但
U'

<

12&'&

!

"##C

"在一个有限期界的
$UWU

偏好下的生命周

期模型中改进了这个模型#并推导出最优消费的一个精确的封闭解#结论与

U21;;&1(':X.;(/:&

!

!CCE

"的结论非常相似%

本文的经验模型以
U21;;&1(':X.;(/:&

!

!CCE

"的研究为基础#并且为了

获得可检验的经验模型同时又考虑微观数据中对家庭特征的控制#对 !

G

"式

中的消费和财富取对数#并加入家庭特征和户主的人口特征等控制变量#将

!

G

"式改写为

2',

)+

&%

)#

"%

)!

2'D

)+

"%

)"

2',

)+

'

!

"%

)G

#

)+

"

!

)+

!

)

"

.

)+

# !

A

"

其中#

)

表示家庭#

D

)+

表示家庭的财富&

!

)+

是控制变量向量#包括家庭的收

入$利率$家庭的规模以及户主的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和受教育程度等人

口学信息&同时为考察家庭在收入分配结构中所处的地位$社会环境等因素

可能导致的 )外部习惯*#按
6(&K(':O++/1

!

!CCF

"的方法引入滞后一期的

按省份平均的消费项#若系数
<

#

#表示家庭消费存在外部习惯&

#

)+

表示家庭

面临的不确定性%当
%

)"

<

#

时#表示家庭的消费存在习惯形成#这意味着前

期消费越多#当期消费也要越多效用才能增加#家庭的非耐用品消费决策受

)习惯形成*因素的影响&当
%

)"

)

#

时#则意味着消费具有耐用性特征#即前

期消费越多$当期消费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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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数据和变量说明

!一"数据来源

!!

本文研究数据来源于北卡罗来纳大学人口中心$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

$>$

"营养与食品安全研究所在中国联合进行的 )中国健康和营养调查*

!

$R6T

#

$%&'(R1(20%(':6.0/&0&+'T./\1

3

"#样本包括了辽宁$黑龙江$

江苏$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西和贵州等东$中$西部各省
!CDC

年$

!CC!

年$

!CCG

年$

!CCE

年$

"###

年$

"##@

年和
"##F

年
E

年的非平衡面板数

据%

!CDC

年$

!CC!

年和
!CCG

年的调查包括广西$贵州$河南$湖北$湖南$

江苏$辽宁和山东
D

个省 !自治区"&

!CCE

年由黑龙江替代了辽宁#其他省

!自治区"不变&

"###

年以后的数据包括黑龙江和辽宁在内全部
C

个省 !自治

区"%该调查根据加权采样模式对
C

个省的各县按照收入水平进行划分并随机

抽取%在采样中同时选取了省会城市和低收入城市#在农业县中随机选取县

城和乡村#在城市中随机选取市区和郊区%

$R6T

中包含了丰富的城乡家庭

的消费$收入数据和居民的人口学特征等信息#因此非常适于对家庭的储蓄

和消费决策行为进行研究%

本文用于分析的样本是
!CDC

年$

!CC!

年$

!CCG

年$

!CCE

年$

"###

年$

"##@

年和
"##F

年
C

个省份的农村样本#在个人水平的收入$消费等信息的基

础上得出家庭的相应数据#共
"CFF

个农村家庭#总计
!DEC#

个观测值%分析

中#实际采用的样本数在各个回归中有所不同#这主要取决于分析的过程中

参与活动的不同与相关变量缺失值的多少%

!二"变量说明

!5

消费支出
,

)+

消费支出是本文模型的被解释变量#我们采用两种衡量指标(((家庭总

消费支出和食品消费支出%所有支出数据均取对数#并以
"##F

年不变价格进

行调整%

家庭总消费支出的数据较易获得#但是与食品消费支出相比#总消费支

出中不仅包含非耐用品消费的信息#而且包含了耐用品消费的信息#因此较

具有干扰性#因为耐用品消费的特点是上期消费越多$本期消费越少#恰好

与具有 )习惯*的消费特征相反#因此本文重点关注家庭的食品消费支出%

食品作为非耐用消费品的代表#在文献中被广泛应用#如
6(&K(':

O++/1

!

!CCF

"$

>

3

'('

!

"###

"$

=.(/&

<

2&((':W+;;&

!

"##"

"$

$(//(;*+.+67j

!

"##A

"等%然而#类似的研究在中国却鲜见#这主要是由于中国缺乏家庭食



GG@

!!

经 济 学 !季 刊" 第
!!

卷

品消费的数据%本文以
$R6T

数据库中提供的家庭三天食品实际总消费数量

为基础#结合社区水平 !

*+,,.'&0

3

H21\12

"数据中的 )食品价格*信息#计

算出家庭的食品消费金额%具体而言#我们从
$R6T

社区调查的数百种食品

中选取了八大类共
GF

种食品作为日常食品的代表#包括谷物类$食用油和调

味品$蔬菜水果$肉$禽$奶制品$鱼$豆制品%本文剔除了样本过少的食

品种类#比如婴儿配方奶$炼乳$高粱等%食品价格均采用自由市场价格%

由于
$R6T

只给出了各类食品的代码数据#而我国先后执行了不同的食物代

码标准#分别为
!CC!

版 .食物成分表/ !全国代表值"和 .中国食物成分表

"##"

/#两个标准在食物分类方法$食物编码方式$食物各种营养成分数据等

方面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因此
$R6T

所采用的食品代码在
"##@

年前后的数

据中也具有很大不同#这就需要首先将不同的代码转换一致#再以食物代码

为依据对食物消费数量和价格进行逐一匹配#进而得到食品消费支出金额%

G

这一工作虽然十分繁琐和花费时间#却也是本文的重要贡献之一%

G 以花生油为例#先在
!CC!

年版的.食物成分表/中查出食品代码是
"###A

#在
"##"

版的.食物成分表/

中的食品代码则是
!C"##E

#将两个代码统一#再将这两个代码的三天总实际消费量与自由市场价格进行

匹配#然后相乘得到花生油相应调查年度的消费金额%

!!

虽然在农村家庭中#自产自销的农产品占有很大的比例#但本文是依据

每个样本家庭实际的食品消费数量#再以市场价格计算出食品的消费金额#

因此能够换算出农村家庭中 )自产自销*农产品的市场价值#从而有效避免

了对农村食品消费支出的低估%

"5

不确定性
#

)+

对于不确定性的衡量#不同的文献有不同的方法#多以收入或消费的波

动作代理#例如袁志刚和宋铮 !

!CCC

"采用基尼系数#孙凤 !

"##!

"采用收

入的方差#

=.(/&

<

2&((':W+;;&

!

"##"

"$万广华等 !

"##!

"采用收入增长预

测误差值的平方#

$(//+22

!

!CC"

"以消费增长率的方差作为不确定性的代理

变量%由于预期消费增长率的方差越高#未来消费波动的不确定性越大#本

文借鉴
$(//+22

!

!CC"

"的方法#采取总消费增长率的方差和食品消费增长率

的方差作为不确定性的代理变量%具体的#在衡量总消费面临的不确定性时

采用总消费增长率的方差#在衡量非耐用品消费面临的不确定性时采用食品

消费增长率的方差%然而#由于本文将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这就需

要不确定性是随时间变化的#因此在固定效应模型中#我们借鉴田岗 !

"##@

"

的做法#以家庭收入增长率与消费增长率的比值作为衡量不确定性的代理变

量%这意味着我们已经假定农村居民的消费决策是建立在其拥有消费的历史

信息并且风险厌恶的基础上#即不确定性因素可能造成的风险一般要降低居

民的消费效用#为了维持既定的效用水平#农村居民会根据收入增长状况来

适当决定消费的增量%这一比值越高#证明居民收入的增长中用于消费的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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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越少#消费行为越谨慎#越体现他对风险的规避%

G5

家庭的财富
D

)+

D

)+

是家庭非人力财富的代理变量#在估计时采用前一期的实际家庭总财

产代替%我们以家庭拥有的房产价值和家庭用具的价值总和来衡量家庭的总

财产%其中#家庭用具包括交通工具$农用机械和家庭商业用具 !炊具$缝

纫机$五金小工具等"%家庭总财产仍以
"##F

年不变价格进行调整并取对数%

@5

家庭的收入

收入的衡量采用
$R6T

于
"##E

年发布的农村家庭净收入数据#以
"##F

年不变价格进行调整并取对数%图
!

是样本期内#农村家庭平均净收入和平

均总消费支出的变化趋势%从图
!

可以看出#在
!CDC

年#农村家庭平均净收

入水平为
!#G@D5#"

元#平均总支出
"GAF5!"

元&到
"##F

年#平均净收入上

升到
""##@5DF

元#上升了
!!GB

#但平均总支出仅为
G@!E5"A

元#仅上升了

@AB

#平均消费支出的上升幅度远远小于平均收入的上升幅度%

图
!

!

农村家庭平均净收入$总支出变化趋势

A5

实际利率

许多文献采用
E

天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加权平均利率 !

$RVL7W

"

作为实际利率的衡量指标#因为与其他利率相比#它最接近市场化%但是在

本文的样本期间中#

$RVL7W

的数据不全&并且#对于大多数家庭的储蓄$

消费行为而言#存款利率更为重要#由于历年银行存款利率的调整不在同一

月份进行#因此采用加权平均算出的一年期银行存款利率与同期农村
$?V

指

数相减得到实际利率%

F5

其他控制变量

包括户主的性别$年龄$年龄的平方$受教育年限$婚姻状况等人口特

征变量&家庭的规模#以每个家庭的总人数衡量&地区虚拟变量#用以控制

不同经济发展地区的消费支出差异#以东部地区作为比较基准&年度虚拟变

量#用以控制不同经济时期的消费支出差异#以
!CDC

年为比较基准%

本文假设家庭的主要消费决策通常由户主做出#通过控制户主的人口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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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可以控制消费者偏好的转变#也就是说#如果家庭的户主发生变化#

则家庭的消费支出水平也可能随之发生变化%表
!

是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从表
!

中可以看出#农村家庭每三天花费在食品上的支出平均为
!F5F

元#家

庭年总支出平均为
G"EE

元#年净收入平均为
!@!AF

元#家庭平均总财产为

!DGED

元%农村家庭的总人数规模平均为
G5C"

人&户主是男性的占
DD5@B

#

户主平均年龄为
@E5E

岁#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F5"

年#

DD5EB

的户主已婚%样

本中#东部地区家庭占
@#5"B

#中部地区家庭占
@E5@B

#西部地区家庭

占
!"5@B

%

表
!

!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测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年总消费支出!对数"

!DEAD F5GGA "5CE# # !G5FAE

三天食品消费支出!对数"

!AEDG !5D!! !5D"A _F5DFE F5EGC

滞后一期按省平均的总消费支出!对数"

!DF@# F5G"! #5EF! @5DA" E5!@C

滞后一期按省平均的食品消费支出!对数"

!DF@# !5D#A #5"A! !5AA" "5AEA

家庭净收入!对数"

!DAG@ C5!"A !5#"! !5EF@ !G5A"#

家庭总财产!对数"

!DEC# F5FGF G5D## # !@5"#F

不确定性'收入增长率3食品消费增长率
!!#@# _#5CDC GG5@F! _DFE5!EG CC"5#GF

不确定性'收入增长率3总消费增长率
!"C!" _#5GA! G@5@GE _CC#5GCE C!C5D"#

不确定性'总消费增长率的方差
!A#CD #5GAC C5F"! # GE!5@DG

不确定性'食品消费增长率的方差
!F@GA @5!"A G@5"#" # EFG5EC

实际利率
!DEC# _#5@GA A5#!E _C5#DA A5CD#

家庭规模
!DEEC G5C"# !5@D@ ! !G

户主的特征'

!!

户主是否男性
!EC!D #5DD@ #5G"! # !

!!

户主年龄
!EC!D @E5E!G !G5#CE !F5#A# C@5FG#

!!

户主年龄平方
!EC!D "@@D5#C" !G"C5DA@ "AE5F#" DCA@5DGF

!!

户主受教育年限
!E@EE F5""E G5EG# # !D

!!

户主是否已婚
!ECC" #5DDE #5G!F # !

地区虚拟变量'

!!

东部地区
!DEC# #5@#" #5@C# # !

!!

中部地区
!DEC# #5@E@ #5@CC # !

!!

西部地区
!DEC# #5!"@ #5G"C # !

年度虚拟变量'

!!

!CDC

年
"AGE #5!GA # !

!!

!CC!

年
"@G@ #5!G# # !

!!

!CCG

年
"GDA #5!"E # !

!!

!CCE

年
"AD# #5!GE # !

!!

"###

年
"CG" #5!AF # !

!!

"##@

年
"CAF #5!AE # !

!!

"##F

年
"CFF #5!AD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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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实证分析结果

!一"估计方法

!!

由于在模型!

A

"中#消费水平受到上一期消费水平的影响#因此该模型实质

上是一个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对于该模型的估计#

6(&K(':O++/1

!

!CCF

"建议

用固定效应估计#他们认为固定效应可以很好地剔除个体的异质性以及一期滞

后消费所未能捕捉到的历史消费特征所带来的影响#而个体的异质特征对于解

释消费习惯至关重要%然而#如果应用固定效应来估计模型!

A

"仍然存在两个

严重的问题'首先#虽然固定效应可以控制个体之间不随时间变化的不可观测

的异质性#但对某些随时间变化的遗漏变量#如消费政策$支付方式$社会保障

制度等因素所带来的内生性却无能为力&其次#固定效应估计动态面板模型在

有限样本中是有偏的!

=/11'

#

!CCF

"%

我们可以运用固定效应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

"TXT

"同时估计来解决第一

个问题#然而虽然这一方法消除了个体异质性的影响#但滞后因变量仍与误差

项相关#导致估计量是有偏的和不一致的#上述第二个问题仍然没有解决%为

此#我们采用系统广义矩!

;

3

;01,=OO

"估计!

U/122('+(':L+\1/

#

!CCA

&

L2.'H

:122(':L+':

#

!CCD

"%系统广义矩估计能纠正固定效应估计在有限样本中的偏

差#并且不容易受弱工具变量的影响#它能够同时利用差分和水平方程中的矩

条件#将滞后变量的一阶差分作为水平方程中相应的水平变量的工具#从而比

差分广义矩估计更为有效%我们在回归中使用两步估计#并且同时对两步估计

中报告的标准差进行了
a&':,1&

h

1/

!

"##A

"的有限样本修正#以纠正可能发生的

向下的偏误%

如前所述#遗漏变量偏差可能使得)习惯形成*变量在模型中是内生的#从

而导致估计结果的偏差%我们采用)习惯形成*的滞后变量作为其工具变量%

此外#由于本文的不确定性是以收入增长率与家庭消费支出增长率的比值或消

费增长率的方差来衡量#因此消费支出与不确定性变量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

系#我们同样用不确定性的滞后变量作为其工具变量%

!二"经验结果

为了比较#本文同时报告了固定效应!

Q)

"$固定效应模型的两阶段最小二

乘法!

"TXT

#

Q)

"和系统
=OO

对模型!

A

"的估计结果%工具变量的选择#考虑

到文献中的不同做法及
T(/

<

('

检验的结果#具体为'在总消费方程中#

"TXT

用

滞后二期总消费增长率作为)习惯*的工具变量#以)不确定性*的滞后一期值作

为其工具变量&在食品消费方程中#

"TXT

用滞后二$三期食品消费支出作为)习

惯*的工具变量#用)不确定性*的滞后一$二期值作为其工具变量%在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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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O

中#均用内生变量的所有滞后值作为)内部工具*#用滞后二期消费增长

率或户主的行业虚拟变量@作为系统)外部工具*%从对固定效应模型和
"TXT

的
R(.;,('

检验结果中可以看出#我们的确不能忽略)习惯形成*和不确定性

的内生性%

"TXT

第一阶段的回归结果显示所选用的工具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

题#并且对
"TXT

和系统
=OO

的
T(/

<

('

检验也表明工具整体是有效的%

A后文

中#我们用系统广义矩估计得到的系数对回归结果进行解释%

@ 依据
$R6T

中的信息#分为高级专业技术工作者$一般专业技术工作者$管理者3行政官员3经理$办公

室一般工作人员$技术工人或熟练工人$非技术工人或熟练工人$军官与警官3士兵与警察$司机3服务行

业人员八个行业%

A 第一阶段结果见附录&

R(.;,('

和
T(/

<

('

检验的结果见表
"

(表
@

%

!!

表
"

是对农村家庭的总消费 )习惯形成*模型的估计结果%从表
"

可以

看出#无论采用哪种估计方法#滞后一期总消费的系数都不显著#说明农村

家庭在总的消费支出上不存在习惯%然而#如前所述#总消费支出中包括了

耐用品消费和非耐用品消费#耐用品消费自身为消费者提供的跨期效用可能

跟消费者的习惯偏好混合在一起#使得效用函数不具有习惯持续性#而是呈

现出耐用性#掩盖了家庭的消费习惯#因此本文进一步分析非耐用品消费的

)习惯*特征%

表
"

!

不确定性下总消费的习惯形成模型估计

Q)

!

!

"

"TXT

#

Q)

!

"

"

系统
=OO

确定性下

!

G

"

不确定性下

!

@

"

滞后一期总消费支出!对数"

_#5##A

!

#5#!D

"

_#5#@G

!

!5#@A

"

_#5#@G

!

#5#E"

"

_#5#EA

!

#5#A#

"

不确定性'收入增长率3总消费增长率
#5###@

!

#5###

"

_#5##@

""

!

#5##"

"

不确定性'总消费增长率的方差
_#5###G

"

!

#5###

"

滞后一期按省份平均总消费!对数"

#5F!"

!

!5#EC

"

#5C#"

!

#5FGA

"

家庭净收入!对数"

#5@D@

"""

!

#5#"G

"

#5@FA

"""

!

#5#@C

"

#5G!G

"

!

#5!E"

"

#5A@E

"""

!

#5#D@

"

家庭总财产!对数"

#5#@#

"""

!

#5##F

"

#5#A"

"""

!

#5#!G

"

#5#@D

""

!

#5#"G

"

#5#@!

"""

!

#5#!@

"

家庭规模
#5!G@

"""

!

#5#!D

"

#5!"E

"""

!

#5#"E

"

#5!G#

""

!

#5#AD

"

#5""!

"""

!

#5#@F

"

户主性别!男性
[!

"

#5G"D

"""

!

#5!#C

"

#5G@"

!

#5"!!

"

_!5DG"

!

"5#C"

"

!5!@A

"

!

#5F!A

"

户主年龄
#5!!C

"""

!

#5#!A

"

#5!!E

!

#5!#F

"

_#5GGD

!

#5GEC

"

_#5GGA

"

!

#5"##

"

户主年龄的平方
_#5##!

"""

!

#5###

"

_#5##!

!

#5##!

"

#5##"

!

#5##@

"

#5##G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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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GC

!!

!续表"

Q)

!

!

"

"TXT

#

Q)

!

"

"

系统
=OO

确定性下

!

G

"

不确定性下

!

@

"

受教育年限
_#5##@

!

#5#!G

"

#5#!!

!

#5#"#

"

_#5@#G

!

#5A#D

"

_#5GGE

!

#5"ED

"

户主是否已婚
#5!AE

"

!

#5#DF

"

#5#!!

!

#5#"#

"

"5D#D

!

G5DC#

"

#5FE"

"""

!

#5""D

"

实际利率
#5#!F

"""

!

#5##A

"

#5#@C

!

#5#GG

"

_#5#D!

"

!

#5#@@

"

_#5!"G

"""

!

#5#"!

"

中部地区
_#5GEA

!

#5D#!

"

_!5"A@

"""

!

#5@D@

"

西部地区
_!5GF!

""

!

#5AG#

"

_!5!@G

""

!

#5@CA

"

观测值
!"#EG FG@A EA@F E!G"

家庭数
G#C# "G## "F"" "@!F

R(.;,('

检验
J

值
#5###

T(/

<

('

检验
J

值
#5"EE #5G!" #5GE@

!!

注'!

!

"第!

"

"列的工具变量是滞后二期总消费增长率和不确定性变量的滞后一期值#第!

G

"$!

@

"列

的工具变量是滞后二期总消费增长率#滞后一期总消费支出$滞后一期按省份平均总消费和滞后一期不

确定性变量的所有滞后值%!

"

"所有回归均控制了年度虚拟变量#限于篇幅没有报告%!

G

"

"""

$

""

$

"

分别表示在
!B

$

AB

$

!#B

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标准差%

本文沿用
6(&K(':O++/1

!

!CCF

"$

>

3

'('

!

"###

"等的方法#用食品消

费作为非耐用品消费的代理变量%与先前以总量数据作为研究对象的国内文

献相比较#

$R6T

对家庭平均三年一次的观测和食品消费的非耐用性使得食

品消费数据更适合进行习惯形成的研究%在实际消费决策中#其他商品的价

格也会影响家庭的食品消费#相对食品价格的变化对食品消费有一定影响#

但这项研究不是本文目的所在#因此在对食品消费习惯形成的检验中未加入

相对价格#同此前国内外学者的同类研究 !如
R1&1'(':>./%(,

#

!CC!

&

6(&K(':O++/1

#

!CCF

"一样#本文假定相对价格不变%此外#由于
$R6T

不提供其他非耐用品的消费信息#为便于实证研究#我们假定食品和其他非

耐用品是偏好可分的%估计结果见表
G

%

表
G

!

不确定性下食品消费的习惯形成模型估计

Q)

!

!

"

"TXT

#

Q)

!

"

"

系统
=OO

确定性下

!

G

"

不确定性下

!

@

"

滞后一期食品消费支出!对数"

_#5#"E

""

!

#5#!#

"

#5!F#

"""

!

#5#GC

"

#5#"A

""

!

#5#!G

"

#5#A!

"""

!

#5#!"

"

不确定性'收入增长率3食品消费增

长率

#5###!

!

#5###

"

_#5####@

""

!

#5###

"

不确定性'食品消费增长率的方差
_#5####!

"""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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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Q)

!

!

"

"TXT

#

Q)

!

"

"

系统
=OO

确定性下

!

G

"

不确定性下

!

@

"

滞后一期按省份平均的食品消费!对

数"

#5@EC

!

#5G"#

"

_!5!FG

!

!5"!C

"

家庭净收入!对数"

#5#G#

""

!

#5#!@

"

#5#@D

""

!

#5#"@

"

#5!#G

"""

!

#5#!D

"

#5!#G

"""

!

#5#!D

"

家庭总财产!对数"

#5#!!

"""

!

#5##@

"

#5##D

""

!

#5##@

"

#5#!F

"""

!

#5##G

"

#5#!E

"""

!

#5##F

"

家庭规模
#5!AA

"""

!

#5#!G

"

#5!GA

"""

!

#5#!C

"

#5!"@

"""

!

#5#!D

"

#5!CA

"""

!

#5#"@

"

户主性别!男性
[!

"

#5"!F

"""

!

#5#E!

"

#5!"!

!

#5!#G

"

_#5@!"

!

#5"F"

"

#5#A!

!

#5#CE

"

户主年龄
_#5#!F

!

#5#!#

"

_#5#GC

"

!

#5#""

"

_#5#"A

"

!

#5#!@

"

_#5G!!

"""

!

#5#F@

"

户主年龄的平方
#5###"

"

!

#5###

"

#5###G

"

!

#5###

"

#5###G

""

!

#5###

"

#5##G

"""

!

#5##!

"

户主受教育年限
_#5##A

!

#5##D

"

_#5##F

!

#5#!"

"

_#5##"

!

#5#"#

"

_#5###"

!

#5##D

"

户主是否已婚
#5#E!

!

#5#AE

"

_#5##@

!

#5#DA

"

!5G#"

"

!

#5FCD

"

#5!@@

!

#5!#!

"

实际存款利率
_#5##@

!

#5##@

"

_#5#@#

"""

!

#5#!!

"

_#5#A!

"""

!

#5#!#

"

_#5#GF

"""

!

#5##F

"

中部地区
_#5#@C

"

!

#5#G#

"

_#5!#C

!

#5!!A

"

西部地区
_#5!!D

""

!

#5#A@

"

#5GEE

"""

!

#5!@G

"

观测值
!#!GF @!!A FADE F@CD

家庭数
GG!E "!#G "AE" "@D"

R(.;,('

检验
J

值
#5###

T(/

<

('

检验
J

值
#5@G! #5"CE #5"AA

!!

注'!

!

"第!

"

"列的工具变量是滞后一期食品消费支出和不确定性变量的滞后一$二期值#第!

G

"$!

@

"

列的工具变量是滞后二期食品消费增长率#户主的行业虚拟变量#滞后一期食品消费支出$滞后一期按省

份平均食品消费和滞后一期不确定性变量的所有滞后值%!

"

"所有回归均控制了年度虚拟变量#限于篇

幅没有报告%!

G

"

"""

$

""

$

"分别表示在
!B

$

AB

$

!#B

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标准差%

表
G

的第 !

!

"列中#当采取固定效应模型估计时#滞后一期消费的系数

是负的 !

_#5#"E

"并且显著#这符合
L2.':122

#

L+':(':a&':,1&

h

1/

!

"###

"

的解释#如果面板数据的年份较少#滞后被解释变量的固定效应估计有向下

的偏误%同时从对第 !

!

"列和第 !

"

"列的
R(.;,('

检验结果中可以看出#

我们的确不能忽略 )习惯形成*和不确定性的内生性%第 !

"

"列报告了固定

效应加工具变量估计的结果#其习惯参数变为正的#纠正了固定效应估计的

偏差#农村家庭的食品消费的习惯形成参数为
#5!F

%但是固定效应工具变量

法并没有解决滞后因变量的内生性问题#同时在估计时没有考虑地区差异因

素#因此进行系统广义矩估计%我们首先不考虑不确定性的影响#第 !

G

"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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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等'农村家庭食品消费 )习惯形成*检验
G@!

!!

未考虑不确定性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村家庭食品消费的习惯参数为
#5#"A

#大

大低于
"TXT

的估计结果#且在
AB

的水平下显著%许多研究表明农村家庭具

有较强的预防性储蓄动机#不确定性越大#他们的消费支出会越少%将不确

定性引入习惯形成模型#第 !

@

"列的结果显示#控制了不确定性以后#农村

家庭食品消费的习惯参数变为
#5#A!

%第 !

@

"列系统
=OO

估计的习惯参数

之所以比第 !

"

"列固定效应
"TXT

估计的结果小#是因为系统
=OO

方法有

效地处理了滞后因变量与误差项的相关性#解决了滞后因变量的内生性问题#

并且考虑了中国东$中$西部间农村的地区差异#结果更为可靠%此外#艾

春荣和汪伟 !

"##D

"$杭斌 !

"##C

"$雷钦礼 !

"##C

"估计的农村居民消费习

惯形成参数分别为
#5!A

$

#5@"F

$

#5@@F

#同上述用总量数据估计的习惯参数

相比#这一结果要小很多#这可能是由于本文采用的
$R6T

数据调查并不是

每年都进行#其中
!CC!

年$

!CCG

年$

"##F

年与前一调查年度数据相隔两年#

"###

年与前一调查年度相隔三年#

!CCE

年$

"##@

年与前一调查年度相隔四

年#所以估计出的习惯参数是滞后了
"

(

@

年的参数#因此比其他文献中仅滞

后
!

年的参数要小得多#但这也说明即使滞后时间较长#)习惯*因素也是存

在的%

为了能够准确估计滞后一年的消费支出系数#方便与其他文献的结果进

行比较#在 !

A

"式中加入两个虚拟变量'

2',

)+

&%

)#

"%

)!

2'D

)+

"%

)"

2',

)+

'

!

"%

)G

#

)+

"%

)@

8

!

,

)+

'

!

"%

)A

8

"

,

)+

'

!

"

!

)+

!

)

"

.

)+

(

!

F

"

!!

!

F

"式中#若本期与前一调查年度相隔三年时
8

!

[!

#相隔四年时
8

"

[

!

#此时估计的
%

)"

表示滞后两年的习惯参数%将
%

)"

开方#则得到滞后一年的

习惯参数#推导如下'

假设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两式合并#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

"

!!

估计 !

F

"式#再对习惯参数开方#得到结果如表
@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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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滞后一年的习惯参数及不同财富水平的习惯效应
=OO

估计

确定性下

!

!

"

不确定性下

!

"

"

不同财富水平

!

G

"

滞后一期食品消费支出!对数"

#5#F#

""

!

#5#"C

"

#5#ED

""

!

#5#G"

"

_#5#D!

!

#5#CA

"

滞后一期食品消费支出与家庭总财产交互项
#5#"F

"""

!

#5##@

"

不确定性'食品消费增长率的方差
_#5####"

""

!

#5###

"

_#5####G

!

#5###

"

滞后一期按省份平均的食品消费!对数"

#5@EG

!

#5@A#

"

#5ACE

!

#5@!C

"

#5"@#

!

#5A!D

"

时期虚拟变量
!

与滞后一期食品消费支出交互项
#5##E

!

#5!!"

"

#5#AF

!

#5#DF

"

_#5#AG

!

#5!#@

"

时期虚拟变量
"

与滞后一期食品消费支出交互项
_#5#@D

!

#5!!"

"

#5##A

!

#5#CC

"

_#5#DA

!

#5#CC

"

家庭净收入!对数"

#5!#G

"""

!

#5#!A

"

#5!#D

"""

!

#5#!E

"

#5#DD

"""

!

#5#!F

"

家庭总财产!对数"

#5#!F

"""

!

#5##G

"

#5#"!

"""

!

#5##@

"

_#5#@"

"""

!

#5#!A

"

家庭规模
#5!GC

"""

!

#5#!@

"

#5!A!

"""

!

#5#!!

"

#5!@A

"""

!

#5#!#

"

户主性别!男性
[!

"

_#5!"C

!

#5!CG

"

#5!!"

!

#5#EF

"

#5!!E

!

#5!!E

"

户主年龄
_#5#!A

!

#5#!!

"

_#5#AG

!

#5#F@

"

#5#""

!

#5#A@

"

户主年龄的平方
#5###"

!

#5###

"

#5###@

!

#5##!

"

_#5###@

!

#5##!

"

受教育年限
#5##D

!

#5#!D

"

_#5#!A

!

#5#"G

"

_#5#GG

!

#5#"C

"

户主是否已婚
#5AGF

!

#5A#F

"

#5!@F

"""

!

#5#@D

"

#5#AD

!

#5!#!

"

实际利率
_#5#DG

""

!

#5#GC

"

_#5#@A

!

#5#D"

"

_#5!#@

!

#5#DE

"

中部地区
#5#GG

!

#5#G"

"

#5#CF

!

#5#EE

"

#5#E!

!

#5!"F

"

西部地区
_#5!""

""

!

#5#AA

"

_#5!FA

""

!

#5#EG

"

_#5!"@

!

#5#EE

"

观测值
FADE F!C@ F!C@

家庭数
"AE! "GFD "GFD

T(/

<

('

检验
J

值
#5"G# #5@GC #5GCD

实际食品消费习惯形成参数!滞后一年"

#5"@A

""

#5"EC

""

#5G#"

""

!!

注'!

!

"第!

"

"列的工具变量是滞后一期食品消费支出和不确定性变量的滞后一$二期值#第!

G

"列的

工具变量是滞后二期食品消费增长率#户主的行业虚拟变量#滞后一期食品消费支出$滞后一期按省份平

均食品消费和滞后一期不确定性变量的所有滞后值%!

"

"所有回归均控制了年度虚拟变量#限于篇幅没

有报告%!

G

"

"""

$

""

$

"分别表示在
!B

$

AB

$

!#B

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标准差%

表
@

中#第 !

!

"列中仍不考虑不确定性的影响#此时农村家庭食品消费

的习惯参数为
#5"@A

#且在
AB

的水平下显著%第 !

"

"列的结果显示#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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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不确定性以后#农村家庭食品消费的习惯参数变为
#5"EC

#这一结果比表
G

的结果大了很多#说明仅滞后一年的习惯因素比滞后时间更长的习惯作用要

大得多%与国外相关研究得出的习惯参数
!#B

(

"#B

相比#中国农村家庭的

食品消费习惯更强#但是#与国内文献中用总量数据进行的研究得出的结果

相比#习惯参数仍然要小一些F

#这说明总量数据中无法控制的非观测异质性

可能会夸大习惯效应#这与国外的研究结果一致 !

R1&1'(':>./%(,

#

!CC!

"%为了考察家庭在收入分配结构中所处的地位等因素可能导致的 )外部

习惯*#引入滞后一期的按省份平均的食品消费项%与闫新华和杭斌 !

"#!#

"

用总量数据对外部习惯进行检验的结果相似#估计表明农村家庭的食品消费

不存在外部习惯#这是由于农村居民在外就餐频率较低#并且主食及蔬菜等

部分食品可以自给#因此其他家庭在食品消费方面所产生的示范效应并不显

著%同时#不确定性对城镇家庭食品消费的边际影响虽然显著#但是系数非

常小#这一方面是因为非耐用品的需求弹性通常比较小#另一方面也说明在

非耐用品的消费决策中#预防性动机所起的作用不如 )习惯*所起的作用大%

F 例如
6(&K(':O++/1

!

!CCF

"$

U21;;&1(':Y1

99

(

!

"#!#

"估计的消费习惯形成参数分别为
#J!#G

$

#J"!!

&

杭斌!

"##C

"$雷钦礼!

"##C

"估计的农村居民消费习惯形成参数分别为
#J@"F

$

#J@@F

%

!!

通过在习惯形成模型中包括不确定性变量 !消费增长率的方差"#我们发

现习惯形成模型中的不确定性因素在
AB

的水平下显著为负#表明考虑到未来

的不确定性#农村居民的消费行为会更加谨慎#农村居民储蓄表现出强烈的

预防性动机#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相一致%在转轨经济时期#农民面临着制

度$市场$自然等多重不确定性 !余永定和李军#

"###

"#生活随时会受到各

种外部冲击的影响%虽然近几年在国家免除农业税$实行粮食直补等惠农政

策的促进下#农民收入持续稳定增长#农村消费状况得到改善#消费水平逐

步提高#消费结构也出现了一些新变化#但在
"##F

年以前#农村居民的医疗

和养老费用几乎完全由自己承担%与城市相比#农民收入虽然较低#但子女

的高中及大学教育花费与城市居民子女负担水平相同#农民的社会保障程度

大大低于城市居民#为防范多种不确定性风险#农民进行预防性储蓄就显得

非常重要%然而本文结果发现#即使在控制了预防性储蓄动机之后#农村家

庭的消费行为仍然显著受到 )习惯形成*的影响#这说明预防性储蓄并不能

完全解释农村家庭的低消费倾向%并且#从 )习惯形成*和不确定性对食品

消费的影响程度上来看#滞后一期消费增加
!B

#当期消费增加
"E5CB

&而

不确定性增加
!B

#当期消费仅减少
#5##"B

# )习惯*因素对家庭食品消费

的边际影响比不确定性重要得多%这是因为食品的需求弹性通常比较小#因

此#在食品的消费决策中#预防性动机所起的作用不如 )习惯*所起的作用

大#农村家庭的高储蓄率并不主要是由预防性动机导致的#其食品的消费支

出在很大程度上受 )习惯形成*的影响#在我国农村家庭消费的恩格尔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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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然较高的情况下#)习惯形成*提高了农村家庭的储蓄倾向%

E 含交互项模型中习惯参数的显著性水平验证方法请参见伍德里奇#.计量经济学导论/!第三版"

FJ"

节#费剑平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

年%

!!

许多文献研究了财富分配不均对高储蓄率造成的影响 !如刘文斌#

"###

&

朱国林等#

"##"

"#这主要是因为高收入阶层的消费倾向太低#储蓄倾向太

高%因此#我们也有兴趣探讨不同财富水平家庭的 )习惯形成*特征是否存

在差异#通过在模型中引入滞后一期食品消费支出与家庭总财产的交互项来

考察不同财富水平家庭的习惯形成特征#表
@

中第 !

G

"列的结果说明#当引

入滞后一期食品消费支出与家庭总财产的交互项后#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正#

这意味着财富水平越高的家庭消费的习惯越强#储蓄倾向越高%同时#不确

定性变量在统计上不再显著#说明富有的家庭预防性储蓄动机较低%由于滞

后一期食品消费支出同时在模型的两项中存在#通过对模型求导#可以计算

出实际的习惯形成参数#见表
@

的最后一行%在拥有平均水平的财产的农村

家庭#滞后一年的食品消费习惯形成参数为
#5G#"

E

#与第 !

"

"列的结果接

近%估计结果表明#家庭越富有#消费习惯形成越强#消费越谨慎#储蓄倾

向越高%这从习惯形成理论的角度支持了收入分配不均导致消费率低的解释%

六!结
!!

论

与国内以往的相关研究不同#本文利用家庭水平的面板数据研究了中国

农村家庭的总消费和食品消费行为是否存在 )习惯形成*特征#并以此为基

础对中国农村家庭持续偏低的消费倾向和持续偏高的储蓄率进行了解释%本

文的主要发现包括'第一#农村家庭的总消费支出不存在习惯特征#因为总

消费中同时包括了非耐用品和耐用品消费的信息#具有较大的干扰性%然而#

以食品消费为代理变量的非耐用品消费支出存在着显著的 )习惯形成*特征#

即使在控制了农村家庭的预防性储蓄动机之后#这一结论仍然是稳健的%这

说明农村消费者追求的目标是保持消费长期稳定的提高#其习惯形成特征导

致其消费行为更加谨慎#从而能在一定程度上对农村家庭的高储蓄率做出解

释%但是#本文所得到的食品消费的习惯形成参数比以往用总量数据得出的

估计值要小得多#这是因为总量数据中无法控制的非观测异质性会夸大习惯

效应%第二#不确定性因素也显著影响农村家庭的消费行为#农村家庭存在

显著的预防性储蓄动机#但是 )习惯*因素对食品消费的边际影响比不确定

性要大得多%这是因为食品的需求弹性通常比较小#因此#在食品的消费决

策中#预防性动机所起的作用不如 )习惯*所起的作用大%在我国农村家庭

消费的恩格尔系数仍然较高的情况下#用预防性储蓄理论来解释农村家庭的

高储蓄率不如用 )习惯形成*理论来解释更为合理%第三#越富有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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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习惯形成特征就越强#储蓄倾向也越高#但预防性储蓄动机越弱#这从习

惯形成理论的角度支持了收入分配不均导致消费率低的解释%

附录

附表
!

!

不确定性下的习惯形成模型估计
"TXT

#

Q)

第一阶段结果

被解释变量

滞后一期总消费

支出!对数"

!

!

"

不确定性'收入增长

率3总消费增长率

!

"

"

滞后一期食品

消费支出!对数"

!

G

"

不确定性'收入增长

率3食品消费增长率

!

@

"

滞后二期总消费增

长率

_#5#!C

""

!

#5#!#

"

_#5@E@

!

#5A@#

"

滞后二期食品消费支

出!对数"

_#5""C

"""

!

#5#""

"

_#5A#D

!

!5@"G

"

滞后三期食品消费支

出!对数"

_#5"D!

"""

!

#5#!C

"

_!5FE!

!

!5"@C

"

滞后一期不确定性
#5###@

!

#5###

"

_#5GAF

"""

!

#5#!E

"

#5###!

!

#5###

"

_!5E@E

"""

!

#5#!"

"

滞后二期不确定性
_#5###"

!

#5###

"

_#5#!!

""

!

#5##A

"

家庭净收入
_#5#GD

!

#5###

"

_"5F#C

"""

!

!5###

"

_#5##D

!

#5###

"

_#5@!!

!

"5"@G

"

家庭总财产!对数"

#5#!#

"

!

#5##F

"

_#5##!

!

#5"FC

"

_#5#!E

"

!

#5##C

"

#5ACE#

!

#5AAE

"

家庭规模
#5##A

!

#5#!F

"

_#5"!G

!

#5ECC

"

#5#FE

""

!

#5#"F

"

"5#!E

!

!5E!A

"

户主性别!男性
[!

"

#5!"D

!

#5!#F

"

_!5C"A

!

A5!FC

"

_#5#!G

!

#5!GF

"

_!5AF!

!

D5C!"

"

户主年龄
#5!#E

"""

!

#5#!D

"

#5!CC

!

#5DAE

"

#5#AA

""

!

#5#"C

"

_#5E!E

!

!5C!G

"

户主年龄的平方
_#5##!

"""

!

#5###

"

_#5##"

!

#5##D

"

_#5###@

!

#5###

"

#5##E

!

#5#!E

"

受教育年限
_#5##E

!

#5#!"

"

_#5!#F

!

#5AF"

"

#5#"A

!

#5#!E

"

#5#GD

!

!5!!!

"

户主是否已婚
_#5#F!

!

#5#EA

"

_G5AE#

!

G5FA!

"

_#5#"#

!

#5!"#

"

A5AED

!

E5DED

"

实际利率
#5#GG

"""

!

#5##F

"

#5#@D

!

#5G#A

"

_#5A@E

"""

!

#5#!A

"

#5#@A

!

#5CEA

"

观测值
FG#@ FG#@ @!"" @!""

家庭数
""C# ""C# !DCF !DCF

T(/

<

('

检验
J

值
#5@G!

!!

注'!

!

"第!

!

"$!

"

"列中工具变量是滞后二期总消费增长率和滞后一期不确定性变量#第!

G

"$!

@

"列中

工具变量是滞后一期食品消费支出和不确定性变量的滞后一$二期值%!

"

"所有回归均控制了年度虚拟

变量#限于篇幅没有报告%!

G

"

"""

$

""

$

"分别表示在
!B

$

AB

$

!#B

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标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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