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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耐用消费品需求研究

荣 昭 盛来运 如、 洋

摘 要 本文利用国家统计局 年农户家计调查的横截面数据
,

采
用改进的 模型

,

对影响中国农户家电需求的因素进行了计量分析 与传
统文献讨论耐用品需求的思路有所不同

,

本文重点讨论了影响农户家电购买因

素中与墓础设施有关的部分
。

在此基础上
,

本文试图遵循统计学的原理
,

将样
本中得到的结论推广到整个农村地区

,

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关健词 需求研究
,

计量模型
,

农村发展

一般认为
,

农村消费需求不足的主要原因在于农户的收入水平低下
,

因

而开发农村大市场努力多年
,

效果不佳
。

林毅夫 提出
,

开发不利的主

要原因不在于农民的收入太低
,

而在于基础设施的提供不足 找出农村市场

开发不利的主要原因对于 目前生产能力严重过剩的家电行业至关重要 城市

的主要家电需求已经趋于饱和
,

无法消化过剩的生产能力 如果农村消费需

求不足的原因主要在于农户收入水平低
,

而其收入水平在短期内又无法有较

大提高
,

那这将意味着家电业必须面对长时间的行业萧条
。

如果原因主要在
于基础设施投入不足

,

则通过提高农村的配套基础设施水平以刺激农户的家
电需求

,

有可能迎来家电行业发展的第二个高潮
。

本文试图通过对农户购买

家电决策的计量分析
,

为这一争论提供实际的数据支持
。

文献在利用横截面数据讨论耐用品需求时
,

由于数据在时间纬度上的

限制
,

被迫放弃耐用品的一些重要特征
,

转而重点关注购买耐用 品决策的不

连续性
。

其中
,

最早系统地将 技术运用于分析
一

变量的方法引入到

耐用品需求研 究的是 他对不连续选择的讨论方法 已经十分接

近效用理论的方法
。

在之后的文献中
,

这种方法得到了完善
,

并涌现出一批
优秀的文献

,

其中包括
、

以
、 、

鳍

讨论耐用品的选择和对电力的引致
需求的计量分析也采用 了这种方法

。

本文在耐用品需求的计量分析方法上仍

沿用 了这一传统
,

只是从技术上对 模型做 了某些改进以适应本文所关
心的解释变量

。

但是
,

本文关注的角度和传统文献讨论耐用品需求的思路有
所不 同

。

结合中国经济的特征以及 中国经济所关注 的问题
,

本文重点讨论了

影响农户家电 —彩电
、

冰箱
、

洗衣机 —购买的因素
,

特别是与公共设

施有关的因素
。

在此基础上
,

本文试 图遵循统计学的原理
,

把从样本中得到
的结论推广到全 国农村地区

,

从而得到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结论

荣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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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旨在回答以下问题 除传统讨论的收入低下的因亲外
,

制约农户

耐用品消费的因素还有哪些
,

影响程度如何 我们还将进一步讨论短期内启

动农村耐用品市场的对策及潜力
。

本文计量分析利用的是国家统计局
“

年农村住户耐用消费品专项调查分户资料
”

中所提供的数据 文章结构安排
如下

。

第一部分利用改进的 模型建立 了分析农户耐用品消费的计量模
型 第二部分介绍所用变量的情况

,

并比较专项调查数据的一些主要指标同
《 年中国统计年鉴》所公布的指标的一致性

,

以保证专项调查数据对
全国农村的代表性 第三部分列出回归结果

,

并深入讨论了各个因素影响农
户家电购买的机理 第四部分进一步分析回归结果

,

直观地显示 了各变量的

变化将对全国农村家电市场需求的影响 第五部分总结了计量模型的建构方

法以及 回归的主要结论
,

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

一
、

估计方法

在文献讨论中
,

一般认为耐用品消费具有如下两个特征 首先
,

必须考虑

耐用品购买的短期性和消费的长期性 其次
,

应该考虑到购买量的离散性
耐用消费品的需求按购买特征可以分为两部分 一类是为了更新原有耐用品

而形成的购买 另一类属于第一次购买或添置一 台以上的同种家电 在数字
特征上

,

第一类购买不会反映为平均拥有量的变化
,

而第二类购买则表现为
住户平均拥有量的增加 启动农村市场的购买潜力关键在启动第二种类型的

购买
,

特别是首次购买 原因有两方面 首先
,

农村耐用品市场发展较晚
、

普
及率较低

,

首次购买的增长空间很大 其次
,

首次购买和再次购买之间有很

大差异
,

首次购买是从无到有
,

存在质的飞跃
,

而再次购买只是量的变化
,

改善基础设施对再次购买的影响较小 我们关注的是短期内启动农村耐用品

市场的潜力
,

因此重点考虑首次购买需求
。

墓于以上分析
,

我们将其他情况的购买都简单地处理为首次购买
,

而放

弃其可能具有的其他特征 从中国农村 目前的消费水平看
,

这种处理方法不

会影响结论的可信程度 这样
,

问题就简化为买和不买的决策问题
,

即农户

决定是否拥有某种耐用品 更加具体地说
,

我们建构的决策模型考虑的是这

样一个问题 在给定农户基本状况以及外部基础设施和价格水平的前提下
,

农户是怎么样决定是否拥有某种家用电器的 我们将把注意力集中在耐用品

购买量的离散性上 在购买量不连续的情况下
,

文献中一般采用二元决策
的 模型 “

为了得到回归用的计量模型
,

先设计一个农户耐用品购买的潜在决策模

型如下
·

尽 口
·

及 ‘,

在没有信贷约束的情况下
,

购买的离傲性可以不予考虑
,

因为消费者可以通过消费信贷平滑家庭的
消费支出 但是

,

在缺乏消费信贷的情况下
,

购买的离散性对于消费者是一个很强的限制 中国农村
的情况更接近于后一种

提供了一个简单的耐用品需求决策的静态模型
,

从效用出发推导出
模型 本文沿用这种思路

,

但将得出的 模型进行了线性化处理 这种处理方法可以从
数学分析方法中找到支持

,

在技术上也易于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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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

广为决策变量
,

如果 丁
,

农户 艺就购买 如果 厂三
,

则不

买 “ 尽 代表是否有电
,

尽 表示 尚未通电
,

尽 表示 已经通电 乙

是农户基本情况的一个列向量
,

包括可能影响购买决策的主要变量 ‘ 是服

从标准正 态分布 的随机变量
, ”代表被模型忽略的但对决策产生影响的其

他因素的总体效果
。 、

口分别为待估计的系数和系数行向量 潜在决策模
型中

, ‘ 之所以单独列出来
,

是因为
“

是否有电
”

对家用电器的购买有特殊

的影响
。

另外
,

由于我们不可能考虑到所有的因素
,

在决策模型中加上了一

个随机项 ‘ ,

用来包括除尽
、

乙 之外的可能影响购买决策的因素
“

是否有电
”

对家用电器购买的特殊影响在于
,

家用 电器只有在供电的情
况下才能发挥其作用

。

如果没有电
,

家用电器给农户带来的效用为 因此
,

我们必须增加如下假设 如果不通 电
,

农户‘一定不去购买电器 即当 尽

时
,

必有
丁 口

·

及 ‘ 三
,

即
氏 三 一口

·

乙

为了符合这一假设
,

我们将 ‘设置成满足截断式标准正态分布的随机变
量 其密度函数可写为

‘ 沪 ‘ 垂 一口乙
,

其中 、 一 , 一户 及
,

试 和 蚕
·

分别代表标准正态分布的密度函数和分

布函数
。

假设变量 ‘代表农户是否购买耐用品 ‘ 时
,

表示未购买 刀‘

时
,

表示 已购买 则当通电时
,

给定农户的其他基本条件 乙 的情况下
,

其

购买可能性可表示为
‘ 尽 及 才 尽 乙

‘ 一 一 口
·

乙

一
到一 一 户 乙

侧一户 及

在相同给定条件下
,

‘ 尽

农户决定不购买耐用品的可能性为

及 一 ‘ 及 乙
侧一 一 户 及

—
口

侧一价 价

购买可能性和不购买可能性的表达式
、

成立的前提是农户 已经

通 电
,

即 尽 因此
,

在下文中推导出的似然函数中
,

是指总样本中已经

由于 犷包含有常数项
,

阀值不一定要选为
在有常数项的情况下

,

潜在决策模型中假设 ‘ 服从标准正态分布
,

等价于假设 ‘ 服从均值不等于

方差不等于 的正 态分布 见
,

在计 经济学的应用中 模型和 模型最为常用
,

虽然也有人提出了其他的概率分布
和

别在两端的分布
,

分布的两端要厚一些
出于计算方面的考虑

,

文中选用正 态分布

分布同正态分布十分相似
,

唯一 的区
一般情况下

,

两种模型得出的结论几乎是一 致的

叭伙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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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上电的农户数量 值得注意的是
,

由于我们设定了通电是购买电器的必要

条件
,

因而没有通 电的农户对购买电器的决策过程不提供任何信息 因此
,

观察到样本 、, ,

⋯
,

动 的对数似然函数可以写成
、、叮」,一

争丁〔一 二 。

「鬓典奥李 十 ‘ 。 ,

写

”
叭一口

’

众 」

侧一 一 户 及

侧一户 及

似然函数 的一个优点是
,

即使 瓜 中包含常数项
,

也可以被识别出

来 由于这一参数是本文所关注的重点
,

对其进行识别是非常重要的 利用

式作各参数的最大似然估计
, “ 将得到参数拟合系数

,

再将拟合系数代
回 式

,

即可得出拟合的农户耐用品购买可能性函数
。

二
、

数据及所选 变量的说明

本次研究所用数据
,

是 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
“

年农村住户耐用消费
品专项调查分户资料

”

以及
“

年农村住户调查分户资粉
,

的有关部分

分析中
,

除价格指数外
,

所有变量均为分户数据
。

内生变量为农户三种家电

的拥有量 只 区分买和不买
,

不关心买多少以及购买时间
。

选取的外生变量
可以分成三 类 第一类反映农户的基本家庭情况

,

包括常住人 口数
、

平均受

教育程度
、

平均年龄
、

人均纯收入水平
、

劳动力所占比例以及男性人 口所占

比例
。

第二类反映所在地区的基本状况
,

包括所住地离城市中心的远近
,

供

水
、

供电的情况
,

水
、

电价格
,

电视信号是否清晰以及是否建有水塔
、

电视信

号接收塔等相关信息
。

第三 类反映不同商品的价格水平
,

包括食品
、

房屋
、

农用化肥
、

耐用品 如冰箱
、

彩电
、

洗衣机 的相对价格指数 家庭变量中
的人均纯收入 衡量其预算约束

,

其他变量控制家庭的效用函数 地区变量

中
, “

是否通电
”

是 压 变量
,

相当于理论模型中的尽
。

有关电视信号和供水
的变量也是 序 变量

,

但不是购买家电的必要条件 ”

本次研究所用数据来源于专项调查的农户样本
,

该样本从农调总队的农
户总样本中选取

,

样本数是 万多户
,

其中实际用于回归分析的是 户

农调队农户样本总数有 多户
,

是我国 目前最权威的关于农村住户情况

的数据集
,

能够较好地反映全国农户的整体状况 为了保证此次专项调查的

结果能够代表全国范围的情况
,

以确保研究结果可以推广到全国范围
,

我们

首先必须比较专项调查数据所用样本与农调队的全国农户调查数据对应的总

样本在收入
、

消费等方面的特征是否一致

回归所用软件为
变 说明参见附录一
在模型中

,

我们用年人均纯收入作为农户的收入水平的
,

另一个更有说服力的收入水平的
是年人均消费 赵用辉老师提醒 了我们这一 点 的持久收入假说认为

,

人们会
通过借贷平滑各年间的消费

,

从而使消费能更好地反映农户的收入水平 由于我们十分关注收入本
身的作用

,

尽管这一提议十分有吸引力
,

文中仍然沿用老方法 抱若谨懊的态度
,

作者对两种方法的
结果进行了对比 结论表明

,

两种方法没有实质性的差别
,

或者说
,

现有方法的结论已经足够好了
以

“

是否通 自来未
,

为例
,

没有自来水
,

农户仍然可以用洗衣机清洗衣物
,

或者通过水塔提供水
,

或者直接用水桶将水倒入洗衣机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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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专项调查样本和统计年鉴所用样本墓本情况比较

专项调查样本 统计年鉴所用样本
样本数

家庭人 口 数
家庭人均纯收入 千元

彩电占有率
电冰箱占有率
洗衣机占有率

,

表 列出了两个样本的一些相关指标 其中
,

专项调查中住户的人均纯

收入为 元
,

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 年农村人均纯收入 元十分

接近
。

两个样本的平均人 口 数分别为 和
,

误差很小 从三种主要家

电的拥有比例看
,

除彩电外
,

洗衣机和冰箱的拥有量基本趋同 彩电拥有量

的较大差异是由于两个样本在统计时间上的差别造成的
,

因为专项调查的时

间为 年 月之后
,

包括了比 年末统计结果多 个月的购买量
。

次研究所用样本一

家统计局所用样本

六六翩硼硼硼硼硼硼硼硼硼硼硼硼硼硼硼硼硼一一翩翩翩翩翩翩翩翩翩翩翩翩翩一一耐耐耐耐耐耐耐耐耐耐耐耐耐耐耐耐耐三三三立翩翩翩翩翩翩翩翩翩翩翩翩翩翩一蔽丽丽丽丽丽丽丽丽丽丽丽丽丽丽丽一一一

一
而砒砒司司司司司司司司司司司司司司司

八曰曰,已,曰‘

︵价︶五余阳卞哄

组 别

图 按收入分组的累计分布情况比较

为了更进一 步了解专项调查样本的代表性
,

我们把样本按收入进行分

组 分组标准参照 《 年中国统计年鉴 》农户收入分组的尺度 按年鉴中

的收入分组标准
,

专项调查样本被划分成 个组
,

以对应年鉴提供的收入分

组数据 结果如图 所示
,

图中比较了两组样本中收入不高于该组水平的累

积 比例的情况
,

其中深色柱状代表总体样本情况
,

浅色柱状代表专项调查样

本
。

从图 中可以看出专项样本在低收入群和高收入群的选择比例高出
,

因

而中间水平的样本较少 从整体而言
,

两条分布曲线拟合较好 综上所述
,

专项样本能够很好地代表总体样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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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估计结果

一 回归结果

选用上述数据和估计方法
,

分别回归彩电
、

洗衣机和电冰箱的购买可能

性函数
,

估计结果如表 所示

表 改进模型的估计结果

样本数

彩电 电冰箱 洗衣机

变 名

是否通电

常数项

平均年龄

受教育年限

人 口 数

男性比例
居住地

人均纯收入

供电状况

电价

是否通自来水
水价

是否建有水塔

自行车价格指数

房屋价格指数

化肥价格指数

食品价格指数

彩电平均价格
电冰箱平均价格
洗衣机平均价格
电视信号是否清晰

是否有电视接收锅
平均对数似然函数值

拟合系数

一

一

一

一

一

标准差

,

拟合系数

一

一

一

一

标准差 拟合系数

·

一

一

一

一

一

标准差

峨

《冷

一

一 一 一

注 中巾 表示显著性水平大于
,

表示显著性水平在 一刃 之间 其他没有标注者
均在 的里信水平上显著地不等于

系数之 间的相关系数矩阵通过一 阶导数矩阵叉乘的方法得出

二 对回归结果的说明

绝大部分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都显著地不等于 。 ,

表明它们对农户的

购买决策都有显著影响 其中
,

体现农户墓本特征的
“

受教育年限
” 、 “

人 口

数
”

对三种家电购买可能性有正 向的作用 受教育程度越高
,

其收入预期越稳

定
,

需要保存的应急资金越少
,

更有可能用手头的积蓄购买家电 家庭人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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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多
,

购买家电摊销到每个人头上的平均成本越低
,

并且越能发挥家电的规

模效应 所以
,

这两个因素的提升都有利于农户购买家电 应该指出的是
,

由于农户的墓本特征在短期内无法改变
,

即使对购买可能性影响显著
,

仍不

能作为短期内启动农村市场的努力方向
“

居住地
” 、 “

男性比例
”

呈现出负的影响
。 “

居住地
”

这一变量赋值越大
,

表明农户离城市越远 回归结果的含义是
,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

农户

离城市越远
,

其购买家电的可能性越小 造成这个结果的原因是
, “

居住地
”

一方面体现了农户居住区基础条件综合情况的好坏
,

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农户

购买耐用消费品的难易程度 至于家庭男性比例对购买可能性的负面影响
,

可以理解为我国现有的婚嫁习俗使得男方必须储蓄一大笔钱
,

因此减小 了当

期的家电购买
“

人均纯收入
”

的系数显著为正
,

表明收入水平越高
,

农户越有可能购买

这三种电器 图 表示 了在其他条件处于平均水平下
,

农户购买三种电器的

可能性同人均纯收入的关系
。

当收入提高时
,

三种电器的购买可能性都有不

同程度的增长 其中
,

彩电增长速度最快
,

洗衣机其次
,

电冰箱再次

曰曰 , 禅禅

一一
一

才 匕一一
尸 尸尸

· · , ‘

一 厂

—

服雌污了

——彩电晌买可能性性

一 洗衣机购买可能性性

电电冰箱购买可能性性

娜洲峨阴帐
划稠险冰盔

加

图

阅 加 加

人均纯收入 兀

收入对三种电器购买可能性的影响

电力作为家用 电器的互补品

电器购买可能性的回归结果中
,

,

其供应情况对购买决策也有影响 在三种
“

电价
”

和
“

供电状况
,

两个变量的拟合系数

显著地不等于零
,

意味着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 电价越低

,

购买可能性

越高 供电越稳定
, 购买可能性越高 回归结果也显示

,
“

电视信号是否清

晰
” 、 “

是否有电视接收锅
” 对农户彩色电视机的购买有正 向的作用

,

表明墓

础配套设施改善有利于提高农户对家用 电器的购买
。

各项其他商品的价格指

数对应系数均为正 除电冰箱对应的化肥价格不显著外
,

表明各种商品降价

时的替代效应大于收入效应
,

会使家电购买可能性减少
。

回归结果中仍存在部分关键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不显著的问题
,

必须予
以说明 首先

,

除洗衣机外
,

彩电和冰箱 自身价格的拟合系数并不显著
,

而

且系数的符号为正 这一结果似乎违反经济学的墓本原理
,

对于一般商品而

言
,

在商品质量一定的条件下
,

相对价格越低
,

消费者的购买量越大 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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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反常现象的原因是
,

家电平均价格对应的原始数据是各样本农户实现购
买时的价格 这和静态模型中假设的农户作购买决策时所面对的价格并不等
价 消费者在选择家电时

,

价格和质量同样重要 收入较商的家庭倾向于选
择质量较好因而相对价格较贵的家电 这种正 向的关系

,

造成家电价格指数
的相对大小不仅包括各地区该商品相对价格的高低

,

也包含对应商品质量的

好坏 因为各地区收入水平不一致 两种方向作用的结果导致家电价格指数

对应系数不显著 相对而言
,

洗衣机的质量差异较小
,

因而其对应价格能够
拟合出显著为负的系数

另外
,

在洗衣机购买可能性的回归结果中
,

变量
“

水价
”

对应系数不显

著 与这两个变量不显著形成鲜明对比
, “

是否供应 自来水
”

以及
“

是否建有

水塔
,

对农户购买洗衣机的可能性有十分积极的影响 后一结果说明自来水
具有洗衣机的互补品的特征 互补品的价格会影响到用户对某商品的购买

当其他条件不变
,

互补品相对价格升高时
,

消费者会减少对这种商品的消费
也就是说

,

作为互补品价格的
“

水价
”

应该有为负的系数 仔细考察城乡水价
的情况表明

,

农村水价的平均水平低于城市 乡村一旦通上 自来水
,

农户可

以得到非常便宜的供应水 水如此廉价
,

以至于一旦通 了自来水后
,

水价的

波动几乎不会影响农户购买洗衣机的决策 另一更加重要的原因是
,

洗衣机

是对手工洗衣的替代 真正影响洗衣机购买决策的
,

是在原有手工洗衣的用

水量的基础上增加的部分
。

这样
,

水价的影响就更小了
。

回归的结果也证实
了这一点

四
、

结果的推广

利用最大似然估计的方法
,

我们得到了单个农户对三种家用电器购买可

能性的决策函数 为了更简便地理解各个 自变量对农户彩电购买可能性的影

响
,

并进一步推出对整个农村市场的影响
,

我们假设存在一个典型农户
,

其特征可以近似代表样本的平均水平
,

从而能近似代表全国的水平 通过计

算符合某一特征的农户样本所对应的自变量的平均值
,

我们可以得到描述一

个典型农户所需的解释变量的值 这些解释变量按照在定义域内是否连续
,

可分为两类 一类是连续变量
,

如电价
,

人均纯收入等 另一类是离散变量
,

表 中所列特征对应的变量都属于这一类 它们的定义域是若干个整数点
,

对应特征的不同状态 下面我们将分别讨论离散变量和连续变量的变化对全

国农村市场的影响

一 对离散变量作用的分析

为了研究离散变量的变化对购买可能性的影响
,

我们采取作差的方式

—即以状态改进后典型农户的购买可能性减去状态改变前典型农户的购买

可能性 —来描述该变量对农户购买决策的影响 该典型农户的购买可能

在计算边际效应时
,

可以利用数据的样本均值带入表达式中计算
,

也可以先算出每一个观测样本点
的边际效应

,

利用这一边际效应的样本均值作为最终的结果 对于连续变
,

冲 定理可以保
证 鑫 女样木条件下 两者 的结 是应该趋 同 文中果 用 首一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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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变化代表了该样本群的整体变化水平
,

典型农户的选取存在两种不同的方

式 一种方式是将典型农户设置为代表总体样本的平均水平 另一种方式是

将典型农户设置为代表缺乏特定特征的样本组的平均水平
。

由于某一离散变

量的变化只对缺乏该特征的农户起作用
,

因此第二种方式更为合理 现以影

响彩色电视购买可能性的因素
“

是否经常停电
”

为例
,

对数据的处理过程加以

说明 考虑到改善
“

是否经常停电
”

这一特征只对
“

有了电
,

但供电状况不佳
”

的农户才起作用
,

将典型农户设定在
“

有了电
,

但供电状况不佳
”

的样本群

内 如表 所示
, “

是否经常停电
”

这一特征的改善
,

可以使典型农户的彩电

购买可能性提高
,

即 这意味着
,

当供电状况改善之后
,

每百户这

样的农户将增加 户购买彩电 如果抽样调查的样本群很好地概括了全国

的农户分布和状态
,

即全国这部分农户所占比例接近样本比例的
,

则意

味着
“

是否经常停电
”

的改善将使全 国农村额外增加 百

万 台彩电的需求量

表 以缺乏对应有利特征的样本为墓础计算的典型农户

鸯森
相关特征 变动之前的 变动之后的 购买可能性 不具有对应特征 全国可增加

购买可能性 购买可能性 的农户所占比例 的购买力变化

一

洗衣机

彩
电

是否经常停电
电视信号是否清晰
是否建有接收锅

是否有电

,

电

冰箱
是否经常停电

是否有电
一

注 购买可能性变化 二 变化后的购买可能性
一

变化前的购买可能性全国可增加的购买力 · 购
买可能性变化 不具有对应特征的农户所占比例 百万 台

从表 中可以看出
,

农村基础设施的改善对于农户家电购买决策有十分

积极的影响
。

农户用水方式的改变以及通过建立 电视信号接收锅改善收视效

果
,

可以分别使全国农村洗衣机和彩电的购买力
,

在可预期的增长水平上
,

分别提高 千万部和 千万部
,

相当于 年全年洗衣机和彩电总产

量的 倍和 四分之一
。

“ 改善供电状况对于三 种主要家电的购买力也有不

同程度的促进作用
。

降低供电价格的影响将在后面连续变量的讨论中予以重

点讨论
。

据中国家用电器协会 《 年中国家用电器工 业发展 回顾 》提供的数据
,

年我国彩电产
为 万 台

,

电冰箱产 为 万 台
,

洗衣机产 为 万台 其中
,

电冰箱和洗衣机的全 国生
产能力利用率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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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对连续变量作用的分析

当考虑连续变量的变动对消费需求的影响时
,

一般采取求导或者计算弹

性的方法 和一般研究需求量的变化不 同
,

我们只能得出某一 因素的变化对

农户购买可能性的影响
,

而不是对购买量的影响 但是
,

墓于我们在上一部

分
“

离散变量的分析
”

中的讨论
,

典型农户购买可能性的变化可以转化为整

个农村市场需求量的变化
,

因而我们可以沿用计算弹性讨论的方式来研究某

一连续变量的变化对整个市场需求的影响

表 农户家电购买可能性对各解释变 的弹性

洗衣机 彩电 电冰箱

﹃﹃﹃

﹃﹃﹃﹃﹃︸
购买可能性
平均年龄

平均受教育程度
人 口数

男性人 口 比例
人均纯收入

电价
水价

自行车价格指数
房屋价格指数
化肥价格指数
食品价格指数

对应电器价格指数

一 ,

,

一

一

一

百万台
一

一

一

一

一

·

一

百万台
一

,

一

一

百万台

一

注 第一 列数据是墓于整个样本群为墓础的典型农户计算出的弹性
第二列数据是恨设线形的情况下

,

解释变 提高 导致全国农村市场购买力的变化
,

全国的
农户数按 亿户计

表 列出了以整个样本为基础的典型农户三种家电购买可能性分别对各

个连续解释变量的弹性 以洗衣机的收入弹性为例
,

典型农户的人均纯收入

每增加
,

其购买家用电器的可能性将在原有基础上增加 个百分点

为了更直观地 了解各个因素的变化对整个农村家电市场需求的影响
,

表 中

第二 列显示 了
,

在假设线性的情况下
,

某个变量提高 会导致全国农村市

场购买需求量的变化

从表 可以看出
,

电价的变化对农村市场三种主要家电的需求量的影响

十分明显 当电价调低 时
,

彩电的购买量将大约增加 百万 台
,

相

当于 年总产量的 洗衣机的购买量将增加约 百万 台
,

相当于

年总产量的 电冰箱的购买量将增加约 百万 台
,

相当于

年总产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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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遵循 了利用横截面数据讨论耐用品需求的文献传统
,

利用国家统计

局农调队提供的家计调查的横截面数据
,

运用 模型对中国农村家电需

求的影响因素的作用进行了拟合
。

由于中国农村某些地区仍然存在未通电的

情况
,

在技术上必须对原有的 模型进行调整以适合实际的需要 在我

们赖以建立计量模型的耐用品决策的静态模型中
,

如果没有电
,

住户将无法

从家电上得到任何效用
,

因此将选择不购买任何电器 为了将这一前提假设

落实到计量模型中
,

本文将残差的分布定义为截断的正态分布
,

进而推导出

改进的 模型
同传统文献不同

,

本文重点讨论 了影响中国农户家电 —彩电
、

冰箱
、

洗衣机 —购买的因素
,

特别是与公用设施有关的因素 这些方面的因素
包括供水

、

供电的情况
,

水
、

电价格
,

电视信号是否清晰
,

是否建有水塔
、

电视信号接收塔等与三种家电有关的公用设施提供质量和价格方面的信息

在发达国家
,

公用设施的城乡差距 已经很小
,

并且一般家电墓本普及 研 究
公用设施提供对家电购买的影响没有多大现实意义

,

因此没有文献关注这一

问题
。

而在发展 中国家
,

公用设施提供的地区差异很大
,

并且确实影响到住

户对家电的购买
。

但由于缺乏有效的数据
,

很难将其对家电购买的影响数量

化 本文之所以能完成这项工作
,

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国家统计局提供的家计

调查数据
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

,

家计调查数据的取得都十分艰难 象本次研究
可以调用近 万户的家计调查数据作为最大似然估计的样本更是难得 由于

本文所选样本如此巨大
,

研究所得结论在统计意义上将很好地满足无偏性
强大的数据支持使本文有可能将样本中得到的结论推广到全国农村地区

,

使

文章的结论可以应用于全 国 在推广的过程中
,

本文严格遵循统计学原理
,

比较了多组备选的加总方案
,

并从统计和计量学中找到了理论支持 因此
,

本文得出的结论是值得信赖的
。

从模型回归的结果可以看出
,

我国农户家用 电器拥有量之所以显著低于

同等收入的城市住户水平
,

主要原因在于与家用电器配套的墓础设施严重不

足 以及单位价格相对偏高
。

这些配套设施包括供电状况及其价格
、

供水状况

及其成本
、

电视接受信号的质量等
。

推算的结果表明
,

如果墓础设施的质量

价格比得到改善
,

农户对三种主要家电的需求将大幅度提高
回归的结果同时显示

,

收入水平低下对农村家用 电器消费的负面影响也

十分显著
。

我国当前农村收入水平仍然很低
,

而且增长速度缓慢 年

农村人均纯收入为 元
,

仅相当于当年城镇水平的
,

年增长率仅为
。

诚然
,

收入的稳步提高将有力地促进农村家电消费量的增长 但是
,

由于短期内大幅度提高农村收入水平很难
,

试图通过收入水平的提高来启动

农村市场 以带动内需的策略不可能在短期内解决生产能力过剩的问题 与收
入策略比较

,

通过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
,

短期内实现农村电价的调整和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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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设施的改善完全有可能起到带动内需
、

消化过剩生产能力的作用 因此
,

启动农村市场的重心应该放在农村基础设施的改造工程上

为了说明墓础设施改造策略的可行性
,

现以电价调整为例
,

来说明通过

收入提高带动农村家用电器需求的策略可以通过电价的降低来实现 表 中
列举了

,

为了达到对家用电器需求同样的影响力
,

与电价下调 元 度等
价的人均纯收入上涨幅度 计算的结果表明

,

电价调低一毛钱
,

对农村彩电

市场需求的积极作用相当于农村人均纯收入提高 元 对农村电冰箱市场

需求的作用相当于将农村人均纯收入提高 元 对农村洗衣机市场需求的

作用相当于农村人均纯收入提高 元 并且
,

目前农村电价的下调空间远

不止 利用本次专项调查得到的各地城乡的电价数据
,

我们计算出某些

省份的平均电价以及标准差 利用简单平均计算的结果表明
,

城镇的平均电

价为 元 度
,

农村的平均电价为 元 度 而且农村的电价水平在各
地区间的分布很不均衡

,

体现在农村电价标准差显著高于城镇电价标准差

以上数据显示
,

要达到城镇的电价水平
,

农村的电价必须在原有墓础上降低

进一步考虑到农村电价分布很不均衡
,

全国电价调整空间巨大 由此

可见
,

改善农村墓础设施不仅间接地提高了农村的整体收入水平
,

而且其政

策效果的发挥空间巨大

表 收入和电价对农户家电藉求作用的比较

彩电 电冰箱 洗衣机
人均纯收入对应拟合系数

电价对应拟合系数
与电价下调 元 度等价收入上涨 元

一 一

注 拟合系数摘 自表
收入上涨 电价对应系数 人均纯收入对应系数 中 人均纯收入的单位为千元 人

除通过改善供电系统调低农户用电成本外
,

其他方面墓础设施的改善也
将调动农户购买家电的积极性 国家统计局 年专项调查的结果显示

,

目前我国农村地区电视信号微弱
,

其中 的农村地区没有修建电视接收装
置 的农户没有通 自来水

,

部分西北地区甚至生活用水都发生困难 参
见表 研究的结果表明

,

改善以上两方面的墓础设施将卓有成效地调动农
户购买家电的积极性

综上所述
,

通过国家财政提高农村基础设施质量可以有效地启动农村耐
用家电市场

,

使我国经济走出当前生产能力过剩的困境 实施扩张性财政政

策短期内实现农村电价的调整和基础设施的改善
,

一方面有利于整个国民经

济的恢复
,

早 日走出通货紧缩
,

体现 了经济效率 另一方面
,

有助于农村生
活水平的提商和农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

实现农村经济发展
、

农民增收
、

农
村市场开发和消化城市过剩生产能力的良性互动

,

纠正长期以来重城市轻农
村的发展政策造成的城乡经济发展水平的严重失衡

,

体现 了公平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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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对模型中所用变量的说明
是否有电 反映该农户是否 已经用上电 当家庭没有通电时

,

该变 斌值为

当家庭通电时
,

该变 赋值为

平均年龄 反映农户成员的人均年龄
,

等于该农户常住人 口 的年龄的算术平均

值

受教育年限 反映农户成员的平均受教育程度
,

等于该农户常住人 口 中劳动力受

教育年数的算术平均值

人 口数 反映该农户的人 口 规模
,

等于该农户的常住人 口数

男性比例 该农户男性成员的比例
,

等于该农户男性人 口数除以常住人 口 数

居住地 该农户所处的地区的墓本情况
,

分为三个等级 如果农户居住在城镇
,

赋值为 如果农户住在城镇郊区
,

赋值为 如果农户所在地区为农村
,

则斌值为

人均纯收入 反映农户的收入能力
,

等于该农户的 年全年纯收入除以常住

人 口数
,

单位为千元 人

供电状况 反映该农户电力供应的墓本情况
,

源于国家统计局农调队 年家

计调查的补充调查 当家庭认为经常停电时
,

赋值为 当家庭不认为经常停电时
,

赋值

为

电价 反映该农户用电的平均成本
,

等于至 年连续三 年的电价的算术平均

值
,

单位是元 度

是否通 自来水 反映农户用水的情况
,

此处所指的自来水的概念不包括 自家建

水塔而提供的管道水
,

主要是指需要交费的管道水 如果农户尚未用上自来水
,

斌值为

如果农户通上了自来水
,

斌值为

水价 反映在通自来水的情况下农户的用水成本
,

等于至 年连续三年所在

村水价的算术平均值
,

单位为元 吨

是否建有水塔 反映农户用水的方便程度 值得注意的是
,

通 自来水和建水塔

不会同时成立 因此
,

一旦通了自来水
,

必须有对应的水价 而建了水塔
,

则不能出现水

价

价格指数 包括自行车价格指数
、

房屋价格指数
、

化肥价格指数和食品价格指

数 利用家计调查中农户购买该种商品的价格
,

以县为单位计算算术平均值
,

并以总体平

均值为墓数得出相对价格作为价格指数

三种家电的平均价格 以县为单位
,

县内所有已购该种家电的农户所支付价格

的算术平均值

电视信号是否清晰 反映农户对电视接收信号好坏的评价 当农户认为电视信

号清晰时
,

赋值为 否则
,

赋值为 做出信号是否清晰的判断不依核于 自身是否有电

视机

是否有电视接收锅 农户所在村是否建了电视接收锅
,

直接影响农户收看电视

节目的效果 没有建电视接收锅
,

赋值为 建有电视接收锅
,

斌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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