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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在人口年龄结构对居民消费影响的理论机制基础上，提出人口年龄结构对居民

消费影响的直接路径和间接路径假设，并以结构方程模型进行了路径分析的实证检验。检验

结果表明: 人口年龄结构对居民消费存在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 直接影响中，人口总抚养比

正向影响居民消费，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负向影响居民消费; 间接影响中，总抚养比、
少儿抚养比能通过产业结构、经济增长及收入分配影响居民消费，而老年抚养比只通过收入

分配影响居民消费; 同时研究发现，人口年龄结构对居民消费的间接影响路径系数大于直接

影响路径系数。并且本文对基于人口年龄结构的我国低消费率的形成机制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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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ath Analysis on the Influence of the Age Structure of Population upon Consumption

WANG Fang
( School of Economics，Nanji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Nanjing 210046，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theory mechanism of the age structure of the population influence upon
consumption，the paper proposes the direct path and indirect path hypotheses on the age structure of
the population influence upon consumption，and uses th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to do empirical
test．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population age structure has direct effects and indirect effects on
dweller’s consumption; in direct effect，total population dependency ratio have positive effects on
consumption，the child dependency ratio，the elderly dependency ratio has negative effect on
consumption; in indirect effects，the total dependency ratio，the child dependency ratio affect
consumption through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economic growth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while the
elderly dependency ratio affects the resident’s consumption only through income distribution; at the
same time，studies have found，the coefficient of age structure of the population on the indirect 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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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larger than that on the direct effect of path． And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mechanism China’s low
consumption rate based on age structure of population．
Keywords: age structure of population; residents’ consumption;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path analysis

人作为经济活动的主体，其年龄结构可能会影响居民消费，也可能会影响到其他社会经济变量。
而年龄结构、社会经济变量及民居消费三者之间是否存在传导机制，目前则鲜有研究。因此，在研究

人口年龄结构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时，本文提出了新的研究思路，即影响路径分析。
人口年龄结构除了直接影响居民消费外，还通过间接路径影响居民消费，如人口年龄结构可能会

通过收入分配、产业结构、经济增长等来影响消费。本研究不局限于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的简单回归

关系，而是将年龄结构、居民消费纳入经济大环境中，理清二者与关联变量的关系，运用路径分析法

及结构方程模型，了解年龄结构影响居民消费的经济路径及传导机制，测算影响因子，实证研究人口

年龄结构如何通过各中间环节影响居民消费的大小及作用方向，从而为政府宏观指导消费提供数量依

据。此外，本研究还从经济增长、收入与人口结构变化及其交互作用的角度对我国低消费率的形成机

制进行了分析。

一、文献回顾、研究假设和理论模型

目前在“人口年龄结构对居民消费影响”的大部分实证研究中，主要是依据时间序列或面板数

据建立回归模型，实际上这都可以归结为研究人口年龄结构对居民消费的直接影响。然而作为主要经

济变量的居民消费与作为主要社会变量的人口年龄结构之间，应该有更错综复杂的关系，这种关系本

文定义为间接影响。本文将以探寻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间的直接影响与间接影响途径为主要研究

内容。
1． 对直接影响路径进行文献综述

在理论研究方面，主要以“生命周期理论”为基础，认为人口年龄结构会直接影响居民的消费

结构。莫迪利安尼 ( Modigliani) 的生命周期假说认为，人在一生中不同时期，消费重点也会不同，

对消费结构的选择会随着年龄变化而有所改变，并且提出一国青少年和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越

高，消费需求也相应越大的结论［1］。持久收入假说以及家庭储蓄需求模型虽然和生命周期理论的出

发点不同，但都认为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会影响居民储蓄率或消费率［2 ～ 4］。
在实证研究方面，较早讨论人口年龄结构与消费之间关系的仍是莫迪利安尼，他用跨国截面数据

得到的实证结果支持了他的理论观点［5］。随后大量的学者从不同角度研究人口年龄结构对居民消费

的影响，由于采用不同的消费函数理论和计量方法，得到了不同的观点: 一些研究认为年龄结构对总

消费的影响有着显著的意义［6 ～ 15］; 而另一些研究则认为年龄结构对宏观消费产生的影响相比其他因

素并不显著［16 ～ 17］。同时，也有研究表明，不同年龄段的人口对经济增长有不同的作用［18］。基于中国

家庭调查数据的几项经验研究都发现，人口年龄结构对消费 ( 或储蓄) 率并没有显著的影响［19 ～ 21］。
西方传统消费理论无法完全说明中国消费者的行为特征，因而应用于我国有一定的局限性。如我国经

济正处于转轨时期，市场机制不健全，人口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以及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等因素，导致

人口消费和储蓄的动机变化较大。
国内研究中国居民消费的文献很多，但涉及人口年龄结构影响居民消费的文献较少。袁志刚等人

通过数值模拟［22］、国家统计局课题组引入人口年龄结构变量 “老少比”［23］、王德文等人利用列夫模

型［24］、王金营等人引入“标准消费人”概念［25］、陈佳瑛引入“主要储蓄人口比”［26］、李文星等人引

入“人口自然增长率”［27］、汪伟和宋保林等人引入 “抚养系数”［28 ～ 29］，得到了人口年龄结构对居民

消费有显著影响的结论。也有部分文献针对地区进行分析，王刚通过对未来北京居民年龄结构的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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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相关年龄组人群的消费结构分析发现，人口老龄化将造成北京居民消费率的下降［30］。刘雯的实证

研究发现，湖南人口年龄结构的特点是导致省内现阶段消费率过低的原因之一，但要区别各年龄结构

对消费率产生的不同影响。其中，儿童抚养系数与居民消费率正相关，老年抚养系数变化与居民消费

率负相关，总抚养系数与居民消费率正相关［31］。由上可见，国内学者的研究结论是人口年龄结构对

居民消费有显著的影响。
2． 对间接影响途径提出理论假设

本文尝试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的中间路径提出假设。
( 1) 人口年龄结构通过收入分配影响居民消费。具体来讲，收入是影响居民消费的最重要影响

变量，但收入的分配会随着年龄结构的不同有所改变，一般在年轻时期刚参加工作，收入不高，而步

入中年时期，收入达到一生之中的顶峰，至老年时期退出工作环节，收入将会大幅下降，因而人口年

龄结构会通过收入分配间接影响居民消费。这种影响会表现为: 当人口年龄结构中抚养比增大时，未

参与社会劳动的人口相对数增加，全社会总的绝对劳动收入会下降，居民消费行为会被抑制。即人口

年龄结构的变化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经济机理是: 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将影响一个经济中的储蓄，进而

影响生产的资本集约程度，劳动和资本存在替代关系，而资本集约程度提高会降低劳动收入份额。于

是提出理论假设 H1 ( 人口年龄结构 － 收入分配 － 居民消费) : 抚养比与收入分配呈反向关系，即抚

养比增大，人均收入将会降低，收入分配与居民消费呈正向关系，即人均收入降低，居民消费将被

抑制。
( 2) 人口年龄结构通过产业结构、收入分配影响居民消费。产业结构的调整离不开人力资源的

投入，人力资源的老化与各产业的产值和就业结构之间存在着微妙的联系，直接的表现就是劳动力资

源的老化对各产业劳动力投入的年龄结构产生影响。由于第二、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部门中的比例有

较大的提升，劳动收入份额呈逐渐下降的趋势，不同年龄人口的收入分配也受到影响。
个人的消费行为，主要是从现有市场所提供的消费产品中进行选择，而消费市场的产品供给变化

又来自于产业结构调整，产品的供给会根据消费者的需求而不断调整。不同年龄的人口对消费品的需

求有偏好，产业结构必须根据人口年龄结构的特点来调整，在我国人口老龄化状况越来越明显的情况

下，产业结构产出要适应这种现状; 同时，在投入方面会出现人力资本老年化的趋势，对收入分配也

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因居民在生活消费时以被动消费为主，通常是市场供给什么样的产品居民才去有

选择地消费，因此，产业结构的产出势必会影响居民的消费。从而提出理论假设 H2 ( 人口年龄结构

－ 产业结构 － 居民消费) : 人口年龄结构与产业结构呈正向关系，产业结构与居民消费呈正向关系，

即当社会抚养比增大时，产业结构会随之相应调整，第二、第三产业产值占比会增长，从而促进居民

消费增长; 以及理论假设 H3 ( 人口年龄结构 － 产业结构 － 收入分配 － 居民消费) : 人口年龄结构与

产业结构呈正向关系，产业结构发展促进收入分配，从而正向影响居民消费。
( 3) 人口年龄结构通过经济增长影响居民消费。莫迪利安尼发现中国储蓄率与长期经济增长率

及抚养比存在明显的协整关系，认为中国的高储蓄率主要归结为经济的高增长和人口结构的改变［3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过对世界 115 个国家和地区 40 年的数据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人均 GDP 增长率

与劳动适龄人口数量的变化正相关，与老年人口比例变化负相关［33］。研究文献均表明人口年龄结构

与经济增长有着显著的计量关系。
一国劳动力人口多，创造的经济价值绝对数就高，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因此，当一国抚养比太高

时，会抑制经济的增长，从而抑制消费。因而提出理论假设 H4 ( 人口年龄结构 － 经济增长 － 居民消

费) : 抚养比与经济增长呈反向关系，经济增长与消费呈正向关系; 以及理论假设 H5 ( 人口年龄结

构 － 经济增长 － 收入分配 － 居民消费) : 抚养比与经济增长呈反向关系，经济增长正向促进收入分

配，从而正向影响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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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模型构建与实证分析

1． 模型选择

路径分析是由美国生物学家莱特 ( Wright) 最先提出并发展起来的一种分析因果关系的建模方

法。路径分析是多变量线性分析的拓展，不要求变量间相互独立，适合分析含有间接影响关系的多变

量依存性问题。学界习惯上把基于最小二乘估计法的传统的路径分析称作路径分析，而把基于极大似

然估计法的路径分析称作结构方程模型。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的过程是: 在设定结构模型的基础上，为证实模型的准确性，首先要判断这些

方程是否为可识别模型，对于可识别模型，通过收集显变量的数据，利用极大似然估计或广义最小二

乘估计等估计方法对未知参数进行估计。对于模型的结果，需要对模型与数据之间的拟合效果进行评

价。如果模型与数据拟合得不好，就需要对模型进行修正，重新设定模型，一个拟合好的模型往往需

要反复试验多次。
反映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主要工具是路径图，通过路径图，研究者能清楚了解变量之间的影响途

径 ( 箭头方向) 及影响方向 ( 正向、负向等) ，路径图中每一条路径都可以表示成一个回归方程，用

一条带箭头的线表示变量间预先设定的关系。
2． 数据来源及变量设定

根据前面提出的人口年龄结构对居民消费影响的路径假设，在构建路径分析模型时，对于人口年

龄结构，选择采用总抚养比 totalrat ( 0 ～ 14 岁少儿人口及 65 岁以上老年人口占劳动年龄人口比重) 、
少儿抚养比 childrat ( 0 ～ 14 岁少儿人口占劳动年龄人口比重) 及老年抚养比 oldrate ( 65 岁以上老年

人口占劳动年龄人口比重) 来衡量。收入分配采用人均收入 tincome ( 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人

均纯收入的加权平均值) 来表示，经济发展采用人均 GDP ( pergdp ) 指标来代替，产业结构采用了

第二产业比重 erchang 来表示 ( 在模型试验中曾采用第三产业比重、二三产业比重，但路径分析模型

均不显著，最终决定采用第二产业比重来表示) 。居民消费水平采用的是人均消费水平 consumpt 来表

示，该指标是对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水平与农村人均消费水平的加权平均值，《中国统计年鉴》中提供

了具体指标数据，不需另算。

图 1 初始路径图

由于我国总抚养比、少儿抚养比及老年抚养比指

标在 1995 年前的《中国统计年鉴》及 《中国人口统

计年鉴》中均未纳入，因此，本研究各指标数据均

以 1995 年为起始年份，并且保持统计口径一致。本

研究采用的所有数据均来源于 1996 ～ 2011 年 《中国

统计年鉴》。
3． 人口年龄结构影响消费的路径分析图

依据人口年龄结构对居民消费影响的路径假设检

验，设计出初始路径图，详见图 1。
依据图 1 构建的结构方程模型为:

tincome = λ1 totalrat + λ2childrat + λ3oldrate + λ4pergdp + λ5erchang + e1
pergdp = λ6 totalrat + λ7childrat + λ8oldrate + e2
erchang = λ9 totalrat + λ10childrat + λ11oldrate + e3
consumpt = λ12 totalrat + λ13childrat + λ14oldrate + λ15 tincome + λ16pergdp + λ17erchang + e4
其中，λ i ( i = 1，…，17) 为各路径系数，表示各潜变量对相应观测变量的影响程度; ei ( i = 1，…，4)

为相应变量的随机影响因素。
4． 结果分析

利用极大似然估计法，对结构方程模型进行调试、识别、检验，最终得到显著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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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模型整体适配度检验。模型卡方值为 3. 142，显著性概率值为 0. 678，大于 0. 05 的显著性水

平，不能拒绝虚无假设，表示假设模型与样本数据可以适配; 卡方自由度比值 CMIN /DF 为 0. 628，

小于 2，表明假设框实际样本数据适配程度良好。但是由于卡方值和卡方自由度比值都容易受到样本

大小的影响，因而在判别模型适配度时，最好还要参考其他适配度指标值进行综合判断。模型近似误

差均方根 RMSEA 值为 0，拟合优度指标 CFI 值为 1，说明整体模型适配度指标都达到了适配标准。整

体而言，本研究提出的假设模型与实际观察数据的拟合情况良好，即模型的外在质量佳。
( 2) 影响路径系数。经多次试验，最终选取的显著的实证路径图如图 2 所示。
由此可以构建的结构方程模型为:

tincome = 0． 14oldrate + 0． 87pergdp － 0． 01erchang + e1
pergdp = 5． 74totalrat － 6． 64childrat + e2
erchang = 12． 00totalrat － 12． 42childrat + e3
consumpt = 1．93totalrat － 2．26childrat － 0．25oldrate + 1．57tincome － 0．68pergdp + 0．03erchang + e4

图 2 实证路径图

图 2 提供了潜变量与观测变量之间的路径系数，

参数估计值的意义是潜变量每提高一个单位，其观测

变量会上升或者下降多少单位。从实证结果来看，有

几条路径是显著的: ①人口年龄结构→居民消费，其

中总抚养比正向影响居民消费 ( 影响系数为 1. 93 ) ，

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均负向影响居民消费 ( 影响

系数为 － 2. 26、 － 0. 25 ) ，不过少儿抚养比的抑制作

用更明显一些。②人口年龄结构→经济增长→居民消

费，人口年龄结构→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居民消费，这两条路径主要针对于总抚养比与少儿抚养比

两类年龄结构指标，而老年抚养比不能通过经济增长途径显著影响居民消费; 与假设检验不同的是，

实证检验表明经济增长对居民消费起到了反向作用，而假设中认为是正向作用 ( H4) 。总抚养比对人

均 GDP 的影响系数为 5. 74，而少儿抚养比却为 － 6. 64，人均 GDP 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系数为 － 0. 68，

但如果增加了收入分配这个中间变量，人均 GDP 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是 0. 87，而收入分配对居民消费

的影响为 1. 57，则支持原假设 H5。③人口年龄结构→产业结构→居民消费，人口年龄结构→产业结

构→收入分配→居民消费，同样老年抚养比也不能通过产业结构、收入分配路径显著影响居民消费;

总抚养比正向影响产业结构，影响系数为 12. 00，少儿抚养比负向影响产业结构，影响系数为 －
12. 42，产业结构正向影响居民消费。结论支持 H2，支持 H3。④老年抚养比间接影响居民消费的路

径是: 老年抚养比→收入分配→居民消费。老年抚养比正向影响收入分配，影响系数为 0. 14，收入

分配正向影响居民消费，支持假设 H1。
我们可以发现，路径分析实证结果基本都支持五条基本假设，而且收入分配始终占据一个重要的

中间位置，只有老年抚养比可以直接通过收入分配中间变量影响居民消费，而总抚养比及少儿抚养比

则需要通过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再通过收入分配影响到居民消费。
( 3) 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分析。为了更加直观地了解结构模型中潜变量之间的直接效应、间接

效应以及总效应，本文将计算结果汇总于表 1。
首先，总抚养比通过中间变量对居民消费的间接影响大于直接影响，且影响为正。可以看出，总

抚养比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收入分配、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传递的间接影响，总抚养比对经

济增长、产业结构具有很大的直接影响作用，影响系数分别为 5. 745 和 11. 997，但随后通过收入分

配对居民消费产生间接作用。总抚养比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为正，这与我们的感觉是一致的。
其次，少儿抚养比对居民消费的总影响为负，也是间接影响大于直接影响。少年抚养比对居民消

费的影响也主要是通过收入分配、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传递的间接影响。少儿抚养比对经济增长、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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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结构具有很大的反向影响作用，一旦社会的少儿抚养比降低，则会促进经济增长及产业结构的发

展，从而会促进收入的分配，刺激居民消费。
再次，老年抚养比对居民消费的总影响为负，直接影响表现为负，间接影响表现为正。老年抚养

比只通过人均收入间接影响到居民消费，而且影响为负，假设中认为老年抚养比可通过创造价值、调

整消费结构来影响居民消费，但目前我国这条路径并不显著，说明有待加强。

表 1 效应分解表

原因变量 结果变量 总影响 直接影响 间接影响

总抚养比 ( totalrat ) 人均 GDP ( pergdp ) 5. 745 5. 745 0
产业结构 ( erchang ) 11. 997 11. 997 0
人均收入 ( tincome ) 5. 963 1. 926 4. 037

居民消费 ( consumpt ) 4. 886 0 4. 886
少儿抚养比 ( childrat ) 人均 GDP ( pergdp ) － 6. 637 － 6. 635 0

产业结构 ( erchang ) － 12. 417 － 12. 417 0
人均收入 ( tincome ) － 5. 658 0 － 5. 658

居民消费 ( consumpt ) － 6. 914 － 2. 264 － 4. 650
老年抚养比 ( oldrate ) 人均收入 ( tincome ) 0. 141 0. 141 0

居民消费 ( consumpt ) － 0. 030 － 0. 251 0. 221
产业结构 ( erchang ) 人均收入 ( tincome ) － 0. 100 － 0. 100 0

居民消费 ( consumpt ) 0. 009 0. 026 － 0. 016
经济增长 ( pergdp ) 人均收入 ( tincome ) 0. 872 0. 872 0

居民消费 ( consumpt ) 0. 683 － 0. 683 1. 366
收入分配 ( tincome ) 居民消费 ( consumpt ) 1. 566 1. 566 0

注: 路径分析的路径系数一般以标准化的回归系数作为直接效果值，标准化的间接效果值等于路径系数值相乘，总效果值等于
直接效果值加间接效果值。

从路径分析过程看，人口年龄结构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的确存在，除显著的直接影响外，其通过经

济增长、产业结构及收入分配对居民消费的间接影响甚至大于直接影响。人口年龄结构对居民消费有

显著影响，总抚养比对居民消费有正向显著影响，但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则对居民消费起到负向

影响。

三、分析、结论及建议

1． 分析及结论

根据路径分析的实证结果，结合本文所提出的人口年龄结构对居民消费的直接影响路径及间接影

响路径假设，我们可以进行如下分析。
第一，人口年龄结构可以通过直接路径影响居民消费，同时也可以通过间接路径影响居民消费。
第二，直接影响路径中，总抚养比正向影响居民消费，而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对居民消费都

是负向影响。对居民消费影响最大的人口年龄结构是少儿抚养比，影响最小的人口年龄结构是老年抚

养比。我国人口年龄结构中少儿抚养比呈逐年下降趋势，而老年抚养比呈逐年上升趋势，由此可知，

少儿抚养比下降的现状实际上并没有抑制居民消费，反而是促进了居民消费，而抑制我国居民消费的

人口年龄结构主要是老年抚养比的上升。
第三，间接影响路径中，总抚养比及少儿抚养比都能通过产业结构、经济增长、收入分配来影响

居民消费，而老年抚养比却只能通过收入分配来影响居民消费。理论假设中，人口年龄结构通过产业

结构、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影响居民消费，是一条合理的实现路径，但我国数据的实证结果表明，老

年抚养比对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如总抚养比及少儿抚养比显著，无法通过经济中间环节来促

进消费，老年抚养比忽略了产业结构、经济增长的影响，直接通过收入分配来影响居民消费。
第四，在影响途径中，中间变量的间接影响大于人口年龄结构的直接影响。从结果上看，老年抚

养比对居民消费的直接影响强于间接影响，直接影响系数为负，而间接影响系数为正，总效应反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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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这给我们的启示是，在我国，人口的老龄化虽然会弱化居民的消费，但若通过间接途径来增强人

口老龄化对居民消费的正向作用，也会从整体上促进居民消费。
由此可以提出，基于人口年龄结构，我国居民消费率偏低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首先，我国总抚养比逐年下降及老年抚养比逐年上升的人口现状，是居民消费率偏低的原因之

一。不过少儿抚养比的下降反而刺激了居民消费，而且从总体人口结构上看，少儿抚养比对居民消费

的刺激效应大于总抚养比及老年抚养比，因而人口年龄结构总体上对居民消费的扩大有正向影响。
其次，总抚养比及少儿抚养比的下降刺激了经济的增长，但经济的增长却并没有刺激消费的增长

( 影响系数为 － 0. 68) 。
再次，总抚养比及少儿抚养比的下降，刺激了产业结构的调整，但产业结构对居民消费的促进作

用并不明显 ( 影响系数仅为 0. 03) 。
最后，产业结构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也不大，但方向为负，并没有有效地刺激收入的增长，不过老

年抚养比的逐年上升和经济的增长，还是推动了收入分配的提高，从而刺激了消费。
2． 建议

既然我们得出了人口年龄结构对居民消费的间接影响大于直接影响的结论，而且在中间影响路径

环节上，经济增长、产业结构没有如期发挥其扩大内需的作用，那么在扩大内需刺激消费的政策建议

上，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去考虑。
一是要继续保持人口出生率低增长的基本国策。少年人口的增加，不能促进居民消费，这与目前

大多数学者观点一致，我国目前少儿抚养比持续走低，恰恰说明对居民消费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而且

这种促进作用是间接促进大于直接促进，少儿抚养比的降低，对产业结构、经济增长有更大的刺激，

利用这种刺激来促进消费更有效。
二是要在短期内无法根本改变人口年龄结构分布现状的情况下，有目标地通过产业结构、经济增

长及收入分配等路径刺激消费。
三是要积极推动老年消费市场的发展。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深，应加强社会保障制度，完善养老

金体系、医疗体系，促进老年消费市场的发展; 同时，通过以上实证分析发现，老年抚养比只通过收

入分配来影响消费，而通过产业结构、经济增长等影响消费的路径并不显著，这恰恰说明我国将来更

需要通过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增长等减少人口老龄化对消费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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