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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城镇化成为增加居民消费需求的潜力所在。本文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人口

城镇化影响消费需求的理论机制，并在该机制的基础上利用 1995 ～ 2010 年全国 28 个省市面

板数据对人口城镇化、城乡收入差距与居民消费需求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

人口城镇化率与居民消费率呈现正相关关系，并从中可得到连续增加 1% 的城镇化率所能增

加的居民消费率呈递减趋势; 城乡实际收入差距与居民消费需求呈现倒 U 型关系，据计算

倒 U 型关系出现的峰值在城乡实际收入比为 3. 47 时。因此，提出把握推进城镇化建设时

机，警惕城乡收入差距，这样才有利于扩大内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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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banization，Urban-rural Income Gap and Consumption Demand:

Based on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Province Panel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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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rbanization has become the potential power of increasing consumption demand．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mechanism of increasing consumption demand based on current studies，conducts
an empirical analysis by 1995 ～ 2010 data of 28 provinces or cities． The results show: firstly，there
is a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urbanization and consumption demand，and the marginal effect of
urbanization on consumption is decreasing． Secondly，an inverse U relationship is proved between
urban-rural real income gap and consumption demand，and the urban-rural real income gap is 3. 47
when the consumption demand come to maximum． So，promoting the construct of urbanization and
alerting the urban-rural income gap will benefit increasing domestic demand and transforming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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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我国经济经历了从“内需依存型”向 “出口导向型”的转变，出口、投资和消费对经济增长的

重要性发生转变
［1］。新时期我国明确提出扩大内需的战略，扩大内需的重点是要增加居民消费需求，

而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在城镇化。对于城镇化，许多学者探讨了加快人口城镇化建设的积极意

义
［2 ～ 4］，提出城镇化或农民工市民化是解决我国有效需求不足问题的关键和重要途径

［5 ～ 7］。
城镇化①可以看成是人口分布问题，人口在空间中的移动对消费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近年来我国

城镇化建设处于加速过程中，图 1 表示全国与居民消费需求有关的人口因素变量的变化情况。从图 1
来看，城镇化率由 1995 年的不到 30% 增加至 2011 年的 51. 27%，平均每年增加 1. 39%。居民消费

率②来表示居民消费需求，它几乎是从 1995 年 46%的水平一直下降至 2011 年的 34. 8%。同时图形中

还反映了人口年龄结构的总抚养比、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的情况，通过变化趋势可以发现中国人

口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偏向城市发展的政策而出现的二元结构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拉大
［8 ～ 9］，必然影

响居民消费水平。图 2 反映的是城乡收入差距变化情况，城乡收入差距由城乡实际收入比和城乡收入

比③表示。从图 2 发现，从 1995 年到 2010 年城乡收入差距先减少后增加再减少，其中最大的城乡实

际收入比和城乡收入比分别超过 3. 3 和 3. 2，并且在 2004 年之后城乡实际收入比大于城乡收入比。

图 1 与居民消费需求有关的人口因素变化

数据来源: 国研网数据中心。

图 2 全国城乡收入差距变化

数据来源: 国研网数据中心。

如果加快城镇化建设能刺激消费需求和带动经济持续增长，那么其理论机制是什么? 其刺激需求

潜力有多大? 伴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城乡收入差距与居民消费需求之间存在什么关系? 本文以人口城镇

化、城乡收入差距与居民消费需求为研究对象，客观深入分析它们之间的关系。

二、文献综述

传统消费需求理论有凯恩斯有效需求理论、相对收入理论、收入永久理论、费雪跨期选择理论，

它们都认为收入是影响消费需求的主要因素。目前，学术界研究城镇化对居民消费需求的影响，注重

以全社会居民消费需求、城镇居民消费需求、农村居民消费需求为对象，从消费率不足的原因或者各

因素与消费需求关系的角度进行研究。
城镇化成为刺激消费需求的重大潜力，但是城镇化对居民消费需求影响的研究并不多见，尤其是

城镇化刺激居民消费需求的机理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有: 城镇化提高消费需求体现在居民收入

增长、人口结构的变动和消费的示范效应上
［10］; 将城市化驱动居民消费需求的作用分为结构效应、

交易效应、保障效应和收入效应四个方面
［11］。这些都未对人口城镇化如何影响消费需求作深入细致

的分析。在实证研究方面，有研究发现，城镇化建设显著地促进了城乡居民消费的增长，对居民消费

需求具有正向推动作用，并且在城镇化的不同阶段对城乡居民消费存在差异
［12 ～ 13］。伴随着城镇化发

展，城乡收入差距总体来讲呈现拉大趋势。根据库兹涅茨 (Kuznets) 的倒 U 型理论，经济增长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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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城镇化由人口和土地两个要素组成，本文所讨论的城镇化是指人口城镇化。目前普遍认为人口城镇化比土地城镇化重要。
居民消费率等于居民消费支出除以按照支出法所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
城乡收入比是指名义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除以名义农村人均纯收入; 城乡实际收入比等于实际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除以
实际农村人均纯收入，实际数据以 1995 年为基期。



收入差距会拉大，因此，收入分配会影响居民消费水平。杨天宇等运用中国 20 年来的数据估算了实

现居民消费水平最大化时的城乡收入差距最优路径，并且发现当前实际城乡收入差距高于最优路径，

这影响了居民消费水平
［14］。苑小丰等研究发现城乡收入差距拉大对一国的消费需求产生消极影响，

而且在中国这种影响是显著的
［15］。还有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城乡收入差距与农村居民消费需求呈

现负相关关系
［16］。因此，现有研究认为城乡收入差距拉大对居民消费需求产生了抑制作用。

其他因素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如人口年龄结构，生命周期假说等理论研究强调收入在人们的一生

中系统地变动从而影响当期消费
［17 ～ 20］，老年人消费研究认为存在预防性储蓄和遗产馈赠

［21 ～ 22］。国内

学者在研究中国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需求关系时所得的人口年龄结构的系数符号有正有负
［23 ～ 26］。

还有一些文献研究了文化、家庭、居民消费行为等方面对消费需求的影响
［27 ～ 30］。

从以上文献的回顾来看，城镇化对居民消费需求的理论研究方面和实证研究还欠缺，远少于人口

年龄结构对居民消费影响的研究，尤其是城镇化影响居民消费需求作用机理的研究较少。因此，如果

将该理论机制研究透彻，将能够加深对城镇化进程中问题的认识。

三、理论机制、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1． 理论机制

图 3 人口城镇化影响消费需求机理图

城镇化是城乡一体化的重要过程，它对人口、经

济、社会和资源环境都会产生巨大影响。城镇化建设

归根到底就是土地和人口两个要素在制度安排上发生

变化，即土地城镇化将农村土地转变为城镇土地，人

口城镇化是农村人口转变为城镇人口使得城镇人口不

断增加，进而对居民消费产生拉动作用。人口城镇化

将会通过收入增加、人口结构变化等途径影响居民消

费行为。因此，基于文献回顾，本文将城镇化影响居

民消费需求的作用机理从收入效应、人口结构效应和

城乡联动效应三个方面来进行论述，即城镇化影响居

民消费需求由这三方面效应构成，如图 3 所示。
第一，收入效应。人口城镇化进程初期会促进较高人力资本或适龄劳动人口进行转移，由于城镇

劳动工资率大于农村劳动工资率，这部分人口将获得更高的收入。根据收入影响消费的理论，在消费

倾向不变甚至在递减的条件下，居民消费需求也会增加。由于居民收入一定，利率的变化会影响到居

民储蓄行为，从而影响居民消费行为。因此，人口城镇化影响消费需求的收入效应将会通过收入和利

率的变化来影响居民消费需求。
第二，人口结构效应。人口城镇化可以看成是人口在城乡分布的比例结构或是不同区域分布的结

构，由于所处环境发生变化，使得这部分转移人口由于交易便利性而使潜在消费需求得到释放，从而

增加消费需求。同时由于城镇和农村生育环境、生育文化和生育政策不同，将对人口年龄结构产生不

同影响。根据生命周期假说和相关研究，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将对居民消费水平产生影响。
第三，城乡联动效应。假定消费者的收入差距保持一定范围，并且消费商品存在“攀比心理”或“示

范效应”。由于存在“攀比心理”使得仍在农村生活的农民与转入城镇的农民相比，在消费过程中会提升

消费层次，这将增加居民消费需求。但如果他们所处收入层次差距过大，则会对消费产生不利的影响。
本文从以上三个方面分析人口城镇化影响居民消费需求的内在机制，并认为其中各因素变化对居

民消费需求产生不同的影响。当前，人口城镇化会由于收入效应中的利率给定、收入增加而增加消费

需求; 人口结构效应中的人口分布改变使得消费需求得到释放，成年型社会的形成会增加消费需求;

城乡联动效应中的收入差距处于一定程度，由于消费“攀比心理”从而增加消费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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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模型设定

本文使用居民消费率来表示消费需求，收入变量使用人均收入增长率来表示，并且认为居民消费

率不仅与其收入增长率有关，还与其当前的收入水平有关。因此，用表达式 (1) 来表示。其中 i 代

表地区，t 代表时间，rc 表示居民消费率，rragdp 表示人均实际 gdp 增长率，ragdp 表示人均实际 gdp，

uit 是随机误差项，其中变量系数为 φ1 、φ2 和截距项 φ0 。
rc = φ0 + φ1 rragdpit + φ2 ragdpit + uit (1)

居民消费需求不仅与收入有关系，还与实际利率有关，再根据人口结构效应和城乡联动效应选择

人口城镇化率、人口年龄结构、城乡收入差距变量。因此，在表达式 (1) 的基础上增加相关变量得

到表达式 (2)。其中 r 表示实际利率，urb 表示人口城镇化率，ya 表示少儿抚养比，oa 表示老年抚养

比，rgap 表示城乡实际收入之比。
rc = φ0 + φ1 rragdpit + φ2 ragdpit + φ3 rit + φ4urbit + φ5yait + φ6oait + φ7 rgapit + uit (2)

最后根据理论机制的城乡联动效应来分析，在表达式 (2) 的基础上增加城乡实际收入比的二次

项，预期城乡实际收入比与居民消费需求存在倒 U 型关系，即得到表达式 (3)。
rc = φ0 + φ1rragdpit + φ2ragdpit + φ3rit + φ4urbit + φ5yait + φ6oait + φ7rgapit + φ8(rgapit)

2 + uit (3)

本模型的解释变量分为关注变量和控制变量，其中关注变量有人口城镇化率和城乡实际收入比;

控制变量有人均实际 gdp 增长率、人均实际 gdp、实际利率、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
3． 数据说明

本文使用 1995 ～ 2010 年全国除西藏、四川、重庆、香港、澳门和台湾之外的 28 个省市数据，数

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新中国 60 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中国人口与就

业年鉴》，其中 2009、2010 年的数据来源于国研网数据中心，所有涉及名义数据都换算成以 1995 年

为基期的数据①。
居民消费率用来衡量居民消费需求，它等于居民消费支出除以按支出法所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

人均实际 gdp 表示居民实际收入水平，人均实际 gdp 增长率 rragdp 是指人均实际 gdp 的变化速度，由

ln( ragdpt) － ln( ragdpt－1) 计算而得; 实际利率为名义利率减去通货膨胀率，名义利率为中国人民银

行一年期定期利率，若在一年内有变化则按时间进行加权计算，通货膨胀率由 lnPt － lnPt－1 计算得出;

人口城镇化率根据城镇人口数除以总人口数，其中城镇人口按照常住人口统计而得，由于统计口径差

异，城镇化率的数据主要以 《新中国 60 年统计资料汇编》中的各地区常住人口数据为基础，并根据

《中国人口与就业年鉴》对 2005 年之后的数据进行补充，其他残缺数据根据周一星、田帅的修补结

果
［31］

进行补充; 少儿抚养比是 0 ～ 14 岁人口结构比例除以 15 ～ 64 岁人口结构比例; 老年抚养比是 65
岁及以上人口结构比例除以 15 ～ 64 岁人口结构比例。城乡实际收入比是指城镇居民人均实际可支配

收入除以农民人均实际纯收入，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实际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实际纯收入分别根据城

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剔除价格效应) 计算得出。详见表 1。

四、模型估计结果和分析

1． 单位根检验

本文采用面板单位根检验方法。Eviews 6. 0 提供了六种面板数据的单位根检验方法，本文选取

LLC 检验方法和 Fish-ADF 检验，其中 LLC 检验用于检验所有个体存在相同的一个单位根，Fish-ADF
检验用于检验所有个体存在不同的单位根。表 2 为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结果。检验结果说明: 在 1%

·66·

① 《新中国 60 年统计资料汇编》和国研网数据的城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都是按上年价格等于 100 进行统计
的，本文将其换算为以 1995 年为基期价格。换算方法为: Pt = Pt* Pt － 1 /100，其中 Pt 表示 t 年的以 1995 为基期价格的价格，Pt
为以上年价格为 100 的价格。其他名义收入变量转换为实际收入变量的计算方法为: Mt = mt * Pt － 1 /100，其中 Mt 为实际数据，
mt 为名义数据。



表 1 各变量定义与统计描述

变量 定义 单位 观测值 均值 最大值 最小值 标准差

rc 居民消费率 % 448 40. 23 77. 10 21. 73 8. 47
rragdp 人均实际 gdp 增长率 % 448 13. 18 30. 74 － 3. 76 5. 43
ragdp 人均实际 gdp 元 448 12389. 2 59270. 9 1826. 0 10288. 0
r 实际利率 % 448 3. 85 10. 98 1. 97 2. 77
urb 人口城镇化率 % 448 43. 54 89. 29 17. 19 15. 67
ya 少儿抚养比 比值 448 30. 26 73. 04 9. 23 9. 70
oa 老年抚养比 比值 448 11. 18 21. 89 5. 25 2. 53
rgap 城乡实际收入之比 比值 448 2. 88 4. 97 1. 60 0. 72

的显著性水平检验下，居民消费率 rc、人均实际 gdp 增长率 rrgap、实际利率 r、少儿抚养比 ya、老年

抚养比 oa 和城乡实际收入比 rgap 这五个变量的原序列是平稳的，而人均实际 gdp ( ragdp) 和人口城

镇化率 urb 在取自然对数之后经过一次差分表现为平稳，即为 I (1)。

表 2 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结果

变量 检验类型 (C，T，K) LLC 统计量 P 值 ADF 统计量 P 值 结论

rc (C，T，AS) － 4. 22 0 86. 25 0. 0058 平稳

rragdp (C，T，AS) － 10. 23 0 148. 03 0 平稳

ragdp (C，T，AS) 14. 39 1 12. 69 1 非平稳

ln ( ragdp) (C，T，AS) － 2. 18 0. 0146 43. 05 0. 8977 非平稳

D ( ln ( ragdp)) (C，0，AS) － 3. 87 0. 0001 82. 62 0. 0119 平稳

r (C，0，AS) － 7. 97 0 54. 18 0 平稳

urb (C，T，AS) － 0. 54 0. 2951 51. 91 0. 4046 非平稳

ln (urb) (C，T，AS) － 3. 30 0. 9995 31. 03 0. 9973 非平稳

D ( ln (urb)) (0，0，AS) － 2. 87 0. 0021 85. 49 0. 0068 平稳

ya (C，T，AS) － 5. 62 0 122. 92 0 平稳

oa (C，T，AS) － 5. 96 0 120. 33 0 平稳

rgap (C，T，AS) － 3. 87 0. 0001 92. 64 0. 0015 平稳

注: 1． 检验类型中的 C、T、K 分别表示含有截距项、时间趋势项和滞后阶数，其中 AS 表示自动选择滞后阶数，根据 schwarz 标

准进行选择; 2． ln 和 D 表示对变量取自然对数和差分; 3． rgap 序列 AS 根据 modified schwarz 标准进行选择。

2． 协整检验

为避免产生“伪回归”现象，进一步对面板数据进行协整分析，检验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的

均衡关系。本文采用 Engle-Granger 方法的 Kao 检验和 Pedrori 检验来进行协整检验，两者都是基于模

型回归残差的协整检验方法。Pedroni 检验选取基于联合组内尺度检验的 Panel ADF 统计量检验和基

于组间尺度检验的 Group ADF 统计量检验。检验结果在表 3 中给出，结果表明: 在 5% 显著水平下，

面板数据存在协整关系，这说明各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能够对面板数据进行估计。

表 3 总样本的协整关系检验结果

变量系统
Kao 检验统计量 Pedrori 检验统计量

ADF-Kao panel ADF group ADF
rc、rragdp、r － 1. 36 (0. 0876) － 4. 10 (0. 00) － 4. 88 (0. 00)

rc、rragdp、r、ln( ragdp)、ln(urb) － 2. 63 (0. 0043) － 7. 63 (0. 00) － 9. 15 (0. 00)

rc、rragdp、r、ln( ragdp)、ln(urb)、ya － 3. 29 (0. 0005) － 6. 57 (0. 00) － 7. 51 (0. 00)

rc、rragdp、r、ln( ragdp)、ln(urb)、ya、oa － 3. 92 (0. 0000) － 5. 59 (0. 00) － 8. 64 (0. 00)

rc、rragdp、r、ln( ragdp)、ln(urb)、ya、oa、rgap － 3. 92 (0. 0001) — —
rc、rragdp、r、ln(ragdp)、ln(urb)、ya、oa、rgap、rgap 2̂ 4. 09 (0. 0001) — —

注: 1． 表中 Kao 检验和 Pedrori 检验的原假设都为各变量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 2． Pedrori 检验最多允许同时检验 7 个变量，故

最后两行的 Pedrori 统计量用 “—”表示; 3． 表中括号内为概率 P 值。

3． 模型回归结果和残差分析

面板数据模型分为变截距和变系数模型、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模型。本文选择变截距模型进行回

归，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根据检验结果判定。将混合回归、固定效应变截距模型和随机效应变截距模

型都进行回归，以便相互对照。模型的最终回归表达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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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c = φ0 + φ1 rragdptt + φ2 ln( ragdp) tt + φ3 rtt + φ4 ln(urb) tt + φ5yatt + φ6oatt +
φ7 rgaptt + φ8( rgap) 2

tt + φi + utt (4)

其中 φi 表示个体效应，表 4 为模型估计结果，其中模型 1 是对表达式 (1) 进行回归，模型 2 是

对表达式 (4) 进行回归。
表 4 模型估计结果

解释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pool OLS) (pool OLS) (FE) (ＲE)

C

rragdp

ln ( ragdp)

121. 338＊＊＊ 93. 901＊＊＊ 97. 888＊＊＊ 98. 302*

(4. 16) (7. 18) (5. 31) (5. 42)

－ 0. 139＊＊＊ － 0. 186＊＊＊ － 0. 154＊＊＊ － 0. 160＊＊＊

(0. 05) (0. 06) (0. 03) (0. 03)

－ 8. 668＊＊＊ － 14. 336＊＊＊ － 10. 541＊＊＊ － 10. 718＊＊＊

(0. 45) (0. 91) (0. 65) (0. 65)

r —

ln (urb) —

ya —

oa —

rgap —

rgap^2 —

Ｒ2 0. 576
Adusted-Ｒ2 0. 574
F 统计量 —

LＲ —
Hausman test —

截面数 28
obs 44

0. 208* 0. 234＊＊＊ 0. 232＊＊＊

(0. 13) (0. 06) (0. 06)

13. 612＊＊＊ 9. 137＊＊＊ 8. 801＊＊＊

(1. 11) (1. 40) (1. 32)

0. 068 － 0. 070＊＊ － 0. 057*

(0. 05) (0. 03) (0. 04)

0. 959＊＊＊ － 0. 376＊＊＊ － 0. 316＊＊＊

(0. 13) (0. 10) (0. 10)

7. 757＊＊＊ 7. 730＊＊＊ 8. 264＊＊＊

(3. 00) (1. 90) (1. 90)

－ 0. 715* － 1. 113＊＊＊ － 1. 120＊＊＊

(0. 47) (0. 28) (0. 29)

0. 699 0. 933 0. 796
0. 694 0. 927 0. 792
— 53. 37 (0. 00) —
— 673. 58 (0. 00) —
— — 27. 96 (0. 0005)

28 28 28
448 448 448

注: 1． 被解释变量为 rc; 2． ＊＊＊、＊＊、* 分别表示 1%、5%、10%显著性水平; 3． 括号内

数值为异方差稳健标准差; 4． pool OLS、FE、ＲE 分别表示普通面板回归、固定效应和随机

效应; 5． F 检验和 LＲ 检验的原假设为模型设定为混合回归合理，括号内为 p 值; 6．
Hausman test 检验的原假设为模型设定为随机效应，括号内为 p 值。

(1 ) 模 型 效 应 检 验。
对混合回归模型、固定效应

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进行设

定检验，其中混合模型与固

定效 应 模 型 使 用 Ｒedundant
Fixed Effects Likelihood Ｒatio
检验，得 到 F 统 计 量 和 LＲ
统计量，固定效应和随机效

应使用 Hausman 检验。表 4
的检验结果显示: 在 1% 显

著水平下，模型设定为固定

效应合适。
(2 ) 模 型 回 归 残 差 分

析。在固定效应变截距模型

回归结果的基础上生成残差，

然后对其进行面板数据单位

根检验，检验该残差是否平

稳来判定模型设定及模型回

归结果的优劣性。面板回归

残差单位根检验结果如表 5
所 示， 经 采 用 LLC 检 验、
Breitung 检 验、 IPS 检 验、
Fish-ADF 检 验、 Fish-PP 检

验，结果显示: 在 1% 显 著

水平下，除 Breitung 检验外，

其他统计量显示面板回归残差是平稳的。因此，模型设定为固定效应变截距模型合理且其所得回归结

果良好。
表 5 面板回归残差检验结果

检验方法 统计量 概率值

相同单位根检验 (原假设: 各截面序列具有一个相同的单位根)

LLC － 5. 881 0. 0000
Breitung － 0. 077 0. 4692

不同单位根检验 (原假设: 各截面序列具有不同的单位根)

IPS － 3. 486 0. 0002
Fish-ADF 95. 905 0. 0007
Fish-PP 88. 125 0. 0040

4． 实证结果分析

根据模型估计结果和检验结果，采用固

定效应变截距模型估计所得结果显著性较好，

其结果在表 4 的第三列得到反映。下面对该

实证结果进行分析。
第一，人口城镇化对增加居民消费需求

的解释。根据模型估计结果，在 1% 显著性

水平下，人口城镇化率的对数与居民消费率

呈现正相关关系，即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从其系数来看，增加 1 单位的人口城镇化率对数将会提高居

民消费率 9. 137 个百分点，并且连续增加 1% 城镇化率所能增加的居民消费需求呈现递减趋势，因

此，需要把握推动城镇化建设的时机。人口从农村转移到城镇，改变了人口分布格局，增加了居民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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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从而刺激居民消费。这一结论符合本文所分析的人口城镇化增加消费需求机制的预期，为城镇化

成为扩大内需的潜力所在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但大规模的城镇化也存在许多弊病，因此，城镇化

过程中不仅要看到它是扩大内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途径，还要把握城镇化建设的时机，更重

要的是为转移进来的农民提高收入、提供良好的生活环境，让转移进来的农民能留下来，让他们真正

成为城镇居民，这样城镇化才能成为经济稳定发展的真实动力。
第二，城乡收入差距与居民消费需求关系得到了不同的结果。大部分研究结论为城乡收入差距与

居民消费需求呈负相关关系
［32 ～ 33］。在 1% 显著水平下，城乡实际收入差距与居民消费需求呈现倒 U

型的关系，符合了理论机制分析。事实上，这一结论符合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再让这部分人带

动另外的人富起来”的思想。因为富起来的那部分人在拉大收入差距的同时能够增加富人的消费需

求，同时由于“攀比心理”刺激其他人的消费，然后带动另一部分富起来，这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
此时，新富裕起来的那部分人会增加消费需求。因此，收入差距先增加后减少都是有利于增加消费需

求的。经计算，倒 U 型关系中峰值出现在城乡实际收入比为 3. 47 时，即当城乡实际收入之比小于

3. 47 时，差距拉大有利于刺激消费需求，而当城乡实际收入差距大于 3. 47 时，就会产生抑制作用。
从所获得的数据来看，当前城乡实际收入差距大于 3. 47 的主要是在贵州、云南、陕西、甘肃等西部

地区和少数中部省份，因此，从城乡实际收入差距角度来看，这些地区应当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对

于其他地区呢? 有研究表明，城乡收入差距存在较大的低估现象
［34］。因此，只有进一步准确计算城

乡收入差距才能作更好的判断。
第三，对于其他变量的分析。在 1%显著性水平下，人均实际 gdp 增长率与居民消费率都呈现负

相关关系，这与其他研究所得到的结论一致
［35］。在 5% 显著性水平下，少儿抚养比呈现负相关关系，

支持了家庭投资于小孩人力资本的观点。在 1%显著性水平下，老年抚养比呈现负相关关系，支持了

老年人存在较强的预防性储蓄和遗产馈赠观点
［36 ～ 37］。在 1% 显著性水平下，人均实际 gdp 的对数所

代表的居民收入水平与居民消费率呈现负相关关系，支持了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规律。最后，在 1%
显著性水平下，实际利率 r 与居民消费率呈现正相关关系，实际利率提高 1 个百分点将使得居民消费

率提高 0. 234 个百分点，说明居民具有较强的预防性动机。

五、结论和研究展望

城镇化是增加消费需求的潜力所在。本文首先从收入效应、人口结构效应和城乡联动效应三个方

面来分析城镇化影响消费需求的理论机制，再利用 1995 ～ 2010 年全国 28 个省市面板数据，运用固定

效应变截距面板模型，研究了人口城镇化、城乡收入差距与消费需求之间的关系。
本文的主要结论有: 第一，从收入效应、人口结构效应和城乡联动效应三方面构建了城镇

化影响消费需求的理论机制的分析框架，深入分析城镇化影响消费需求的三个效应，为实证分

析做铺垫; 第二，在理论机制的分析框架下，设定计量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 一是人

口城镇化对居民消费需求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且连续增加 1% 城镇化率所能增加的居民消费需

求呈现递减趋势。因此，需要把握城镇化扩大内需的时机，这样城镇化才能成为经济发展的真

实动力。二是城乡收入差距与居民消费需求之间呈现倒 U 型的关系，即城乡实际收入差距在一

定范围内增加，有利于刺激消费需求，但超过了该范围就会抑制消费需求的扩张。根据回归结

果计算居民消费率出现峰值时的城乡实际收入比为 3. 47，通过相关研究及比较发现，缩小城乡

收入差距已是大势所趋。
本文利用全国 28 个省市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但并没有进行分区域的研究。我国东、中、西

部人口城镇化建设差距较大，不同省市之间的城镇化率也有较大差异。如果对城镇化率高的地区也积

极推进人口城镇化发展战略，必然会暴露更多的城镇化弊病。因此，有必要进行分区域的研究，以制

定相应的人口城镇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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