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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要：根据传统消费理论，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选择我国城镇居民消费数据，采用状态空间模型和

向量自回归模型对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和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发现消费波动对居民

边际消费倾向的影响有限，老年抚养系数、总抚养系数和少年抚养系数依次是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的重

要影响因子。实证结果证实了模型的结论，且发现我国城镇居民消费倾向具有非对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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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不断递增，但进入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宏观经济 发 生 了 明 显 的 变 化，社 会 需 求 长 期 表 现 不 足，边 际 消 费 倾 向 不 断 递 减。
在这种形势下，政府曾运用扩张性的经济、财政政策以刺激经济，虽然对社会投资需求起到了一

定的积极作用，但居民消费需求依旧低迷、反应迟钝。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前，人口结构中总负担系数和少儿负担系数呈明 显 递 减 的 趋 势。进 入 ９０

年代以来，老年负担系数表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而少儿负担系数递减的速度明显减小，总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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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数也表现出了比 ９０ 年代以前稍弱的递减趋势，因此，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很可能是影响城镇居

民消费的一个重要因素。
居民消费不足会直接影响到经济的发展，根据生命周期理论，不同年龄结构人群的消费是有

差别的。因此，在当前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下，深入挖掘人口结构变动与我国居民消费行为之间

的关系，积极正确地引导居民消费，对促进经济稳定持续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

一、文献综述

在国内外众多消费理论中，研究人口年龄结构对消费影响的文献已有不少建树。美国经济学

家莫迪利安尼和布伦贝格的生命周期假说认为，在人口构成没有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长期来

看边际消费倾向是稳定的。但是，如果一个社会的人口年龄结构发生变化，则边际消费倾向就会

相应发生变化
［１］。保罗·舒尔茨根据１９５２ ～ １９９２ 年间对 １６ 个亚洲国家和地区的观察，指出一个

国家人口的年 龄 构 成 与 储 蓄 之 间 不 存 在 重 大 的 依 赖 关 系
［２］。希 金 斯 （Ｈｉｇｇｉｎｓ） 和 威 廉 姆 森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ｏｎ） 的研究认为人口年龄变动是近期亚洲国家储蓄率上升和经济增长的核心因素
［３］。李

文星等利用中国 １９８９ ～ ２００４ 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和动态 ＧＭＭ 估计方法考察了我国年龄结构变化

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显示少儿抚养系数对居民消费有负面影响，老年抚养系数对消费的影响不显

著
［４］。李建民通过标准消费人的方法，说明老年人的消费需求具有与其他年龄结构人口不同的

特点
［５］。李俭富通过对经济变量、人口结构变量与储蓄关系的研究，表明储蓄率与少儿抚养比

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
［６］。王金营通过对我国自 １９７８ 年以来的时间序列数据的分析和引入标准消

费人的概念和变量，有效地解决了消费函数中人口年龄结构影响的分析问题
［７］。王刚采用抽样

调查数据，通过对未来北京市居民年龄结构的演进分析及相关年龄组人群的消费结构分析，推导

出居民储蓄率相对于年龄结构的 Ｍ 型变化图
［８］。

由于传统的基于年龄结构角度研究消费问题的文献大部分是从消费额的绝对数出发，大多采

用居民消费这一宏观概念，且假定边际消费不变，方法上侧重于理论的改进，许多研究只是基于

定性分析或者利用简单的数量模型，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更深层次的研究。本文在传统研究视

角的基础上，采用 ＶＡＲ 模型、状态空间模型与相对完整和准确的城镇居民消费数据，力图在实

证分析上有所创新。另外，本文选择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居民心理特征的、时变的居民边际消

费倾向作为居民消费行为参数。

二、计量模型与数据

（一） 数据的说明及模型设计

本文的数据期间为 １９７８ ～ ２００８ 年，消费变量采用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Ｃｔ），收入变量采

用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 （Ｙｔ），其中 １９７８ ～ １９８６ 年数据取自 《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

汇编》，１９８７ ～ ２００８ 年数据取 自 福 州 大 学 图 书 馆 数 据 中 心 中 国 经 济 信 息 网①。此 外， 总 抚 养 比

（ＧＤＲｔ） 是 ０ ～ １４ 岁 人 口 数 加 ６５ 岁 及 以 上 人 口 数 与 １５ ～ ６４ 岁 人 口 数 的 比； 老 年 人 口 抚 养 比

（ＯＤＲｔ） 是 ６５ 岁及以上人口数与 １５ ～ ６４ 岁人口数的比；少儿抚养比 （ＣＤＲｔ） 是 ０ ～ １４ 岁人口数

与 １５ ～ ６４ 岁人口 数 的 比，其 中 １９７８ ～ １９８９ 年 数 据 采 用 王 金 营 利 用 年 龄 移 算 的 方 法 估 计 的 数

据
［９］，１９９０ ～ １９９３ 年的数据来自于 《１９９０ 年以来中国常用人口数据集》［１０］，１９９４ ～ ２００８ 年数据

来自福州大学图书馆数据中心中国经济信息网②。其中，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消费支出是通过

价格指数调整后的数据，消费波动的支出变异系数 （Ｗｔ） 是消费波动的 ＥＧＡＲＣＨ 模型分析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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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福州大学图书馆数据中心中国经济信息网 ． ｈｔｔｐ： ／ ／ ｃｅｉｎｅｔ． ｆｚｕ． ｅｄｕ． ｃｎ． ２００９ － １０ － ０２。
同①。



数据，时变边际消费倾向 （ＭＰＣｔ） 是利用状态空间模型估计后的数据。
为了消除可能产生的异方差现象，对所涉及的变量做取对数处理。利用上面的数据，首先对

有关变量的平稳性进行 ＡＤＦ 检验，结果如表 １。

表 １摇有关变量的 ＡＤＦ 单位根 （平稳性） 检验

变量符号 变量名称摇摇摇 检验类型

（ｅ， ｔ，ｄ）
ｔ统计量 临界值 Ｐ 值

ｙｔ 人均可支配收入 （ｅ， ｔ，１） － ３ ６８３２２２ － ３ ２８６９００ ０ ０５０７
ｃｔ 人均消费支出 （ｅ， ｔ，１） － ４ ０９３２７４ － ３ ６３２８９６ ０ ０２０３
ｌｙｔ 人均可支配收入取对数 （ｅ， ｔ，１） － ３ ８８８４２４ － ３ ５７４２４４ ０ ０２５７
ｌｃｔ 人均消费支出取对数 （ｅ，０，１） － ３ ３８０８１３ － ２ ９６７７６７ ０ ０２０１

ｌｍｐｃｔ 时变边际消费倾向取对数 （ｅ， ｔ，１） － ５ ６１６２３４ － ３ ５７４２４４ ０ ０００４
ｌω ｔ 消费支出变异系数取对数 （ｅ， ｔ，１） － ５ ０２２４０３ － ３ ５８７５２７ ０ ００２１
ｌｏｄｒｔ 老年人口抚养比取对数 （ｅ， ｔ，１） － ３ ９４７６６４ － ３ ５８０６２３ ０ ０２３１
ｌｃｄｒｔ 少儿人口抚养比取对数 （ｅ， ｔ，０） － ４ ６００４７２ － ３ ５９５０２６ ０ ００５８
ｌｇｄｒｔ 总抚养比取对数 （ｅ， ｔ，０） － ４ ８２１６７２ － ３ ６２２０３３ ０ ００４２

摇摇注：ｅ 和 ｔ 分别表示带有常数项和趋势项，ｄ 表示差分的阶数。表示 １０％ 水平下显著，其余均为 ５％ 水平下显著。

在对我国城镇居民消费行为的实证分析中，首先利用实际居民消费性支出数据和实际居民可

支配收入数据 （经价格指数调整后 的 数 据 ），依 据 状 态 空 间 模 型 估 计 出 居 民 的 时 变 边 际 消 费 倾

向。然后利用居民消费性支出数据，依据 ＥＧＡＲＣＨ 模型估计出消费波动变异系数序列。最后利

用这些已估 计 出 的 数 据 和 总 抚 养 系 数、老 年 抚 养 系 数 及 少 年 抚 养 系 数 依 据 向 量 自 回 归 模 型

（ＶＡＲ） 进行估计与检验，并通过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来进一步分析他们之间的关系。实证

部分数据处理主要采用 Ｅｖｉｅｗｓ ５ ０ 数据分析软件，数据预处理部分采用 Ｅｘｃｅｌ ２００３ 软件。
（二） 边际消费倾向的状态空间模型分析

传统方法对消费问题的研究大多是在假定边际消费倾向不变的情况下进行的，但是由于消费

和收入之间的关系是随着经济的发展、改革的推进、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而变化的，因此，这种

假定明显限制了对消费与人口年龄结构之间相互关系的深入研究。另外，作为消费与收入之间动

态关系的边际消费倾向是一种不可观测的变量，而状态空间模型常被用来估计不可观测的时间序

列。因此，依据状态空间模型对实际收入与消费之间的关系进行时变系数估计，估计结果如下。

量测方程：Ｃｔ ＝ ＭＰＣｔ × Ｙｔ ＋ μ ｔ

状态方程：ＭＰＣｔ ＝ ０ ９９９８ × ＭＰＣｔ－１ ＋ δ ｔ

Ｒ２ ＝ ０ ９９９７２０摇 Ｄ． Ｗ． ＝ ２ ０９
摇摇式中，ＭＰＣｔ 表示居 民 边 际 消 费 倾 向。根 据 估 计 的 结 果 表 明 模 型 在 统 计 意 义 上 是 高 度 显 著

的。由前文的变量平稳性检验结果得知 Ｃｔ 和 Ｙｔ 都是非平稳的，都是一阶单整序列。因此，为了

检验以上估计结果的可靠性，还需对状态空间模型估计的结果进行协整分析。利用 ＥＧ 两步法对

方程的残差进行平稳性检验，结果表明，在 １％ 的显著性水平下，ｔ 统计量的绝对值 （８ ８１２） 大

于临界水平的绝对值 （４ ３）。说明状态方程的残差项是平稳的，因此，估计结果是可靠的。根

据此模型可以计算出随时间推移的边际消费倾向 （见图 １），并记录当下该时变的边际消费倾向

序列值 （ＭＰＣｔ） 作为下文分析的变量之一。
（三） 居民消费的 ＥＧＡＲＣＨ 模型分析

根据相对收入理论的 “棘轮效应”和 “示范效应”，消费者易于随收入的提高增加消费，但

不易随收入的降低而减少消费，并且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受周围人消费水准的影响。这种微观层面

的不对称特征可 能 会 造 成 宏 观 上 的 不 对 称 效 应，因 此，用 ＥＧＡＲＣＨ 模 型 来 描 述 居 民 消 费 的 波

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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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摇人口结构变化和边际消费倾向长期趋势图

注：总负担系数 ＝
Ｐ０ ～ １４ ＋ Ｐ６５ ＋

Ｐ１５ ～ ６４
× １００％ ，少 儿 负 担 系 数 ＝

Ｐ０ ～ １４

Ｐ１５ ～ ６４
× １００％ ， 老 年 负 担 系 数 ＝

Ｐ６５ ＋

Ｐ１５ ～ ６４
× １００％ ，

边际消费率为上文中计算的结果。

首先利用我国城镇居民的消费支出数据对均值方程进行 ＯＬＳ 估计，然后对其残差序列进行

ＡＲＣＨ 效应检验，具体估计结果如下：

Ｃｔ ＝ １ １０５９２８ × Ｃｔ（－ １）＋ μ ｔ

Ｒ２ ＝ ０ ９９７１８１摇摇Ｓｔｄ Ｅｒｒｏｒ ＝ ０ ００７３０２摇 ｔ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 １５１ ４５０９
摇摇其残差序列 根 据 拉 格 朗 日 乘 数 法 （ＬＭ） 进 行 ＡＲＣＨ 效 应 检 验，发 现 在 不 同 的 滞 后 阶 数 Ｐ
时，相应的 Ｆ 统计量和 Ｔ × Ｒ２

统计量的伴随概率均接近于 ０，说明存在明显的 ＡＲＣＨ 效应，按照

ＡＩＣ 和 ＳＣ 准则，通过比 较 多 个 不 同 的 估 计 结 果， 最 终 采 用 ＡＲＭＡ （１，０） ／ ＥＧＡＲＣＨ （１，０）

模型对居民消费波动进行估计。在假设残差的条件分布服从正态分布的情况下估计结果如下：

Ｃｔ ＝ １ １１１９３７ × Ｃｔ（－ １）＋ μ ｔ

Ｓｔｄ． Ｅｒｒｏｒ ＝ ０ ００９５５８摇摇摇ｚ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 １１６ ３３６７

ｌｎ（σ２ ） ＝ １ ５４０３９５ ＋ ０ ７５６９６５ ｌｎ（σ２
ｔ －１ ）＋ ０ ９９０９４４ μ ｔ －１

σ ｔ －１

－ ２
槡π ＋ ０ １８６３９８

μ ｔ －１

σ ｔ －１

摇摇标准差摇摇 （１ ５０８７４２） 摇摇摇（０ １９２５４４） 摇摇摇 摇（０ ６２４６２２） 摇摇摇（０ ３９０８５７）

Ｚ 统计量 摇 （１ ０２０９７９） （３ ９３１３８５） （１ ５８６４６９） （０ ４７６８９７）

Ｒ２ ＝ ０ ９９７１１５摇摇摇 Ｄ． Ｗ． ＝ １ ２２８０８８
由上面的结果可以看出各个系数的估计在统计意义上都是显著的，然后再对其残差序列进行

ＡＲＣＨ 效应检验，在不同的滞后阶数 Ｐ 情况下，相应的 Ｆ 统计量和 Ｔ × Ｒ２
统计量的伴随概率均

不等于 ０，说明残差序列的 ＡＲＣＨ 效应消失了，因此估计模型是可用的。最后，根据上述的估计

模型计算我国城镇居民的消费波动性，得到条件异方差序列 （σ２
ｔ ）。由于该方差序列是基于水平

值序列计算出来的，为了消除变量单位的影响，根据 ｗｔ ＝ σ ｔ ／珋ｃ，其中，珋ｃ 表示消费支出的平均水

平，将计算出的变异系数序列作为居民消费波动的数值。
（四） 人口结构变化对边际消费倾向的实证分析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居民消费存在非对称效应，因此，接下来采用 ＶＡＲ 模型深入

研究人口结构变动对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的影响。
１ 向量自回归 ＶＡＲ 模型的构建

进行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分析，需要建立一个稳定的 ＶＡＲ 模型。在此选用变量 ｌｍｐｃｔ、
ｌω ｔ、ｌｏｄｒｔ、ｌｃｄｒｔ 和 ｌｇｄｒｔ，建立一个五元的 ＶＡＲ 模 型 进 行 分 析。根 据 似 然 比 （ＬＲ） 检 验 的 最 大

值、ＡＩＣ 和 ＳＣ 准则的最小值综合比较，选择最佳滞后阶数为 ２，确定模型为 ＶＡＲ （２） 的形式。
ｙｔ ＝ Γ０ ＋ Γ１ ｙｔ －１ ＋ Γ２ ｙｔ －２ ＋ μ 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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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摇其中：ｙｔ 是一个五维的内生变量，Γ 为待估计系数矩阵，μ ｔ 为随机扰动项。对该 ＶＡＲ （２）

模型进行 ＯＬＳ 估计，通过观察模型估计后的 ＡＲ 根图表可知估计模型的所有根的模的倒数均小于

１，即在单位圆内，因此 ＶＡＲ （２） 模型是稳定的可以用来计量分析。

表 ２摇最大特征值检验

原假设 特征值 最大特征值 ５％ 水平临界值 Ｐ 值

Ｎｏｎｅ ０ ８１１８ ４５ ０９６６９ ３３ ８７６８７ ０ ００１６
Ａｔ ｍｏｓｔ １ ０ ６２３６０２ ２６ ３８１９１ ２７ ５８４３４ ０ ０７０６
Ａｔ ｍｏｓｔ ２ ０ ４３２１２５ １５ ２７８０４ ２１ １３１６２ ０ ２６９９
Ａｔ ｍｏｓｔ ３ ０ ２００８７９ ６ ０５４５７１ １４ ２６４６ ０ ６０６２
Ａｔ ｍｏｓｔ ４ ０ ０２１９５４ ０ ５９９３５ ３ ８４１４６６ ０ ４３８８

２ Ｊｏｈａｎｓｅｎ 协整检验

由 上 述 单 位 根 检 验 结 果

（表 １） 可知该 ＶＡＲ （２） 模 型

中存在 Ｉ （１） 现 象，为 了 避 免

出现虚假 回 归 的 现 象， 需 要 进

一步对 该 ＶＡＲ （２） 模 型 进 行

Ｊｏｈａｎｓｅｎ 协 整 检 验， 在 此 采 用

最大特征值的方法进行检验，结果如表 ２ 所示。
表 ２ 的检验结果均表明，其对应的原假设 Ｎｏｎｅ （表示无协整关系） 的统计量的值大于 ５％

显著性水平的临 界 值，说 明 我 们 可 以 在 ９５％ 的 置 信 水 平 下 拒 绝 无 协 整 的 假 设， 即 ｌｍｐｃｔ、 ｌω ｔ、
ｌｏｄｒｔ、ｌｃｄｒｔ 和 ｌｇｄｒｔ 五个变量间存在协整关系，它们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对它们的回归不是

虚假回归。因此可以用 ＶＡＲ （２） 模型进行下一步的分析。
３ 脉冲影响分析

脉冲响应函数分析是 ＶＡＲ 模型中的一个内生变量的冲击对其他内生变量所造成的冲击和影

响，而方差分解分析是分析每一个结构冲击对内生变量的变化的贡献度。
由图 ２ 可以看出，①本期边际消费倾向的变动会给自身带来持续的正向影响。②消费波动受

到冲击后对居民边际消费倾向造成的影响比较微弱。以上两点说明居民消费行为具有一定的惯

性。这点与相对收入理论是相符合的。③总抚养系数受到冲击后会对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产生持续

的抑制作用，且这种抑制作用在第 ３ 期达到最大。④老年抚养系数受到冲击后会对居民边际消费

倾向产生显著的持续抑制作用，且这种抑制作用在第 ３ 期达到最大，然后逐渐递减在第 １０ 期趋

于为 ０。⑤少年抚养系数受到冲击后开始会对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产生明显的促进作用，但这种促

进作用逐渐递减，在第 ６ 期减少为 ０，然后对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产生稳定持续的抑制作用。综合

③④⑤说明人口结构变动的确会对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产生显著影响，当老年人口比重增大时，老

年人口由于缺少收入来源，处于理性预期的考虑，并受我国当前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的影响，会

减少消费的支出。而少年人口比重增大时，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在明显增大，主要是因为家庭对子

女教育支出的投资，现在很多家庭把对子女的教育投资看做自己的长期投资：一方面与我国的文

化习俗相关，出于养老的考虑，家庭会把子女看做自己以后养老的保障；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计划

生育的原因，现在大多数家庭只有一个子女，这些家庭把对子女数量上的投资转化为质量投资，

因此，很多家庭对子女的投资是相当奢侈的。但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这种促进作用会转变为

一种家庭负担，甚至举债，因此，这种促进作用在第 ６ 期后转变为对边际消费倾向的抑制作用。
但是总抚养系数的变动会对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产生持续的抑制作用，说明我国当前在社会保障、
医疗保障各方面做的还不是很理想，造成居民的消费恐惧，预防性储蓄增加，边际消费倾向不断

降低。
４ 方差分解分析

同样根据 ＶＡＲ 模型可以进行方差分解分析，方差分解见表 ３。根据表 ３ 可以看出，在对居

民边际消费倾向的第 １ 期贡献率中，ＬＭＰＣ 是唯一的方差来源，但在第 ２ 期之后，方差来源发生

了明显的变化，ＬＭＰＣ 自身受到冲击对其方差的影响迅速减少，到第 １０ 期时基本稳定在 ２５％ 的

水平，而来自 ＬＯＤＲ 的方 差 迅 速 增 大，其 中 第 ６ 期 得 到 最 大 的 ４０％ ，到 第 １０ 期 时 基 本 稳 定 在

３６％ 的水平，来自 ＬＣＤＲ 的方差自第 ２ 期迅速增加到 ２４ ５％ 后，呈现略微上升的态势，到第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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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摇摇

图 ２摇ＶＡＲ （２） 模型相应的脉冲响应图

摇摇摇注：横轴表示冲击作用的滞后期间数 （年），纵轴表示相应的变量，实线表示脉冲

响应函数曲线，虚线表示正负两倍标准差的偏离带，预测期为 １０ 期。

表 ３摇１ ～ １０ 期 ＬＭＰＣ 的方差分解表

Ｐｅｒｉｏｄ Ｓ Ｅ． ＬＭＰＣ ＬＷ ＬＧＤＲ ＬＯＤＲ ＬＣＤＲ
１ ０ ０２４４７５ １０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００
２ ０ ０３２７５９ ５８ ０７２６０ ０ ２１４８０４ １ ６４７８２９ １５ ５３５７８ ２４ ５２９００
３ ０ ０４２７２６ ３４ １７１３１ ０ ５７３０３６ ５ ０４８９７９ ３１ ２３０８１ ２８ ９７５８７
４ ０ ０４８２２５ ２７ ６２２６２ ０ ４５７０８９ ６ ３５７０５８ ３６ ７６８２８ ２８ ７９４９６
５ ０ ０５１１３９ ２５ ５０５４０ ０ ８９５６１７ ６ ９１５１９５ ３９ １７４８３ ２７ ５０８９５
６ ０ ０５２９３８ ２４ ９７３７２ １ ５０２０３１ ７ ７２９５１４ ４０ １１７０８ ２５ ６７７６６
７ ０ ０５４６８０ ２５ ３９３０１ １ ６３６２３６ ８ ４１７３６９ ３８ ９６１６６ ２５ ５９１７３
８ ０ ０５６２１７ ２５ ５２１５９ １ ６０１８６２ ８ ８５７３８３ ３７ ３３３２９ ２６ ６８５８７
９ ０ ０５７２８９ ２５ １４９６９ １ ５７６００２ ９ １５９０８６ ３６ １８７２６ ２７ ９２７９６
１０ ０ ０５８０１９ ２４ ７３１２９ １ ５８８８４３ ９ ２４８４３９ ３５ ３８３９８ ２９ ０４７４４

期基本稳定在 ２９％ 的 水 平，而 来 自 ＬＷ 的 方 差 尽 管 一 直 存 在，但 是 很 小，基 本 稳 定 在 １ ６％ 左

右，ＬＧＤＲ 的方差贡献率呈递增趋势，到第 １０ 期已达到 ９ ２４％。
综合方差分解分析可知，长期来看 ＬＯＤＲ 冲击是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的第一方差来源，ＬＣＤ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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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击是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的第二方差来源，而 ＬＷ 的冲击对边际消费倾向的方差解释力最弱。这

就充分说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产生显著的影响。

三、结论分析及政策建议

通过建立状态空间计量模型和 ＶＡＲ 模型分析了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对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的

影响，研究揭示 了 若 干 有 经 济 和 社 会 意 义 的 发 现，可 得 出 以 下 结 论：①根 据 状 态 空 间 向 量 和

ＥＧＡＲＣＨ 模型分析可以看出，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存在不对称效应。②由 ＶＡＲ 模型分析结果可以

看出无论是在短期还是在长期，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我国居民消费的影响显著。其中，总抚养系

数和老年抚养系数的冲击对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产生持续的负影响，而少年抚养系数的冲击在短期

内会产生正的影响，长期则产生负的影响。③由方差分解结果可知老年抚养系数冲击将持续是居

民边际消费倾向 方 差 的 主 要 来 源， 人 口 老 龄 化 会 引 起 经 济 社 会 的 储 蓄 上 升 和 边 际 消 费 倾 向 的

下降。
这些结论是符合我国居民消费实际情况的，具有解释力。由于受传统文化和消费理念的影

响，我国城镇居民消费存在明显的消费惯性现象，即消费者易于随收入提高而增加消费，但不易

随收入降低而减少消费。但是消费习惯的培养需要一定的过程，不同年龄结构的人群具有不一样

的消费习性和消费结构，老年人口的消费行为比年轻人节俭，加上对未来退休后生活保障的考虑

和消费结构的限制，预防性储蓄倾向会比较高，边际消费倾向比较弱。因此，如何根据人口年龄

结构积极有效地引导居民消费对于我国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意义重大，特别是在现阶段国内需求

不足的情况下，研究人口年龄结构和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就越发的重要。
上述结论对于政府及相关决策部门根据本地区的人口年龄结构制定相关的政策决策，对积极

引导居民消费具有借鉴意义，据此提出以下相关建议：①根据我国城镇居民消费表现出的消费惯

性和不对称效应，及其边际消费倾向对自身产生的持续正影响，积极地引导和培养居民的消费行

为，依此产生对消费的持续稳定的促进和惯性作用；②由于受老年人口抚养系数影响显著，政府

和有关决策部门应积极健全社会保障制度，降低居民个人生活的不确定性；③积极开拓不同年龄

人群的消费模式，积极调整不同年龄结构群体的消费结构，挖掘年龄结构造成的消费死角；④提

高居民的收入水平，只有收入提高了才能从根本上增强居民对未来的信心，促使居民更加积极地

进行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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