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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运用生命周期模型、家庭储蓄需求模型和家庭生育决策理论等分析了人口结构 

变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渠道，并利用2001—2009年中国农村省际面板数据对人口年龄结构、 

性别结构与居民消费的关系进行了经验分析。研究表明，农村少儿抚养比与农村居民消费率 

显著负相关，农村老年抚养比与农村居民消费率显著正相关，而农村人口性别比系数的稳健 

性较 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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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 on life circle model，family saving demand model and decision on birth theories 

etc．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ways how rural papulation structure affects the rural household 

consumption．Taking advantage of provincial panel data in the years of 2001—2009，we analyz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age structure，sex structure and household consumption．The results as follows： 

children dependency ratio h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 with household consumption rate， 

and old dependency ratio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rural household consumption rate．By contrast，the 

coefficient of rural sex ratio iS not robust． 

Keywords： rural children dependency ratio；rural old dependency ratio；rural sex ratio；rural 

household consumption rate．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GDP年均增长率接近 10％。然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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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居民消费率 自20世纪9O年代以来却呈现持续下降的趋势。国内消费不足，尤其是农村消费不足 

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 

我国学者对农村消费不足的原因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刘建国认为我国农村居民消费倾向偏低原 

因包括收人的不稳定导致预防性储蓄动机、面临强流动性约束、社会保障不健全、基础设施落后抑制 

耐用消费品需求等 J。王宏伟认为收入增速下降、不确定性因素增多、产品结构不适应农村消费的 

特点和农民的偏好、不适应农村消费领域需求的消费环境等是制约我国农民消费的基本因素 J。近 

年来关于农村消费问题的实证研究主要集中在对预防性储蓄和流动性约束的检验方面，罗梦亮利用农 

村住户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的结论表明，农村居民消费行为具有较为显著的预防性动机 J。无论 

是农村省际面板数据还是农村微观面板数据的估计结果均支持流动性约束假说 J。目前，预防性储 

蓄和流动性约束假说已经成为了解释我国农村消费不足问题的主流观点。 

尽管上述研究对我国农村消费不足的原因进行了有益的探讨，但却可能忽视了另一个重要因素， 

即农村人口结构。农村消费不足还可能源 自于农村人口结构 (年龄结构、性别结构)的变化。一般 

来说，不同年龄、不同性别的人群的消费方式存在显著的差异，比如儿童、老年人的消费不同于青壮 

年人的消费，女性群体的消费一般不同于男性群体的消费。因此，不同年龄、不同性别的人 口之间的 

消费倾向往往存在一定的差异。如果一个社会中上述各类人群的比例发生了变化，那么，这个社会中 

代表性居民的消费倾向 (消费率)也可能因此而发生变化。中国农村消费不足是否与农村人口年龄 

结构、性别结构的变化密切相关?这个问题的答案目前尚不清楚。 

中国政府长期严格推行计划生育政策，随之而来的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以及人均寿命的延长已经 

导致中国的人 口年龄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比如，总人 口中儿童人 口所占的比例下降，老年人口所 

占比例上升。农村人口年龄结构的这种变化很可能会影响农村居民整体的消费水平。另一方面，中国 

计划生育政策的内容中包含了 “性别歧视”的规定，以及农村地区仍广泛存在的 “重男轻女”的观 

念，使得新生人口性别比例失衡，从而导致中国农村人口的性别结构发生变化，而这种人 口性别结构 

的变化也可能对农村居民的消费造成影响。 

一

、 人口结构与居民消费关系的理论分析 

1．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 

(I)生命周期假说中蕴涵的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的关系。莫迪利安尼和布伦贝格在 20世纪 

5O年代发表的一系列文章用费雪消费者行为模型研究消费函数。他们强调收人在人一生中系统地发 

生变动，储蓄使消费者可以把一生中收入高的时期的收入转移到收入低的时期。。 。即个人可以通过 

跨期的最优配置，使消费维持在最优的水平上。从个人一生的时间发展顺序看，一个人年轻时的收入 

较少，但具有消费的冲动及精力，此时的消费会超过收入；进人中年后，收人会逐步增加，收人大于 

消费，其收入实力既可以偿还年轻时的债务，又可以为今后的老年时期进行积累；退休之后步人老 

年，收入减少，消费又会超过收入，形成负储蓄。此消费行为的一个必要前提是，个人可以通过借款 

和储蓄来平滑其一生的消费。一般来说，适龄劳动人 1：1(working age population)将其收入和财富分 

为三个部分，一部分用于自身消费，一部分用于抚养下一代，还有一部分储蓄起来用于退休后开支。 

因此，在一个经济体中，适龄劳动人口为正储蓄，而儿童和老年人则是负储蓄。如果经济体中人口年 

龄结构发生了变化 ，如适龄劳动人 口增加，则经济体的储蓄率也将增加；反之，如果儿童和老年人比 

重大，则整个经济体的储蓄率会下降。 

按照生命周期假设的观点，少儿抚养系比、老年抚养比以及总抚养 比的上升会提高 (降低)居 

民消费率 (储蓄率)，反之，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以及总抚养比的下降则会降低 (提高)居民消 

费率 (储蓄率)。 

(2)家庭储蓄需求模型中蕴涵的孩子数量与家庭消费的关系。家庭储蓄需求模型将孩子和储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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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看作家庭所拥有的不同形式的商品 (或投资)，他们具备相同的经济功能，即都可以作为家庭养老 

的一种工具 。因此，家庭生养的孩子数量与持有的储蓄量之间存在替代关系。当家庭生养的孩子 

的数量较多时，家庭可以减少用于养老保证的储蓄；当家庭生养的孩子数量较少时，则通过增加储蓄 

以防老。现实生活中不同类型家庭储蓄 (消费)行为较好地支持了家庭储蓄需求模型的假设，我们 

发现，没有生养孩子的家庭往往会持有大量的储蓄以防老，而生养了众多孩子的家庭则往往储蓄很 

少。家庭储蓄需求模型暗含的一个前提假设是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不健全，大多数人主要依靠家庭养 

老，这一前提较好地符合中国农村的现状①。 

按照家庭储蓄需求模型的观点，少儿抚养比的上升会提高 (降低)家庭消费率 (储蓄率)，这与 

生命周期模型的推论相同。 

(3)家庭生育决策理论关于孩子数量、质量和家庭消费之间关系的讨论。自19世纪起，避孕知 

识的发展与传播极大地扩展了家庭规模决策的范围，生育力不再由马尔萨斯所假定的结婚年龄和同房 

次数这两大基本因素所决定_8j。现在，每个家庭能够对它的生育胎次和生育间隔加以控制，即家庭 

拥有生育决策权。加里 ·贝克尔 (Becker)认为，子女质量是子女数量的相对接近的替代，在收入和 

偏好相同的条件下，多子女家庭在每个子女身上的支出低于其他家庭的这类支出。因此，避孕知识的 

增加既会减少子女数量，又会提高子女质量 。最近几十年的现实是，家庭生养了子女数量减少伴 

随着用在子女身上的支出的大幅增加，家庭为子女提供单独的寝室、人托及高等教育、音乐或舞蹈等 

特长教育，提供牛奶、肉类和零食等以改善子女营养。一个可能的情况是，现在家庭虽然生养了数量 

更少的孩子，但用在孩子身上的支出却远远高于此前的任何时期。如果现实情况真是这样，那么，生 

养孩子数量的下降并没有降低家庭消费率反而提高了家庭消费率②。 

(4)老龄化、预防性储蓄、战略遗赠动机与居民消费：对生命周期模型的改进。人口老龄化趋 

势对下一代人口的消费行为存在间接影响，如果家庭负担的老年人口多，下一代的抚养负担加重，如 

果下一代预期到了未来养老的支出压力，则可能因此而减少现期消费，增加储蓄，从而实现动态最 

优  ̈。按照这种观点，老年抚养比的上升甚至会降低居民消费率，由此得出与生命周期模型相反的 

结论。此外，一些经济学家对老年人的消费和储蓄行为进行研究发现，老年人并没有像生命周期模型 

预期的那样有那么多的负储蓄，换言之，老年人并没有那么快地消耗 自己的财产，并不像生命周期模 

型预期的那样试图使 自己的消费平稳。对于这个发现，经济学家提出了两种解释。第一个解释是老年 

人担心预料不到的花费，从而进行预防性储蓄。老年人的预防性储蓄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他们 

的寿命可能比预期的长，从而要为长于平均退休的时期提供生活费。另一个原因是出现生病和大额医 

疗账单的可能性③。老年人没有进行负储蓄的第二种解释是他们想给自己的子孙后代留下遗产。父母 

留遗产不仅仅是因为代际间的利他主义，还可能出于其他动机。比如有学者发现父母存在明显的 

“战略遗赠动机”_1 ，父母通过遗产来控制其子女，父母往往希望 自己的子女为他们做某些事，例 

如，经常给家打电话或节假13回家。也许父母用隐含的不留遗产来威胁使自己的子女更关怀自己。父 

母还可能通过积累大量的财富来维持自己在家庭中的地位，增加自己的话语权。父母越富有，他们的 

独立性就越强，并能在家庭决策中扮演重要的角色甚至主导家庭决策，这也被看作父母留遗产的一种 

动机。这些对老年人消费和储蓄行为的研究发现，老年人 口比例的上升 (短期中)并不一定会提高 

居民消费率，相反，甚至可能会降低居民消费率。 

① 2OO5年前后 ，中国开始在农村广泛推行社会养老保险，但从 目前来说，绝大部分农村老年人 (65岁以上人口)都只能依赖家庭 
养老。 

② 计划生宣政策的广泛推行使中国城镇和农村出现独生子女家庭，现在这类家庭数量仍不断增加，这些家庭的子女很大部分接受了 高等教育
， 因此，这些家庭用于其子女身上的支出甚至高于拥有数量众多子女的家庭。 

③ 参考 里高利·晕昆．中级宏 经济学 [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423。有学者认为预防性储蓄的解释并不能完 全 奎 腮
， 因为老年人可以购买年金，只要活着就能每月领取一个固定的收入流量。医疗支出也可以通过购买医疗保障计划和 私人保险计划来消除

。 然而，中国的现实情况是，绝大多数农村老年人没有购买年金或是医疗保险，因此，预防性储蓄仍是一个 
合理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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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分析表明，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可以以不同，甚至是相反的方式影响居民消费率，因 

此，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是否影响了居民消费，以及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居民消费并没有确切的答案， 

这更多地是个实证的问题。 

2．人口性别结构与居民消费 

(1)消费的性别差异：女性范例和男性范例。波德里亚在其所著的 《消费社会》一书中将消费 

分成男性范例和女性范例，他认为这两种范例支配着消费。男性范例是高要求的、选择的，而女性范 

例 “更多地催促女性进行 自我取悦，这不再是选择性、高要求，而是严格讨好及 自恋式的关切。人 

们依然要求男人们扮演士兵的角色，让女人们与 自己的玩偶戏耍。”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女性范例在消 

费领域的扩张，以及对国民经济的贡献 。中国的情况与此相似，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在仔细考察中 

国消费趋势后发现，中国女性逐渐成为消费力量的核心，中国未来消费市场的状况如何很大程度上取 

决于女性消费者。他们发现中国城市很多职业女性奉行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选择今朝有酒今朝醉， 

延迟为未来存钱，65％的女性消费者花掉 60％或以上的月薪_1 。专家们还认为下一个消费浪潮来 自 

农村，而农村妇女将是这个力量的核心①。 

(2)家庭用于子女消费支出中的差异：对女孩的歧视。家庭用于子女身上的消费支出往往存在 

显著差异，这在有着重男轻女传统以及生活贫困的地区尤为常见。国外已有研究发现，女孩在接受教 

育、营养摄入等层面都可能受到歧视_1 。中国农村地区家庭消费支出中对女孩的歧视同样明显， 

农村地区女孩的辍学率远高于男孩，同时拥有女孩和男孩的农村家庭，父母往往对男孩给予特殊的照 

顾，纯女户家庭的消费支出往往低于收入水平相当的纯男户家庭。 

人口性别比例的变化会对居民消费率带来怎样的影响呢?比如人口性别比的上升将提高居民消费 

率还是降低居民消费率?这也是个实证问题。成年女性的消费倾向高于男性，她们 占总人口比例的上 

升将提高居民消费率。而家庭用在女孩身上的消费支出低于男孩，女孩所占比例的上升会降低家庭消 

费率。人 口性别比的变化一般源自于新生人口性别比的变化，它首先引起家庭消费率发生变化。一次 

性别冲击 (新生女婴的突然增加)首先会降低居民家庭消费率，随着时间的推移 (成年女性增加)， 

这次冲击又将会提高居民消费率。所以，人口性别比的变化对居民整体的消费率的影响如何，并没有 

确切的答案。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以来，中国农村新生人口的性别比例出现失衡，新生男婴的数量远高 

于女婴，农村地区人口整体的性别比由此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这种变化对农村居民消费率的影响如 

何，本文实证部分将对此进行检验。 

二、农村人口结构与农村居民消费关系的实证分析 

1．模型的设定 

(1)基本模型。根据前面的分析可知，农村居民消费率②变化与农村人 口年龄结构、性别结构的 

变化密切相关。因此，本文的基本模型解释变量包括农村少儿抚养比 (YD)、老年抚养比 (OD)和 

性别比 (Sex)。其中，农村少儿抚养比为儿童人口 (0～14岁)与农村劳动人 口 (15～64岁)的比 

例，农村老年抚养比为农村老年人 (65岁及以上)与农村劳动人 口的比例。农村人 口性别比是农村 

男性人口与农村女性人口的比例 (其中，女性 =100)。本文基本模型的计量表达式如下： 

CR =卢o+ 1 YD如+ 2OD +卢3Sex +“ + (1) 

其中，下标 i代表地区，t代表时间，IZ 表示地区非观测效应，CR 表示 i地区农村居民在时期 t的消 

费率，YD̈ OD 和 Sex 分别表示农村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和性别比，s 表示非特异误差项。 

(2)扩展模型。将其他可能的影响因素考虑进来，便可建立扩展的消费率模型。这些因素包括 ： 

① 华坤女性调查中心对2000名农村妇女进行的调查结果显示，日用必需品、药品、衣物和食品为2006年农村妇女的最重要预算项 
目，2007年农村妇女最向往的商品包括手机、化妆品和珠宝。 

② 农村居民平均消费倾向×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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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货膨胀率 (Inf)，反映整体物价水平的波动或宏观经济环境的不稳定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实际利率 

(IR)，近似地等于名义利率减通货膨胀率，反映金融指标的变动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城乡收入 

比 (URR)，城镇居民实际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实际人均纯收入的比值，可以用它来衡量各地 

区城乡收入分配差距的变化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此外，本文还将控制其他潜在影响农村居民消费 

率的变量，农村居民人均纯收人 (1nc)和人均纯收入增长率 (g)，根据凯恩斯的经验猜测，平均消 

费倾向随收入水平的上升而下降，因此，居民消费率与居民收入水平 (Inc)负相关。而莫迪利安尼 

和曹 (Cao)通过生命周期模型推导发现，居民储蓄率与收入增长率正相关 ，通过简单的代换即可得 

出，居民消费率与收入增长率负相关 。综上所述，本文的扩展模型的计量表达式如下： 

CR =卢0+ 1YD + 2OD + 3Sexn+卢4 ： +卢5IR + 

6URR +卢7Inc + 8g缸+“ + 打 (2) 

2．数据来源及描述 

(1)数据来源。本文的数据来 自于中国 2001～2009年的省际面板数据①，农村居民消费率 

(CR)由各地区农村居民消费平均消费倾向 (APC)乘 100％计算得出，其中，农村居民平均消费倾 

向为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比。实际利率 (IR)由名义利率减各地区 

通货膨胀率计算得出，名义利率通过对每年的一年期存款利率进行加权平均计算得出，权重数为该利 

率实施的月数占12个月的比重。通货膨胀率 (Inf)由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减 100近似替代。城乡 

收入比 (URR)由各地区城镇居民家庭实际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实际人均纯收入的比值表示。 

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利率和消费物价指数 

均来自2002～2010年的 《中国统计年鉴》。各地区农村少儿抚养比 (ro)、老年抚养比 (OD)和性 

别比 (Sex)数据取自2002～2006年的 《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和2007～2010年的 《中国人口和就业 

统计年鉴》。 

(2)变量的定义及描述性统计。表 1和表 2分别给出了各变量的定义及描述性统计值。根据上 

文的分析可知，农村人均收入和人均收入增长率系数的预期符号为负，而农村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 

比和性别比系数预期符号不确定。实际利率的系数预期符号不确定，实际利率的变化具有收入效应和 

替代效应，实际利率的上升使得拥有储蓄的居民预期收入增加，感觉 自己更加富裕，从而增加消费。 

实际利率上升的替代效应表现为现期消费的机会成本上升，消费者可能现期增加储蓄，以便未来能够 

更多地消费，实际利率变化的总效应取决于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孰强孰弱。通货膨胀率的提高将导致 

居民持有的货币贬值，居民会通过增加现期实物量的购买来避免货币购买力的下降。因此，通货膨胀 

率的系数的预期符号为正。 

表 1 变量的定义 

① 内地 3O个省、直辖市的数据，未包含重庆市。由于各地区分城乡的人口结构指标在 2002年之前的中国统计年鉴中未纳入，所 
以，各指标的起始年份为 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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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数据来源：《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年鉴 2010))、《中国人VI统计年鉴》 (2002～2006)、《中国人El与就业统计 
年鉴》(2007～2010)等。 

从样本期的数据描述性统计可以看出，分地区的居民消费率、少儿抚养系比、老年抚养比和性别 

比均具有很大的变异。农村居民消费率的最低值为 40．36％，最高值为 110．12％。农村少儿抚养比的 

均值为30．65％，已经远低于世界平均的46％，农村老年抚养比的均值为 12．04％，已经接近世界平 

均水平的 13％①。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大约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3倍 ，其中，在城乡收入差 

距最大的地区，城乡收人比达到5．20。农村地区通货膨胀率的平均值为 2．55％，处于低通货膨胀区 

间。实际利率的均值为 一0．25，即考虑到通货膨胀的影响后，实际利率接近于0。农村居民人均纯收 

入和人均纯收入增长率的均值分别为 3763．07元和 9．77％，因此，虽然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仍处于 

较低的水平，但其增长速度非常快。 

3．估计方法与结果 ． 

(1)基本模型。首先对基本模型 (1)进行估计，运用混合的 OLS、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模型估 

计发现，解释变量的系数存在明显的差异。受约束模型 (混合模型)和不受约束模型 (固定效应模 

型)构造的F值为 0．41，远远小于5％水平上 F统计量的临界值，因此，混合 OLS估计是恰当的估 

计。对混合模型残差进行检验，发现存在异方差性，因此，本文运用广义最小二乘法对混合模型进行 

了估计，表 3中第 2和第 3列给出了基本模型的估计结果。 

未包含地区虚拟变量的基本模型的估计结果如表3的第 2列所示，农村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 

对农村居民消费率有正向影响，而农村人口性别比的系数并不显著。包含了地区虚拟变量的估计结果 

如表 3第 3列所示 ，以西部地区作为基组，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虚拟变量的系数非常显著，说明三类 

地区农村居民消费率存在显著差异，从数量上看，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东部地区农村居民的消 

费率比西部地区的低 17．9％，中部地区农村居民的消费率比西部地区的低 11．6％，即农村居民消费 

率从西往东，依次下降。三个人口结构变量影响均显著，与未包含地区虚拟变量的情形存在明显的差 

异。包含了地区虚拟变量后，农村少儿抚养比系数的符号改变了方向，农村人口性别比系数由不显著 

变为弱显著。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少儿抚养比下降 1％将导致农村居民消费率上升 0．1％，现 

在农村家庭生养了更少的孩子，消费了更多的收人，说明家庭把更多的资源用在数量更少的孩子身 

上 ，以质量来替代数量。农村老年抚养比每上升 1％将导致农村居民消费率上升 1．3％，符合莫迪利 

安尼生命周期假说的预期，农村老年人 (65岁及以上)无法再从事高强度的农业劳动，只能获得微 

薄的经济收入甚至根本就没有收入来源②，因此，作为负储蓄群体，他们数量的增加将提高农村居民 

家庭的消费率。 

① 世界负担系数来自联合国人口统计署。 
② 中国绝大多数农村老年人没有养老金，2005年以来购买农村社会保险的居民数量呈现大幅上升，但是对于65岁以上的农村老年 

人来说，已经错过了购买农村社会保险的年纪，所以，他们依然依靠家庭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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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模型的估计结果 (被解释变量 =CR) 

注：本文使用的软件包为Stata10．0，运用广义最小二乘法对模型进行估计 ，表格括号中报告的是Z统计量。加入的年度虚拟变量 

联合不显著 ，因此 ，表 3没有将它们包含进来。⋯、”、 分别表示 1％、5％、10％的水平上显著。 

(2)扩展模型。在基本模型的识别下，本文进一步加入其他的解释变量以检验上述识别的稳健 

性。在基本模型中加入了通货膨胀率、实际利率、城乡收入比、农村居民实际收入和收入增长率等变 

量后，我们发现这些变量整体上对模型有解释作用，扩展模型的估计结果见表3第 4列、第 5列。对 

比未包含地区虚拟变量的第 4列和包含地区虚拟变量的第 5列，我们发现地区虚拟变量仍非常显著。 

新加入的解释变量中，通货膨胀率 ( 、实际利率 (侬)、城乡实际收入比 (URR)、农村居民收入 

增长率 (g)对农村居民消费率的影响显著，而农村居民实际收入水平 (1ne)的影响不显著。从数 

量上看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通货膨胀率每上升 1％将使得农村居民消费率上升0．77％，农村 

居民通过增加实物购买，提高现期消费水平来抵御通货膨胀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实际利率每提高 1％ 

将导致农村居民消费率上升约 0．95％，说明实际利率上升的收入效应大于替代效应。城乡收入比 

(URR)每增加 0．1将导致农村居民消费率上升 0．66％，这一结果与经济理论并不冲突。一般来说， 

城乡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将降低城镇居民消费率而提高农村居民消费率①，且高收入阶层消费率的下 

降往往大于低收入阶层消费率的上升，从而出现收入差距扩大，居民整体消费率下降的情形②。农村 

居民收入增长率与农村居民消费率显著负相关 ，与生命周期假说的预期相符③。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 

况下，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率每上升 1％将导致农村居民消费率下降约0．34％。 

本文关注的三个人口结构变量中农村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系数显著，而农村人口性别比系数 

不显著。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农村少儿抚养 比每上升 I％将导致农村居 民消费率下降约 

0．21％；农村老年抚养比每上升 1％将导致农村居民消费率上升约 1．08％。目前，中国农村少儿抚养 

比呈不断下降趋势，老年抚养比则持续上升，二者共同作用将有助于提高农村居民消费率。因此，本 

文得出一个与以往的研究不同的结论，农村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并不是农村消费不足的原因，农村人口 

年龄结构的变化反而提高了农村居民消费率。东、中部地区虚拟变量仍然非常显著，估计结果显示， 

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东部地区农村居民消费率比西部地区的低 9．54％，中部地区农村居民消 

费率比西部地区的低 3．88％，因此，考虑更多的影响因素之后，东、中、西部地区农村居民消费率仍 

分配善距的 大会导致高收入阶层消费率下降而低收入阶层消费率上升呢?一个合理的解释是 “攀比效应”，居民消 攀出熬应
， 低收入阶层与高收入阶层之间也存在攀比，使低收入阶层和高收入阶层之间生活水平保持合理的差距，低 买与 崞人阶层相似但耷品质上更低档的产品

， 以紧随高收入阶层的步伐。这种紧密的追随使得低收入阶层花费更多 
用于消费，从而在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情况下，低收入阶层的消费率提高。高收入阶层因收入水平的上升，消费率不 

等、李军、杨汝岱和朱诗娥、吴晓明和吴栋、段先盛等学者探讨的收入差距扩大与总消费关系。 型基本方程显示储蓄率与收入增长率正相关
， 详情见参考文献 [16]，通过简单的逆推，便可得出消费率与收入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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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显著差异，收入水平较高的东部地区以及收入水平适中的中部地区的农村居民消费率明显低于西 

部地区农村居民消费率 ，服从凯恩斯经验法则。 

通过对比基本模型和扩展模型的估计结果 ，我们发现三个人口结构变量中农村老年抚养比对农村 

居民消费率的影响非常显著，且在基本模型 Ⅱ与扩展模型 Ⅱ中其系数差异不大。农村少儿抚养比系数 

符号不变，但大小及显著性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而农村人口性别比系数的稳健性较差，在扩展模型变 

得不显著。 

三、主要结论和讨论 

本文首先对人口结构变化作用于居民消费的渠道进行了理论分析，生命周期模型、家庭储蓄需求 

模型和家庭生育决策理论等讨论了人 口年龄结构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其他一些文献则分析了居民家庭 

消费支出中存在的性别差异。利用2001—2009年中国农村省际面板数据对人口年龄结构、性别结构 

与居民消费的关系进行经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农村少儿抚养比与农村居民消费率显著负相关，农 

村老年抚养比与农村居民消费率显著正相关，且它们的系数的稳健性较强，而农村人 口性别比系数的 

稳健性较差。 

近些年来，中国农村消费不足的问题一直困扰着国内研究者和决策者。本文的研究发现，农村人 

口结构的变化是影响农村居民消费率的重要因素，然而，现阶段农村人 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趋势 (少 

儿抚养比缓慢下降，老年抚养比加速上升)有助于提高农村居民消费率。因此，农村人口结构变化 

不是现阶段农村消费不足的原因。未来几十年，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将进一步提高，农村人 口老龄化 

对农村居民消费的长期影响需要动态地加以考察，这也是本研究进一步探索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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