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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27个省份 1999～2006年的宏观数据为基础，从描述和实证两个维度，对新型农 

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实施对于我国农民生活消费所带来的影响进行了考察。研究结果表明，由 

于减少了未来支出的不确定性，整体上来看，该制度的实施，不仅促进 了我国农民在医疗保 

健方面消费支出水平的提高，也显著地推动了我国农民在其他生活消费方面支出水平的 

提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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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The New Rural Cooperative M edical System on 

Farmer Consumption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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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 on the macro data of 27 provinces between 1999 to 2006，this article inspects the 

effect of The New Rural Cooperative Medical System (NRCMS)on farmers consumption in China 

from the descriptive and empirical dimensions：The result shows that as the uncertainty reduced．the 

implementation of NRCMS not only improves expenditure level of the farm ers on the health care 

consumption，but also improves the expenditure level of other living consum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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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问题的提出 

构建完善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体系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项主要任务，而医疗保险作为补偿 

疾病所带来的医疗费用的一种保险，则是构成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支柱之一。自2003年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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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率先启动了以个人缴费、集体补助和政府资助相结合为基础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以下简称 

“新农合”)试点工作 ，并于随后几年逐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相关资料显示，截至 2006年 9月底， 

全国共有 31个省市的 1433个县 (市、区)开展了新农合试点工作，占全国县 (市、区)总数的 

50．1％。2006年底，全国共有4．06亿农民参加了新农合，参保人数占全国农业人口的比例达到 

45．8％①。2008年底，新农合全面覆盖有农业人 口的县 (市、区)，参合农民数量达到 8．15亿 ，参合 

率达 91．5％②，进而提前两年就完成了国家于最初所设定的目标。 

已有研究表明，我国的农民以至广大的居民，都存在着较强的预防性储蓄动机 “̈ ；而且在现实 

中，当对于未来的收入或支出水平存在不确定性时，会产生预防性储蓄行为_5 J，并且在不确定性程 

度和预防性储蓄的高低之间，存在着正向的关系 。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不仅能够为农民 

的生活、医疗和养老问题提供最为基本的保障，也有利于降低未来收人和支出的不确定性程度，所 

以，国家和社会除了赋予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一定的社会责任外，还对其在刺激农村地区消费需求，拉动 

农民消费方面寄予了厚望。进一步来讲，作为农民应对突发大额医疗支出的保障措施之一，新农合又会 

在很大程度上减少农村居民面对的未来医疗花费的不确定性 j。因此，按照预防性储蓄和缓冲式储蓄理 

论，该项制度确立后，农民的预防性储蓄倾向也应该会在一定程度上有所降低，进而也就会促使农民降 

低预防性储蓄水平，提高当期的整体生活消费支出水平。基于此，本文试图从宏观层面人手，通过描述 

性分析和实证性分析，探索和论证新农合的实施在促进我国农民消费方面所带来的积极影响。 

二、相关文献评述 

在得出不确定性是影响我国居民、农民储蓄或消费行为的主要因素之一这一基本结论的基础上，新 

农合在全国逐步推广后，学者们也开始对新农合对于我国农民储蓄和消费行为所产生的影响进行了探索 

和分析。都阳等以安徽和江苏1500个农户为例，使用倾向值匹配的方法分析了参加新农合对农户消费 

行为的影响。结果发现，在安徽和江苏两省，参加新农合有助于减少在家庭遭受健康冲击时用于食品支 

出的消费比例。同时，虽然获得医疗报销尚未对提升农户的消费水平产生实质性影响，但是新农合对于 

平滑农民消费行为确实具有一定的作用 。。。高梦滔基于8省份 2003—2006年的微观面板数据，建立了 

农户储蓄函数模型，并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参加新农合对于农户的储蓄存在减少效应，并且在统计上非 

常显著 1 。马双等人利用 CHNS提供的农民家庭微观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法，对比了2004、2006两年 

参加和未参加新农合对于农村家庭营养物质摄入量的影响，结果显示，与未参加新农合的家庭相比，参 

加新农合的家庭显著地增加了热量、碳水化合物以及蛋白质等营养的摄入量 。宁满秀等人利用CHNS 

提供的2003年和2006年9省市农民家庭的微观数据，对新农合与预防性储蓄的关系进行了双重差分分 

析。结果表明，参加新农合农民家庭的预防性储蓄减少了近2．28个百分点  ̈。 

可以发现，上述研究在新农合能够通过降低未来支出的不确定性程度，促进农民消费水平的提升 

这方面得出了基本一致的结论。然而从总体上来看，这些研究也表露出了一个问题，即所有的研究都 

是基于某些省市微观层面的数据而展开的分析，因此，其实证结果是否具有一般性还有待于商榷。这 

也就意味着，如果以上述实证研究的结果为基础，来对新农合对于我国农民消费所带来的整体效应进 

行评判，将缺乏一定的说服力。为解决这一问题，继而能够在整体上考察新农合对于我国农民消费所 

带来的影响，本文将实证研究建立在 27个省份 1999～2006年宏观数据的基础之上⑨。而之所以选择 

该时间段，又主要是基于以下两点考虑：第一，虽然在2000年以后，我国逐步推行了农村税费改革， 

① 参见：中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将向更多农村推广 [EB／OL]．腾讯网，http：／／uews．qq．corn／a／20070123／002123．htm．2007— 
01—23． 

② 参见：截至2008年参加新农合人口8．15亿参合率达 91．5％ 【EB／OL]．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rn／polities／2009— 
04／lO／eonteut 1 163599．htm． 20o9一O4—1O． 

③ 相关统计资料并没有对4个直辖市的农村商品零售价格指数进行统计，这在后面的模型分析中将被用到，因此 ，本文选取了27 
个省份为主要的分析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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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其直接影响的是农民的确定性或者说持久性的收入水平，而并没有对农民收入和支出的不确定性产 

生实质性影响。因此，农村税费改革对农民消费的影响主要是通过直接提高农民的长期收人水平实现 

的。第二，从 2006年开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逐步开始改革和试点。因此， 

各项制度对农民消费所带来的影响很难在宏观上加以准确的区分。 

三、描述性分析 

自新农合在我国各省市开始试点并逐步推广以来，一个显著的变化是试点地区农民的就诊人次和 

住院人次明显增加 ，继而使得试点地区农民在医疗保健消费方面的支出水平得到了较大幅度提升。 

从新农合实施前的几年间和实施后的几年问的比较上来看，如图1所示，新农合实施前后，我国农村 

居民人均医疗保健消费金额的年均增长率，从 1999～2002年的 11．4％上升到了 2003—2006年的 

16．71％。虽然存在这样的一个事实，但是，如果我们仔细观察该期间内我国农村居民生活消费整体 

支出结构的变化，就能够发现，在新农合实施的前后，我国农民在医疗保健上的消费支出占总生活消 

费数支出比重的上升幅度却非常有限，并使得年均增长率从 1999—2002年的7．42％下降到了2003～ 

2006年的4．6％。从经验上来看，两方面年均增 

长率的变化之所以会出现如此大的差异，原因恰 

恰就应该在于：新农合的实施，在促进我国农民 

在医疗保健消费方面支出水平提升的同时，不仅 

没有相应的使农民降低其他生活消费方面的支出 

水平，反而还促进了农民在其他生活消费方面支 

出水平的提升。这也就是说，新农合的实施，不 

仅极大地提高了我国农 民的医疗消费支出水平， 

也有效地推动了我国农民整体生活消费水平的提 

升。因此，描述性分析和论证的结果，与本文在 

前面所提出和预论证的观点是一致的。 

图l 我国农民医疗保健消费金额及其 

占总生活消费的比例 

资料来源：2000～2007年 《中国统计年鉴》。 

四、实证性检验 

1．指标的选取、模型的构建以及变量的描述 

为进一步验证新农合对于促进我国农民消费所带来的积极影响，在描述性分析的基础上，还有必 

要进行相关的实证性检验。受罗伊扎 (Loayza)、万广华和杨汝岱等人的启发  ̈ ，这里将农民生活 

消费作为一种解释变量来进行线性描述，这种简约型模型的好处是它不依赖于某一特定理论，亦不依 

赖于某一特定环境 ，继而易于把经典消费理论所描述的影响消费的主要因素都囊括在内。在此基 

础上，为了能够做到对基于描述性分析所得出的结论同时进行检验，本文率先对统计年鉴中所反映的 

农民生活消费支出的数据进行了处理，即扣除掉医疗保健消费的部分，并将剩余的总生活消费支出重 

新定义为农民的生活消费支出。 

同时，解释变量的选取则以理论的关联性和数据的可得性两个原则为标准。从已有的研究中可以 

发现，在宏观上，关于消费的理论，除凯恩斯的收入决定论外，最受关注、对现实具有较强解释力的 

还包括持久性收入理论和生命周期理论。首先，持久性收入理论建议将财富水平或预期收入水平作为 

储蓄或消费的主要决定因素。对于财富水平来说，主要反映在固定资产和货币收人两个方面。然而， 

在固定资产和货币收入之间，往往又具有很强的相关性，这尤其体现在金融体系发展十分落后的我国 

广大农村地区。一般来说，收入水平越高的农民家庭，越倾向多投资于固定资产，而对于固定资产的 

投资，又经常能够为农民家庭带来货币上的收入，因此，对于两者而言，选择哪一个，都具有解释力 

和说服力。与此同时，传统的测量方法大都是通过采取收入减去其可预期部分的残差的方法来估计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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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收入的不确定性，并以此来作为推算预期收入水平的基础。对于这一点，卡罗尔 (Carrol1)曾指 

出，除了在特殊条件下，这些方法均是不正确的_19J。与之相对应，王宏伟的研究又表明，尽管是在 

不确定性等问题存在的前提下，在影响我国农民消费需求的众多因素中，收入水平无疑也是决定性的 

影响因素。卸J。其次，除收入水平外，生命周期理论还建议将年龄结构作为储蓄或消费的决定因素。 

在这方面，珀特巴 (Poterba)和万广华等人主要是以户主年龄作为农民个人年龄及家庭年龄结构的 

代表，并将其付诸实践 卜 。但是在我国，很多家庭由几代人所共同组成，因此，户主的年龄很难 

准确地反映出一个地区农民的总体年龄结构。相对于此，我们认为，从宏观的意义上来讲，选择农村 

人口的抚养比来代表一个地区农民的总体年龄结构将更为合理。因此，这里将 1999—2006年的各省 

份农民平均收入、平均收入的平方 (反应边际收入倾向的递减或递增)、各省农村人口抚养比以及代 

表新农合是否实施的虚拟变量作为影响农民消费的主要解释变量①。并基于此，构建如下模型： 

Y =J( +a￡+ n 

其中，i代表省份，￡代表年份， 代表解释变量 (包括代表新农合是否实施的虚拟变量)， 代 

表每一个体 (省份)不同的常数项 ， 代表随机误差项。 

各主要变量的具体情况如表 1所示。 

袁 1 主要变量的统计性描述 

数据来源：除 1999—2000年农村人口抚养比是根据2000—2001年 《中国人口统计年鉴》提供的相关数据统计后获得外，其他数 

据分别直接来源于2000～2007年 《中国统计年鉴》。 

2．新农合对我国农民生活消费影响的实证检验 
一 般来说，对于面板数据回归模型， 

根据每一横截面个体不同的常数项与解释 

变量之间是否存在相关性，分为固定效应 

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两种类型。所以，在 

展开回归分析之前，要先确定所设定的模 

型属于哪一种。这里选择的是应用较为普 

遍的豪斯曼 (Hausman)检验法 ，如表 2， 

检验结果显示，对于上面所设定的模型， 

属于后一种类型，也即属于随机效应模 

型。这应该是由于统计年鉴中的大多数数 

据，都是基于抽样调查的结果所推得。 

表 2 豪斯曼检验结果 

检验统计量 ，值 接煮 绝 

Si／ N T K 1 ～ 1．( ， 。 接受 2一 ．[( 一̂ (+)] ，． ’， 。．、、 接受 F[(N
一 1)(K+1)，N(T—K一1)] 

注：其中，Ⅳ代表横截面个数 (27)；K代表解释变量个数 (4)；Sl、 

Js：分别代表斜率和截距都变 以及仅允许截距变两种情况下的残差平方和。 

根据F检验的基本原则，当 的统计值小于统计表中相应的临界值时， 

我们就应该接受斜率和截距都不变这一原假设。 

进一步来说，关于随机效应模型，又 

具体分为混合型、变系数型和变截距型三种形式，因此，还需要对其具体属于上述三种形式中的哪一 

种来进行考察。通过 F检验后，可以确定 ，原模型属于混合型的随机效应模型 (见表 3)。这一结果 

同时也表明，对于收人、抚养比以及新农合而言，它们对我国农民消费支出所产生的边际弹性，大体 

上是一致的。 

① 由于陕西和海南省于2003年 l2月开始试点新农合，辽宁省于 2004年开始试点，因此，对于该三个省份，定义虚拟变量于 
2000—2003年取0，2004～2006年取 1，除此之外，其余省份均从 2003年开始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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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基础上，我们对新农合对于我国 

农民生活消费所产生的影响进行进一步的 

回归分析。由于受到文化、区位等差异的 

影响，各省之间随机干扰项的方差出现不 
一 致的可能性较大，因此，我们采用了怀 

特 (white)截面方法，以尽量消除异方差 

所带来的影响。与此同时，在应用万斯比 

克 一卡普坦 (wansbeek—kapteyn)方法来估 

表 d 新农合对我国农民生活消费影响的主要回归结果 

注： ．表示 1％的显著性水平，“表示5％的显著性水平， 表示 10％的 

显著性水平。下同。 

计方差一协方差矩阵逆矩阵的前提下，通过采用广义最小二乘法 ，得到了如表 4所示的回归结果。 

其中，回归结果显示，此时的 DW值达到 1．91，表明基本不存在自相关问题，调整 也达到 

0．897，说明模型拟合程度比较好。从各变量的具体的回归结果来看，我们最为关心的代表新农合是 

否实施的虚拟变量之前的系数，不仅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还在数值上达到了317。意味着新农合的实 

施，对于我国农民在生活消费方面支出水平的提高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并使 27个省份的每个农民 

每年在生活消费方面平均每年多支出300余元。其他解释变量中，人均收入、人均收入的平方通过了 

显著性检验，而且系数表现为正。这说明，在当前，人均收入仍然是影响农民消费的一项主要因素。 

而人均收入平方的系数为正，则说明农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出现略微的递增趋势，这与万广华和李芝倩 

等人的研究结果相符 。此外，抚养比前面的系数虽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却表现为负值，这一 

结果虽然与生命周期理论假说相背离，却恰好说明了，在我国农民整体收入水平仍然较低、农村社会 

保障体系及金融信贷体系仍不健全的情况下，抚养和赡养方面的消费支出，会对农民其他方面的生活 

消费支出产生较大的挤出效应。 

3．稳健性检验 

我们将其他可能影响农民消费的因素作为主要的控制变量，一并放入到所设定的模型中，并再次 

对其进行实证性检验，以通过这种方式来考证新农合的实施在促进农民消费方面是否具有稳健性。而 

关于其他影响农民消费方面的因素，第一，固定资产拥有量虽可能与收入水平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 

性，但是根据生命周期理论，它也会直接对农民的消费行为产生一定的影响，理论上来看，农民拥有 

的固定资产数量越多，越倾向于增加消费支出。第二，很多研究都表明，人口的受教育水平与其消费 

水平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一般来说，受教育水平越高的人，往往具有更加合理的预期，因此，会 

降低对于未来的不确定性，并提高当期消费水平。第三，在已有的很多研究中，价格水平也被作为影 

响农民消费的一项重要因素而放入模型之中。而从王宇鹏的研究中可以发现，与通过基比 (即以过 

去一年的价格指数为基准)而得到的价格指数相比，以环比代表的价格指数 (在该文中，其被作为 

预期价格指数的代理变量)对我国居民消费所产生的影响更大_2 。这与现实情况相符，因为在现实 

中，我国的居民特别是农民，更加倾向于以商品的当年价格与前一年价格之间的比较为基础，来对商 

品的下一年价格进行预期，也就是说，当本期价格相对提高时，农民往往会预期其下期价格会有所下 

降，继而减少当期消费①。第四，性别比对于农民消费的影响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如哈继铭曾指 

出，男女比例严重不协调，会导致一些男性在适龄时难以娶到老婆。而在农村地区，必须有大房子、 

大彩电才有资本娶到老婆 J。第五，根据杨汝岱等人的研究，耐用消费品的拥有情况也会影响到农 

民自身的消费行为。因此，本文将 1999—2006年各省平均每个农民固定资产投资额、各省农村人口 

文盲率、各省农村商品零售价格指数 (环比)、各省农村人口性别比以及各省平均每百户农村家庭拥 

① 李文星构建中国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关系的计量模型时，没有选择价格指数，而是依据跨期消费理论 ，选择了实际利率。然 
而，这两种选择之间并不存在冲突，因为对于我国而言，一方面，利率由中央银行统一规定，另一方面，各地区的物价指数又不 同

， 因此，用全国统一的利率减去各地区的物价指数，就是实际利率。这说明各地区的物价指数与实际利率水平之间是线性的关 系
。 而本文选择物价指数，则主要是基于以下两点考虑：一是考虑了数据上的可得性；二是可以避免对实际收入水平进行计算的 

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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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耐用品中彩色电视机的数量作为主要控制变量 ，放人到前设的模型之中，并通过对该模型展开回归 

分析，来对原回归结果的稳健性进行检验 (见表5)。 

表 5 主要控制变量的描述统计 

注：部分数据是经过笔者对年鉴中提供的相关数据计算后所得。鉴于国家统计 口径的变化，首先，对于 1999年各省农村人121性 

别比，以各省镇人口性别比来代表；对于2000年各省农村人 口性别 比，选取当年各省人口性别比来间接代表；对于2001年、2002年 

各省农村人口性别比，以该两年各省农村 6岁及以上人ISl性别比来代表；对于 2003～2006年各省农村人口性别比，以各省各年农村 

人口性别比来代表。其次，对于各省农村人口文盲率，除 1999年的数据以各省镇地区 15岁及以上人 口文盲率代表、2000年的数据 

以各省农村人口总文盲率代表外，2001～2006年的农村人 口文盲率，均以 15岁及以上的农村人 口文盲率来代表。 

数据来源：2000～2007年 《中国统计年鉴》；2000—2006年 《中国人 口统计年鉴》；《中国人121和就业统计年鉴 2007)；2000～ 

2007年 《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回归结果显示，调整的 从原来的 

0．897上升到 0．914，说明模型的拟合程 

度进一 步提高，DW 值从 1．91上升 到 

1．932，也在可接受的范围之内。而从表 6 

中具体的回归结果上来看，在将影响农民 

消费的诸多因素都加入原模型的情况下， 

代表新农合是否实施的虚拟变量前的系数 

仍然显著通过了检验，并且在数值上，仅 

发生了较小的变化，这说明，新农合的实 

施，不仅能够对我国农民生活消费支出水 

表 6 稳健性检验主要结果 

平的提升产生了较大的促进作用，而且还具有较强的稳健性。对于其他解释变量，首先，抚养比对于 

消费水平的影响从原来的不显著变为显著，这进一步证实了当前我国农民在抚养和赡养方面的消费支 

出，会对其他方面消费支出产生较大的挤出效应这一结论。其次，固定资产投资额对消费支出水平的 

影响不仅显著，而且表现为正向的关系，也与前面所描述的情形相符。而价格指数、文盲率、性别比 

对农民消费支出水平的影响虽不显著，却表现为负向的关系，这也与我们的预期结论基本一致。最 

后，彩色电视机的拥有量对农民消费支出水平的影响虽不显著，却表现为正向，这说明，由于耐用消 

费品的 “耐用属性”，农民更将其看作为 自身所拥有的一项中长期的固定资产。 

五 、结 论 

本文先从宏观的层面人手，对新农合的实施对于我国农民生活消费所产生的影响进行了描述性的 

分析，并以我国27个省份 1999～2006年的宏观数据为基础，构造了一个包含代表新农合是否实施的 

虚拟变量的随机效应模型，进而对新农合对于我国农民生活消费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性检验。两个维度 

的研究结果均表明，在刺激农民消费上，新农合确实发挥了较为显著的作用。而从新农合对农民对于 

未来支出的预期所形成的现实影响上来看，可以断定 ，农民的生活消费支出水平之所以会有所提高， 

主要是由于新农合的实施减少了农民面对未来医疗花费的不确定性，继而推动了其预防性储蓄水平的 

降低。与此同时，由于本文采用的是全国27个省份的宏观数据，因此，相对于已有研究而言，无疑 

具有更强的说服力。整体的研究结果说明，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逐步全面展开的背景下，以农村社 

会保障制度体系的全面建设为契机，通过完善农村市场化进程，能够较为有效地提升农村地区的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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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水平，以及进一步拉高国内的总需求水平。最后，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还表明，近些年来，由于 

抚养儿童和赡养老人而引起的消费支出，会对我国农民其他方面的消费支出产生较大的挤出效应，因 

此，从长远来看，只有通过有效地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健全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以及金融信贷体 

系，才更加有利于农村地区消费需求水平的持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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