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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把收入整体水平的提高 、收入差距扩大及收入的异质性差异 受教育程度 、地理环境等

因素导致 统称为收入变迁 。抓住我国收入变迁的现状 , 针对转型期间浦费结构改变的特征 , 构建

了一个从收入变迁视角研究消费需求结构的理论模型 一引入收入变迁因素的扩展 模型 。实

现了两点突破 把收入引入到从支出视角出发的消费系统 模型中 构建出了定量度量收入

变迁的三个反事实收入变量 , 并通过对收入项的分解成功将其引入到模型中 。最后利用 一

年间我国城镇居民收入消费数据对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 , 结果表明收入变迁的均值效应对整休消

费结构的需求起决定作用 , 才差和残差效应更倾向于影响单个市场的需求 。

关键词 收入变迁 消费结构 扩展 模型

中图分类号 , 文献标识码

城 , ,

, , ,

, ,

,

价 ,

,

,

, 一

叭飞

,

,

, 一 ,

'

,

池

, ,

收稿日期 年 月 日 收到修改稿日期 年 月 日

基金项 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和吉林省科技厅软科学项 目

。

DOI :10.13860/j.cnki.slt j.2013.04.008



孙巍 , 苏鹏 引入收入变迁因素的 模型的扩展及实证检验

弓言

经济转型 年以来 , 我国居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 一方面居民收入的迅速提高使得消费

结构不断升级 , 食品 、衣着等基础性消费下降 , 同时汽车等耐用品拥有量上升 另一方面 , 居民

收入差异的扩大又导致整体消费倾向的不断下降 。居民收入分配格局的这些变化显然已经成

为影响我国消费需求结构的主要因素之一 , 本文将这种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称之为收入变迁 。

具体来说 , 把收入整体水平的提高 、收入差距及收入的异质性差异 受教育程度 、地理环境等

因素导致 统称为收入变迁 。依据中国家庭营养健康调查 ,

简称 城镇居民收入调查数据 , 采用非参数核密度估计法估计出收入分布曲线 , 见图 。

由图 可以明显地观察到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变迁趋势 分布曲线逐渐右移 , 我国整体收入水

平提高 分布曲线逐步趋缓 , 中间人群密度持续下降 , 收入差距有扩大趋势 曲线两端均有变

厚趋势 , 其中右尾部的加厚十分明显 , 即高收入人群在不断壮大 。总而言之 , 我国居民收入在

短短的 多年里发生了显著地变迁 , 这是西方国家发展过程中前所未有的 , 必然会对我国居

民的消费形成巨大地冲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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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数据中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分布的变化

我国经济发展的特殊背景及其收入变迁的急剧变化 , 使传统西方消费经济理论的一些外

生的 、稳定的假设在研究中国问题时出现争议 。本文抓住我国收入变迁的现状 , 针对转型期间

消费结构改变的特征 , 企图构建一个从收入变迁视角研究消费需求结构的理论模型 , 以研究

收入变迁对消费需求结构的影响 。构建该模型需要突破两点 如何把收入引入现有的从支出

视角出发的消费系统模型 如何定量地度量收入变迁并把它引入到模型中

鉴于上述 , 本文接下来的结构安排如下 第 部分回顾并评述相关消费需求理论及其模

型的国内外研究 第 部分分三步建立引入收入变迁因素扩展的 模型 , 及其估计方法

第 部分选取我国统计年鉴中 一 年间各省城镇居民相关的消费 、收入数据 , 对模型进

行实证检验 第 部分给出本文的结论 。



6 6 0 数理统计与管理 第 卷 第 期 年 月

文献回顾

收入和消费始终是经济学研究的热点内容 ,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 , 针对当时社会中存在的特

定情况 , 西方经济学家从不同角度对消费经济理论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和结论 。从新古典主义集

庸俗经济学派大成的马歇尔需求理论 , 到凯恩斯宏观经济体系中的消费函数 , 从莫迪利亚尼的

生命周期假说和弗里德曼的永久收入假说到霍尔的随机行走假说 , 乃至近 年兴起的预防性

储蓄假说和流动性约束假说 , 收入消费问题是 世纪 年代以后 , 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

后发展起来的经济学研究的主要问题 。但局限于研究社会整体或个人收入水平提高对于社会整

体或者单一商品需求的影响 , 忽略了不同商品间的相互影响 。 `给出线性支出系

统 七 , 开创了消费需求系统研究这一新领域 , 弥补了先前研究

的缺陷 , 并迅速成为新的研究热点 。之后对于消费需求系统不断有新的改进及其模型提出来 ,

目前最重要的被广泛使用的模型还有 的几乎理想需求系统模型

, , 该模型同时具有可一阶近似任何需求系统 、完全满足选择公理 、实现

需求的完全加总 、便于估计等优点 。其他的模型均可视作在这两种模型的基础之上改进而来

的 ,如 等 使用的 的二次形式 及

等 在 需求系统基础上进行扩展给出的

模型 。
但当估计上述需求系统时 , 往往会出现随着商品或者商品类别的增加待估参数急剧增加 ,

使模型的实用性大大降低 。为弥补这一缺陷 , 近来很多学者选择采用分两阶段来进行研究 , 第

一阶段把总支出在各大商品类之间分配 , 第二阶段对具体要研究的商品类 比如食品类的商品
间分配该类的总支出 , 较有代表性的如 凡 等 、几 等 、

等 等成果 。

但这些研究均是基于支出等于收入的假设 , 用支出结构来替代需求结构 。西方经济发展趋

于稳定 , 居民收入已处于较高水准 , 敢 于提前消费 , 支出结构能较好地反映需求结构 。而我国

经济处于快速发展转型时期 , 居民收入变迁剧烈 , 数亿城镇居民收入快速且显著地变迁所导

致的消费需求问题 , 这是西方发展过程中未曾遇到的 。加上社会保障 、消费习惯等原因 , 我国

居民部分收入转为储蓄 , 支出不等于收入 , 支出结构与需求结构不一致 。所以研究我国的消费

结构问题 , 沿用已有的国外模型会有一定的偏差 。

本文所要建立的模型便希望从收入的视角出发 ,去掉支出等于收入的假设 , 把收入引入到

消费系统模型中 , 模型选择上选用性能较好 的 模型 。把收入引入消费需求系统

模型中已有先例 , 和 分别基于不同的假设把个人收入引入

模型 , 得到扩展线性支出系统 , 。但该模型并未涉

及收入差距等对消费结构的影响 , 而且其函数形式不利于下一步的收入变迁分解研究 。本文

拟用 的储蓄基本需求为零的假设 , 把当期支出与收入的差额作为储蓄 , 把收入变量引

入 模型 , 构建扩展的 模型 。

对于收入变迁的研究较有代表性的有 和 ` 利用反事实分
析方法将收入变迁分解为三部分 一是在保持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 只有均值发生变化 均

值效应 二是保持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 只让方差变化 方差效应 三是保持其他条件不

变 , 只在偏度 、峰度等高阶矩变化造成的变化 残差效应 。本文借鉴这一思路对扩展 模

型中的收入项进行分解 , 但该非参数研究方法没有固定的函数形式不能用来定量研究 , 所以

本文将构建适合定量分析的具体变量 , 把收入变迁因素引入到扩展 模型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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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国内学者对消费结构的研究大多借鉴国外成熟的计量模型 , 从支出的角度进行 , 较有

代表性的成果有郭爱军 、武国荣 `、夏传文 、刘亦文 ` 〕、屈小博 、霍学喜 ”

等。涉及收入变迁对消费结构影响的相关研究并不多见 ,其中卢方元 、鲁敏 ` 和孙凤 、
易丹辉 【 采用静态面板数据模型分别对我国农村和城镇不同收入层次的居民的消费

结构差异进行了分析 王敏 、马树才 ` 进一步采用动态面板分析了不同收入等级下我

国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的差异 , 发现了不同收入层次居民消费敏感性呈 “ ”型趋势 朱建平 、朱

万闯 采用两阶段面板分位数回归技术 , 从横向和纵向两个方面比较了不同收入城镇

居民的消费特征等研究较有代表性 。但研究中多使用不同收入等级的差异来代替收入差距对

消费结构的影响 , 而通过 和 司 ` 对收入变迁的研究发现 , 居民收入水平可被

分解三部分 , 不同收入等级的整体收入增长的消费效应并未得到体现 。

综上所述 , 在我国经济转型的特殊背景下 , 居民快速显著的收入变迁 , 及其中西方居民消

费行为的差异 , 使传统西方消费经济理论的一些外生的 、稳定的假设在研究中国问题时出现争

议 。因此本文从收入变迁视角出发 , 借鉴已有消费需求系统模型 , 放松支出等干收入的假设 ,

建立一个适用于研究我国现状的新消费系统 , 度量收入变迁对消费结构的需求效应 。

模型推导

模型的建立

等的 模型是在给定的价格体系和一定的效用水平下 ,消费者如何以最小的支

出来实现既定的效用 。假定消费者行为满足

偏好假说 , 即支出函数为 型函数

。,刀 一二 夕 二 尹 ,

其中 , 二 三 。三 为效用指标 , 二一 表示仅维持基本的生理需求时的效用 , 二一 表示

效用达到最大 。故 川 和 拭功分别为消费者满足基本生理需求和获得效用最大所需的最小支

出 。 功 和 功 的形式如下 ,

。一。。、资。, , , , 、委资炭 ,, ,乞, ,一 ` 一 一

乞 夕

。, 一 , 。 ,侣·

把 、 式代入 式 , 得到如下的支出函数表达式

。·,,卜·全·, , , 告全全·, ,乞 , , ·。。 ,
利用支出函数性质 , 式对价格 乞求偏导等于对商品 艺的需求量 , 我们用 么表示需求 , 则

二,尹
` 。,尹

即 、 一̀…生叫 , 、亡` 井

、

其中 , 易一丢。 乌、。令叭一跳从 “,川 “,川表示商品落的支出份额 ,可得 模型的
支出份额表达式

倪

二、一、 艺呜 二 认
二,尹

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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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模型的理论约束有 个方面 一是加总性 ,又犯 ,又几 叭 , 又几 认 二是齐

次性 ,艺孔 ,̀ 一 三是对称性 , , 乌乞。
对 式的估计式比较困难的 , 难点是对基本生理需求 川的度量 。 指出可以把

它看作一个价格指数 , 那么 二,川 川可以看作是用几倍于基本生理需求表示 “真实支出 ”,
同时 建议采用 指数来代替 , 这样 式变为线性方程 。 指数的表达式为

尸一艺二, , ·

把收人引人 模型

模型是通过追求支出最小化来达到既定的效用水平 , 得到的是希克斯需求函数 , 要

实现用收入来替代支出 , 可以通过解决 模型的对偶性问题 , 即在预算约束条件下 , 依据

效用最大化原则来求解马歇尔需求函数 。

由对偶性原理可知 , 支出函数与直接效用函数互为逆函数 , 可得与 模型的支出函数

对应的间接效用函数

尹, 。
一

尹 一 '

由罗伊恒等式可得对于商品 乞的马歇尔需求函数

二 ,二 二
口 尸,二 即 ,

口。夕, 口二

刀 、, 气 。 刀 、

一 吞 , 下 , 万 ,
, 、 胃 “

其中 ,畴二合。 马, 。
令 拼, 跳 ,二 , 由此可得与 相似的扩展的 模型的表达式

、丁一、 山 。 刀

拼,一 , 少 、药 乞 二万下
二 一 叭

由干 可以理解为某一价格指数 , 为收入 ,所以模型中的最后一项对数括号里面的 川

可以理解为实际收入水平 , 式便是得到的扩展的 模型 。

反事实收人变量的构造

假设两个年份调查收入数据样本分别为夕和 ,且假设它们服从同一分布 ,夸、 、 拼 ,时 ,

到拜 ,峭 , 具体的分布变迁的分解过程示意如下

均值效应 , 。 , , 、方差效应 , 一, , 、残差效应
一 屯 闪 厂气拜 , 一 屯 厂气拼 , 乏 一 夕

该过程将采用反事实分析的方法 , 所谓反事实分析就是为了度量某一因素的个别影响 , 采

用比较静态分析的思路 , 即假定其他因素保持不变 , 某一因素变化引起的变量的变化 , 这样便

可逐一评估各因素的影响作用大小 。接下来依据反事实分析方法 , 构造两个 “反事实收入 ”变

量 , 完成对于收入变迁中整体收入水平 、收入差距及异质性差异三个因素的度量 。构造两个

“反事实收入 ”变量具体作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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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值效应

均值效应反映的是整体收入水平的变化 。假定两个收入样本之间只发生了整体均值的变

化 , 那么相对基期 夕 , 在均值效应下的反事实收入记为 石 , 易得

石一夕 ■ 一军 拼 一拼 ,

方差效应

方差效应反映的是个体间的收入围绕均值的两极化 。依据反事实分析思想 , 在得到 石 基

础上 , 只保持收入方差变化 , 即使石的方差变换到岁的方差嘴 同时确保期望不变 , 依据方
差的性质需要使之与某一数 相乘 , 则有

、 ■。 一 、 ■、 。爹 星

于是 , 一 , 加减某一常数不影响方差 , 故要确保期望不变可再加上一个常数 。, 则

、 ■、 拜一拼 ,

得到 。 一 、拜 。于是 石在方差效应下的反事实收入记为 石 , 则

拜 上 夕一拼

至此 , 、 式便是构造出的两个反事实收入变量 。

引人收人变迁因素的扩展 模型

由 、 式可以完成对收入变迁的分解 , 对于这一结果可以有两种等价的表示方式 ,

见 和 式 ,

、、、尹︸一一汀、、叮矛了、、

一 , 人二 九 夕 夕 石一 , 苟一石 军 一石 ,
均值效应 方差效应 残差效应

一翻一功自 一翻自万

一 几 几 已 几口 已 几 几
夕

其中 , 残差效应反映的是个人异质性因素 受教育程度 、

差异 , 通过偏度等高阶矩变化度量 。

地理环境 、制度等因素 导致的收入

考虑到 式中最后一项为对数形式 , 为了确保模型的线性 , 对于收入变迁的分解采用

式的表达形式 , 后面两项可能为负值 , 构建指标的时候分别加 , 即用 石鹰 和

, 茂 的形式代替 , 于是 式最后变为

户 , 石 。 , , 石 、 。, , 夕 、
拜 叭 夕 叭下 , 二万二万十户乞 十万 十叭 十 了 】· 以。少

燕 一 、尸 · 、

系数约束仍然满足加总性 、齐次性和对称性 。 式便是最终得到的引入收入变迁因素的扩展

模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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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的实证检验

模型采用的数据指标说明

本文采用国家统计年鉴中 一 年各省城镇居民分类消费支出数据 ,及其可支配收入

数据 按当年价格的绝对值 , 其中消费支出分为八大类 食品 、衣着 、设备用品及服务 、医疗保

健 、交通和通讯 、娱乐文教服务 、居住 、杂项商品和服务 。价格指数采用各年的分类消费价格

指数 , 各年年鉴中没有杂项商品及服务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 但是依据总价格指数及各类消费

项的指数 , 可以计算出该项的价格指数 , 均折算以 年为基期 。另外 , 对于现阶段我国居民

消费消费支出小于可支配收入 , 对于两者之间的差额本文看作是我国城镇居民储蓄 , 居民获得

利息 , 其价格用我国当年的定期一年的存款利率 度量 , 结合年鉴价格指数数字形式 , 使用时

用 十 表示其价格 , 即 一 十 。对于分解出的三个收入变迁因素 , 均 由每年 与其前

一年作比较而得到 。构造反事实收入 苟要用到全国城镇居民收入方差 , 直接利用各省份人均
可支配收入计算方差虽然一定程度上可以度量收入差距 ,但是缺乏一定的严密性 。考虑到我国

统计年鉴上收入统计方面的数据的原始数据其实是一致的 , 所以方差的计算通过年鉴中各年

城镇居民 个收入等级数据 , 个等级划分的人口比重分别为 、 。 、 、 、 、 。 、 ,

以全国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为收入均值计算其加权方差 , 具体数据及其计算结果见表 。其他

变迁指标把各省收入数据作为全国的一个个体按照第二部分中的变迁分解过程进行构造 。

表 一 。年城镇居民不同收入等级数据及方差计算结果

平平平均均 最低低 低低 中低低 中中 中高高 高高 最高高 方差差 标准差差

,

夕只 ,

,

`

数据来源 《中国统计年鉴 》 , 一 。年

检验方案

本文拟采用联立方程组的系统估计中的似乎不相关估计法 ,

对建立的加入收入变迁因素的扩展的 模型进行估计 , 分别从不同时期 十五 、
十一五 分析收入变迁对我国城镇居民的消费结构会产生的影响 ,完成对本文所建模型 的

检验 。

另外 , 本文着重研究收入变迁对消费结构的影响 , 价格等其他因素不予讨论 , 其估计结果

也不再给出 。对于储蓄项也只作为模型的一个工具变量 , 对其估计结果做类似于价格因素同

样的处理 。下面给出 式分时期估计时的具体的形式 , 通过引入虚拟变量的方式实现 , 采

用没有常数项情况下引入两个时期的虚拟变量 和 几 , 并且只在截距项和收入变迁因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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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人虚拟变量 , 形式如下

二 , 亡

户̀ 、 认几 二咭 ` 、 , 共 风, 孚艾二 一 “又夕 屯 , 月、
一二 , , 气 任

夕 二 屯 、二 了, 屯 , 。 、 , 军, 刃落, 上匕气 一 万̀ 十以乞, 匕叹丁二灭 】 十闷乞, 气 一下, 一叭 , 气 一下, ·
, 屯 屯

估计结果及分析

对 式进行似不相关回归 的估计结果见表 。常数项可以表示我国城镇居民对

各项消费的基本生活需求 , 其估计结果显示十五期间我国城镇居民仅对于食品 、衣着和居住三

项生活基本消费有显著地基本需求 , 需求从大到小依次为食品 、衣着 、居住 , 而十一五期间这

三项依然显著 , 但同时对干医疗保健 、交通通讯和文教娱乐也产生了显著地基本需求 , 交通通

讯和文教娱乐负的截距项表明对于这两项消费需要在基本需求满足后 , 人们才开始考虑这类

消费 , 由此可见十一五时期我国城镇居民相较于十五时期消费逐渐向多元型发展 , 经过十五

时期的发展 , 人们基本生存消费需求得到满足后 , 消费的注意力开始向医疗保健 、交通通信 、

文教娱乐等发展及享受型资料转移 。

表 收入变迁对不同时期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的影响估计结果

食食食食品品 衣着着 居住住 设备用品品 医疗保健健 交通通信信 文教娱乐乐 杂品服务务

十十十 常数项项 一

五五五五

均均均值值 刁 一

方方方差差 一 一

残残残差差 一 一 刊〕

十十十 常数项项 一 」〕 书〕

五五五五

均均均值值 刊〕 刊〕

方方方差差 一 一 刁 刊〕 一

残残残差差 刃 一

注 、 和 分别表示 、 和 水平下显著

由估计结果可看出收入变迁因素对各消费项的影响明显而且各不相同 , 首先分析各收入

变迁因素对于衣食住等生存型消费资料的影响 。均值效应对食品消费的两个时期的影响均不

显著 ,从影响的方向性来看估计值为正 , 表明整体收入的提高我国城镇居民可能也会相应的增

加食品支出 , 但变化不大 。我国城镇居民的食品消费主要受收入差异性 方差和残差效应 的

影响 , 两因素对两个时期的食品消费的影响均在 的水平下显著 , 而且收入差异的增大会减

少收入支出份额 , 收入两极化 方差效应 的作用与均值效应会出现相同的情况 , 即越高收入

的人其食品消费支出在收入中得份额会越小 , 但差异化更会在均值效应的作用基础上更加剧

这一趋势 。另外两个时期两个因素作用大小有所不同 , 十五时期收入两极化的影响小于各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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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收入差距 , 十一五变为两极化影响远大于地区间的差距 。与食品消费相似同样作为生存

型消费的衣着消费 , 三个因素对该项消费均起负作用 , 不同在于均值效应 , 在 水平下两

个时期的整体收入的提高均显著减小其在收入中的份额 , 另外十一五期间异质性差异对其影

响不再显著 , 但仍会起到一定的负作用 。对于居住消费 , 整体上三个收入变迁因素对居住消费

影响不显著 , 除了十五期间我国整体收入提高的均值效应在 显著水平下显著的负作用 , 即

人们在这方面消费消费的增长速度落后于整体收入的增长速度 。收入变迁对住房消费影响的

不显著一方面说明我国 一 年间房价与居民收入水平的脱节 ,房价快速上涨虽然短期内

给房主带来利益 , 但中低收入阶层将因此更加买不起房子 , 另一方面 , 国家相关政策的调整使

房地产市场的局势不甚明朗 , 从而局面居民产生观望心理 。总体上说生存型消费中我国城镇

居民对于食品 、衣着的消费基本达到满足 , 住房问题将是居民考虑的重点 。

家庭设备用品消费和交通通讯消费由于均涉及家庭耐用品消费 , 所以把它们放在一起分

析 。对于家庭设备用品消费 , 一 年期间三个收入变迁因素对其影响均在 水平下显

著 , 整体收入水平的提高会相应地减少该项支出在收入中的份额 , 这点与之前的衣着相近 , 收

入的差异化对该消费起主导作用 , 而且起到促进作用 , 家庭设备耐用品消费只有在具有一定经

济基础之后人们才会选择购买 , 而高收入的更快增长会增加整体在这项消费上的支出 , 而接下

来的十一五期间三个因素的影响都不再显著 , 表明该时期城镇居民的该项消费需求基本达到

饱和 , 收入上的任何变化都不会对其消费起到明显地刺激作用 。对于交通通信消费 , 第一个时

期三个收入变迁因素估计结果都在 水平下显著 , 由于该消费市场所处阶段与家庭设备用

品不同 , 所以作用也会有所不同 , 整体收入的提高会促使城镇居民进一步增加该项消费支出 ,

而收入差异化的两项对该市场需求有抑制作用 , 而且作用大于均值效应 。第二个时期只有均

值效应显著 , 作用与第一时期相同但作用减小 , 收入差异化虽不再显著但有正向作用的趋势 ,

这种转变很大程度上与交通通信类产品的不断升级和服务质量的提高有关 , 能够满足人们对

该类消费层次提高的要求 。

通过表 我国城镇居民耐用品拥有量证明上面的分析是合理的 , 数据显示 一 年

间作为家庭耐用品的洗衣机 、彩电 、冰箱 、空调 、音响 、洗浴热水器和照相机等 , 第一个时期

拥有量都有所增长 , 一 拥有量虽有的也增长但很缓慢 , 而音响和照相机甚至有减少趋

势 , 洗衣机 、彩电 、冰箱 、空调的每百户拥有量更是超过或接近 , 这一需求基本饱和 , 人们

更多的是对产品的升级需求 。与交通通信相关的电脑 、手机和家用汽车除了手机第二个时期

类似于之前的耐用品 , 其他阶段均处于拥有量快速增长的阶段 , 到 年底电脑的拥有量达

到 , 距离饱和还有一定的增长空间 , 轿车市场空间依然非常大 。总之拥有量上的这些变

化与本文分析的收入变迁对于家庭设备和交通通信消费的影响分析是契合的 。

表 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百户年底耐用消费品拥有量

洗洗洗衣机机 彩电电 冰箱箱 空调调 热水器器 音响响 照相机机 电脑脑 手机机 家用车车

数据来源 年 《中国统计年鉴 》

最后讨论剩下的医疗保健 、文教娱乐和其他杂项商品服务三项消费 , 这三项消费均与信息

消费有关 , 有学者将这三项消费及其前面讨论的交通通信中的相关服务费用一起定义为信息

消费支出 。医疗保健消费可能由于其消费的不确定性大 , 在其他消费需求未被满足的情况下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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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收入变迁的关系并不明确 , 但随着我国医疗保健制度改革的深入 , 人们会相应降低这方面的

支出在收入中的比重 ,所以十一五时期该项消费与均值效应有了明显的负相关性 。文教娱乐第

一个时期也只有均值效应作用明显 , 随着经济发展人们对这一发展型或享受型的消费会增加 。
但收入的差异化对其影响不显著 , 这个时期一方面由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人们更加关注生存

型消费 , 另一方面我国相关产业发展相对滞后 , 难以满足更高收入人群这方面的需求 。第二个

时期均值效应不再显著 , 其主要的作用的是方差效应和残差效应即收入的差异化 , 而且影响显
著 , 说明我国教育娱乐相关产业发展的 , 比如各种辅导机构的设立 , 高收入人群对于这方面的

需求得到了一定的满足 。对于其他杂项商品服务消费 , 十五期间收入变迁对其影响都十分显

著 , 虽然该项消费支出的增长稍微落后于整体收入的提高速度 , 但是收入差异化的两项对于
该项消费的促进占绝对优势 , 十一五期间则与十五时期正好相反 , 整体收入的提高人们对于

服务类消费如旅游的支出加快 , 高于收入的提高速度 , 而可能现阶段的产业发展与高收入人

群的需求又产生了一定的距离 , 所以方差效应对其有一个明显的高于均值效应的抑制作用 。

结论及其政策建议

在我国经济转型消费结构不断升级的特殊背景下 , 居民快速显著的收入变迁 ,及其中西方

居民消费行为的差异 , 使传统西方消费经济理论的一些外生的 、稳定的假设在研究中国问题
时出现争议 。本文抓住我国收入变迁的现状 , 针对转型期间消费结构改变的特征 , 建立了从收

入变迁这一崭新视角研究消费需求结构的更加贴近我国发展现实的理论模型 一引入收入变迁

因素的扩展 模型 。为此本文实现了两点突破 把收入引入到从支出视角出发的消费系统

模型中 构建出了定量度量收入变迁的两个反事实收入变量 , 完成对于收入变迁中整体

收入水平 、收入差距及异质性差异三个因素的度量 , 并通过对收入项的分解成功将其引入到

模型中 。

利用 一 年间我国城镇居民收入 一消费数据对模型进行实证检验 , 由模型的估计检

验结果可以看出模型准确度量了近年来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变迁的三个因素带来的消费结构的

演变 。由于各个市场处于的发展阶段不同 , 其影响会有所不同 。总的可以发现当某一商品或市

场发展初期 , 如当前我国的轿车市场 、娱乐文化类等消费 , 由方差 、残差效应对十五期间的家

庭设备用品消费和十一五期间的娱乐文教消费正的促进作用可知 , 个体间适当的收入差异会

对该类消费有促进作用 。整体收入的提高更有利于之后市场的消费群体的扩大上 , 而且整体

的收入提高会促进消费结构的不断升级 , 即收入变迁的三个效应中均值效应主要影响整个消

费需求结构 , 而方差和残差作用比较局限于影响单个市场的需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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