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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自凯恩斯提出绝对收入理论以来，消费函数的研究受

到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 凯恩斯认为，在短期内，影响个

人消费的因素主要是个人可支配收入的多少，可支配收入

越高，消费支出越高，根据这一理论所描述的消费和收入

之间的关系，可以将消费函数设定为如下的形式：
Ct=β0+β1Yt+εt （1）
其中，Ct 表示 t 期的消费支出，Yt 表示 t 期的个人可支

配收入，β0 测度自发消费，0<β1<1，为边际消费倾向。 凯恩

斯认为，随着个人可支配收入的增加，用于消费的比例将

逐渐减少， 即参数 β1 将随着收入的增加具有不断下降的

趋势。 然而，绝对收入理论却无法解释储蓄率的长期稳定

性，因而逐渐被相对收入理论所取代。 相对收入理论认为

消费支出不仅受自身收入的影响，而且也受周围人的消费

以及消费者个人消费习惯的影响。 相对收入假说可用如下

的消费函数近似表示：
Ct=β0+β1Yt+β2Ct-1+εt （2）
尽管依据相对收入假说的消费理论对绝对收入理论

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进和创新，但仍然不能严格地解释储

蓄率长期稳定的这一现象。 直到生命周期和持久收入理论

的诞生，储蓄率长期稳定这一现象才得以较好地解释。 生

命周期和永久收入假说认为，对于一个消费者，尽管其收

入在一生中可能出现较大的波动， 但在理性预期假设下，
一个典型的个人通常会试图使其整个一生的消费处于平

稳状态。 因而，作为一个理性的消费者会根据他所预期的

一生的收入而不是现实收入来规划其消费路径。
然而，在中国资本市场尚不十分完善、消费者信贷还

没有被广大消费者所接受的情况下，无论是生命周期理论

还是永久收入假说都难以被用于分析中国居民的消费行

为（余永定、李军，2000）。 余永定、李军（2000）认为中国居

民不是以一生为时间跨度来寻求效用最大化，其消费支出

安排具有显著的阶段性。 王军（2001a，2001b）认为自 1992
年我国正式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

以来，各项改革措施陆续出台，如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体

制的改革，然而这些改革在 20 世纪 90 年代后半期又遭遇

了经济增长持续下滑、通货紧缩日益严重、新的消费热点

不明显等一系列的不利局面，使得居民对未来的收入和消

费支出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预期，导致居民做出消费决策

时更加谨慎，边际消费倾向出现波动。 为此，本文通过构建

时变参数消费函数模型，并将其表示成状态空间模型的形

式，利用卡尔曼滤波对其进行估计，进而测度改革开放以

来吉林省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的波动情况。
二、 时变参数消费函数的构建

考虑到消费函数中边际消费倾向可能存在时变的特

征，本文将由式（1）表示的消费函数扩展为如下的时变参

数模型：
Ct=β0+β1tYt+εt （3）
β1t=δβ1t-1+ζt （4）
同理，对于由式（3）表示的相对收入消费函数可表示

成如下的时变参数模型：
Ct=β0+β1tYt+β2Ct-1+εt （5）
时变参数 β1t 同样服从一阶自回归过程（式 4）。
令：zt=（Yt，Ct-1），αt=（β1t，β2）′， 则上述模型可以表示成

状态空间模型的形式：
Ct=β0+ztαt+εt

αt=Ttαt-1+ut+ζt （6）

其中，Tt=
1 0
00 00

，ut=
0
β2
0 0，ζt= ζt000

。

第一个方程为量测方程， 第二个方程为状态方程，εt

和 ζt 分别是量测方程和状态方程的扰动项， 满足如下条

件：
1. 初始状态向量 α0 的均值为 a0， 协方差矩阵为 P0，

即：
E（α0）=a0，var（α0）=P0 （7）
2. 在所有时间区间上，扰动项 εt 和 ζt 相互独立，而且

它们和状态 α0 也不相关。 即：
E（εt，ζt）=0，s，t=1，2，…，T （8）
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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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将基于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假说的消费模型扩展为时变参数模型，利用卡尔曼滤波对模型进行估计，得

到时变边际消费倾向，识别了吉林省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消费函数中边际消费倾向系数的时变特征，并比较了吉林省农

村居民与城镇居民消费模式上的差异。结果表明，基于相对收入假说的消费函数模型能够更好地描述吉林省农村居民和

城镇居民的消费行为。吉林省农村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低于城镇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主要是由于农村居民对未来的预

期没有城镇居民乐观。因此，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增强其对未来收入的预期是扩大农村居民消费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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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农村居民收入和消费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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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城镇居民收入和消费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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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城市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绝对收入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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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εt，α0
′）=0，E（ζt，α0

′）=0，t=1，2，…，T （9）
当 满 足 上 述 假 设 条 件 时 ， 状 态 空 间 模 型 可 以 采 用

Kalman 滤波方法进行估计。
三、 时变参数消费函数模型的估计结果

1. 数据的选取与描述。 本文分别选择吉林省农村居

民家庭平均每人纯收入和农村家庭平均每人年消费性支

出测度吉林省农民收入和消费性支出情况，数据起止时间

为 1979 年~2010 年， 包含的样本个数为 31 个。 为比较吉

林省农村居民消费函数与城镇居民消费函数的差异，我们

还估计了吉林省城镇居民消费函数，其中城镇居民收入和

消费支出分别选择城镇家庭平均每人可支配收入和城镇

家庭平均每人全年消费性支出进行测度。 数据起止时间为

1983 年至 2010 年，共包含 28 个样本数据。 以上数据均来

源于中经网统计数据库（http://db.cei.gov.cn）。 吉林省农村

居民以及城镇居民收入和消费支出的数据分别由图 1 和

图 2 给出。
从图 1 和图 2 可以看出，无论是农村居民还是城镇居

民， 改革开放以来收入和消费支出均呈现指数型增长模

式，并且收入和消费支出表现出高度的协同性，具有相似

的变动趋势。 初步可以断定收入是影响农民收入的主要因

素。 另外比较图 1 和图 2 可以发现，农村居民收入和消费

支出的波动比城镇居民收入和消费支出的波动要大，而城

镇居民收入和消费支出序列更平滑一些。
2. 模型的估计结果。 对于由式（3）和式（4）表示的绝

对收入时变参数消费模型以及由式（5）和式（4）表示的相

对收入时变参数消费模型，给定待估参数的初值，利用卡

尔曼滤波算法，得到对应模型的对数似然函数，然后利用

极大似然法可以对模型中的未知参数进行估计，得到参数

估计值后，将参数的估计值代回到卡尔曼滤波中，可以得

到时变的

边际消费

倾向系数

的估计值

以及标准

差。
图 3

为利用吉

林省农村

居民收入

和消费支出数据估计的绝对收入时变参数消费模型的边

际消费倾向系数。 其中实线为对应的时变系数的估计，两

条虚线表示参数 β1t 的 95%置信水平所对应的置信带 （下

同）。从估计的结果可以看出，由于置信下限均大于 0，而置

信上限均小于 1，表明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下，边际消费倾

向系数 0<β1t<1，另外随着时间的推移，参 数 β1t 表 现 出 了

不断增加的趋势，表明吉林省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占收入的

比例不断扩大，储蓄率则不断降低。 为比较吉林省农村居

民消费函数与城镇居民消费函数的差异，我们还利用吉林

省城镇居民收入和消费支出数据估计了绝对收入时变参

数消费模型， 边际消费倾向系数的估计结果由图 4 给出。
与图 3 相比，图 4 的时变参数估计值相对较大，表明吉林

省城镇居民消费支出占收入的比例大于农村居民的消费

支出占收入的比例。 另外，从图 4 还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

来吉林省城镇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对

应的参数 β1t 比较平稳。 与之相比，吉林省农村居民的边际

消费倾向的波动较大， 特别是 2000 年以前， 波动更为明

显，这可能与农村金融系统的发展状况有关，由于受农村

信贷的束缚以及农民消费观念的影响，农村居民消费主要

还受收入的硬性约束， 若出现收入异常波动 （粮食减产

等），为保持消费支出的平稳性，只能通过调节消费支出占

收入的比重来实现。
图 5 给出了利用吉林省农村居民收入和消费支出数

据估计的相对收入时变参数消费模型的边际消费倾向系

数。 与绝对收入消费模型相比，相对收入消费模型的参数

相对较小，但具有相同的波动模式。 表明前期消费水平对

当期消费具有显著影响，相对收入假说更能反映吉林省农

村居民消费现实。 同样，利用吉林省城镇居民收入和消费

支出的数据对相对收入时变参数消费模型进行估计，得到

了相似的结果。 相对收入消费模型的边际消费倾向小于绝

对收入消费模型的边

际消费倾向， 但波动

模式与绝对收入消费

模 型 没 有 显 著 差 异

（见图 6 所示）。
四、 本文主要结

论

本文对基于绝对

收入假说和相对收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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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相对收入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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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城市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相对收入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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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说

下的

消费

函数

进行

了扩

展 ，
分别

建立

了绝

对收

入时

变参

数 消 费 函

数 模 型 和

相 对 收 入

时 变 参 数

消 费 函 数

模 型 ， 并

将 其 表 示

成 状 态 空

间 模 型 的

形 式 ， 然

后利用卡尔曼滤波方法估计了模型，得到时变边际消费倾

向系数。 分别利用吉林省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收入和消费

支出的数据，估计了吉林省农村居民消费函数和城镇居民

消费函数，并对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进行

了对比分析，得到如下的几个基本结论：
第一，时变参数消费函数模型成功识别了边际消费倾

向的时变特征。 无论是绝对收入时变参数消费函数模型，
还是相对收入时变参数消费函数模型，无论利用农村居民

还是利用城镇居民收入和消费支出数据，得到的边际消费

倾向 β1t 均在[0，1]内，具有合理的经济解释。
第二，与绝对收入时变参数消费模型相比，相对收入

时变参数消费模型的边际消费倾向系数相对较小，表明在

相对收入时变参数消费模型中，滞后的消费对当期消费具

有显著性的影响，相对收入时变消费函数模型更能反映吉

林省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的消费行为。
第三，吉林省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小于城镇居民边

际消费倾向。 无论是绝对收入时变参数消费模型，还是相

对收入时变参数消费模型，得到的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

的 估 计 值 均 小 于 城 镇 居 民 边 际 消 费 倾 向 ， 这 与 李 武

（2007）的结论是一致的。 这主要是由于农村居民对未来收

入的预期没有城镇居民乐观， 主要表现在城镇居民在就

业、以及公费医疗、劳保、退休金等福利方面都比农村居民

优越。
另外，从农村居民时变消费函数的边际消费倾向的变

化路径上更能体现农村居民对未来收入的预期在影响其

消费决策方面的重要作用。 随着农村税费改革、合作医疗

等一系列惠农政策的实施，农村居民对未来收入的预期正

逐渐提升， 农村居民边际消费系数不断提高印证了这一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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