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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地区消费过度敏感性分析 

张艾莲 刘 柏 

【摘 要】在东北地区经济发展的历程中，传统经济范式使得消费的拉动效应较弱。通过采用面板数据 

模型对东北三省消费过度敏感性检验可知 ，城镇和农村居民的消费过度敏感性系数都较高，当期消费 

与当期可支配收入之间具有较高的相关性。较高的消费过度敏感性抑制了居民的消费水平，限制了消 

费对经济的推动力。东北地区要维持健康稳定地发展，需扩大本地区的消费水平，因此要改交居民的传 

统消费观念和行为，完善消费信贷市场，提供有效的生活保障措施，并维持政策的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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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之后，整体宏观经济态势保持了稳定的发展趋势 。经济实力迅速提 

升。各地区的经济发展也呈现出了良好态势，经济总量有了大幅提升。但是，与此同时，地区间 

的经济差异日益凸显出来，沿海发达地区和内地欠发达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的 

差距。在 2000年，江苏省的生产总值为 8 582．73亿元，浙江省 6 036．34亿元 ，广东省更是达到了 

9 662．23亿元，而东北三省的生产总值分别为 ：吉林省 1 821．19亿元 ，辽宁省 4 669．06亿元 ，黑 

龙江省 3 253亿元。可见 ，东北地区与沿海发达省份之间整体经济水平相去甚远 ，其中广东省的 

生产总值是吉林省的近 5倍。 

到了 2010年 ，江苏省生产总值达到 41 425．48亿元，浙江省是 27 722．31亿元，广东省更是 

达到 46 013．06亿元，而东北三省的生产总值分别为：吉林省 8 667．58亿元。辽宁省 18 457．27亿 

元，黑龙江省 10 368．6亿元。经历了 10年的发展，东北地区与发达地区省份的差距并未缩小 ， 

反而有所扩大，广东省的生产总值是吉林省的 5倍多。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 ，竞争态势 日 

益激烈，在这一背景下 ，东北地区发展面临重大的挑战 ，而在竞争中占有优势地位并提升经济 

实力是发展的基石。 

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因素中，投资、消费和净出口是主要的“三驾马车”。由于我国受传统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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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模式的影响，投资和净出口对经济的贡献率一直较高 ，而消费在其中所起到的作用受到了一 

定程度的制约 ，消费对经济贡献并未得到充分体现 ，因此在“十二五”规划中，要推动经济增长 

需扩大需求，“坚持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战略 ，必须充分挖掘我国内需的巨大潜力，着力 

破解制约扩大内需的体制机制障碍”。 

这一战略同样适用于地区经济增长。由于资源禀赋和地理位置的缘由，东北地区经济发展 

与发达地区相比相对落后 ，但通过挖掘自身潜力和解除掣肘 ，水平存在进一步的提升空间。现 

阶段应主要发挥东北地区的消费对于经济发展的拉动效应。 

在消费和收入关系的理论研究中，传统的经济学设定当期收入是影响当期消费的主要因 

素，并未在消费模型中纳入跨期收入等变量。这一假说也被称为绝对收入假说。但是 ，随之产生 

的相对收入假说认为当期收入不是影响当期消费的唯一因素，过去的消费历史和其他消费者 

的消费行为同样具有影响力。Friedman(1957)将消费和收入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深入研究 ，提出了 

持久收入假说(permanent income hypothesis，简称 PIH)，这一假说认为人们的消费行为基于常规 

性收入 ，即使收入在不同时期呈现变化状况 ，为了维持相对稳定的生活水平 ，收入的暂时性上 

升和下降对消费支出几乎不产生影响。【 】同时期的Modigliani和 Brumberg提出了生命周期假说 

(1ife cycle hypothesis，简称 LCH)，同凯恩斯认同消费由当期收入决定的消费理论相异的是，生 

命周期假说认为人们的消费行为受各自的偏好和收入影响，在生命的年轻 、中年和老年的不同 

期间内，人们消费和储蓄观念和行为是不同的 ，所以消费行为受当期收入影响较小，而是基于 

整体生命周期而定。[2】其后 ，Ha11(1978)提出的消费随机游走模型成为消费模型的主要方法，通 

过引入卢卡斯批判 ，模型体现了消费者在理性预期基础上的最大化效用，当期收入对消费水平 

不具备预测能力。I31Flavin(1981)将消费对当期收入的反应中超出标志持久收入变动的当期收入 

范畴定义为消费对当期收入的过度敏感性 ，并在消费的经济计量模型中进行检验 ，检验结果表 

明持久收入假定的消费过度敏感性为零。[4l 

在对我国消费的敏感性分析中，王书华等(2009)验证了我国城 乡居民在经济行为过程中存 

在流动性约束和预防性储蓄 ，并证明了对居民储蓄推动准货币快速增长的机制。_5l王敏(2009) 

采用面板模型检验了不同地区城镇居民的消费过度敏感性，认为我国各地区城镇居民的消费 

敏感性很强。【6】田青等(2009)采用 1992-2008年我国城镇居民七个不同收入组数据及面板数据 

模型，检验了不同收入群体消费的过度敏感程度。结果表明我国城镇居民消费存在明显的过度 

敏感性，且不同收入居民的消费过度敏感性不同。[71李凌等(2009)通过省际动态面板数据测算 

了中国城乡居民的消费过度敏感性 ，结果表明城镇居民的消费过度敏感性高于农村居民，城镇 

居民非耐用品支出的消费过度敏感性低于农村居民。[81张邦科等(2012)通过假说检验表明我国 

城镇和农村居民消费对当期收入都是过度敏感的，导致了 PIH的局限性。【9】 

本文对东北地区的消费敏感性进行了分析。首先是对东北地区消费敏感度的背景分析 ，其 

次是对东北地区消费发展状况的阐述。再次是实证研究过程 ，最后是结论和建议。 

二、东北地区消费状况解析 

在东北地区的经济发展历程中，投资、消费和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相异较大。其中， 

投资通常是社会关注的重点，主要集中于通过投资拉动经济增长。但是受到我国整体宏观经济 

的影响以及地区思想观念的作用 ，消费水平一直不高，对经济发展的拉动效应受到了一定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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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制约。依据东北三省统计年鉴的数据整理可知， 

以辽宁省最终消费 、投资和净出口对生产总值的 

贡献度为例 (如图 1)，在 1991年最终消费支出对 

生产总值的贡献率是 62．3％，拉动 3．8个百分点； 

资本形成总额对生产总值的贡献率是 37％，拉动 

2．3个百分点：净出口的贡献率是 0．7％，没有拉动 

效应。到了 2000年 ，最终消费支出对生产总值的 

贡献率是 56．8％，拉动 5．1个百分点；资本形成总 

额对生产总值的贡献率是 35．1％，拉动 3．1个百分 

点 ；净出口的贡献率是 8．2％，拉动 0．7个百分点。 

[．．．．．．．．．．,consumption ．．．．．．．．net export----Investment[ 

图 1 辽 宁省 三大 需求 对 生产 总值 增长 的贡 献 率 

到 2010年 ，最终消费支出对生产总值的贡献率是 39．6％，拉动 5．6个百分点 ；资本形成总额对 

生产总值的贡献率是 68．1％，拉动 9．7个百分点；净出口的贡献率是-7．7％，向下拉动 1．1个百 

分点。 

可见 ，消费对生产总值的贡献率在 20世纪 90年代对地区生产总值的贡献率还较高，但是 

其后一直处于下降趋势，到了 2010年贡献率降低了接近 20个百分点，而投资的资本形成总额 

贡献率却处于上升态势，从 1991年至 2010年增长了 3O个百分点。净出口的贡献率相对较低 ， 

近些年受到国外经济环境的影响，更是低于零界值。与辽宁省类似 ，黑龙江省和吉林省消费的 

贡献率同样低于投资的贡献率。与此相对应的是，在发达国家和地区，消费对 GDP的贡献率基 

本维持在 75％水平左右 ，这为经济实力的提升 

和居民生活状况的改善提供了前提。东北地区 

消费相对滞后无法对经济产生有效地推动效 

应，也无助于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限制了经济 

的持续发展。 

在消费水平增长率方面 ，在 改革开放 后 

1986年至 2010年期间。吉林省城镇居民和农村 

居民消费水平增长率显示(如图 2)，城镇居民消 

费水平增长率从 20世纪 80年代中期至 90年 
代呈现上升趋势，但其后下降 ，一直延续至 21图2 

世纪初 ，随后虽然有所上升 ，但是未能达到 90 

年代的高值：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增长率趋势从 

80年代开始持续下降 。直至 2002年才有所缓 

升，但是同样低于前一段期间的最高值。 

由此可见 。虽然近些年吉林省经济有了较 

快的发展 ，生产总值有了大幅提升 ，消费增长率 

并未进入高水平的增长通道。对于黑龙江省(如 

图 3)，作为消费主要贡献力的城镇居民消费增 

长率趋势在 2004年之前高于农村居民消费增 

长率趋势(如图 3)，其后增长放缓 ，反而低于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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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黑龙江省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消费增长率及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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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辽宁省城镇居 民和农村居 民消费增长率及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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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吉林省平均消费水平及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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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辽 宁省 平均 消 费水 平及 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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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黑龙江省平均消费水平及趋势 

村居民消费增长率，城镇居民的消费通常要高于 

农村居民，也是拉动内需的主要人群 ，这种增长 

率的倒置使得消费推动效果进一步受到制约。因 

此消费增长率的提升存在较大的上升空间。从 

1991年至 2010年的 20年期间内，黑龙江省城镇 

居民的消费水平在 1991年至 2000年的增长速 

度整体要高于 2001年至 2010年 ，农村居民的消 

费水平增长率具有相同态势。 

随着经济的发展 ，尤其是进入 21世纪 ，黑龙 

江城镇居民收入增长率平均为 10％。但是消费增 

长率没有形成持续的高增长。对于辽宁省(如图 

4)，消费水平增长率一直保持较低的水平 ，趋势 

变化也不明显，消费增长的动力不足。 

在平均消费水平方面 ．在 1986年至 2010年 

期间，吉林省城镇居民平均消费水平呈现直线下 

降的态势(如图 5)，降幅较大，虽然农村居民平均 

消费水平波动幅度较小 。但是整体水平仍趋于下 

降。城镇居民消费与收入的比重随着改革开放的 

推进反而呈不断下降的趋势，表明消费的潜力还 

未能充分挖掘 ，对经济未形成持续推动力。平均 

消费水平的下降表明，作为收入的另一个组成部 

分——储蓄会相应增长。储蓄的增加不利于消费 

产品的销售及相关产业的发展。 

对于辽宁省而言。城镇居民平均消费水平虽 

然在 20世纪 80年代至 90年代保持了较稳定的 

水平 (如图 6)，但是从 90年代末期开始一路下 

滑 ，2010年已低至 1以下 ；农村居民平均消费水 

平不仅低于城镇居民平均消费水平。而且在此期 

间未体现上升的迹象。 

黑龙江省城镇和农村居民平均消费水平的 

变化态势与吉林省和辽宁省类似(如 图 7)，这显 

示了在东北地区经济快速增长条件下 ，居民收入 

虽然有所增长，但是消费占收入的比重却呈现下 

滑趋势．由此对 GDP的拉动效应不明显。 

上述数据走势表明。东北地区居民还未形成 

有效的消费能力。亦即居民未具有对消费对象良 

好的支付能力和配置能力。若要提升居民的消费 

水平增长率和平均消费水平 ，需增强居民的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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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 

三、东北地区消费过度敏感性的实证检验 

(一)面板数据模型 

传统的时间序列具有二维性质，即指标和时间，而在地区经济分析框架内，通常还存在个 

体 ，即不同的地区或经济变量 ，因此在检验这类时间序列之间关系时需要采用面板数据模型。 

面板数据模型将截面数据模型 yi=Ot+~Xi+8i和时间序列数据模型 yt=Ot"F~Xt-I-g 进行了综合，形 

成如下模型 。 

yit=O~it+ itXk+ i=1，2，⋯ ，n t=1，2，⋯，T (1) 

8 ui+v 

其中，yit是个体 i在 t时点的被解释变量 ，xit是个体 i在 t时点的解释变量，仅 是截距项 ， 

B 是待估计参数(系数)，￡ 是误差项 ，v的均值为零，方差为 v2。 

因此面板数据模型能够弥补仅仅利用二维时间序列模型的不足，在体现变量的动态变化 

基础上 ，提供更详尽的信息，具有较大的变异性，估计更为有效且能够分析多方面问题。面板数 

据模型是近些年重要研究方向之一。 

面板数据模型通常分为混合模型、变截距模型和变系数模型。当在不同情况下 ，截距项和 

参数对于任何时点的个体都相同时，模型属于混合模型。在面板数据模型中，当系数固定不变 

时，截距项对于不同个体或不同时点是不同的，此时面板数据模型属于变截距模型。而当截距 

项是相同的，系数对于不同个体或不同时点是不同的，此时面板数据模型属于变系数模型。由 

于混合模型的截距项和系数都是固定的，此类模型在对许多问题的研究中并不适用(Mairesse 

和 Griliches，1990)。1101变截距模型和变系数模型又分别分为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 

在对数 据进行回归分析时 ，通 常假 设参数是 固定 不变的 ，这样容 易产生异 质偏差 

(heterogeneity bias)。鉴于此类问题，通常采用的是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固定效应模 

型的优点在于无需对模型进行较多的假设，更接近于实际经济状况。而随机效应模型则需设定 

较多的假设 ，但是同时可以降低自由度遗失问题。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的区别在于固 

定效应模型是以固定截距项体现横截面个体不同的特性，而随机效应模型以随机模型截距项 

体现个体的不同结构，所以误差项为 ui+viI，而不是独立同分布。为了判断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还 

是随机效应模型，采用 Hausman检验(Hausman，1978)进行甄别。[Ul 

判断面板模型属于混合模型、变截距模型还是变系数模型 ，主要采用统计量检验 ，设有两 

个假设 。即： 

原假设是 H ：截距项不同，系数在不同个体和时点是相同的。 

备择假设是 H：：截距项和系数在不同个体和时点都是相同的。 

在 H 成立的情况下，构造 F 统计量 ，为： 

F： 二 1 2 1 二 ± 12 
S，／(nT-n(I(+1)) 

其中，K是解释变量的个数。在一定置信水平下 ，F：统计量小于相应的临界值，拒绝假设 

H ，否则拒绝假设H 。在 H 成立的情况下，构造 F 统计量 ，为： 

器 黪≯ 



 

一 (S：一S )／((n一1)K) 

一 ：而  

在一定置信水平下，统计量小于相应的临界值 ，拒绝假设 H ，采用变系数模型，否则采用变 

截距模型。S 、S 和 S，分别为变系数模型、变截距模型和混合模型的残差平方和。 

(二)实证检验 

在对东北地区消费过度敏感度分析中，采用的数据是黑龙江省、吉林省和辽宁省 1986年至 

2010年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消费水平以及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和人均消费性 

支出，并且经各地区消费价格指数进行平减 ，数据来源 自各省的统计年鉴。 

第一 ，对东北地区的城镇居民消费过度敏感性进行检验。首先采用 Hausman检验判断采用 

固定模型还是随机模型。Hausman检验的原假设是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备择假设是采用固定效 

应模型。Hausman检验结果为 52．47，概率为 0，因为小概率事件发生了，所以拒绝原假设 ，选择 

表 1 检 验 结果 

注： 表明解释变量对因变量具 

有显著影响。 

固定效应模型。其次，对数据进行 F统计量检验 ，以判断采用 

混合模型、变截距模型还是变系数模型。经检验 ，F 统计量为 

17．51，在 95％置信水平下 ，统计量的临界值为 2．53，因此拒 

绝原假设，混合模型不适用于样本数据。继续对数据进行 F 

检验 ，统计量为 5．47，在 95％置信水平下 ，统计量临界值为 

3．15，因此拒绝原假设 ，采用变系数模型。检验结果如表 1。 

结果表明，辽宁省、吉林省和黑龙江省城镇居民的消费 

过度敏感性系数都是显著的。东北地区城镇居民的消费过度 

敏感性都呈现出较高的水平，当期消费与当期可支配收入具有较高的相关性。 

第二 ，对东北地区的农村居民消费过度敏感性进行检验。首先采用 Hausman检验进行判 

断，以确定是固定模型还是随机模型。Hausman检验结果为 7．323，概率为 0．006 8，拒绝原假设 ， 

表 2 检验 结果 

注 ： 表 明解 释 变 量对 因 变 量具 

选择固定效应模型。其次 ，对数据进行统计量检验 ，以判断 

采用混合模型、变截距模型还是变系数模型。经检验，F 统 

计量为 12．69，在 95％置信水平下 ，统计量临界值为 2．53，因 

此拒绝原假设 ，混合模型不适用于样本数据。因此需再进行 

F 统计量检验，统计量为 4．55，大于在 95％置信水平下统计 

量的临界值 3．15，因此拒绝原假设 ，采用变系数模型。检验 

结果如表 2。 

有显著影响。 
Y-
士
lzl果显／示．1，虽然农村居民的I：1消费过度n斛J：X感 r--t-较城镇居民 不业 ＼， ，， 伏1' ，白 f同贝 戈 j l十x 俱，白 

有所下降，但依然处于高位 ，当期收入对当期消费具有显著影响。 

四 、结论 

居民消费过度敏感性体现了居民消费与当期收入之间的关联度，东北地区城镇和农村居 

民都具有较高的消费过度敏感性系数，城镇居民消费的过度敏感性高于农村居民，说明当期收 

入仍然是居民消费的主要影响因素，体现了消费的短视行为比较明显，消费行为过于谨慎。较 

高的消费过度敏感性限制了居民的消费水平 ，无法对全部消费进行平滑 ，消费的增长速度低于 

收入的增长速度。导致消费的过度谨慎。无论是城镇居民还是农村居民 ，辽宁省的消费过度敏 

_ 霉譬枣瓣  



感性系数都是最高的，因为辽宁省 、吉林省和黑龙江省虽然都处于东北地区 ，但是由于经济发 

展速度 、投资环境、地理位置不尽相 同，经济发展水平有所差异。而且 ，各省之间人均收入的差 

异也导致了消费过度敏感性的相异。为了保持东北地区未来的稳定健康发展，东北三省需挖掘 

消费潜能。在现有基础上 ，利用消费拉动经济的进一步增长。【12 

首先．保持稳定健康的地区经济增长 ，改善居民的消费环境。由于地理位置、资源禀赋和历 

史因素等影响，东北地区在区域经济发展方面存在一定的不平衡。在“十二五”规划中，“实施区 

域发展总体战略”提出了“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东北三省应基于全面振兴东北地 

区老工业基地的契机 ，形成有效的区域之间合作，因为区际之间的经济合作是推动区域经济发 

展有利的外部保障 ，在东北地区降低交易费用和市场分割成本，扩大合作的深度和广度 ，通过 

优势互补，形成资源的合理高效配置 ，提升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的稳定增长有利于构建良好的 

居民增收环境。在东北地区，居民消费的主要来源还是收入 ，因此保持居民收入的稳定增长是 

推动消费的前提和基础。若要提高居民收入 ，需要在政策和措施的调控下促进收入的提升。一 

是要提高生产和服务的综合性能力，挖掘增收的潜力；二是扩大居民的就业率，提高居民的工 

资性收入：三是通过培训和再教育对居民进行投资活动的普及，为居民提供投资的便利和服 

务，以提高居民的非工资性收入。 

其次 ．改变东北地区居民的消费观念。消费是居民个人的决策行为 ，受个人的观念和 习惯 

所限 ，我国的传统观念和文化理念对个人负有外债持否定态度 ，崇尚的是勤俭和节省 ，由于东 

北地区身处内陆，居民思想相对保守，提前消费行为相对滞后。在收入水平有所增长的情况下， 

消费的支出并未相应提升，依然保持着节俭的传统。这不利于高端和大宗消费品的销售，并限 

制了当地消费品生产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和扩大。鉴于此，需通过电视、报纸等传媒手段对居民 

消费观念潜移默化地进行改变 ，以推动居民的主动消费 ，并促使消费行为的合理化和长期化 。 

在消费品的销售和提供方面 ，应针对不同年龄层次的消费者提供符合其特点的特色商品，以吸 

引消费者。 

再次 ．东北地区消费信贷市场发展的相对滞后限制了消费支出的增长。信贷总量在传统宏 

观经济分析中被淡化了 ，在宏观经济模型中也未有体现 。但是 ，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 

和对房子 、汽车和其他大宗消费品的需求旺盛 ，消费信贷的重要性 日益凸显。消费信贷能够刺 

激压抑的消费需求 ．从而降低流动性约束的影响。在东北地区消费信贷市场不发达的情况下 ， 

个人需积累资金才能进行大额消费，当消费信贷市场不断放宽和扩大时 ，个人将无需进行预防 

性资金积累，储蓄倾向也随之下降。因此若要提升消费水平 ，需完善消费信贷市场。只有当个人 

消费对当期收入的依赖程度下降，消费支出才会增长。消费信贷市场的建立和完善能够有助于 

降低城镇和农村居民当期消费对即期收入的依赖 ，避免消费的过度敏感性拉低消费对经济的 

贡献度。为了刺激居民对消费信贷的使用，应针对东北地区的消费特征提供针对性的消费信贷 

产品。 

事实上 ，发达国家或地区的消费信贷状况表明，在刺激消费增长的各项因素(如文化 、制 

度、政策环境等)中，消费信贷是支持和助推消费持续稳定增进的重要机制。在消费信贷的提供 

方面 ，除了商业银行 ，消费品销售方也可通过金融媒介对居民提供消费信贷。在消费信贷产品 

的设定方面 ，消费信贷的提供方应根据东北地区居民的观念和收入特点进行针对性研发，设计 

不同类型的条款和形式以满足居民的需要 ，并由此扩宽消费信贷的领域。 

l 



 

最后，对未来医疗保险养老等不确定性预期也促使了消费过度敏感度较高 ．居民对未来预 

期的不确定性促使其增加储蓄的比重，而未提高消费的比例。所以，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是个人消费扩大的重要前提 ，在生活得到保障的前提下，个人才有能力和信心进行较大金额的 

消费，进而刺激经济增长。在缺乏生活保障的条件下，居民的消费方式呈保护式 ，消费较低 ，储 

蓄增长。 

这种预防性储蓄是消费过度敏感性的主要影响要素之一。东北地区应针对地区特征提供 

医疗、养老等有效保障 ，并保持政策和措施的可持续性。如城镇和农村扩大参加医疗保险的人 

群，并适当向低收入人群倾斜 ；在一定时期内，适度增加养老年金 ，提高养老金水平。社会保障 

措施的提供和完善能够保障居民心理对未来预期的稳定性 ，从而促使居民扩大当期消费并采 

用消费信贷等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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