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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西方传统消费行为理论不能充分解释中国经济转轨期居民消费行为。我们研究了中国经 

济体制转轨与城镇居民消费行为的内在相关性，提出了中国经济转轨期城镇居民消费行为的 “假 

说”，并利用计量经济模型，对所提出的 “假说”进行了实态验证，印证 了居 民消费行为 “假说” 

的真实性。得出的基本结论为：中国居民是基于传统消费文化来安排消费的，这种传统文化在动态 

变化的体制变迁中铸就 了中国消费者的消费呈现典型的间歇式周期性波动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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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西方学者消费行为理论在我国的应用状况分析 

改革开放之后，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经济体制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 

变，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整个国民经济在支撑其发展的三个 “轮子”——投 

资、内需和外贸的拉动下呈现出有序、平稳的发展态势。然而，进入 “九五”以来，我国经济 

发展与居民消费行为却呈现某种程度的 “悖逆”现象。一方面，经济平稳增长，居民收入不断 

提高；另一方面，居民消费规模却增长迟缓，甚至表现为负增长。据统计，我国居民的最终消费 

率从 1991年到 2005年分别为 60．8％、59．9％、58．3％、57．3％、57．5％、58．9％、58．5％、 

58．7％、60．3％、61．3％、59．8％、58．2％、57％、55．4％和 52．1％④。而著名发展经济学家钱 

纳里等人进行的一项实证研究表明，当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1 000美元左右时，世界上绝大多数 

国家居民的最终消费率均在 70％以上。⋯ 相比之下，我国与钱纳里的这一标准模式相去甚远， 

就连储蓄率很高的东亚国家也在65％以上。_l Jl 那么，为什么中国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 

时期，居民的消费行为会有悖于经济增长的趋势呢?这种现象是偶然的，还是带有某种必然性 

呢?针对这一现象，国内学者借鉴国外的消费理论进行了一系列研究，试图用传统的西方经济理 

论给出合适的判断，但结果并不理想，尤其是转轨期我国居民消费行为的解释力略显不足。究其 

① 根据 《中国统计年鉴》(1992--2006年)相关数据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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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在于缺乏对中国消费者行为的理论分析，而仅仅以数据拟合优度为标准。事实上，西方学者 

的消费行为理论是根植于当代西方社会制度、经济组织等土壤之中的，而中国的国情同西方社会 

相去甚远，西方学者的理论不能完全解释中国居民的消费行为也是 “情理之中”的事，即使能 

够解释或作局部解释，往往也是局限于表面，而非本质性的阐释。 

西方消费行为理论大多只强调收入对消费的影响，但事实上收入仅是消费的必要条件，最根 

本的还是消费动机——即居民消费行为是在消费动机的驱使下产生的，而动机之强弱不仅要受经 

济因素的影响，而且还要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这些社会因素包括经济制度与经济组织、社会习 

俗 (由种族、教育背景、宗教信仰和社会道德观念等因素形成的习惯)、过去的经验和现在的希 

望、社会财富分配的 “游戏规则”等等。在诸多因素的影响下，会导致不同社会、文化背景的 

居民的消费行为大相径庭。可见，透视居民消费动机之形成 ，才能对居民的消费行为给出完全的 

解释。然而，西方的消费行为理论都是在假设社会制度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展开分析和讨论的，即 

社会相对稳定，不存在重大的社会变革。这一理论形成的前提条件与我国的现实情况差异较大， 

我国目前还处于市场经济的转轨时期，确切地说，是处于经济转轨的后期，社会经济体制发生了 

重大变革，居民消费动机的产生背景不是相对稳定的。这就是为什么西方学者的消费行为理论难 

于透彻解释中国居民消费行为的主要原因。 

另外，由于我国官方统计中存在客观因素和人为因素所致的遗漏与误差。因此学者们在对居 

民消费行为进行实证分析时，必然重新估计或修正有关数据，而这种估计与修正是否科学、合理 

还是一个 “未知数”，这样，同一经济变量的估计值就会因人而异，所得出的结论也必然表现出 

较大的差异性。加之我国的改革是渐进式的，经济体制处于动态变化之中，居民的消费动机和消 

费行为受之影响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这些变化就会造成转轨时期的数据在时序上的可比性差， 

加大数据处理的困难和误差。因此，对居民消费行为的研究，仅以数据的表面处理为准，而忽视 

实证分析的理论基础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是难以令人信服的。由此看来，对于转轨时期中国居民的 

消费行为从理论与实证的双重视点上给出全面的诠释是十分必要的。 

二、中国城镇居民间歇式周期性波动消费行为假说的提出 

既然西方学者消费行为假定在解释我国居民消费行为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我们有必要立足 

于中国处于经济转轨时期的现实，从新的角度去探讨中国居民消费行为的特征，解析转轨经济中 

我国居民消费行为之谜。为了对转轨期城镇居民消费行为作出完整的诠释，这里笔者拟借鉴西方 

学者的研究方法，提出中国经济转轨中的城镇居民消费行为的假说。 

随着东西方文化的相互交融，中国居民的消费行为中日益融入了西方现代文明的许多成份， 

然而与西方人的消费行为相比，中国居民的消费有着特有的规律。下面的基本假设符合转轨期的 

中国居民消费行为的表象： 

假设1 一般来说，消费者在一定时期内，其消费的水平是与其收入的高低成正比的。随着 

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人们的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相应地，消 

费水平也在不断提高。 

假设2 中国居民并非按西方消费经济理论所假定的人们是按终生来安排自己的消费，追求 

一 生效用的最大化，而是在其生命的不同阶段一般都存在一个特定的消费高峰，于是人们在每个 

阶段都要为应付相应的支出高峰来安排自己的储蓄与消费。在人们的一生中，有若干个处于人生 

不同阶段的 “大事”，需要用特别的消费方式作特别处理。这些 “大事”包括结婚、置家、子女 

教育、防病、养老等。为了这些必须支付的成本，人们必须做出阶段性安排。 

假设3 家庭消费以量人为出为宗旨，尽量不从外借钱。“既无内债，又无外债”被推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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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良的家庭消费文化。当西方人早已习惯于 “透支消费”时，绝大多数中国居民仍然原地踏步 

于 “封闭预算约束”状态。 

假设4 在面临收入约束和信贷约束的条件下，消费者的消费可以划分为两个层次：基本消 

费 (C )和额外消费 (C )。基本消费和额外消费分别是指生活必需品的消费和非生活必需品 

的消费。一般来说，消费者总是在满足基本消费之后，才能决定剩下那部分收入在现期的非基本 

消费与储蓄之间如何进行分配。基本消费通常随收入水平的提高而不断提高，额外消费的部分则 

表现出较大的个体差异性。但为了满足结婚、置家、子女教育、子女婚育、防病、养老等项必不 

可少的额外消费支出，大多数家庭都在日常的消费中奉行着 “节支”的原则，而进行一定数量 

的储蓄，以应付消费高峰时的大笔支出。因此，居民消费表现出一定的周期性，这种周期性可表 

示为储蓄——消费——再储蓄——再消费的循环过程0 · 

假设5 典型消费者是理性的并且普遍是厌恶风险的。作为理性消费者，他将利用一切可以 

利用的信息合理安排现期收入，力求做到将所有的收入与财富在有生之年的不同阶段消费 (包 

括消费高峰的消费)，以获得各时期总效用的最大化。作为风险厌恶者，他的消费与储蓄决策是 

在风险与收益的比较基础上进行的，当收益率相同时，消费者总是倾向于选择风险较小的储蓄资 

产；当风险相同时，消费者总是倾向于选择收益率较高者；处于体制变迁中的中国居民在安排消 

费时需要考虑的支出项目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相比明显增多。当原来的住房、医疗、养老等由政 

府 “大包大揽”变为由居民自己、单位和政府共同承担或由居民独自承担时，他们必须为这些 

项目的未来支出提前做出恰当的安排。 

基于上述基本假设的消费前提限制，本文提出中国转轨期城镇居民消费行为的假说——由固 

有文化产生而在动态变化的社会经济中促成的居民间歇式周期性波动的消费安排。 

中国居民不会像 “社保”健全的西方社会那样靠消费信贷提前满足消费需要，而是从有独 

立收入开始就按阶段安排自己一生的消费。依据以上假设，可将一般中国居民的消费安排分为若 

干阶段，这里用 s s s，⋯⋯s 表示不同的人生阶段： 

第一阶段 (s )。在此阶段，除了一部分思想前卫的年轻人进行近乎挥霍性的、潇洒消费 

外，大多数人要为筹划婚事、置办高档家俱而储蓄，因此，这一阶段表现为储蓄>收入。从消费 

与收入的关系来看，通常表现为消费 <收入。 

第二阶段 (s )。在这一阶段，年轻人经过几年的工作，大多到了男婚女嫁的年龄段，他们 

必须为自己的终身大事而思前想后、精心策划。为了这一生中的重大事件，他们宁愿借债 (内 

债与外债)也要将婚事办得体面。所以，这一阶段，通常表现为消费>收入。 

第三阶段 (s，)。s 阶段可以看成是人生消费中的第一次消费高峰。高峰过后，人们便开始 

为下一个消费高峰而筹划，即为购大房子或购车而储蓄，这笔开支大概可算作人生中最大的一笔 

开支，通常要经历较长时间的积蓄过程。因此，这一阶段表现为消费 <收入。 

第四阶段 (s )。经过一段时间 (s，阶段)的积累，以及人们消费观念的转变，购买大房子 

和购车成为人们的现实需求时，这便构成了人生中第二次消费高峰，并且这一次的消费支出是人 

生中支出最高的一次。于是，这一阶段必然表现为消费>收入。 

第五阶段 (s )。当人们经历了两次消费高峰之后，孩子的教育投资被提到议事日程，有的 

甚至在此之前就开始考虑孩子教育投资的问题了。于是人们又一次进入了消费<收入的阶段。 

第六阶段 (s )。孩子教育投资可以划分为若干笔支出，l~Pfl,学、中学、大学以及特殊才能 

的培养。中国毕竟是一个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国家，父母可以放弃一切非基本消费，但对教育的 

投资决不放弃。因此，处于这一阶段上的家庭消费支出通常表现为消费>收入。 

第七阶段 (s，)。这一阶段是人们即将走人职业生涯的终止阶段 ，这时的人们往往要为 自己 

的养老、医疗问题积攒一笔可观的资金；同时，按照中国人的传统习惯，父母不仅要将儿女养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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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而且还要为子女的终生大事积蓄一笔资金。因此，这一阶段可能是人生中储蓄最高的阶 

段，储蓄与收入的关系也自然表现为储蓄 >收入。从消费与收入的关系来看，通常表现为消费 < 

收入。 

第八阶段 (s )。这一阶段是人们开始进入退休生活，除基本消费之外，额外消费相对较 

少，人们的退休金除了满足基本生活需求之外，几乎全部用于储蓄。从消费与收入的关系来看， 

通常表现为消费 <收入。 

由以上分析可见，中国居民是基于传统消费文化来安排消费的，这种传统文化在动态变化的 

体制变迁中铸就了中国消费者的消费呈现典型的间歇式周期性波动。 

三、中国城镇居民间歇式周期性波动消费行为假说的实证检验 

按照前面假说的内容，可以将个体的生命周期分成八大阶段，每一阶段的消费、收入、阶段 

末的储蓄值分别为c 、Y 及s ，其中i=1，2，⋯，8；个体消费者的初始财富为Wo；无风险利率 

(储蓄利率)为ri；贴现率为r。个体消费者最优化跨期效用表示为：max U=U(c ，c ，⋯，c )。 
8 1 8 1 8 1 

满足： { c + { Wo。利用拉格朗日乘数法，消费者最佳 
的消费路径就等价于规划： 

8 1 8 1 8 1 

￡= (c-，cz，⋯，C8)+A( { c + 南 s 一 +Wo) 
个体消费者在各个阶段内有着不同的消费与储蓄预期，但本质上 ，八个阶段每两阶段是对应 

的，即当期的消费小于收入，进行储蓄是为了下期的消费大于收入而准备。因此，每两个阶段事 

实上是一个整体，个体的生命周期可以看作是两个阶段为一个特征的波浪式消费过程。社会是由 

个体所构成的整体，社会中的消费也就表现为这种阶段式的消费模式。同时，相邻阶段外的其他 

阶段间联系较小，前一阶段整体的储蓄可以认为是当期阶段的初始财富，因此，为了分析问题的 

简化，可以把个体消费者的最优化消费转化为两个离散阶段，即当期与未来期①，那么消费最优 

化过程为：max U=U1+卢 。满足预算约束：c1+sl=Wo(1+r，)+Y1，c2+s2=s1(1+r，)+ 

Y，。由于个体消费效用是实际所得到的消费品的函数，因此，效用函数应具有如下形式：U = 

(c ， )。其中：} >0， <0， =1，2。消去中间参数s-，可以把上述的两个 
预算约束条件转化为一个包含两个时期的约束条件： 

1 1 ． 】 

C1+了_i 2+ _i 2 Y-+wo(1+re)+ y 

另一方面，从效用函数的性质可知，若效用与消费间存在着单调递增关系，那么，任何与消 

费间存在着同样性质的效用函数都能表达这种关系。M 进一步，考虑现实消费数据与其他因 

素间的关系，假设效用函数具有如下形式：Ui=(生)～logc ，i=l，2。利用消费最优化的拉格朗 
Po 

日一阶条件，可得消费函数的一般形式如下： 

c =c ( ，)，t， ， ， )，r： ，2 

应该说，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进行的分析只是以个人行为为基础的微观个体消费行为分析。 

① 对效用函数的二次离散划分，国内学者有一定的分析与论述，如参考文献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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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所有居民的效用函数和所面对的约束条件都相同，从宏观上来看，居民整体的消费函数也可 

能是个体微观经济行为的放大，也即意味着社会整体上也表现为波浪般的间歇式消费行为。基于 

这种考虑，根据中国国情所选出的中国居民特别是城镇居民消费函数也具有如下形式： 

1 

C=C(P，P0，万÷ ，rr， ，Js) 
1 十 ， 

在进行数据检验时，通货膨胀率利用历年的价格指数，收人、储蓄、价格、无风险利率等都 

是利用 ((1978--2005年中国统计年鉴》，样本期为1978--2005年。考虑函数的一致性及各个变 

量间实际数据值，统计检验时一致选用对数线性形式 ，根据样本数据，利用最小二乘法 (OLS)， 

可得如下模型： 

log(C )=一3．00+0．531ogy +0．521ogy 一1+0．641ogp 一0．01log／一0．06logS 一1 

D．W=1．87，R =0．999，模型的各式系数 T值都显著大于2。 

其中：C ，Y ，Y川，P ， ，s 分别表示当期消费、当期收人 (主要是工资收入)、居民预期通货 

膨胀率、无风险利率、上期的居民储蓄。 

从模型中可以看出，在没有对数据进行任何修正的情况下，得到 D．W =1．87、R =0．999的 

模型是相当令人满意的，各解释变量的系数也满足要求，即当期消费与当期收入、上期收人、通 

货膨胀率成正相关，而与利率、储蓄成负相关。由于上期收入与上期储蓄都包括在二阶段分析中 

当期的财富中，也就意味着二者的加总即弹性系数大约为 0．46，正好反映了理论模型中所要说 

明的问题 。 

从理论模型及实证检验研究中可以得出，中国城镇居民消费存在着间歇式周期性行为，而这 

种行为正是由于中国的独特文化背景 ，加之在体制变迁的动态环境中促成了中国城镇居民独有的 

消费行为特征。 

四、基本结论 

本文利用计量经济模型，对所提出的我国城镇居民间歇式周期性波动的消费行为假说进行了 

实证检验。得出的基本结论是：我国城镇居民的消费行为存在明显的间歇式周期性波动特征，这 
一 特征是由固有文化产生而在动态变化的社会经济中促成的中国居民独特的消费安排，这种消费 

安排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对我国政府所制定的拉动内需政策产生了负面影响。为保证我国启动消费 

政策的有效性，有必要采取一系列具体措施 ，以使居民消费行为得以矫正：1)尽快完善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体制，健全包括失业救济、养老、医疗等在内的社会保障制度 ，解除消费者当期消费 

的后顾之忧。2)大力推广消费信贷制度，扩大消费信贷规模，促进我国消费信贷市场的发展。 

3)倡导新的消费理念，矫正消费者传统的落后的思维模式 ，引导个人消费行为走向理性化。4) 

保持经济政策的稳定性 ，遵循科学的决策程序和决策规则 ，确保整个经济活动的连续性而不是间 

断性。5)加大收人分配政策的调节力度，解决收人分配差距过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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