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27 卷 　第 2 期
2008 年 　　2 月

　　　　　　　　　　　
技 　术 　经 　济

Technology Economics
　　　　　　　　　　　

Vol127 , No12
Feb. , 2008

持久性收入对中国农民消费影响分析
于淑波1 ,2

(11 华中科技大学 经济学院 ,武汉 430074 ; 21 山东财政学院 经济学院 ,济南 250014)

摘　要 :运用弗里德曼的持久性收入假说分析我国农民的消费问题 ,并利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对中国历年

农民消费统计数据进行分析 ,得出“持久性收入及持久性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对我国现阶段农民消费支出

影响较大”的结论 ,并从增加持久性收入和提高持久性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两个方面就增加农民消费提出

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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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几年 ,我国开始积极扩大内需 ,但农民的消费

增长速度始终比较缓慢 ,这已成为制约经济增长的

主要因素。扩大农民消费 ,有利于农村的社会稳定

和农民积极性的调动 ,有利于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

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

1 　农民消费分析的理论选择

目前 ,在分析消费问题方面 ,西方消费理论发展

比较完善。有关新古典消费函数[1 ]的具有代表性的

模型有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杜森贝利的相对收

入假说、弗里德曼的持久性收入假说等 ,这些理论就

不同收入对人们消费支出的影响进行了分析 ,其中

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是西方消费理论的基础 ,后

来的理论都是在它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假定消费是人们收入水

平的函数 ,其基本公式是 : C = α+βY。式中 : C为现

期消费 ;α为自发性消费 ,即基本生活消费 ;β为边际

消费倾向 ; Y 为即期收入 ;βY 表示引致消费。该函

数的基本含义是 ,消费是自发消费和引致消费的和 ,

消费者的消费主要取决于即期收入。

杜森贝利的相对收入假说认为 ,消费者在做消

费决定时 ,会受自己过去的消费习惯以及周围人的

消费水准的影响。该假说的理论核心是示范效应和

棘轮效应 :示范效应指消费者会受周围人消费水准

的影响来决定自己的消费 ,如果周围人的消费水平

高于自己 ,出于对社会地位和面子的考虑 ,即使收入

较低 ,消费者也会打肿脸充胖子 ,提高自己的消费水

平 ;棘轮效应是指消费者会受自己过去的消费习惯

的影响 ,即消费具有不可逆性。

绝对收入假说和相对收入假说都是即期模型 ,

不符合消费者的最优决策。因此 ,弗里德曼在新古

典主义框架下将消费的即期决策推广到跨期决策 ,

提出了持久性收入假说。该理论认为 :消费者的收

入分暂时性收入和持久性收入两种 ,暂时性收入是

消费者一时的、非连续的、带有偶然性质的收入 ,持

久性收入是消费者可以预期的、连续的、带有常规性

质的收入。弗里德曼认为 :消费者的消费支出主要

是由其持久性收入决定的 ,而不是由其暂时性收入

决定的 ,即消费者总是按持久性收入进行消费。短

期内 ,当收入增加时 ,消费者不能断定收入的增加是

否会一直继续下去 ,因而不会马上充分调整其消费 ;

同样 ,当收入下降时 ,消费也不会马上出现相应的下

降 ;而如果在长期内 ,消费者发现收入变动是持久性

的 ,就会在持久性收入水平上充分调整其消费支出。

因此 ,一次性暂时收入的变化引起的消费支出变动

很小 ,而持久性收入的变动引起的消费支出变化很

大 ,短期边际消费倾向总是低于长期边际消费倾向。

西方消费理论对中国农民消费问题研究的适用

性需要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进行分析。改革开放以

前 ,中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 ,消费品供给短缺 ,农民

的选择自由度低且只能基本维持温饱 ,凯恩斯的绝

对收入假说可以用来解释我国这一时期的农民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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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改革开放以后 ,平均主义格局被打破 ,农民间

的收入差距拉大 ,农民消费的示范效应增强 ,农民的

消费行为经常会受到周围人消费水准的影响 ,这一

时期的农民消费问题可以用杜森贝利的相对收入假

说来解释[2 ] 。20 世纪 90 年代后 ,中国市场经济体

制逐渐建立和完善 ,消费品比较充足 ,消费品价格完

全放开 ,农民有了完全的消费选择自由 ,是否消费的

主动性完全掌握在农民自己手里 ;越来越多的农民

有了提前消费的观念 ,即根据自己的持久性收入情

况适当地借钱消费一些耐用品和奢侈品。随着金融

消费信贷在农村的发展 ,农民的流动性约束相对减

少 ,这更为基于持久性收入进行消费提供了便利条

件[3 ] 。与此同时 ,党的十六大提出统筹城乡协调发

展的战略 ,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所有工作的重中

之重 ;国家对农民实行了多予少取的政策 ,增加了中

央财政支持农业的资金 ,建立了对农民的直接补贴

制度 ,对农村税费进行全面改革 ,使农民的负担有所

减轻 ;建立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制度也被提上了日

程。另外 ,农业生产率不断提高也增加了农民的基

础性收入 ;农民进城打工的人数增多 ,也为农民增加

了稳定性收入来源。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农

民对未来收入的预期。因此 ,在我国现时期对农民

消费的影响中 ,以持久性收入的影响最大 ,弗里德曼

的持久性收入假说成为现阶段分析我国农民消费问

题的最佳选择[4 ] 。

2 　农民消费的实证分析

将持久性收入和暂时性收入两个因素作为解释

变量、生活消费支出作为被解释变量 ,可列出一个关

于我国农民消费的回归方程 ,即 Ct = α + βY p +

γY t 。其中 , Ct 为现期生活消费支出 ,α为必需的生活

消费支出 , Y p 为持久性收入 ,β为持久性收入对应的

边际消费倾向 , Y t 为暂时性收入 ,γ为暂时性收入对

应的边际消费倾向。

由于寻找持久性收入和暂时性收入的数据比较

困难 ,因此在进行分析时 ,本文通过弗里德曼的估计

方法[5 ]来计算持久性收入和暂时性收入。

Y p = ( Y e + Y e- 1 + Y e- 2 ) / 3 , (1)

Y t = Y e - Y p 。

式 (1) 中 : Y e 为现期收入 ,可用农民的年人均纯收入

表示 ; Y e- 1 表示前一期收入 ; Y e- 2 表示前两期收入。

从式 (1) 可以看出 :持久性收入 Y p 为当期和前

两期的现期收入的简单算术平均 ;暂时性收入 Y t 则

以现期收入 Y e 和估计的持久性收入 Y p 之差表示。

表 1 　我国农民 1992 —2005 年的收入与消费 (元)

年份
农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

Ct

农民人均纯收入

Y e

农民人均持久性收入

Y p = ( Y e + Y e- 1 + Y e- 2) / 3

农民人均暂时性收入

Y t = Y e - Y p

1992 6591 01 7841 00

1993 7691 65 9211 62

1994 1 0161 81 1 2201 98 9751 53 2451 45

1995 1 3101 36 1 5771 74 1 2401 11 3371 63

1996 1 5721 08 1 9261 10 1 5741 94 3511 16

1997 1 6171 15 2 0901 10 1 8641 65 2251 45

1998 1 5901 33 2 1621 00 2 0591 40 1021 60

1999 1 5771 42 2 2101 34 2 1541 15 561 19

2000 1 6701 13 2 2531 42 2 2081 59 441 83

2001 1 7411 09 2 3661 40 2 2761 72 891 68

2002 1 8341 31 2 4751 63 2 3651 15 1101 48

2003 1 9431 30 2 6221 24 2 4881 09 1341 15

2004 2 1841 65 2 9361 40 2 6781 09 2581 31

2005 2 5551 40 3 2541 93 2 9371 86 3171 07

　　注 :数据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计算得出。

　　表 1 是我国农民 1992 —2005 年的收入与消费

数据 ,对以上数据利用 EV IEWS 软件进行回归分

析 ,得出如下结果 :

Ct = - 14116766 + 01718415 Y p + 11297676 Y t ,

( - 01321382) 　(42121340) 　(14192707)

其中 , R2 = 01994988 ; F = 89313262 ; D1 W1 =

21523760。R2 为可决系数 , F为 F 检验值 ,括号中的

数字是 t 值 , D1 W1 为德宾 - 沃森检验值。从回归结

果来看 :可决系数 R2 接近于 1 , F值大于 10 ,说明方

程中的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显著 ;但在显

著性水平α = 0105 下 ,常数项的回归系数不显著概

率为 017553 ,大于 0105 ,说明常数项对被解释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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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不大 ,因此剔除常数项后重新进行回归分析 ,得

到结果如下 :

Ct = 01713425 Y p + 11280439 Y t 。 (2)

　　 (10713729) 　(19161507)

其中 , R2 = 01994930 ; F = 19621532 ; D1 W1 =

21500443。

该结果的可决系数 R2 接近于 1 , F值也很大 ,而

且持久性收入和暂时性收入的回归系数不显著概率

均为 0 ,这说明持久性收入和暂时性收入的回归系

数都显著 ;但暂时性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大于 1 ,从

实际情况分析 ,这说明农民有超前消费的倾向 ,同时

也说明农民并不是仅仅根据暂时性收入安排支出

的 ,而是综合考虑持久性收入进行消费决策的 ;同

时 ,从农民消费情况的数据表中可以看到 , 在

1996 —2000 年期间 ,农民的暂时性收入一直呈下降

势态 ,且下降幅度较大 ,但消费支出却在稳步增长 ,

暂时性收入的下跌和消费的稳步增长恰好证明了两

者的相关性很弱。而暂时性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之

所以大于 1 ,是因为消费者根据持久性收入安排消

费的时候 ,在必需的情况下会考虑借贷或动用一部

分储蓄 ,从而导致当期的消费超过当期获得的暂时

性收入。

以表 1 的数据为样本分别做出持久性收入和暂

时性收入与消费的散点图 ,如图 1 和图 2 所示。

图 1 　Ct 与 Yp 的散点图

从图 1 和图 2 可以看出 ,人均持久性收入为 2

000 元以上时 ,消费与持久性收入 Y p 基本呈线性关

系 ,而消费与暂时性收入 Y t 的线性关系不明显 :这

也是暂时性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大于 1 的原因之

一。为了减少暂时性收入对消费的非线性影响 ,对

方程进行对数变换 ,得出以下结果 :

LnCt = 11039808 + 01765826lnY p + 01113192lnY t 。

(31914910) 　(24195151) 　 (81129973) (3)

图 2 　Ct 与 Yt 的散点图

其中 , R2 = 01985755 ; F = 31114049 ; D1 W1 =

11889495。式 (3) 中 , ln Y p 和 ln Y t 的系数可近似看作

是持久性收入和暂时性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

图 3 显示了式 (3)的拟合情况 :

图 3 　农民消费支出与持久性收入和

暂时性收入的曲线拟合图

在以上分析结果中 ,可决系数 R2 接近于 1 , F值

很大 ,方程的各项指标都符合要求 ,拟合图也说明方

程的拟合程度较好。

3 　结论与政策建议

根据前面的数据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

1)农民生活消费支出主要受持久性收入及持久

性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影响。农民的消费支出与持

久性收入呈正相关关系 ,即随着农民持久性收入的

增长 ,农民的生活消费支出也在不断增加。具体来

说 , 农 民 的 持 久 性 收 入 的 边 际 消 费 倾 向 为

01765826 ,即持久性收入每变化一个单位 ,消费就增

加 01765826 个单位 ,这说明持久性收入的变化对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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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消费的变化有很大的影响。

2)暂时性收入对农民生活消费支出的影响很

弱。暂时性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为 01113192 ,其增

加或减少对农民消费的影响很小。近年来 ,尽管暂

时性收入有增有减 ,但农民生活消费支出却一直在

稳定增加 ;因此 ,虽然暂时性收入是农民消费时的考

虑因素之一 ,但对农民生活消费几乎没有影响。

综上 ,持久性收入和持久性收入的边际消费倾

向是影响农民消费的最主要因素 ,要增加农民的消

费 ,就必须增加农民的持久性收入 ,并提高持久性收

入的边际消费倾向。

增加农民的持久性收入 ,主要应减少农业的自

然风险和市场风险 ,因为农业的自然风险和市场风

险是农民收入不稳定、缺乏持久性的主要原因。一

方面 ,农业生产受自然因素影响很大 ,具有很大的不

确定性 ,从而造成农民收入也相应地不稳定、缺乏持

久性。要解决好这一问题 ,就应加大农业投入力度 ,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增强农业抗灾能力 ,减小自然因

素对农业的影响程度。另一方面 ,农业生产过程较

长 ,农业生产要素 (如土地) 又具有供给弹性小的特

点 ,所以短期内农产品供给对需求变化的反应能力

较弱 ,导致农产品价格不稳定 ,农业生产具有明显的

市场风险。要解决好这一问题 ,就应不断完善农产

品保护价格政策 ,建立生产风险基金、价格调节基金

和农产品储备制度 ,从而稳定农产品的价格 ,进而稳

定农民的收入。

要提高农民持久性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 ,主要

是要改变农民对未来收入和支出的心理预期 ,因为

如果农民认为未来的收入会增加或未来的支出会减

少 ,就有可能消费其中的大部分收入 ,从而提高农民

的边际消费倾向。因此 ,提高农民持久性收入的边

际消费倾向 ,一方面应改变农民对未来收入的心理

预期 ,可从改善农村义务教育、农村医疗卫生状况入

手 ,提高人力资本的利用率 ,使农户具有较高的、稳

定的预期收入 ;另一方面 ,应改变农民对未来支出的

心理预期 ,可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特别是加

强农村医疗、养老保险的建设等 ,以减少农民的未来

支出 ,从而提高边际消费倾向 ,增加农民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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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Effects of Permanent Income on Chinese Farmers’Consumption

Yu Shubo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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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School of Economics ,Shan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Jinan 250014 ,China)

Abstract : This paper uses Friedman’s permanent income hypot hesis to research Chinese farmers’consumption. Through analyzing statistical

yearbook data of China in economet rical met hod ,it draws conclusions t hat permanent income and marginal propensity to consume of permanent

income play important roles in influencing Chinese farmers’consumption at present . It put 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to raise permanent income

and relevant marginal propensity to consume of Chinese farm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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