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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赍的短视行彷众实证祫验：

对中＠咚户的合祈
＊

朱信凯
（华中农业大学农业可持续发展中心，湖北武汉 430070)

摘 要：现代西方消费经济理论对分析中国农户消费储蓄问题并不具有普适性，本文给出的简化了的中国

典型农户的消费模式表明我们必须重新建立分析中国农户消费行为的理论框架。 理论证明引入短期储蓄目标

能更好地解释我国农户的消费行为，继而来自于实际的调研资料也进一步证实了我国农户短期储蓄行为的显著

性。 最后对本研究的最终落脚点即有关宏观经济政策取向作了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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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 言

以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假说、莫迪利亚尼的生命周期假说为代表的

西方消费经济流派在现代消费理论文献中有很多，我国不少学者对其进行了深入研究，发现这些

理论在解释中国居民，尤其是衣村居民的消费储蓄行为时并不具有普适性。 主要表现为：

首先，西方消费储蓄理论都是在假设社会制度相对稳定情况下展开分析和讨论的，即不存在

重大的社会改革，消费储蓄动机的产生背景是相对稳定的。 但我国目前正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

场经济的转轨时期，农村社会经济制度发生了重大的变革，这种情况下农户消费与储蓄动机产生

的背景就不可能是稳定的。 直接套用西方消费经济理论的这一假设前提势必会造成较大的误

差。 其次，理论假设的沿袭，在实证方法上表现为先入为主的给出了决定消费或储蓄的相关变

量，然后运用回归分析方法，计算出各解释变量的系数，并对回归结果进行统计检验，根据检验结

果增加或减去一些变量，直至得到令人满意的结果为止。 这实际上就是承认了运用回归分析的

假定前提，即假定消费储蓄以及决定他们的影响因素是平稳变量。 事实上，中国农村制度变迁不

可能不对其带来深刻的影响，数据能否直接使用回归方法需要检验。 因此忽略理论和实证分析

工具的两个主要前提，即使理论能够解释，也仅仅局限千表面，而非实质性和根本性的；即使回归

模型的各种检验令人满意，也仅仅限于模型本身，其结论很难令人信服。 此外，西方现代消费经

济理论假说在研究消费者行为时，更多地强调收入对消费的影响，但实际上收入只是决定消费的

必要条件，决定消费还是储蓄以及消费多少的主要原因还有偏好、动机等。 对我国整体收入水平

不高，收入差距较大的衣户来讲更是如此。正如凯恩斯所指出的：消费或储蓄动机，是随假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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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制度与经济组织，随种族、教育、宗教及流行道德观念等因素形成的习惯，随现在的希望与过

去的经验，随目前财富分配的办法等大有不同。 因此可以认为在消费与储蓄动机背后隐含了更
多的客观世界的不确定性与人们对不确定性的主观感受的信息。

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前景不明、预期消费困难；消费的生命周期阶段受传统文化影响；较
强的流动性约束（集中表现为信用消费制度约束）等共同构成了转轨时期我国衣户消费行为的主
要特征（朱信凯，2000)。 二战以来兴起的消费信贷是建立在预期收入理论基础上的，按照预期收

入理论，投资者或消费者有稳定的预期收入，就可以向他们提供信贷。 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农

户恰恰缺乏稳定的预期收入，这无疑加大了农村信贷的风险，影响了农村信贷的供给，衣户受到
了较强的流动性约束，从而使得其不能以一生为时间跨度来寻求效用的最大化。 此外我国农户
消费行为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在其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一般都存在一个特定的消费高峰，以及

一个相应的储蓄目标。 尤其当前我国农村私人消费信贷市场尚处于萌芽阶段，个人的消费支出

几乎完全要靠自己的收入来支付，这就决定了我国农户在每个阶段都要为应付下一阶段支出高
峰进行储蓄，以便在未来支出高峰到来时开支。

根据以上分析，笔者首先给出一个简化的中国典型农户的消费模式：
在图1中，收入曲线指的是农户收入消费

A 
户均纯收入。 消费a指生命周期与持 支出高峰

久收入假说的消费曲线，从中可以看
出在良好预期前提下，消费者将尽量
贵平一生中的消费波动，在收入低时
负债，在收入高时 储蓄；在盛年 时 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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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收入假说所描述的模式是极为不同的。 所以纯粹用现代西方消费经济理论就难以透彻地解释
我国农户的消费行为，我们必须重新建立一个分析中国农户消费行为的理论框架。

二、中国农户短视消费行为理论分析

转型时期的制度不完善，使农户承担了过多的社会义务，缺乏生产经营自主权、政府的过多

干预等使得衣户难以根据市场需求作出理性选择，从而增加了市场风险和预期收入的不稳定。
所以农户的消费决策只能依据千现期收入(y。)与流动性资产水平（儿），以及可预见“最近的将
来”的收入（例如y1)。 但是农户要存续，其必然还会遇到诸如子女哺育、子女结婚、购置农机具
等相对高额的消费支出，所以他不能将现在和“最近的将来”所预期的所有收入与流动性资产全

部花光，必须有一定数量的储蓄，现期确定的在“

最近的将来“要实现的这种储蓄目标称为短期储

蓄目标，记为SS 。 这个储蓄目标是外生的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非经济的因素。 如农民的消

费心理与习惯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电力、交通等消费的硬软件环境，时尚的变化等等。 根据
叶海云 (2000)的研究，我们考虑离散时间模型，用 L 表示寿命，用 Yo, …… ,y!．表示农户在各个时

期的纯收入，用从表示初始流动资产水平，用g, ……，G表示农户在各个时期的实际消费水

平，并且SS 指实际储蓄目标。 在分析以前，我们首先作理论假定如下：
假定一：农户的效用函数具有可加性(additive)，并且在现期与“最近的将来”之间（以下称

“短视区间”)保持不变。P为消费者的效用折现率，r为实际市场利率水平，则短视区间内农户的
效用函数可以表述为：

U(Co,C1 ) =u(Co) +u(C1 ) /(1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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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短视效用函数的消费规划问题应该是其期望效用的最大值，即：

Ma迅［U（心C1 )]=u(Ci）十阳[uCC1 )/Cl+p)] 

假定二：短视区间内衣户不能获得消费信用，即存在完全流动性约束；同时假定农户获取信

息的渠道并不畅通，在当期其只能获得 L 的信息量，所以我们可以得出上述规划问题的约束条

件为：

s. t. Ci+ ECC1 /I。)= A+y。 +E(y1 /L)—SS

Ci�A。+y。

其中ECC1/I。)和E(y1/I。)分别指农户在当期所获信息I。 条件下对下期消费及收入水平的

预期。 当lo= O时农户对未来收入状况完全不清楚，消费取决于当前的收入和财产，其必然在当

期实行预防性储蓄、谨慎性消费；在完全信息条件下，即 Io=l时农户对未来收入很确定，这时其

会从长期考虑，合理安排当期与未来消费。

上述规划问题的 Enler 方程（即一阶条件）为：

u'(Ci)＝F,o[ Cl +r)u'CC1 )/( 1 +p)] 

如果我们假设效用折现率p 及利率r为常数，则 上式可写成：

压[u'(Ci )]/u'(Co)= (1 +p)/(1 +r) 

当前我国农村消费信贷市场及农业保险市场的缺失从而形成的较高的流动性约束使农户对

未来收入的预期存在较强的不确定性，其对未来 生活信心不足，从而其效用折现率必然较大（茅

予轼，1999)，相对于当前一降再降的银行利率r，必然有p�r。 则，由上式有：

u'(Co)�u'CC1 ) 

由u"<o且u'>o，则在此短视区间内u'为单调递减函数，故 uCC1 )�u(Ci)。

由u'>o，则在此短视区间内u为单调递增函数，故Ci2C1 0

即当Co2C1时农户能够获得最大的期望效用，以此反映出我国农户较强的消费时间偏好，

即消费者对等量的当期消费比对未来消费的评价更高。 当期消费对收入存在过度敏感性。

将Ci2C1 代入预算约束条件得其现期最佳消费水平区间为：

A。+y。之G之
八十y。+E(y1/Io)-SS

2 

从 上式可以看出，中国农户的现期消费水平是由一定信息量条件下未来预期收入及短期储

蓄目标、现期流动性资产和现期收入水平共同决定的。 此模型因增加了农户短期储蓄目标SS

而更具有解释力，其强调在转轨经济中中国农户难以获得未来的经济信息，故不能以一生为时间

跨度来规划其消费， 而只能规划现 在 与
“

最近的将来
”

之间的消费。 这显然是一种
“

短视

(myopia)行为＂。 下面笔者运用有关华北平原和江汉平原的农村住户调研资料对我国农户短期

储蓄行为的显著性进行实证检验。

三、实证检验

（一）数据及调研结果

我们知道，家庭组织是农户组织中的一个特例，换一种说法即农户是一种扩大了的家庭组

织。 从当前农户组织结构实证分析结果看，农户中占主体地位的是核心家庭，所以研究农村住户

也基本上可以说是研究农村家庭，基于这种考虑我们假定农户与家庭的内涵是一致的。 农户短

期储蓄目标的研究也即农村家庭短期储蓄目标的研究。 基于此我们分别对山东省泰安市岱岳区

满庄镇，湖北省监利县红城乡、容城乡、新沟镇等四个乡镇的 600 个农村家庭进行了有关储蓄 问

题的 问券调查，分析整理得有效问卷 550 份。 调研结果中的有关储蓄量等均为农民自身的估计

值，受各种因素影响，不甚精确。 但问券所反映出来的储蓄目标与户主年龄之间的高度相关性，

则充分表明了中国 衣户短期储蓄行为的显著性。 调查结果显示 80％的储蓄目标集中在：置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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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哺育、子女教育、子女婚事支出等方面，接近一致的储蓄目标汇总表为：

表 1 农户储蓄问题调查问卷汇总表

户主平均年龄 样本数 储蓄量（元） 储蓄目标

22. 8 46 16900 置家

24. 5 63 6350 子女哺育

35.0 12 1500／每月 长期使用

36. 2 57 5700 子女教育

38. 5 32 15800 购置各类农机具

40. 5 60 650 送人情

43. 5 64 35600 准备子女结婚

53.0 40 1400 防病

55. 6 62 4500 准备双亲丧葬

62. 1 36 6800 养老

未来预期水平

0. 61

0. 60

0. 93

0. 71

0. 69

0.66 

0. 63

0.43 

0. 50

0.41 

说明心调查表中我们对衣户未来预期水平设置了
“

最好(1入很好（0.9入好(0.8入较好(0. 7入不错(0. 6)、

一般(0.5入还行(0.4入不太好(0.3入较差(0.2入很差(0.1入基本没有(0)
”

等11个档次，每个档次对应一个量

化指标，由农户自己选择或直接填写数值，用于测度衣户对未来生活的信心。 ＠表中除用于长期使用的平均每

月有1500元储蓄外，其余均为农户在其所处的短视区间内为应付短期储蓄目标的储蓄量的估计值。

（二）家庭生命周期的阶段性划分及评述

由于家庭（人类学意义上的具有父、母、子三角关系的家庭）常常被看作是一个生育单位，所

以家庭这种组织通常就与所有生物一样具有产生、发展、收缩以至消亡的生命过程。 就整个人类

发展历史看，这一过程明显地呈现出一种周期性，即新的家庭不断产生，老的家庭不断消亡，我们

将家庭组织这种由产生到消亡过程的重复过程称为家庭生命周期。 一般地，家庭生命周期有着

明显的阶段性，通常按照家庭人口变动和家庭主妇的年龄增长来划分，再考虑到表1农户短期储

蓄目标的阶段性，笔者将其划分为6个阶段： 一是家庭形成阶段，即从初婚到家庭主妇初育；二是

家庭扩展阶段，即从第一个孩子出生到最后一个孩子出生，这一阶段也可称为消费人口增长阶

段，这一阶段的长度在没有计划生育政策时代通常由主妇的生育能力决定，所以也可称为家庭主

妇生育阶段；三是家庭扩展完成阶段，即最后一个孩子出生到第一个孩子因结婚、工作、升学等原

因离家，这一阶段家庭发展的重心是对子女的抚育，它与第二阶段共同构成家庭子女抚育阶段；

四是家庭收缩阶段，即从第一个子女离家到最后一个子女离家；五是空巢阶段，即最后一个子女

离家到配偶一方死亡；六是家庭消亡阶段，从配偶一方死亡到双方死亡。 也可将第五和第六阶段

合并为家庭反哺阶段。

调查表充分表明了中国农村居民并不是按西方消费经济理论所假定的人们按一生来安排规

划自己的消费，而是按一生中的几个关键阶段来安排自己的储蓄与消费。 根据上述关于农户家

庭生命周期的阶段性划分，分阶段评析如下：

1家庭形成阶段，即从初婚到家庭主妇第一次生育。 在此阶段除了年轻人所特有的潇洒消

费外，大多数人要为刚刚建立的家庭置办家具，以及为哺育子女作准备等短期储蓄目标。 这一阶

段持续的时间较短，所以夫妇双方都有较强的短期储蓄意识，一般储蓄增长高于收入的增长。

Il家庭扩展阶段，即家庭主妇初育到最后一次生育。 在当前计划生育政策时代，这一长度并

不由主妇的生育能力决定。 通过问卷调查，当前农户户均3个孩子，因此这一阶段持续时间不

长，消费一般高于收入，其消费来源主要是自家庭形成阶段的储蓄及本期为哺育子女而进行的短

期储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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皿家庭扩展完成阶段，即从最后一个孩子出世到第一个孩子离家。 可以说在经过大刀阔斧

的消费后，人生消费中的第一次消费高峰过去了。 高峰过后，农户便进入了攒钱安排下一阶段消

费的阶段。 家庭扩展完成阶段的前半部分农户要确立以子女教育为核心的短期储蓄目标，后半

部分主要储蓄目标是为子女婚事作准备。 同时在整个过程中还伴随着
“

购置农机具
”

、
“

送人情
”

、
“

防病
”

、
“

养老
”

等短期储蓄目标。 这一阶段存在的时间较长，农户要将并不丰裕的大部分收入用

于储蓄。

N家庭收缩阶段，在这一阶段孩子陆续离家。 在其离家的前后，多数农户还要为自己年迈双

亲的后事作储蓄准备。 同时与第V、VI阶段连在一起，还要为自己
“

养老
”

及
“

防病
”

而确定短期的

储蓄目标。

中国农户按照消费传统安排消费，从而使得消费呈典型的短视性、间歇性。 在农户生命周期

中，由于户主不同年龄段能力的不同，导致农户的收入水平不同（见图l)，从而导致消费安排也

不一样。 根据其收入变化，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从结婚前后到所有孩子均离家以及所有孩子离家

后到双方离开人世。 在其第一阶段，随着社会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其劳动经验不断丰富，农

户的收入水平一般呈不断上升状态，同时这一阶段也是人生中需要安排完关键消费的阶段；到第

二阶段，收入水平呈水平或下降状态，农户消费水平也比较平稳。 其次，农业生产的季节性以及

农业的市场风险和气候因素等大量不确定性的存在必然导致农户在安排其额外消费时采取谨慎

的态度。 由于收入水平的上升是平稳的，而额外消费的支出却是巨幅增加的，在封闭式预算约束

下，就必然强化了我国农户消费的短视性、间歇性特点。

四、结论分析与政策启示

从比较短视消费模型与消费者以一生为时间跨度规划其消费的模型中很容易看出，由短视

消费模型决定的农户一生的消费路径一般不会是最优消费路径。 来自理论与实证的检验表明短

期储蓄目标的确定更好地解释了我国衣户的消费行为，这为进一步研究我国农村消费需求疲软

的形成机制，从而制定行之有效的启动农村市场的政策提供了新视角。 以上分析研究的最终落

脚点是有关宏观经济政策的实际效应和政策取向的判定，对此本文作如下归纳：

（一）为农户提供一个比较宽松的制度环境

与西方经济现实不同，中国农户消费的短视行为有着深刻的制度性原因。 农业保险、农村投

融资体制以及社会保障等制度短缺使风险厌恶的中国农户为预防未来不确定性导致消费水平的

急剧下降，必然进行谨慎性消费、预防性储蓄。 所以应尽快完善包括农村市场化社会保障制度在

内的制度建设，给农户提供一个稳定的制度预期和市场预期，增强其对未来生活的信心，从而在

增加农户收入的同时有利于他们形成稳定的收入预期，以改变其对长期支出的不确定性预期。

只有在长期内消费支出比较稳定的情形下，衣户才会根据其收入合理分配近期与长期的消费支

出。 否则任何降低居民储蓄，刺激消费的政策都很难达到预期目标。

（二）转变消费意识，变封闭式预算约束为开放式预算约束

在封闭式预算约束下，中国农户消费具有典型的短视性、间歇性特点，尤其当前农村渐进式

制度变迁使这一特征更加突出。 农村消费市场启而不动的关键在于我们并未根据农户消费波动

的内在规律找到有效
“

药方
＂

。 答案只能是在制度变迁中运用市场机制
“

贵平
“

农户谨慎消费带来

的消极影响。 经济学原理表明，开放式预算约束对家庭和社会的效用要远大于封闭式预算约束。

当一个社会主要依靠高储蓄、高积累作为支持经济发展的基础时，代价太大很不经济。 为此必须

从思想上转变我国农村居民的消费观念，变封闭式消费观念为开放式消费观念。 开放式预算约

束的实施要通过开放消费信贷市场，引导居民科学消费，为此必须加快建立横向的个人信用体

系，作为
“

贵平
“

农户消费波动的突破口。

（三）创造理性的
“

消费示范
”

，引导农民科学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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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理性的攀比和示范效应对消费需求的非良性膨胀起了催化剂的作用，因此控制消费需求

的非良性膨胀也应从理性的
“

消费示范
“

做起。 通过广播、电视等大众传媒加强农民消费教育，引

导其树立正确消费观念，鼓励合理消费是根本。 宣传媒介对农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宣传不能只渲

染吃、穿、用的变化，而要注意介绍科学的消费知识、规范和经验，帮助农民确定合理的消费期望，

培养其把握消费的自主意识及合理进行消费决策的能力，以减少消费随意性和盲目模仿性，弱化

重名不重实的消费荣誉感对消费行为的刺激。

＊导师雷海章教授、武汉大学叶海云博士为本文倾注了大蜇心血，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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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Rural Households Myopic 

Consumption Behavior in China 

ZHU Xin-kai 

(Ce西 for Rural Sustainable Deve/,o仿涩nt, H皿zhangAg五cultural Uni亿rsity, H心ei Wuhan 430070, Ozina) 

Abstract: Modern western economic theory on consumption is not applieable for the 

analysis on the rural household'consuming and saving behaviors in China.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building a new frame which can analyze the rural households' myopic consumption be

havior in China is necessary. The paper also argues the rural household's myopic consumption 

behavior from theory and demonstration. Some conclusion are reached at th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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