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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农村居民消费的内外部习惯形成 

———基于消费结构数据的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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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暋要暋采用消费结构数据和广义矩方法分析了湖北省农村居民消费的内外部习惯形成,结果表明:湖北

省农村居民在食品、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与住房支出上有负的内部习惯形成,在文教娱乐支出上有正的内部习

惯形成,其他方面的则不显著;城镇居民在交通通讯和医疗保健支出上的示范效应为正,而在住房和衣着支出上

为负,其他方面不显著。农村居民消费开始呈现理性特征,但还不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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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Duesenberry针对凯恩斯消费理论的缺陷提出

了习惯形成理论的2个重要概念:消费的棘轮效应

和示范效应[1]。棘轮效应主要强调消费者自己的消

费历史对其效用的影响。消费者收入下降时,其消

费下降的幅度一般小于收入下降的幅度,而收入上

升时其消费上升的幅度也小于收入上升的幅度,即
消费不会随收入的变化而发生结构突变。示范效应

主要分析消费者的消费决策受到具有示范作用群体

的消费行为的影响。与棘轮效应和示范效应相对

应,习惯形成一般区分为内部习惯形成与外部习惯

形成。Sundaresan[2]和 Constantinides[3]最先把习

惯形成引入了RE灢LCH 的效用函数。Meghir、Car灢
roll等发现家庭消费与滞后收入相关,并运用消费

习惯解释了这一违背 RE灢LCH 的现象[4灢5]。Muell灢
bauer、Dynan运用对数线性欧拉方程分析了当前消

费与收入不确定性及消费习惯的关系[6灢7]。Abel[8]

最早推导出包含习惯形成和消费外部性的效用函

数。Alessie等、Guariglia等分别采用常绝对风险厌

恶效用函数和非期望效用模型假设发现,当前消费

的变化可以用持久收入、收入不确定性以及滞后消

费来解释[9灢10]。Carroll等还认为“示范性暠习惯形成

是一种比较特殊的效用理论,“示范性暠习惯会影响

到预防性动机和攀比性消费等行为[5]。习惯形成还

可能会降低预防性储蓄的重要性。Deaton认为,习

惯形成下的消费行为等价于谨慎性的消费行为,内
部习惯形成将导致更多的储蓄[11]。Carroll等发现,

习惯形成的影响越大,消费者的储蓄意识就越强

烈[5]。

我国学者也在这方面有所建树。杭斌等认为消

费的惯性和谨慎基本上是同义语[12灢13]。习惯形成参

数增大会促进消费者积累更多的财富,从而降低收

入的不确定性对消费的影响。艾春荣 、李凌等分别

采用省际面板数据从消费习惯、短视行为、“损失厌

恶暠情绪、不确定性以及流动性约束等方面研究了我

国城乡居民消费的过度敏感性[14灢15]。雷钦礼使用综

合了家庭的当期消费、消费习惯、财富积累、偏好改

变多种作用影响的效用函数,发现在家庭劳动收入

具有不确定性的情况下,消费习惯、预防性储蓄动

机、收入以及家庭财富都是影响我国农村居民家庭

消费决策的重要因素[16]。周建等通过构建具有城

镇“示范性暠影响效应的农村消费理论模型和实证检

验,发现我国农民的消费行为不仅取决于其自身特

征变量,而且还显著地受到城镇的影响,城乡之间存

在着联动机制[17]。农民的大额支出主要用于居住

条件的改善,而不是医疗、教育等方面。闫新华等结

合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研究了内外部习惯形成,
发现其各项消费支出均呈现显著的内部习惯形

成[18]。内部习惯形成类似于谨慎。城镇居民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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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示范效应集中体现在交通通讯、教育文化娱乐服

务及医疗保健支出方面。
近10年来,我国居民消费低迷,习惯形成的影

响不可忽视,但专门研究习惯形成与我国地区居民

消费关系的文献却很少。尽管周建等[17]、闫新华

等[18]的研究结论反映的是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的“共
性暠,但没有突出地区的“特性暠。鉴于此,本文尝试

结合城乡居民的消费结构分析湖北农村居民消费的

内外部习惯形成。

暋暋一、模型构建

在消费结构的研究中,Kapteyn等进一步地运

用扩展 线 性 支 出 系 统 讨 论 了 外 部 习 惯 形 成[19]。

Deaton等提出近乎理想需求系统(AIDS)以后[20],

Blanciforti、Ray 在 AIDS 中 讨 论 了 内 部 习 惯 形

成[21灢22]。闫新华等[18]的理论模型适合于区域农村

居民消费,故借鉴其理论模型来分析湖北省农村居

民消费的内外部习惯形成。
按照《湖北统计年鉴》每年公布的消费结构(名

义)支出数据,城乡居民的总消费划分为8类:食品

(氊1)、衣着(氊2)、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氊3)、医疗保

健(氊4)、交通通讯(氊5)、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氊6)、居
住(氊7)以及杂项商品与服务支出。本文分别对前7
项支出进行实证分析,理论模型为:

氊it =毩i+毱ilnrci,t-1 +毼ilnuci,t-1 +

氉ilnrct+毑j毭ijlnpjt暋暋i=1,2,…,7;j=1,2,…,7(1)

共有7个估计方程。其中,i代表第i类消费支出,t
代表年份;毩i为常数项;lnrci,t-1为对数化的农村居

民第i类滞后一期的实际消费支出;uci,t-1为城镇居

民第i类滞后一期的实际消费支出;rct为农村居民

当期的实际总消费支出;pjt为第j类定基的农村居

民消费价格指数。
根据理论模型(1)建立计量模型:

氊it =毬i+毱ilnrci,t-1 +毼ilnuci,t-1 +氉ilnrct+毑j毭ijlnpjt +vit

i=1,2,…,7;j=1,2,…,7;t=1996,1997,…,2008(2)

其中,rci,t-1,uci,t-1分别表示农村居民的内部习惯形

成和外部习惯形成,vit为随机误差项,反映随机因素

和遗漏及省略变量的影响。

暋暋二、估计方法与数据来源

由于包含了滞后一期的内生变量(lnrci,t-1),因

此计量模型(2)实际上是一个动态面板模型。同时,
实际的总消费支出变量(lnrct)也存在内生性问题,
这都会导致模型的有偏估计。鉴于此,本文采用广

义 矩 方 法 (generalzed method of moments,

GMM)[23]估计模型(2),使用的工具变量为滞后二

期的农村居民第i类的实际消费支出、滞后二期的

城镇居民第i类的实际消费支出、滞后二期的农村

居民实际总消费支出、滞后二期的第j类定基的农

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以及常数项。
本文数据来源于历年《湖北统计年鉴》。扣除了

杂项商品和服务支出的实际总消费支出采用1996
年为基期的湖北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平减得到,城镇

或农村居民的各类实际消费支出分别采用1996年

为基期的各类城镇或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平减得

到。本文使用的计量软件为EViews6.0。

暋暋三、结果分析

采用GMM 方法对湖北省农村居民7类消费支

出进行估计的结果见表1。
表1暋模型(2)的估计结果

参数 氊1 氊2 氊3 氊4 氊5 氊6 氊7

毱i -0.05c -0.01 -0.02a -0.07 -0.03 0.06c -0.09a

毼i 0.04 -0.07a 0.01 0.002b 0.22b -0.02 -0.30a

氉i -0.26a 0.03 0.04a 0.08a 0.37b -0.09c 0.46a
毭i1 0.14a -0.03c-0.02b -0.05a
毭i2 0.08b -0.15a-0.07b -0.13a
毭i3 0.23a -0.31a 0.46b
毭i4 0.16b 0.15b 0.03a 0.07a 0.31b -0.20a
毭i5 0.11a -0.05b-0.14b 0.07a
毭i6 0.11a -0.04a 0.17b 0.16a -0.11a
毭i7 -0.23b -0.04a

adj.R2 0.95 0.97 0.70 0.99 0.81 0.94 0.83
DW 值 2.33 2.51 1.79 2.64 1.76 2.63 2.57

J统计值 0.07 0.00 0.00 0.03 0.01 0.04 0.00

暋注:a,b,c分别表示在0.01,0.05和0.1的显著水平上显著。J统计量为目

标函数的最小值。当工具变量比待估计参数多时,J统计量用于检验过

度识别约束的有效性。

7个方程的拟合度都较高,过度识别约束有效。

1.食品支出分析

从表1可以看出,农村居民的食品消费呈现负

的内部习惯形成,系数估计值为-0.05,在0.1的水

平上显著。1996年以来,湖北省城乡居民收入的差

距逐渐扩大,2005—2008年城乡居民收入的比值超

过2.5。随着收入的增加,城镇居民的生活水平大

幅度提高,而农村居民没有大幅度改善其基本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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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下降主要是由市场化改革引起

的谨慎性导致的。随着改革的深入,农村居民的收

入来源日益多元化,农业收入和工资性收入成为其

纯收入的大部分,但是农业生产不仅收益较低,而且

极易受到自然条件、市场供求等风险的影响。同时,
农村居民外出务工挣取工资性收入也面临诸多不确

定因素。食品支出对医疗和文教支出的价格敏感表

明1990年代中后期推行的教育、医疗等制度改革强

化了农村居民的谨慎性。外部习惯形成的系数估计

值不显著,表明在食品支出方面城镇居民对农村居

民几乎没有示范效应。估计结果还显示农村居民的

食品支出随着总消费支出的增加而下降,反映了恩

格尔系数不断下降的事实。

2.衣着支出分析

分析1996—2008年湖北省农村居民消费结构

和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可知,农村居民的衣着消费支

出比较稳定,比重在5.00%左右,而城镇居民的衣着

消费支出一直在10.57%以上,且降幅明显。农村居

民在衣着支出方面没有内部习惯形成特征,但受到

城镇居民负的示范效应的影响。存在负的示范效应

的一个重要原因很可能是城镇居民的衣着消费追求

时髦和名牌,而农村居民则注重实用。

3.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支出分析

农村居民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支出比重的变化

幅度较小,而城镇居民的变化幅度较大。2008年每

百户城镇居民家庭所拥有的家庭耐用消费品,例如

洗衣机、电冰箱及空调为96.00台以上,而农村居民

仅为37.12台、30.52台和9.91台,城镇居民对农

村居民的示范效应微弱,因而外部习惯形成的系数

估计值不显著。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支出包含的耐

用消费品较多。依据效用理论,耐用消费品存量越

多,当期效用就越大,消费在不同的时期是替代的,
因此内部习惯形成参数的估计值为负。

4.交通通讯、医疗保健及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支

出分析

交通通讯、医疗保健及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支出

与一般消费品不同,当期消费与未来消费不是简单

的替代关系,相反,当期支出会带来未来更多的收

益,即这3类消费支出具有很强的“生产性消费暠特
征[24]。因此,“生产性消费暠支出对农村居民无疑是

一种理性选择。

交通通讯的发展有力地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对
农村居民的生产生活的作用不可小视。医疗保健支

出也提高了农村居民的健康水平,积蓄了农村的人

力资本存量。随着农村居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其交

通通讯和医疗保健支出显著上升,同时,城镇居民对

农村居民存在显著的示范效应,并且交通通讯的示

范效应较强。但是2类支出还是农村的“新鲜事

物暠,均没有表现出内部习惯形成特征。
但是,城乡居民的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支出的变

动趋势存在较大差异,计量结果也表明城镇对农村

没有示范效应,但是农村居民在该项支出上表现出

内部习惯形成。2000年以前,农村居民的教育文化

娱乐 服 务 支 出 的 比 重 逐 年 增 加,1999 年 达 到

13.54%。2000以来,国家加大了农村义务教育的

投入力度,农村居民的该项支出比重逐年下降。由

于检验样本仅从1996年开始,故计量结果显示,该
项支出的比重随着农村居民总消费支出的不断提高

而逐年下降。

5.居住支出分析

居住消费支出在农村居民消费支出中的比重较

高,但变动趋势比较平缓,大多数年份在12.50%左

右,仅仅在近2年有所增加。检验结果表明,农村居

民的居住支出具有负的内部习惯形成,城镇对农村

的示范效应显著为负。
综上,湖北省农村居民在食品、家庭设备用品及

服务与住房支出上有负的内部习惯形成,在文教娱

乐支出上有正的内部习惯形成,其他方面的则不显

著。城镇居民在交通通讯和医疗保健支出上对农村

居民的示范效应为正,而在住房和衣着支出上为负,
其他方面的则不显著。

暋暋四、结论与政策启示

采用消费结构数据分析了湖北省农村居民的内

外部习惯形成,GMM 估计结果表明:一方面,湖北

省农村居民在食品、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与住房支

出上有负的内部习惯形成,在文教娱乐支出上有正

的内部习惯形成,其他方面的则不显著。另一方面,
城镇居民在交通通讯和医疗保健支出上的示范效应

为正,而在住房和衣着支出上为负,其他方面不显

著。这体现了湖北农村居民消费内外部习惯形成的

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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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农村居民在食品、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

与住房支出上有负的内部习惯形成,说明效用函数

在消费上呈现出一定程度的耐久性,意味着过去的

高消费与当期的低消费的相互替代致使消费者效用

保持不变,这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近年来湖北农村

居民的消费倾向不断走低的原因。同时,湖北农村

居民在文教娱乐支出上有正的内部习惯形成,表明

在这方面过去支出愈多,当期支出就愈多,但由于农

村居民的收入水平低,文教娱乐支出的增加必然挤

占其他方面的消费。总的说来,农村居民消费的低

迷应归咎于收入水平低、经营风险大以及经济体制

变革的环境,故解决问题的关键是提高农村居民的

收入水平,降低农业经营风险、弱化体制变革引起的

不确定性。为此,中央和地方财政应继续加大支农

力度,继续加强农村教育、养老和医疗制度建设,实
现城乡福利和公共服务均等化,同时加快转移农村

剩余劳动力,努力推进城乡统筹发展。
湖北农村居民的消费行为不仅取决于其自身特

征变量,而且还显著地受到城镇的影响,城乡之间存

在着联动机制。在7类反映示范效应的变量中,城
镇在交通通讯和医疗保健支出上的示范效应为正,
在住房和衣着支出上为负,表明加强城镇在交通通

讯和医疗保健支出上的示范性会对农村消费起到重

要的促进作用,相反,在住房和衣着支出上城镇对农

村消费的影响是抑制的。交通通讯和医疗保健支出

属于“生产性消费暠,这说明农村居民消费不是盲目

效仿,而是开始注重长远规划,开始呈现理性特征,
但还不成熟,还需因势利导,同时需要克服城镇在住

房支出上的消极的示范影响,这对于统筹湖北城乡

协调发展、优化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具有重要的现

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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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landExternalHabitFormationofConsumptionof
RuralResidentinHubeiProvince:AnEmpiricalStudyBasedon

ConsumptionStructure

ZHANGBang灢ke1,TAOJian灢ping2

(1.CollegeofEngineeringandTechnology,HubeiUniversityofTechnology,Wuhan,

Hubei,430068;2.CollegeofEconomicsandManagement,HuazhongAgriculturalUniversity,

Wuhan,Hubei,430070)

Abstract暋Usingconsumptionstructuredataandgeneralizedmethodofmoments,thispaperanaly灢
zesinternalandexternalhabitformationofconsumptionofruralresidentsinHubeiProvince.Thefind灢
ingsshowthatontheonehand,consumptionofruralresidentsinHubeishowsnegativeinternalhabit
formationinthefood,householdappliancesandservicesandhousingexpenditures,andshowspositive
internalhabitformationineducationalandculturalrecreation,butitisinsignificantinotheritems.On
theotherhand,consumptionofurbanresidentsshowspositivedemonstrationeffectsonruralresidentsin
transportandcommunications,healthcareandmedicalservices,andisnegativeinhousingandclothing
expenditures,butitisinsignificantinotheritems.Consumptionofruralresidentsisbeginningtoshowa
rationalcharacter,butitisnotmature.

Keywords暋habitformation;consumptionstructure;ruralresidents;generalizedmethodofmo灢
ments;Hubei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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