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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文中农村人口的平均比例、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转移收入、工资收入、财产收入和经营收入的平均增长速度、农村居民人均消费

支出平均值、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占城镇居民的比例、农村居民主要消费支出等数据通过简单平均和几何平均计算获得,数据

来源为２００１－２０１６年«中国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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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１９９７－２０１５年中国大陆地区３１省的面板数据,划分消费层次和收入账

户类别,采用调整离差率对收入不确定性和消费不确定性进行测算,建立引入不确定性的农

村居民消费空间计量模型,比较两类不确定性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辨识两类不确定性中

的主要波动因素,分析农村居民消费中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收入不确定性对农村居

民消费具有负向影响,而消费不确定性具有正向影响且影响系数绝对值大于收入不确定性;
常用账户中经营收入波动对生存、享受消费影响较大,临时账户中转移收入波动对发展消费

影响较大;农村居民消费存在空间溢出效应,且娱乐、发展消费的溢出效应强于生存消费;消
费不确定性的空间溢出效应为负,而收入不确定性的空间溢出效应为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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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０－２０１５年间,农村人口占我国总人口的平均比例为５３．４６％,人均纯收入平均增长速度为

１０．９９％,其中转移收入、工资收入、财产收入和经营收入的年平均增长速度分别为２４．３３％、１３．３５％、

１２．１５％、７．９６％.从市场规模和收入增速两项指标判断,农村居民的消费体量理应可观.而实际情

况是,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在同时期的平均值为４２７７．２６元,仅占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平均值

的３６．９３％;消费支出结构仍以食品烟酒、居住等生存消费为主① .消费规模、结构与收入水平不完全

匹配的事实进一步表明:开发农村地区的消费潜力是拉动有效内需,保证农村居民共享经济发展成

果,以及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关键.在破解农村消费低迷问题的研究中,学术界所依

赖的理论基础分为两支:一是确定条件下的持久收入假说和生命周期假说[１Ｇ２];二是不确定条件下的

随机游走模型、预防性储蓄假说、缓冲存储模型和过度敏感理论等[３Ｇ６].相关理论分析和经验研究表

明,将不确定性引入分析框架中会让消费理论更加符合社会现实[７Ｇ９].不确定性是指经济主体在面对

风险时对未来收益和损失的分布范围及状态不能确知.同理,在经历城镇化建设、市场经济转型等重

大社会变革时,农村居民的消费决策会受到收入不确定性和消费不确定性的双重约束.

　　一、文献综述

　　要分析不确定性对农村居民消费影响,首先解决的技术环节是测算不确定性.不确定性测算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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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源于收入不确定性,其测算方法包括４类:１)代理变量法,即从产生收入不确定的原因中寻找主要

因素作为替代指标,比如:职业、平均每一就业者负担人数等指标[１０];２)标准差或方差法,即将收入、
地区等分组数据的标准差或方差作为代理变量[１１];３)差额法,即将收入的变化趋势值和实际值之间

的差额作为代理变量[１２];４)问卷调查法,即直接访问调查对象对未来预期不确定性的感知程度[１３].
由于代理指标过于间接、未剔除可预期波动等原因,上述４种方法会导致不确定性测算产生较大偏

差.因此,有学者提出收入不确定性的改进测算公式———调整离差率法[１４],并得到广泛应用.
关于不确定性对农村居民消费影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收入不确定性方面,基本观点是收入不确

定性通过对未来收入的信心影响农民消费决策,表现为:当收入不确定性为正,对未来收入增加的信

心增强,从而增加消费;当收入不确定性为负,对未来收入增加的信心减少,从而减少消费[１５].此后,
同主题研究沿着不确定性和收入来源的线索细分收入不确定性与消费之间的关系.一方面,将收入

不确定性分为不确定性程度(预期收入离差率)、不确定性方向(优于预期、劣于预期)和不确定性心理

(损失规避),而农村居民在不确定性方向和不确定性心理状态的影响呈现非对称性,并且对于“劣于

预期”的负向不确定性和不确定性心理的未减弱状态表现得更加敏感[１６].另一方面,观察工资收入、
经营收入、财产收入和转移收入的不确定性对农村居民消费产生的波动,认为工资性收入不确定性的

影响程度要大于经营性收入[１７Ｇ１８].不仅如此,研究发现:收入不确定性的影响还呈现区域差异性,其
中东部的不确定性主要源自财产性和转移性收入,中部主要源自财产性收入,西部主要源自工资性收

入[１９].除收入不确定性的影响效果外,也有少数文献比较收入不确定性和消费不确定性对农村居民

消费的影响差异.有研究通过１９８５—２０１１年农村人均消费和人均纯收入的年鉴数据,发现消费不确

定性对农村居民消费具有正向影响且影响系数更大,并依此提出农村居民采取“预防性消费”的行为

具有非理性特征[２０].也有研究通过１９８８—２０１２年的年鉴数据,发现消费不确定性和收入不确定性

对农村居民消费均有负向影响且收入不确定性的作用更强,并依此提出“预防储蓄”行为,即农村居民

会通过减少当期消费支出的方式应对预期之外的必要消费事项[２１].
已有研究通过传统计量模型验证不确定性在消费行为中的作用,解释农村居民消费增长缓慢的

部分原因,但存在一些不足.首先,研究结论所依赖的理论将收入波动视为影响不确定性的唯一因

素.虽有少数文献以双重不确定性展开分析,但在消费不确定性对农村居民消费作用方向的问题上

形成意见相悖的认知.其次,已有研究将消费现象视为个体行为,并通过细分收入来源重点分析消费

行为的前置因素,忽略了消费行为的空间关联性以及收入账户同消费层次之间的联系,这有可能导致

过度抽象理解前置变量和消费行为的关系.基于以上考虑,本文尝试在划分消费层次和收入账户的

基础上,建立农村居民消费行为的空间计量模型,在验证消费溢出效应的同时,重点分析收入不确定

性和消费不确定性对不同层次消费的贡献和作用.

　　二、研究方法

　　空间面板计量模型主要用于分析相邻空间个体属性变量对整个系统其他个体属性变量的影响,
基本形式包括:面板空间滞后模型(SAR)、面板空间误差模型(SEM)和面板空间杜宾模型(SDM).
综合三种基本形式,可将面板空间计量模型的一般形式抽象地表达为:

yit＝δ∑wijyjt＋θ∑wijxjt＋βxit＋μi＋λt＋εit (１)

εit＝η∑wijεjt＋φit (２)
式(１)和式(２)中,yit为因变量,xit为自变量;∑wijyjt表示i区域因变量受到邻近j 区域因变量

的影响,∑wijxjt表示i区域因变量受到邻近j区域自变量的影响,δ、θ、η 分别表示因变量、自变量和

误差项的空间回归系数,β表示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系数,μ 表示空间固定效应,λ表示时间固定效

应,ε表示误差项.当θ ＝０时,SDM 模型转化为SAR模型;当δ ＋βθ ＝０时,SDM 模型转化为

SEM 模型.

１．空间相关性检验

在估计空间计量模型前,首先需要检验因变量是否存在空间自相关.空间自相关可看作位置相

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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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的区域具有相似的变量值,当高值与高值(HＧH)、低值与低值(LＧL)聚集在一起时,为正空间自相

关;当高值与低值(HＧL)相邻,为负空间自相关;否则,不存在空间自相关.检验空间相关性一般可采

用莫兰指数(Moran’sI),其计算见式(３).Moran’sI指数取值范围介于Ｇ１到１之间,大于０表示正

空间自相关,小于０表示负空间自相关.

I＝
∑n

i＝１∑n
j＝１wij xi－x－( ) xj－x－( )

S２∑n
i＝１∑n

j＝１wij
(３)

２．空间计量模型选择

综合 Anselin等和Elhorst提出模型选择标准[２２Ｇ２３],首先对无空间效应的传统模型(混合模型、空
间固定模型、时间固定模型和时空双固定模型)进行普通 OLS估计,并利用相应的回归残差进行拉格

朗日乘子LM_lag、LM_error检验以及相应的稳健性检验选择基本的模型形式.如果仅有 LM_lag
显著,建立SAR模型;如果仅有LM_error显著,建立SEM 模型;如果两者都显著,则进一步比较RoＧ
bustLM_lag和RobustLM_error的显著性,选择指标更显著的模型形式.其次,如果检验结果同时

支持SAR和SEM 模型,可利用极大似然法对模型进行估计,以SDM 模型为出发点,进行参数间关

系约束的 Wald检验:如果 Wald检验同时拒绝θ＝０和δ＋βθ＝０的假设,则建立SDM 模型;如果

Wald检验不能拒绝θ ＝ ０的假设,且(Robust)LM 检验支持 SAR 模型,则建立 SAR 模型;如果

Wald检验不能拒绝δ＋βθ ＝０的假设,且(Robust)LM 检验支持SEM 模型,则建立SEM 模型.最

后,通过固定效应联合检验(LR检验),进一步选择时间固定效应、空间固定效应和时空双固定效应.

３．溢出效应估计

当基本模型和效应形式确定后,利用极大似然法对模型参数进行估计,其过程利用LeSage提供

的 Matlab代码进行实现[２４Ｇ２５],其中溢出效应估计的基本思路是:在模型稳定的前提下,对SDM 模型

两边同乘以(１－δW)－１,则得到式(４):

Y＝(１－δW)－１αln＋ １－δW( ) －１ Xβ＋WXθ( ) ＋ １－δW( ) －１ε (４)
其中,ln为N×１维向量,α为其系数,式(４)中,第１到N 个区域中因变量Y 对第k 个自变量的

偏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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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第k个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平均直接影响１
N∑

N

i＝１

∂yi

∂xik
定义为式(５)最右边矩阵的对角元素和的平

均值,将某个地区的因变量受到其他地区自变量变动的平均间接影响１
N∑

N

i＝１
∑
N

j＝１

∂yi

∂xjk
(i≠j)定义为式(５)

最右边矩阵所有非对角元素按照行取和,再对地区数 N 取平均值.因此,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是

平均直接影响和平均间接影响综合作用的结果.同时,将某地区的自变量变动对所有其他地区因变

量的平均间接影响１
N∑

N

i＝１
∑
N

j＝１

∂yj

∂xik
(i≠j)定义为式(５)最右边矩阵所有非对角元素按照列取和,再对地区

数N 取平均值.

　　三、变量选取与数据特征

　　针对持久收入假说的局限,学者们在构建农村居民消费函数时引入收入不确定性用来分析跨期

消费行为[２６],基本形式见式(６),其中y 为消费水平,income为收入水平,IU 为收入不确定性.本文

尝试通过消费层次、收入账户细分收入不确定性和消费不确定性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故通过变量

选取对式(６)进行扩展.

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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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α＋β１income＋β２IU＋μ (６)

１．变量选取

(１)消费变量(Y).按照满足居民需求层次,可将消费分为生存消费、发展消费和享乐消费,其中

生存消费是补偿农村劳动力必要劳动消耗所必需的消费;发展消费是扩大农业再生产所必需的消费;
享乐消费是提高农村劳动力生活水平、满足享乐需要的消费.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人均消费的八

类支出项目,令生存消费(subsistence)等于食品、衣着和居住的人均消费总额;令发展消费(developＧ
ment)等于文教娱乐(由于教育是农村居民文教娱乐消费的主体,而文化娱乐支出较低,故将文教娱

乐消费近似看作发展消费的一部分)、交通通信和医疗支出的人均消费总额;令享乐消费(enjoyment)
等于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其他商品和服务人均消费总额.

(２)收入水平(income).用人均纯收入衡量,即农村居民当年从各个来源得到的总收入相应地扣

除所发生的费用后的收入总和.
(３)收入不确定性(incomeuncertainty,IU).农村居民的收入来源包括工资收入、经营收入、财

产收入和转移收入.研究表明:农村居民头脑账户预期严格,不同账户对应不同支出预期和储蓄预

期,并对未来消费行为形成定势性影响[２７Ｇ２８].在收入结构中,工资收入和经营收入是农村居民最主要

的收入来源,而财产收入和转移收入所占比重最低.为细化收入不确定性的作用,首先按照收入比重

大小,将工资收入和经营收入求和且命名为常用账户,将财产收入和转移收入求和且命名为临时账

户,相应的收入不确定性分为常用账户不确定性(IU１)和临时账户不确定性(IU２).其次,按照四类

收入来源将收入不确定性又分为工资收入不确定性(IU３)、经营收入不确定性(IU ４)、财产收入不确定

性(IU５)和转移收入不确定性(IU６).各种收入不确定性的测算采用调整离差率方法,计算公式如下:

Yet＝Yt－１× １＋kt( ) (７)

IUt＝
Yt－Yet

Yet
＝

Yt

Yt－１×(１＋kt)
－１ (８)

式(７)和式(８)中,Yte表示第t年农村居民的预期收入,Yt表示第t年农村居民的实际收入,Yt－１

表示t－１年农村居民的实际收入;kt表示第t年预期的收入增长率,其计算是用第t年之前一定跨度

期内的收入平均增长率进行量化的结果.将式(７)结果代入式(８)则得到收入不确定性IUt,当

IUt＞０反映了“优于预期”的正向不确定性;当IUt＜０反映了“劣于预期”的负向不确定性.在调整

离差率法得到认可后,消费不确定性也有了可依据的测算方法.由于我国居民习惯以过去３~５年内

的消费水平来对未来进行预期,且农村居民更倾向于受近期影响,在测算收入不确定性时,令预期收

入增长率的跨度期i＝３.
(４)消费不确定性(consumptionuncertainty,CU).在消费层次变量的基础上,将消费不确定性

变量划分为生存消费不确定性(CU１)、发展消费不确定性(CU２)和享乐消费不确定性(CU３),其测算

过程与收入不确定性变量相同,且预期消费增长率的跨度期i＝３.
(５)空间权重矩阵(W).空间权重的元素为xij(i,j＝１,２,,n),其中:i为区域i,j为与i区域

相邻的区域j,wij 为区域i 与区域j 之间的距离,而空间权重矩阵主对角线上的元素 w１１ ＝
w２２＝＝wnn＝０.本文在构建空间权重时采用边相邻的距离函数,即如果区域i与区域j 两个相

邻的区域有共同的边,则权重元素wij＝１;反之,wij＝０.为减少区域之间的外在影响,需要对空间

权重矩阵进行标准化处理,使得空间权重矩阵每一行的元素之和等于１.
结合３类消费层次变量,２类收入不确定性变量,生成６个概念模型.暂将不确定性对农村居民

消费的空间计量模型表达为以SDM 面板模型为基本形式的模型Ⅰ和模型Ⅱ:
模型Ⅰ:

Yit＝δ∑wijYjt＋β(incomeit＋IU１it＋IU２it＋CUit)＋μi＋λt＋
εit＋θ∑wij incomejt＋IU１jt＋IU２jt＋CUjt( )εit＝η∑wijεjt＋φit (９)

模型 Ⅱ:

Yit＝δ∑wijYjt＋β(incomeit＋IU３it＋IU４it＋IU５it＋IU６it＋CUit)＋μ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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λt＋εit＋θ∑wij incomejt＋IU３jt＋IU４jt＋IU５jt＋IU６jt＋CUjt( )εit＝η∑wijεjt＋φit (１０)
式(９)和式(１０)中,Yit是统一代表生存消费(subsistence)、发展消费(development)和享受消费

(enjoyment)的消费变量,CU 代表与各类消费相对应的消费不确定性.

２．数据来源与特征

虽然不确定性可通过收入预期和储蓄动机的调查问卷直接测算,但由于数据的主观性及截面特

征,测算结果的科学性不仅受到限制,并且难以用于长期的动态分析.因此,本文利用历年«中国统计

年鉴»的数据,以中国大陆地区３１省的面板数据为样本,以１９９７—２０１５年数据对２０００—２０１５年的不

确定性进行测算,而其他变量均直接采用２０００—２０１５年数据.各变量经过对数化处理后的描述性统

计情况见表１.
表１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变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subsistence ７．７３９ ０．５９９ ６．６２３ ９．２７６ W×subsistence ７．４６９ １．４７２ ０．０００ ９．０５１
development ６．７９５ ０．８０１ ３．７５２ ８．５７５ W×development ６．５６６ １．３９８ ０．０００ ８．４６９
enjoyment ５．５１２ ０．７３５ ３．９９１ ７．２８１ W×enjoyment ５．３１４ １．１８３ ０．０００ ７．００６
income ８．４３３ ０．６４４ ７．１９４ １０．０５２ W×income ８．１３４ １．５９８ ０．０００ ９．８２７
IU１ ０．９０２ ０．０４６ －０．０３８ ０．１９９ W×IU１ ０．０８７ ０．０４６ －０．０１９ ０．１７１
IU２ ０．２０３ ０．１７２ －０．１９６ １．１４２ W×IU２ ０．２００ ０．１３４ －０．０４１ ０．８０６
IU３ ０．１４９ ０．０８１ －０．０８６ ０．８７９ W×IU３ ０．１４０ ０．０５０ ０．０００ ０．２６６
IU４ ０．０６３ ０．０５８ －０．２１７ ０．２７５ W×IU４ ０．０６２ ０．０４７ －０．０７９ ０．１６１
IU５ ０．６２８ ０．４３９ －０．２７７ １．７６８ W×IU５ ０．６０５ ２．７０９ －０．０６８ ０．８９５
IU６ ０．２２４ ０．２２８ －０．２６９ １．５４８ W×IU６ ０．２１８ ０．１８５ －０．０７４ ０．９９７
CU１ ０．０９１ ０．０６５ －０．０７１ ０．２６０ W×CU１ ０．０８８ ０．０６１ －０．０４６ ０．２１９
CU２ ０．１４６ ０．０６９ －０．０２５ ０．４２９ W×CU２ ０．１４１ ０．０５８ ０．０００ ０．３２１
CU３ ０．１１６ ０．０９３ －０．１１０ ０．４３９ W×CU３ ０．１１４ ０．０８４ －０．０４７ ０．３４１

　　四、模型估计与实证分析

　　１．空间自相关性检验结果

根据检验结果,２０００－２０１５年农村居民生存消费、发展消费和享乐消费的 Moran’sI 指数值域

分别为[０．３０１,０．４２３]、[０．２１２,０．３９８]、[０．２０８,０．４１６],并且指数对应的P 值均为０．０００,这表明三类

消费均具有显著的空间相关性.从数据变化趋势看,生存消费的 Moran’sI 指数开始下降,而发展

消费和享乐消费的Moran’sI指数虽呈现上升趋势但变化较波动.通过Moran’sI 散点分布图,进
一步分析农村居民消费的空间集聚特征.以２０１５年数据为例,生存消费、发展消费和享乐消费的高

－高(HＧH)空间自相关关系集群主要有以北京为中心的京津冀地区、以上海为中心的江浙沪地区和

以广东中心的华南地区;低Ｇ低(LＧL)空间自相关关系集群主要包括:陕西、甘肃、青海、西藏和新疆为

代表的西北地区.

２．无空间效应模型的拉格朗日检验结果

表２给出以无空间效应模型作为出发点的模型设定以及相关检验结果,在模型I关于生存消费

的混合模型、空间固定效应模型和时间固定效应模型的(Robust)LM_error检验均支持建立SEM 模

型,空间、时间固定效应模型的LM_lag检验支持建立SAR模型;发展消费的混合模型(Robust)LM_

lag和(Robust)LM_error检验对SAR、SEM 模型均支持,空间固定效应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的 RoＧ
bustLM_error检验支持建立SEM 模型,空间、时间固定效应模型的LM_lag检验支持建立SAR模

型;享受消费的混合模型、空间固定效应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的(Robust)LM_error检验均支持建立

SEM 模型,空间、时间固定效应模型的LM_lag检验支持建立SAR模型.在模型Ⅱ中,关于生存消

费的混合模型(Robust)LM_lag和(Robust)LM_error检验对SAR、SEM 模型均支持,空间固定效应

模型和时间固定效应模型的(Robust)LM_error检验均支持建立SEM 模型,空间、时间固定效应模

型的LM_lag检验支持建立SAR模型;发展消费的混合模型、空间固定效应模型和时间固定效应模

型的(Robust)LM_error检验均支持建立SEM 模型,空间、时间固定效应模型的LM_lag检验支持建

立SAR模型;享受消费的混合模型、空间固定效应模型和时间固定效应模型的(Robust)LM_error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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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均支持建立SEM 模型,空间、时间固定效应模型的LM_lag检验支持建立SAR模型.
拉格朗日乘子检验结果无法为模型Ⅰ、模型Ⅱ提供一个明确的模型形式,则建立SDM 模型,再

根据 Wald检验分析SDM 能否退化为SAR或SEM 模型.由于固定效应形式的选择会影响到模型

设定,表３给出了 LR检验结果.LR检验拒绝固定效应联合不显著的零假设,但固定效应最突出.
因此,模型初步设定为空间固定效应的SDM 模型.根据表４的检验结果,Wald检验均拒绝零假设,
则认为最终建立SDM 模型比SAR、SEM 模型更合适.

表２　无空间效应面板模型

因变量

模型Ⅰ

参数 混合模型(１)
空间固定

效应模型(２)
时间固定

效应模型(３)
空间、时间固定
效应模型(４)

subsistence

LM_lag １５．９２４(０．０００) １８．１４１(０．０００) ８．６８６(０．００３) １０．０２(０．００２)
RobustLM_lag ９．３３８(０．００２) ２．０７４(０．１５０) １６．７５９(０．０００) １．２４６(０．２６４)

LM_error ２２４．５８４(０．０００) ４７．２５９(０．０００) １１１．５５９(０．０００) ８．７９９(０．００３)
RobustLM_error ２１７．９９８(０．０００) ３１．１９３(０．０００) １１９．６３２(０．０００) ０．０２３(０．８７９)

development

LM_lag ２１．７４０(０．０００) ４９．６２８(０．０００) １．７２９(０．１８９) ２８．１３９(０．０００)
RobustLM_lag １６．５０８(０．０００) １．７９２(０．１８１) ２．０５３(０．１５２) ３４．２７６(０．０００)

LM_error ２０．３９９(０．０００) １３２．２０９(０．０００) ９．７０２(０．００２) ５．９５１(０．０１５)
RobustLM_error １５．１６７(０．０００) ８４．３７３(０．０００) １０．０２６(０．００２) １２．０８７(０．００１)

enjoyment

LM_lag １０．４１４(０．００１) ７４．３１４(０．０００) １．４１４(０．２３４) １９．５１８(０．０００)
RobustLM_lag ３．９７１(０．０４６) ４．２７８(０．０３９) ５．２５９(０．０２２) １６．４７３(０．０００)

LM_error １００．３９(０．０００) １３９．３４(０．０００) ２２．０５４(０．０００) ７．９８９(０．００５)
RobustLM_error ９３．９４９(０．０００) ６９．３０８(０．０００) ２５．９００(０．０００) ４．９４５(０．０２６)

因变量

模型 Ⅱ

参数 混合模型(１)
空间固定

效应模型(２)
时间固定

效应模型(３)
空间、时间固定
效应模型(４)

subsistence
LM_lag ２１．４８１(０．０００) ２５．６０９(０．０００) ８．７９２(０．００３) ６．５７１(０．０００)

RobustLM_lag １３．１６９(０．０００) ７．９９７(０．００５) １４．２４４(０．０００) ７．２００(０．００７)
LM_error ２２６．４１４(０．０００) ３３．４４５(０．０００) １０６．９６(０．０００) ２．５２８(０．１１２)

RobustLM_error ２１８．１０(０．０００) １５．８３２(０．０００) １１２．４１１(０．０００) ３．１５７(０．０７６)

development
LM_lag ９．３７４(０．００２) ５５．６７３(０．０００) １．１２５(０．２８９) ２９．３２３(０．０００)

RobustLM_lag ５．９８９(０．０１４) ４．８２３(０．０２８) ２．９１７(０．０８８) ２８．７２９(０．０００)
LM_error １８．４７２(０．０００) １２０．６６(０．０００) ９．４３９(０．００２) ８．７８３(０．００３)

RobustLM_error １５．０８７(０．０００) ６９．８１８(０．０００) １１．２３２(０．００１) ８．１８９(０．００４)

enjoyment
LM_lag １２．０７９(０．０００) ８４．２２０(０．０００) ０．５８６(０．４４４) １７．６６９(０．０００)

RobustLM_lag ４．５８４(０．０３２) ８．４９９(０．００４) ５．７６９(０．０１６) １７．２０８(０．０００)
LM_error １０１．０８(０．０００) １３２．７３(０．０００) １８．０３７(０．０００) ６．３８６(０．０１２)

RobustLM_error ９３．５８７(０．０００) ５７．０１３(０．０００) ２３．２１９(０．０００) ５．９２４(０．０１５)

　注:括号内为P 值,表４同.

表３　LR检验结果

因变量
模型 Ⅰ

检验名称 检验值 P 值

subsistence
空间固定效应 LR 检验 ６４０．３５１∗∗∗ ０．０００
时间固定效应 LR 检验 １４０．６３６∗∗∗ ０．０００

development
空间固定效应 LR 检验 ９４８．６４３∗∗∗ ０．０００
时间固定效应 LR 检验 １８４．９４３∗∗∗ ０．０００

enjoyment
空间固定效应 LR 检验 ４５１．９９２∗∗∗ ０．０００
时间固定效应 LR 检验 １９０．８６３∗∗∗ ０．０００

因变量
模型 Ⅱ

检验名称 检验值 P 值

subsistence
空间固定效应 LR 检验 ６４４．１５２∗∗∗ ０．０００
时间固定效应 LR 检验 １５４．６２８∗∗∗ ０．０００

development
空间固定效应 LR 检验 ９１３．４３６∗∗∗ ０．０００
时间固定效应 LR 检验 １６７．１９４∗∗∗ ０．０００

enjoyment
空间固定效应 LR 检验 ４３３．６３０∗∗∗ ０．０００
时间固定效应 LR 检验 １９７．８０１∗∗∗ ０．０００

　注:∗ 、∗∗ 、∗∗∗ 分别表示在１０％、５％、１％的水平上显著;表４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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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估计结果

参数
subsistence

模型 Ⅰ 模型 Ⅱ
development

模型 Ⅰ 模型 Ⅱ
enjoyment

模型 Ⅰ 模型 Ⅱ

income ０．８８５∗∗∗ ０．８３３∗∗∗ １．１８２∗∗∗ １．１５１∗∗∗ ０．９３９∗∗∗ ０．９０４∗∗∗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W×income
－０．２９２∗∗∗ －０．１９１∗∗∗ －０．６２９∗∗∗ －０．５８５∗∗∗ －０．４０９∗∗∗ －０．３５７∗∗∗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IU１
－０．６８３∗∗∗ －０．０７４ －０．５３７∗

(０．０００) (０．８０１) (０．０９８)

IU２
－０．０７８∗∗∗ －０．１１９∗∗∗ －０．０１９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０．６４４)

W×IU１
０．３５３ ０．４１３ ０．０５９
(０．１７８) (０．２４５) (０．８８４)

W×IU２
０．０９２∗∗ ０．１０８∗∗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５) (０．０３６) (０．７８２)

IU３
－０．０６３ －０．２７９∗∗∗ －０．０７１
(０．２０５) (０．０００) (０．３９６)

IU４
－０．３７９∗∗∗ －０．１６５ －０．３３６∗∗

(０．０００) (０．２０８) (０．０１９)

IU５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４
(０．４８６) (０．２４５) (０．７４３)

IU６
－０．０３２ －０．０８３∗∗ －０．０１５
(０．１５７) (０．０１４) (０．６９２)

W×IU３
０．１２３ －０．０２７ ０．３９６∗∗

(０．２５３) (０．８６０) (０．０４６)

W×IU４
－０．２３６ ０．５４８∗∗∗ －０．１４８
(０．１３１) (０．００６) (０．５１１)

W×IU５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１
(０．２９５) (０．８７８) (０．６１３)

W×IU６
０．０５８∗ ０．０９０∗ ０．０４２
(０．０９１) (０．０６２) (０．４３７)

CU ０．９６７∗∗∗ ０．９４３∗∗∗ ０．９０８∗∗∗ ０．９６２∗∗∗ ０．９３６∗∗∗ ０．９２８∗∗∗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W×CU －０．５３６∗∗∗ －０．３７４∗∗∗ －０．０８０ －０．１８１ －０．６７３∗∗∗ －０．８４６∗∗∗

(０．０００) (０．０１３) (０．５７４) (０．２０９)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空间系数 ０．３６７∗∗∗ ０．３１７∗∗∗ ０．４８９∗∗∗ ０．４８７∗∗∗ ０．５３９∗∗∗ ０．５２７∗∗∗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SAR模型 Wald检验 ３３．２７７ ２９．０７９ ７５．４７３ ７９．０３１ ６１．６６６ ６６．９３９
SEM 模型 Wald检验 ６．６５４ １９．６４ １２．３１３ ２０．１８６ ９．４７４ １９．４８０
R２ ０．９８９ ０．９８９ ０．９８６ ０．９８６ ０．９７９ ０．９８０
LogＧlikelihood ６４９．９７４ ６５６．６４１ ４４１．４６５ ４４８．３６６ ３９０．２４５ ３９４．８０２

　　３．实证结果分析

(１)双重不确定性的影响.第一,收入不确定性和消费不确定性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方向相

反,其中常用账户不确定性对生存、发展和享乐消费的影响为负,影响系数分别为－０．６８３、－０．０７４、

－０．５７３;临时账户不确定性对生存、发展和享乐消费的影响为负,影响系数分别为－０．０７８、－０．１１９、

－０．０１９;消费不确定性对生存、发展和享乐消费的影响为正,影响系数分别为０．９６７、０．９０８、０．９３６.这

表明:“预防性储蓄”和“预防性消费”是农村居民应对消费风险时所采取的两种策略,即一方面通过增

加储蓄减少当期消费以预防由收入波动造成的消费风险,另一方面通过增加当期消费以预防由消费

波动造成的消费风险.第二,消费不确定性影响系数的绝对值明显大于收入不确定性.这表明,农村

居民消费更多地与农村市场环境、农村居民的消费观念有关.与城市相比,农村地区的消费环境仍存

在诸多问题,比如:市场体系、市场秩序、物价等环境要素仍不完备且秩序混乱;消费行为更容易受到

攀比、炫耀等心理影响,这些因素最终导致农村居民消费呈现出鲜明的非理性特征.第三,常用账户

不确定性对生存消费和享受消费的影响更强,且波动更多源于经营收入;临时账户不确定性对发展消

费的影响最显著,且波动更多源于转移收入.这表明,农村居民在消费时具有鲜明的账户预期,即生

存消费、享乐消费与常用账户相联,发展消费与临时账户相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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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空间溢出效应的影响.第一,消费空间溢出效应为正,且均在１％的水平上显著.农村居民

消费之所以呈现空间集聚特征,一是消费空间集聚和经济空间集聚高度相关,因为只有在收入水平较

高,消费设施较完善的条件下,农村居民才能追求更高层次的消费需求;二是农村居民消费受到外部

示范效应的影响,但这种示范效应并非来自城市居民而是源于邻近地区的农村居民,因为生活在相邻

区域的农村居民具有相似的消费观念.第二,享受消费的空间溢出效应最强且影响系数介于０．５２７~
０．５３９,发展消费次之且影响系数介于０．４８７~０．４８９,生存消费最低且影响系数介于０．３１７~０．３６７.
这表明,消费空间溢出效果与消费层次有关,其中:生存消费是消费中的基础层次,消费需求弹性最

小,农村居民接受外部影响的空间有限;相反,发展和享受消费代表较高的消费层次,需求弹性较大,
农村居民所接受外部影响的空间较大.同时,在当前生活水平和消费心理的作用下,农村居民的高层

次消费更偏好满足享受方面的心理需求.第三,收入空间溢出效应为负且均在１％的水平上显著,其
中收入空间效应对生存消费的影响系数介于－０．２９２~－０．１９１,对发展消费的影响系数介于

－０．６２９~－０．５８５之间,对享受消费的影响系数介于－０．４０９~－０．３５７.这表明,由于劳动力素质和

产业发展的同质化,本地农村居民与临近区域农村居民在外出打工、经营生产等方面存在竞争关系,
此消彼长的收入关系不仅会制约消费水平提高,还会阻碍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第四,消费不确定

性和收入不确定性的空间溢出效应在整体上呈现作用方向相反的规律,其中消费不确定性空间溢出

对生存消费、享受消费的影响为负,影响系数分别介于－０．５３６~－０．３７４,－０．８４６~－０．６７３,且均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临时账户不确定性的空间溢出对生存消费、发展消费的影响为正,影响系数分别为

０．０９２、０．１０８,且均在５％的水平上显著.以上情况表明:在农村消费市场中商品总供给量不变的条件

下,当邻近区域农村居民为应对消费波动造成的风险增加本期消费时,则本区域农村居民的消费机会

减少;当邻近省份农村居民为应对收入波动造成的风险减少本期消费时,则本区域农村居民的消费机

会反而增加.

　　五、结论与建议

　　根据不确定性对农村居民消费的作用尚未形成统一认知以及忽略消费空间关联特征的研究现

状,本文利用２０００—２０１５年中国大陆地区３１省面板数据,以双重不确定性的研究视角建立关于农村

居民消费的空间面板模型,在验证收入不确定性、消费不确定性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方向、强弱程

度的同时,尝试进一步探讨不确定性在收入账户、消费层次和空间溢出效应的作用规律.研究结果表

明:收入不确定性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系数为负,而消费不确定性的影响系数为正且绝对值明显大

于收入不确定性;常用账户中经营收入波动对生存消费和享受消费影响较大,临时账户中转移收入波

动对发展消费的影响较大;农村居民消费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且娱乐消费和发展消费的溢出效

应强于生存消费;收入和消费不确定性的空间溢出效应为负,而消费不确定性的空间溢出效应为正.
结合以上结论,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培养农村居民形成理性的消费观.消费不确定性影响系数绝对值大于收入不确定性说明

农村居民的消费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到外界或自身的干扰而进行“预防性消费”.这种非理性行为

似乎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农村居民的福利水平,但以损耗未来福利来满足眼前需求的做法对整个消

费市场是不可持续的.要解决该问题,不仅需要借助发展农村电商的契机,进一步完善农村消费市场

结构、提升消费品种类与规模、保证消费供需平衡,还需要充分利用农村信息化建设,以网络传播的方

式向农村地区输出科学的消费观念,帮助和教育农村居民正确理解消费波动的基本含义和原因,鼓励

和引导形成可持续的消费方式,以降低消费不确定性的正向影响.
第二,保证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稳定,来源多元化,即稳定经常性账户收入增长,扩大临时性账户收

入规模.首先,在依靠技术进步提升传统农业生产规模的基础上,还需依托农村自然禀赋,以差异化

发展为战略导向大力发展以乡村旅游为代表的第三产业,以特色服务增加产业附加值从而进一步扩

大工资和经营收入的渠道及规模.其次,完善土地流转工作、健全农村金融市场.在实现土地规模化

运作,保证农村居民获得合理补偿标准的同时,逐步培养农村居民形成科学的理财理念,为其失地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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偿提供良好的保值、增值渠道,提高转移收入和财产收入的水平.通过以上做法让其在稳定增收的同

时还能够获得预期之外的临时收入,增强农村居民对未来收入的信心,最终减少“预防性储蓄”.
第三,制定符合空间特征的区域消费政策.首先,基于各省份农村居民消费在空间集聚中呈现出

的差异,对于处于“HＧH”关系集群的省份,消费政策以稳定物价、保障市场有效供给为主;对处于

“LＧL”关系集群的省份,消费政策以扶植为主,比如:增加农村消费信贷、地方财政支持等.其次,在
收入提升的条件下,可考虑从“HＧH”集聚关系集群中重点选择核心省份进一步发挥消费溢出的积极

效应,通过“以大带小”促进整个农村消费市场繁荣.最后,在制定消费政策的过程中加强与临近地区

间的合作,注重分工协调,充分发挥空间溢出的正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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