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１５卷　第４期 郑 州 轻 工 业 学 院 学 报 （社 会 科 学 版 ） Ｖｏｌ．１５　Ｎｏ．４
　２０１４年８月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ＬＩＧＨＴ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ｕｇ．２０１４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０５－１６
［作者简介］陈皓（１９９２—），男，河南省郑州市人，北京外国语大学学生，主要研究方向：金融。

　　［文章编号］１００９－３７２９（２０１４）０４－００６１－０５

我国社会保障对居民消费影响的定量分析
———基于２０１２年的统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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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２０１２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库的统计数据，选取居民可支配年收入、是否拥有城
市／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年龄、户口类型、受教育年限、工作单位体制６项指标，定量分析我国社会保
障对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结果表明：各因素对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不尽相同。其中，居民可支配

收入对居民消费支出存在着显著的正向影响，是否有养老保险则对居民消费支出有着显著的正效

应，年龄变量与居民消费支出呈现倒Ｕ型关系，城市居民较农村居民有着更高的消费意愿，教育年
限对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显著为正，就业于国有单位的居民较就业于非国有部门的居民有着更高

的消费意愿。因此，建议在继续推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促进国民整体收入水平提高的同时，

加大低收入阶层保障力度，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加强社会养老保险资金管理，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促

进非公有制经济改革与发展，缩小不同群体社会保障的差距，推进社会保障管理服务一体化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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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的社会保障相比西方社会而言起步较晚，
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带来居民风险的

持续增加，探究社会保障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对实现

我国经济平衡健康增长意义重大，社会保障对我国

居民消费之影响的研究也日益成为研究重点，许多

学者从多个角度展开研究，以探求两者之间的相关

程度，进而找到提高居民消费水平的途径。这些研

究大多为定性研究，并且选取宏观角度研究的较多。

其研究大致分为以下３个方面：一是社会保障对消
费的积极影响。陈树文［１］从恩格尔系数、居民边际

消费倾向和基尼系数的角度研究了社会保障对居民

消费的影响，认为社会保障的收入分配作用能够均

衡不同个体和同一个体不同时期的消费需求，有助

于总需求的增长。尹华北［２］从宏观角度和微观角

度分别研究了农村居民社会保障与消费的关系。方

匡南等［３］利用２００６年的家庭微观调查数据研究了
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及其差异，结

果表明，有社会保障家庭的人均消费支出要高于无

社会保障家庭的人均消费支出。二是社会保障对消

费的消极影响。谢文等［４］研究发现，无论是从长期

还是从短期来看，社会保障体系并没有对处于低消

费层次的农村居民的消费起到正向效应。三是社会

保障对消费的影响不确定。杨志明［５］选取我国各

省市自治区的时间序列数据与面板数据，分别采用

协整方法和面板数据模型对其进行研究，结果发现，

在短期内，社会保障对居民消费产生了挤出效应，而

在长期均衡状态下，则会产生促进作用。笔者拟利

用２０１２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库（ＣＧＳＳ）的相关
调查数据进行定量分析，以考察社会保障对居民消

费的多种效应，并据此提出促进我国社会保障制度

建设、提高居民收入的建议。

　　一、模型的建立

１．变量选取
根据西方经典消费理论，多种不同的因素共同

影响着居民消费支出，本文根据重要性、可得性和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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洁性原则，选取以下变量进行研究。

（１）收入因素。影响居民消费支出的因素有很
多，其中居民可支配收入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西方

经济学中的“绝对收入假说”指出：在较短的一段时

间内，居民现期收入的多少决定了居民消费支出的

多少；收入提高的同时，消费支出也会相应地增加；

消费支出的增长率低于收入的增长率，居民的边际

消费倾向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减少。

（２）社会保障因素。社会保障对居民消费有多
方面的影响，既有正面的收入增长效应、资产替代效

应，也有负面的消费挤出效应和引致退休效应。从

我国社会保障发展现状来看，我国初步形成了以社

会保险为主、覆盖城乡居民的较为全面的社会保障

体系。在各种社会保险福利中，依据其对经济社会

影响大小排序，养老保险排在第一位，医疗保险排在

第二位。本文选取是否拥有城市／农村基本养老保
险这个变量，来分析社会保障对居民消费的作用。

（３）其他因素。除以上因素之外，居民年龄、性
别、受教育年限、户口性质也不同程度地影响居民消

费支出。其中，根据生命周期理论，青年人和老年人

具有比中年人更高的消费倾向；居民的消费支出随

着受教育年限的提高而逐步趋于理性，消费支出更

加稳定；城乡不同居民消费受收入差距制约，也有着

不同的边际消费倾向。

除此之外，本文引入单位体制变量。过去的研

究更多的是关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下，社会保障对

城乡居民消费的不同作用。随着我国社会保障城乡

统筹建设的逐步推进，城乡居民社会保障差距逐步

缩小，但不同行业内的人社会保障差距逐步拉大。

与在非国有企事业单位工作的人相比，在国有企事

业单位工作的人有着更为完善和规范的社会保障体

系，其保障水平和保障力度远远高于在非国有企事

业单位就业者。因此，研究不同单位体制下社会保

障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十分必要。具体指标及变量说

明见表１。
２．数据来源说明及处理
本文数据来源于２０１２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

据库（ＣＧＳＳ）。本文根据研究目的，选取数据库中有
关居民消费、收入、性别、年龄、教育、工作单位类型

等数据进行分析研究。

关于样本的规模，剔除样本中无回答和不适合

考察的被访问者样本，本文共计选取样本５０６３个：
１６６５个在国有企事业单位工作的样本，１２４０人有
养老保险，４２５人无养老保险；３３９８个在非国有企
事业单位工作的样本，１１４２有养老保险，２２５６人
无养老保险。样本比例与国家宏观统计数据比例一

致，样本代表性较好。

３．社会保障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分析
为了研究不同类型社会保障对居民消费的影

响，首先构建如下居民消费支出模型：

ｌｎｅｘｐ＝β０＋β１ｓｅｃ＋β２ｌｎｉｎｃｏｍｅ＋β３ｌｎａｇｅ＋
β４ｌｎａｇｅ

２＋β５ｌｎｄｅｕ＋β６ｈｋｔｙｐｅ＋β７ｗａｒｋｔｙｐｅ＋ε
其中，因变量 ｌｎｅｘｐ表示居民消费支出的对数，

ｌｎｉｎｃｏｍｅ表示居民收入水平的对数；ｓｅｃ是虚拟变
量，表示有无养老保险；ｌｎａｇｅ表示被访者年龄的对
数，ｌｎａｇｅ２表示年龄平方的对数；ｌｎｅｄｕ表示被访者
受教育年限的对数；ｈｋｔｙｐｅ是虚拟变量，表示户口为
城镇或是农村；ｗｏｒｋｔｙｐｅ是虚拟变量，表示被访者工
作单位类型。β０为模型的截距项，ε为服从正态分
布的随机扰动项。

４．模型的拟合检验
我们使用ＳＴＡＴＡ软件分析，分别估计了４个回

归模型，回归结果见表２。
在回归模型１中，我们仅加入了个人可支配收

入变量，Ｒ２达到了０．７１４，模型拟合较好，说明个人
可支配收入是决定居民消费最为重要的变量。并

且，在４个模型中，这个变量的系数值及显著性变化
的幅度较小，相当稳健。

表１　影响居民消费的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变量类型 变量说明

收入因素 居民可支配年收入 定量变量 —

社会保障因素 是否拥有城市／农村基本养老保险 虚拟变量
１表示被访者享有养老保险，
０表示被访者没有养老保险

年龄 定量变量 —

户口类型 虚拟变量 １表示城市居民户口，０表示农业户口
其他因素 受教育年限 定量变量 —

工作单位体制 虚拟变量
１表示被访者在国有企事业单位工作，
０表示被访者在非国有企事业单位工作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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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多层次回归结果

回归项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模型４

ｓｅｃ
０．０４３ ０．０３８

（０．０２） （０．０２）

ｌｎｉｎｃｏｍｅ
０．８６１ ０．８１６ ０．８１３ ０．８１２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ｌｎａｇｅ
－０．１７０ －０．１８１ ２．５９５

（０．０２） （０．０３） （０．４７）

ｌｎｅｄｕ
０．０４１ ０．０３８ ０．０３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ｈｋｔｙｐｅ
０．０６９ ０．０５９ ０．０６４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２）

ｗｏｒｋｔｙｐｅ
０．０４１ ０．０３３ ０．０４１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２）

ｌｎａｇｅ２
－０．３６２

（０．０６）

常数项
０．８６８ １．８７０ １．９３６ －３．３３３

（０．０８） （０．１４） （０．１５） （０．９１）

Ｎ ５０６３ ５０６３ ５０６３ ５０６３

Ｒ２ ０．７１４ ０．７２２ ０．７２２ ０．７２４

调整后的Ｒ２ ０．７１４ ０．７２１ ０．７２２ ０．７２３

Ｆ值 １３０００ ２６２１ ２１８８ １８９３

　　注：括号中数据为标准偏差；Ｐ＜０．１，Ｐ＜０．０５，

Ｐ＜０．０１。

在回归模型２中，我们加入另外４个控制变量，
Ｒ２值上升到０．７２２，拟合优度进一步提升，模型拟合
度较好。从经济计量上来说，年龄与消费显著负相

关，教育水平与消费显著正相关，城市户口、国有单

位居民的消费要显著高于农村户口、在非国有部门

就业居民的消费水平。

在回归模型３中，在控制了５个显著影响居民
消费的变量的基础上，我们重点考察居民有无社会

保障（是否有养老保险）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结果

显示，有养老保险的居民的消费水平要显著高于没

有养老保险的居民的消费水平，说明人们在没有养

老的后顾之忧后，消费的倾向更加强烈。模型的拟

合优度Ｒ２值仍是０．７２２，没有发生变动。
在回归模型４中，我们要检验年龄与消费是否

存在倒Ｕ型关系。结果显示，年龄的二次项系数为
－０．３６２，显著性水平为１％，这说明倒 Ｕ型关系存
在。具体来说，年轻时随着年龄增长，消费也随之增

长；到达一定年龄后，消费会随着年龄增长而下降。

最后，我们选取模型 ４做为我们最终的分析
模型。

　　二、模型检验

１．经济意义检验
（１）β１＝０．０３８，表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

下，具有养老保险的居民较其他类型居民，消费高出

０．０３８个单位（对数值）。这种结果符合经济现实。
（２）β２＝０．８１２，表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

下，居民可支配收入每增长１个百分点（对数值），
居民消费增加０．８１２个百分点（对数值）。这种结
果符合经济现实。

（３）β３＝２．５９５，β４＝－０．３６２，表示在其他条件
不变的情况下，年龄与居民消费的关系呈现先增长

后下降的态势。这种结果符合经济现实。

（４）β５＝０．０３１，表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
下，教育年限（对数值）每增长１个百分点，居民消
费增加 ０．０３１个百分点（对数值）；反之，降低
０．３０３１个百分点。这种结果符合经济现实。

（５）β６＝０．０６４，表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
下，具有城镇户口的居民较其他类型居民，消费高出

０．０６４个单位（对数值）。这种结果符合经济现实。
（６）β７＝０．０４１，表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

下，在国有单位工作的居民较其他类型居民，消费高

出０．０４１个单位（对数值）。这种结果符合经济
现实。

综合以上分析，模型４完全符合经济现实，经济
意义检验通过。

２．统计与计量检验
通过上述线性回归得到模型，现在就其具体形

式进行检验。

（１）拟合优度检验
Ｒ２的值越接近１，说明回归直线对观测值的拟

合程度越好；反之，Ｒ２的值越接近０，说明回归直线
对观测值的拟合程度越差。

由回归参数估计结果可得，样本决定系数 Ｒ２＝
０．７２４，修正的可决系数为０．７２３，这说明模型对样
本的拟合度较好。

（２）Ｆ检验———整个回归方程显著性检验
针对Ｈ０（所有自变量的系数全等于零）：β１～

β７＝０，给定显著性水平 α＝０．０５，在 Ｆ分布表中查
出自由度为 ｋ＝７和 ｎ－ｋ－１＝５０５５的临界值 Ｆα
（７，５０５６）＝２．０１。由 ＯＬＳ回归分析表得到 Ｆ＝
１８９３，由于Ｆ＝１８９３＞Ｆα（７，５０５６）＝２．０１，应拒
绝原假设Ｈ０，说明回归方程显著，即我们所选取的
收入、社保、年龄等７个变量确实对居民消费水平有

·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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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影响。

（３）Ｔ检验
分别针对Ｈ０：βｊ＝０（ｊ＝１，２，３，４，５，６，７），给定

显著性水平 α＝０．０５，查 ｔ分布表得自由度为 ｎ－
ｋ－１＝５０５５的ｔα／２（ｎ－ｋ－１）＝１．９６。由ＯＬＳ回归
可得，与 β１，β２，β３，…，β７对应的 ｔ统计量分别为
２４４、９４．５２、５．４８、－５．８７、２．９２、３．８２、２．３７，因而，
所有待估计系数的ｔ检验量均大于５％显著性水平
（双侧）上的临界值１．９６，所有的变量均在５％水平
上显著；并且，不难发现大部分系数估计在１％水平
上显著。

（４）多重共线性检验
由表３所示相关系数矩阵可以看出，各解释变

量相互之间的相关系数较低，说明我们所选取的变

量不存在多重共线性。

（５）异方差检验
首先，我们可以在完成回归后，画出残差与拟合

值的散点图。从图１大致可以看出，ｌｎｅｘｐ的拟合值
在中等水平时，扰动项的方差较大。

其次，为了得到准确的检验结果，我们可以利用

怀特检验，得到图２所示结果。
检验结果显示，Ｐ值等于０．００００，故强烈拒绝

同方差的原假设，认为存在异方差，这个检验结果证

实了之前根据残差图所做的大致判断。

为了纠正异方差的影响，我们使用加权最小二

乘法估计（ＷＬＳ）和“ＯＬＳ＋稳健标准差”２种办法来
重新估计模型４，结果见表４。在ＷＬＳ估计中，解释
变量ｌｎｉｎｃｏｍｅ可以解释ｌｎｅ２（残差平方的对数值）近
６２．９４％变动，说明残差平方的变动与ｌｎｉｎｃｏｍｅ高度
相关，从而确定了权重变量。

（６）序列相关检验
由于我们的样本是２０１２年的截面数据，按照一

般的计量理论，截面数据不容易出现自相关。由于

我们的数据不是时间序列数据，因此，无法在ＳＴＡＴＡ
中完成杜宾（ＤＷ）检验或 ＢＧ检验等自相关的检验
工作。

　　三、模型评价

１．模型的缺陷
本文所提出之模型的主要缺陷在于：（１）数据

是横截面数据，难以从很长的时间序列上分析诸多

关系的动态变化；（２）模型中变量的数量较少，预测
变量１个，控制变量６个，因此模型的拟合优度在
０．７水平上，如果再增加一些影响居民消费的重要
的遗漏变量，我们的模型可能更加完美；（３）没有考
虑变量间的交互作用；（４）居民的消费估计，可以先
将人群划分为多个层次，然后再施以回归分析，可以

使用分位数回归技术来重新验证我们的假设。

２．模型估计的总体分析
综合以上分析，各因素对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

表３　相关系数矩阵
解释变量 ｌｎｅｘｐ ｌｎｉｎｃｏｍｅ ｓｅｃ ｌｎａｇｅ ｌｎｅｄｕ ｈｋｔｙｐｅ ｗｏｒｋｔｙｐｅ
ｌｎｅｘｐ １ ０．８３ ０．２４ －０．２４ ０．４８ ０．３１ ０．２５

ｌｎｉｎｃｏｍｅ ０．８５ １ ０．２５ －０．２１ ０．４９ ０．３０ ０．２６

ｓｅｃ ０．２３ ０．２４ １ ０．１３ ０．３２ ０．４１ ０．３８

ｌｎａｇｅ －０．２５ －０．２４ ０．１４ １ －０．３５ ０．０８ ０．１５

ｌｎｅｄｕ ０．４０ ０．４０ ０．２５ －０．３４ １ ０．４８ ０．３８

ｈｋｔｙｐｅ ０．２９ ０．２９ ０．４１ ０．０８ ０．３７ １ ０．４９

ｗｏｒｋｔｙｐｅ ０．２４ ０．２５ ０．３８ ０．１５ ０．２８ ０．４９ １

　　注：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０１；右上角为Ｓｐｅａｒｍａｎ相关系数，左下角为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系数。

图１　残差与拟合值的散点图 图２　怀特异方差检验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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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不同方法对模型４重新估计的比较
或然逆转

方差项目
ＯＬＳ法 ＷＬＳ法

稳键

标准差

ｌｎｉｎｃｏｍｅ
０．８１２ ０．７９６ ０．８１２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ｓｅｃ
０．０３８ ０．０４１ ０．０３８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２）

ｌｎａｇｅ
２．５９５ ２．７１４ ２．５９５

（０．４７） （０．４８） （０．４７）

ｌｎａｇｅ２
－０．３６２ －０．３７８ －０．３６２

（０．０６） （０．０６） （０．０６）

ｌｎｅｄｕ
０．０３１ ０．０４１ ０．０３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ｈｋｔｙｐｅ
０．０６４ ０．０５８ ０．０６４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２）

ｗｏｒｋｔｙｐｅ
０．０４１ ０．０４７ ０．０４１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２）

常数项
－３．３３３ －３．４１１ －３．３３３

（０．９１） （０．９３） （０．９０）
Ｎ ５０６３ ５０６３ ５０６３
Ｒ２ ０．７２４ ０．７０３ ０．７２４

调整后的Ｒ２ ０．７２３ ０．７０３ ０．７２３
Ｆ值 １８９３ １７１１ ２００９

　　注：括号中数据为标准偏差；Ｐ＜０．１，Ｐ＜００５，

Ｐ＜０．０１。

不尽相同。其中，预测变量估计中，是否有养老保险

则对居民消费支出有着显著的正效应，符合我们的

预期；在控制变量中，居民可支配收入是影响居民消

费的主要因素，收入对居民消费支出存在着显著的

正向影响；教育年限对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显著为

正，说明教育层次越高的居民，其消费水平越高；年

龄变量与居民消费支出呈现倒 Ｕ型关系；户口类型
变量对消费的影响是显著的，且系数为正，说明城市

居民较农村居民有着更高的消费意愿；单位类型变

量对消费的影响是显著的，且系数为正，说明就业于

国有单位的居民较就业于非国有单位的居民有着更

高的消费意愿。

　　四、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政策建议

基于以上分析，影响居民消费支出的正向因素

主要为居民可支配收入、拥有城市／农村养老保险、
受教育年限等。为提高居民消费支出水平，建议我

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加强如下薄弱环节。

１．在继续推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同时，
加大低收入阶层保障力度，健全社会保障制度

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可大大促进国民整体可

支配收入的增加，从而促进居民消费支出。同时随

着我国改革进入“深水区”，社会保障制度的健全与

完善迫在眉睫。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一方面应为由

失业、年老、患病等原因导致的贫富差距不合理提供

解决方案和有力保障措施；另一方面，还要为收入分

配向中低收入阶层倾斜、缩小各阶层收入差距等目

标的实现提供强有力的制度保障。

目前应着力做好以下工作：一是加强社会最低

生活水平保障制度的建设。作为社会保障制度金字

塔的基石，其他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离不开最低生

活保障制度的完善。大中城市应力求做到应保尽

保；在农村及落后地区，应将符合条件的贫困人员纳

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围，保证他们的基本生活需求。

二是随着我国综合国力与经济实力的稳步提升，社

会最低生活水平保障的标准也应该做相应的调整。

三是持续加大国家对社会困难群体的救助力度。尽

管我国处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但我国现阶段低

收入人群数量仍十分庞大。由于种种原因，他们无

法完全依靠自身能力改变生活现状，作为最后一道

安全屏障的社会救助制度在为他们提供最低生活保

障方面不可或缺。作为建设和谐社会的主要内容之

一，政府应当在生活、教育和医疗等方面对社会困难

群体提供最基本的救助。

２．加强社会养老保险资金管理，完善社会保障
体系

经济的飞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使得现代人的平均寿命比过去提高很多，作为人口

大国，中国出现了新的挑战———人口老龄化。我国

历史上并没有积累养老金的惯例，１９９０年代才开始
建立养老保险制度，且现收现付到统账结合的转变

使我国养老保险金陷入了极可能遭遇亏损的尴尬境

地。２０１３年，我国养老保险金已发生亏损，且损失
有持续扩大的趋势。我国现存的一些保障制度存在

很多不足，在稳定性和可持续性等方面面临很大挑

战。因此，需要为社会保险基金的投资与管理确立

一套统一的法规，确保社会保险基金投资过程的安

全运作。政府部门在养老保险金的筹集、托管、运营

等方面应加强政策规范和法规监管，完善我国社会

保障体系，为和谐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奠定良好的

基础。

３．大力发展非公经济，缩小不同群体社会保障
差距，推进社会保障管理服务一体化改革

我国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中，覆盖全国的基本

（下转第７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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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权责任竞合，消费者可根据自身情况选择追究快

递企业的违约责任或侵权责任。在适用违约责任损

害赔偿时，要区分是否保价以分别对待。对于保价

的快递或快递公司故意损害快递，应按照实际损失

来赔偿，不受可预期损失的限制；对于未保价的快

递，不能简单适用限额赔偿的规定，应根据合同法上

的可预期损失规则，在限额赔偿以上、实际损失以下

确定赔偿数额。对于加害给付，消费者既有权利追

究快递企业的违约责任，也有权利追究生产者或销

售者的产品责任，二者不发生竞合，这有利于最大限

度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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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６５页）
社会保障网已经建立，但是对于不同地区、不同体

制、分属城乡的居民，社会保障水平的差距还是较大

的，仍然无法实现全国统筹，有待于进一步改善。一

方面，要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完善非公有制企业

的社会保障体系，使其员工享有与国有企事业单位

人员同等水平的社会保障，从而扩大这部分人的消

费支出，带动内需；另一方面，要大力提高社会保障

的统筹层次，推进社会保障管理服务的一体化改革，

以保证参与社会保障的居民在不同制度、不同地区

之间能够顺利流转，避免出现在转移过程中社会保

障关系无法衔接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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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方匡南，章紫艺．社会保障对城乡家庭消费的影响研
究［Ｊ］．统计研究，２０１３（３）：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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