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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真实数据分析 

  我们以2004-2008年我国各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x（元）和消费支出y（元）的面板数据为例，利用上述提出的分位

回归方法对近5年来我国城镇居民收入消费模式进行建模分析，探讨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x对其消费支出y的影响，数据来源于

《中国统计年鉴(2005-2009)》。 

  通过对总体数据作散点图容易看到y与x之间有比较明显的线性关系，所以可以考虑采用线性模型来刻画。而通过横向散点图

可以看到各地区y与x的斜率变化不大，但截距却有明显的不同，即各地区平均边际消费倾向差异不大，但自发消费存在着明显差

异；从纵向散点图可以看到各年度y与x的关系基本相同，无论是斜率还是截距都没有发生太大变化，所以可以认为不存在时期效

应。首先考虑直接利用混合数据建立简单线性模型： 

   

  LS估计的结果如表6。 

  表6LS估计值及显著性检验 

   

  虽然从表6的结果来看，模型和参数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可决系数 也比较高，但残差分析图显示方差并不相

等，而且残差值波动比较大，拟合效果并不好，这有可能是由于LS估计没有照顾到各地区可能存在的个体差异而引起的。另外91

号数据（广东省2008年）、92号数据（广东省2007年）和129号数据（西藏2005年）残差表现异常，这也使得上述β的LS估计

在这些异常点的强影响下可能错估了平均边际消费水平。 

  考虑带个体固定效应的模型： 



   

  从第三节的蒙特卡洛模拟结果来看，当模型判断正确时，FE估计是能够极大地改进LS估计的，对参数β的估计也具有较高的

精度和稳定性，所以我们首先用FE估计法对参数进行估计，结果如下： 

  表7FE估计值及显著性检验 

   

  从表7结果来看，F值显著增加，模型的拟合优度也提高了很多（当然这也有部分原因是由于我们加入了新的解释变量而引起

的）β的估计值也高度显著，残差分析图显示残差方差异常的情况消失了，而且残差呈现正态分布。诊断发现129号数据（西藏

2005年）和130号数据（西藏2004年）异常，从实际数据来看，这与西藏这两年收入与支出太接近有关系，其2005年和2004年两

者之间分别只相差814.07元和767.86，这都只有当年全国各地区平均相差值2422.6元和2126.38元的1/3，属于比较特殊的值。从

上面综合来看，个体固定效应模型能更好地反映我们数据的内在关系，且FE估计值比LS估计值更为精确，从其对β的估计值

来看，显然LS估计 是高估了城镇居民的平均边际消费水平。 

  虽然从上述的各方面来看，我们有理由相信FE法给出了β较为合理的估计，但我们至少还必须注意到两点：一是西藏地区在

2005年和2004年的数据出现异常，这仍将会对β的FE估计值造成一定影响，且由于我们并不清楚这两个异常值是由于数据的错误

造成的还是其本身就是反映了真实情况，所以不能对其进行武断的删除并认为删除后的估计会更好；二是从收入与支出的散点图

显示当收入增大时，样本点有发散的趋势，由于处于收入小于15000元的点过多过集中，使得我们的LS估计和FE估计在使残差平

方和最小的准则下并没有完全照顾到收入较高的居民的真实消费意愿，所以有必要对数据做进一步的分析和考证。由于分位回归

法对异常值并不敏感，而且它能利用分位点的变化给出各个层次消费支出与收入的变化情况，所以正好能够弥补上述LS估计和FE

估计在这方面存在的不足。由于我们认为个体固定效应比较显著，所以接下来我们不考虑直接利用混合数据的普通分位回归方

法，而直接给出本文提出的另外3种分位回归方法在τ=0.5时对居民平均边际消费倾向β的估计值： 

   

  可以看到3种估计的结果比较接近，而且都比 大但比 小。第三节蒙特卡洛模拟的结果比显示FEQR法

在固定效应模型中对参数的估计精度和稳定性都是表现较好的，所以下面我们以FEQR法来分析不同消费水平居民的收入支出模式

是否有所不同。 

  图1给出了边际消费倾向β随分位点τ变化而变化的函数图，我们发现，β值随着τ的变化呈现较大波动，当τ从0.02→

0.10时，β值快速增加，而在T从0.10→0.77时，β值则缓慢平稳增加，直至达到最大值0.659，而之后则渐趋平稳并在τ≈0.90

后快速下降，到τ=0.98时β值已降至为0.603。从图1中不难看到，边际消费倾向最高的是消费水平在0.6至0.9分位点之间的居

民，即中高消费群体； 



文档附件： 

   

  图1FEQR估计随分位点变化函数图 FEQR估计随分位点变化函数图最低的是0.2分位点以下的居民，即低消费群体，不过虽然

他们的平均边际消费水平是最低的，但当他们收入增加时，其平均边际消费倾向增加的意愿却是最强烈的。另外对于0.9分位点

以上的高消费居民，虽然他们的边际消费倾向不是最低的，但其收入的再增加并不会增加他们的边际消费倾向，反而是有明显的

降低边际消费倾向的意愿。以上发现都是传统均值回归方法无法捕捉到的信息，但这些信息却为我们当前制定刺激消费的宏观经

济政策提供了有利参考：即有效的刺激消费政策应该努力提高中低消费居民的收入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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