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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0要( 文章基于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的微观家庭入户调查数据 7S):! 利用分位数回归和

分位数分解法分析了城镇家庭和流动人口家庭的消费差异! 比较研究了不同分位点处两者的

消费差异及其影响因素! 并对不同收入人群的消费差异进行了分位数分解$ 研究发现( 消费

收入弹性大致呈现先升后降的倒 *&+ 型! 而流动人口家庭的消费收入弹性在不同分位点均

高于城镇居民家庭! 两者的消费收入弹性差异会随着分位点的走高而逐渐缩小$ 此外! 通过

分位数分解还发现! 消费总差异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大! 相对于较高收入阶层! 对于处于低

分位端的低收入阶层来说! 回报效应对其消费产生的影响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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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是工业化# 现代化的必然趋势, 随着城镇化的推进% 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

力转移至城市或非农产业就业%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 (+,-4 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4

年外出农民工总量为 -955 亿% 占城镇就业总量的 /4f, 我国城镇化率也从 -163 年的 -691+f攀升至

+,-+ 年 .+9./f左右!, 然而% 劳动力市场管制放松的同时却未进行全面的户籍改革% 人口流动以劳

动力流动为主, 由于户籍制度的滞后% 以劳动力流动主导的城镇化进程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人口结构与

经济结构的扭曲% 并制约经济的发展, +,-/ 年 5 月 4, 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 提出了 *积极推进城镇化基本公共服务由主要对本地户籍

人口向对常住人口提供的转变+% +,-/ 年 -+ 月 / 日% 国务院法制办发布 (居住证管理办法 !征求意

见稿") 规定% 离开常住户口所在地的公民符合相关条件的% 可以申领居住证% 居住证持有人享受各

项基本公共服务和便利, 从而为劳动力的流动提供了更多制度保障, 制度的改革能够促使农村劳动力

供给大规模转移至非农产业% 不仅能提高劳动参与率以及劳动力的供给% 带来资源的重新配置% 还能

提高农民工的收入和社会保障程度% 扩大消费从而平衡需求结构% 达到提高潜在增长率的目的并促进

经济增长,

自 +,,, 年以来% 我国居民消费率持续下滑% 居民消费不足构成制约我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重

要因素, 如何有效启动居民消费% 如何扩大内需以促进经济增长% 成了学术界关心的重要问题, 而农

民工市民化是扩大内需# 促进消费的需要, 由于低收入者平均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都更高% 扩大

内需必须以提高低收入群体消费水平为重点 .-/ , 长期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格局决定了我国居民消费

结构的多层次特征% 城镇居民和流动人口"在消费水平# 消费模式等方面都有着较显著的差异, 作为

城镇化过程中的重要群体% 流动人口在我国居民消费行为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1 较之于城镇居民% 其

消费特点如何1 影响其消费行为的因素有哪些1 在研究微观主体的消费和储蓄选择行为的过程中% 通

过分析其消费行为的决策变量和特点% 可以对宏观经济政策导向产生指导意义,

基于以上背景% 本文构建居民消费模型% 重点研究影响不同居民消费群体的因素以及相关影响因

素对消费的贡献度, 定量分析两个问题$ 流动人口家庭与城镇居民家庭的消费差异以及影响不同收入

人群消费差异的主要因素,

本文的主要创新在于$ 引入分位数回归的分析方法对流动人口与城镇居民的消费差异进行比较分

析% 从分位数的角度评价影响收入与消费的因素% 并利用分位数分解法对不同收入人群的消费差异进

行分解% 充分考虑消费群体的异质性% 针对不同消费层次和消费地区的人群的消费特征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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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 (中国统计年鉴 +,-+) ,
本文中的流动人口% 特指非户籍迁移人员% 即离开户籍所在地到外地居住% 同时户籍不发生迁移的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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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二$ 文献综述

西方消费理论的研究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开始% 凯恩斯

!$CKBCD" 将收入引入对消费的研究% 认为收入的增加会以一定的比例转为消费% 而这个比例会随着

收入增加而递减
.+/ , 第二阶段% 莫迪利安尼 !\;GAN>A?BA" 和弗里德曼 !TEACGI?B" 提出生命周期和

持久收入假说
.4 2// , 持久收入假说 !<CEI?BCB@ABF;ICQK<;@QCDAD" 认为消费者的收入可分为持久收入

!<CEI?BCB@ABF;IC" 和暂时收入 !@E?BDA@;EKABF;IC"% 消费是持久收入的函数% 由持久收入决定, 生

命周期假说 !>A]CVFKF>CQK<;@QCDAD" 提出消费者的消费是以一个人的生命周期中的收入为基础的% 消

费者会平滑一生的消费% 基于消费者效用最大化原则% 跨时最优化消费行为, 生命周期理论为储蓄率

的长期稳定性提供了一个合理的解释, 第三阶段是霍尔 !S?>>" 的随机游走模型, 霍尔在持久收入假

说的基础上引入了理性预期% 得出消费的变化是不可预测的的结论 ../ , 第四阶段% 利兰 !OC>?BG"#

泽尔德斯 !RC>GCD"# 卡罗尔 !7?EE;>>" 提出并发展了预防储蓄理论与流动性约束理论 .5 23/ , 由此可

见% 消费理论经历了一个短期到长期% 个人完全理性到有限理性% 确定性条件和非确定性条件的发展

过程,

对于一个发展中的国家% 中国的 *储蓄消费之谜+ 也引发国内外学者对中国居民消费和储蓄进

行了大量研究, 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 在城镇化的背景下% 经济转型期的不确定因素如何影响居民

的消费1 长期的 *二元经济结构+ 模式制约消费的作用机制如何1 这些疑问使得预防性储蓄理论和

不确定性理论成了我国消费问题的研究热点, 不确定性理论指出% 在收入不确定的情况下% 消费者会

增加储蓄, 而对于居民而言% 未来收入的不确定可能来自个人或家庭情况的不确定性% 也可能来自经

济决策# 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 由于我国资本市场的不完善% 经济的快速增长和转型# 社会保障体系

的缺失% 增强了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 国内学者针对不确定性对消费的影响开展了广泛的研究, 万

广华等人通过测试霍尔的消费函数及拓展模型% 分析了流动性约束与不确定性对我国居民消费行为演

变的作用% 强调了金融市场的不发达对我国居民消费的抑制作用 .1/ , 万广华等人还对农户储蓄行为

进行了研究% 并使用家庭的财富存量# 非农化程度# 家庭成员是否在政府或事业单位任职等三个虚拟

变量来衡量不确定程度 .-,/ , 罗楚亮通过分析收入不确定性# 失业及医疗等支出的不确定性对城镇居

民的消费影响% 认为不确定因素对城镇居民消费有显著负效应 .--/ , 施建淮和朱海婷指出我国居民的

储蓄行为中的确存在预防性动机 .-+/ ' 易行健等人指出% 二元经济结构所带来的农村居民收入不确定

性% 导致农村居民拥有更强的预防性储蓄动机 .-4/ ,

但现有研究多集中于城镇居民消费# 农村居民消费亦或是城乡居民消费储蓄的问题% 随着城镇化

的推进% 流动劳动力将会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城乡之间劳动生产率及居民收入差异的存在使

得农村人口向生产率更高的城市流动% 从而扩大社会的消费需求, 中国农民受传统文化的影响较大%

他们独特的# 超稳定的且具有明显区域差异的心理与社会结构将为消费经济研究增添更多的不确定

性 .-// , 同时% 由于 *示范效应+ 的作用% 流动人口的消费不仅受其自身传统的消费习惯的影响% 在

融入城市生活的过程中% 还受到周边城市居民消费习惯的影响, 所以% 流动人口的消费行为连接着城

市和农村的消费结构# 消费行为习惯# 消费水平% 随着城市化的不断推进% 更多的农村劳动力将涌入

城市并沉淀下来% 对比城镇居民% 对这一群体的消费行为进行研究是必要而迫切的,

国外方面对外来移民和本国居民的储蓄和消费行为的比较研究较为关注, 德瑞格尔 !MECNCE" 等

人强调财富效应在研究消费行为时的重要性 .-./ , 多伦 !M;AE;B" 等人利用分位数回归探讨了移民和

本地居民在财富分配方面的差异% 指出在整个分配过程中移民所积累的财富较之于本地居民更少% 但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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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这种差距会随着时间的变化和人力资本的积累而减小
.-5/ , 伊斯兰穆 !)D>?I" 等人通过分析澳大利

亚移民和当地居民的储蓄行为探讨了两者的收入与消费结构# 财富差距% 在此基础上% 利用分位数回

归和半参数分解法具体分析储蓄差异及各影响因素对储蓄差异的贡献% 认为家庭收入是储蓄模式的关

键影响因素% 移民相对本地居民具有较强的储蓄倾向% 同时指出移民家庭规模和原籍所在国等异质性

对储蓄行为的影响
.-6/ , 阿蒂娜 !*?@AB?" 通过分析澳大利亚移民和本地居民的受教育程度# 收入等

影响储蓄的因素来判断两者的储蓄模式是否有差异%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移民的原籍所在国的特征

能否在一定程度上解释移民的储蓄行为, 得出的结论是% 移民相对于本地居民具有较少的储蓄% 原籍

所在国的人均 *M:和老年人口抚养比与移民家庭储蓄呈正相关关系 .-3/ ,

国内方面对于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的重要群体000移民的消费行为的相关研究却较少, 陈斌开等

人考虑了户籍制度所导致的消费异质性% 分析了城镇移民和城镇居民在消费行为上的差异% 认为放松

户籍限制可以提高移民的人均消费% 提高居民总体消费水平 .-1/ , 张伟进等人通过构建一个具有城乡

二元经济结构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 探讨二元经济体系下的农民工迁移# 户籍制度改革以及周期

性波动如何影响城乡居民生活水平, 该研究认为% 户籍制度改革能够降低农民工的迁移成本% 改善农

民工福利与权利% 无论从短期还是长期来看% 都有利于提高城乡居民收入与消费 .+,/ , 廖直东等人利

用 *+,,1 年乡城移民追踪调查数据+ 考察收入不确定性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乡城移民的消费行为% 认

为收入不确定性对乡城移民的消费行为有显著的抑制作用
.+-/ , 明娟等人利用 *+,,3 年中国城乡劳动

力调查数据+ 探讨了农民工家庭和城镇住户消费行为的差异% 强调农民工家庭的边际消费倾向要显

著小于城镇住户
.++/ , 上述文献对我国流动人口的消费做了有益的探索% 丰富了我国居民消费的研究,

但以上文献并未考虑流动人口家庭和城镇家庭内部的异质性% 在分析不同收入人群的消费差异时% 仅

仅从整体上分析了消费的均值差异,

基于此% 本文利用 +,,6# +,,3 年 *微观家庭收入调查数据+ !7S):+,,6# 7S):+,,3"% 引入分

位回归思想% 对消费人群进一步细分% 并对不同收入人群的消费差异进行分位数分解% 进一步探讨流

动人口家庭和城镇居民家庭的消费差异及其影响因素, 世界经验表明% 居民消费与发展水平间具有倒

*&+ 型结构% 为此% 本文进一步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居民消费收入弹性呈现倒 *&+ 型% 并在文中

进行检验, 本文的结果对于我们认识城镇居民与流动人口的消费差异提供了新的证据% 从而有利于进

一步了解消费差异背后的影响因素,

三$ 数据描述与计量模型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进行的 *中国家庭收入调查+ !7S):"%

中国家庭收入调查已经相继在 -133 年# -11. 年# +,,+ 年# +,,6 年和 +,,3 年进行了入户调查, +,,6

年和 +,,3 年的 7S):调查也是 !&\)7 !中国农村0城镇移民" 调查项目的组成部分% 调查包含三个

群体$ 农村住户# 农村0城镇流动人口# 城镇住户, 基于该数据可以定量分析各种因素对不同居民群

体消费的影响% 本文使用 +,,6 年# +,,3 年的城镇家庭调查数据和流动人口家庭调查数据进行比较研

究, 本文对原始数据进行了处理% 剔除了部分缺失值和异常值% +,,3 年的流动人口家庭调查是对

+,,6 年调查对象的跟踪调查% 但由于部分跟踪调查对象的缺失% +,,3 年增加了部分新的调查样本%

笔者对 +,,3 年流动人口家庭的新老两部分样本进行了整理合并% 整理后得到有效样本户, +,,6 年的

流动人口家庭为 /14, 户% 城镇家庭为 /3/1 户% +,,3 年流动人口家庭为 55,3 户% 城镇家庭为

4,3, 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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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参照现有文献对于消费函数的定义
.3%--%-1/ % 设定以下计量方程$

>B@)", 1"->B-1"+Y1% !-"

00其中% @为家庭月人均消费% 定义为家庭总消费d家庭规模!, 对于流动人口的消费% 调查过程

中涉及耐用消费品的消费% 对此本文借鉴伊斯兰穆的方法% 对耐用消费品进行折减从消费中扣除% 折

减比例为 -.f .-6/ , -为月人均收入"% 为了降低异方差性对回归结果的影响% 对于消费和收入均作了

对数化处理, Y为控制变量% 参照罗楚亮和陈斌开等人 .--%-1/
对控制变量的选取办法% 控制了可能影

响居民消费的变量% 主要包括生命周期 !户主年龄# 户主年龄的平方"% 持久收入 !户主受教育年

限# 健康状况"% 预防性储蓄 !户主单位所有制性质# 职业# 行业等"% 以及户主性别# 家庭规模等

主要变量#, %为误差项,
表 -0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6 +,,3

流动人口 城镇居民 流动人口 城镇居民

家庭人均月消费 !元" 3449,1 -,-/91. 1-+956 -.519-1

家庭人均月收入 !元" -/-49-- -6,-913 -/-/96. +6/+9,.

户主年龄 !岁" 4,9.. /3951 4+916 /49,-

户主性别 ,94- ,945 ,94- ,9+1

户主受教育年限 !年" 19+3 --9-3 596+ --91.

家庭规模 !人" -951 +91/ -961 -936

婚姻状况 ,9./ ,936 ,955 ,91,

样本量 /14, /3/1 55,3 4,3,

表 - 给出了 +,,6# +,,3 年 7S):统计

数据中流动人口家庭和城镇家庭主要变量

的描述性统计信息, 首先% 对 +,,6# +,,3

年的城镇家庭与流动人口家庭的主要变量

描述性统计% 城镇家庭的平均月收入和平

均月消费均高于流动人口家庭% 流动人口

家庭的户主平均年龄相对城镇人口小% 也

体现了我国流动人口群体的年轻化% 同时%

流动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相对较低% 被调查对象中流动人口中未婚个体所占的比例较大% 此外% 流

动人口户主男性的比例相对较高, 接下来% 从 +,,6 2+,,3 年消费与收入的变化趋势来看% +,,3 年的

流动人口家庭消费和收入较之于 +,,6 年变化不大% 而城镇家庭的消费和收入变化较大% 其月人均收

入数据从 +,,6 年的 -6,-913 元增加至 +6/+9,. 元, 两者收入和消费的差距呈现逐渐扩大的趋势$

+,,6 年两者的人均月收入差距和人均月消费差距分别为 +33936 元和 -3-935 元% +,,3 年两者的人均

月收入差距和人均月消费差距分别为 -4+3 元和 5.59.+ 元, 7S):+,,3 年的数据调查的是居民 +,,3 年

的收入与消费情况% 通过数据可以看出% 流动人口自身抵御风险的能力较弱% 在遭遇经济危机时其收

入受到的影响更大,

四$ 实证检验与分析

-a流动人口家庭与城镇居民家庭消费差异的分位回归分析

分位回归分析基本思想由肯克 !$;CBYCE" 和巴塞特 !U?DDC@@" 提出% 是对普通最小二乘估计

!%OJ" 的一种扩展 .+4/ , 与最小二乘估计相比较% 其优点在于$ 第一% 回归参数能够随着因变量的不

同分布点变动% 更有利于对现象之间的回归关系进行更为细致# 更为全面的分析' 第二% 其估计结果

更加稳健% 因为对误差项分布不做具体的假定% 对非正态分布或者异常值拥有耐抗性,

不同于 %OJ 用来估计自变量对因变量条件平均数的效果% 分位回归分析作为一种更一般化的估

-/5-

!
"
#

移民家庭规模的定义% 我们将其换算成被问卷覆盖的家庭人口数% 并非移民家庭总人口,
城镇家庭的总收入通过家庭成员个人年收入的加总获得,
本文中变量的定义及取值如下, 户主受教育年限$ 高中 g-+ 年% 初中 g1 年% 小学 g5 年% 文盲 g, 年' 户主性别$ 男性 g,% 女
性 g-' 婚姻状况$ 未婚 g,% 已婚 g-' 行业$ 农林牧渔业 g-% 制造# 采掘业 g+% 电力# 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水利管理
业 g4% 建筑业 g/% 交通运输# 仓储及邮电通信业 g.% 批发和零售贸易# 餐饮业 g5% 金融保险业 g6% 房地产业 g3% 社会服务
业 g1% 教育卫生# 文化体育和社会福利业 g-,% 国家机关# 党政机关 g--% 其他 g-+' 健康$ 很健康 g-% 健康 g+% 一般 g4%
不太健康 g/% 很不健康 g., 需要说明的是% 行业及健康状况变量对消费的影响不显著% 限于篇幅% 因而在回归报告中没有得到
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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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方法% 其目的在于观察分布中不同分位点上自变量的不同作用程度, 本文使用分位数回归分析流动

人口与城镇居民在不同分位点上的消费行为差异% 建立以下分位数回归模型$

NE$%0Z!@[Y" )",
Z1"Z-Y1"Z+-1D$&0"

Z
4 1F*8"

Z
/ !+"

00其中% @为家庭月人均消费的对数% -为家庭月人均收入的对数% Y含义同 !-" 式, F*8# D$&0

分别表示中部地区# 东部地区, "Z,%"
Z
-%"

Z
+%"

Z
4 分别表示对各个变量参数估计的 Z分位系数, 我们分别对

消费的 +.f# .,f# 6.f# 1,f的分位数进行回归% 从而可以更深入地比较流动人口和城镇居民消

费差异% 分位回归结果如表 + 所示,

表 +0+,,6 年城镇家庭和流动人口家庭分位回归结果

变量
,9+. 分位点 ,9., 分位点 ,96. 分位点 ,91, 分位点

流动人口 城镇居民 流动人口 城镇居民 流动人口 城镇居民 流动人口 城镇居民

家庭月人均收入 ,96.5%%%

! 2,9,4,"
,9..4%%%

! 2,9,-3"
,933-%%%

! 2,9,+-"
,95,1%%%

! 2,9,--"
,93,/%%%

! 2,9,-5"
,95.3%%%

! 2,9,-/"
,96,.%%%

! 2,9,-5"
,9554%%%

! 2,9,+4"

户主年龄 ,9,-.%%

! 2,9,,5"
2,9,,5

! 2,9,,."
,9,,6%%%

! 2,9,,+"
,9,,-

! 2,9,,/"
,9,,+

! 2,9,,4"
,9,,5

! 2,9,,/"
,9,,4

! 2,9,,3"
,9,,4

! 2,9,,."

家庭规模 ,9,3-%%%

! 2,9,,1"
2,9+41%%%

! 2,9,-/"
,9,.6%%%

! 2,9,,3"
2,9+.5%%%

! 2,9,,5"
,9,5,%%%

! 2,9,--"
2,9+6-%%%

! 2,9,,6"
,9,+.

! 2,9,-5"
2,9+6.%%%

! 2,9,,6"

户主受教育年限 ,9,-5%%%

! 2,9,,."
,9,++%%%

! 2,9,,."
,9,,.%%

! 2,9,,+"
,9,+,%%%

! 2,9,,/"
,9,,.%

! 2,9,,4"
,9,+-%%%

! 2,9,,."
,9,,6%%

! 2,9,,4"
,9,4.%%%

! 2,9,,5"

婚姻状况 2,9--6%%%

! 2,9,41"
,9.4+

! 2,9.,5"
2,9,41%%

! 2,9,-1"
,94+/

! 2,9/55"
2,9,./%%%

! 2,9,+-"
,9341%%

! 2,9463"
2,9,3-%%

! 2,9,4/"
,95,3%%

! 2,94,,"

户主性别 2,9,-1
! 2,9,+,"

,9,46%%

! 2,9,-6"
2,9,,6

! 2,9,-+"
,9,/.%%

! 2,9,-6"
2,9,4-%

! 2,9,-5"
,9,//%%

! 2,9,-6"
2,9,+1

! 2,9,+,"
,9,.,%%

! 2,9,+,"

中部地区 2,9,5+%%%

! 2,9,++"
2,9+3-%%%

! 2,9,+1"
2,9,+-%

! 2,9,-4"
2,9+/+%%%

! 2,9,+4"
,9,+,

! 2,9,+,"
2,9-5+%%%

! 2,9,+/"
,9,.6%

! 2,9,4/"
2,9,35%%%

! 2,9,+6"

东部地区 ,9,./%%%

! 2,9,-5"
,9,4.%%

! 2,9,-6"
2,9,,6

! 2,9,-+"
,9,4+%%%

! 2,9,-+"
2,9,+6%

! 2,9,-5"
,9,.4%%%

! 2,9,-+"
2,9,,.

! 2,9,+5"
,9-,1%%%

! 2,9,+/"

截距项 ,9.+6%%%

! 2,9-5+"
-944.%%%

! 2,9-14"
,9-/.

! 2,9-/-"
,93+1%%%

! 2,9-41"
,9135%%%

! 2,9-44"
,9416%%

! 2,9-63"
-91.1%%%

! 2,9+-,"
,9/31%

! 2,9+3-"

I+ ,9+.5, ,94..4 ,94-43 ,943,- ,94+., ,94311 ,94-5- ,94513

00注$% #%%#%%%分别表示在 -,f# .f和 -f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00从表 + 可以看出% 收入对消费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反映了 *当期收入是影响居民消费的主要因

素+, 对于流动人口和城镇居民家庭% 其消费收入弹性均小于 -% 是缺乏弹性的% 说明我国居民的消

费整体较为谨慎, 流动人口家庭和城镇居民家庭消费收入弹性在 ,9+. 分位点处差异最大% 随着收入

的增加% 消费收入弹性差异不断减小% 消费收入弹性差异从 ,9+. 分位点处的 ,9+,4 降到 ,91, 分位点

处的 ,9,/+, 在不同分位点% 流动人口的消费收入弹性均大于城镇人口% 对于流动人口家庭% 消费收

入弹性在低分位点的上升最为明显% 从 ,9+. 分位点的 ,96.5 迅速上升至 ,9., 分位点的 ,933-% 表示

在 ,9., 分位点处收入增长 - 个百分点% 则消费会随之增长 ,933- 个百分点% 接着从 ,96. 分位点的

,93,/ 下降到 ,91, 分位点的 ,96,., 处于 ,9+. 分位点的低收入阶层虽然消费意愿较高% 但由于受到

收入预算的约束无法实现其消费意愿% 随着分位点的走高% 处于 ,96. 分位点的高收入阶层虽然预算

约束相对较小% 但是他们将收入的大部分转化成了预防性的储蓄% 消费意愿有所回落% 消费收入弹性

大致呈现倒 *&+ 型, 同时% 这也说明流动人口在较低消费水平下收入的增加可以使其消费意愿增

强% 满足其潜在的效用, 而要释放这一消费需求又需要政府扩大保险# 医疗及教育等公共产品的供

给% 以减少农民工的后顾之忧% 这样才能整体提高流动人口家庭的消费水平, 而城镇家庭的消费收入

弹性随着收入的增加而缓慢增加% 可见收入对其消费影响比较平稳% 从低分位点到高分位点% 消费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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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弹性都基本在 ,95 左右% 即收入增长 -f% 消费随之增加 ,95f,

其他控制变量上% *户主受教育年限+ 在任何分位点对于消费的影响都高度显著, 说明总体来

看% *高学历者获得较高的收入回报+% 反映了收入增长预期对居民消费的正向影响, 家庭规模的影

响整体显著% 其对流动人口家庭消费的影响为正向且显著% 而对城镇家庭消费的影响呈现负向效应,

在年龄因素对消费的影响上% 对于流动人口家庭% 户主年龄因素在低分位点影响不显著% 而在高分位

点影响显著, 这可能跟不同年龄者从事的职业有关% 其收入消费与年龄存在较大关系, 而对于城镇家

庭% 年龄因素在各个分位点对消费的影响都不显著, 这可能与家庭收入是以家庭为单位有关% 家庭收

入在不同年龄的家庭成员之间没有绝对分开, 年龄对居民的消费存在影响% 但影响的形式较为复杂%

也说明年龄对收入的影响可能是非线性的, 地区因素对消费的影响整体较为显著, 地区因素对城镇家

庭人均消费的影响显著% 中部地区对城镇家庭消费的影响有较大的负效应% 说明中部地区经济发展水

平相对滞后抑制了消费' 相反% 东部地区对城镇家庭消费的影响有较大的正向效应, 而对于流动人口

家庭% 地区因素对家庭消费的影响整体呈现负向效应,

为了了解流动人口家庭和城镇家庭在外部经济不确定性增强条件下的消费差异% 本文将 +,,6 年

和 +,,3 年分位回归结果中的家庭月人均收入回归结果作对比 !见表 4", 在整个分位分布上% +,,3 年

城镇居民家庭的消费收入弹性较 +,,6 年大幅减少% 高分位端的减小幅度相对低分位端更大% ,91, 分

位点收入的消费收入弹性从 +,,6 年的 ,9554 降至 +,,3 年的 ,9464% 消费意愿显著下降% 说明城镇家

庭中的高收入群体家庭资产受金融危机的影响更大, 而流动人口家庭的消费收入弹性较为平稳% 变化

幅度不大% 这可能反映了两组人群消费开支内容的差异化, 对于流动人口家庭% 家庭的主要开支是衣

着# 食品等生活必需品开支% 而城镇家庭生活必需品开支占家庭总消费的比例较小% 当遭遇金融危机

时% 城镇家庭会大幅削减非生活必需品开支,

表 40+,,6 年和 +,,3 年家庭人均收入对数分位回归对比

家庭月人均收入
,9+. 分位点 ,9., 分位点 ,96. 分位点 ,91, 分位点

流动人口 城镇居民 流动人口 城镇居民 流动人口 城镇居民 流动人口 城镇居民

+,,6 年 ,96.5%%%

! 2,9,4,"
,9..4%%%

! 2,9,-3"
,933-%%%

! 2,9,+-"
,95,1%%%

! 2,9,--"
,93,/%%%

! 2,9,-5"
,95.3%%%

! 2,9,-/"
,96,.%%%

! 2,9,-5"
,9554%%%

! 2,9,++3"

+,,3 年 ,93.-%%%

! 2,9,++"
,9/+-%%%

! 2,9,4,"
,9344%%%

! 2,9,-5"
,9/.1%%%

! 2,9,+5"
,96.5%%%

! 2,9,-4"
,9/4/%%%

! 2,9,+5"
,96-3%%%

! 2,9,-1"
,9464%%%

! 2,9,4/"

00注$ 同表 +,

00+a流动人口家庭与城镇居民家庭消费差异的分位数分解

本研究依照马查多 !\?FQ?G;" 和马塔 !\?@?" 的方法 .+// % 通过构造反事实状态对城镇居民和

流动人口在不同分位点上的消费差异进行基于分位回归的分解 .-3/ , 分位数分解能够揭示不同分位点

上的消费差异,

城镇居民和流动人口家庭消费的条件分布可以分解为$

@F,.@E, ) @F,.@, % 1 @,
% .@E 

,
!4"

00其中%@,
% 为第 ,分位点处的反事实家庭人均消费, 定义反事实分布为 M!@% [=\%"I"%=\为影响

流动人口家庭人均消费的变量分布% "I为影响城镇家庭人均消费的变量的分位数回归系数% 反事实状

态是赋予流动人口家庭以城镇家庭的特征, 即构造一个反事实问题$ 如果流动人口家庭拥有城镇居民

家庭的收入水平% 那么其家庭消费会如何变化1 两者的消费差异如何变化1 为此% 我们需要在条件分

位回归模型的基础上% 利用概率积分变换得到带有协变量的收入边际密度估计, 然后% 通过随机抽样

和替换过程构造反事实收入, 具体步骤为如下,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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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 从均匀分布 \ .,% -/ 中随机抽取一个样本容量为 F的样本% E -% E +% 3% EF, 第二

步% 在城镇家庭样本中% 分别以 ,)E-%E+%3%EF做分位数回归% 得到 F个分位数回归的系数向量 "I,
, 第三步% 从流动人口家庭的被解释变量中有放回地重复随机抽样% 抽取一个样本容量为 F的样本

表示为 =\ , 第四步% 把步骤二中得到的系数和步骤三中得到的样本相结合% 得到一个新的样本% 它

便是我们需要的边际分布样本% 即反事实分布样本,
表 /0不同分位数上的回报影响和变量影响

分位数 总差异 回报影响 变量影响

,9+. 2,9,13- -933+, 2-913,-
,9., 2,9-+56 -91,/5 2+9,4-4
,96. 2,9+-,. -93/,3 2+9,.-4
,91, 2,9+45+ -953/5 2-91+,3

公式 !4" 中第一部分是回报影响% 由回归

参数的不同引起% 第二部分是变量影响% 由自变

量的不同取值引起, 基于 +,,3 年的数据做分位

数分解% 结果如表 / 所示,

以上结果显示% 回报影响和变量影响的大小

随着分位点的不同而发生变化% 均呈现先增加后减少趋势, 从总差异来看% 随着分位点的升高% 消费

的差距不断扩大, 在 ,9+. 分位点% 城镇居民家庭和流动人口家庭的消费差异最小% 为 ,9,13- 个单

位% 其中回报影响为 -933+,% 变量影响为 -913,-, 而在 ,91, 分位点处% 两者的消费差异最大% 其中

回报影响为 -953/5% 变量影响为 -91+,3, 说明随着收入的增加消费差异增大% 即对于城镇居民家庭

和流动人口家庭% 高收入人群的消费差异较大, 从回报影响来看% 在低分位点回报影响普遍较高% 随

着分位点走高% 回报影响的值呈现下降趋势, 而变量影响的值是先升高后下降% 但整体较为平稳, 说

明城镇居民家庭和流动人口家庭中不同收入群体的消费差异主要来自于斜率的不同% 即不同群体对收

入的敏感度不同所带来的差异, 其中低收入群体对收入的敏感性更强% 对于低收入阶层来说% 较之于

高收入阶层% 回报影响对其消费影响更大,

五$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 +,,6 年和 +,,3 年的 7S):数据% 从微观家庭的角度

分析了流动人口家庭和城镇家庭的消费差异, 利用分位数回归和分位数分解的方法% 分析了影响家庭

收入消费的因素% 比较了不同分位点的家庭消费差异% 并对不同收入人群的消费总差异进行了分位数

分解, 本文的主要发现有如下几点$ 收入是决定消费水平的关键因素% +,,6 年的分位回归结果显示%

流动人口家庭的消费收入弹性在不同分位点均高于城镇家庭% 在低分位点% 两者的消费收入弹性差异

较大% 而随着分位点走高% 消费收入弹性的差异不断缩小, 流动人口家庭的消费收入弹性从 ,9+. 分

位点的 ,96.5 上升至 ,9., 分位点的 ,933-% 说明流动人口家庭在较低消费水平下收入的增加可以使其

消费意愿明显增强, 同时% 笔者对比分析 +,,6# +,,3 年的分位回归结果发现% 在 +,,3 的经济危机

中% 两个群体的收入消费差距进一步扩大% 而城镇家庭的消费收入弹性受到较大影响% 呈现降低规

律% 从而出现一方面低收入群体 *没钱花+% 另一方面高收入群体 *有钱不愿花+ 的 *消费困境+,

分位数分解结果表明% 消费差异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大% 对于不同的收入人群% 回报影响的差异可能

是造成消费差异的主要因素' 在低分位端% 回报影响的值普遍较高% 即回报效应对低收入阶层的消费

影响较大% 说明歧视性的政策可能对其消费产生更大的影响,

基于本文的结论可以得到以下启示$ 处于收入分布低端的流动人口其收入的增加能够明显增强其

消费意愿% 因此% 扩大内需的重点应该注重提高低收入人群的收入% 减少处于这一阶层的人口数量,

为了提高处于低收入阶层的流动人口的收入% 在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中% 政府应该为他们提供更多的

公共服务% 给予其在城镇劳动力市场上更多的权利保障% 提高社会保障的覆盖范围% 增强其抵御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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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能力% 释放其消费潜力, 从长远来看% 对于歧视性的政策应该予以摒弃% 应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

革% 在改善流动人口福利的同时% 提高其收入水平% 缩小流动人口与城镇人口的收入与消费差异% 这

无疑将会为消费市场带来更多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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