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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政府投资对家庭消费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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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政府的投资对经济的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而居民家庭消费是经济发展的直接体现。而如今，有报道称政府的

投资会造成消费的降级。本文通过分析家庭消费情况与 2016 年统计年鉴数据，分析政府投资对家庭消费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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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具体来说主要包括两类:

替代效应和互补效应。如果政府支出增加导致居民消费

的减少，则称二者之间具有替代效应。而替代效应和互补

效应也可能同时存在，虽然会减少投资者为了辨别商品质

量而花费的投入，却可以增强消费者的消费信心因而刺激

消费。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的总影响，就是替代效应与互

补效应的加权之和。若政府支出增加带来家庭消费的总

水平下降，则称政府支出对消费具有挤出效应; 反之具有

挤入效应。
关于政府投资对居民消费的经济效应，学术界仍旧有

颇多争论，即使在同一时期同一地区研究的导向结果仍旧

存在分歧。随着争论的推进，也有学者提出政府投资存在

一个最优规模。从两个角度分析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的

挤出效应与挤入效应，首先，政府投资对居民消费是部分

促进的而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是挤出。其次，短期来说，

经济建设支出是挤出的，社会文教支出、行政管理支出和

其他支出是挤入的。

二、数据来源及数据预处理

( 一) 数据来源

对于政府支出对家庭消费具体产生的是正影响还是

负影响，我们找到了 2016 年北大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及

《中国统计年鉴( 2017) 》的数据进行了模型的拟合与研究。
在《中国统计年鉴( 2017) 》中我们选取了政府支出细

则中 2016 年各省的一般公共服务支出、教育支出、科学技

术支出、公共安全支出等总共 24 个支出类别，而在 2016 年

北大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中我们截取了 2016 年每个省

居民消费性支出作为初始的数据。
( 二) 数据预处理

通过对数据基本信息的检查与筛选，我们首先剔除了

在家庭追踪调查数据中每个省居民消费性支出( 以家庭为

单位) 样本量小于 20 的 4 个地区，分别是内蒙古自治区、
海南省、西藏自治区和宁夏回族自治区。再通过对数据的

单位进行分析，我们将所有 24 个类别的政府支出分别除

以各省家户数量，得到支出在各家户上的分摊，由此使其

可以和家庭的消费进行同等水平的对比。
在拟合线性回归模型之前，在 stata 中我们又对各项数

据进行了 Gladder 检验，即判断各项数据在经过各种变化

后( 如 sqrt 和 log 处理) 所呈现的分布情况，选择其与标准

正态分布最为接近的变换方式进行处理，再代入到模型之

中。我们将所有解释变量在 stata 中进行 stepwise 模型逐

步拟合过程，最终得到 5 个解释变量。分别是: 科学技术

支出、城乡教育支出、交通运输支出和其他支出这几项。
这个模型的矫正拟合优度达到了 0．7886，说明模型有着优

秀的解释效果，且每个变量及模型总体都达到了显著的标

准。如表 1。
表 1 新变量的回归模型

三、模型的建立

( 一) 逐步回归

在对数据进行处理后，本文将数据进行 stepwise 过程。
在进行逐步回归后，最终得到 5 个解释变量，对应的名称

分别为教育支出、科学技术支出、城乡教育支出、交通运输

支出以及其他支出。回归结果如表 1 所示。
可以看出，这些变量都是对居民的生活会产生重大且

及时的影响支出。教育支出是每个家庭几乎都会参与的

支出方式，科学技术支出体现了近年来我国对科技兴国的

重视，交通运输支出也是我国政府在交通建设上大力支持

的体现，交通便捷将会在多方面拉动旅游业、物流贸易业

的发展，显然对居民消费产生重要影响。
( 二) 拟合回归

在选取了五个解释变量后，将其进行模型拟合，结果

如表 2。
表 2 拟合回归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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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模型的 Ｒ 方为 0．8308，说明有 83%的居民

消费可以由这个模型体现，说明模型的拟合效果显著。同

时，五个解释变量的 t 值均说明它们对被解释变量有显著

影响。因此可以看出模型初步拟合效果较好。

四、模型检验

( 一) 异方差检验

异方差性是相对于同方差而言的。同方差，是为了保

证回归参数的估计量具有良好统计性质。
表 3 异方差检验模型

由检验结果 Prob＞chi2 = 0．2959 和 P 值可以看出该模

型不存在异方差。
( 二) 多重共线性检验

本文中的多重共线性检验方法是检验方差膨胀因子

VIF( 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 。VIF 超过 5 或 10 就存在共

线性。可以看出，模型中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表 4 多重共线性检验模型

Variable nx6 nx7 nx12 nx14 nx24

VIF 4．55 2．59 1．87 2．59 1．71

( 三) 稳健性回归

稳健回归( robust regression) 是统计学稳健估计中的一

种方法，其主要思路是将对异常值十分敏感的经典最小二

乘回归中的目标函数进行修改。
表 5 稳健型回归模型 表 6 四分回归模型

结果由表 5 图所示。由结果中 P 值可知，稳健回归的

结果显著。
( 四) 四分回归

结果由表 6 所示。由结果中 P 值可知，四分回归的结

果显著。

五、模型预测

预测模型是在采用定量预测法进行预测时，最重要的

工作是建立预测数学模型，对预测准确度有极大的影响。
任何一种具体的预测方法都是以其特定的数学模型为特

征。在对模型进行检验后，我们对模型进行预测。
预测结果如表 7。

表 7 预测模型

预测结果: 预测的均值 xb 相当于 ny，再将其取倒数，得

到预测区间是［62500，114942．5287］。

计算 2017 年的全体居民消费水平的绝对数 22902×3．03=

69393．06 元。因 此，2017 年 每 户 家 庭 平 均 消 费 支 出 为

69393．06 元，在我们的预测区间内，并且模型的预测值为

71428．57，有 2．9%误差，这是因为居民的消费倾向还与其

他很多别的因素有关。总体上预测模型有一定参考价值。

六、结论

经过以上分析，最终的回归模型为:

即:

5 个解释变量，对应的名称分别为: 教育支出、科学技

术支出、城乡教育支出、交通运输支出、和其他支出。

从模型来看，教育支出越少，科学技术支出越多，城乡

教育支出越多，交通运输支出越多，其他支出越多，家庭消

费越多。

该模型反映了从短期来看，政府支出增加———带动居

民消费支出的增长，通过增加社会总需求进而实现政府宏

观调控目标。因此，宏观经济处于低谷时，政府往往会增

加政府支出来刺激居民消费和社会总需求。因此，对短期

而言，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是挤入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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