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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前后

宏观消费函数的演变
王美今 曾五一

实行经济体制改革以来
,

我国的消费格局发生了哪些变化 ∀ 这种变化是否异常∀ 它

对深化改革的影响如何∀ 本文通过研究改革前后两个不同历史阶段消费函数的结构性变

化
,

对上述问题提出看法
。

一
、

我国消费函数的结构性变化

消费函数是描述消费行为基本规律的工具
。

实证分析表明
,

我国的宏观消费行为和

城镇居民消费行为都可以用相对收入假设的消费函数来描述
。

相对收人假设的核心内容

是 # 人们的消费支出不仅受当期自身收人的影响
,

而且受周围人们的消费行为以及消费

者自身过去收人和消费水平的影响
。

利用时序数据建立的相对收人假设消费函数模型可

以采用如下的形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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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边际消费倾向

,

刀
#
则是消费滞后 比

,

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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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轮作用
” 。

因为 &厂对 ∃
,

的影响实质上是通

过 &厂所决定的消费水平产生的
,

因此式 ∗/, 对消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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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反映更直接 1 在

经济正常发展的情况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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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要研究的间题是 # 从改革前至改革后
,

模型 ∗7, 所描述的两个不同历史阶段

的消费行为是否有显著的差异∀ 以下我们利用经济计量学中同质性检验来解决这一问

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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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两个不同历史阶段消费函数的变化
,

可认为有以下几种情形 #

第一
,

消费函数没有发生质的变化
。

此时可认为模型 ∗!, 与模型 ∗9, 的参数完

全相同
,

即刀
, , % 刀

8 / ,

夕
/ , % 口

// 8

第二
,

消费函数部分发生质的变化
。

此时可认为模型 ∗!, 与 ∗9, 中参数部分相

同
,

即刀
, , % 夕

# / ,

或 刀
/ , % 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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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 际消费倾向没有发生显著变化
,

即刀
、二 刀

+# 。

/
8

消费滞后 比没有发生显著的变化
,

即刀
/ 、二 刀

/ # 。

我们采用 《 : 年中国统计年鉴 》 中公布的历年消费基金和国民收入使用额代表

消费函数中的消费和收人指标
,

样本期为 9 7 一 : : 年
,

全部数据均按 9/ 年可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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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中可以看出 # 改革前与改革后两个不同时期
,

消费函数的各个参数都显著地不

同
,

我国的消费函数发生了结构性变化
。

改革后的边际消费倾向 ∗ 
8

!! ; <  !, 远远高于

改革前的边际消费倾向 ∗ 
8

   :/,
,

但消费滞后比却从  
8

: :9 7 / 下降到  
8

/9 7: ! /1 就

参数的显著性来说
,

改革前边际消费倾向的显著性不够高
,

改革后消费滞后 比则很不显

著
。

边际消费倾向与消费滞后 比的比值综合反映了本期收入和上一期消费水平对本期消

费水平影响作用的大小
,

因而也更综合地体现
“

制轮作用
”

的强度
,

这一 比值越低
, “

制轮

作用
”

越强
。

因此
,

从表中结果可以清楚看出我国宏观消费函数结构性变化的具体数量

关系
。

二
、

消费函数结构性变化的发生机制

相对收人假设认为
,

消费的
“

制轮作用
”

的两种表现形式 # 收人水平降低时
,

人们会

提高边际消费倾向以保持已经达到的消费水平
,

即通常所说的
“

消费不可逆
”

1 反之
,

收

人水平快速增长时
,

由于人们还不习惯于较高水平的消费
,

会出现相对低的边际消费倾

向
。

消费
“

制轮作用
”

的第一种表现形式说明消费者的实际生活水平不能低于基期
,

具有

明显的刚性特征 1 第二种表现形式发生作用的程度
,

则因人们对较高消费水平适应的快

慢不同而明显不同
。

我国宏观消费函数的结构性变化体现了这一点
。

改革以前
,

我国消费基金分配和使用模式的主要特点是 #

8

个人消费基金的分配实行半工资
、

半供给制
。

一方面
,

居民收人长期维持一种超

稳定的低水平结构
。

9/ 一 < < 年
,

按可 比价计算的人均国民收人增长 ! !
8

79 Α
,

职工

平均实际工资只增长
8

<< Α 1 第三一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
,

每个农民从集体分得的平

均收入每年只增加 +元钱
。

与这种收入分配相适应
,

居民的消费方式是封闭的
,

缺乏应

有的消费决策权和 自主权
,

与市场的关系很不密切
。

具体地说
,

城镇居民自行掌握的货

币购买力只能用于解决饮食
、

衣着
、

日用品方面的消费需求
,

由于其中许多主要消费品

一 ;一



实行票证制
,

这一部分购买力事实上也不能无约束地实现 1 而农民的全部消费中
,

非商

品的自给性部分占三分之二左右
。

另一方面
,

居民维持生存和发展的相当一部分消费是

以社会
、

集体消费的方式进行的
。

城镇居民的社会福利和就业直接联系
,

由国家
“

统
”

和
“

包
”

1 农民则由生产队的公益金负担
。

/
8

国家对消费基金的使用直接控制到微观领域
。

企事业单位作为消费者同样处于无

权或权力很小的地位
。

不仅集体消费基金的总量和增量是国家掌握的控制量
,

而且这些

基金的使用也在国家控制的范围内
, “

打醋的钱不能买酱油
” ,

必须严格照章办事
。

上述消费基金分配和使用的模式
,

使得国家能够在国民收人的初次分配中直接截取

高积累
,

而对消费进行集权式的
、

突出国家利益的调节
8

其结果
,

是消费水平只能维持
“

最低限度
”

的增长 1 上一期所达到的消费水平
,

成了本期积累率上限的临界值
。

因此
,

改革前的二十多年中
,

消费的常规增长表现为人均消费水平逐年缓慢的提高
,

其幅度保

持在 元Β 石元的范围之内
。

这种情况
,

既是
“

消费不可逆
”

机制的要求
,

又是其作用结

果
8

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从提高居民收入和增加消费品生产起步的
。

农村经济体制的

改革和商品经济的发展
,

城市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和行政性放权
,

很快形成收人分配主体

多元化和分配形式多样化的格局
。

农民和城市非国有制劳动者的收人水平普遍提高
,

出

现了许多高收人者 1 城镇职工的收入也因奖金
、

工资制度的改革而连年增长
。

在收入分

配格局变化的同时
,

消费品分配和交换中市场机制的作用范围 日趋扩大
,

居民的消费自

主权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证
。

这 两个条件极大地激发 了居民的消费热情
,

改革前长期被

压抑的消费需求得到了补偿
。

这种明显具有
“

还帐
”

性质的改革背景
,

使得在消费性收人

迅速提高的同时
,

边际消费倾向也随之提高
,

进而使消费的
“

制轮作用
”

的第二种表现形

式失去了发生作用的基础
。

无可置疑
,

此时边际消费倾向的提高包含有合理的成份
,

但

收人攀比和消费示范产生的不良效应也是不容忽视的
。

在消费主体利益格局的变化过程

中
,

一方面
,

利益持平
、

竞优的心理诱发了收人攀比
,

人们对收人 的期望值迅速提高
,

千方百计地寻求各种扩张收入的方法
。

企业的软预算约束成为收人攀比实现的主要途

径 1 工资侵蚀利润
、

企业消费与积累失衡等问题 日益突出
。

半工资
、

半供给制的个人消

费基金分配结构使得消费性收入还以福利分配领域的拓宽和财政支出的迅速扩张表现出

来
。

据测算
,

近年来城镇居民来源于国家财政的各种补贴和福利收人 比例急剧上升
,

<:一 :: 年国家财政支出中
,

消费品价格补贴增加 9 倍多
。

另一方面
,

发达国家和

国内先行致富者的高消费也产生 了示范效应
,

它极大地强化了人们迅速提高消费水平的

心理期望
。

而在消费方面起直接带头作用的社会集团消费
,

这些年来并不是崇尚俭朴节

约
,

而是讲阔气比排场
,

97一 << 年
,

我国社会集团消费每年递增 9
8

9; Α
,

<:一
: < 年则每年递增 7

8

< Α
。

集团消费的扩张已成为社会消费需求压而不缩的根源 之

一
,

它所创造的
“

示范效应
”

对社会消费意识的变化更是起了决定性的影响作用
。

总而言之
,

改革以后
,

由于经济生活中出现了攀比消费性收人
闷

一一
一

扩张消费性收人

—
追逐当前消费的现象

,

因而使消费性收人扶摇直上
,

边际消费倾向大幅度提高
,

上

一期消费水平的影响作用显得疲软无力
。

三
、

消费函数结构性变化的启示

一 < 一
卜



消费函数结构性变化的背后
,

隐藏着一些值得人们重视的问题
。

第一
,

控制总需求膨胀的途径应从单纯地压缩投资控制积累向既控制投资又控制消

费转化
。

改革以前
,

为了控制总需求膨胀
,

压缩基建项目的紧缩政策曾多次启用
,

一般

都能达到预期目的
8

因为当时总的说来是生产背离消费
,

总需求膨胀的枢纽点是投资需

求
。

目前的总需求膨胀则是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双重膨胀
。

虽然从理论上说
,

边际消

费倾向的提高能使消费增长刺激国民经济增长的效应增大
,

但在资源短线的约束下
,

双

重膨胀并发的总需求未能拉动总供给
,

只会使国民经济出现通货膨胀
。

在这种情况下
,

采用类似改革前的紧缩政策
,

仅仅压缩投资需求而不同时压缩消费需求
,

固然也能使过

热的经济降温
,

但势必限制积累的常规增长
,

恶化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
,

削弱国民经

济长期稳定增长的后劲
8

第二
,

对居民消费需求的控制方法应从直接控制向间接控制转化
。

消费者的利益刚

性
,

也即
“

消费不可逆
”

是控制需求时不可忽视的问题
。

即使在改革前
,

消费者利益刚性

也有顽强的表现 # 在某些经济发展不正常的年份
,

国民收人的增量为负值
,

消费的增量

仍为正值 1 这表明该时期国民收人大起大落的波动主要由积累的波动来承担
,

消费者利

益刚性在很大程度上熨平了消费本身的波动
。

在目前发生通货膨胀的情况下
,

消费者利

益刚性必然表现为社会各阶层对通货膨胀带来的实际收人损失进行补偿的压力加大
。

它

一方面引发企业对产品
“

水涨船高
”

地涨价
,

另一方面迫使财政负担巨额的价格补贴
,

从

而使
“

成本推进
”

与
“

需求拉上
”

型通货膨胀的恶性循环难以遏制
。

如果政府采取某些强硬

措施直接降低消费者的实际收人
,

却未必能达到促进总供需平衡的 目的
。

因为一段时期

内
,

消费者可能通过减少银行储蓄来维持已经达到的生活水平
。

而当实际收人的下降突

破消费者所能承受的程度时
,

则可能影响劳动者的积极性
,

制约供给的增长
,

甚至会造

成社会的不安定
。

由此可见
,

消费者利益刚性直接降低了政府控制消费需求的自由度
,

对消费需求的控制应当充分重视间接控制手段的应用
。

下面简述两点
。

8

控制居 民消费需求的起始点是创造理性的
“

消费示范
” 。

非理性的攀比和示范效应

对消费需求膨胀起了催化剂的作用
,

控制消费需求的膨胀也应当从理性的
“

消费示范
”

做

起
。

这不仅包括宣传媒介为提倡勤俭节约
、

艰苦奋斗精神所作的呐喊
,

而且包括具体
、

切实的示范引导
。

首先应从制度上约束社会集团消费行为
。

集团消费行为对社会消费意

识的影响作用无论怎么估计也不会过份
。

目前对社会集团消费的强行紧缩是必要的
,

从

长远看还应制订一套行之有效的控制方法
,

防止集团消费出现奢华
、

铺张的倾向
,

杜绝

从集团消费中尽量捞取个人消费品的现象
。

其次是引导人们树立正确消费观念
,

鼓励合

理消费
。

宣传媒介对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宣传不能只渲染吃
、

穿
、

用的变化
,

而且要注

意介绍科学的消费知识
、

规范和经验
,

帮助人们确定合理的消费期望值
,

培养消费者把

握消费的自主意识以及合理进行消费决策的能力
8

这些措施对减少消费的随意性和盲目

模仿性
,

防范外国消费文化的冲击
,

弱化重名不重实的消费荣誉感对消费行为的刺激
,

极有好处
。

另外
,

还应当看到
,

解决体脑收人倒挂问题
,

改变收人
—

消费水平与科学

文化水平背离的状况
,

形成具有较高科学文化素养的消费示范层
,

这对端正社会在消费

问题上 的主导意识也极有好处
。

/
8

控制居民消费需求的着力点是把消费性收人引导到利用于积累的方面
8

不少国家

一 : 一



经济发展的经验表明
,

个人储蓄可以成为积累的重要来源
。

例如在 </ 年至 <; 年

间
,

日本
、

美 国等 个国家居 民储蓄 占整个国 民经济净积累的 比重平均高达

9
8

:7 Α
。

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化
,

个人收人来源多元化
,

个人收人水平 日益提高
,

如何

将个人的消费性收人引导到积累方面来
,

已经成为一项需要妥善解决的重要课题
。

以长

期收人理论和生命周期理论构成的前瞻性消费理论认为
,

人们的消费决策要考虑一生的

整个生活过程
,

其现期储蓄是对一生收人及消费作出合理安排的结果
。

这些年我国城乡

居民现期储蓄存款中
,

保证退休后生活需要的后备性存款占 = 7 左右
,

而城市居 民为
“

退休后生活有保障
”

而储蓄的仅占 :
8

Α
。

按前一 比例堆算
,

:< 年后备性储蓄存款约

;: 8 / 亿元
,

该年老年人口 ∗女 99 岁以上
,

男 ; 岁以上 , 每人平均 ;</ 元
,

大约只是

一年的生活费
,

而该年老年人 口的平均预期寿命大约还有 巧 年
。

这种情况说明
,

个人

收入增长并未伴有对未来消费风险预期的增加
,

居民储蓄的主要目的
,

目前仍然是为了

短期或中期消费
。

因此
,

社会福利与保障体制的改革必须与收人分配政策的改革同步推

进
,

以增加居民对未来消费的风险预期
,

提高其
“

后备性需要
”

的储蓄需求
。

另一方面
,

要充分发挥利率的经济杠杆作用
,

使居民存款的利率
,

略高于或至少不低于同期物价的

上升率
,

从而鼓励居民储蓄
。

与此同时
,

还要善于利用居民的储蓄需求
,

拓宽个人投资

渠道
,

如开展长期投资债券业务
,

运用贷款方式进行生产建设投资
,

将消费性收人转化

成积累基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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