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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消费、居民消费与经济增长关系的

非参数模型分析

引言

最终消费分为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

消费需求的增长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

措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有十分重要的作

用。居民消费是指在一定时期内，全体居

民通过市场对各种消费品与劳务的消费需

求，是衡量人民生活水平是否提高的重要

指标之一，居民消费的需求数量、结构组

成以及意愿倾向都对经济增长情况起着重

要的影响。政府消费在统计上指政府部门

为全社会提供公共产品或服务的消费支出，

以及免费或以较低价格向居民提供货物和

服务的净支出，研究政府消费能全面了解

政府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缓解财

政效率和财政公平之间的矛盾，促进社会

和谐发展。我国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与经

济增长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对经济增长

起着重要的影响。研究政府消费、居民消

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对于积极实施扩大内

需战略、拓宽消费领域和改善消费环境，促

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理论分析

（一）居民消费与经济增长

我们通常将消费、投资和净出口作为

内容摘要：本文利用1990～2010年的省

际面板数据构建了非参数面板数据模

型，刻画了政府消费、居民消费与经济

增长关系的动态演进趋势，并得出相

关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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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而居民消费

作为最终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经济增

长起着不可忽视的拉动作用，其对经济增

长的拉动理论可以分为直接拉动论和间接

拉动论。

1.居民消费直接拉动论。在开放性的

经济环境中，居民消费、政府购买、投资

和净进出口值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四大

直接来源。居民消费增长，则国内生产总

值增长，反之，居民消费减少，则国内生

产总值下降，因此，居民消费和经济增长

二者之间存在直接相关的关系，所以可以

通过增加居民消费来直接带动国民经济的

增长，而不需要任何的中间环节和中间变

量，即居民消费的增加可以直接刺激经济

增长。当然，居民消费的无限增长一旦超

出国内生产能力的界限，就会导致名义上

的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

2.居民消费间接拉动论。居民消费除

了直接刺激经济增长外，还可以借助中间

环节或中间变量来拉动经济增长。主要表

现形式就是，增加居民消费可以使投资发

生变动，然后二者一起带动经济的发展。从

投资需求的角度看，投资需求是一种中间

需求，此类投资并不能带动经济的长期增

长，只有将此类投资与居民消费需求相配

合，才能真正的拉动内需，从而促进经济

的可持续性增长；从投资乘数来看，投资

乘数与边际消费倾向是同向变动的，边际

消费倾向增大，投资乘数也增大，所以投

资的扩张就等同于居民消费的扩张。因此，

投资需求间接拉动了经济增长。

总之，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

作用。

■ 段景辉1   陈建宝2（1、上海海关学院海关管理系   上海   201204

2、厦门大学经济学院   福建厦门   361005）

▲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研究项目《我国收入差距现状和趋势

研究》（11CJY024）；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

《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理论与实践研究》（11JZD019）

◆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识码：A

（二）政府消费与经济增长

关于政府消费和经济增长的关系，目

前还没有一致的结论，可以将两者之间的

关系概括为政府消费推动论和政府消费抑

制论。

1.政府消费推动论。政府作为市场经

济中特殊的消费者，其消费行为带有明显

的特征。首先，政府消费的数额非常巨大，

在我国，政府消费占GDP 比重较为稳定，

自1980 年至今始终保持在13%～15% 之

间，其巨大的消费数量直接促进社会总产

出增加，拉动经济增长。其次，政府消费

的对象广泛，从关系国计民生的钢材、石

油、煤炭等产品，到政府日常消耗的纸张、

笔墨等，都属于政府采购的范围，如此广

泛的政府采购可以推动各行各业的互动发

展，延长产业链，进而间接推动整个社会

的同步发展。最后，政府消费的实质在于

为全国居民提供公共服务，其消费行为的

外部性，可以对市场和社会心理产生不同

的影响。例如，政府消费在医疗卫生、教

育文化、卫生保健等社会保障方面支出的

增加，将间接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增加居

民对未来收入的乐观预期，从而刺激居民

的消费需求，促进经济增长。

2.政府消费抑制论。从经济增长理论

来看，政府消费增加可能对居民消费和政

府投资产生“挤出效应”。 从政府消费数量

来看，政府消费数量增加，导致商品市场

上商品和服务的供给不足，物价随着上涨，

在货币名义供给量不变的情况下，实际货

币供给量会因价格上涨而减少，结果利率

上升，进而导致投资减少，投资减少进一

步导致经济增长放缓。从政府消费结构组

成来看，过多的公共支出将增加政府运营

成本，可能导致政府机构臃肿，官僚腐败

等现象的产生。此外，过多的公共服务，将

打消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可能出现社会

“福利陷阱”。以上这些都不利于经济快速

稳定的可持续增长。

总之，政府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

系存在不确定性。

数据来源和构建模型

（一）数据来源

本文所采用的1990～2010 年的省际

面板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经网

统计数据库以及各省（市、自治区）的统

计年鉴，包括除港、澳、台地区以外的共

30个省（市、自治区）的统计数据（考虑

到重庆于 1 9 9 7 年建立直辖市，因此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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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 年之后的重庆数据并入四川省计算）。

（二）构建模型

通常来说，对面板数据进行计量建模

分析，可采用参数、半参数和非参数三种

分析方法。本文拟选取非参数面板数据模

型对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当然，为了说明

非参数方法的优点，我们同时也构建了参

数面板数据模型加以对比。

在建立参数面板数据模型前，需要对

数据进行两步检验，以此判断该选择何种

形式的面板数据模型。第一步，进行拉格

朗日乘数（LM）检验，即检验是选取面板

数据模型还是混合回归模型。经检验结果

表明P值小于0.01，因此选取面板数据模

型；第二步，在选取面板数据模型的基础

上进行Hausman检验，即判断是选取随机

效应模型还是固定效应模型。经检验结果

表明P值也小于0.01，因此我们选取固定

效应模型。

本文将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变量引入

国内生产总值函数中，建立面板数据的固

定效应模型如下：

 （1）

其中，被解释变量 Y 表示国内生产总

值，是衡量国民经济发展状况的最佳指

标；K表示资本存量，是度量资本投入的指

标，其计算方法参考单豪杰（2008）；L表

示就业人数，用年末在岗职工人数来度

量；G表示政府消费；C表示居民消费；α

是截距项；ε是残差项，它服从均值为0，

方差为σ 2的正态分布；下标 i和 t表示第 t

年的第 i省份（市、自治区）。根据面板数

据固定效应模型的LSDV 估计法得到模型

（1）中各因素的参数值（见表1）。但是，

模型（1）的设定存在两个方面的局限：第

一，由于模型（1）是线性参数模型，解释

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在参数估计中

无法彻底解决；第二，由于参数估计方法

的局限性，估计的参数值无法反映各独立

变量的变化趋势以及变量之间的相关性。

为了克服以上参数模型设定中的两个

缺点，本文尝试建立非参数模型。非参数

模型的优越性在于：非参数模型可以根据

面板数据的特征自由设定模型，模型中的

多元函数 f (·)除光滑性外，未对其形式做

任何限制，从而避免了模型设定可能带来

的误差。非参数模型的估计方法对回归函

数没有太强的约束，其估计结果更加稳健

和精确，且能够提供各个变量对经济增长

影响的趋势分析，为我们提供了更好的分

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渠道。

因此，非参数面板数据模型建立如下：

 （2）

其中α
i
为个体效应。模型（2）可用局

部线性估计方法进行估计，具体方法为：

令 y
it
=ln(Y

it
)，x

it
=(ln(K

it
),ln(L

it
)ln(G

it
),ln

(C
it
))，并将函数 f (·)在点x=(x

1
,x

2
,x

3
,x

4
)处进

行局部线性化，故模型（2）可写为：

      （3）

其中ζ
it
中包含局部线性化后的余项；

为列向量，

，i =1,2,3,4。由式（3）可得：

           （4）

其中 。将式（4）中的加权

最小二乘解定义为φ(x)的估计，即求解令

最

小化的φ(x)，结果为：

 （5）

其中 K(g)为核函数，h 为窗宽。由

的表达式，又有：

 i =1,2,3,4                  （6）

其中λ
i
代表第 i个元素为1，其他元素

为0的1×4的行向量。非参数模型的估计

式与参数估计不同，其非参数估计式

为x的函数，它反映各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

量的边际影响，则 分别表示函数f (x)的

四个偏导数在 x=(x
1
,x

2
,x

3
,x

4
)处的估计值。

为进一步得到各影响因素在平均水平处

的估计值，需要分别计算非参数估计φ(x)

在样本均值 处的值，其中 ，

，η=1,2,3,4，x
η,it

表

示第η个变量在(i,t)处的值。又因为估计量

是的函数，可以计算x中某些分量为常

数时的φ(x)=(θ
1
(x),θ

2
(x),θ

3
(x),θ

4
(x))′。

本文拟利用以上所述的非参数估计方

法实证研究政府消费、居民消费对经济增

长的影响，并可进一步刻画各个因素关于

自变量的变化趋势。

实证结果和经验分析

因为高斯函数是正态分布的密度函数，

因此，在非参数模型回归估计中，我们选

取高斯函数作为核函数，并且根据Ullah

和 Roy（1998），选择最优窗宽 h=an(-1/13)，

其中 a 为正的常数。

因为窗宽对非参数

估计结果具有敏感

性，通过反复检验，

我们选择 a=5.3 时的

估计结果，其对应窗宽为 h=2.5613，估计

结果见表1。

通过观察表1，我们发现：两种方法对

各自变量的估计结果在方向上是一致的，

且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最大，其

次为资本存量和就业数量，最小的是政府

消费；但是从系数绝对值来看，参数估计

比非参数估计低估了资本存量、就业数量

和政府消费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高

估了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此

外，由非参数面板数据模型的估计结果可

知：居民消费每增加1%，则促使经济增长

0.5524%；政府消费每增加1%，也促使经

济增长0.1501%。说明在中国目前的经济

发展阶段，增加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都能

促进经济增长，但是居民消费对经济的促

进作用高于政府消费。

我们运用非参数逐点估计，对各影响

因素对自变量系数的变化趋势做出分析。

具体方法为：将区间[min
i,t

{x
it
},max

i,t
{x

it
}]等

分成29个子区间，即30个端点，其中 x
it
是

任一解释变量。我们共设计了16 种估计：

如在考察四个变量的系数随政府消费变化

的趋势时，在各点 处，做非参

数估计 ，其中 j =1,2,3,4，因

此可得到4种非参数估计结果，类似地，我

们可以考察其他自变量系数对任一变量的

变化趋势。图1和图2分别提供了四个变量

关于政府消费系数和居民消费系数的逐点

回归估计结果。

由图1 和图 2，可得到如下回归估计

结果：

第一，政府消费系数与资本存量是先

上升后下降，然后再上升的复杂关系，说

明随着资本存量的增加，政府消费这一变

量对经济增长的促进和抑制作用交替出现，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考虑到我国不同的发

展时期，政府政策的倾向性不同，政府消

费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对经济增长的作

用也会不同。政府消费系数与就业数量呈

现递减的关系，表明了随着年末在岗职工

人数的增加，政府在公共支出领域，如文

化教育、医疗保健、社会保险等方面的消

耗性支出必然会加大，挤占政府的投资性

支出，不利于经济的增长，政府消费对经

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必然会越来越小。

表1   面板数据的参数模型和非参数模型估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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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消费系数与政府消费数额存在逐

渐递减的关系，说明随着政府消费数额的

逐渐增加，政府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

用越来越小。这是因为在经济的发展初期，

适量的政府消费支出促进了经济增长，但

是过多的公共产品投入，可能催生经济活

动参与者的惰性，出现“养懒人”的现象，

反而阻碍经济增长。政府消费系数与居民

消费数额表现为先增加后减小的关系，说

明随着居民消费的增加，政府消费这一变

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促进作用，但是当

居民消费的数额增加到一定程度时，反而

政府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变小，即

存在一个“拐点”。表明政府的消费行为是

理性的，政府根据经济发展状况决定政府

支出数额的比例，当居民消费需求扩大后，

政府必然会削减消费性支出，主要依靠居

民消费来拉动经济增长。

第二，居民消费系数与资本存量是先

下降再上升再下降的关系，说明随着资本

存量的增加，居民消费这一变量对经济增

长的促进作用是先下降后上升的，当资本

存量增加到一定程度后，居民消费对经济

增长的促进作用又会减弱。在经济发展初

期，居民普遍收入水平不高，即使资本投

入的增加也无法刺激居民消费，这时居民

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不强，随着居

民收入水平的不断增加，居民消费也逐渐

增加，因此对经济增长才有明显的促进作

用。但是近些年居民消费又对经济增长的

促进作用开始出现减弱的现象，暗示了我

国资本投入的低效率或无效率，这对于整

个社会的经济增长是极为不利的。居民消

费系数与就业数量呈现逐渐递减关系，说

明随着我国劳动人数的增加，居民消费对

经济增长反而起了抑制作用。这是因为虽

然我国就业人数增加了，但是劳动者工资

普遍较低，较低的收入水平以及对未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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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的不确定性都会抑制居民的消费需求，

从而间接的阻碍了经济增长。

居民消费系数与政府消费数额存在平

滑的递增的关系，暗示随着政府消费支出

数额的增加，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起了促

进作用。这是因为政府消费支出对居民消

费有着调解作用，即政府消费的增加，不

仅可以部分替代居民在这方面的消费，间

接增加居民收入，同时还会减少居民对未

来不确定性的担心，进而增加其他消费，从

而间接的促进了经济增长。居民消费系数

与居民消费数额表现为递增关系，说明随

着居民消费数额的增加，居民消费这一变

量对经济增长有着非常显著的促进作用。

居民消费作为经济增长的最主要的推动力，

对增加社会需求总量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因此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刺激居民消费，是

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关键之举。

结论和建议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居民消费对经济

增长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而政府消费对

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政策倾向性，在不同

的经济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促进作用。在

经济发展初期，政府消费和居民消费都对

经济增长起较大的促进作用，当经济发展

到一定水平后，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促

进作用越来越大，而政府消费对经济增长

的促进作用越来越小。

近几年，随着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

变，越来越重视扩大内需，最新的“十二

五”规划纲要里，将扩大消费表述为“扩

大内需的战略重点”，消费将发挥越来越大

的作用。可采取以下措施：居民消费方面：

健全市场法规，完善市场管理；健全市场

体系，形成良性竞争以提高商品质量和服

务质量；提高农民收入；加快收入分配制

度改革；培养消费者正确的消费文化，转

图1   各变量关于政府消费系数的逐点回归估计图

图2   各变量关于居民消费系数的逐点回归估计图

变人们的消费观念，培养消费意识；倡导

新型的可持续的消费模式，提倡生态消费、

循环消费。政府消费方面：提高政府在教

育、医疗、住房和社会保障等“纯民生”公

共支出的比重，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解决

人们的后顾之忧；将政府公共支出更多的

向中西部落后地区，尤其是贫困农村地区

倾斜，从而缩小地区以及城乡差距，促进

经济和谐稳定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