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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确定状态下的农户预防性储蓄行为研究 

—以浙江省为例 

林坚 周菲 黄斯涵 

(浙江大学农业现代化与农村发展研究中心 杭州  310029) 

【摘 要】本文基于浙江省农村固定观察点办公室的微观家庭面板数据,选用了一个包含预防性储蓄动机的跨期

动态家庭储蓄模型来检验浙江省农户的预防性储蓄行为。研究结果表明,虽然浙江省农户在 1995— 2006 年的储蓄

行为均具有强烈的预防性储蓄动机,但在 2002 年前后发生了较大的转变,预防性储蓄动机在 2002 年后有所减弱。 

2003 年开始,浙江省农户保险支出的增加使农户储蓄大幅度减少,保险支出和农户储蓄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关键词】不确定状态；预防性储蓄；行为；农户；浙江 

一、引 言 

从历史数据看,中国农户的储蓄存款扩张速度远远高于同期经济增长速度和农户收入增长速度。以 1978— 2003 年为例,国

内生产总值增长 32.4倍,农户人均纯收入从 133.6元增长到 2622.2元,增长 19.6倍,然而同期农户储蓄存款却增长 330倍,远远

超过了农户人均纯收入的增长速度
①
。高储蓄率造成两种后果:其一,我国农户的边际消费倾向不断降低;其二,在目前农村储蓄资

金外流的情况下进一步造成对农村和农业投入的不足。虽然国家出台的惠农政策有效地提高了农户人均纯收入的增长速度,但是

农户的储蓄愿望依然未减,那么其背后的储蓄动机又是什么?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国内外学者开始利用预防性储蓄理论解释中国农户群体的储蓄与消费行为。AartKraay(2000)利用中国

的省级面板数据将农户家庭储蓄率对一系列自变量进行回归,结果没有发现支持预防性储蓄动机的证据。KyeongwoYoo 和

JohnGiles(2002)通过构建一个消费决策的常相对风险规避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中国农户的消费与储蓄决策背后存在预

防性动机。田岗(2004)通过构造一个包含流动性约束的预防性储蓄模型,专门对农户储蓄行为进行实证研究,验证了预防性储蓄

动机的存在。周建(2005)利用 1978— 2003 年样本数据,通过消费函数的变参数空间状态模型,对经济转型期中国农户超敏感度

消费行为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农户存在显著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刘兆博等(2007)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对 1996— 2003年中

国农户的预防性储蓄行为进行经验研究,结果显示中国农户存在显著的预防性储蓄行为。易行健等(2008)利用中国农户 1992—

2006 年的分省份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工具变量法对中国农户预防性储蓄动机展开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农户存在强烈的

预防性储蓄动机,西部农户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强于中部与东部。 

国内外对中国农户储蓄行为的实证研究很少将研究对象锁定在一个省份的范围内。因此本文尝试以浙江省为例,研究浙江省

农户群体的储蓄行为。浙江省农户是一个收入相对增长较快的群体。浙江省农户收入自 1985 年开始已经连续 22 年居全国各省

份之首,农户人均纯收入比全国平均水平高一倍以上,而且浙江省民营经济已经广泛地渗透进农村经济,农户从事非农产业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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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十分普遍。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以及市场经济制度的不断完善对中国农户储蓄行为的影响,更能从这个收入增长较快的

农户群体中体现出来。选取浙江省农户群体研究中国农户储蓄行为获得的结果或许对中国其他地区经济发展以及“三农”建设

具有较好的启示作用。 

二、模型与方法 

家庭储蓄行为实证研究主要是分析各种影响因素尤其是关键变量(如收入与不确定性)与储蓄之间的定量关系,以实证分析

方法来验证现有的理论研究成果。由于储蓄数据难以直接获得,在已有的对储蓄行为的研究中,学者们常用消费或者家庭财富水

平等替代储蓄变量作模型的被解释变量,如 Carrol(1992)提出改进的缓冲储蓄模型中,构造了家庭金融资产与永久性收入之比作

为因变量,以收入不确定性为解释变量,以此来分析农户的预防性储蓄行为。 

本文引用了曹和平推导出的包含预防性储蓄动机(收入不确定性变量)的储蓄模型。模型的假设前提是,中国农户的经济生命

周期满足农户家庭寻求最优的理性人假设。此外,农户家庭为一个标准化了的存活周期为无限的一般家庭。可见,曹和平的储蓄

模型是在持久收入和生命周期假设理论框架下构建的跨期动态家庭模型。 

函数的推演从消费经济学效用最大化理论出发,为了包含不确定因素,选用了 Caballero(1990)采用的一种具备防卫性行为

的效用函数,即: 

 

其中,U′(Ct)> 0,U″(Ct)< 0且 U (Ct)> 0,参数γ是绝对风险规避态度的度量指标,U为效用函数,C为消费。 

在持久收入假设理论框架下,使用一阶自回归过程模拟中国农户的收入生成过程,即: 

 

其中,ρ是刻画收入过程持续性的常系数,收入过程中的随机部分遵循正态分布 N(0,δ2)。给定这两个附加约定,最优化问题

最后结构为: 

 

其中,E=条件期望算子,β=贴现率,C=消费,Y=实际收入(不包含非人力财富),A=实际金融资产或非人力资源类财富,r=实际

利率,B=借款上限的阈值。储蓄是一个时间段(年)内所积累的流量,而非人力财富是在两个连续时间段的交点上的一个存量指标。

两者之间的关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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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动态编程技术和未定系数法,得到储蓄函数模型: 

 

计量估计模型根据(5)式,可表示为: 

 

其中,δ
2
为收入生成过程中不确定性随机波动部分,At为实际金融资产或非人力资源类财富,Yt 为农户家庭的持久收入。α0

为计量模型估计可能出现的常数项,α1、α2和α3分别为 3个解释变量的系数。 

在对计量模型(6)进行估计之前,根据模型变量要求,把样本农户收入的实际数据转化为模型要求的数据---持久收入预期和

暂时收入冲击。由(1)式和(2)式,得农户收入的计量模型为: 

 

其中,Yit为样本农户的家庭纯收入,Yit- 1为滞后一期的 Yit值,ci为常数项,代表不随时间变化的个体差异影响的收入差异,μ

it为误差项。 

笔者把从收入模型估计所得的
∧
Yit 作为样本农户持久收入的替代变量,记作 NCit,把误差项μit 的值(μit=Yit-

∧
Yit)作为不确定

因素替代变量,记作 NCVit,积累的存量金融资产仍然记作 Ait,样本农户储蓄因变量记作 SAVit,则储蓄函数的计量模 

 

其中,α0为常数项,β1、β2、β3分别为模型 3个解释变量的系数,e为残差项。 

笔者将做以下几项工作:(1)农户储蓄模型总体估计。在对总样本做回归前,需要明确模型回归的一个假设前提,在总样本里,

样本农户所处的制度环境相对比较平稳,他们没有经历一个结构性的储蓄行为转变。在此,对总样本的储蓄函数的回归称为样本

农户储蓄行为的总体估计。利用面板数据估计模型有 3种基本方法,分别为混合最小二乘法(OLS)、固定效应法(FEM)和随机效应

法,通过两两比较的方式选择最优的估计方法。(2)时间效应检验。从储蓄函数的时期特性来看,不同年份对农户储蓄可能产生不

同程度的影响。如果农户所处的制度环境没有发生太大变化,那么引入时间虚拟变量一定程度上能反映出样本农户储蓄行为的动

态特性。笔者在计量模型中加入时间虚拟变量,试图检验模型的时间效应。(3)农户储蓄模型的 Chow检验及分段估计。出于对样

本农户的储蓄函数在 1995— 2006年所处制度环境大体稳定的假设是否合理的考虑,笔者将对浙江省样本农户储蓄函数的结构稳

定性问题和分段储蓄函数特性作进一步研究。 



 

 4 

三、数据与描述分析 

(一)数据 

本文所用的微观农户面板数据来自浙江省农村固定观察点办公室,属于中国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中的浙江省部分。全国农村

固定观察点系统中每个省份包含约 10 个村庄观察点,全国共有 300 个固定观察点村。其中浙江省 10 个固定观察点村庄分别为:

临安龙上村、湖州永丰村、嘉兴余上村、绍兴西蜀阜村、鄞州庙堰村、温岭新民村、瑞安金后村、普陀鹁鸪村、丽水河边村、

金华石板堰村。根据数据的完整性、逻辑性是否良好,以及坚持年度数据跟踪到户的原则,笔者从原来的数据样本中挑选了 1995

— 2001 年、2003— 2006 年时间段内每年 434 个样本户,共获得 4774 个样本农户收入、储蓄的微观面板数据,作为本文研究的

主要观察数据。 

本文的农户收入变量采用农村固定观察点统计表里的家庭全年纯收入科目数据。它是农户当年获得的资金流量,可直接用于

生产性或非生产性投资、生活消费和储蓄。因此,本文采用的农户收入数据属于狭义可支配收入。在居民储蓄研究中,一般习惯

使用狭义的消费概念。对应前面的收入概念,本文的消费仅指生活消费,是指人们为满足自己生活需要而消耗的各种物资资料和

非物资资料。固定观察点农户统计表中生活消费支出科目的数据主要包括食品支出、衣着、住房、燃料、用品、文化服务支出(其

中包含学杂费)和生活服务支出(其中包含医疗费)等。 

储蓄是指经济活动中任何行为主体或收入主体,其收入中未用于消费和现期转移的部分,无论采取何种保存形式都为储蓄。

对应不同行为主体,储蓄可分为政府储蓄、企业储蓄和居民储蓄。居民储蓄即居民可支配收入减去居民当期消费,表现为收入扣

除消费后的余量。本文研究的储蓄正是农户调查表中相对应的农户家庭全年纯收入减去生活消费支出的余量。 

储蓄是一个时间段内积累的流量,而金融资产则是在两个连续时间段交点上表现其非人力财富状况的一个概念,与收入、消

费不同,储蓄属于存量指标。在 1993 年公布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从统计目的出发对金融资产作的分类包含:货币黄金和特别

提款权、通货和存款、股票以外的证券(包括衍生金融工具)、贷款、股票和其他权益、保险专门准备金、其他应收/应付帐款。

而对应于农户主体,笔者选择年末存款余额、年末手持现金、年末借出款余额和年末家庭外投资余额(其中包含债券和股票)4 个

统计科目的数值总和来表征金融资产变量。 

(二)描述分析 

1.农户收入和消费变动趋势 

农户收入和消费变动趋势见图 1,序列“农户平均收入”为农户家庭纯收入变量,序列“农户平均消费”为生活消费支出变量。

收入与消费的年度数据是将横截面上 434个样本值取平均获得。两条趋势线之间的垂直距离即收入扣除消费的余量---储蓄。总

体上看,样本农户的收入和消费在 1995— 2006年呈上升趋势。分项上看,消费在时间维度上的波动较为剧烈,而农户收入则保持

较为平稳的增长态势。从图 1可以看出,1997年和 1998年两年的收入略微有所下降,而消费在 1996— 1999年出现了明显的下降

趋势,或许是由于收入的下降导致,而与此同时这几年的储蓄余量却仍在增大。农户抑制消费而增加储蓄的行为,可能是对未来收

入预期的不乐观造成的预防性储蓄结果。 

虽然消费序列走势基本上跟随收入序列,但是从图 1中可以发现,消费序列在 2001年后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从 2003年开始,

消费的数值呈现上下较为明显的波动,而收入序列却没有显示这种特征。此外,消费在这个时间段的向上走势较 1995— 2001 年

的走势更为明显,消费的向上斜率有所变大。受消费波动的影响,样本农户的储蓄余量从 2003 年开始不再保持一贯的增长,也呈

现出波动的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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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农户平均储蓄倾向变动趋势 

储蓄倾向是储蓄在人们实际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它可以分为平均储蓄倾向和边际储蓄倾向。此处平均储蓄倾向是农户储蓄占

其可支配收入份额的比值,即样本农户的截面平均储蓄率。图 2的折线是样本农户储蓄均值除以家庭纯收入均值获得的年度储蓄

率数值的连线,刻画了样本农户 1995—2006年的储蓄率实际变动趋势。图中的虚线是 Excel生成的线性趋势线,反映了样本期间

农户平均储蓄倾向较为平缓的增长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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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看,在整个 1995— 2006 年样本期内,农户的平均储蓄倾向趋势是向上的,但增长的速度较为平缓。从短期来看,农户

的平均储蓄倾向的变动状态可以分为 3个阶段:1995— 1998年的平稳线性增长为第一阶段,其结果表现为农户每年的储蓄和储蓄

率稳定地增加;1999— 2001 年的对数状缓慢增长为第二阶段,其结果表现为储蓄和储蓄率的逐年增加和边际储蓄的逐年减

少;2003— 2006年的波动状下降为第三阶段,其结果表现为储蓄和储蓄率的剧烈上下波动和储蓄率的微弱下降。 

3.农户消费组成及其变动趋势 

样本农户生活消费由许多明细消费科目构成,在固定观察点的农户调查表中,消费的构成有:食品、衣着、住房、燃料、用品、

文化服务支出(其中包含学杂费)和生活服务支出(含医疗费)以及其他项。 2003 年以后的农户调查表中,生活消费的构成项里增

加了保险、旅游和交通通讯三项支出。为了清楚地看到消费的各个组成部分的时间变动特征和趋势,本文分别给出了样本农户各

个组成部分消费额柱状堆积图和消费分组百分比堆积数据点折线图。图 3 和图 4 分别描绘了消费各组消费额的变化趋势和消费

各组占总消费比例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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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消费的三大支出食品、住房和生活用品的走势,可以看到食品支出走势相对平缓,而住房支出变动则相对比较大。分别计

算三者 11 年数据的标准差,结果如表 1 所示。标准差数值从高到低依次为住房、生活用品和食品支出。在 2003 年以前,住房和

生活用品两项支出的数额相对较小且较为稳定,而在其后的 2003— 2006年两项支出波动明显变大。可见, 2003年后的住房和生

活耐用品的大笔支出造成的消费波动是样本农户消费总量后期波动的一个重要原因。 

 

衣着、燃料、文化服务支出和生活服务支出的数额占总消费的比例并不大,而且呈现的是相对比较稳定的变化趋势。文化服

务支出的增长趋势较其他 3 项明显,而它的主要构成部分为学杂费支出,可见近年来农户学杂费支出有变大的趋势。而生活服务

支出的数额和比例在 2001 年出现第一个顶峰后,2003 年、2004 年、2005 年都在逐渐变小。此种变动让笔者有所质疑,从农户生

病的或然率和药品价格来看,都不应该出现这种医疗费用支出逐年显著下降的情况。必定有其他外在因素影响其变化趋势,除了

价格和其他一些宏观因素,可能引起这种变化的就是诸如医疗制度改革等制度变迁的影响。考虑到浙江省 2003 年开始试点的新

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①,笔者提出的问题便得到了合理的解答。 

尽管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只是对农户保险支出里的医疗保险支出有直接影响,但是不能排除医疗制度改革或许正从农户

的心理层面影响到农户的消费行为,并改变了农户先前对保险的消极态度。样本农户在 2003 年的保险支出还包括财产保险、生

命保险等其他大数额的保险支出。所以,笔者推测这种制度改革或许从更加广泛的社会生活方面改变着样本农户的观念,加上群

体间有相互模仿的效应,医疗制度改革可能深刻影响了整个浙江省农户群体的消费储蓄行为,从而显著地改变浙江省农户的消费

储蓄行为。 

四、实证分析结果 

(一)农户储蓄模型总体估计 

                                                           
①根据浙江省统计局的资料反映,浙江省从 2003年以来不断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设的方针政策,分 3个阶段推进全省的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工作。第一阶段为 2003 年 8月,浙江省被列为全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省份,确定了 27个县(市、区)开展

试点,覆盖全省农业人口的 30%,参合人数 831万人,占试点县农业人口的 82%。第二阶段从 2005 年起,在全省大部分地区已经建

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基础上,省政府提出了积极稳妥推进的要求,2006年基本从制度安排上覆盖了全省所有农民。第三阶

段从 2007年起,浙江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进入巩固提高和深化完善阶段,省政府制定了《关于进一步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的意见》,以指导各地开展工作,规范制度建设,建立起农村医疗保障的长效工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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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固定效应法和随机效应法的的选择上主要看非观测效应是否与解释变量相关。经 Hausman 检验,在 10%的显著性水平上,

拒绝了随机效应法的无关性假设,支持采用固定效应法。在混合 OLS法和 FEM法的选择上,分别用其对模型进行回归,选取拟合效

果更优的估计方法。为了克服异方差问题,采用 GLS 进行加权处理。由表 2 知,两种方法都通过了 T 统计量和 F 统计量的显著性

检验,模型中 3 个解释变量的系数也非常接近。但是 FEM 法对样本农户截距项的处理使模型的拟合优度 R 2 值大大提高,模型的

解释能力增强而且 DW值也更加接近 2。可见,FEM法对储蓄模型的估计效果明显优于混合 OLS法。 

 

于是,采用固定效应法,得到样本农户在 1995— 2006年样本期间储蓄函数的总体估计结果如下:  

 

根据回归结果,样本农户在过去 10多年,由于收入的不确定性影响,农户储蓄的预防性动机十分强烈,当样本农户相比上一年

度额外获得一部分收入时,如果是作为农户预期的当年持久收入,他会将其中的 52%储蓄以备将来不时之需,而如果是作为其暂时

收入,他将其中 64%的份额用来储蓄。农户的行为同时也有一定的启示:如果能够找到某种途径或方法降低农户收入的不确定部分

的比例,农户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将会减弱,而农户的储蓄率或许就会有一定程度的下降,消费需求不足的问题也可能会迎刃而解。 

(二)时间效应检验 

出于对时间效应的考虑,在模型中加入时间虚拟变量,仍然运用固定效用法对储蓄模型进行 GLS加权处理,回归结果如表 3所

示。模型的 R 2 值= 0.715,调整后的 R 2 值= 0.679。从 R 2 值降低来看,总体模型引入时间虚拟变量似乎对模型估计没有太大

的改进,可以不用考虑时间效应的影响。然而,从回归结果看,引入 8个时间虚拟变量明显地呈现出储蓄函数的阶段性特征:在 2002

年前,时间虚拟变量的系数都为正,而且在 10%的水平仍然无法通过显著性检验;而在 2002年后,时间虚拟变量的系数都为负,且在

1%的水平上通过了 t检验。因此,做分段储蓄函数估计具有一定的必要性。 



 

 9 

 

(三)农户储蓄模型的 Chow检验及分段估计 

根据描述性统计和总体模型时间效应检验的分析结果,把总样本期分为两个时间段:1995— 2001年为第一时期;2002年以后

为第二时期。经 Chow检验,储蓄函数在两个子样本期获得的回归方程不同,即储蓄函数经历了一个结构的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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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ow 检验只能证明储蓄函数的结构在两个样本期间发生了转变,而具体有哪些差异以及导致差异的原因只有通过比较和分

析两个时期的储蓄函数回归结果来作出解答。表 4 给出了 1995— 2001 年和 2003— 2006 年的储蓄函数回归方程的部分结果。

两个分段储蓄函数的 R 2值分别为 0.88和 0.97,比总体储蓄函数 R 2值提高很多。两个储蓄函数的所有解释变量系数也都在 1%

水平上通过了 t统计量显著性检验。于是,可以认为两个分段储蓄函数的回归方程比总样本期回归所得的储蓄函数回归方程结果

更优,更能反映出样本农户在总样本时期里的储蓄行为特征以及储蓄行为随时间改变而发生的显著转变。 

同时,笔者发现代表农户预期的持久收入解释变量(INC)的系数在 1995— 2001 年的储蓄函数中取值为 0.52,但在 2003— 

2006年的储蓄函数中上升为 1.14;而代表样本农户暂时收入冲击的解释变量(INCV)的系数则由原来的 0.74下降为 0.72。两个解

释变量的系数在两个时期的运动趋势说明,样本农户储蓄在 1995— 2001年对代表收入不确定性程度的暂时收入比较敏感。此时,

样本农户的预防性储蓄行为特征比较明显。但是在 2003— 2006 年,样本农户的储蓄变动更依赖于农户持久收入的水平,暂时收

入对样本农户储蓄的冲击有所下降。样本农户储蓄行为的这一转变,应该与他们所处的宏观环境的变化有关,而当时重要的环境

变化是浙江省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的试点实施———保障制度的完善使样本农户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在 2003年以后明显下降。

另外一种可能的原因是样本农户本身收入的不断提高,使储蓄行为发生明显的结构转变。 

鉴于保险支出的特殊性,笔者把保险支出从消费中扣除作为一个新的解释变量。从而获得新的储蓄(SAV 2)与原先的储蓄(SAV)

相比会增加保险支出份额。为了克服序列相关问题,笔者采用均值差分法估计 SAV 2,所得部分回归结果如表 5所示。模型调整后

的 R 2值比没有增加保险支出解释变量的储蓄函数回归方程更接近于 1,表明模型的拟合优度有了更大的提高。 

 

保险支出的回归系数具有重要的经济含义。在两个回归结果中,保险支出的系数有明显的变化,两个系数差为 1,说明样本农

户家庭多支出 1 元保险费用,会使家庭储蓄相应地减少 4. 72 元,其余的 3. 72 元的储蓄减少是通过影响样本农户的消费储蓄心

理预期而产生的。在回归方程中,保险与储蓄大于 1 的负相关关系,正好说明样本农户的保险支出对农户储蓄的挤出效应十分明

显。 

五、结论 

本文发现浙江省农户存在较强的预防性储蓄动机。无论是在总体储蓄函数还是在分段储蓄函数中,代表农户收入不确定性的

变量(农户暂时收入冲击),对农户储蓄的影响十分显著。总体储蓄函数的回归结果中,暂时收入冲击解释变量的系数(0.64)比持

久收入解释变量的系数(0.52)取值更大,可见浙江省农户对收入不确定性因素的心理感受相当强烈。如果将持久收入解释变量的

系数理解为农户持久收入的边际储蓄倾向,暂时收入冲击解释变量的系数理解为农户暂时收入(或者不确定性收入)的边际储蓄

倾向,可以得到浙江省农户不确定性收入的边际储蓄倾向要比确定性收入的边际储蓄倾向高。所以,假如不改变农户的行为模式,

也不改变农户收入中不确定性收入和确定性收入的比例,对农户收入总量的改变并不能使农户的储蓄率(或者平均储蓄倾向)发

生多大的改变,而这可能也是那些试图通过改变农户收入的大小来调节农户平均储蓄倾向的宏观货币政策效果并不明显的主要

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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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笔者发现,浙江省农户储蓄行为在 2002 年前后发生了较大的转变,预防性储蓄动机在 2002 年后有所减弱。笔者猜测预

防性储蓄动机的下降很可能是他们所处的制度环境的改变引起的。最直观的制度环境的转变就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实施

和普及,农户感受到了社会医疗体系的制度保障,从而减少了对未来收入不确定因素带来的流动性约束风险的担忧,增加了当期

消费,优化了自身以及社会的总体效用。所以,笔者得出的一个政策建议是进一步扩大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覆盖范围,并且努

力完善中国农村其他方面的社会保障制度,为农户建立更完善的社会安全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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