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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需求系统模型的

理论约束与实证应用探讨

姜百臣

　　摘要 : 本文侧重研究消费需求系统模型。通过分析效用与消费函数的关系、需求系

统函数方程的约束和理论假设、以及模型的选择和使用可能面临的问题 ,试图加深对消费

函数和消费需求模型的理解和实证运用 ,为消费需求的政策制定提供较为可靠的经济分

析依据和研究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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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市场经济建设迫切需要我们对市场经济

行为主体之一 ———消费者的行为进行深入研究。消

费需求不足、消费增长缓慢、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

作用不强等诸多问题的解决都要求对市场消费需求

行为进行实证、计量的研究和预测。正因为如此 ,近

年来 ,中国学者对消费者的消费需求结构及其变化

趋势的计量分析和实证研究也日渐增多。这些研究

涉及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宏观方面主要是用绝对

收入假设、生命周期理论以及理性预期假设等等来

研究与收入有关的总体消费行为 ,例如 ,消费的随机

游动现象、消费的过度敏感性和过度平滑性以及预

防性储蓄假说等等。而微观方面较多的是采用消费

函数和消费需求系统分析的方法 ,也就是研究消费

者是如何在其预算约束下 ,在所有的消费品之间 ,分

配其收入 (支出) ,以使其由此获得的效用最大化 ,即

通常所说的完整需求系统模型。在完整需求系统模

型中 ,使用较多的是线性支出系统模型和近似理想

需求系统模型。但是 ,目前中国已发表的研究由于

缺乏对完整需求系统研究方法的适用性及其约束条

件的技术处理有效性的论证和说明 ,而且对研究结

果的分析与政策建议的关系论述普遍不够深入 ,因

此 ,其研究的结论很难为经济学者和决策制定者所

普遍认同 ,没有能够有效地服务于政策决策。

消费需求作为经济学研究的核心课题之一 ,其

理论与实证研究的基石是分析消费需求函数的形

式。一旦确定了函数的形式 ,消费经济学家就会利

用数据和统计计量技术估计出函数方程的系数。得

道了消费需求函数的系数及其统计特性 ,就掌握了

消费需求的偏好和结构 ,就可以用来预测消费需求

的行为及其可能的变化状况。消费需求不仅是经济

学理论研究中最悠久、最丰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

还是计量经济学应用最多的一个研究领域 ,具有极

强的实用性和政策导向性。消费函数方程的形式可

以依赖于经济理论假定而获得 ,也可以直接基于特

定的数学函数关系形式推导得出 ,据此 ,可区分其为

理论约束型或数学函数型的模型。根据消费函数方

程是侧重研究单一消费品 ,还是研究消费者的全部

消费品 ,以及消费品之间的相互关系 ,又可以将其区

分为单方程模型和消费需求系统模型。单方程模型

在对解释变量和函数形式的选择方面可以十分灵

活 ,但是 ,其需求函数仅仅是当孤立地对一个商品建

立模型时才有优势。而需求系统模型方法则可以研

究商品之间存在的相互关系 ,并且 ,研究在一个完整

的消费范畴中 (即所有分配的支出等于总支出)的消

费支出配置。一个合适的需求系统模型能够提供相

对准确和有效的参数估计和预测 ,此外 ,它还可以用

来检验消费需求理论假设本身 ,因此 ,为经济学家和

应用经济学家所普遍青睐。本文试图从完整消费需

求系统模型的理论假设及其约束条件 ,以及实证应

用的技术处理手段的角度 ,分析消费需求理论及其

函数形式在中国的应用。

一、效用、偏好与消费函数

科学研究是建立于一系列公理之上的 ,经济学

当然也不例外。消费需求经济理论假定消费者的行

为是理性的 ,即消费者追求其效用最大化。具体而

言 ,消费者将选择一定数量的商品和服务组合 ,以使

他从该商品和服务的消费中得到的效用/ 满足最大。

理性假设与效用最大化定理是一致的 ,也与需求函

数的数学曲线性质相吻合 ,其公理是消费函数具有

反身性、完备性、传递性、连续性、非饱和性和凸性。

由这些属性给出的需求曲线是在以“价格”为纵轴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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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量”为横轴的平面直角坐标系内的从左上角向右

下角倾斜的无差异曲线族。接受了这组选择公理就

等价于承认效用函数的存在。而效用函数无非是

“偏好表示的函数”。那么 ,如何根据效用函数来确

定消费需求函数的形式呢 ? 根据需求理论和理性行

为假设 ,每一个消费者都会在给定的商品价格、可支

配收入或称预算约束和消费者的消费偏好下 ,来选

择一定数量的商品组合以使其从消费这些商品中获

得最大的满足或效用。因此 ,如果能够确定得知消

费者在其消费组合中每一种商品上的收入、支出分

配以及商品价格变动的信息 ,那么 ,在理论上就可以

得出一个完整的消费者偏好 ,它就是一个由价格和

收入、支出来决定的函数。有了消费者偏好的函数 ,

接下来就可以用它来预测消费者在各种不同的价格

和收入情形下的消费行为。这正是消费需求计量经

济研究的宗旨。经济学家 Deaton 和 Muellbauer 认

为 ,根据对偶性原理 ,效用最大化和成本最小化意味

着相同的选择偏好 (1980a,b ) 。成本函数可以由假

定消费者在一定的效用和价格条件下 ,追求成本最

小化而推导得出。关于消费者选择的效用最大化函

数和成本最小化函数是完全可以相互替代的。而由

效用最大化或成本最小化所得出的消费需求函数被

简称为需求系统。消费需求系统理论就是用来解释

消费者如何在可用的消费品当中分配其收入或支出

的 ,换言之 ,就是如何在其预算约束下安排其消费

品。应用消费需求分析所关心的就是得到这个需求

函数的系数。

需求函数系统的分析主要有两个思路。一个是

从特定的需求函数关系 (例如预算约束)出发来直接

推导出需求系统模型 ;另一个是通过具体的效用函

数或成本函数来推导出需求系统模型。由第一种方

法得出的模型不需要依赖于消费者行为理论的效用

最大化假定 ,路特丹姆模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它是用消费者的预算约束来替代理论假定 ,然后 ,经

过数学推导得出。第二种方法是基于理论的假设 ,

即由效用函数或成本函数来推导出需求系统模型 ,

典型的例子是线性支出系统和近似理想需求系统模

型。基于效用函数的需求模型 ,假定消费者在所有

可能的消费品选择中 ,会选择使其从消费这些物品

中得到的满足最大 ,也就是说 ,在预算约束下的效用

最大化。由于对每一个商品的需求取决于所有商品

的价格和收入 ,因此 ,它是一个完整的需求系统函

数。采用效用函数的需求模型“具有对需求方程系

数的精妙的、直观的、对应于效用函数的解释”
(Theil,1965) 。而且 ,通过使用齐次性、相加性、对称

性 (交叉价格效果)和负数性 (自身价格替代效果)假

设 ,模型可以被用来检验需求理论对需求方程限制

的实际有效性。由于基于需求理论的模型具有经济

解释能力强、经济意义简明和能够满足理论检验的

优点而倍受计量经济学家的青睐。

二、需求系统函数方程的约束与理论假设

完整的需求系统是由效用最大化或成本最小化

推导得出的联立方程函数组。根据效用理论 ,这样

的需求系统具有一些特殊的属性 ,并且 ,可以通过数

学表达式来体现对需求系统方程的约束与假设 ,它

们是 :零阶齐次性、加总性、对称性和负数性。零阶

齐次性表明每一个需求方程都必须相对于收入和价

格具有零阶齐次 ,换言之 ,如果所有的价格和收入都

乘以一个正的常数 ,那么 ,需求量必须保持不变。相

加性或加总限制意味着 ,在任何时期对于不同商品

的所有支出之和必须等于总支出。对称性保证了补

偿的需求曲线是对价格而言零阶齐次的。负数性的

含义是 ,如果价格上升 ,并且 ,为了保持效用不变而

同时调整收入 ,那么消费量将下降。

由于这些属性是在消费者预算约束下 ,直接由

效用最大化理论经数学推导得出的 ,所以 ,这四个属

性的重要性在于 ,常常可以用来提供检验的假设 ,验

证需求系统理论和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当估计需求

模型时 ,应用的需求经济学家常常把这些数学属性

施加到需求系统上 ,作为对方程的系数的限制。根

据 Kastens和 Brester (1996) 的分析 ,这样做有两个

好处 :一是使需求模型与效用理论保持一致 ;二是解

决了联立方程的自由度问题。

然而 ,在运用消费者需求理论把这些假设检验

应用于需求系统模型时 ,也要考虑其局限性。需求

系统模型是建立在效用最大化基础之上 ,效用最大

化是基于消费行为的理性假设 ,因此 ,理性假设与效

用最大化是一致的 ,也是与需求函数的曲线性质相

同的。理性行为决定了消费者的市场行为将会由商

品的市场价格、可支配收入或预算约束、和选择偏好

所决定。当一个商品的市场价格上升/ 下降 ,消费者

的真实购买力将下降/ 上升 ,因此 ,理性的消费者应

该相应减少/ 增加这种商品的消费数量。但是 ,这样

的假定可能被认为是不现实的。例如 ,心理学家已

经了解到 ,有一些非理性的力量可能成为一个人的

消费动力。有些人可能呈现出这样的行为 ,但另一

些人却可能不完全是这样。例如 ,有些人可能把货

币不仅仅看作是购买力 ,也可能把它看成是成就、成

功和令人羡慕的象征。另一些人 ,因为谨慎 ,他们可

能选择牺牲目前的消费而把钱存储起来 ,从而 ,使其

在将来出现预料不到的支出时 ,达到他们的跨期效

用最大化。这些效用功能就不适合对收入和价格的

零阶齐次性的假定。Simon (1957) 也认为人们并不

都是像效用最大化所假定的那样理性化。他承认人

是理性的 ,但人的能力是有限的 ,无法获得完善的或

49



全部的信息。消费者个人的主观特性 ,例如 ,预知能

力、主观态度和个人品味都有可能影响其消费需求

行为。因而 ,有些经济学家或社会学家提出把这些

个人的动机、预期、感觉和预期都加进需求方程函数

中或许比仅仅注重价格、收入和消费品本身能更好

的解释消费者行为。一些从事消费经济研究的计量

经济学家也从实证应用上建议消费者需求理论的理

性假设 (齐次性、相加性、对称性等)不应该没有事先

经过检验其适用性就施加于模型的计量估计。

集体决定假设是应用消费者需求理论建立计量

经济模型时面临的另一个基本假设。消费者需求理

论本身只是阐述个人作为单一消费者的个体行为 ,

这并不一定就会适用于家庭消费行为。因此 ,把消

费者需求理论应用到家庭消费行为时就要用到集体

决定的假设 ,而不能简单地把一个家庭当成一个单

个的消费者来看待。社会中大多数人是生活在家庭

里 ,他们的主要生活活动是以家庭为基础 ,因此 ,消

费支出调查也是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在家庭之

中 ,有若干个消费者个人 ,他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需

求类型并试图互相协调 ,所以 ,家庭成员的效用函数

是互相依赖、互相影响的 ,提高一个成员的效用往往

也就有益于家庭的其他成员。然而 ,实际情况并不

总是如此 ,例如 ,在一个家庭中 ,香烟的消费对吸烟

者有益 ,但是 ,对非吸烟者却有害。一个孩子的需要

和一个大人的需要会有很大的差异 ,甚至矛盾。这

些都促使经济学家尝试把家庭变量纳入家庭消费模

型之中 (有关详细评述可参见姜百臣 2001,2006,

2007) 。然而 ,关于家庭内部的决策过程 ,以及如何

从个人的效用函数推导出家庭的效用函数的研究是

非常复杂的 ,需要交叉学科的共同参与。目前的研

究还远远不够。

三、消费需求系统函数模型的选择

由于消费函数和需求系统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

使得选取一个恰当的消费需求函数模型是应用消费

计量经济学家面临的首要问题。经济学家采用各种

办法 ,使用各种模型来估计消费需求函数。在众多

消费需求函数中 ,属于需求系统一类的函数主要有 :

恩格尔函数、Stone和 Houthakker的线性支出系统、

Lluch 的扩展线型支出系统、二次方程的支出系统、

Tobit模型、Cragg的双峰模型、Heckman的样本筛选

模型、Barten 和 Theil的路特丹姆模型、对数转换模

型、对数相加模型、双对数需求系统模型、Working模

型、广义的 Leontief 模型、广义的 Cobb-Douglas 模

型、广义的平方根模型、Berndt 和 Khaled的广义的

Box-Cox 模型、Johanson 的 LEIF 模型、Barnett 的

MinflexLaurent 需求模型、Deaton 和 Muellbauer的近

似理想需求系统模型 ,简称为 (AIDS) 模型、Moschini

和 Vissa 的线性逆向需求系统模型、Eales 和

Unnevehr的逆向近似理想需求系统模型等等。从如

此众多的消费需求模型中选择一个恰当的模型对消

费需求研究至关重要。正如 Green、Hassan和Johnson

(1995) 所认为的 ,相关参数的估计和理论假设的检

验是否有效完全取决于所选择的函数的形式。对于

一个完整的需求系统研究而言 ,有一些在理论上可

信的需求函数型式可供选择。另外 ,模型的合理选

择也取决于所选的模型将如何使用。例如 ,如果模

型的目的是检验需求理论的限制本身 ,那么 ,选择一

个非灵活性的函数形式 ,例如 ,线性支出系统 ,就是

不合适的 ,因为 ,齐次性和 Slutsky对称性的条件是

自然地存在于线性支出系统之中。相反地 ,像近似

理想需求系统模型 (AIDS)等灵活的函数形式就是较

好的选择 ,同时 ,一些相关的计量经济检验方法或其

他合适的检验技术就应该被用来检验需求条件的适

用性。根据 Green的建议 ,如果研究的对象是耐用

品的需求 ,可能使用一个动态模型要比静态模型更

好。如果样本数据是每日、每周、或每月采集的 ,那

么 ,很可能消费习惯的效果会得到更好的体现 ,即使

对耐用品的消费也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 ,就应该

考虑使用动态的模型。

早期的计量经济研究大都集中于分析消费和收

入或支出之间的线性或对数线性关系 ,并且 ,采用简

化假定来构建短期或长期的消费函数形式并进行回

归技术的转换。所采用的理论假定主要有绝对收入

假定、相对收入假定、固定习惯假设、生命周期假定、

永久收入假定、财富假定和后期的理性预期假定等

等。较早的研究可以追溯到 Schultz (1938) 、Stone

(1954a,b ) 、和 Hicks (1956) 。自从 20 世纪 50 年代

中期 ,实证的需求分析研究越来越注重与新古典理

论的要求相一致的完整需求系统的方法。在 Stone

(1954a,b ) 的开拓性研究 ———线性支出系统模

型 ———出现之前 ,需求分析主要侧重于单方程估计 ,

而且 ,很少关注与基本理论的一致性。Stone研究出

一个在与新古典需求理论一致的完整的需求系统 ,

并且 ,采用来自英国的数据把消费品合并成容易处

理的组分 ,从而实现了系统模型的估算。但是 ,由于

假设消费者的偏好可以相加 ,亦即从消费一个商品

得到的边际效用是独立于其他商品的 ,Stone的系统

模型限制了商品之间相互关联的性质 ,结果就是所

有的商品都是可以相互替代的 ,这样的处理方式可

能过于简单化和理想化。Strotz (1957) 拓展了完整

支出的思想 ,把它用于一个多层次的系统。对于大

多数实证分析研究 ,一般是采用一个效用分离假定 ,

并由多个层次或预算阶段组成一个需求系统 ,换言

之 ,商品的有条件的分类是基于一个组内的商品的

边际效用是独立于在其他组分之内的商品的。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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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离和多层次的预算支出的假定使得对需求系统模

型的估计从理论上的可行性进入到了经济计量上的

可行性。并且 ,通过需求系统模型还可以对需求理

论本身的假设进行检验。Barten ( 1969) 、Byron

(1970a,b ) 和 Deaton (1978) 都对关于理论检验的方

法进行了详细的论述。自从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 ,

从单方程模型研究向需求系统模型研究日渐增多 ,

模型也愈来愈趋于复杂化。有的侧重于研究模型的

函数形式的普遍性 ,有的着重使用效用分离法来简

化模型的估算 ,还有的试图在模型中加入人口等家

庭变量 ,从而 ,使模型从单一消费者扩展到家庭消

费。

在众多的函数形式中 ,前面提到的线性支出系

统、二次方程支出系统、路特丹姆模型、对数转换模

型、Working模型和近似理想需求系统模型的应用最

为广泛。其中 ,近似理想需求系统模型 (AIDS) 尤为

值得一提。由于模型是从成本函数或称支出函数推

导得出的 ,它不必依赖于消费者效用函数。因此 ,除

非是人为地施加对参数估计的限制 ,否则 ,对 AIDS

模型的估计没有必要完全与效用函数理论一致 ,这

正好可以用来检验理论假设本身正确与否。例如 ,

齐次性和对称性的限制是效用理论所需要的约束特

性 ,但是 ,常常难以在实证研究中得到证明。AIDS

模型恰恰是足够灵活的 ,以至于可以用来检验齐次

性和对称性的限制 ,在模型估计时加进齐次性和对

称性的限制 ,而同时不影响把其他的理论假设加进

模型之中 (Delforce,1989) 。即使当需求理论的限制

全部采用时 ,AIDS模型仍然可以足够灵活地避免一

些来自过于简化的效用函数所得出的其他需求系统

模型所难以摆脱的更为严格的限制问题 ,例如 ,加总

性。由于 AIDS模型符合需求理论 ,并且 ,可以用来

检验需求理论的限制约束 ,在其方程中的系数是线

性近似的情况下 ,它的估计非常简便 ,从而 ,可以避

免非线性估计的麻烦。AIDS模型是一个灵活的、完

整的需求系统模型 ,它所估计的系数具有极其简明

的经济含义。它尤其适用于消费者家庭预算数据 ,

并且 ,可以允许一定程度的消费者加总问题。因此 ,

AIDS模型自出现以来 ,一直受到应用需求经济学家

的普遍青睐 ,并且 ,得以广泛应用。

四、结论

消费函数的理论与模型研究经历了一个不断深

化、不断发展和不断完善的过程 ,消费函数研究的方

法也遵循了假说 - 实证检验 - 修正假说 - 再检验的

过程。对消费需求的研究主要有宏观和微观两个方

面 ,单方程模型和系统分析模型两个种类。本文侧

重研究微观消费需求函数。通过探讨消费函数与需

求系统模型的约束和理论假设 ,以及模型的选择和

使用时可能面临的问题 ,目的是使中国的消费函数

和需求分析既能够与经济理论相一致 ,又能够更好

地解释中国的消费行为。由于消费函数理论的微观

基础是对消费者行为的研究 ,而中国居民的消费行

为 ,以及正处于转型时期的制度环境都与西方较为

发达的市场经济体制国家有很大的不同 ,因此 ,在运

用这些消费函数模型分析中国的消费问题时 ,应着

眼于分析中国消费者的消费行为特征 ,以及消费经
济理论的适用性 ,并以此为基础构建中国的消费函

数模型 ,为中国的消费需求政策提出有理论依据的、

有实际意义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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