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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收入是影响居民消费支出的决定性因素，理论上，社会保障的风险防范功能可以稳定或改善居民的消费

预期，释放消费潜力，促进消费支出的增加。通过实证分析研究社会保障对居民消费支出产生何种影响

是众多学者共同关注的一个议题。本文基于《中国统计年鉴》的统计数据，分析了社会保障对消费者消

费支出的影响。结果发现：居民可支配收入对居民消费支出有显著正向影响，社会保障是否存在对居民

消费支出有显著影响。可见，社会保障是否能增加居民消费支出，需要具体分析居民的收入水平。因此

提出建议：加大底层保障力度，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加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缩小

社会保障差距，推进保障服务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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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come is the decisive factor affecting residents’ consumption expenditure. In theory, the risk 
prevention function of social security can stabilize or improve residents’ consumption expectation, 
release consumption potential and promote the increase of consumption expenditure. It is a top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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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common concern for many scholars to study the impact of social security on residents’ con-
sumption expenditure through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the statistical data from China Statis-
tical Yearbook,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mpact of social security on consumer spending. The re-
sults show that residents’ disposable income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residents’ con-
sumption expenditure, and the existence of social security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residents’ 
consumption expenditure. It can be seen that whether social security can increase residents’ con-
sumption expenditure requires a specific analysis of residents’ income level. Therefore, it is pro-
posed to strengthen the bottom security and improve the social security system; strengthen the 
management of social security fund; narrow the social security gap and promote the reform of se-
curity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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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社会保障以国家和政府为基础，通过国民收入再分配，为生活困难的公民提供物质帮助，保障其基

本生活。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包括四个要素：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待遇和社会福利。社会保障对

居民的储蓄和消费有重要影响。与西方社会相比，我国的社会保障发展缓慢，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改革带来的人口风险不断增加，探讨社会保障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对实现我国经济均衡增长具有重

要意义。研究社会保障对我国消费的影响是一个重要的研究点，许多学者正在从多个角度进行研究，以

探索两者之间的关联程度，并且找到了提高居民消费水平的方法。尽管学界已经认识到社会保障对居民

消费支出的影响，但是研究多从社会保障覆盖率、个人缴费率对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进行定性研究，本

文从可支配收入的角度对社会保障的消费效应进行定量分析，剖析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及在推进社

会保障改革中有限发挥的积极作用的原因。 

1.1. 国内外文献梳理 

国外对于社会保障和消费关系的研究与国内的早期结论相比有所不同。Leland (1968)的预防储蓄假说

指出社会保障有自动安定器的功能，熨烫经济变动，通过减轻居民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减弱居民的预防

储蓄动机，进而提高居民的消费水平[1]。根据 Hubbard (1987)的实证分析，社会保障对居民消费的挤出

效应比挤入效应大，即社会保障支出使居民消费下降[2]。Blake (2004)研究养老金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他

的研究结果也显示了职业养老金和个人养老金对居民消费有显著的挤出效应。近几年来，国内学者对于

社会保障和居民消费的关系有着不同的观点[3]。姜百臣等人(2010)利用我国的 1982 年~2007 年的时间序

列数据分析了社会保障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发现社会保障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有显著的挤入效应[4]。
曹普桥等(2015)运用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分析了社会保障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发现两者之间存在非线性

关系，农村社会保障强度低的情况下，社会保障支出不能提高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社会保障支出超过

阈值，社会保障支出的增加可以提高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5]。综上所述，社会保障能否增加居民的消费

支出还没有形成共识，研究结论不一致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社会保障的测定方法不统一；第

二，国内现有的研究忽视了社会保障体系的碎片化、内容的差异、由此产生的心理效果对居民消费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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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鉴于此，本文进行了定量分析，通过建立社会保障性支出变量情况下的新的居民消费函数分析

社会保障对消费者消费支出的影响，目的是为了考察社会保障对居民消费的正向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提

出促进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以及提高居民收入的建议。 

1.2. 生命周期消费理论与社会保障 

根据美国经济学家弗朗科·莫迪利安尼的生命周期消费理论可以得出消费者为了达成最佳的边缘设

定计划了相当长时间内的个人消费开支。从个人生活周期整体来看，消费者个人生活的发展呈现一定规

律，年轻时个人收入少，消费冲动及精力等消费条件会促使消费超过收入；进入中年后的生活随着收入

逐渐增加，超过消费，收入的余力还可以偿还之前的债务，为年迈的生活进行一定的储蓄；随着中年退

休后，收入下降，消费又随之超过收入，出现负储蓄形式。 
生命周期消费理论对其他一些储蓄与消费现象也有解释，例如高遗产税会促使人们减少遗留遗产从

而增加自身的消费行为，与之相反，低遗产税率会对人们的储蓄行为产生一定的激励以及对消费行为产

生消极影响，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也会对储蓄行为有减少的影响。 
显而易见的是生命周期消费理论和凯恩斯的消费理论是一致的，但也有一些差异。消费者生命周期

理论强调或关注消费者的长期生活，甚至是消费者一生的消费生活的计划，从而达到最大的满足度。凯

恩斯的消费理论则是利用短息分析，在一定时期内将消费与可支配收入联系起来。 

2. 模型的建立 

2.1. 变量选取 

本文以生命周期消费理论作为实证模型分析的基础，将社会保障性支出变量引入到模型中来，得出

存在社会保障性支出变量情况下的新的居民消费函数： 

1 2t t tC Y NSSE Uα β β= + + +                                   (1) 

α ：表示截距项， 1β 、 2β ：表示各变量系数，Ut：为残差，Ct：居民各年消费支出水平，Yt：为居

民各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NSSE：为国家的社会保障性支出。 

2.2. 数据来源与分析 

本文根据所建立的计量模型，选取了 2013~2020 年国家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居民消费水平和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的数据为研究对象。因为国家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可以一定程度上反应国家社会保障水平，

而国家社会保障水平又反作用于居民的消费水平。数据均来自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对 2013~2020 年数据进行的统计描述，居民消费水平从 2013 年到 2020 年居民消费水平逐年递增，

国家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 )C Yα β= + 也逐年递增。根据经济学凯恩斯一般消费理

论和莫迪利安尼的生命周期消费理论得出推论：国家财政社会保障支出与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对居民消

费水平产生正向效应。见表 1。 
投资、消费、进出口被统称为“三驾马车”推动中国经济增长，但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欧洲

市场长长时间停滞不前，中国市场在出口贸易和进口贸易的发展中也受到严重制约。国内经济复苏的不

景气是引发中国投资萧条的原因，从而使增加当前消费成为刺激经济增长以及摆脱金融危机的唯一途径。

但是，我国城镇居民消费动力不足，由于现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缺失，农村居民消费需求和意愿严重

不足，直接制约了我国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而所谓的“三车马”被调侃说是“夹在两匹马之间(进出口

和投资)”。我们可以看到，我国居民的消费水平、社会保障水平和可支配收入都在逐年提高。见图 1 和

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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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Statistical description of data from 2013 to 2020 
表 1. 2013~2020 年数据进行的统计描述 

年份/指标 居民消费水平(元) 国家财政社会保障(亿元)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2013 15,615.00 14,490.54 18,311.00 

2014 17,271.00 15,968.90 20,167.00 

2015 18,929.00 19,018.69 21,966.00 

2016 20,877.00 21,591.50 23,821.00 

2017 23,070.00 24,611.68 25,974.00 

2018 25,378.00 27,012.09 28,228.00 

2019 27,563.00 29,379.08 30,733.00 

2020 27,483.00 32,568.51 32,188.00 

 

 
Figure 1. Change trend of residents’ consumption level and per capita disposable  
income 
图 1. 居民消费水平与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变动趋势 

 

 
Figure 2. Change trend of residents’ consumption level and national financial social 
security expenditure 
图 2. 居民消费水平和国家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变动趋势 

0 

5000 

10000 

15000 

20000 

25000 

30000 

35000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居民消费水平和国家财政社会保障支出

居民消费水平（元） 国家财政社会保障（亿元）

https://doi.org/10.12677/aam.2022.114241


毛倩 
 

 

DOI: 10.12677/aam.2022.114241 2285 应用数学进展 
 

图 1 可以看出：居民可支配收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衡量人民的生活水平。人均可支配收入指标非常

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它表明了这个居民在这一时期内的直接消费能力，这是衡量居民收入高低、消费能力

以及家庭消费能力范围的重要指标，因为它是可控的，可以用于消费、投资、购买股票和资金、存款。

这一指标增长得越快，即反映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速度就越快，这也是反映其强大消费能力的重要指

标，也是国家决策的重要依据。可支配收入指标是判断收入高低的主要依据，如果这一指数高于其他指

标，例如，与物价相比，如果这一指标高于物价上涨，那么居民的实际生活水平正在提高；如果低于物

价上涨，也就是说人们的生活水平实际上下降了。 
图 2 可以看出：社会保障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不仅取决于过去和现在的收入，还受未来收入和支出的

影响。社会保障的一般属性是国民收入社会化消费的再分配形式。通过立法手段，国民的可支配收入被

迫在社会成员的特殊情况下被重新分配从而保障基本生活需求。社会保障通过社会保障基金购买和支付

两个方面影响消费者支出。 

2.3. 社会保障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现状及问题分析 

社会保障基金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现状总结如下：一是推迟消费。指当期消费基金在一定时间内延期

使用后的使用情况；二是均衡消费。这层含义中的一种解释是指劳动者在给定时期内的收入在较长时期

内的平均使用值。社会保障将收入和消费与时间结合起来，作为一种社会调节剂，维持每个劳动者一生

中稳定的收入。另一种解释是平衡不同收入水平劳动者的贫富差异，满足低收入消费者的基本需求。简

言之，社会保障基金的消费理念是在即期的消费减少的情况下，为消费者营造了一个没有后顾之忧的消

费环境，减少了未来消费的不确定因素，从而不用担心老龄化、疾病、失业等问题，可以在现有可支配

收入的基础上合理消费。 
社会保障基金的给付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更为直接。由于社会保障基金的福利是具针对特殊人群的，

主要获得的是老年人、失业者、伤者、低收入者和其他救济以及优抚对象。它可以立即用于消费、年老、

健康、残疾、辅助、灾难、贫穷帮助和基本安全等方面。但是，由于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完善，在推

进社会保障改革中发挥的积极作用仍存在一定问题。 
1) 由于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缓慢，从而导致人们对未来不确定因素的预期越来越高。近期一些社会研

究机构调查了人口储蓄的动机，在过去劳动积累补偿未确定和在未来收入不确定的情况下，医疗和养老

的支出大幅增加。因此，必须节省不必要支出，进行储蓄。这些储蓄动机已经成为一些地区除“住”和

“行”以外的第一储蓄动机，阻碍了居民消费结构的顺利升级。 
2) 社会保险覆盖面窄，特别是三资、私企和个体参保人数少，这又加大了对居民消费的影响。 
3) 在企业改制中，社会保障管理出现了空白。由于下岗职工的重组和分配方式不同，一些地区没有

很好地解决下岗职工在不同所有制单位之间流动时如何衔接社会保障的问题，而另一些地区则把这个问

题推到了新改制的非国有企业。这使一些劳动者陷入了没有养老金和医疗补偿的退休困境。 
4) 失业保险基金的筹集面窄、来源单一导致失业保险作用小，失业救济金直接发放到失业者手中的

比例虽逐年有所增加，但比例仍偏小。 
5) 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相对滞后。目前需要被强调的是离退休人员的医疗保障需求问题。当前，因病

致贫或因贫致病已对部分离退休人员的生活产生严重威胁。 
6) 社会救济仍然不能令人满意。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1997 年，1160 万人生活在城市贫困的处

境之中，这是各级政府提供社会救济的基本对象。截至 1998 年 4 月，全国已有 400 个城市建立了城镇居

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占全国城镇总数的 60%。城市贫困人口 225 万得到了生活的最低保证，约占全国

城市贫困人口的 20%。首先，社会救助的范围很小，其次一些城镇职工的帮困资金仍然为被困难职工领

取到位。 

https://doi.org/10.12677/aam.2022.114241


毛倩 
 

 

DOI: 10.12677/aam.2022.114241 2286 应用数学进展 
 

3. 社会保障性支出与居民消费的实证分析 

3.1. 单位根检验 

为了防止出现在研究过程中出现伪回归现象，首先进行时间序列数据变量的单位根和协整检验单位

根检验。见表 2： 
 

Table 2. Cointegration test results 
表 2. 协整性检验结果 

Null Hypothesis D (CZZC) has a unit root 
Exogenous: Constant 

Lag Length: 0 (Automatic-based on SIC, maxlag = 1) 

  t-Statistic Prob.* 

Augmented Dickey-Fuller test statistic  −5,627,587 0.0098 

Test critical values: 1% level −5,604,618  

 5% level −3.694851  

 10% level −2.982813  
Null Hypothesis: D (XF) has a unit root 

Exogenous: Constant 
Lag Length: 1 (Automatic-based on SIC, maxlag = 1) 

  t-Statistic Prob.* 

Augmented Dickey-Fuller test statistic  −5,376,873 0.0190 

Test critical values 1% level −6,423,637  

 5% level −3.984991  

 10% level −3.120686  
 

根据 t 值与 1%、5%和 10%水平下的比较，可以得出结论，CZZC 和 XF 分别在 99%和 95%的概率下

拒绝原假设，证明可以认为两个时间序列数据具有平稳性，不存在伪回归的现象，所以可以进行下一步

分析。 
本文选取了 2013~2020 年国家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居民消费水平和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面板数据

进行回归分析，从总体上检验居民消费水平与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国家财政社会保障之间的关系。见

表 3~5。 
结果表明，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对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呈显著正相关。这说明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越高，居民消费水平越高；国家财政社会保障对居民消费水平也呈现正相关的关系，这说明国家财政社

会保障越高，居民消费水平越高。其次我们从数据分析结果中得出 R 方为 0.990，即意味着国家财政社会

保障和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对居民消费水平有着 99%的影响。 

3.2. F 检验——显著性检验 

F 值用于判定模型中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国家财政社会保障中至少有一个对居民消费水平产生影响，

如果呈现出显著性(P 值)，则说明所有变量中至少一个会对居民消费水平产生影响关系。这就说明居民可

支配收入和国家财政社会保障对模型有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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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ANOVA analysis results 
表 3. ANOVA 分析结果 

ANOVAa 

模型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显著性 

1 

回归 145,957,200.300 2 72,978,600.170 255.464 0.000b 

残差 1,428,353.162 5 285,670.632   

总计 147,385,553.500 7    

a. 因变量：居民消费水平；b. 预测变量：(常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国家财政社会保障。 

 
Table 4. Model coefficient analysis 
表 4. 模型系数分析 

模型摘要 b 

模型 R R 方 调整后 R 方 标准估算的误差 德宾-沃森 

1 0.995a 0.990 0.986 534.48165 1.041 

a. 预测变量：(常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国家财政社会保障；b. 因变量：居民消费水平。 

 
Table 5. Model summary analysis 
表 5. 模型汇总分析 

模型 
未标准化系数 标准化系数 

t 显著性 
B 标准误差 Beta 

1 

(常量) −4026.398 3885.063  −1.036 0.348 

国家财政社会保障 0.325 0.402 0.457 0.810 0.455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333 0.519 1.450 2.570 0.050 

3.3. 拟合优度检验 

R 方的值越接近 1，说明回归直线对观测值的拟合程度越好；反之，R 方的值越接近 0，说明回归直

线对观测值的拟合程度越差。 
由回归参数估计结果可得，样本决定系数 R 方 = 0.990，修正的可决系数为 0.999，这说明模型对样

本的拟合度较好。 
最后得出线性方程： 1.450 0.457 4026.398t t tLNC LNY LNSSE= + − 。 

4. 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政策建议 

基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国家财政社会保障对居民消费水平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为提高居民消费支出水平，建议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加强以下薄弱环节。 

4.1. 加大低层保障力度，健全社会保障制度 

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可以极大地促进国民可支配收入的增加，促进消费支出。同时，随着我国

“深水区”改革的深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势在必行。一方面，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必须为失业、养老

和疾病造成的贫富差距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和保障措施。此外，还必须为收入分配向中低收入部门倾斜、

https://doi.org/10.12677/aam.2022.114241


毛倩 
 

 

DOI: 10.12677/aam.2022.114241 2288 应用数学进展 
 

缩小各部门收入差距提供强有力的制度保障。当前，我们要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首先是加强社会最

低生活保障体系建设。作为金字塔型社会保障体系的基石，其他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离不开生存保障体

系的完善。大中城市要努力做好保护工作；在农村和落后地区，必须接受符合条件的穷人，确保其最低

生活水平和基本需求。其次，随着我国综合国力和经济实力的不断提高，社会最低生活水平也需要相应

调整。最后要继续增加国家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援助。虽然我国正处于经济快速发展时期，但仍有大量低

收入者。由于种种原因，他们不能完全依靠自己的能力来改变目前的生活状况，这是社会保障体系为他

们提供必要的最低生活保障。作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之一，政府应当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生活、

教育、医疗等方面的基本帮助。 

4.2. 加强保险资金管理，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现代人的平均预期寿命大大高于过去，中国也面

临着人口老龄化的新问题。中国历史上没有关于养老金积累的惯例，养老保险制度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

才建立起来。经常性收入和统一缴费账户的变化，使我国养老保险基金陷入亏损的尴尬境地。2013 年，

中国养老保险出现亏损，且亏损持续上升。中国现有的一些安全体系正面临挑战。因此，有必要建立一

套统一的社会保障基金投资管理规章制度，确保社会保障基金投资过程的安全运行。政府部门应加强对

养老保险基金筹集、托管、运营的规范性监管，完善中国社会保障体系，为和谐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打下

良好基础。 

4.3. 缩小社会保障差距，推进保障服务改革 

在我国现行的社会保障体系中，基本损害赔偿责任贯穿全国。消费者可以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快递企

业的违约责任或侵权责任。在申请违约金时，我们应区分担保价格是否单独处理。被保险快递公司或快

递公司造成的故意损害，赔偿以实际损失为基础，不限于可预见的损失；对于非上市快递，根据合同法

关于可预见损失的规定，赔偿限额不能简单适用于高于实际损失、低于确定赔偿金额的赔偿限额；对于

损害赔偿金的支付，消费者不仅有权追究快递企业的违约责任，而且有权对快递企业进行赔偿。但是，

对于不具有竞争性的产品，也要追究生产者或销售者的责任，这有利于最大限度地保护消费者的合法

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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