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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生活质量的提高，人口老龄化问题在中国甚至世界都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基于此，本文探究人

口老龄化对城市居民储蓄的作用影响机制。本文以山东省作为主要研究对象，选取山东省2000年~2019
年以来的居民人均储蓄余额、山东省地区生产总值、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建

立时间序列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最后得出实证结果，进而对山东省的人口老龄化问题提出可行的政策建

议。本文首先对人口老龄化、居民储蓄的有关概念、理论进行了阐述，其次就人口老龄化、及居民储蓄

的发展现状及优缺点进行一定的阐述，之后建立模型进行实证分析。以山东省地区生产总值、城市居民

可支配收入、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作为解释变量，居民人均储蓄余额作为被解释变量，选取山东省

2000~2019年数据建立时间序列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对数据进行分析整理，以此确定人口老龄化对居民

储蓄的作用影响，及居民收入对居民储蓄的影响作用。文章根据实证分析所得出的结果，对山东省人口

老龄化问题提出有关的意见和建议，对于山东省缓解人口老龄化现状，更好地发展养老产业、服务业经

济有着重大意义。 
 
关键词 

人口老龄化，居民储蓄，时间序列模型，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Population Aging 
on Urban Residents’ Savings 
—A Case Study of Shandong Province 

Runze Li 
Yunna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Kunming Yunnan 
 
Received: Dec. 25th, 2022; accepted: Jan. 24th, 2023; published: Jan. 31st, 2023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sd
https://doi.org/10.12677/sd.2023.131034
https://doi.org/10.12677/sd.2023.131034
https://www.hanspub.org/


李润泽 
 

 

DOI: 10.12677/sd.2023.131034 303 可持续发展 
 

 
 

Abstract 
With the improvement in the quality of life, the problem of population aging occupies a very 
important position in China and even in the world.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influ-
ence mechanism of population aging on urban residents' savings. This paper selects Shandong 
Province as the main research object, selects the per capita savings balance of Shandong Prov-
ince from 2000 to 2019, the GDP of Shandong Province, the disposable income of urban resi-
dents, the dependency ratio of children and the dependency ratio of the elderly to establish a 
time series model for empirical analysis, and finally obtains the empirical results, and then puts 
forward feasible policy suggestions on the aging of the population in Shandong Province. This 
paper first expounds on the concepts and theories of population aging and residents’ savings, 
then expounds on the development status,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population aging 
and residents’ savings, and then establishes a model for empirical analysis. Taking Shandong 
Province’s GDP, urban residents’ disposable income, children’s dependency ratio and elderly 
dependency ratio as explanatory variables, and residents’ per capita savings balance as inter-
preted variable, this paper selects Shandong Province’s 2000~2019 data to establish a time se-
ries model for empirical analysis, and analyzes the data, so as to determine the effect of popula-
tion aging on Residents’ savings and residents’ income The impact on savings.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the empirical analysi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opinions and suggestions on the 
problem of population aging in Shandong Province,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alleviat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population aging in Shandong Province and better develop the pension in-
dustry and service industry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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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问题及意义 

1.1. 研究背景 

2010 年，我国进行了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通过查阅相关数据表明，我国的 65 岁及以上的人数占

总人口比例近 8.87%1，少儿抚养比为 22.3%，而老年抚养比则为 11.9%。而到 2017 年时，65 岁及以上的

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上升至 11.4%，少儿抚养比变化不大，相比 2010 年只增长了 1%，为 23.4%，而老

年抚养比高达 15.9%。 
2020年山东省统计年鉴表明，山东省65岁及以上的人数占总人口比例近15.8%2，少儿抚养比为27.2%，

老年抚养比则为 23.9%，这几项数据都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这可以看出，山东省人口老龄化程度已很

严重，按国际标准，山东省已进入老龄化社会。而山东省政府指出，未来山东省的人口老龄化程度还将

继续加深，因此山东省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迫在眉睫。 

Open Access

 

 

1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2020；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2020/indexch.htm  
2数据来源：山东统计年鉴 2020；http://tjj.shandong.gov.cn/tjnj/nj2020/indexch.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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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是山东省综合实力的进步，医疗卫生事业发展迅速，居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

的体现，并且山东省出生率、死亡率都处于较低的程度，使得山东省老龄化进程发展较快。在此背景下，

人口老龄化必然会带来严重的国民储蓄影响。因此根据生命周期理论，为了实现跨期效应最大化的目标，

行为人通常根据自己现期的收入水平以及年龄阶段，对当期的储蓄–消费结构进行调整。因而人口老龄

化肯定会对居民储蓄带来一定影响。 

1.2. 研究问题 

山东省经济发展迅速，2010 年到 2019 年，山东省地区生产总值从 8278.06 亿元增长至 71067.53 亿

元，经济发展迅速。因此一方面，导致山东省人均储蓄水平高，消费水平低，以及人口老龄化严重降低

了山东省经济发展质量。同时，山东省 65 岁及以上的人数占总人口比例近 15.8%，人口老龄化程度严重。

另一方面，人民生活质量和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水平不断提高，生育率长期保持较低水平，人类寿命不

断延长，更加导致了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因此，本文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探究山东省城市居民储蓄

情况，进而提出如何降低居民储蓄，提高居民消费，进一步提高山东省经济发展水平。此外，对于人口

老龄化提出一定的意见和建议，这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1.3. 研究意义 

本文通过对人口老龄化及居民储蓄的理论解释以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得出观点及建议，能够更

加全面地了解宏微观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并运用相关指标来定量分析人口老龄化与居民储蓄的影响关系。

再者，通过国家出台的一系列全面二孩政策，可以看出人口老龄化如今的重要程度，所以研究人口老龄

化对居民储蓄的影响，符合我国相关政策目标，对于经济社会和谐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并且根据最

后的实证分析结果可以对未来山东省人口老龄化发展提供一定的政策建议。 

2. 文献综述 

我国学者贺菊煌(2006)在文中选择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这两个变量来衡量人口结构，进而研究计

划生育政策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文章中作者建立世代交替模型，通过分析模型来研究对居民储蓄的影

响。最终研究发现，由计划生育政策产生的出生率降低这一变化对居民储蓄率关系较为薄弱影响不大[1]。 
高冉、蔡雯霞和张冲(2018)在文章中通过建立三期代际交叠模型，对生育率、预期寿命、老年抚养比

这三个因素进行分析，通过研究发现了老年抚养比对国民储蓄率以及生育率对国民储蓄率都有着比较明

显的负向关系，此外，国民储蓄率与预期寿命则有正向关系。并且文章并采用系统 GMM 进行实证分析，

发现生育率的影响是对储蓄率有着最为明显的关系[2]。 
国内学者马树才、宋琪和付云鹏(2015)在文章中分析了人口老龄化发展对居民储蓄的影响。作者运用

了居民内生储蓄函数分析发现，居民储蓄率与老年人口抚养比和少儿抚养比存在着极为明显的 U 型动态

关系。但随后经过深入探究，发现总人口抚养比和老年人口抚养比与居民储蓄率呈现倒 U 型的动态关系

[3]。 
李凯风、潘婷(2019)在文章中研究人口年龄结构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机制，通过从理论、实证两个方

面进行探究。其中作者把选择全国样本与东中西分区域样本作为文章样本，从性别比、人口年龄结构、

城市化等多个角度，采取不同的指标，分别对其进行参数估计，探究这一系列因素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

效果，研究发现，由于收入增长率存在差异，不同区域会影响居民储蓄率[4]。 
王立艳(2019)在文章中，通过从“二孩”政策放开后，以山东省为例对居民消费水平和人口情况建立

线性回归模型，得出了“二孩”政策有利于提高出生率，改善人口结构，改变居民消费结构，导致人口

https://doi.org/10.12677/sd.2023.131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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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利减弱，发现“二孩”政策对居民的消费储蓄具有一定的正向意义[5]。 
孟令国、卢翠平、吴文洋(2019)的研究是在“全面两孩”政策实施的背景下进行的。采用实证分析，

研究了人口结构变化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作用，并得到结论：人口老龄化状态下，提高养老保险参保率

会对居民储蓄率产生正向作用[6]。 
上述专家从多个角度对居民储蓄与人口老龄化进行了一定的探究，为本篇论文的创作提供了大量的

思路与灵感，同时给予了大量理论支持。本文从山东省入手，探究山东省城市居民的储蓄水平与人口老

龄化的关系，采用时间序列模型，变量选择少儿抚养比与老年抚养比作为人口老龄化的标准，是突破之

前专家们进行的新探究。并在人口老龄化的基础上，选取了宏观层面上对居民储蓄影响较大的居民收入

水平作为解释变量进行探究。从定量和定性两个方面进行分析，运用实证分析得出实证结果，让文章更

具有说服性。并在此结果基础上，提出对山东省人口老龄化的看法与建议，以及向山东省政府提供政策

建议。 

3. 现状分析 

3.1. 山东省人口老龄化现状 

随着中国经济不断发展，综合实力的不断提高，人口数量不断增长，人口发展特点不断变化。最初，

山东省具有出生率高、死亡率高、但自然增长率低的人口结构特点，随着综合国力的提高，社会各方面

发展恢复平稳，人口结构进入过渡性阶段，出现了出生率处于较高水平，死亡率降低，自然生长率增长

的特点。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我国进行计划生育政策，通过对生育率进行控制，出生率开始下降。之

后，出生率不断降低，而随着社会的平稳健康发展以及医疗水平的不断进步，死亡率一直处于较低水平，

2019 年人均预期寿命为 77.3 岁 3，因此，我国人口结构进入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都处于低水平

的阶段。这也就导致了我国人口年龄结构不断老化，原因正是在于人口结构的不断转变。从 2000 年到

2019 年，我国人口老龄化进度过快，其中人口年龄结构已经步入老年型。而山东省的人口结构发展与国

家政策息息相关，并且人口老龄化超过了中国的平均水平，人口老龄化现象极为严重。 

3.2. 居民储蓄现状 

中央经济会议曾提出，促进经济发展，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措施就是要拉动国内需求，通过增加投

资和消费来拉动国内需求，实现经济增长。而如今山东省城市居民的储蓄过高，影响了投资和消费，进

而影响了山东省的经济发展。而在 2019 年前三季度，人均储蓄占比收入情况则达到了 41.2%，这项数据

排在了中国所有省里面的第一位。这也就说明了山东省如今的居民储蓄是非常之高的，但经济发展程度

却并不高，收入差距相对过大，城乡差距过大，且主要集中在城市当中，这与山东省居民大多集中在城

市有关。下图 1 为储蓄分类。 

4. 数据选取与模型建立 

4.1. 变量的选取与数据来源 

4.1.1. 变量的选取 
本文的因变量选取城市居民人均储蓄余额，并定义为城市居民的人均储蓄余额为可支配收入和消费

的差额。 

 

 

3数据来源：2019 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http://www.nhc.gov.cn/guihuaxxs/s10748/202006/ebfe31f24cc145b198dd730603ec444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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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Classification of savings 
图 1. 储蓄分类 

 
本文选取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山东省地区生产总值、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作为自变量。其中

选取老年抚养比与少年抚养比作为衡量人口年龄结构的指标，同时用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与地区生产总

值来探究对储蓄的关系，进而提出一定的意见和建议。 

4.1.2. 数据来源 
本文的数据主要来源于山东省统计年鉴 2020 和中国统计年鉴 2020，为了更好的研究山东省的现状，

本文选取自 2000 年(2000~2019)来近 20 年的数据进行了搜集整理，并将一些缺失数据进行了剔除，所选

数据大多为时间序列数据。用 Eviews7.2 软件运转计量模型。 

4.2. 模型设定 

本文主要探究的是人口老龄化对城市居民的储蓄水平之间的关系，为了更好的衡量多个因素对二者

关系的影响，选取多组变量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其中对时间序列取对数，可以缓解异方差的影响，

具体模型如下： 

1 1 2 2 3 3 4 4LNY LNX LNX LNX LNXi i i i i iC β β β β µ= + + + + +  

其中 LNYi 为山东省人均储蓄余额取对数， 1LNX i 代表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取对数， 2LNX i 代表山东省地

区生产总值取对数、 3LNX i 代表少儿抚养比、 4LNX i 代表老年抚养比， 1 2 3 4, , ,β β β β 是估计参数，C 为截

距项， iµ 为随机扰动项，代表其他未考虑因素。 

4.3. 变量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 

如表 1，表 2 通过协方差分析，得到 LNY 与 LNX1、LNX2、LNX3、LNX4 的相关系数分别为 0.9982、
0.9971、−0.1850、0.8754，其中与 LNX1、LNX2 的相关系数在 0.90 以上，说明城市居民储蓄与城市居民

可支配收入、地区生产总值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其中还有可能有多重共线性。 
 

Table 1. Descriptive analysis of the data 
表 1. 数据的描述性分析 

 LNX1 LNX2 LNX3 LNX4 LNY 

Mean 9.759853 10.23548 3.153277 2.692997 8.619704 

Median 9.795994 10.36268 3.135456 2.617369 8.654217 

Maximum 10.65323 11.17139 3.377588 3.173878 9.654898 

Minimum 8.766706 9.021364 3.000720 2.433613 7.262629 

Obsrevations 20 20 20 2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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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Correlation analysis table between LNY and explanatory variables 
表 2. LNY 和解释变量之间的相关分析表 

 LNX1 LNX2 LNX3 LNX4 LNY 

LNX1 1.000000 0.996126 −0.145206 0.893190 0.998243 

LNX2 0.996126 1.000000 −0.225651 0.860784 0.997077 

LNX3 −0.145206 −0.225651 1.000000 0.154959 −0.184952 

LNX4 0.893190 0.860784 0.154959 1.000000 0.875375 

LNY 0.998243 0.997077 −0.184952 0.875375 1.000000 

5. 实证分析 

5.1. 单位根检验 

由于本文选用的是时间序列模型，而通常情况下的时间数列大多是不平稳的，为了避免模型中出现

伪回归的现象，在进行分析前先进行单位根检验，用来选择平稳的变量进行回归。此处选择 ADF 检验来

判断数据是否平稳，在 Eviews 操作中，根据 AIC 值、SC 值、HQ 值最小准则来判断检验方程中截距项、

截距项和趋势性，ADF 检验结果如表 3 所示。 
 

Table 3. Unit root test 
表 3. 单位根检验 

变量 检验形式(C, T, K) ADF 检验值 5%显著性水平上的

检验值 P 值 检验结果 

LNY (C, T, 4) −2.927047 −3.029970 0.0608 不平稳 

LNX1 (C, T, 4) 1.085093 −1.961409 0.9205 不平稳 

LNX2 (0, 0, 4) 1.283376 −1.961409 0.9429 不平稳 

LNX3 (C, 0, 4) −1.198476 −3.673616 0.8814 不平稳 

LNX4 (C, T, 4) 2.575093 −3.029970 0.9999 不平稳 

DLNY (C, 0, 4) −3.587233 −3.690814 0.0600 平稳*** 

DLNX1 (C, 0, 4) −3.402225 −3.710482 0.0843 平稳*** 

DLNX2 (C, 0, 4) −3.358500 −3.690814 0.0693 平稳*** 

DLNX3 (C, 0, 4) −4.267731 −3.690814 0.0176 平稳** 

DLNX4 (C, 0, 4) −3.336450 −3.690814 0.0921 平稳*** 

注：D 表示变量的一阶差分，**表示在 5%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表示在 10%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 

 
从检验结果上看，LNX3 的一阶差分在 5%显著性水平上平稳，LNY、LNX1、LNX4 的一阶差分在

10%的显著性水平上平稳，因此继续选择 LNX1、LNX2、LNX3、LNX4 为解释变量。为了分析同阶差分

序列的协整关系，下面进行协整检验。 

5.2. 协整检验 

协整关系可以解释变量间的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通过检验对象的不同，分为对回归系数的检验和

对回归残差的检验。本文选用 E-G 两步法对残差序列进行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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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对同阶单整的 LNY、LNX1、LNX2、LNX3、LNX4 进行简单线性回归，得到回归结果，

生成残差序列。第二步，对残差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由协整一般规律可知，检验方程应该选择什么都

不含有即 None，得到伴随概率为 0.0002 (图 2)，认为残差序列不含有单位根，平稳的残差序列意味着 LNY
和 LNX 存在协整关系。 

 

 
Figure 2. Unit root test of residual sequence 
图 2. 残差序列的单位根检验 

5.3. 误差修正模型 

因为变量是非平稳的，所以不能直接用 OLS 法，在同阶单整序列存在协整关系的基础上，建立误差

修正模型，反映了短期偏离了均衡状态，长期应该如何修正。用 Eviews 软件做出误差修正模型后，LNX4P
值大于 0.05 不显著，因此选择剔除变量 X4，得到结果为： 

( )DLNY 0.02 2.32DLNX1 0.75DLNX2 0.68DLNX3 1.22ECM 1= − + − − − −  
t =      (−0.93)    (5.30)      (−2.73)      (−4.07)     (−4.78) 
P       (0.3680)  (0.0001)     (0.0163)     (0.0011)    (0.0003) 

2 0.9594R =  2djusted- 0.9393A R =  . . 1.08DW =  21.5056F =  ( ) 0.000008P F =  
对以上模型进行 F 检验和 t 检验，F 检验显著说明解释变量联合起来对被解释变量有显著性影响，而

且在单个参数 t 检验中，LNX1、LNX3、LNX4 和误差修正项均显著，方程的拟合优度接近 0.96，说明模

型对居民储蓄的解释程度很好，为保证残差满足线性回归模型的古典假设，使回归结果正确，运用上文

协整模型中的残差序列进行第三步检验。 

5.4. 残差的自相关检验和异方差检验 

为了检验残差是否序列相关，这里采用偏自相关图来进行定性分析，LM 检验进行定量分析，LM 检

验的 2*T R 统计量大于 F 统计量，表示残差不存在序列相关，结果与偏自相关图一致。为了检验残差是

否存在异方差，即残差平方随着自变量的变化而变化，这里用怀特检验来直接判断，结果显示 2*T R 的伴

随概率为 0.24 大于 0.05，接受原假设，即残差序列同方差。 
既然残差序列不存在自相关和异方差，那么本文的多元线性回归得到的是最佳线性无偏估计量(图 3、

图 4)。 

5.5. Granger 因果关系检验 

Granger 因果检验的意义是检验某个变量的滞后值对被解释变量是否有预测能力，因为有些变量之间

量上存在等式，但意义上没有关系，因为回归模型中没有显示出 LNX4 和 LNY 之间的关系，因此这里做

因果检验，结果如下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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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Partial autocorrelation plot 
图 3. 偏自相关图 

 

 
Figure 4. Heteroscedasticity test 
图 4. 异方差检验 

 

 
Figure 5. Causality test 
图 5. 因果检验 

 
可以看出，在 10%水平上，老年抚养比的变化是引起城市居民人均储蓄变化的格兰杰原因，说明老

年抚养比会引起人口老龄化，随着老年人口的增加会改变城市居民储蓄水平。 

5.6. 实证结果 

根据实证回归结果我们得出结论，变量 x1 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x2 山东省地区生产总值、x3 少儿

抚养比、x4 老年抚养比对山东省的居民人均储蓄余额 y 存在着显著的影响。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水平与居

民储蓄呈正相关关系，地区生产总值与少儿抚养也就是老龄化程度对城市居民储蓄呈负相关关系，即居

民的实际收入越高，人口老龄化程度越低，越有助于提升山东省的居民储蓄水平，进而促进山东省经济

的持续稳定发展。其次，山东省人口的老龄化程度对居民储蓄水平的反向作用效果更为突出，表现为居

https://doi.org/10.12677/sd.2023.131034


李润泽 

 

 

DOI: 10.12677/sd.2023.131034 310 可持续发展 
 

民收入每增加 1%，居民人均储蓄余额将提升 2.32%；山东省地区生产总值每提高 1%，居民人均储蓄余

额将下降 0.75%；少儿抚养比每提高 1%，居民人均储蓄余额下降 0.68%。 

6. 结论 

文章从两个方面即定性和定量方面研究了人口年龄结构对居民储蓄的影响，运用老年抚养比、少儿

抚养比来表现人口年龄结构。首先定性分析方面，对相关核心概念、定义以及理论进行阐述，然后就二

者的发展现状、特点进行分析；定量分析方面，选取我国 2000~2019 年山东省的时间序列数据，对山东

省地区生产总值、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城市居民平均储蓄这五个变量分别

建立时间序列模型，通过理论和实证分析得到以下结论。 
1) 山东省人口老龄化现象逐步加深，老年人口基数大且老年人口不断增长，少儿抚养比先下降，后

因国家开放二孩政策缓慢回升，但其增长速度远小于老年抚养比。不仅使山东省的经济发展面临很大的

挑战，更使山东省的社会福利制度完善程度迫在眉睫。此外劳动人口相对减少，人口结构老化，老年人

口增多，从而养老金支付面临巨大压力，年轻人的心理压力与生活压力不断增大。 
2) 从总体规模上来说，山东省居民储蓄处于优势，且增长速度较快，但由于山东省人口总数非常大，

社会保障不够完善，所以导致人均储蓄处于较低水平。同时，不同阶层、城乡之间的收入储蓄存在差距，

分布不均。但与此同时，人口老龄化也使山东省经济发展面临较好的市场环境，例如开放老年市场，发

展养老产业，开创老年旅游经济等等。 
3) 通过实证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人口老龄化对于山东省的城市居民储蓄有着相当大的负相关关系，

人口老龄化严重阻碍了山东省的经济发展。而人民收入的提高会让人民富起来则会提高居民储蓄，加快

经济发展。因此政府要在人口老龄化方面努力，努力改变人口结构，增加年轻劳动力，改变产业结构，

同时用经济发展带动人民储蓄，只有人民富起来才能够增加储蓄进而增加消费，对山东省地区生产总值

带来更积极的影响。 

7. 政策建议 

1) 尽快完成养老保障制度的完善，要转变年轻一代人的养老观念，减少一些年轻人啃老现象的发生，

增加年轻人对未来的不确定而进行的储蓄，减弱年轻人对于消费没有节制的观念，大力推进医疗机构建

设，提升老年人就医质量以及就医的快捷方便问题。 
2) 注重教育人们对人口老龄化的理解及重视，要重点围绕青少年群体、老年人群体及相关部门管理

人员开展人口老龄化的教育，通过借助政府与市场的力量，提升养老保险制度效率，维护公平的建制初

衷，才能获取人民对于养老保险制度的信心，从而使居民降低储蓄，同时重视基础养老，让老人老有所

依，并适当给年轻人减负，让社会更加和谐稳定。 
3) 进一步完善老年人福利政策体系，政府要积极推动各个部门相互协调互相合作，共同打造出良好

的养老福利体系，为老年人的生活及其他方面提供政策保障基础。同时，要进一步出台福利政策，让年

轻人的养老压力减少。政府要加强重视这方面问题，适当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不断提升老年人保障水

平，让社会能够更加繁荣稳定发展。 
4) 发展养老产业，响应国家养老政策，积极开拓老年消费市场。支持国家推出的相关养老政策，通

过养老产业与老年市场的发展，制定合适的经济发展战略，将人口老龄化的弊转变为利，刺激老年人进

行消费，从而降低储蓄率，最终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 贺菊煌. 人口红利有多大[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06(7): 24-35. 

https://doi.org/10.12677/sd.2023.131034


李润泽 
 

 

DOI: 10.12677/sd.2023.131034 311 可持续发展 
 

[2] 高冉, 蔡雯霞, 张冲. 人口老龄化、出生率与储蓄率的关系研究——兼论对中国“二孩政策”的启示[J]. 武汉金融, 
2018(1): 27-32. 

[3] 马树才 , 宋琪 , 付云鹏 . 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居民内生储蓄的影响研究[J]. 中国人口科学 , 2015(6): 
56-68+127. 

[4] 李凯风, 潘婷. 我国人口结构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研究[J]. 武汉金融, 2019(7): 80-86. 

[5] 王立艳. “二孩”政策对山东省居民消费的影响[J]. 中国集体经济, 2019(29): 17-19.  

[6] 孟令国, 卢翠平, 吴文洋. “全面两孩”政策下人口年龄结构、养老保险制度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研究[J]. 当代经

济科学, 2019, 41(1): 67-75. 

https://doi.org/10.12677/sd.2023.131034

	人口老龄化对城市居民储蓄的影响分析
	——以山东省为例
	摘  要
	关键词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Population Aging on Urban Residents’ Savings
	—A Case Study of Shandong Province
	Abstract
	Keywords
	1. 研究背景、问题及意义
	1.1. 研究背景
	1.2. 研究问题
	1.3. 研究意义

	2. 文献综述
	3. 现状分析
	3.1. 山东省人口老龄化现状
	3.2. 居民储蓄现状

	4. 数据选取与模型建立
	4.1. 变量的选取与数据来源
	4.1.1. 变量的选取
	4.1.2. 数据来源

	4.2. 模型设定
	4.3. 变量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

	5. 实证分析
	5.1. 单位根检验
	5.2. 协整检验
	5.3. 误差修正模型
	5.4. 残差的自相关检验和异方差检验
	5.5.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5.6. 实证结果

	6. 结论
	7. 政策建议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