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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彩礼和嫁妆为代表的婚姻支付广泛存在于中国农村地区，使农村家庭的储蓄具有异质性。本文运用中

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研究婚姻支付对农村家庭储蓄的影响。研究发现：预期彩礼对有儿子家庭

的储蓄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预期嫁妆对家庭储蓄率影响不显著，但进一步分析发现，东部地区预期嫁

妆对农村家庭储蓄有显著促进作用。异质性分析揭示了预期彩礼对有两个及以上儿子的农村家庭储蓄率

影响更强；女儿的存在将抑制预期彩礼对储蓄率的影响，同时预期彩礼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在第一个孩

子年龄不同的家庭中不存在显著差异。本文从婚姻支付的角度为理解中国农村家庭储蓄提供了新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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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arriage payments represented by bride wealth and dowry exist widely in China’s rural 
areas, which makes the savings of rural households heterogeneous. Using the data of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 this paper studies the impact of marriage payment on rural household sav-
ings. The results show that expected bride wealth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the savings 
rate of families with sons, while expected dowry has no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savings rate. How-
ever, further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expected dowry in the eastern region has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rural household savings. Heterogeneity analysis reveals that expected bride wealth has a str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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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 effect on saving rate of rural families with two or more sons. The presence of daughters will 
dampen the impact of expected bride wealth on savings rates. Moreover, the effect of expected 
bride wealth on household savings rate is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among families with different 
ages of the first child. This paper provides a new explanation for the understanding of rural 
household savings i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riage pay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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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总储蓄率总体呈上升趋势。根据世界银行 1982 年至 2019 年的数据，1982 年

时中国总储蓄率为 33.8%，至 2019 年，达到 44.2%。近十年来，由于中国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扩大内

需、促进居民消费已然成为需要攻坚的目标，但中国城镇居民的储蓄率仍呈上升态势[1]。与之相反，农

村居民储蓄率呈下降趋势，其可能的原因是对农村税费进行改革，促进了农村居民消费[2]，以及新生代

农民工比重上升，改变了农民工群体的消费偏好[3]。尽管如此，农村家庭低消费、高储蓄率的问题仍然

存在，且农村家庭储蓄意愿仍处于较高水平[4]。 
另一方面，与城市家庭不同的是，农村家庭更多处于高额婚姻支付盛行的婚姻圈之中。现代婚姻形

式形成于周代，在汉、唐时期对嫁娶婚的形式及程序给予法律上的保护。彩礼和嫁妆是嫁娶婚制度中必

不可少的程序[5]，直到新中国成立前都普遍存在于中国的农村中，1950 年中国颁布《婚姻法》，禁止童

养媳、包办婚姻、通过婚姻进行经济和社会交易等，但嫁妆和彩礼制度仍然保留[6]。 
为儿子娶一个媳妇，被视为父母的责任[7]，其中包含对彩礼的支付。这意味着，农村家庭会因为彩

礼的不断膨胀而产生巨大的经济压力，从而可能对家庭储蓄及储蓄意愿产生影响。嫁妆与彩礼的本质并

不完全相同，但仍可能对家庭储蓄及储蓄意愿产生影响。 
本文主要利用 2014 年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研究以彩礼和嫁妆为主的婚姻支付对家庭储蓄的影响。本

文的边际贡献在于：第一，对于农村家庭储蓄的研究现已积累了相当丰富的成果，但鲜有从婚姻支付视

角进行分析，本文的研究可能对农村家庭储蓄产生新的解释；第二，在中国预期彩礼数据可获取性的限

制下，结合已有理论对预期彩礼及预期嫁妆指标进行构造，为研究中国婚姻支付问题从方法上提供另一

种思路；第三，本文分析了预期彩礼对子女数量、性别及年龄构成不同的家庭储蓄率影响的差异，并进

一步讨论了预期嫁妆影响农村家庭储蓄率的区域效应。 
本文余下部分做如下安排：第二部分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提出本文假说；第三部分为模型设定以及

数据和变量说明；第四部分分析实证结果并进行稳健性检验、机制检验以及异质性分析；第五部分进一

步讨论；最后为本文的总结。 

2. 文献综述 

以彩礼和嫁妆为代表的婚姻支付普遍存在于非洲及亚洲的发展中国家[8]，其中印度农村地区广泛受

到各国学者关注。对于印度农村地区越来越流行的嫁妆制度，不同学者有不同的观点。Srinivasan 和 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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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由于印度存在稳固的社会阶层，处于低层级的女性想要达到更高的社会地位需以嫁妆支付作为代

价，通过与高层级男性通婚这一途径来实现[9]。另一方面，在印度女儿出嫁后不再享有亲生父母的合法

继承权，嫁妆可视作父母遗产的提前赠予[10]。 
中国婚姻支付的情况与印度截然不同，中国国内彩礼流行程度远高于嫁妆。这种差异可能与女性农业

参与度有关，女性农业参与程度越高的种族，彩礼比嫁妆更流行，反之，嫁妆流行程度高于彩礼，而女性

农业参与度或将影响女性的社会地位[11] [12]。这为印度与中国嫁妆与彩礼不同偏好的局面提供一种解释。 
从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视角出发，中国的彩礼可概括为订婚时男方家庭向女方家庭支付一定的金钱(或

包括实物)；嫁妆即在结婚时由新娘带到男方家庭的陪嫁品，比如首饰、梳妆用品和卧室家具等[13]。彩

礼与嫁妆存在本质上的区别：彩礼在订婚时完成支付，传统彩礼的数目通常由双方家庭协商而定，就目

前形势而言，更多由女方家庭出价，男方家庭对其匹配；而嫁妆涉及的物品与金钱数额由女方自主决定。

嫁妆的提供彰显了婚姻交换中娘家的财力及社会身份，同时嫁妆也能提高女儿婚后在夫家中的地位[14]。
此外，嫁妆还具有增进联姻双方家庭姻亲关系以及帮助新郎家庭建设的作用[15]。有关中国婚姻支付的文

献中，有关嫁妆的研究较少，更多的是关于彩礼的研究。 
由于农村地区打工潮的出现，越来越多的农村青年人口外出打工，从而导致婚姻资源跨区域流动，

传统封闭婚姻圈被打破，农村婚姻市场中高价彩礼的风气逐步形成[16]。彩礼制度也同样是一种筛选机制，

将不满足条件的农村适龄男性人口排除于婚姻市场之外，而且农村女性人口不断向城市流动，对农村男

性的婚姻进一步产生负面影响[17]。另一方面，对于盼子成婚的父母而言，彩礼支付是强制性的义务，因

此，当女方家庭索要高额彩礼时，将对有儿子的低收入农村家庭造成压力与经济负担。 
中国农村高价彩礼的存在对大多数收入较低的农村家庭而言，将可能对其储蓄产生影响。截至目前，已

有大量文献通过预防性储蓄理论的视角对家庭储蓄问题进行研究。由于中国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体系等方

面的不够完善，居民对未来收入和支出的不确定，推动他们增加储蓄[18] [19] [20]。养老金制度的改革会对

老年人口的储蓄产生显著影响，而年轻人的储蓄动机主要在于对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21]。除收入不确定性

途径外，房价波动、是否参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等因素都是城乡家庭预防性储蓄的动机[22] [23]。另有学者

通过其他的角度研究预防性储蓄，Gonzalez 和 Ozcan 发现，当家庭内部离婚风险增加后，已婚夫妇的储蓄倾

向也随之加强，这与预防性储蓄理论相符合[24]。自然冲击同样能促使家庭产生预防性的储蓄动机[25]。 
另一方面，竞争性储蓄动机同样值得的注意。中国的婚姻市场与房地产市场紧密相连，“有房有车”

等特征已普遍作为未婚男性在婚姻市场上提高竞争力的条件，有儿子的家庭因此将增加储蓄，而对于有

女儿的家庭是否存在竞争性储蓄动机尚不确定[26] [27]。同时，余丽甜和连洪泉也发现相对于已婚家庭，

存在未婚子女的家庭储蓄显著更高[28]。此外，男女双方家庭存在的储蓄差异，可通过男女性别比例失衡

对其进行解释[29]。 
面对未来婚姻市场的不确定性，同时为了增加子女在婚姻市场中的竞争力，有未婚子女的家庭为子

女结婚时所需的婚姻支付进行储蓄尤为重要。在笔者看来，因婚姻支付而进行储蓄既是一种预防性储蓄，

又是一种竞争性储蓄。本文将婚姻支付分为彩礼和嫁妆两个主体，基于此提出： 
假说 1：农村地区父母预期儿子结婚将面临彩礼支付而提高家庭储蓄率；基于彩礼与嫁妆本质的不

同，嫁妆支付对农村家庭储蓄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 
除上述研究外，更有学者通过分析家庭人口结构来探究家庭储蓄问题。由于 20 世纪 70 年代中国实

施了计划生育政策、进入 21 世纪后人口老龄化问题日趋严重，城乡家庭中子代人口占比下降和老年人口

占比上升的人口结构变化对其的储蓄有显著影响[30]。Zhou 的研究也表明，子代中每多一个兄弟，家庭

储蓄率就降低至少 5 个百分点[31]。上述研究仅从家庭支出的角度进行分析，认为家庭子代人口数量越多，

父母将在其身上投入更多的支出，在收入恒定的条件下降低家庭储蓄率。结合中国农村高彩礼风气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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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现实，本文认为当家庭中有更多儿子时，父母将面临更多的彩礼支付，同时有女儿的家庭可能以收取

彩礼的方式来减轻儿子结婚的压力。因此提出： 
假说 2：彩礼支付对农村家庭储蓄的促进效应在有多个儿子的家庭更显著，家庭中有女儿时该影响

将减弱。 

3. 数据及变量 

3.1. 模型设定 

本文参考 Anukriti et al.的方法[32]，采用预期彩礼和预期嫁妆的方式来研究婚姻支付对家庭储蓄的影

响，本文设定如下计量模型： 

10 2egifti i i j isr X vβ β β µ= + + + +                               (1) 

10 2edowryi i i j isr X vβ β β µ= + + + +                              (2) 

其中(1)式中的模型用于有未婚儿子的家庭，egift 为预期彩礼；(2)式中的模型用于有未婚女儿的家庭，

edowry 为预期嫁妆。sri 表示第 i 个家庭的储蓄率。Xi 表示家庭层面和村庄层面的控制变量，vj 表示省级

固定效应，μi 为随机扰动项。 

3.2. 数据及变量说明 

3.2.1. 数据来源及处理 
本文主要采用了 2014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CFPS 微观数据库，该数据库提供了中国 25 个省份和直辖

市中 621 村居 13,946 个城乡家庭的调查数据，包括家庭人口特征，家庭收入、支出等。本文研究婚姻支付

对于农村家庭储蓄的影响，在筛选出有子女且子女皆未婚的农村家庭样本后，进一步控制子女年龄皆小于

等于 22 岁。最终得到 1981 个有效农村家庭样本，其中包含 1500 个有儿子的家庭及 1258 个有女儿的家庭。 

3.2.2. 储蓄率 
本家庭储蓄率计算方式为家庭总收入减去家庭消费支出，再除以总收入。其中家庭总收入包括过去

12 月中农业生产的纯收入、个体经营的利润收入和政府的各种补贴和救济收入等。家庭消费支出包括过

去 12 个月中衣食住行等日常开销、医疗、教育和文化休闲等支出。因此得到储蓄率 1 的表达式： 

( )1sr = −总收入 总消费支出 总收入                             (3) 

由于家庭医疗支出具有突发性和偶然性，家庭教育支出与家庭中是否有处于上学阶段孩子有较大关

联。参考马光荣和周广肃的方法[33]，将医疗支出和教育支出从总消费支出中剔除后再计算储蓄率 2，从

而得到储蓄率 2 的表达式： 

( )2sr = − + +总收入 总消费支出 医疗支出 教育支出 总收入                   (4) 

在处理储蓄率数据时，根据万广华等的做法[34]，将 sr1 和 sr2 大于等于 1 和小于等于−2 的样本剔除。 

3.2.3. 婚姻支付 
根据婚姻偿付理论，彩礼可视作给予女方家庭劳动力损失的补偿。根据中国社会从夫居的传统，婚姻

将使女方原生家庭产生直接的劳动力损失。在女儿的成长阶段，父母在女儿身上进行了大量的“投资”，

其中最主要的是对孩子的教育投资。本文认为，女儿结婚时父母索要彩礼是收回教育成本的一种途径。此

外，彩礼制度的存在也会促进父母对女儿的教育投资[35]，因此本文假设预期彩礼表达式为：预期彩礼 = 家
庭年教育支出*期望子女受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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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彩礼表示为家庭年教育支出与期望子女受教育年限的乘积。家庭年教育支出为家庭过去 12 个月

教育培训总支出，表示过去一年中子女因教育所支付的费用。期望子女受教育程度来源于“您希望孩子

念书最少念完哪一程度？”，本文将问卷调查结果中“小学”表示为 6 年，将“初中”表示为 9 年，将

“高中”表示为 12 年，“大专”、“大学本科”统一表示为 16 年，将“硕士”、“博士”统一表示为

19 年。由于上述问题仅针对 0~15 岁的子女，对于 16~22 岁的子女，若其正在上学，本文采用“您期望

受教育的程度”问题的回答，反之，本文则使用其最高学历来衡量子女受教育年限。根据中国传统，父

母根据年龄顺序依次考虑子女婚姻问题，因此对于多子女家庭中期望子女受教育程度指标本文以家庭中

第一个儿子作为构建依据。 
另一方面，预期嫁妆来源于母亲关于问卷中问题“您从家里带来的嫁妆大概有多少元？”的回答，

由于每个家庭中父母结婚年份存在差异，本文使用农村消费者价格指数对母亲嫁妆进行调整，以父母结

婚年份为基期，统一调整至 2014 年。 

3.2.4. 控制变量 
根据尹志超和张诚、甘犁等人对家庭储蓄率的研究[36] [37]，本文控制了家庭层面及村庄层面的特征

变量，其中家庭层面特征变量包括家庭人口规模、老年抚养比、家庭社会网络、是否有借贷行为、是否

有耕地、家中现金存款金额，以及父母的特征变量，如平均年龄、平均受教育程度。村庄层面控制变量

主要为建房成本。其中家庭社会网络用人情礼支出进行替代。若家庭目前存在待偿银行或民间金融机构

借款，表示存在借贷行为，该指标记为 1，反之为 0。本文所涉及的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如表 1 所示。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variables 
表 1.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观测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储蓄率 1 1981 0.219 0.467 −1.971 0.970 

储蓄率 2 1981 0.427 0.400 −1.885 0.992 

预期彩礼(十万元) 1981 0.613 0.910 0.000 9.500 

预期嫁妆(十万元) 1981 0.094 0.177 0.000 3.434 

家庭规模 1981 5.072 1.531 3.000 12.000 

老年抚养比 1981 0.106 0.137 0.000 0.500 

打工收入(万元) 1981 1.584 2.111 0.000 20.000 

家庭社会网络 1981 0.344 0.501 0.000 10.000 

是否借贷 1981 0.204 0.403 0.000 1.000 

是否拥有耕地 1981 0.902 0.297 0.000 1.000 

现金存款(万元) 1981 2.107 5.144 0.000 50.000 

父母平均年龄 1981 36.097 7.032 22.000 59.000 

父母平均受教育程度 1981 6.607 3.554 0.000 17.500 

建房成本(万元) 1981 0.105 0.080 0.050 1.500 

家庭藏书量(本) 1971 65.685 128.140 0.000 750.000 

家庭其他消费(万元) 1981 2.682 3.992 0.020 93.800 

家庭劳动收入(万元) 1981 4.054 4.608 0.000 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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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实证设计及结果分析 

4.1. 基准回归 

本文采用上文中设定的计量模型，使用含有未婚女儿的家庭样本，利用预期嫁妆关于储蓄率 1 与储

蓄率 2 进行回归。由于预期彩礼变量构造中使用了家庭教育支出，预期彩礼内生于储蓄率 1。与本文使

用相同计算储蓄率(储蓄率 1、储蓄率 2)方法的文献研究表明，两种储蓄率对于实证结果并无显著差异，

且具有稳健性[4] [33]，因此本文将使用储蓄率 2 关于预期彩礼进行回归分析。假设预期嫁妆与预期彩礼

相互独立，估计结果如表 2 所示。 
 
Table 2. The effect of marriage payments on the household savings 
表 2. 婚姻支付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 

 
(1) (2) (3) 

储蓄率1 储蓄率2 储蓄率2 

预期嫁妆 
0.046 0.031  

(0.076) (0.064)  

预期彩礼 
  0.061*** 

  (0.009) 

人口规模 
−0.012 0.0003 −0.003 

(0.010) (0.009) (0.007) 

老年抚养比 
−0.191* −0.098 −0.055 

(0.104) (0.087) (0.076) 

家庭社会网络 
−0.001 −0.043* −0.071** 

(0.024) (0.024) (0.028) 

家庭借贷 
−0.101*** −0.044 −0.082*** 

(0.037) (0.031) (0.031) 

家庭耕地 
0.002 0.047 0.081** 

(0.043) (0.041) (0.038) 

现金存款 
0.007 0.002 0.008*** 

(0.005) (0.004) (0.002) 

父母平均年龄 
0.049** 0.055*** 0.033* 

(0.021) (0.020) (0.018) 

年龄平方 
−0.001** −0.001** −0.0004* 

(0.0002) (0.0003) (0.0002) 

父母教育水平 
0.004 0.003 0.0006 

(0.005) (0.004) (0.003) 

建房成本 
−0.375** −0.229 −0.229* 

(0.157) (0.155) (0.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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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常数项 
−0.475 −0.587 0.004 

(0.444) (0.419) (0.351) 

省级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N 1258 1258 1500 

R2 0.068 0.065 0.087 

注：*p < 0.1，**p < 0.05，***p < 0.01，括号中为异方差稳健标准误。 
 

由表 2 可知，第(1)和(2)列分别为预期嫁妆关于储蓄率 1 和储蓄率 2 的回归结果，预期嫁妆前的系数

都为正，但在 0.1 水平下均不显著。第(3)列展示了预期彩礼关于储蓄率 2 的估计结果，预期彩礼前的系

数等于 0.061，且在 0.01 水平下显著。上述结果初步表明，预期嫁妆不会对家庭储蓄率产生影响。由于

结婚时嫁妆的支付具有自主性并且不是硬性要求，从而父母可能不会因为女儿未来结婚的嫁妆而进行储

蓄。另一方面，彩礼支付对于有儿子的家庭来说具有一定刚性，父母需匹配女方家庭关于彩礼的要价，

因此对于低收入的农村家庭而言可能会为之进行储蓄。 

4.2. 内生性讨论及处理 

本文考虑到模型中可能存在遗漏变量问题，如个人的主观偏好、当地的文化风俗及政策制度都可能

对影响家庭储蓄率。双向因果问题也可能存在，当家庭储蓄率越高时，随着教育可获得性的增加，父母

可能提高对子女受教育程度的预期，从而提高对彩礼的预期。 
为克服模型中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使用家庭藏书量作为预期彩礼的工具变量。本文认为，家庭

藏书量越多的家庭对于教育的重视程度越高，从而更倾向于对子代的教育投资，对子代也有更高的教育

期望。此外，由于模型中内生变量与工具变量恰好识别，本文参考方颖和赵扬的方法[38]，对工具变量的

外生性进行检验。将家庭储蓄率同时回归于预期彩礼及家庭藏书量，结果如表 3 所示。 
 
Table 3. Verifing the exogeneity of instrumental variables and two-stage least-square regression 
表 3. 验证工具变量的外生性及两阶段最小二乘回归 

 
(1) (2) (3) (4) 

OLS 2SLS 

预期彩礼 
0.064***  0.061*** 0.200** 

(0.009)  (0.010) (0.099) 

家庭藏书量 
 0.0002*** 0.0001  

 (0.0001) (0.0001)  

常数项 
0.414*** 0.440*** 0.407*** 0.401 

(0.013) (0.012) (0.013) (0.451) 

控制变量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省级固定效应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第一阶段F值    14.25 

p值    0.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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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N 1500 1500 1500 1500 

R2 0.022 0.004 0.023 0.000 

注：*p < 0.1，**p < 0.05，***p < 0.01，括号中为异方差稳健标准误。 
 

本文分别使用内生变量与工具变量关于家庭储蓄率进行回归，结果展示于表 4 中第(1)、(2)列，无论

是预期彩礼还是家庭藏书量都对家庭储蓄率显著。将二者同时对家庭储蓄率回归，结果如第(3)列，预期

彩礼仍然显著，但家庭藏书量不显著，这说明家庭藏书量并不直接影响家庭储蓄，而是仅仅通过预期彩

礼对其造成影响。基于此本文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估计预期彩礼对储蓄率 2 的影响，估计结果报告于

第(4)列。预期彩礼前的系数等于 0.200，在 0.05 水平下显著，第一阶段 F 值为 14.25，当 F 值大于 10 即

可认为该工具变量有效[39]，因此本文认为用家庭藏书量作为预期彩礼的工具变量是合理的。 

4.3. 稳健性检验 

本部分运用变量替换及变更数据的方法，对上述模型实证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其结果在表 4 中展

示。由于预期彩礼指标的构建与家庭中正在上学的子女有关，本文将预期彩礼替换为人均预期彩礼再对

储蓄率 2 进行回归，人均预期彩礼为预期彩礼除以家庭中子女数量，估计结果如第(1)列所示，人均预期

彩礼的系数为 0.086，在 0.01 水平下显著，与采用原变量时的估计结果差异不大，因此本文认为预期彩

礼对家庭储蓄的影响是稳健的。根据贺雪峰等(2017)的研究，中国南北地区中的家庭代际关系存在显著差

异，例如华北地区家庭代际伦理责任强于南方地区，父母对于儿子婚姻重视程度更高，因此本文将模型

中控制的省级固定效应替换为南北固定效应再进行估计，其结果展示于第(2)列中，预期彩礼系数为 0.065，
在 0.01 水平下显著；2SLS 估计结果展示于第(3)列中，预期彩礼系数为 0.230，在 0.05 水平下显著，与基

准回归中结果无明显差异。 
 
Table 4. Robustness test 
表 4. 稳健性检验 

 (1) (2) (3) (4) (5) 

人均预期彩礼 
0.086***     

(0.013)     

预期彩礼 
 0.065*** 0.230** 0.052*** 0.043*** 

 (0.009) (0.110) (0.011) (0.010) 

常数项 
−0.060 −0.195 0.200 0.318 −0.114 

(0.17) (0.137) (0.420) (0.303) (0.381)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级固定效应 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南北固定效应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N 1500 1500 1500 1578 1386 

R2 0.089 0.071 0.000 0.103 0.086 

注：*p < 0.1，**p < 0.05，***p < 0.01，括号中为异方差稳健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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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本文分别对被解释变量储蓄率 1 和储蓄率 2 及核心解释变量预期彩礼及预期嫁妆进行上

下 1%缩尾处理，估计结果未发生显著变化；此外，本文采用同样的方式处理 CFPS2016 和 CFPS2018 调

查数据，验证预期彩礼对于农村家庭储蓄的影响，结果展示于表 4 第(4)和(5)列，其与上文中估计结果同

样无显著差异。 

4.4. 机制检验 

由基准回归中可知，男方家庭对于彩礼的预期能显著促进其储蓄率提高，但背后的作用机制本文尚

不明确。通常而言，各种外部冲击主要通过家庭收入和家庭消费两条路径作用于家庭储蓄率，因此本文

将从这两个路径讨论预期彩礼对家庭储蓄率的作用机制。 
本文首先讨论消费路径，表 5 中第(1)列为预期彩礼与家庭其他消费回归，结果显示预期彩礼对家庭

其他消费的影响并不显著。第(2)列展示了预期彩礼和家庭其他消费与家庭储蓄率进行回归的结果，其中

预期彩礼系数为正，家庭其他消费系数为负，二者都在 0.01 水平下显著。由此本文推测，预期彩礼并不

会对家庭其他消费产生挤出效应。其可能的原因为，预期彩礼对于家庭储蓄率的影响并非一种短期效应，

父母并不会选择将进一步挤出家庭消费作为长期策略来对彩礼进行储蓄。 
 
Table 5. Dual-path mechanism test of consumption and income 
表 5. 消费和收入双路径机制检验 

 
(1) (2) (3) (4) (5) (6) 

其他消费 储蓄率2 劳动收入 储蓄率2 劳动收入 劳动收入 

预期彩礼 
0.057*** 0.064*** 0.274*** 0.058*** 0.264** 0.465*** 

(0.078) (0.008) (0.105) (0.009) (0.120) (0.173) 

劳动收入 
   0.012***   

   (0.003)   

其他消费 
 −0.051***     

 (0.022)     

常数项 
1.308 0.113 2.393 −0.025 4.357*** 5.233*** 

(1.570) (0.322) (2.600) (0.348) (0.131) (0.161)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省级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N 1500 1500 1500 1500 1311 1323 

R2 0.141 0.243 0.218 0.095 0.004 0.008 

注：*p < 0.1，**p < 0.05，***p < 0.01，括号中为异方差稳健标准误。 
 

另一方面，本文认为，男方家庭中父母对于未来儿子结婚需支付的彩礼产生预期后，将配置更多的

劳动力到其工作之中，或谋求更多的工作机会，以提高家庭劳动收入，从而在家庭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

条件下提高家庭储蓄率。表 5 中第(3)、(4)列汇报了上述传导路径的估计结果，其表明预期彩礼对家庭劳

动收入有促进作用。为进一步验证该传导机制的可靠性，本文使用相同家庭 2016 年和 2018 年的劳动收

入数据，再次使用预期彩礼对其进行回归，结果同样表明预期彩礼对家庭劳动收入有促进作用，结果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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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第(5)列和第(6)列中展示。综上所述，预期彩礼并不会进一步削减家庭消费，而是通过促进家庭收入

增加的途径来对家庭储蓄率产生影响。 

4.5. 异质性分析 

为对假说 2 进行验证，本文将基于不同家庭子女性别组成及子女数量不同来对预期彩礼对家庭储蓄

的影响进行异质性分析，其结果如表 6 所示。 
 
Table 6. Heterogeneity analysis of different gender and number of children 
表 6. 不同子女性别及数量异质性分析 

 
(1) (2) (3) (4) (5) (6) 

有儿有女 有儿无女 独子有女 独子无女 多子有女 多子无女 

预期彩礼 
0.046*** 0.079*** 0.043*** 0.067*** 0.073* 0.102*** 

(0.012) (0.014) (0.012) (0.017) (0.043) (0.027)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省级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N 777 723 695 491 82 232 

R2 0.100 0.126 0.109 0.143 0.257 0.203 

注：*p < 0.1，**p < 0.05，***p < 0.01，括号中为异方差稳健标准误。 
 

表 6中第(1)和(2)列分别展示既有儿子又有女儿的家庭和只有儿子没有女儿的家庭中预期彩礼对家庭

储蓄率的回归结果。(1)中预期彩礼系数小于(2)，即没有女儿的家庭对彩礼形成预期后更倾向于为其储蓄。

第(3)列和第(4)列了展示只有一个儿子的家庭中是否还有女儿的不同样本的回归结果，对比(3)、(4)可知，

没有女儿的家庭的预期彩礼系数高于有女儿的家庭。第(5)和(6)列为家庭中有大于等于两个儿子的情况，

结果与前两组相同。综上所述，本文可以认为儿子越多的家庭更倾向与对彩礼进行储蓄，儿子越多意味

着父母面临的彩礼总数额越高；当家庭中有女儿存在，父母为彩礼而储蓄的效应将减弱，本文认为这是

由于父母预期女儿结婚时能向男方家庭索取一定金额的彩礼，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小因儿子结婚需支付

彩礼所带来的压力，这与陶自祥的研究结论一致[40]。 
另一方面，本文考虑到父母为儿子结婚时的彩礼而储蓄的效应可能与儿子的年龄有关，通常认为，

当子女越接近其适婚年龄，父母对其婚姻问题越关注，并且父母会根据年龄顺序依次考虑子女的婚配问

题，因此本文以家庭中第一个孩子年龄作为分组的依据再次进行探究，结果如表 7 所示。 
 
Table 7. Heterogeneity analysis of the age of the first child 
表 7. 第一个孩子年龄异质性分析 

 
(1) (2) (3) (4) (5) 

长子 长女 0~7岁 8~15岁 16~22岁 

预期彩礼 
0.080*** 0.032** 0.065*** 0.056*** 0.058*** 

(0.012) (0.015) (0.023) (0.017) (0.012)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级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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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N 1003 497 426 523 551 

R2 0.121 0.113 0.139 0.104 0.124 

注：*p < 0.1，**p < 0.05，***p < 0.01，括号中为异方差稳健标准误。 
 

表 7 中第(1)列和第(2)列分别表示第一个孩子性别为男和女的家庭样本的回归结果。第(1)列中预期彩

礼的系数为 0.080，在 0.01 水平下显著、并且明显大于第(2)列中 0.032。该结果与上述分析一致，即家庭

中第一个孩子为女性时，父母预期可将姐姐结婚获取的彩礼收入用于弟弟结婚时的彩礼支出。第(3)、(4)、
(5)列分别表示第一个孩子年龄在 0~7 岁、8~15 岁、16~22 岁的家庭中预期彩礼对储蓄的影响，结果显示

预期彩礼的系数均在 0.01 水平下显著，但其间差异并不明显。可能的原因为：父母对于子女的婚姻问题

保持高度重视并平滑于子女前半生，并未随子女年龄变化而变化。 

5. 进一步讨论 

上述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预期嫁妆对于家庭储蓄的影响并不显著，但对于女儿结婚时的嫁妆，父母

真的不重视吗？自上个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农村地区家庭代际关系出现了严重失衡，表现为子女不孝

的行为愈发普遍，但父母仍为子女的婚配问题尽心尽力[41]。考虑到中国不同地域的地理方位、经济发展

和文化习俗等因素各不相同，因此，我们将各个省份划分为东北、东部、中部和西部四个地区，进一步

对有未婚女儿的农村家庭关于预期嫁妆对家庭储蓄的影响进行探究。得到 OLS 估计结果如表 8 所示。 
 
Table 8. Regional difference in the effect of expected dowry on household savings  
表 8. 预期嫁妆对家庭储蓄率影响的区域差异 

 
(1) (2) (3) (4) (5) (6) (7) (8) 

储蓄率1 储蓄率2 

预期嫁妆 
−0.419 0.263*** −0.117 0.267 −0.429 0.203** −0.154 0.229 

(0.343) (0.094) (0.097) (0.202) (0.363) (0.089) (0.134) (0.179)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划分 东北 东部 中部 西部 东北 东部 中部 西部 

N 118 309 355 476 118 309 355 476 

R2 0.85 0.101 0.061 0.094 0.067 0.066 0.059 0.069 

注：*p < 0.1，**p < 0.05，***p < 0.01，括号中为异方差稳健标准误。 
 

表 8 中第(1)至(4)列表示预期嫁妆关于储蓄率 1 的 OLS 估计结果，第(5)至(8)列为储蓄率 2。在使用

与前文相同的控制变量的条件下，我们发现只有东部地区存在预期嫁妆对于家庭储蓄的显著促进效应，

即第(2)列中，预期嫁妆的系数为 0.263，在 0.01 水平下显著；第(6)列中，预期嫁妆的系数为 0.203，在

0.05 水平下显著。因此，我们可以初步认为在东部地区农村家庭会为女儿嫁妆进行储蓄。为什么会存在

上述地域差异？我们将对此现象进行深入分析。 
总体而言，中国东部地区所囊括的省市经济发展更为迅速，无论参考 GDP 还是人均 GDP，东部地

区都占主导地位。因此，更高的经济发展水平是中国东部地区相较于其他地区的一个鲜明特点。加之东

南沿海地区存在着浓厚的宗族传统，这与经济因素共同构成了该地区嫁妆盛行的基础[42]。由于城镇家庭

收入及资产水平高于农村家庭，加之城乡间流动性不断扩大，从而东部地区的农村家庭处于不得不为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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妆而储蓄的局面。在嫁妆盛行的地区，嫁妆的数额通常存在一定的标准，一旦有家庭提供的嫁妆低于此

标准，该家庭将被同村人笑话，从而在乡村熟人社会中丢面子以及降低其社会威望。李永萍在福建晋江

农村调研时发现，当地嫁妆通常为二三十万元，这对于普通农村家庭来说可算是一笔不小的支出，因此，

父母可能提前为女儿嫁妆而储蓄，以便维护家庭的面子与名誉[42]。 

6. 总结 

本文主要讨论了彩礼存在的中国农村地区，婚姻支付对家庭储蓄的影响。本文建立实证，主要利用

CFPS2014 数据，建立实证模型，结合现有理论构造预期彩礼和预期嫁妆变量，估计其对农村家庭储蓄的

影响，并且检验了影响机制及影响效应的稳健性与异质性。 
文本的研究结果表明，在控制了家庭特征变量、和村庄特征变量后，预期彩礼增加将促进有未婚儿子

的农村家庭的储蓄率增加，而预期嫁妆无此效应。在替换关键变量及更换数据库后，预期彩礼对家庭储蓄

率的影响并未发现明显差异。异质性分析发现，预期彩礼对有两个及以上儿子的农村家庭储蓄率更为敏感；

相对于只有儿子的农村家庭，同时拥有女儿的家庭预期彩礼对家庭储蓄率影响效果减弱；我们还发现，第

一个孩子性别为女的农村家庭的储蓄率对于预期彩礼的反应显著小于第一个孩子性别为男的家庭；此外，

我们并未发现第一个孩子年龄处于不同年龄段的家庭预期彩礼对储蓄率的影响存在差异。另一方面，进一

步分析发现我国东部地区家庭存在为嫁妆而储蓄的行为，我们对此现象进行了更深入的探索。 
本文的研究为中国农村地区家庭保持较高储蓄率的现象提供新的分析视角，为中国农村家庭储蓄问

题的研究做出微薄的边际贡献。此外，在中国预期彩礼相关数据存在获得性限制下，我们为未来关于中

国高彩礼问题的研究提出另一种思路；本文进一步对中国嫁妆支付现状进行初步探析，并对中国未来的

婚姻支付进行展望。 
由于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及人均受教育年限不断增长，父母的重男轻女思

想在不断弱化，嫁妆的意义也不仅仅局限于彰显家庭的经济实力及提高女性婚后在夫家的地位[43]，更重

要的是嫁妆的支付体现了父母对于女儿婚后更高质量生活水平的美好愿景。为女儿提供高额的嫁妆也体

现了父母对于其高度重视，同时加固女儿与娘家联系的纽带。虽然中国家庭嫁妆支付尚未蔚然成风，但

基于中国目前经济高质量的发展以及“三孩”政策的实施但家庭少子化现象仍将持续一段时间的现实，

本文猜想，嫁妆的支付将伴随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在更多的地区及家庭中呈现。在实现父母与女儿之

间财富代际传递的同时，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天价彩礼，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男方家庭由彩礼支付

带来的巨大经济负担，继而达到一种良性的婚姻支付稳态，即男方家庭支付彩礼给女方家庭，用以补偿

女方家庭劳动力的损失；女方家庭赠与嫁妆给女儿带去男方家庭，表达对女儿的祝福与对婚姻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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