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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消费和储蓄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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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考虑到家庭可能面临信贷约束，同时可能有 目标储蓄的动机，当期养 

老金缴费可能会减少当期可支配收入，进而抑制消费，并可能提高储蓄率。使用城 

镇住户调查 2002--2009年 9省市的数据，利用养老保 险缴费率和养老保险参 与率 

的城市差别随时间的变化，构建家庭养老金缴费的工具变量，实证研究发现：在 

2006年之前，尽管增加养老保 险覆盖率本身有助于刺激消费，在给定缴费前 的收 

入水平 以及养老保 险覆盖状态时，提高养老金缴费率会 显著抑制缴 费家庭 的消费。 

另外，养老保险缴费负担对总消费的影响主要也是负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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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引 言 

居民的储蓄率居高不下，成为一个国内外都非常关注的 “中国谜”。在金融海啸 

的背景下，中国家庭过高的储蓄率再一次成为焦点。通过刺激消费来拉动经济增长 ， 

被普遍看成是促进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对于中国家庭高储蓄的原因，学界 

提出了各种解释。其中一个最常见的解释与 中国还不够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相关 ： 

家庭需要为多种可能的收入冲击做预防性储蓄，包括为养老、教育及可能发生的大 

额医疗支出等储蓄。虽然学术研究还没有确定这一储蓄动机在量上有多重要，不少 

* 感谢清华大学学术午餐会上各位 同事提 出的意见。感谢 匿名审稿专家 的宝贵意见。 白 

重恩感谢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 目 (项 目编号 lOzd 8L 007)的资助。吴斌珍感谢 自然科 

学青年基金 (项 目编号 70903042)的资助。文责 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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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提出，应该通过提高社会保障水平来刺激消费。这一建议还得到了政策上的支 

持 ，在政府应对金融危机的 “一揽子计划”中，大幅度提高社会保障水平 ，被列为 

应对危机的四大措施之一。① 

但是也有学者指出，当前扩大内需总量的根本，在于提高老百姓的可支配收人， 

进行国民收入的再分配，②而提高社会保障水平最终将加重企业或居民的税负，进一 

步挤压居民当期的可支配收入。实际上 ，目前职工及企业的社会保障负担已经很重， 

各地规定的职工社会保险占工资总额 的综合比例 ，大都接近甚至超过 40 。③ 具体 

来说 ，养老保险约占工资的 28 ，医疗保险约 占工资的 8 ，失业保险约 占工资的 

3 ，工伤保险约占工资的 1 ，生育保险不超过工资的 1 。这一比例甚至超过一 

些欧洲的高福利 国家。④虽然在这 40 左右的比例中，职工只支付了约 l1个百分点， 

剩余的由企业支付，但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在一些合理假设下，企业支付的部分 

会转化成职工税前工资的下降，也就是说 ，企业的税负可能会转嫁给职工。 

可以看到，若要很好地衡量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对消费的影响 ，需要研究提高社 

保缴费负担对消费的影响。由于养老保险是社会保障的主体，我们将集中讨论养老 

保险缴费。简单的理论模型预测显示 ，养老保险缴费对消费的影响，取决于养老保 

险的收益、借贷约束的程度、储蓄的主要动机，以及养老保险体制的其他一些特征。 

国内外 目前的实证研究大多假设 ，养老保险的影响通过缴费者一生的收入约束来体 

现 ，因此 ，需着重分析养老保险净收益水平 (所有收益的贴现值减去所有缴费的折 

现值)对消费和储蓄的影响。然而 ，当市场 中存在信贷约束 ，家庭无法通过借贷未 

来的养老保险收益来平滑消费时，当期养老保险缴费的影响和未来收益贴现值的影 

响 ，就不能简单地加减 ，因此，直接考虑当期养老金缴费的影响就很有必要 。鉴于 

中国的资本市场还不发达，同时我国的养老保险缴费率已经很高，直接考察当期的 

养老金缴费对消费的影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们将利用中国城镇住户调查 2002--2009年 9个省市的数据 ，估计职工当期的 

养老保险缴费对家庭消费储蓄的影响。实证估计的难点在于 ，缴费水平的高低往往 

① 参见路透社报道 ：《中国拟 大幅提高社保 水平并 以此提振经济》，2009年 4月 24日， 

http：／／cn．reuters．com／article／chinaNews／idCNChina一3774920090224． 

② 白重恩、钱震杰：《谁在挤 占居民的收入—— 中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分析》，《中国社会科 

学》2009年第 5期；白重恩、钱震杰： 《国民收入 的要素分配：统计数据背后的故事》， 

《经济研 究》2009年第 3期；J．Aziz and C．Li，“Explaining China’s Low Consumption： 

The Neglected Role of Household Income，”IMF working paper，07／181． 

③ 参见 《国务院关于印发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 系试 点方案 的通知》，《国务 院关于建立城 

镇职工基本医疗保 险制度的决定》，http：／／w1．mohrss．gov．cn／gb／ywzn／yilbx．htm． 

④ “List of Countries by Tax Rates，”http：／／en．wikipedia．org／wiki／Tax
—

rates
—

around 

—

the
—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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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一些不可观察的工作特性相关。我们利用工具变量法来解决这个 内生性问题。工 

具变量的构建，利用了各个城市养老金缴费政策随时间变化的差异。 

我们发现 ，在 2006年的养老保险改革之前 ，给定养老金缴费前的收入水平 ， 

同时给定该个体被养老保 险系统所覆盖 ，当期的养老金缴费负担，对缴费家庭 的 

消费有显著的抑制效果 。不过 ，影响幅度的估计值随估计方法的不同而差别较大。 

其 中工具变量回归给出的估计值显示 ，职工养老金缴费率提高 1个百分点 (即缴 

费后可支配收入下降约 284元)，家庭消费下降约 1．75 (约 424元)；而 OLS的 

估计值要小得多。通过和工业企业数据相关联 ，我们发现 ，职工缴费率上升 1个 

百分点，伴随着企业缴费率上升约 0．34个百分点 ，因此职工缴费率上升 1个百分 

点带来的可支配收人的下 降，可能达到 381元。工具变量 回归的估计值意 味着 ， 

养老金缴费率上升导致的可支配收入下降，基本全都转化成 了消费的下降 ，储蓄 

额基本没有变化。另外 ，我们发现 ，被养老保险覆盖本身会显著刺激消费。养老 

金缴费对消费的负面影响 ，可能在 2006年改革后有所减弱 ，但是这一变化的显著 

性依赖于模型设定 ，因此还无法给出确定的回答 。最后 ，我们发现 ，职工养老金 

缴费率的上升 ，并没有导致 当期养老金收益 的显著增加，老年人的消费倾 向比养 

老金缴费者要低 ，因此可以认为 ，当前养老金缴费负担的上升，对总 的消费水平 

主要产生了抑制的效果。 

本文的结构如下 。第二部分介绍相关文献 ，以及 中国养老保 险体制 的特点及 

其变迁。第三部分给出一个简单的理论模型 ，指出养老保 险收益低、借贷约束以 

及 目标储蓄动机的存在 ，都可能导致当期的养老金缴费抑制消费。第 四部分介绍 

计量模型。第五部分介绍数据并给 出统计性描述。第六部分讨论实证结果并进行 

稳健性检验。第七部分估算养老金缴费对总消费的影响。第八部分总结并讨论政 

策含 义。 

相关文献及制度背景 

【一 ) 文献 

关于养老保险的理论文献告诉我们，养老保险和储蓄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如 

果没有借贷约束及不确定性，那么私人储蓄和养老保险之间存在替代关系。当养老 

保险的收益和私人储蓄的收益相等时，当期消费不受养老保险缴费的影响，私人储 

蓄和养老保险缴费存在一对一的完全替代关系，即私人储蓄的减少额，恰好等于养 

老保险的缴费额。如果养老保险收益大于私人储蓄收益，则消费增加 ，私人储蓄的 

减少，比养老保险缴费额要多。但是当养老保险收益小于私人储蓄收益时，当期消 

费将下降，而私人储蓄的减少，将 比养老保险缴费额要少。在这三种情况下，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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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都会降低私人储蓄率 (储蓄／可支配收入)。① 

如果存在借贷约束和不确定性，私人储蓄和养老保险之间的替代关系将变得更 

加复杂。比如，Hubbard和 Judd指出，借贷约束减小养老保险对居民储蓄的负向影 

响，甚至可能使储蓄率上升。②他们 同时指出，养老保险可 以降低预防性养老储蓄。 

Samwick进一步指 出，大额医疗支出等风险的存在，可能会导致 目标储蓄 (target 

saving)动机或缓存性储蓄 (buffer—stock saving)动机 ，这类动机使得居民有一个 

储蓄的 目标值 ，因此，在养老保险缴费增加时，尽管可支配收入减少，居民仍然不 

愿意减少储蓄，进而可能出现消费下降、储蓄率上升的情况 。③另外 ，Thaler还提 

出，自我约束性储蓄以及短视等原因，也可能导致养老保险缴费增加居民储蓄率。④ 

由于关于养老保险与储蓄率之间的关系，理论上没有定论 ，实证研究就格外重要。 

目前国内外关于养老保险和储蓄关系的实证研究 ，大多不考虑借贷约束和不确 

定性所产生的影响，而只考虑养老保险通过影响当事人一生的预算约束来影响当期 

的储蓄 ，因此关注养老保险净财富对消费储蓄的影响。实证研究应用的方法主要有 

三种。第一种以 Feldstein早期的研究为代表 ，利用时间序列资料 ，分析养老保险净 

财富对当期消费的影响。⑤ 这种方法很难排除同时期其他变化 的影响。第二种是利 

用养老保险净财富在横截面上的差异，直接考察养老保险净财富对私人储蓄 (存量) 

的挤出效应。⑥这种方法的主要问题在于 ，养老保险缴费水平往往和当事人的其他工 

作特征相关 ，由于无法控制所有这些工作特征，实证研究很难完全分离出养老保险 

本身的影响。基于前两种方法的研究结论的差别也比较大。比如 Kotlikoff发现 ，养 

① M．Feldstein and J．Liebman，“Social Security，”in A．Auerbach and M．Feldstein，eds．， 

Handbook of Public Economics，vo1．4，Amsterdam and NY：North Holland，2002，PP． 

2245—2324． 

( R．G．Hubbard and K．L．Judd，“Social Security and Individual Welfare：Precautionary 

Saving， Borrowing Constraints， and the Payroll Tax，’’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1．77，no．4，1987，PP．63O一646． 

③ A．A．Samwick，“Tax Reform and Target Saving，”National Tax Journal，vo1．51， 

no．3．1998．PP．621-635． 

④ R．H．Thaler，“Anomalies：Saving，Fungibility，and Mental Accounts．”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vo1．4，no．1，1990，PP．193—205．养老金缴费还可能会通过影 

响就业 (比如鼓励 员工提前退休)刺激储 蓄。而且，养老保障体系大多伴随着代 际 内 

和代 际间的收入再分配，而不 同收入群体 以及代 际之 间有不同的边 际消费倾 向，老一 

代人有遗赠的动机，因此，养老保障对社会总体储蓄率的影响方向很难确定。 

⑤ M．Feldstein，“Social Security，Induced Retirement and Aggregate Capital Format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1．82，no．5，1974，PP．905—926． 

⑥ R．G． Hubbard， “Pension Weahh and Individual Saving：Some New Evidence．” 

Journal of Money，Credit and Banking，vo1．18，no．2，1986，PP．167—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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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保险净财富对私人储蓄基本没有影响，而 Feldstein和 Pellechio以及 Gale发现 ， 

养老金净财富和私人储蓄的替代率在 39 9／6—100 9／6之间。①最近的研究多采用第三种 

方法，即利用 自然实验来获得 比较外生 的养老保 险差异 ，比如对意大利或英 国 

的养老保险制度 变化 的考察 。②这些研究 和 Gale的结 论 比较接近 。作为现有 文 

献 中少有的直接考 察 中 国养老保 险对储 蓄 影 响的规范 实证研 究 ，何立新 等 及 

Feng、He和 Sato使用的就是这一方法 。他们针对 1 9 9 5—1 9 9 7年间中国养老保 

险制度的改革 ，研究由政策变化引起 的养老保 险净财富变化 ，对家庭储蓄率 的 

影响。③结果发现，养老保险净财富的下降显著提高了家庭储蓄率，幅度在 30 一 

40 之间，影响的幅度在家庭之间的差别随参数而变化。Chamon和 Prasad通过研 

究家庭储蓄和家庭人 口特征的关系 ，间接地考虑了养老保险对储蓄可能产生的影响， 

提出社会保障的不完善是导致中国居民高储蓄率的重要原因。④ 

为了全面考察养老保险和储蓄的关系，我们需要考虑信贷约束和不确定性所产 

生的影响。只分析养老保险净财富对储蓄的影响，不能达到这一 目的，需要直接考 

察当期的养老保险缴费对当期储蓄的影响，现有文献在这方面需要补充。⑤ 

① 

② 

③ 

④ 

M ．Feldstein and A．Pellechio，“Social Security and Household W ealth Accumulation： 

New Microeconometric Evidence，”Review 0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VO1．61，no．3， 

1979。PP．361—368；W ．G．Gale，“The Effects of Pensions on W ealth：A Re-Evaluation of 

Theory and Evidence，”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1．106，no．4，1998，PP．706—723； 

L_Kotlikoff．“Testing the Theory of Social Security and Life Cycle Accumulation，” 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1．69，no．3，1979，PP．396—410． 

O．P．Attanasio and A．Brugiavini．“Social Security and Households’Saving，”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vo1．118，no．3，2003，PP．1075一ll19；O．P． 

Attanasio and S．Rohwedder，“Pension W ealth and Household Saving：Evidence from 

Pension Reforms in the United Kingdom．”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1．93， 

no．5，2003，PP．1499—1521；R．Bottazzi，T．Jappelli and M ．Padula，“Retirement 

Expectations．Pension Reforms and Their Effect on Private W ealth Accumulation，”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VO1．90，no．12，2006，PP．2187—2212． 

何立新、封进、佐藤宏：《养老保险改革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中国的经验证据》，《经 

济研 究》2008年 第 10 期；J．Feng，L．He and H．Sato，“Public Pension and 

Household Saving：Evidence from Urban China，”Journal of Cornparative Economics， 

VO1．39，no．4．2011，PP．470-485． 

M ．D．Chamon and E．S．Prasad，“W hy Are Saving Rates of Urban Households in 

China Rising?”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Macroeconomics，VO1．2，no．1，2010， 

pp．93—130． 

⑤ Kotlikoff区分了养老保险净收益和已交的养老金缴费对家庭财富的影响，发现已交的养老 

金缴费的确减少了财富的积累，但是这种负向影响和一般的税收对储蓄的负向影响没有 

显著的差别。他发现，养老保险净收益对财富没有显著影响。L．Kotlikoff，“Tes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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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制度背景 

国外的研究很少讨论养老金缴费率本身的影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外的 

养老保险税大都是全国统一的，很难找到外生的横向差异。但是在中国，养老保险 

在 2007年前还基本处于市、县一级统筹 的状态。①而且为了鼓励 因地制宜的制度创 

新，中央让各地在统一的指导原则下选择各 自的实施方案，因而造就了各地养老保 

险制度 “百花齐放”的局面。 

虽然地区间的制度差异可能和很多不可观察的地 区特性相关 ，中国养老保险 

政策随时间变化的地 区差异 ，使我们 可以有效地控制不随时间变化的地 区差异 。 

更具体的，l997年之前，员工个人缴费率没有统一规定 ，个人缴费在 1991年后 

开始逐步实行 ，不超过工资的 3 。l 997年 7月 16日国务院 《关于建立统一 的企 

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要求 “个人缴费比例 1997年不得低于本人缴 

费工资的 4 ，1998年起每两年提高 1个百分点 ，最终达到本人缴费工资的 8 9／6， 

有条件的地区和工资增长较快的年份，个人缴费比例提高的速度应适当加快。而 

企业缴费比例一般不得超过企 业职工工资总额 的 20 9／6(包括划入个人账户 的部 

分)，具体比例 由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 民政府确定”。② 这样的政策导致现实中各 

地的个人养老金缴费率有不同的增长步伐。这也促使 2003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发 

文 ，要求个人缴费率尚未达到 8 9／6的地区，尽快采取举措达到这一 比例。③这样 ，在 

控制各个地区的固定效应之后，这种政策变化的地区差异 ，给予了比较外生的缴费 

率随时间变化的地区差异。 

基于城镇住户调查 2002--2009年的数据 ，图 1给出了各省养老金缴费率和覆盖 

率的变化 。可以看到，各地养老金覆盖率和缴费率有较大的差异 ，并且变化趋势也 

不尽相同。在这期间，城市平均的缴费率约为 6．1 ，方差达到 2 ，城市平均缴费 

the Theory of Social Security and Life Cycle Accumulation，”pp．396—410． 

① 早在 1998年，国务院就要求各省、市、自治区逐步推行养老保险的省级统筹。但到 

2007年，除 了北京、上海等为数不 多的省市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省 级统筹之外，大部分 

省份仍停 留在市、县 一级统 筹。见新华 网，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 

2008一O1／09／contem
一

7388422．htm ． 

② 《关于建 立 统 一 的企 业职 工基 本 养老 保 险 制度 的决定 》，见 人 民 网，http：／／www． 

people．corn．cn／GB／shizheng／252／7486／7498／20O2O228／675965．htm1． 

③ 2004年，大部分的城市已经实现 8 的职工个人缴费率，但是也有不少城市仍然实行 

7 的缴费率 (如济南、武汉、烟 台等)，甚至还有城市实行 5％的缴费率 (厦 门)，见 

“5O个 主 要城 市 工 资及 社 会 保 险缴 费信 息 查 询，”http：／／www．btophr．com／ 

viewcontent／insurance．asp?city=厦门。《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 险制度 的决定》 

规定， 自2006年 1月起，个人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比例统一为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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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的年均增长达到 0．86 ，增速的方差是 1．7 9／6。这为我们研究当期缴费率对消费 

的影响，提供了较好的自然实验。 

l 

O．95 

O．9 

O．85 

O．8 

O．75 

O．7 

O．65 

O．6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8 20 
) 

--．一北京 —．_辽宁叫_浙江— 安徽 湖北 

一 广尔 —一四川 ⋯ 陕舶一 H。肃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 北 京 + 辽宁 + 浙江神 安徽 湖 北 一 f钲 、 

叫 ， 一东 _+．四川 一 陕西一 tj 肃 

(a)覆盖率随时间变化 的省 际差异 (b)缴 费率随时间变化 的省 际差异 

图 1 养老金覆盖率和缴费率的时间趋势在省 际的差别 (2002--2009) 

资料来源 ：作者根据城镇住 户调查 2002--2009年数据计算 。 

给定地 区，养老金缴 费率 在不同工资水平的员工之 间还可能有所差别 。更 

具体的 ，个体应缴社会保险费是社会保险缴费基数和缴费 比例 的乘积 。一般而 

言 ，本年度职工个人 的社会保 险缴费基数是个人上 年度工 资收入 总额的月平均 

数 。然而 ，如果个人工资低于缴费基数下 限 (当地在岗职工平均工 资的 6 0 )， 

以当地平均工资的 60 而不是员工的实际工资，作为缴费基数 ；而个人工资超过缴 

费基数上限 (当地平均工资 300 9／6)的部分 ，不计人缴费基数。因此，缴费率在个 

人工资达到缴费基数上限或下限时，会发生非线性变化。职工工资低于缴费基数下 

限或高于上限时，实际缴费率随工资上升而下降，工资在上 限和下限之间时 ，实际 

缴费率等于当地规定的缴费比例。我们的数据显示，35 的非离退休、非事业单位 

的从业人员工资在缴费基数下限之下 ，0．6 9／6的此类人员工资在缴费基数上限之上。 

因此，不少家庭的养老金缴费率受到上下限的影响。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很多企 

业及职工存在逃费行为，特别是低报社会保险缴费基数。①这种逃税行为 ，往往和企 

业性质以及各个城市的监管执行力度相关。 

考虑到养老保险的缴纳是一种有着未来收益 的强制储蓄，人们行为的变化取决 

于未来的收益。1997年的改革中规定 ，在 1998年 7月 1日后工作的职工 ，职工缴 

费工资的11 进入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其中个人缴费全部进入个人账户，其余部分 

① 企业和职工逃避缴纳养老保险费的现象相当严重，最为普遍的方式是瞒报、少报缴费 

工资基数。2005年 1～6月全国各地共查 出企业少报缴费基数 126．84亿元，少缴五项 

保险费 1 5．75亿元。见新华 网，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5—08／04／ 

content
一

3309758．ht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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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企业缴费中划人；企业缴纳的其余部分划人统筹账户。①缴费累计满 15年的人员， 

退休后的养老金收益，由统筹账户的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两部分组成 ，前 

者按当地职工上年度月平均工资的 20 9／6计发，后者按其个人账户积累本息和 

的 1／120计发。因此如果收益的年数较多，个人账户的收益率就较大。然而，由于 

总共 l1 的工资进入个人账户，职工缴纳不足部分由企业补充，职工缴纳部分会挤 

出企业缴纳部分，这种挤出效应降低了职工缴费的收益率。养老金缴费中划人统筹 

账户部分的边际回报率为 0，因为缴费累计满 15年之后 ，不管企业缴纳多少，职工 

都得到 20 的社会平均工资。 

除了 1997年的政策变化，另一次重大的制度变化发生在 2006年 1月。②其中， 

最重要的变化有两个 。一是个人缴纳的比例统一为 8 9／6，同时个人账户 由缴费工资 

的 ¨ ，调整为 8 ，即企业缴纳部分全部划人统筹账户。二是基本养老金计发办 

法有所调整 ：统筹账户的基本养老金，以当地上年度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和本人指 

数化月平均缴费工资的平均值为基数，以个人累计缴费年限为基础，计算计发比例， 

缴费每满 1年发给 1 9／6，其中本人指数化月平均缴费工资 ，随着个人平均的缴费工 

资而上升。个人账户养老金为职工退休时，个人账户储存额除以根据城镇人 口平均 

预期寿命、本人退休年龄、利息而确定的计发月数。可以看到，新的计发办法体现 

了多工作 、多缴费，就多得养老金的原则 ，有助于提高居民的缴费积极性。⑧ 

三、一个简单 的理论模型 

本节用一个简单的生命周期模型 ，为我们的实证研究提供理论根据。这个简单 

模型考虑了三个和现实 比较接近的重要因素。 (1)个人必须在工作期间 (年轻时) 

支付养老金 ，在退休后 (年老时)得到养老保险金 ； (2)个人面临借贷约束 ；(3) 

个人由于要在将来购买大宗消费品或者其他原因，有目标储蓄的动机。在文献中， 

目标储蓄一般都来源于为将来的不确定性而进行的预防性储蓄。但如果在理论模型 

① 具体规定见 《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http：／／www． 

people．COrn．cn／GB／shizheng／252／7486／7498／2OO2O228／675965．htm1． 

② 具体见 《国务院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http：／／www．gov．en／ 

zwgk／20o5—12／14／content
一

127311．htm ． 

③ 2006年 的政策变化对养老金收益 的影响比较复杂。第一个政策变化取 消 了企业对个人 

账户的贡献，因此职工在个人账户上的收益下降，但由于去除了职工缴费对企业缴费 

的挤出效应，职工缴纳部分的边际回报率反而有所上升。第二个政策变化增加了养老 

金缴费在统筹账户上的边 际回报率。由于采取 了 “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中人逐 

步过渡”的方法，这次改革原则上基本保证老人和 中人的养老保险收益没有降低，而 

新人的 目标替代 率有所上升 。见新华 网，http：／／news．xinhuanet．corn／fortune／2005— 

12／15／content
一

3923162．ht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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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引入不确定性，我们就很难得到显式解 。因此我们考虑了另外一种可能导致 目标 

储蓄的原因：有一些商品，比如住房 ，是大宗消费品，需要一次性支付比较大的金 

额，由于有信贷约束，如果要消费这一类商品，消费者就需要存够一定的金额。我 

们以购买住房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 。 

假设个人需要做三期决策 ，每一期他们需要决定消费、储蓄 ，以及是否购买 

住房 (0—1选择)，如果购买住房，就需要支付 P元。另外，人们面临借贷约束， 

不失一般性，我们假设人们不能借贷。个人的跨期选择问题，可以由以下方程来 

表示 ： 

M axc 
，
c ，H， ，A ( 1， 1)+pU( 2， 2)+ ( 3， 3)1 A1 U C H C H U C H 

S．t．C +P(H 一 H 一1)+A ===(1一t 一t )W + (1+r)A 一1， t一1，2 (1) 

C3+P(H3一 H 2)一(1+r)A2+b×B， t一3 (2) 

B—t (1+r) [Wl+W2／(1+r)]， (3) 

C ≥0，A ≥0，H ∈{0，1}，A。给定。 

其中，U(·)为效用函数，G为贴现率，C 为 t期的消费，H 为 t期是否拥有住 

房的 O一1变量 ，P为住房的价格，A 一 为 t期初的储蓄，回报率为 r。最初的储蓄 

A。是给定的。w 为 t期的工资收入。每个人在前两期工作 ，第三期退休 ，第 四期死 

亡。同时每个工人在工作期间都需要缴纳工资所得税 t 和社会保障税 t⋯ B为个人 

总共缴纳的养老保险 (考虑利息收益)，约束 (3)给出了 B的计算公式。b为养老 

保险的回报率 ，为简单起见，我们假设 b是一个常数。假设 I3—1／(1+r)。如果 

b一1，那么养老保险就和资本市场上无风险的储蓄同收益；如果 b>1，那么养老保 

险比资本市场的收益要高；反之，则要低 。 

为了解这个最优化问题，首先需要找到给定购房选择后的最优消费储蓄选择 

({Cj，A，) ：Ⅲ，。)，然后比较不同的购房选择下的效用值，找到最优的购房选择以及 

对应的消费储蓄选择。最终的最优选择取决于收入的分布、房价以及初始的资产。① 

为了简化分析，我们集中考虑以下情况：假设住房给予了足够高的效用，人们的最 

优选择是在第二期购买住房，即家庭选择 H 一0，H 一1，H。一1。我们进一步做如 

下假设来简化问题 ：住房的价格足够高，使得一期 的收人不足以满足购房的资金要 

求 ，而且人们在第一期没有能力购买住房，在数学上，这意味着 P>A。(1+r)+ 

( l—t 一t )W ，P> (1一t 一t 。)W ，以及 P>b×B。我们进一步假设，如果第 
一 期没有追加储蓄 ，人们第二期的资产也不足以购买房子，即 P>A。(1+r)。。在 

这些假设下，如果人们选择在第二期购房，由于有借贷约束，他们就必须在第一期 

① 这里我们没有考虑养老保 险制度 的变化。如果养老保 险政策有所变化 ，个人将根据新 

的政策进行重新优化，因此政策的影响取决于重新优化所跨越的期数，换句话说 ，取 

决于个人的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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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加储蓄，或者减少第二期 的消费或储 蓄。① 

P<A。(1+r) + (1一t 一t 。) Ew1(1+r) 

来讨论结果。② 

同时，假设第二期购房是可能的，即 

+ w ]。下面我们用比较直观的方法 

首先考虑信贷约束松弛 (not binding)的情况，此时人们没有借贷 (A >0)。 

消费取决于一生的预算约束 ，因此取决于养老保险的收益是否大于资本市场的回报。 

定义储蓄率为储蓄除以剔除养老金缴费后的可支配收入 Es 一(Y 一C )／Y ，Y 一(1 
一 t 一t。 )W ]，Y 表示社保缴费后的家庭可支配收入。当养老金缴费率上升时，如 

果 b>1(养老保险的收益大于资本市场的回报)，消费上升 ，储蓄率下降；如果 b< 

1但是 b>[P—A。(1+r)。]／(1一t )Ew (1+r)+w ]，消费和储蓄率都下降，私人 

的储蓄率下降，是因为已经通过缴纳养老金为退休做了一定量的 (强制)储蓄 ；如 

果 b<[P—A。(1+r) ]／(1一t )Ew (1+r)+w ]，消费下降，但是储蓄率上升。原 

因是，如果P很高，人们有为购房及退休储蓄的动机，因此储蓄下降的量，比可支 

配收入下降的量相对少，储蓄率上升。③我们注意到，如果没有引入购房 (进而 目标 

储蓄动机)，储蓄率不太可能上升，因为 b不太可能小于 0。 

然而，如果老年时期的收益足够高，使得家庭想通过第三期借贷来购买住房 

时，第二期的借贷约束变紧 (binding)，第二期储蓄额为 0(A 一0)，此时家庭不 

再是在三期之间平衡消费 ，而只是在前两期之间平衡消费 ，因此养老金 的收益不 

会影响前两期的消费 ，而第三期 的消费由养老金收益决定 。很 明显 ，给定被养老 

保险系统所覆盖 ，当养老金缴费率上升时，前两期的收入都下降，前两期的消费 

也随之下降。④ 由于消费和可支配收入都下降，储蓄率的最终变化不确定，取决于 

P和 A。(1+r) 的关 系。当 P>A。(1+r)。，储 蓄率随养老金缴费率 的上升而上升 

(即使 b>1)；否则储蓄率下降。直观的解释是 ，P>A。(1+r) 意味着家庭需要在第 
一 期追加储蓄，才可能在第二期购房，这和购房要求非常高的首付相对应，此时 目 

标储蓄动机最有可能出现。 

① 如果 P>A。(1+r) + (1～t 一t )W ，那 么人们必须通过第一期追加储蓄来 实现第 

二期购房 的需求。 

② 具体的证明由于篇幅限制没有在这里报告，有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取。 

③ 另外一种储蓄率 (s。)的定义为储蓄(Y 一C )除以养老金缴费前的可支配收入。由于 ds。／ 

dt 一(1一t ～t。 )ds／dt 一 ，可以推 出养老金缴费对 s。的影响更可能为负。如果将购房看 

成消费，并将其从储蓄中剔除，那么养老金缴费对扣除购房的储蓄率的影响始终为负。 

④ 这里我们假设养老保险收益率不随缴费额变化。另外，最优选择可能因为被养老保险 

覆盖而变化 ，从没有养老保 险 系统，变成某个 正 的养老 金缴 费率时，消 费不 一定 会 

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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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计量模型设定 

基于以上讨论 ，我们将直接考察 当期的养老金缴费率对缴费者当期消费及储 

蓄的影响。由于只有家庭层面的消费，实证分析 的样本 以家庭为单位 。为 了避免 

养老金缴费主体并非消费和储蓄 的决策主体 ，我们 只考虑那些户主及其配偶是家 

庭养老金缴费主体 的家庭 (户主和配偶的缴费 比例超过 家庭 总的养老金缴费 的 

80 )。养老金缴费率是户主及其配偶 的总缴费额与他们的工资收入之 比。另外 ， 

如果户主或配偶被养老保险覆盖，我们就定义该家庭被养老保险所覆盖。①由于我 

们的数据中没有企业缴纳养老保险的信息 ，我们只考虑 了职工的养老保险缴纳。为 

了简化陈述 ，除非特殊说明，后面的养老保险缴纳指的都是职工缴纳部分。 

基础模型设定如下 ： 

log (C) 一 】×pension+ 8×log (Y) + ×Dpension+ ×X+￡ (1) 

其中 C为家庭消费性支出。pension为养老保险缴费率，我们主要考察缴费率 

的影响，也使用了缴费额的对数来做稳健性分析。Y为社保缴费前的家庭可支配收 

人 。在给定缴费前可支配收入不变的前提下， 代表增加养老金缴费率 100 9／6后， 

消费的变化率 。考虑到有养老保险的工作和没有养老保险的工作，往往有很大差异 ， 

我们控制了 “被养老保险覆盖”这个哑变量 (Dpension)，以控制这种工作特征对消 

费的线性影响。因此 a 反映了在同样被养老保险覆盖的情况下，养老金缴费负担比 

较重和负担比较轻的家庭之间消费的差异，给定他们缴费前的可支配收入相同。另 

外，在控制了缴费前的家庭可支配收入的对数后 ，方程 (1)中各个变量的系数，也 

代表了对消费率对数 Elog(消费／缴费前可支配收入)]的影响。 

我们的模型与文献 中所论及 的模型之间最大的不同，在于我们没有直接控制养 

老保险的净收益。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养老保险体系的政策变化非常频繁，人们对 

将来的收益难以知晓，而且数据中缺少企业缴费的信息，我们无法准确计算养老金 

财富。②另一方面，如果只关注养老金缴费对消费的净影响，我们可以不必估算养老 

金净财富。给定人们在缴纳养老金时，对养老金的收益存在某种预期 ，a 已经包含 

了人们预期到的养老金收益变化对消费的正面影响。同时 也包含了借贷约束及 目 

标储蓄等因素造成的缴费对消费的负面影响，换言之，仅 代表了当期养老金缴费对 

① 这些定义对结果没有本质影响。我们也尝试 了用 6O 9／6、5O 作为样本取舍条件 ，以及 

控制家庭中被养老保险覆盖的人数这些设定 ，结果非常类似。 

② 国外文献大多针对发达国家的养老保险体系，大都没有个人账户。他们通过假设工资 

的增长率、预期寿命以及折现率等参数值，基于现在的养老保险收益公式，估算每个 

家庭的养老保 险收益。但在 中国这样一个快速发展 的国家，工资增长率比较难预测。 

·  58 · 



中国养老保险缴费对消费和储蓄的影响 

消费的综合影响。 

养老金缴费率还和很多其他工作特性相关 ，包括工资、行业、职业以及工作的 

稳定性等，同时，这些工作特征往往直接影响消费。因此 ，我们在 X中尽可能地控 

制这些工作特性 ，以避免估计偏差。更具体 的，我们控制了户主和配偶 的工资收入 

及其在城市内所处的工资分位组的哑变量 (5组)、户主的工作年限、工作年限的平 

方 、行业 (16组)、职业 (8组)以及企业的性质 (国有企业、城镇集体企业、个体 

或私营企业 、其他类型企业)。这里加入工资的组别变量是为了控制工资的非线性影 

响。①我们还控制了可能会影 响到工作特性的户主人 口特征，包括年龄、年龄分组 

(6组)、教育分组 (9组)、性别 、婚姻状态、民族及户 口类型。②除了这些 因素，养 

老金缴费还可能和其他保险项 目缴费正相关，包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住房公积 

金等。如果这些项 目的缴费直接影响消费 ，同时各个项 目对消费的影响方 向相同， 

那么养老金缴费的影响就会被高估 。因此 ，我们尝试在模型中控制其他项 目的缴费， 

以检测是否存在这种高估 。 

我们还控制了一些家庭的特征变量 ，包括家庭人 口数、18岁以下的小孩数、60 

岁以上的老人数。鉴于低工资的家庭养老金缴费率比较高，同时低收人家庭的边际 

消费倾向往往比较低 ，这种负相关性会导致 Q 呈现负号。这种偏差可能在控制了家 

庭收入对数的线性影响后依然存在。因此我们除了控制工资的非线性影响之外，还 

进一步允许不同人均收人的家庭 ，有不同的收入消费弹性。更具体 的，我们在 回归 

中引人人均收入在城市内所处的分位组 (高中低三组)，及其与家庭缴费前可支配收 

入对数的交叉项。最后 ，我们还控制了城市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 ，用来控制不 

随时间变化的城市差异以及各地共同的时间趋势。我们还尝试了加入省份哑变量和 

年份的交叉项 ，以允许各省的消费有不同的潜在趋势。 

尽管我们已经最大限度地控制了能够观察到的与养老金缴费相关的工作特性， 

仍然有一些无法观察到的与养老金缴费相关同时影响消费的因素。比如养老金缴费 

比较高的企业往往是比较成熟的企业 ，工作相对稳定 ，风险厌恶程度比较高的家庭 

更倾向于选择社会保险比较好的工作 ，这些因素的存在导致 OLS估计面临 “遗漏变 

量”问题带来的估计偏差。我们采用工具变量法来解决这个潜在问题 。 

我们考虑的工具变量是各个城市在各个年份平均 的缴费率。前面已经提 到， 

① 在控制 了工资 以及其他工作特征之后，个人养老 金缴费率差异 的一个重要来源，是缴 

费率在工资达到缴费工资基数的上限或下限时，发生的非线性变化。但是工资本身的 

影响可能是非线性的，因此，如果不控制工资的非线性影响，养老金缴费率前的系数 

可能有估计偏差。 

② 在基础模型 中，我们没有控制配偶 的相 关特征，因为他们和户主的对应特征往往高度 

相关。在稳健型检验中，我们尝试了控制配偶的这些特征，对于没有配偶的家庭，这 

些值设为 0，结果 变化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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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997年以后 ，各个城市的缴费比例原则上从 4 开始 ，每两年提高 1个百分点 ， 

直至 8 9／6。但是各个城市的进度可以根据 当地 的经济情况作出调整 。因此城市每 

年平均的缴费率反映了各地每年的相关政策 ，这显然会影响到每个家庭的缴费率。 

由于已经控制了城市和年度 固定效应 ，我们实际上利用了平均缴费率随时间的变 

化在城市间的差异 。虽然各个城市之 间缴费率上升节奏 的差异，意味着各个城市 

制度环境有所差别 ，但是如果这种差别不随时间变化 ，或者随时间线性变化 ，那 

么，城市固定效应以及省份线性趋势 已经基本控制了这方面的影响。类似地，对 

于 “被养老保险覆盖”这个变量 ，各城市各 年平均 的覆盖率是 一个有效 的工具 

变量 。 

五 、数据及统计性描述 

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国国家统计局的中国城镇住户调查 (2002--2009)。城镇住户 

调查覆盖了中国所有省份，采用分层 (地级以上城市、县级市 、县)抽样 的方式获 

得样本。所有样本每年轮换 1／3，全部样本每三年轮换一次。该调查通过调查户每 

日记账的方式收集数据。数据中包括每个家庭成员的基本信息 ：各项收入和各项支 

出，包括各种社会保障缴费支出。数据中还有详细的家庭收入和支出信息。我们使 

用的数据包含北京、辽宁、浙江、安徽 、湖北 、广东 、四川I、陕西和甘肃 9个省市， 

分别来 自于东中西三个地区，具有全国代表性。 

我们首先使用个人层面的数据，描述养老保险缴费和参与情况，并重点关注除 

离退休人员、事业单位以外的城镇就业人员 ，包括城镇在 岗职工及城镇私营和个体 

就业人员。①其中，个体工商户和灵活就业人员在 2006年改革之前大都没被纳入社 

保体系。事业单位实施与企业单位完全不同的养老保险制度 ，因此我们剔除了在事 

业单位工作的样本。我们还剔除了一些异常值，包括没有工资收入的个体及养老金 

缴费率大于 1的样本。最终样本为 128329人 ，其中在岗职工为 99347人。 

表 1给出了 2002--2009年间，除离退休人员、事业单位以外的城镇就业人员的 

平均工资、养老保险覆盖及缴纳情况。可以看到，养老保险在这类人员中的平均覆 

盖率约为 8O 9／6，而所有城镇就业人员的覆盖率约为 78 ，这些数据和官方公布的覆 

盖率非常接近。②如果剔除 2008年 ，这一覆盖率在 2006年达到谷底 ，而后开始上 

① 在岗职工包括在国有、城镇集体、联营、股份制、外商和港澳台投资、其他经济单位 

及其附属机构就业，并 由其支付工资的各 类人员，不包括再就业 的离退休人 员、私营 

和个体从业人员、乡镇企业、农村及其他从业人员 (如现役军人、农民工等)。 

②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 2007年发布的 《近年来我国社会保险基本 情况》指 出，2006年城镇 

企业基本养老保险的覆盖率为 7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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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 。除 2008年之外 ，职工个人的缴费额度 和缴 费率逐年上升 ，2006年分别达到 

1076元和 6．3％，与政策规定 的缴费率 8 仍 有一定差 距，到 2009年也才 达到 

7．5 。①如果考虑其他社会保障支出，包括医疗保 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 

险等 ，职工的个人缴费负担也基本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到 2009年，总的社保个人 

缴费率达到 9．6 ，如果进一步考虑住房公积金 ，总的个人缴费率达到 13．3％。 

表 1 除离退休人员、事业单位外的城镇就业人员养老金覆盖和缴费情况 (样本：128329) 

样本量 平均工资 ，r m 官方所有 所有城镇 加入住房 
r 七 - 口 r 社保 

年 份 覆 盖率 城镇就业人员 就业 人员 缴 费额 缴 费率 总缴费率 公积金的 

(个 ) (元) 覆盖率 总缴费率 ( ) 平均工资 (元 )“ (元 ) ( ) ( ) 

(％) ( ) 

2002 12954 13277 84．2 12373 78．6 591 4．8 6．O 8．7 

2003 145O7 14597 82．3 13969 77．6 702 5．3 6．8 9．6 

2004 15479 1614l 8O．8 1592O 76．5 827 5．8 7．4 1O．2 

2OO5 16197 17831 78．8 18200 76．1 934 5．9 7．6 1O．7 

2OO6 16637 l9548 78．7 2O856 76．1 1076 6．3 8．2 11．6 

2OO7 l7193 22212 79．1 24721 77．3 1234 6．5 8．5 11．9 

2008 172O5 24310 73．9 28898 73．0 l329 6．3 8．1 11．3 

2009 18157 26O44 80．9 32244 78．4 165O 7．5 9．6 13．3 

总 计 128329 22597 8O．4 77．6 1351 6．8 8．7 12．1 

注：(1)所有城镇就业人员包括离退休人员、事业单位及无工资收入的从业人员。资料来源：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编 ：《中国统计 年鉴 (2010)》，北京 ：中国统计 出版社 ，2010年 。 

表 2给出了养老金缴费率和其他社保项 目缴费率及收人之间的相关性。可以清 

楚地看到，各种社保项 目的缴费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而且在 5 的显著水平上显 

著 。养老金缴费和所得税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但相关系数比较小。养老保险缴费 

率和工资收入呈现负相关关系 ，说 明养老金缴费率是累退的，原因是低工资职工更 

可能在缴费基数下限以下；而高工资职工更可能超过缴费基数上限。但养老保险覆 

盖率、缴费金额以及住房公积金缴费率，随工资的上升而上升。 

我们粗略估算了养老保险的收益 (由于篇幅限制 ，表格没有报告)，发现 以当 

前退休工人的养老保险收益和该城市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比重，所定义的替代率 

平均达到了 63．5 9／6，在 2006年之前有所下降 ，2009年有所上升。我们还发现 ， 

养老保险抚养系数 ，即领取养老金的人数和养老金缴费人数之 比，大致呈现上升 

趋势 (从 2002年的 45．7 9／6上升至 2009年的 50 9／6)，说 明养老保险体系 的压力在 

加 。 

① 这并不是因为这里包括 了个体工商户和灵活就 业者。如果只考虑 除事业单位外的城镇 

在 岗职工，平均的缴费率在 2006年只达到 6．5％，2009年也才达到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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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除离退休人员、事业单位外的城镇就业人员社保缴费率与收入的相关关系 (样本：128329) 

养老金缴费率 医疗保险缴费率 其他社保缴费率 住房公积金缴费率 所得税率 工资收人 

养 老金 缴费率 1 

医疗保 险缴 费率 O．4914 1 

其他社保缴费率 O．1187 O．O95O 1 

住房公积金缴费率 O．O294 O．O38O O．1833 1 

所得税率 一O．O156 ——0．o001 0．0412 O．2287 1 

工资收人 一O．1240 一O．O727 O．O127 O．3234 O．46O9 1 

注 ： 代表 5 显 著水平上 显著 。 

由于城镇调查数据中没有家庭成员个人的消费支 出信息 ，我们的回归分析都 

以家庭为单位 。在家庭成员过多时 ，家庭决策的情况变得复杂 ，因此我们去掉 了 

样本中家庭成员个数大于 9人 的家庭 。同时 ，我们剔除了户主年龄不处在劳动力 

年龄 (男 16—60周岁 ，女 16 55周岁)，或户主已经离退休 的家庭。为了尽可能 

地避免养老保险体系的差异带来 的影 响，我们剔除了那些户主没有工作、为私营 

企业主、个体工商户或在事业单位工作的家庭。我们还删除 了户主及配偶的养老 

金缴费额 占家庭总缴费额的比例小于 80 9／6的样本 ，以避免养老金缴费主体并非消 

费和储蓄决策主体的情况 。经过这些样本筛选后 ，我们 的最终样本包 含了 9个 

省市的 1 l 2个城市 ，共计 5 1 6 9 l户家庭 。我们对所有 的名义变量都进行 了物价 

调整 ，以 200 6年的 CPI为 1 00。回归涉及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由于篇 幅限制没 

有 报 告 。 

六、回归结果 

本节报告主要的回归结果。所有回归都考虑了稳健性方差，并控制 了 In(家庭 

缴费前收入)，人均收入在城市内的分位组 (高中低三组，基准组是中等收人家庭) 

及其与 In(家庭缴费前收入)的交叉项 ，in (户主和配偶缴费前工资收入)，户主和 

配偶工资在其居住城市内所处的分位组 (5组)，户主的年龄，年龄分组 (6组)，教 

育分组 (9组)，工作年限，工作年限的平方 ，行业 (16组)，职业 (8组)，以及企 

业的性质 (国有企业 、城镇集体企业、其他类型企业)，户主性别 ，婚姻状态 ，民族 

及户口类型，家庭人 口数 ，工作的人数 ，家庭人 口数 ，18岁以下小孩数，6O岁以上 

老人数。收入组的分类是基于家庭人均收入在该城市内的分位组 (3组)。 

(一)养老金缴费对消费的影响 

我们首先关注养老保险缴费率对消费的平均影响。考虑到养老保险制度在 2006 

年有重大变化，人们对养老金缴费的回报率预期可能发生本质变化 ，因此 ，表 3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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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基于2002--2005年的数据来估计。前四列都采用了工具变量 (IV)回归。第 1列 

没有控制 “被养老保险覆盖”这个哑变量，IV为该样本所在城市平均的养老金缴费 

率。第 2—4列控制了 “被养老保险覆盖”，并在 IV中加入了城市平均的养老保险覆 

盖率。两个 IV第一阶段回归的 F值基本都大于 10，说明它们是强的工具变量。这 

一 结论也被其他检验所证实。①我们还把 IV加入基础模型作为额外的控制变量，结 

果显示 ，这些 IV对消费没有直接的显著影响。 

第 1列结果表明，平均而言 ，养老金缴费率对消费的影响为负 ，但不显著。第 

2列显示 ，如果在被养老保 险覆盖的家庭 间比较，养老金缴费率上升 1个百分点 ， 

消费下降 2．O6 ，在 5 9／6的显著水平上显著 ，95 9／6的置信空 间为 (一3．83 ，一 

0．29 )。由于第 2列已经控制了工资收入 (对数)以及五个工资分位组组别的影 

响，因此养老金缴费率的负向系数，并非来源于工资和养老金缴费率的负相关关系。 

而且我们在前 2列中已经控制了家庭人均收入组别 (分高 中低 3组，基准组是 中等 

收入家庭)及其与缴费前收入对数的交叉项 ，这一结果也不太可能来源于家庭消费 

收入弹性的非线性影响。我们还发现，如果不控制家庭消费收入弹性的非线性影响 ， 

或者工资的非线性影响，结果变化很小。② 

第 3列控制了其他保险项 目的缴费率，用来避免养老金缴费的系数包含了其他 

项 目的影响。为了避免其他缴费项 目的内生性，我们在 IV 中加入 了各个项 目的城 

市平均缴费率 ；而第 4列将其他项 目合并成一项，以减少共线性问题。我们看到 ， 

养老金缴费率对当期消费的影响依然显著为负 (在 1O 的水平上显著)，不过幅度 

下降至 1．75 9／6，90 的置信区间为 (一3．43，一o．06)。 

第 4列结果的点估计值意味着 ，养老金缴费率上升 1个 百分点 ，缴费后可支 

配收入下降约 284元 ，消费下降约 424元。这一结果有些出人意料 。然而这里我 

们没有控制企业的养老金缴费 ，而职工 的养老金缴费和企业缴费可能存在正相关 

关系。城镇住户调查数据中无法观察到企业的养老保险缴费，因此我们首先利用 

2004年国家统计局关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调查 的数据 ，计算了分县市、行业及企 

业性质 (共 12924个组别)的企业缴纳养老和医疗保险费占工资的比例 ，然后利 

用相同年份的城镇住户调查 ，计算 了分县市 、行业及企业性质 (共 904个组别) 

的个人养老及医疗保险缴费率 。③简单回归分析表 明，个人的养老医疗保 险缴费率 

① Anderson Canonical Correlations检验 以及 Cragg—Donald检验 ，结果都在 1 的水平上 

拒绝了两个 IV是弱IV的假设 。我们检查了对工具变量强弱不敏感的LIML回归，结果和 

用两阶段回归的结果非常接近。这些都证实，这里基本可以排除工具变量不够强的顾虑。 

( 如果不控制家庭消费收入 弹性的非线性影响，缴费率的系数为一2．O8，如果不控制工 

资分位组别 ，缴费率的系数为一2．O5，都在 5 的水平上显著。 

③ 企业数据无法区分养老保险和 医疗保 险。这 一相关 性在非 国有、非集体的企业 中最为 

明显。在这类企业中，个人缴费率上升 1个百分点，企业缴费率上升 0．60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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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升 1个百分点时 ，企业 的养老 医疗缴费率上升 0．34个百分点 (方差为 0．16)， 

在 5 9／6的显著水平上显著。两个数据库 2005年的信息也给出了类似的结果。因 

此 ，个人养老医疗缴费率上升 1个百分点 ，实际上代表总的缴费率上升 1．34个百 

分点。如果企业的缴费最终完全转嫁给职工 ，这意味着养老金缴费后 ，可支配收 

入下降达到 381元 ，与消费下降 1．75 9／6的量相差不大。这样 ，表 3的估计结果意 

味着 ，养老金缴费率上升导致的可支配收入下降 ，基本全都转化成了消费的下降， 

储蓄基本没有变化。 

表 3的后三列给出了最小二乘 (OLS) 回归结果 ，以作 比较。OLS的结果 同 

样显示 ，缴费率对消费的影响显著为负 ，但在幅度上与 IV回归估计值 的差别比较 

大。比如第 6列显示 ，养老金缴费率上升 1个百分点 ，消费下降 0．25 9／6。而在控 

制其他缴费项 目后 (第 7列)，这一影响进一步下降至 0．13 。然 第 7列的估 

计值仍处在 IV回归估计值的 90 置信区间内。由于 OLS面临内生性问题，我们 

更加偏好 IV回归结果。我们进一步采用基于 Hausman检验原理 的 C统计 ，检验 

零假设 “OLS估计结果是一致的”问题。①结果显示 ，除了第 1列外 ，其他模型设 

定都可 以在 10 9／6的水 平上拒绝 这一零假设 。因此可 以认 为，IV 回归结果 更为 

可靠 。 

表 3 养老金缴 费率对消费的影响 

被解释变量 ：log (家庭消费) 

工具变量 (IV)回归 最小二乘法 (OI S) 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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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O．973 一 2．O58” 一 2．O33 一 1．746 一 O．195⋯  一 O．254⋯ 一 O．131 

养老金 缴费率 
(0．646) (0．904) (1_153) (1．022) (0．056) (0．064) (0．068) 

O．396 0．487 0．401 O．O19** 0．019 

被养老保险覆盖 
(O．212) (0．247) (0．229) (0．008) (0．009) 

一

4．292” 

医疗保险缴费率 
(2．176) 

O．O54 

其他社保缴费率 
(2．198) 

O．172 

住房公积金缴费率 
(0．585) 

一

O．499 一 O．31O“ 

所有其他缴费率 
(0．563) (0．060) 

① 由于考虑了稳健性方差，我们无法直接应用 Durbin—Wu—Hausman检验 ，而是考虑 C统 

计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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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3 

被解释变量：log(家庭消费) 

工具变量 (IV) 回归 最小二乘法 (OLS) 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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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711⋯ O．678⋯ O．678⋯  O．685⋯  O．697⋯ O．695⋯ O．7O3⋯ 

Log (缴费前收入 ) 
(0．017) (0．O25) (0．037) (0．O35) (O．013) (O．O13) (0．O13) 

样本数 23949 23949 21316 22583 23949 23949 22583 

R平方 O．566 0．533 O．5O8 O．538 0．709 0．709 O．713 

第一 阶段 IV的 F值 

城市缴费率 117．8O 59．22 23．3O 37．6O 

城市覆盖率 22．3O 9．542 16．85 

内生性检验 P值 O．225 O．O91 0．041 0．089 

注 ：括号 内是稳健型方差 ， 、一 、⋯ 分别表示 1O 、5 0,4、1 显著水平显著 。 

我们发现 ，“被养老保险覆盖”本身显著刺激 了消费。结合给定被养老保 险覆 

盖后 ，养老金缴费率对消费的抑制作用 ，一个合理的解释是，人们认可参加养老 

保险的收益 ，因为一旦被覆盖 ，就可以享受一些基本保障 (比如 2006年之前，基 

本养老保险收益几乎和缴费多少无关)，但是给定有了基本保障，养老金缴费率的 

上升反而会抑制消费，因为养老金缴费的边 际回报率很低 ，同时 (或者)有信贷 

约束及 目标储蓄动机的存在 。另外 ，结果显示 ，收入消费弹性 的估计值在 66 9／6左 

右 ，与文献相一致。①我们还发现，在 IV估计 中，医疗保险缴费也对消费有抑制效 

果 ，不过在 OLS估计 中，这一影响不再显著。其他社保项目和住房公积金的影响都 

不显著。 

表 4第一部分基于 2002—2009年的数据 ，估计了养老金缴费率的影 响 ，各 

列 的模型设定和表 3一样 。结果 同样显示 ，养 老金缴费负担对 消费有显 著 的抑 

制作用 。更具体的 ，第 1列 表 明，平均 而 言 ，养 老金 缴费率 显著 抑制 了消费 。 

第 2列则显示 ，在控制养老保 险覆盖状态后 ，这种抑制作用更 为明显 。即给定 

缴费前的可 支配收入 ，养老金 缴费率上 升 1个百分 点 (约 3 80元)，消费下 降 

1．02 (约 3 1 5元)，估计值的 9 5 置信空间为 (一1．7 6 ，一0．28％)。在 

控制其他保 险 缴费 项 目后 (第 4列 )，这 一 影 响下 降 至 0．8 9 9／6 (约 2 7 6元)， 

9 5 置信空间为 (一1．6 8 ，一0．11 )。 

① 缴费前收入对数前 的系数代表中等收入组的弹性，与平均的弹性 (O．663)非常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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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养老金缴费率对消费的影响 ：2006年之前 及 2006年之后的效果差异 

被解释变量 ：log(家庭消费) 

工具变量 (IV)回归 最小二乘 (OLS) 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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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t I：样本 2002-- 2009 

一 O．587“ 一 1．O16⋯ 一 O．749 一 O．894“ 一 O．215⋯  一 O．257⋯ 一 O．159⋯ 

养老金缴费率 
(0．268) (0．378) (O．455) (0．400) (O．O35) (0．040) (0．043) 

0．119 0．071 0．086 0．014“ 0．015 

被养老保险覆盖 
(0．068) (O．O72) (0．069) (0．006) (0．006) 

O．529̈  一 O．285⋯ 

所有其他缴费率 
(0．233) (0．O39) 

O．693⋯ O．686⋯ O．664⋯ O．667⋯ O．686⋯ O．684⋯ 0．693⋯ 

I og (缴费前收人) 
(0．010) (0．011) (O．O15) (0．015) (0．009) (0．009) (O．OO9) 

控制其他各项项 目缴费 否 否 是 否 否 否 否 

样本数 51592 51592 46406 48532 51592 51592 48532 

R平方 O．585 O．582 0．585 O．585 0．701 0．701 0．704 

第 一阶段 IV的 F值 

城市缴 费率 664．O 335．O 121．6 216．O 

城市覆盖率 222．4 84．53 157．O 

内生性检验 P值 O．161 O．124 O．0002 0．003 

Part II：2002—2005 VS．2006--2009的效果 

养老金缴费率 一O．OO4 ——0．302 O．O72 一O．36O 一O．O47 ——0．044 一O．O83 

2006年后 (O
． 292) (0．405) (O．545) (0．446) (0．O67) (0．078) (0．O83) 

被养老保险覆盖 O．O7O ——0．038 O．OO9 0．000 0．003 

2006年后 (0
． O52) (0．059) (0．055) (O．O1O) (0．010) 

一 O．583 一 O．83O 一 O．754 一 0．6O9 一 O．186⋯ 一 O．228⋯ 一 O．1O7 

养老金缴费率 
(O．357) (O．463) (0．555) (O．512) (0．054) (0．062) (O．O66) 

0．073 0．O89 O．O73 O．O13 0．013 

被养老保险覆盖 
(O．072) (O．O78) (0．075) (O．OO8) (0．008) 

0．333 一 O．294⋯  

所有其他缴 费率 
(0．270) (0．056) 

所 有其他缴 费率 O．282 0．014 

2006年后 (0
． 236) (O．O69) 

控制其他各项项 目缴费 否 否 是 否 否 否 否 

样本数 51592 51592 46406 48532 51592 51592 48532 

R平方 O．585 O．582 O．584 0．585 0．701 O．7O1 O．7O4 

注 ：括号 内是稳健型方差 ， 、 、⋯分别表示 1O 、5 、1 显著水平显著 。 

表 4的后三列给出了 OLS回归结果。与表 3类似，OLS的结果也证实，缴费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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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消费的影响显著为负，但在幅度上与 IV 回归估计值的差别 比较大。第 6列显示 ， 

养老金缴费率上升 1个百分点，消费下降 0．26 。而在控制其他缴费项 目后 (第 7 

列)，这一影响进一步下降至0．16 9／6。但第 7列的估计值仍处在 IV回归估计值的95 

置信区间内。这里的 C统计检验显示 ，我们无法在 10 的水平上拒绝前 2列模型设 

定的 OLS结果可信的假设，虽然可以在 15 的水平上拒绝第 3列的 OLS估计。然 

而在考虑其他保险缴费项 目后 ，我们可以在 1 的水平上拒绝 OLS回归结果。 

比较表 3和表 4第一部分的 IV回归结果，可以看到 ，养老金缴费对消费的抑制 

效果在 2006年之后 明显减弱，虽然 0LS的估计值差别并不大。①基于 2006—2O09 

年数据的回归结果也验证了这一点。更具体的，2006--2009年养老金缴费率对消费 

影响的IV估计值都不显著 ，而 OI 汁都显著为负 ，且在幅度上与 2002--2005年 

的估计值差别不大。2006--2009年 “被养老保险覆盖”的影响也不再显著。我们在 

表 4的第二部分，通过加入养老金缴费与 “2006年之后”哑变量的交叉项，以检验 

20O6年前后的差别是否显著。IV 中也加入了城市平均缴费率及覆盖率与 “2006年 

后”哑变量的交叉项。结果有些意外 ：无论是 IV还是 0LS回归 ，养老金缴费率对 

消费的影响，在 2006年前后的差别都不显著。因此 ，养老金缴费率 的影 响在 2006 

年前后的变化 ，对模型设定比较敏感。 

总之 ，养老金缴费对消费有显著的抑制效果这一结论 ，在 2006年之前基本 

没有疑问，虽然 幅度的大小在不 同的估计方法 下有较 大的差异 。更为可信的 IV 

估计值意味着 ，养老金缴费率上升导致 的可支配 收入下降 ，基 本全都转化成 了 

消费的下降 ，储蓄变化很小 。这一结果并不意外 。2006年 之前 ，养老保险统筹 

账户部分 ，多缴费并不能多得 ，只要被养 老保 险覆盖 ，即得到 同样 的收益 。而 

个人缴费部分 ，由于在制度设计上对企业缴费有挤 出效应 ，因此收益率也很低。 

这既解释 了 “被养老保 险覆盖”对 消费的正 向刺激 作用 ，也解 释了给定被覆盖 

后 ，养老金缴费率的上升对消费有显著 的抑制效果 。2O06年 的改革强调 了 “多 

缴费多收益”的原则 ，同时个人缴费对企业缴费的挤出效应也不再存在，这或 

许改变了人们对养老金缴费收益率 的认识 。但 是 由于估计结果对样本选 择和估 

计方法的敏感性 ，我们还不能肯定养老金缴费对消费的负面影响 ，在 2O06年之 

后有所减弱甚至消失 了。 

我们后面的分析将集中考虑 2002--2005年的样本 ，并主要报告 IV的估计结果。 

(二)养老金缴费对储蓄率的影响 

前面的结果表明，2OO6年之前，给定养老金缴费前的收入 ，当我们提高养老金缴 

① 表3和表4在其他项目缴费率的影响上也有差别。不过其他项目的影响对模型设定比较 

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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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减少当期的可支配收入时，消费会减少。理论模型指出，其背后的机制有两种可 

能性。一是养老保险的收益率小于市场利率；二是有信贷约束同时有目标储蓄动机， 

因此当期的可支配收入减少时，人们可能会减少消费并增加储蓄率。理论模型预测， 

如果没有信贷约束和购房需求 ，只要 b>0，储蓄率就会下降。如果第二种机制存在， 

即使 b>l，只要 P>A0(1+r) ，储蓄率也会随养老金缴费率的上升而上升。 

表 5 养老金缴 费对储蓄率 的影 响l工具 变量 (IV)回归 

储蓄率 1：储蓄／缴费后可支配收人 储蓄率 2：储蓄／缴费前可支配收入 
被解释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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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0．593 O．325 O．37O 一 O．455 O．460 0．597 

养老金缴费率 
(0．659) (O．891) (1．005) (O．591) (0．818) (0．926) 

一

O．335 ——0．346 一 O．334 一 O．352 

被养老保险覆盖 
(0．205) (0．222) (O．191) (O．2O7) 

— —

0．425 一 O．614 

所有其他项 目缴费率 
(0．532) (0．480) 

O．248⋯ O．276⋯  O．288⋯ O．224⋯ O．252⋯ O．272⋯ 

Log (缴费前收入) 
(0．018) (0．026) (0．035) (0．016) (0．023) (0．032) 

样本数 23949 23949 22583 23949 23949 22583 

R平方 O．11O O．O6O 0．064 O．113 O．O54 O．O54 

IV第一阶段 F值 

城市缴 费率 117．8O 59．22 37．60 117．8O 59．22 37．6O 

城 市覆 盖率 22．3O 16．85 22．3O 16．85 

注 ：括号 内是稳健型方差 ， 、”、⋯分别表示 10 、5 、1 显著水平显著 。 

表 5给出了养老金缴费率对储蓄率的影响。①我们考虑两种储蓄率。一种是模型 

中考虑的储蓄除以缴费后的可支配收入 (储蓄率 1)，一种是文献 中常用的储蓄除以 

缴费前的可支配收入 (储蓄率 2)。结果表明，在控制是否 “被养老保险覆盖”的状 

态后 ，缴费率对这两个储蓄率的影响都为正向，虽然都不显著。这和模型预测是一 

致的，因为在有预算约束时，缴费负担导致储蓄率增加 的前提是 P>A。(1+r) ， 

这个条件可能只适用于一部分人群。另外 ，结果显示，养老金缴费负担对储 蓄率 1 

的正向影响，比对储蓄率 2的影响在幅度上要强 ，这也与模型预测相一致。 

(三)稳健性检验 

为了检验之前结果的可靠性，我们做了一些稳健性检验，结果都增强了基本结 

① 表 3控制了消费和缴费前可支配收入的对数，因此养老金缴费率的系数代表了养老金 

缴费率对 log(消费／缴费前可支配收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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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的可信度。①更具体的，我们首先用养老金缴费额的对数来衡量缴费负担 。结果显 

示 ，当缴费前的可支配收入给定，被养老保 险覆盖的家庭在养老金缴费金额上升 1 

个百分点后 (约 13元)，会显著减少消费约 0．06个百分点 (列 1，约 15元)，而在 

控制其他项 目的缴费后，会显著减少消费约 0．12个百分点 (列 2，约 29元)。OLS 

结果也显示了显著的抑制效应。 ‘ 

其次 ，我们考虑了在消费中剔除医疗和教育支出。医疗和教育支出弹性比较小 ， 

家庭可能不会因为为将来的住房储蓄而降低这一类消费，同时在我们关注的时间段 

内，医疗卫生领域也经历了不少的政策变化 ，考虑医疗支出可能会引入不必要 的噪 

音。估计结果显示 ，缴费率对消费 的影响依然显著 ，幅度有所下降，但变化不大。 

这与我们发现缴费负担对医疗和教育支出的影响不显著相一致。 

接着 ，我们用被养老保险覆盖的在岗职工家庭来估计，即我们剔除了户主在私 

营企业从业或灵活就业的家庭及没有被养老保险覆盖的家庭 。剩下的样本更为同质 ， 

可以最大限度地控制企业性质以及其他方面的差异。结果与表 3依然类似 ，只是估 

计值和显著性略有下降。 

最后 ，养老金缴费抑制消费的作用机制 ，对于其他减少当期可支配收人 的税 

种也同样成立 。因此 ，所得税应该也会对消费产生负面影 响。而且 ，所得税没有 

直接的收益 ，因此它对消费的负面影响应该 比养老金缴费更强。实证结果证实 了 

这些设想。更具体的 ，我们用城市平均所得税税率和交税的就业人员 比例为 IV估 

计了所得税对消费的影响。结果显示 (表格没有报告)，所得税税率增加 1个百分 

点 ，消费减少 2．5 ，在 5 9／6的水平显著 ；在控制是否交税后 ，消费减少 3．3 ， 

在 10 的水平显著。OLS的结果 同样显示 ，所得税显著抑制消费 ，但幅度要小很 

多 (消费减少大约 0．4 )。 

七、养老金缴费对总消费的影响 

前面的讨论只考虑 了养老金缴 费负担对缴费者 的消费和储蓄 的影 响。另一 

个重要的问题是 ：养老金缴费对整体的消费有怎样的影响。如果现有的退休工 

人因为 当前 的缴费率上升而得 到了更好 的福利 ，进而 导致他们增加消 费 ，也许 

总的消费并没有下降很多 。因此有必要分析城市平均 的缴费率 ，如何 影响养老 

金领取者的消费行为。 

表 6的第一部分，分析了同一时点上城市平均的个人缴费率与养老金收益 (用 

① 由于篇幅限制，表格没有报告。除这里讨论 的检验之外 ，我们还尝试 了其他检 验：使 

用户主是家庭养老金缴费主体的家庭 (户主缴费额占家庭总缴费的比例大于80 )，控 

制配偶的特征 ，允许各省各年 的消费变化不 同，允许各城市的线性趋势不 同等，结果 

都没有本质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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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率来衡量)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 ，在控制了城市和年度 固定效应以后 ，城市 

平均个人缴费率与城市平均养老金收益没有显著的相关性。平均而言，当前的养老 

金领取者并没有从当前缴费率的增加中受益 。①第二部分显示，在控制了城市和年份 

固定效应之后，城市平均缴费率的上升并没有提高养老金领取家庭 的平均消费倾 

向。②第三部分则显示 ，养老金领取者的消费倾向比当前缴费者的消费倾 向更低 ，这 

一 结论与研究中国居民储蓄行为的研究发现相一致 。③这些结果意味着 ，职工缴费率 

的上升并没有导致当前养老金领取者的收入有所增加 。即使有所增加，由于老年人 

的消费倾向更低 ，总的消费也不太可能因此而上升。因此基本可以推断 ：养老金缴 

费率对宏观消费主要起着抑制的作用。 

表 6 养老金缴费率对 总消费的影响 

第 一部分 ：被解释变量 ： 第 二部 分 ：被解 释变量 ： 

城市平均替代率 平均 消费倾 向 (有养老金收益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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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2．O5O” 0．557 O．773 O．995⋯ 0．478 0．442 

城市平均养老金缴费率 
(0．862) (0．635) (O．652) (0．219) (0．466) (O．471) 

0．090 一 O．OO9 

城 市抚养 系数 
(0．061) (0．033) 

年 份和城市 固定效应 否 是 是 否 是 是 

样 本数 397 397 395 196O3 196O3 19579 

R平方 0．04 O．85 O．85 O．OO O．03 O．O3 

第三部分 ：被解 释变 量 ：log (家庭消费) 

有养 老金收益的家庭 没有养老金收益且户主小于 55岁 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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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7O8⋯ O．674⋯ O．671⋯ O．732⋯  O．724⋯ O．704⋯ 

ln (可支配收人) 
(0．007) (0．007) (0．008) (0．005) (0．005) (0．OO5) 

家庭特征 否 是 是 否 是 是 

户主特征 否 否 是 否 否 是 

样本数 18315 183l5 18315 53144 53144 53l44 

R平方 O．6O 0．61 0．64 O．69 O．69 O．71 

注：括号内是稳健型方差， 、“、⋯分别表示 1O 0,4、5 、1 显著水平显著。 

① 这里强调边际效应及城市 间的比较。如果缴费率整体大幅下降，同期的养老金收益可 

能下降。 

② 养老金领取家庭的定义是，户主或配偶 中至少有一人领取养老金的家庭。 

③ M．D．Chamon and E．S．Prasad，“Why Are Saving Rates of Urban Households in 

China Rising?”PP．93—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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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结 论 

本文利用 中国城镇住户调查 2002--2009年 9个省市的数据 ，考察中国目前职工 

的养老金缴费率对家庭消费储蓄的影响。我们利用各个城市养老金缴费政策随时间 

的变化 ，以及这种变化在城市间的差别来构建工具变量，进而解决缴费率与一些不 

可观察的工作特性相关导致的内生性问题。 

我们发现 ，2006年之前 ，给定养老金缴费前的工资及收入水平，同时给定被养 

老保险系统所覆盖 ，养老金缴费率的上升对缴费家庭的消费有显著的抑制效果。影 

响的幅度受估计方法影响较大。其中 IV 回归的点估计值显示 ，养老金个人缴费率 

上升 1个百分点 ，消费下降 1．75 ，意味着养老金缴费的上升基本都转化成 了消费 

的下降，储蓄变化很小。在 2002--2005年间，家庭的职工养老金缴费率上升了 1．1 

个百分点 (从 4．8 上升到 5．9 )，而平均的家庭消费倾向 (消费／缴费前收入)下 

降了 4．9个百分点 (从 81．5 下降到 76．6 )或 6 。这一估计值意味着 ，职工养 

老金缴费的上升能解释消费倾 向下降中的 32 9／6。结果还表明，被养老保险覆盖本身 

能够显著刺激家庭消费。2006年之后，养老金缴费对消费影响的估计值 ，对模型设 

定比较敏感 ，目前还无法给出定论 。 

养老金缴费对消费产生抑制效果 ，可能是 由于以下两种原因同时发挥作用导致 

的。一是职工养老金缴费的预期收益率比较低；二是居 民面临信贷约束 ，同时有 目 

标储蓄动机。我们发现 ，职工养老金缴费负担对储蓄率的影响不显著，方 向基本为 

正。最后，简单的回归分析表 明，职工养老金缴费负担的上升 ，并没有提高同期 的 

养老金收益。老年人的消费倾向又比缴费者要低 ，因此可以推断，养老金缴费率 的 

上升会抑制总消费。 

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在倡导提高社会保障水平以减少预防性储蓄的同时，必 

须注意实现这一政策 目标的途径。如果社保水平 的提高最终通过增加职工的缴费负 

担来实现 (企业缴纳部分可能会部分转嫁给职工)，这将导致职工当前可支配收入 的 

下降，在信贷市场还不完善且人们有 目标储蓄动机的时候 ，这样的政策很可能会抑 

制当前的总消费，而不是增加消费。另外 ，在制度设计时，还需要重视养老保险缴 

费的边际收益率对人们消费储蓄行为的影响。 

[责任编辑：梁 华 责任编审：许建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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