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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消费者的头脑帐户分析’

孙凤丁文斌

ABSTRACT

The paper uses behavior life cycle theory to discuss the mental account of consumer behavior in

China．First，the paper introduces the basic idea of mental account theory．Second，the paper summaries

consumer behavior under behavior life cycle theory framework and analyzes some factors that effect

Chinese mental account by econometric models．Third，the paper presents the some conclu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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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生命周期假说(LCH)和预防性储蓄理论是解释中国

消费者行为的主要理论框架(钱颖一，1988；王燕，1995；

Modigliani and Cao，2004；臧旭恒，2001；张颖，万广华，2002；

孙风，2002)。尽管这些理论在研究中国消费者行为特征

和制定消费政策上起了重要的作用，但当我们检验有关

消费政策执行的效应时，发现有些政策并没有达到预期

的目标。这种状况使得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这些理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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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者调查中心Richard·Curtin教授的指导下完成的。南开大学的

张小彤教授、北京航天航空大学的韩立岩教授对本文提出宝贵意

见，在此一并致谢。

五、结论

转轨时期，不确定性是一个突出问题，也是新古典理

论研究的重要课题。目前之所以对消费实施的宏观调控

措施没能有效的发挥效力，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收入的

不确定性、居民对收入相对悲观的预期和硬预算约束所

致。因为预防性储蓄理论表明，收入风险越高，谨慎性储

蓄动机就越强。另一方面，西方现代经济理论中所涉及

的流动性约束在我国是广泛存在的，不仅如此，社会劳动

流动不足，以及土地等生产要素的流动性限制更在很大

程度上增加了农户生活与生产经营的风险，制约了农村

消费市场的有效启动。本文独特之处在于解析了谨慎度

与农户消费的关系，强调农户的谨慎心理是影响其消费

的重要解释变量，为进一步研究我国农村消费需求疲软

的形成机制，制定有效的启动政策提供了新视角。以上

分析研究的最终落脚点是有关宏观经济政策的实际效应

和政策取向的判定，对此本文作如下归纳：

首先，创造理性的“消费示范”是转变农户传统消费

观念的起始点。保守的消费观、非理性的攀比和示范效

应对消费需求的非良性发展起了催化剂的作用，因此控

制消费需求的非良性发展也应从理性的“消费示范”做

起。通过大众传媒加强农民消费教育，引导其树立正确

消费观念，鼓励合理消费是根本。其次，要为农户提供一

个相对宽松的制度环境。农业保险及社会保障等制度短

缺使风险厌恶的中国农户为预防未来不确定性导致的消

费水平的急剧下降必然谨慎性消费、预防性储蓄。所以

应尽快完善包括农村市场化社会保障制度在内的制度建

设，给农户提供一个稳定的制度预期和市场预期。此外，

要逐步开放消费信贷市场，“熨平”农户消费波动。农村

消费市场启而不动的关键在于我们并未根据农户消费波

动的内在规律找到有效“药方”。答案只能是在逐步转变

农户传统消费观念的基础上，运用市场机制“熨平”农户

谨慎消费带来的消极影响。所以从思想上转变我国农户

的消费观念，变封闭式为开放式消费观念是启动农村消

费市场的重要基点。而开放式预算约束的实施要通过开

放消费信贷市场，引导居民科学消费，为此必须加快建立

横向的个人信用体系，作为“熨平”农户消费波动的突破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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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定前提和对中国消费者的适用性。本文仅对生命周期

理论和预防性储蓄理论的一个假定前提，即消费者能够

理性地制定计划，同时也能理性地执行计划做一讨论。

消费者真的能够理性地执行生命周期计划和预防性

储蓄计划，并将这些计划贯彻始终吗?这个假定令人怀

疑。心理学的研究显示，消费者的行为经常存在自控问

题，即存在长期行为和短期行为的不一致，即使是再周密

的储蓄计划也常常由于消费者缺乏自制力而打折扣。考

虑到消费者的这种心理特征，本文运用行为生命周期理

论(BLC)作为分析中国消费者行为的理论框架。

二、自控与头脑帐户

Irving Fisher(1930)在《利息论》中将影响个人储蓄的

原因归纳为五个特征：远见，自我控制、习惯、预期寿命和

遗产动机。由于预期寿命特征和遗产动机特征已被引入

生命周期理论，行为生命周期理论主要讨论远见、自我控

制和习惯这三个特征。

Thaler(1981)通过引入这三个心理特征来修正生命周

期Lc理论。BLC模型首先构造了一个二元偏好结构框

架，既个人行为包含一对共生的但又不一致的偏好：一个

偏好关注长期，一个偏好关注短期，前者定义为计划者，

后者定义为行动者。

BLC模型是通过建立计划者与行动者的博弈关系而

将自控问题嵌入生命周期理论中的。假定行动者是完全

近视的，仅仅关心当前消费，在时刻t，行动者的效用函数

为u。(c。)；假定计划者是完全远视的，仅仅关注行动者一

生消费效用的最大化。

由于行动者的效用依赖于既时消费所带来的满足

感，这就存在一个消费机会集x。，代表在时刻t所有可能

的消费选择。如果选择是无成本的，近视的行动者将会

选择能够产生当前效用最大的c。。与此相反，计划者通

常选择较小的c，，因为计划者往往通过行使自制力来降

低消费，而这又必然产生心理成本。假定行使自制力后

的心理成本可以用形表示．它被看作是一个负效用，将

部分地抵消由消费产生正效用。假定计划者的效用函数

为z，，可由消费的愉快和痛苦表示：

Z。=U。+彤

自制力影的大小可以通过z。与以的比较得到，由

于它的大小影响了计划者的效用函数，因此自制力成本

被纳入计划者的决策中，计划者需要寻找一些技术途径

来降低成本。

解决计划者和行动者偏好不一致的有效策略就是对

消费的选择集工．增加外部约束条件，例如强迫人们将可

支配收入存入养老金帐户，不得随意动用，以此缩小行为

者的选择集。这种由外部机构完成的强制手段，我们称

其为外部规则。

若计划者在制定消费计划时，预先规定了未来消费

的专门路径，执行者无权选择其他消费路径，也就不存在

动用自制力的成本问题，这应是一个最优化效用模型。

实际上这相当于LC消费模型。然而自制力成本为零在

现实中是及其罕见的，即使养老储蓄和其他金融产品极

其丰富，执行者还是具有选择空间的，因此单靠外部金融

市场机制是不足以完全决定消费者的消费路径，更何况，

收入和消费的不确定性也使得这些金融工具在具体操作

上具有相当的难度。

解决计划者和行动者偏好不一致的另一个有效策略

就是对消费的选择集x。增加内部约束条件，即运用自我

强制手段，如强迫自己不要以贷款的方式购买消费品，我

们称其为内部规则，这需要动用自制力才能完成。

如何才能降低动用自制力的成本呢，这就需要人们

考虑收入、财产与消费的关系，很自然的思考方式就是先

对总财产进行头脑分类，这种思考方式被心理学家称为

“头脑帐户”。最简单的头脑帐户为：当前可支配收入

(，)，当前财产(A)，和未来收入(F)。在BLC模型中，财

产的边际消费倾向的计算与LC模型不同，例如Lc模型

是将各类财产因素等同看待，汇总后计算边际消费倾向

的，如工作中收到奖金1000$，意外中大奖1000$，房屋

升值1000$，得到遗产1000$。而BLC模型则把这些财

产分别记录在不同的头脑帐户中，然后分别计算不同财

产的边际消费倾向，其中有些帐户有可能有消费倾向，而

有些则不然。每个人都有一个分配财产到各个头脑帐户

的框架，不同帐户的财产具有可替代性。

当然，这三种帐户与实际头脑帐户相比过于简单化

了，更加现实的帐户体系是将这三类帐户具体细分为一

些亚帐户，分别帖上标签，如孩子受教育帐户，财产收入

帐户(包括利息、股息、租金)，购置房屋帐户，医疗帐户，

防不测帐户等等。

在某时点上，边际消费倾向在(，)头脑帐户中最高，A

帐户次之，F帐户最低。这意味着BLC总量消费函数需要

计算三种及以上与头脑帐户相关的收入和财产类型。以

函数表示为：C=f(J，A，F)，其中，，A和F代表了总分

类，模型为：1一a C13，>a C／3A>a c，D，一0，该不等式产

生了一系列需要实证的问题。如Hersh M．Shefrin and

Richard H．Thaler(1992)运用该理论分析了养老金计划、房

产、消费与持久收入的非比例问题，消费对收入的过渡敏

感性问题，暂时收入以及储蓄的充分性等问题。

以行为经济学分析消费储蓄问题已成为当前该领域

的主流。这也为我们研究处于社会经济转型期的中国消

费者行为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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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头脑帐户的Lol尊t模型

日常开支账户 积累性账户 获利性账户 计划性账户 预防性账户

截矩项 一0．509⋯ —0．017 —4．327 ．一0．826⋯ 一O．926⋯

1．性别

男性 0．021 0．053 一O．081 一O．042 一0．109⋯

女性 0‘ 0。 O‘ O‘ 04

2．受教育程度

高中及以上 O．003 0．014 一O．033 O．005 0．048⋯

高中以下 O。 08 08 0‘ 04

3．工作状况

在职在岗 一O．193 一O．0D5 —4．437 0．474 0．098

离退休 0．037 0．032 —2．133 0．130 0．463‘

病伤休 —0．054 0．236 —1．575 —0．216 0．479

内退 0．097 0．047 1．797 O．061 一O．093

下岗 0．906⋯ 一O．061 —0．3414 O．0ll —0．344

失业 一0．051 0．353 —3．806 0．343 —0．725”

失业下岗再就业 —0．444 —0．174 3．542 —0．616 O．113

辞职再就业 一O．622 0．573 4．725 0．128 O．5ll

就学 —0．757’。 O．130 6．232 一O．262 1．159⋯

自由职业者 一0．／42 一0．467 一O．2077 0．202 0．90盯’

无业 O．106 一O．865 4．163 一O．247 1．010“

私营个体户 0．063 0．376 —4．666 0．778 0．217

其他 04 O‘ 0‘ 08 08

4．所有制类型

国有经济 0．049 O．007 一3．088 —0．031 ～0．168

集体经济 —0．282’ 0．373’ 2．860 一O．109 0．018

股份制经济 一O．072 一0．118 3．467 0．157 O．311”

私营经济 0．265。 —0．360’ 1．066 O．096 0．099

外商投资经济 一0．048 一O．038 O．087 一O．036 ～0．019

港澳台投资经济 —0．276 —0．283 —5．198 一O．185 0．052

党政团机关 0．408⋯ 一O．0()9 —3．188 一O．073 —0．210

科研事业单位 一O．060 —0．194 2．438 —0．314 0．289

群众团体 —O．226 0．420¨ 3．952 —0．190 0．217

个体经济 0．533⋯ 一0．362 —3．332 一O．003 ～0．309

联营经济 一0．226 O．420 3．952 一O．190 0．217

5．专业技能

无职称 O．03l 0．128 —0．215 0．080 一O．190⋯

技工 0．409⋯ 一O．022 —0．223 —0．334⋯ 一0．212⋯

技师 一0，238⋯ 0．134 O．038 一0．005 ～O．075

初级职称 一0．270⋯ 0．306 0．101 —0．218 0．085

中级职称 0．462⋯ 0．015 一O．105 —0．610⋯ ～O．053

高级职称 0．227’ 一O．066 —0．936’ O．227“ —0．125

其他 03 08 08 08 08

6．医疗保险

公费医疗 0．070 一O．117 0．304 —0．078 —0．208⋯

劳保医疗 —0．149 —0．099 0．135 0．148 一0．132

职工医疗保险 —0．058 一O．042 —0．439 0．145 —0．076

商业医疗保险 —0．080 —0．154 一O．03l 一O．108 O．056

其他 —0．102 0．017 一0．150 —0．015 0．075

无 0。 08 O。 08 03

7．对生活的满意程度

生活较5年前有提高 一0．012 —0．285⋯ 一0．569⋯ —0．056 —0．081⋯

生活较5年前无提高 08 08 08 0‘ 04

与其他人相比对生活满意 —0．124⋯ —0．394⋯ —0．879⋯ 一0．274⋯ —0．154⋯

与他人相比对生活不满意 08 08 04 08 0‘

-2109likelihoml 69．74 17I．66 l“．71 215．i6 504．19

注：⋯代表1％的置信水平，“代表5％的置信水平，’代表10％的置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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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消费者的头脑帐户分析

1．数据来源与分类方法。

本文运用截面数据对中国消费者头脑账户的影响因

素做一分析。分析数据来源于1997年中国职工生活进步

抽样调查，该项调查是由国家统计局、全国总工会、卫生

部、劳动人事部、民政部联合组织的，调查样本14977个，

调查城市72个。本次调查包含详细的居民家庭预算信

息，如·恢人、收入构成，消费、消费构成，储蓄动机，资产及

负债，住房、耐用消费品等状况，生活态度与价值观念等。

本文选用该调查数据的原因是由于1997年前后是中国市

场化改革一个大的转折点，政府人事制度改革，企业削减

冗员，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都对消费者的资源配置与头脑

帐户产生深刻的影响。可以认为该年是考察中国消费者

复杂头脑帐户生成的重要时点。

本文参照Hersh M．Shefrin and Richard H．Thaler

(1988)的头脑帐户分类，首先将居民总资产分为现期收入

帐户、财产帐户和未来收入帐户，在此基础上，再对收入帐

户和财产帐户做进一步的分类，如收入帐户分为经常性收

入帐户和暂时性收入帐户；财产帐户分为日常生活帐户、

积累性帐户、投资性帐户、计划性帐户、预防性帐户。由于

篇幅有限，本文仅对财产帐户做分析。

由于储蓄动机可以直接体现居民财产的头脑帐户，本

文的财产帐户是以居民的储蓄动机做为头脑帐户的分类

依据。本次调查对居民的储蓄动机分为13类，分别是：0．

没有存款；1．日常开销；2．买电器家具等耐用消费品；3．

应付疾病及急用；4．防老；5．准备装修、建、购房；6．子女

教育；7．成人学习深造；8．准备投资经营；9．获得利息；

lO．购买汽车；11．外出旅游；12．其他。将这些动机分为

日常开支帐户(包括日常开销、其他)、积累性帐户(买电器

家具等耐用消费品、准备装修、建、购房、购买汽车、外出旅

游)、获利性帐户(准备投资经营、获得利息)、计划性帐户

(防老、子女教育、成人学习深造)和预防性帐户(应付疾病

及急用)。

2．财产帐户的影响因素分析。

为了观察各类财产帐户的影响因素，本文运用Logit

模型建立五类财产帐户与影响因素之间的数量关系，其

中：因变量分别为Et常生活帐户，积累帐户，获利帐户、计

划帐户和预防性帐户。本文选择户主的性别、受教育程

度、工作状况、单位所有制形式、是否享有医疗保险、与过

去和其他人相比对生活的满意程度、对当前生活状况的满

意程度作为自变量。

自变量的选择依据Thaler and Shefrin(1981)的观点，即

消费者的内部规则的建立主要依据社会阶层、教育、年龄

及习俗。由于自控及其头脑帐户是从心理的角度展开对

居民储蓄行为分析的，不仅要受到经济因素的影响，还要

受文化水平、职称、职务等反映居民人力资本存量因素的

影响，而人力资本存量又决定着居民的远见、精明程度和

自控能力。这些因素最终应该通过居民对待财产的方式

和对风险的态度上得到具体体现。

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使得

收入分配的差距拉大，不同收入等级居民，由于在财产总

量及财产结构的积累上有着很大的差异，导致在时间偏好

和风险厌恶上有很大的差异，同时也使其在自我控制的方

式和成本上存在很大差异。本文从被访者对自己生活状

况的主观判断上，讨论不同阶层居民的头脑帐户。

表2 行为生命周期消费函数

食品 日用品 服装 住房 交通通讯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及娱乐

1．年龄

9岁以下 一0．017+ 一O．007 0．070⋯ 0．009 —0．004 —0．006 —0．013 —0．025⋯

10～19 0．009 0．008 0．014 一O．011 0．014 0．010 O．008 一0．008

20，29 —0．005 0．023⋯ —0．014 0．012 O．003 O．011 O．002 0．012

30一39 一O．005 0．027⋯ —0．026” 0．026⋯ 0．006 0．024。。 0．014 0．008

40～49 一O．020+ 0．019 一0．003 0．033⋯ —0．004 0．019 —0．01l 0．010

50～59 一0．012 O．0()4 0．001 0．004 —0．002 —0．014 —O．006 O．002

60～69 —0．003 0．007 一O．0()8 O．009 0．020⋯ —0．005 一O．006 —0．010

70～79 0．012 0．010 —0．004 —0．00l 一O．0D2 0．000 一O．0()3 O．(】09

80以上 0．027⋯ 一O．001 0．001 0．014’ 0．001 O．002 —0．001 O．001

2．收入帐户

经常性收入 O．003 0．105⋯ 0．037⋯ 0．170⋯ 0．048⋯ 0．088⋯ —0．005 0．179⋯

暂时性收入 —0．001 0．013 0．02r” 0．025⋯ 0．021⋯ O．008 0．001 0．cr75⋯

3．财产帐户

日常帐户 O．000 0．042⋯ O．000 0．039⋯ 0．012 0．012 0．012 0．036⋯

积累帐户 —0．012 0．026⋯ O．006 O．007 O．013 0．017。 0．00l 0．051⋯

获利帐户 一O．002 O．01l O．008 0．016” 0．015。 0．020⋯ O．00l 0．080⋯

计划性帐户 一O．005 0．018’ O．003 0．013 0．028“ 0．059⋯ 0．000 0．027⋯

预防性帐户 一O．005 0．018+ O．002 0．018’ 0．011 0．02r” O．00l 0．035⋯

Ftest 2．082 20．383 8．133 51．396 5．388 15．447 O．622 68．882

注：⋯代表1％的置信水平，”代表5％的置信水平，’代表10％的置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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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当前的工作状况以及医疗保障的资金来源与居

民的财产积累方式密切相关。若家庭成员发生失业、下岗

或生老病死，其直接后果就是动用财产来平滑消费。对五

类财产帐户的动用方式与动用次序的考察可以验证BLC

理论有关不同财产有不同边际消费倾向的基本思想。

蚴t模型的结果如下，①性别对预防性储蓄帐户有显
著性影响，若户主为男性，则相对于女性有较低的预防性

储蓄帐户，这说明女性对风险的厌恶程度更高。②受教育

程度对预防性帐户有明显的正影响，受教育程度高的人，

理性化程度高，其收入也高，头脑帐户的选择空间相应大。

③从工作状况看，若户主是下岗失业，他在头脑帐户的分

配上将增加日常生活帐户而减少预防性帐户和其他帐户。

若户主是就学或自由职业者，则削减日常消费帐户而增加

预防性帐户。④单位的所有制形式对头脑帐户有不同程

度的影响。如果户主就职于党政团体或个体经济，对日常

生活帐户有显著的正影响，而在群众团体工作的户主头脑

帐户更多倾向于积累帐户，其前瞻期要长于前者。若户主

就职于股份制企业，则有显著的预防性储蓄动机。⑤专业

技能对头脑帐户有显著的影响，若专业技术技能低，则倾

向于配置更多的资金于计划帐户和预防性帐户。⑥享受

公费医疗保障对预防性储蓄帐户有显著的负影响，这意味

着预防性头脑帐户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替代社会

保障制度的不足。⑦对生活的满意程度变量对各个帐户

都有显著的负影响，若家庭与过去或与其他家庭相比感觉

生活有很大改善，则财产帐户的目的性不强，或更多用于

当期消费。

四、消费函数的建立

本文运用1997年中国职工生活进步调查数据，建立

头脑帐户与各类支出的消费函数，其中消费的分类见表

2，我们选择经常性收入、暂时性收入以及头脑帐户作为自

变量，鉴于家庭成员的年龄结构对消费结构有很大的影

响，我们也将其包括在内。

从表2的回归系数看，①经常性收入帐户对日用品、

衣着、住房、交通通讯、教育和娱乐支出有显著的正影响，

但边际消费倾向却不尽相同，相对而言，对日用品、住房和

文化娱乐的边际消费倾向更高；暂时性收入对衣着、住房、

交通通讯和娱乐支出有显著的正影响。二种收入帐户对

食品和医疗的影响都不显著。②财产帐户对各项支出有

不同的影响。其中日用品消费主要来自日常帐户和积累

帐户；住房消费则来自日常帐户、获利帐户和预防性帐户；

教育支出则来源于获利帐户、计划帐户和预防性帐户；文

化娱乐消费要受各类帐户的影响。③家庭人口结构对各

类消费结构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其中20～39岁对日用品

消费有显著正影响，而30—49岁对住房消费和教育消费

有显著的影响。

五、结论与政策含义

1．本文通过比较生命周期理论和行为生命周期理

论，认为生命周期理论仅仅是行为生命周期理论的特例。

行为生命周期理论关于影响消费者行为内部规则与外部

规则的理论，特别是内在规则中有关头脑帐户的划分是研

究转型时期中国消费者行为的一个很好的分析框架。改

革中，随着外部规则的不断放松，中国消费者的内部规则

发挥作用，形成了复杂的头脑帐户。

2．截面数据的分析显示，消费者的头脑帐户与性别、

受教育程度、就业状况、社会阶层、对生活的满意程度有着

显著的关系。人力资本存量决定着居民的远见、精明程度

和自控能力。文化程度越高，其在计划性储蓄和预防性储

蓄的比例越大，说明其在对外部规则和内部规则的把握上

更加理性。就业状况决定着居民的收入水平与预期，同时

对居民的头脑帐户和自控行为产生深刻的影响。若居民

失业下岗，首先动用的是日常性帐户，然后依次为积累性

帐户、计划性帐户和预防性帐户；若居民离退休，则计划性

帐户中的养老储蓄将被起动。社会保障对居民的头脑帐

产中的预防性储蓄是一个补充，能够克服居民的不确定性

支出预期，从而增加日常支出帐户或积累帐户。

3．消费者的支出结构不仅要受家庭人口年龄结构的

影响，还要受头脑帐户的影响，其中经常性收入帐户较财

产帐户有较高的边际消费倾向；尽管计划性与预防性帐户

对教育和文化娱乐支出有较显著的影响，但边际消费倾向

要低于经常性收入帐户。这一结论进一步验证了Th a】ler

(1992)头脑帐户理论。

4．1997年美国Public Agenda的一项对Baby Boomers

的储蓄动机调查显示，76％的被访者认为他们到了应该储

蓄的年龄了，这其中只有6％的人已经行动了，而其余的

人仅仅是有储蓄计划，而并未实施。报告的结论指出人们

的计划与行为的不一致性有悖于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说，这

其中的原因便是一心理因素——缺乏自控。与美国消费

者相比，我们不禁要问，中国消费者是否大有自制力了?

中国消费者的储蓄动机及其头脑帐户中是否包含更多的

Present-Biased Preference，即对社会经济变化的过度反映

呢?中国居民的高储蓄率，以及前瞻期较长的储蓄目的，

实际上仅仅是动机。心理学研究显示，动机与行为常常是

不～致的。当美国经济学家研究如何让消费者能够约束

自己，而使储蓄行为更接近于储蓄动机时，我们应关注的

则是使消费者放松自己，而使行为有别于动机。这其中关

键在于在自控没有形成习惯以前，尽快健全外部规则，以

此降低消费者的自制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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