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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习惯形成理论近年来在中国居民消费问题的研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ꎮ 基于广义的视

角ꎬ从理论框架、研究视角、对象、数据和方法等方面对内、外部习惯形成理论在消费问题研究上的应

用进展进行了梳理ꎬ以期为新时期习惯形成视角下中国居民消费问题的研究提供参考ꎮ 研究发现:习
惯形成视角下消费问题的研究起初多基于内部习惯形成理论的框架ꎬ外部消费习惯形成的研究起步

相对较晚且近年来主要基于同群效应理论的框架开展ꎮ 在消费习惯形成的研究从宏观视角为主过渡

至宏微观视角相结合的过程中ꎬ研究对象从居民的总消费拓展至分类消费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质量在

逐步提高ꎬ因果效应识别的方法也逐渐稳健和完善ꎮ 此外ꎬ广义习惯形成理论框架下消费问题的研究

也在内、外部消费习惯形成研究的基础上逐步开展ꎮ 未来的研究应更多地基于中国的现实背景ꎬ在广

义习惯形成的框架下ꎬ从动态的角度来考察居民的消费行为ꎬ并提出了值得研究的若干问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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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现阶段对中国居民消费问题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ꎮ 随着中国进入新的发展阶段ꎬ为应对复杂多

变的内外部环境ꎬ党中央着力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ꎬ释放内需潜力ꎬ加快培育完整的内需体系ꎬ着力构建新

发展格局ꎮ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ꎬ要将扩大内需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ꎬ进一步明确了扩大内需

对未来经济增长的重要性ꎮ 居民消费是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１]ꎮ ２０２３ 年 ７ 月ꎬ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了«关于

恢复和扩大消费的措施»ꎬ以充分发挥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ꎬ深入实施扩大内需战略ꎬ不断增强高质

量发展的持久动力ꎮ 为合理有效地引导和拉动居民消费ꎬ有必要对当下中国居民的消费行为加以深入分析ꎮ
习惯形成理论是近年来中国居民消费行为研究的重要理论基础ꎮ 以“绝对收入”假说、“相对收入”假说

及“生命周期—持久收入”假说(ＬＣ－ＰＩＨ)为基础框架的现代消费理论体系ꎬ被广泛应用于不同阶段中国居民

消费行为的研究中ꎮ 对于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及转轨经济时期的居民消费行为ꎬ“绝对收入”假说和“生命

周期—持久收入”假说可分别予以较好的解释[２－４]ꎮ 改革开放以后ꎬ中国居民的消费行为反映为“低消费—高

储蓄”ꎬ即收入水平不断上升ꎬ但消费水平却变化不大ꎬ这一现象引起了政府部门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ꎮ 然

而ꎬ“绝对收入”假说和“生命周期—持久收入”假说及以其为基础延伸出的相关理论(比如预防性储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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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无法很好地解释这一时期中国居民的消费行为的变化[５－８]ꎮ 相较之下ꎬ以“相对收入”假说为基础发展而成

的习惯形成理论ꎬ基于偏好时间不可分的假设ꎬ认为当期消费不仅可以影响当期效用ꎬ也可以对未来的效用产

生影响ꎬ可以更加合理地对居民的消费行为予以解释[９－１０]ꎮ 因此ꎬ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ꎬ习惯形成理论开始受

到主流研究的重视ꎬ并在中国居民消费问题的研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１０]ꎮ

为了给新发展阶段中国居民消费研究提供必要的支撑ꎬ有必要对习惯形成视角下消费问题的研究予以全

面的归纳和总结ꎮ 事实上ꎬ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ꎬ习惯形成理论已被拓展至更多宏微观经济学乃至金融学领

域问题的研究当中ꎬ一些学者已从不同角度对此进行了梳理ꎮ 严成樑和崔小勇[９]从消费储蓄理论、经济周期

理论、经济增长理论、宏观经济政策以及资产定价理论等维度综述了习惯形成理论对宏观经济学的影响ꎮ 翟

天昶和胡冰川[１０]则在对习惯形成理论在各领域应用的研究情况进行简要阐释的基础上ꎬ重点对狭义习惯形

成理论在消费问题上的研究进行了述评ꎮ 遗憾的是ꎬ由于习惯形成理论的应用范围较广ꎬ在习惯形成理论应

用于消费问题研究上的进展脉络ꎬ已有成果均未能得到全面具体的呈现ꎮ
本文的目标是从广义的角度对习惯形成理论在研究消费问题上的应用进行回顾和总结ꎬ以期丰富新发展

阶段习惯形成视角下中国居民消费问题的相关研究ꎮ 广义习惯形成理论既包括内部习惯形成ꎬ也包括外部习

惯形成ꎮ 其中ꎬ内部习惯形成指的是消费者过去的消费对当期消费的影响ꎬ即消费的“棘轮效应”ꎬ仅讨论内

部习惯形成的习惯形成理论又被称为狭义的习惯形成理论ꎮ 外部习惯形成是指周围人的消费的影响ꎬ即消费

的“示范效应” [１１]ꎮ 在广义习惯形成的框架下ꎬ消费者过去的消费和周围人的消费均会影响消费者当期的消

费和效用水平ꎬ而消费者当期的消费水平又会形成习惯存量来影响未来的消费ꎮ 随着习惯形成研究的深入ꎬ
不论是内、外部习惯形成视角ꎬ还是内外部相结合的广义习惯形成视角下消费问题的研究ꎬ总体上已有较为丰

富的成果ꎮ 本文将聚焦于广义习惯形成理论在消费问题研究中的应用ꎬ对相关研究的进展予以梳理ꎬ在弥补

现有成果不足的同时ꎬ提出未来研究的发展方向ꎮ

二、习惯形成理论的提出

Ｄｕｅｓｅｎｂｅｒｒｙ[１２]对 Ｋｅｙｎｅｓ[１３]提出的“绝对收入假说”进行了批判ꎬ认为过去消费所形成的习惯存量———即

习惯形成ꎬ也是影响当期消费支出的重要因素ꎬ并将习惯效应引入消费函数ꎬ由此提出了“相对收入假说”ꎬ并
对其进一步完善ꎬ形成了“习惯形成理论”ꎮ 该理论认为ꎬ消费者当期的消费支出和效用水平会同时受到消费

者过去的消费支出和收入水平(尤其是收入高峰期时的收入水平)ꎬ以及周围人支出水平的影响ꎬ而消费者当

期的支出水平又会形成习惯存量来影响未来的消费[１１]ꎮ
广义的习惯形成理论包括外部习惯形成和内部习惯形成ꎬ即“示范效应”和“棘轮效应”ꎮ 其中ꎬ外部习惯

形成是指消费者当期消费支出水平会受到周围人支出水平的影响ꎬ这使得不同消费者之间会存在相互攀比的

倾向ꎮ 内部习惯形成是一种特殊的效用理论ꎬ与传统消费函数不同的是ꎬ其基本假设是效用在时间上不可分ꎬ
认为过去的消费水平对现期消费产生的效用有影响ꎬ在给定现期消费支出水平的前提下ꎬ往期消费和现期消

费带来的效用呈负相关ꎮ 即消费者的效用不仅是取决于当期消费ꎬ还取决于习惯存量ꎬ在这种情况下ꎬ消费决

策将逐步得到动态调整ꎬ从而导致消费行为更为谨慎[１４－１６]ꎮ

由于考虑了个体自身的习惯并且基于偏好在时间上是不可分的假设ꎬ相对于现代消费理论体系的其他分

支理论而言ꎬ更加合理地反映了现实ꎬ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习惯形成理论开始受到主流研究的重视ꎬ并逐渐被

应用于消费问题的研究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ꎬ国内学者也渐渐开始在国外习惯形成理论研究的框架下研究

国内消费结构不合理的问题[１０]ꎮ 接下来ꎬ本文将对习惯形成理论在国内消费问题研究上的应用进展进行细

致的梳理ꎮ
７１



　 翟天昶:习惯形成视角下消费问题的研究进展

三、内部习惯形成视角下消费问题的研究

作为习惯形成理论的一部分ꎬ内部习惯形成可谓是习惯形成理论的核心部分ꎬ正因如此ꎬ过去消费对当期

消费的影响ꎬ即“棘轮效应”ꎬ也常被称作“习惯形成效应” [１６－１８]ꎮ 习惯形成视角下消费问题的研究起初主要

是基于内部习惯形成的框架ꎬ多年来ꎬ狭义的习惯形成理论在以“低消费—高储蓄”为主的消费问题的研究中

发挥了重要的作用[１０]ꎮ 随着内部习惯形成视角下消费问题研究的不断发展ꎬ相关研究的视角、对象、数据、方
法等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ꎮ 为此ꎬ本文将从研究对象等方面着手来对内部习惯形成视角下消费问题的研究进

展情况予以归纳ꎮ

(一)研究视角和对象

起初ꎬ内部习惯形成理论框架下消费问题的研究主要是基于宏观的视角ꎬ研究对象主要是居民的总消费ꎬ
目的是解释储蓄率过高或“消费平滑之谜”等现象ꎮ 比如 Ｃａｒｒｏｌｌ 等[１９] 以美国居民总消费作为研究对象ꎬ构建

了包含内部习惯形成的代表性消费个体的消费模型ꎬ并发现在习惯存量的影响下ꎬ消费的增长路径是平缓的ꎬ
短期内不会有较大的波动ꎮ 因而ꎬ内部习惯形成的存在使得许多国家的经济增长带来了高储蓄ꎬ经济增长与

储蓄呈现出正相关关系ꎮ
随着研究的深入ꎬ内部习惯形成视角下消费问题的研究开始逐步强调微观基础ꎮ 在这一过程中ꎬ研究对

象从总消费过渡至细分类别产品的消费ꎬ从而细致刻画习惯形成的存在对具体品类的需求变化、厂商反应及

税收政策效果等的影响ꎮ Ｐｏｌｌａｋ 和 Ｗａｌｅｓ[２０]以及 Ｂｌａｎｃｉｆｏｒｔｉ 和 Ｇｒｅｅｎ[２１]分别将内部习惯形成引入线性需求系

统ꎬ从微观视角下考察消费者对不同类别产品消费行为ꎮ Ｒａｖｎ 等[２２]基于不同产品消费内部习惯形成异质性

的假设ꎬ将标准习惯形成模型推广到了代表性消费者单个商品的消费来定义内部习惯形成的新场景ꎬ而不是

像宏观视角研究中以复合消费品的总消费来定义内部习惯形成ꎬ并将此定义为“深层习惯形成” (Ｄｅｅｐ
Ｈａｂｉｔｓ)ꎮ 基于此ꎬ更进一步的从相对微观的视角ꎬ对消费者和厂商的行为决策进行分析ꎮ 以 Ｒａｖｎ 的研究为

基础ꎬＪａｃｏｂ[２３]对经济环境中价格刚性与特定商品内部习惯形成的相互作用进行了分析ꎬ并考察了这种相互作

用下ꎬ私人消费对政府支出扩张的反应ꎮ Ｖａｎ ｄｅｎ Ｂｉｊｇａａｒｔ [２４]和 Ｄａｃｕｙｃｕｙ[２５]则基于深层习惯模型考察了税收

对特定产品消费的影响ꎬ以评估税收政策的效果ꎮ 此外ꎬＢｏｔｏ－Ｇａｒｃíａ 和 Ｂａñｏｓ－Ｐｉｎｏ[２６]基于西班牙样本的最新

研究ꎬ发现深层习惯会削弱旅游和其他休闲商品之间可替代性ꎬ并进一步探究了其对新冠疫情后旅游消费弹

性的影响ꎮ
进一步的ꎬ由于耐用品消费中的耐久性特征不利于习惯形成效应的检验[２７－２８]ꎬ学者们又着重对食物这一

非耐用品的代表品类的消费作为研究对象来开展研究ꎮ Ｎａｉｋ 和 Ｍｏｏｒｅ[２９]首次以食物消费作为研究对象来研

究消费中的内部习惯形成ꎮ Ｇｕａｒｉｇｌｉａ 和 Ｒｏｓｓｉ[３０]、Ｂｒｏｗｎｉｎｇ 和 Ｃｏｌｌａｄｏ[３１]以及贾男和张亮亮[３２]分别对英国、西
班牙和中国城镇居民食物消费的内部习惯形成进行了研究并验证了食物消费中习惯形成效应的存在ꎮ 在这

一过程中ꎬ研究目标和内容也在进一步拓展ꎬ从单纯验证习惯形成效应的存在延伸至考察习惯形成效应强度

的变化ꎮ 比如翟天昶和胡冰川[１８]考察了中国农村家庭居民消费中不同类别食物消费中习惯形成效应的变化

规律ꎮ Ｚｈａｉ 等[３３]则进一步对中国城镇居民糖的消费支出中的习惯形成效应的变化进行了考察ꎮ
与此同时ꎬ宏观视角下内部消费习惯形成的研究也在不断发展ꎬ被拓展至更多消费问题的研究上ꎮ 比如

Ｋｉｒｕｓｈｅｖａ 等[３４]将死亡率和养老金收入纳入内部习惯形成模型ꎬ并以此为基础从习惯形成的角度对“退休—
消费之谜”进行了研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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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数据和方法

１.研究数据集的拓展

对于宏观视角下内部消费习惯形成框架下的研究ꎬ数据类型主要是针对单一国家的时间序列数据[３５] 或

面板数据[１５]ꎬ以及多国的宏观面板数据[３６－３７]ꎮ 而对于微观视角下的研究ꎬ受数据获取的难度限制ꎬ早期的研

究大多仍是基于加总数据[３８]ꎮ 相比于微观家庭调查数据集ꎬ加总的宏观数据集综合掉了个体的特征差异和

收入波动ꎬ无法被用于考察消费决策的内在影响机制ꎬ造成估计结果不能很好地反映微观事实[１６ꎬ ３６]ꎮ 随着数

据搜集工作的推进ꎬ微观数据集日益丰富ꎬ自 Ｈｅｉｅｎ 和 Ｄｕｒｈａｍ[３９]的研究开始ꎬ微观数据集被逐步运用于内部

习惯形成视角下消费问题的研究中ꎮ 比如 Ｍｅｇｈｉｒ 和 Ｗｅｂｅｒ[４０] 利用美国的消费者调查(ＣＥＳ)数据对食品、交
通和服务消费中的习惯形成效应进行了检验ꎮ Ｄｙｎａｎ[２７]利用美国收入动态面板调查数据(ＰＳＩＤ)、Ｇｕａｒｉｇｌｉａ 和

Ｒｏｓｓｉ [３０]利用英国家庭面板数据调查、Ａｌｅｓｓｉｅ 和 Ｔｅｐｐａ[４１]利用荷兰家庭调查数据(ＤＨＳ)分别对美国、英国和

荷兰居民消费的习惯形成效应进行了研究ꎮ 龙志和等[４２]则在国内最早应用中国的家庭调查数据来研究内部

消费习惯形成ꎬ利用中国某省会城市的家庭调查数据对居民食物消费中的习惯形成效应进行了检验ꎮ
２.研究方法的改进

(１)模型构建

由于习惯形成理论是基于效用的时间不可分假设ꎬ自 Ｒｙｄｅｒ 和 Ｈｅａｌ[４３]首次将习惯形成模型化以来ꎬ包含

内部习惯形成的理论模型均是在跨期分析的框架下构建ꎮ 基于理论模型所构建的相应的计量模型中ꎬ内部习

惯形成通常是以滞后一期消费的形式加入ꎮ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的早期习惯形成视角下消费问题的研究ꎬ模型多采用的是传统的消费支出模型ꎬ如线性

支出系统(ＬＥＳ) [４４]及二次支出系统(ＱＥＳ) [３９]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ꎬ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ꎬ在收入和财富约束条

件下ꎬ以效用最大化为目标导出最优解ꎬ成为习惯形成模型构建的主要思路ꎮ 在模型的构建中ꎬ许多学者还进

一步结合“生命周期—持久收入”假说ꎬ将预防性动机、流动性约束等因素被引入优化模型ꎬ以分析财富变化

和收入波动等不确定性对当期和未来消费的影响ꎮ 典型的有 Ｎａｉｋ 和 Ｍｏｏｒｅ[２９]结合“生命周期—持久收入”假
说ꎬ以从个体即期效用函数导出的最优解作为基础建立的习惯形成模型ꎻＡｌｅｓｓｉｅ 和 Ｌｕｓａｒｄｉ[４５] 将习惯形成理

论为基础引入预防储蓄动机ꎬ导出了消费和储蓄的封闭解并以此为基础建立的习惯形成模型ꎻＤｙｎａｎ[２７] 利用

Ｈａｙａｓｈｉ[４６]结合欧拉方程导出的一阶条件为基础建立的习惯形成模型ꎮ 这三个模型也成为学者们后续研究消

费习惯形成问题的主要模型基础[１６ꎬ３２ꎬ４７－４８]ꎮ
(２)估计方法

对于包含内部习惯形成的计量模型而言ꎬ滞后期消费项可能与一些不可观测到的因素有关ꎬ这些未知因

素均被包含在扰动项中ꎬ使得模型设定存在遗漏变量的偏误ꎬ即内生性问题ꎮ
在早期内部习惯形成视角下消费问题研究中ꎬ习惯形成模型的参数多是采用较为简单的最小二乘法

(ＯＬＳ)来估计ꎮ 然而ꎬ在模型存在内生性问题的情况下ꎬ采用 ＯＬＳ 估计法对系数进行估计得到的结果将是有

偏的且非一致的ꎮ 因而ꎬ进一步的ꎬ学者们开始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１５]、广义矩估计法(ＧＭＭ) [４９] 等方法来

对包含内部习惯形成的模型系数进行估计ꎮ
由于内部消费习惯形成理论的实证研究中多采用面板数据ꎬ因而在使用面板数据集的内部习惯形成研究

中ꎬ所构建的计量模型即为动态面板模型ꎮ 随着计量经济学的发展ꎬ对于动态面板模型的内生性问题有了更

好的处理方式ꎬ进一步推动了内部消费习惯形成研究的发展ꎮ Ｂｌｕｎｄｅｌｌ 和 Ｂｏｎｄ[５０]在 Ａｒｅｌｌａｎｏ 和 Ｂｏｎｄ[５１]提出

的差分广义矩估计法(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ＧＭＭ)以及 Ａｒｅｌｌａｎｏ 和 Ｂｏｖｅｒ[５２] 提出的水平广义矩估计法(Ｌｅｖｅｌ－ＧＭＭ)的

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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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上开发出了系统广义矩估计法(Ｓｙｓｔｅｍ ＧＭＭ)①ꎮ 系统 ＧＭＭ 将水平方程和差分方程结合起来ꎬ形成一个

方程系统来估计系数[５０]ꎮ 作为传统工具变量估计方法的延伸ꎬ系统 ＧＭＭ 相比于差分 ＧＭＭ 而言更有效率ꎬ
因为后者可能会丢失样本信息并降低工具变量的有效性[５０]ꎮ 目前ꎬ系统 ＧＭＭ 已逐步被广泛应用于内部习惯

形成视角下消费问题的研究中[１６－１７ꎬ２８ꎬ３０－３２ꎬ４１ꎬ４７－４８]ꎮ 在此过程中ꎬ许多学者也将系统 ＧＭＭ 与 ＯＬＳ、差分 ＧＭＭ、
固定效应估计(ＦＥ)等相对传统的估计方法进行比较ꎬ以证明系统 ＧＭＭ 的相对有效性[１６－１７ꎬ４７]ꎮ

四、外部习惯形成视角下消费问题的研究

“相对收入”假说认为ꎬ个人或家庭的消费水平不仅取决于其过去的消费水平ꎬ还会受周围人消费水平的

影响ꎮ 原因在于:社会是分层的ꎬ人们普遍认为社会地位可以由消费水平的高低来直接反映ꎬ高消费意味着高

财富水平和成功ꎬ因为几乎所有的消费理论都一致认为收入水平决定了消费水平ꎮ 但由于社会各层级之间并

没有严格的门槛ꎬ而每个人都有维护尊严的动机ꎬ即通常所说的“好面子”ꎬ在这种情况下ꎬ社会流动的可能性

和对向上流动作为社会目标的认识将自尊驱动转化为对高社会地位的渴望ꎮ 在与周围群体消费水平的比较

之后ꎬ低消费水平的人为提高社会地位会选择增加消费向高消费水平的群体靠拢ꎮ 在这个过程中ꎬ相对高消

费水平的群体会为了维持地位差距而有了增加消费的动力ꎬ这种动力再次转化为获取高质量商品的动力ꎮ 因

此这种不同消费水平群体之间消费水平的不利比较都会导致购买商品(增加消费)的冲动ꎬ从而提高生活质

量ꎬ消除不利的比较[１２]ꎮ
相比于内部习惯形成ꎬ外部习惯形成视角下消费问题的研究起步相对较晚ꎬ主要原因在于缺乏相应的环

境基础[５３]ꎮ 近年来ꎬ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ꎬ居民消费中的外部习惯形成效应也逐步受到学者们的关注ꎮ

(一)研究视角和理论框架

外部习惯形成相当于是消费的外部性ꎬ即个人或家庭的消费会对周围群体产生影响ꎬ从而影响他人的效

用水平ꎮ 与内部消费习惯形成的研究相类似ꎬ早期外部消费习惯形成的研究视角多偏向于宏观ꎬ以社会平均

消费水平对个体消费的影响来表示外部习惯形成ꎬ模型中示范效应的代理变量是社会平均消费支出[５４－５６]ꎮ
随着研究的发展ꎬ学者们开始逐步强调外部习惯形成的微观基础ꎬ关注于个体消费行为的异质性ꎬ以细致深入

的考察外部习惯形成下消费行为的决策机制ꎬ相应的ꎬ模型构建过程中外部习惯的代理变量为观察个体所在

群体中其余人群的平均消费支出ꎮ
近年来ꎬ微观视角下外部消费习惯形成的研究大多是基于社会学同群效应理论的框架ꎮ 社会学的同群效

应理论被用以分析个人或者集体行为ꎬ该理论认为个人或集体的行为决策会受到周围同群者的影响ꎮ 多年

来ꎬ同群效应理论已经被广泛运用于消费[５７－５９]、教育[６０－６３]、金融[６４－６６] 等领域的研究当中ꎮ 从概念来看ꎬ消费

的同群效应与消费的示范效应有着极为相似之处ꎬ但消费同群效应理论相对更为细致和深入ꎬ有助于拓展原

有外部习惯形成研究的框架ꎮ 一方面在于ꎬ在消费同群理论的框架下ꎬ群体间的互动效应被予以了进一步的

阐释ꎮ 另一方面则是ꎬ同群效应理论体系下ꎬ同群效应影响消费决策的机制被阐释得更为全面ꎮ
首先ꎬ在同群效应理论框架下ꎬ同群组间的互动效应被进一步分为内生、外生(情景)和相关效应三个方

面[６７]ꎮ 其中ꎬ内生效应是指个体以某种方式行为的倾向随群体的行为而变化ꎻ外生(情景)效应是指个体以某

种方式行为的倾向随群体的外生特征而变化ꎻ相关效应是指同一群体中的个体倾向于表现相似ꎬ因为他们具

有相似的个体特征或面临相似的制度环境[６７]ꎮ
其次ꎬ同群效应影响消费决策的机制通常体现为地位寻求和风险分担[６８]ꎮ 地位寻求机制指的是个体或

０２
①下文分别简称为“差分 ＧＭＭ”和“系统 ＧＭ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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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在相对高消费或低消费水平群体的影响下ꎬ为追求地位的提高或为维持地位差距而增加消费ꎬ此时消费

者会更多地受到相对低消费水平群体消费变化的影响[６９]ꎮ 其中ꎬ仅在相对高消费水平群体的影响下的地位

寻求通常被称为“追赶琼斯” [５４]或“与琼斯一样” [５５]ꎮ 也有研究将相对高消费水平群体对低消费水平群体的

影响机制称为社会学习ꎬ指消费者基于对相对高消费水平群体消费行为的观察或互动ꎬ为追求地位认同、维护

尊严或出于好奇心理ꎬ向高消费水平群体“模仿学习”从而增加消费[６９－７１]ꎮ 风险分担机制指的是同群组成员

之间通过信息互通来减少负面风险对消费福利的冲击[５９]ꎮ 相较之下ꎬ原有的外部习惯形成框架所讨论的主

要是地位寻求机制ꎮ
尽管同群效应理论重点强调的是相同或相似社会经济地位的同群组成员之间消费行为的影响ꎬ但相对成

熟完善的框架使得其为外部习惯形成视角下消费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ꎮ

(二)研究对象

与内部习惯形成视角下消费问题的研究对象的演进脉络类似ꎬ外部消费习惯形成的研究对象从起初聚焦

于个人或家庭总消费中的外部习惯形成ꎬ逐步拓展至细分类别消费ꎮ 其中ꎬ居民总消费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早

期宏观视角下的研究中[５６]ꎮ 而细分类别产品消费中的外部习惯形成效应的考察ꎬ则多以后期微观视角下的

研究为主ꎮ 对于细分类别消费中外部习惯形成的研究ꎬ既有同时对多类产品消费中外部习惯形成效应的检

验ꎬ比如 Ｒａｍａｋｒｉｓｈｎａｎ 等[７２]的研究发现同群效应的存在是印度居民汽车和家电消费增长的重要因素ꎮ Ｙａｎｇ
等[７３]基于中国家庭调查数据(ＣＦＰＳ)检验了中国农村家庭食物、教育和衣着消费中的同群效应ꎮ 也有对单一

类别消费中外部习惯形成效应的检验ꎬ包括奢侈品的消费[７４]、食物消费[７５－７７]、住房消费[６９ꎬ７８－７９]、汽车消

费[５７]、手机等电子移动设备消费[８０]、旅游消费[８１]、能源消费[８２－８３]等等ꎮ
进一步ꎬ从已有研究来看ꎬ不同群体、不同类别消费中的外部习惯形成的特征有所不同ꎮ 一方面ꎬ不同类

别消费中外部习惯形成效应的显著性可能存在一定的差异ꎬ比如 Ｙａｎｇ 等[７３]的研究表明中国农村居民家庭食

物、衣着和人情消费支出中存在着显著的同群效应ꎬ而教育支出中的同群效应并不显著ꎮ 另一方面ꎬ对不同群

体和不同类别消费而言ꎬ外部习惯形成效应(或同群效应)影响消费决策的机制也有所不同ꎮ 比如 Ｃｈｅｎ 等[８４]

针对中国农村居民礼金支出中同群效应的研究表明ꎬ同群效应影响礼金支出行为的主要机制是地位寻求ꎬ而
风险分担并不是礼金支出的关键驱动因素ꎮ Ｄｅ Ｇｉｏｒｇｉ 等[５９]针对丹麦居民的研究表明风险分担是同群效应影

响居民除汽车、珠宝等耐用品外消费决策的重要机制ꎮ Ｚｈａｎｇ 等[６９]的研究表明中国农村居民住房支出中的同

群效应的主要机制是对相对低消费群体消费变化更为敏感的地位寻求ꎬ而非只受相对高消费群体影响的“追
赶琼斯”或社会学习ꎮ

(三)研究方法

１.示范群体的界定

示范群体(同群效应理论中称为同群组)的界定在外部消费习惯形成的研究中是必要的ꎮ 在宏观视角下

的研究中ꎬ分析的是代表性消费者的消费ꎬ示范群体即是忽略了异质性的社会其他个体的集合ꎬ示范效应也从

宏观层面上被看作是社会平均消费对代表性个体消费的影响[５４]ꎮ 而在微观视角下ꎬ需要注重分析微观个体

的决策机制ꎬ在这种情况下ꎬ示范群体需要加以明确的界定ꎬ这决定了示范效应能否得到有效识别[８５]ꎮ 理想

的情况下ꎬ消费同群组应当利用一切可观察到的信息来确定ꎬ以使其和样本特征保持一致[６７ꎬ ８５]ꎮ 然而ꎬ理想

同群组的确定对数据质量的要求较高ꎬ实际研究中较难获取到满足要求的数据集ꎮ
为了尽可能准确地界定同群组ꎬ已有研究通常采用两种方法来近似替代ꎮ 第一种方法是依据地理趋近的

原则ꎬ使用社区中其余家庭的平均数作为代理ꎬ这是一种在文献中广泛应用的方法[６１ꎬ ８６－８９]ꎮ 然而ꎬ这种方法

的一个潜在缺点是ꎬ一个家庭的消费决策可能并非受到社区中所有其他家庭的影响ꎬ而是仅受到具有类似特

征的一个或多个家庭的影响ꎬ从而导致可能低估了同群效应[９０]ꎮ 第二种方法是依据人口特征相同的原则ꎬ基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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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家庭人口特征信息ꎬ采用匹配的方法来确定同群组ꎮ 比如 Ｍａｕｒｅｒ 和 Ｍｅｉｅｒ[８７] 根据样本家庭中户主的特征

信息来确定同群组ꎮ Ｌｉｎｇ 等[９１]和 Ｚｈａｎｇ 等[６９]基于个人和家庭层面的特征信息变量ꎬ采用倾向得分匹配策略

下马氏匹配的方式来界定同群组ꎮ 匹配的方法通常需要足够多的样本信息ꎬ即要求使用大样本数据[９２]ꎮ 因

而ꎬ在实践中ꎬ这种方法会受限于数据的可获得性而具有一定的局限性ꎮ
２.识别策略的发展

从已有研究来看ꎬ在同群效应的识别过程中ꎬ通常需要考虑和处理三个方面的问题:自选择(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相关效应(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 ｅｆｆｅｃｔ)和相互效应(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ｐｒｏｂｌｅｍ) [６７]ꎮ 其中ꎬ自选择问题的产生是因为同群

组的形成可能不是随机的ꎬ而是因为一定的原因自由结合ꎬ在这种情况下ꎬ同群组成员的行为决策可能是因为

具有相同偏好等因素所产生的自发的共性行为而非受同群组其他成员的影响ꎮ 相关效应的存在是因为同群

组成员处在相同的地理环境下(比如生活在同一社区)ꎬ可能会受到相同的外部冲击而做出相似的行为ꎬ这种

行为的产生并非因为同群效应ꎮ 相互效应产生的原因则是因为个人的消费行为既受同群组其他成员决策的

影响ꎬ也同时对同群组其他成员的决策产生影响ꎬ通常也被称为是反射问题[６７ꎬ ８５]ꎮ 这三方面问题的存在ꎬ使

得在外部消费习惯形成的研究中ꎬ示范效应(或同群效应)通常难以被准确识别[６７]ꎮ
在早期外部消费习惯形成的研究中ꎬ受计量方法和数据的限制ꎬ示范效应的识别策略较为简单ꎬ没有对相

关效应等问题予以讨论和处理[９３－９５]ꎬ使得模型的估计结果因内生问题而存在一定的偏误ꎮ 随着外部消费习

惯形成问题的研究深入和微观计量经济学的发展ꎬ在近年来在同群效应理论框架下的外部消费习惯形成的相

关研究中ꎬ与同群效应识别相关的三个问题均得到了较好的处理ꎮ 比如选择流动性较小的群体来考察ꎬ以避

免同群效应识别过程中的自相关问题[５８ꎬ ６９ꎬ ９１]ꎮ 通过控制地区固定效应[７３ꎬ ７９]、利用社交网络的部分重叠

性[５９]来控制可能存在的相关效应ꎮ 而关于相互效应的控制ꎬＲｏｙｃｈｏｗｄｈｕｒｙ [５８]基于类似于空间计量方法的工

具变量估计策略ꎬ采用家庭成员死亡、受伤、失业、犯罪事件等具有个体异质性特征的外部冲击事件的相关信

息作为个体消费的工具变量ꎬ以排除个体消费对同群组其他个体的影响ꎮ Ｙａｎｇ 等[７３]以同群组个体固定效应

的平均值作为工具变量ꎬ并使用替代迭代算法(ＡＩＶ)来计算得到同群无法观测到的个体固定效应ꎮ Ｌｉ 等[７９]

采用考虑社会互动效应的空间计量方法来避免相互效应对同群效应识别的影响ꎮ

五、广义习惯形成理论框架下消费问题的研究

广义习惯形成理论框架下消费问题的研究ꎬ是在前期狭义消费习惯形成相关研究的基础上ꎬ进一步考虑

外部习惯形成ꎬ并结合内、外部消费习惯形成研究的进展进一步拓展ꎮ 因此ꎬ广义消费习惯形成的相关研究也

经历了由宏观为主至逐步强调微观基础的历程ꎮ 由于在习惯形成视角下消费问题的研究中ꎬ理论框架从狭义

拓展至广义习惯形成时ꎬ内、外部消费习惯形成的研究已经有了较为丰富的成果ꎬ因此ꎬ广义框架下的研究在

同时纳入内、外部习惯形成的基础上ꎬ除了对消费的习惯形成效应进行了深入阐释之外ꎬ还对内、外部习惯形

成效应进行了对比①ꎬ并进一步考察了习惯形成的调节因素ꎮ

(一)内、外部习惯形成效应的对比

内、外部习惯形成效应对消费的影响对比ꎬ是广义习惯形成视角下消费问题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ꎬ相关

研究的对象既有居民的总消费ꎬ也有分类消费ꎮ 比如 Ｚｈｏｕ[９６]基于广义消费习惯形成的框架对美国居民总消

费中的内、外部习惯形成效应进行了动态的对比ꎬ并进一步对伊斯特林悖论( ｔｈｅ Ｅａｓｔｅｒｌｉｎ Ｐａｒａｄｏｘ)进行了解

２２

①近年来ꎬ由于外部消费习惯形成的研究多基于同群效应的理论框架ꎬ外部习惯形成常被称作同群效应ꎬ因而许多研究在

将内、外部习惯形成进行对比考察时ꎬ为了加以区分ꎬ通常采用狭义的概念ꎬ将内部习惯形成称为习惯形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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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ꎮ Ｂｉｓｓｅｔ 和 Ｔｅｎａｗ[９７]基于广义习惯形成理论的框架ꎬ从宏观视角对埃塞俄比亚居民的消费进行了研究ꎬ研
究表明棘轮和示范效应的存在是埃塞俄比亚社会平均消费支出长期稳定的原因ꎮ 杭斌和闫新华[４８]以住房消

费为例ꎬ基于广义习惯形成的框架对经济快速增长时期中国居民的消费行为进行了研究ꎬ发现虽然内部习惯

形成对住房消费的抑制作用大于示范效应的拉动作用ꎬ习惯形成使得中国居民的住房消费行为相对谨慎ꎬ提
高了储蓄率ꎮ 杨琦等[９８]对中国农民工食物、衣着、住房等分类消费支出中的内、外部性习惯形成效应进行了

检验ꎬ研究表明农民工家庭消费中没有显著的内部习惯形成效应ꎬ但存在显著的外部习惯形成效应ꎬ原因在于

农民工的消费习惯处于从农村向城镇消费模式转型的过程中ꎮ

(二)习惯形成的调节因素

进一步的ꎬ一些研究还在对居民消费中的内、外部习惯形成效应进行联合考察的基础上ꎬ考察了习惯形成

的调节因素ꎮ 比如 Ｗｅｎ 等[８３]的研究表明ꎬ社交网络的大小以及嵌入关系的强度———即以邻居、亲戚和朋友

为核心的同群组成员间关系的紧密性ꎬ是同群效应在中国农村居民清洁能源消费中发挥作用的重要调节因

素ꎮ 宋泽和邹红[６８]在对中国城镇居民各类消费支出中习惯形成效应和同群效应检验对比的基础上ꎬ进一步

考察了不同规模城市和不同收入居民群体中同群效应的相对大小ꎮ 饶育蕾等[９９] 在对中国农村居民家庭的

内、外部习惯形成效应检验和对比的基础上ꎬ进一步验证了宗族网络对家庭消费变动同群效应的调节作用ꎮ

六、结　 语

(一)习惯形成视角下消费问题的研究发展评述

以相对收入假说为基础发展而成的习惯形成理论ꎬ对“高储蓄”“消费平滑之谜”“退休—消费之谜”等消

费现象均提供了较好的解释ꎬ已成为当下消费问题研究中的重要理论基础ꎮ 从习惯形成视角下消费问题的研

究发展来看ꎬ消费习惯形成理论的研究是起源于宏观视角下内部消费习惯形成的研究ꎬ而后ꎬ外部消费习惯形

成框架下的相关研究开始逐步出现并以社会学同群效应理论框架为基础不断发展ꎮ 在这一过程中ꎬ以内、外
部消费习惯形成相关研究为基础的广义习惯形成理论框架下的消费问题的研究也在不断涌现ꎮ 可以说ꎬ广义

习惯形成理论框架下消费问题的研究ꎬ是内、外部消费习惯形成研究发展的动态结合ꎮ
不论是内、外部习惯形成理论ꎬ还是广义习惯形成理论框架下消费问题的研究ꎬ在研究视角、对象和数据

等方面的发展脉络上均有着相似之处ꎮ 从研究视角上看ꎬ都是从聚焦于宏观视角逐步拓展至宏微观视角相结

合ꎬ消费习惯形成理论研究的微观基础随着研究的深入不断被强化ꎮ 随着习惯形成理论框架下消费问题研究

的逐步深入ꎬ研究对象从一开始的居民总消费逐步扩展至居民分类消费ꎮ 对于内部消费习惯形成的研究ꎬ鉴
于耐用品消费中耐久性的存在ꎬ许多研究还将研究对象聚焦于居民的食物消费ꎮ 在这一过程中ꎬ一方面ꎬ研究

所使用的数据从加总数据过渡至微观数据ꎬ并且随着数据调查工作的逐步推进ꎬ所使用的微观数据集的质量

也在不断提高ꎬ大样本微观数据集被越来越多的用于微观视角下消费习惯形成的研究当中ꎮ 另一方面ꎬ计量

经济学的发展ꎬ使得与内、外部消费习惯形成效应识别相关的内生性问题及自选择问题等均得到了较好的处

理ꎮ 事实上ꎬ习惯形成视角下消费问题的研究数据和因果识别策略的演进也是多年来许多经济学问题研究发

展历程的一个写照ꎮ

(二)展望

从已有研究来看ꎬ习惯形成视角下消费问题的研究成果已经比较丰富ꎬ但仍有一定的拓展的空间ꎮ 随着

中国经济进入新发展阶段ꎬ在新的背景之下ꎬ以习惯形成理论为基础的中国居民消费问题的研究也有待进一

步开展ꎮ
首先ꎬ对于狭义习惯形成理论即内部消费习惯形成框架下消费问题的研究ꎬ未来可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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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考察不同收入群体总消费和分类消费中内部习惯形成效应的变化规律ꎮ 考虑到耐用品中耐久性的存

在不利于内部习惯形成效应的检验ꎬ可将研究对象进一步聚焦于食物消费ꎬ考察不同收入群体不同类别食物

消费中内部习惯形成效应的变化规律ꎮ 此外ꎬ可将时间区间按照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进行划分ꎬ考察不

同发展阶段居民各类消费中内部习惯形成效应的变化规律ꎬ以进一步深化内部消费习惯形成理论的研究ꎮ
其次ꎬ就外部消费习惯形成的研究而言ꎬ也可在已有的对消费中示范效应(或同群效应)检验的基础上ꎬ

将研究从静态分析拓展至动态分析ꎬ进一步考察不同类别消费中外部习惯形成效应的变化ꎬ以便从动态的角

度形成一般规律性的认识ꎮ 在中国的背景下ꎬ分类消费中示范效应的动态变化可能有一定的特殊意义ꎬ比如

以往食物消费中习惯形成的研究多聚焦于在家消费ꎬ而随着中国居民在外就餐消费的增加ꎬ对于在外食物消

费中的习惯形成的研究ꎬ有助于理解现阶段居民食物消费的变化趋势和规律ꎮ 此外ꎬ在中国的国情下ꎬ一方

面ꎬ城镇居民消费对城乡居民消费的示范作用也值得进一步深入探究ꎬ这在城乡不断融合的现实背景下将具

有重要的政策意义ꎮ 已有研究虽对此有了一定的讨论ꎬ但受限于数据质量等因素ꎬ研究得还不够细致深入ꎬ有
很大的拓展空间ꎮ 另一方面ꎬ互联网时代中ꎬ电子商务和自媒体行业提供了新的消费渠道和平台ꎬ增加了不同

群体间互动交流的机会ꎮ 以往外部习惯形成的研究多针对的是线下实体消费ꎻ相比之下ꎬ对于线上消费而言ꎬ
在新的消费模式和场景下ꎬ外部习惯形成的示范群体会有所变化ꎬ示范效应的影响机制可能也会有所不同ꎮ

最后ꎬ相比于内、外部消费习惯形成的研究而言ꎬ广义习惯形成理论框架下的研究还相对较少ꎮ 未来习惯

形成视角下消费问题的研究应更多地从广义的角度来开展ꎬ从而更为全面地对习惯形成视角下的居民消费行

为予以考察ꎬ这也是目前消费习惯形成研究发展的一个方向ꎮ 未来的研究可基于内、外部消费习惯形成理论

的研究进展ꎬ将内、外部消费习惯形成同时纳入研究框架ꎬ在广义习惯形成的视角下进一步对比内、外部消费

习惯形成效应的变化规律(尤其是分类消费中内、外部习惯形成效应的演变)ꎬ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挖掘习惯

形成的调节因素ꎬ有助于在捕捉未来居民消费变化趋势的基础上ꎬ进一步找寻政策的着力点ꎬ为制定干预政策

以引导合理的消费结构带来启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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