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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究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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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工作和生活都有

些懈怠，事情比较多

比较杂，搅在一起让

人丧失了动力 

这段时间，追完了一

部剧叫琅琊榜，看了

几部电影，其中推荐

Inside Out 

PA  近年来，人情消费占比超过了家庭发展型消费，人情消费的增长速度已远超居民收入的增速

，人情消费支出已经成为居民的一种经济负担和心理负担。集体林区大多地处偏远山区，经济社会

发展相对落后，是精准扶贫的重要区域，到2020年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要求减贫脱贫

7017万，农村过高人情消费限制了林农生计的发展，对林农脱贫和可持续发展有较大的阻碍作用。 

       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CHFS）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农村家庭人情消费支出为3818

元，占可支配比高达17.1%，中国百村观察2012年调查数据表明2009年至2011年年均人情消费增长

率为7%，Chen et al.对贵州3个村研究指出2005-2009年人均人情消费支出增长率为18%-45%。除了

中国学者发现在其他国家人们也将很高比例的收入用于人情消费支出，印度Udaipur地区人们即使

生活在每天2美元的贫困线以下仍将10%的收入用于节假日支出，而这一群体的人口比例高达86%。                  

     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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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回顾  

 

已有研究主要探究农村人情消费的现状，影响因素以及其原因。在研究影响农村人情消费支出的主要因

素方面，部分学者认为收入水平，教育，家庭网络，家庭类型，家庭规模是影响人情消费支出的重要因

素（Philip H. Brown et al，2011；陈浩天，2011；金晓彤等，2012），另一部分学者认为人情消费

与家庭收入没有关系而与亲疏远近有关（刘军，2004）。此外，有学者研究城镇家庭发现人情消费支

出对其他消费有显著的挤出效应（杭斌，2015），农村居民消费地区上是非独立的，在消费方面的效

仿和攀比（郭亚帆和曹景林，2015）。在研究影响农村人情消费支出的原因方面，已有理论主要集中

在地位寻求、风险共担和同群效应理论等（Chen et al，2011）。在研究方法方面，田学斌和闫真（

2011）借助交易费用范式提出人情消费普遍存在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吴林婧和刘澈元（2013）运用

order logit模型研究得出户主的教育年限对人情消费支出有正向影响，闫新华等（2016）基于家庭跨

期消费运用Tobit模型从地位寻求角度分析了中国农户的人情支出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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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研究目的 

      已有的农村居民家庭人情消费实证研究认为收入水平，教育，家庭网络，家庭规模等对

人情消费有显著影响，但较少考虑人情消费的内部示范效应。农村人情消费是否存在示范效

应，该效应的背后机制是什么？此外，针对山区林农人情消费的研究较为缺乏，探究人情消

费对农村居民贫困发生的影响显得尤为重要。 

     本研究以浙江省为例，基于浙江省集体林区4县市8乡16村192户实地农户调查数据，

以家庭为单位，在比较分析不同县市家庭人情消费支出状况的基础上，通过建立计量经济学

模型分析，探究农村居民家庭人情消费居高不下的原因，以期为促进农村人情消费合理化，

改善林农生计，为新农村建设提供决策参考，为山林区扶贫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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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方法，以浙江省53个林区县（市）为总体，抽取临安、开化、龙泉、永康4

个样本县（市），在每个县（市）抽取2个乡镇，每个乡镇抽取2个村庄，每个村庄抽取12个样本农户，共计

8个乡（镇）、16个样本村、192户样本农户。抽取的样本县（市）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3、统计描述分析 

（1）数据来源与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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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居民人情消费状况分析 

 

（2）人情消费水平。户均人情消费支出

8282.3元，占家庭可支配收入的14.6%；其中，

拜年性支出平均为4226.0元，占家庭可支配收入

的7.5%；非拜年性支出平均为4056.3元，占家庭

总可支配收入的7.1%。农村居民人情消费支出绝

对水平较高，占家庭收入比重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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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居民人情消费状况分析 

（3）频次和形式 

         拜年频次为15.7次；非拜年人情消费支出频次为4.9次，人情消费年均消费次数较多、频率较高； 

         非拜年型人情消费以现金支付为主，比例高达97.4%，人情消费形式呈现较强的货币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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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居民人情消费状况分析 

（4）支出压力 

     人情消费支出、医疗保健、教育和文化娱乐占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例分别为11%、7%、5%和3%，人情消

费支出远高于其他三项支出，人情消费一定程度上挤占了家庭医疗、教育和文化消费的投资。人情消费对家庭支

出压力为很大或较大、一般、不大和很小的比例分别为45%、26%、30%，农村地区人情往来对家庭支出压力

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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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实证分析 

模型设定与变量选择 

   基于已有理论，以家庭所在村户均收入水平，即相对收入替代参照组未来人情消费支
出，以村户均家庭人情消费支出代表参照组当期消费支出，将农村居民家庭人情消费支出
的计量模型设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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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设定与变量选择 

收入水平：家庭收入水平越高消费支出的门槛
效应越高进而人情消费支出数额越高； 

村户均收入：消费的示范效应，收入较低家庭

所在群体的收入往往有较高的消费倾向； 

家庭上学子女比重越高，家庭在子女教育、课

后辅导等方面的人情往来频率相对较高； 

家庭中老人比重和以及不健康人口比重反映家

庭负担，家庭负担对家庭人情消费可能产生一定

的抑制作用； 

户主特征方面，根据已有的研究，户主教育程

度越高，家庭人情消费支出水平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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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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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与分析 

 （1）拟合的R-squared为0.418，故解释变量对因变量整体解释能力较强。 

 （2）家庭可支配收入、家庭所在村户均收入水平对家庭人情消费支出有显著影响。收入水平较高

群体的社交圈、业缘圈范围会更广，人情往来的频次也更高。所在村户均收入水平负向影响，所在村

未来人情消费支出预期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家庭当期的人情消费支出，相对消费理论指出家庭收入一定

的情况下，当消费者增加当期支出势必会减少未来支出，消费者重视当人情消费支出所带来的当期诸

如信息，资源以及地位等重要的收益。 

  农村居民所在村户均人情消费支出没有显著影响，这可能是，伴随着农村消费市场转型劳动力人

口的流动，农户尤其是外出务工人员更加重视家庭之间信息、资源的沟通交流，社会网络的构建，而

不仅仅是跟风攀比消费，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农村居民家庭人情消费行为不是绝对的盲从。 

 （3）控制变量中，红白事帮忙人数越多家庭人情消费支出水平越高，这和家庭社区网络的扩大有

关。户主教育程度越高，其社交圈子越大，从而人情消费支出也越多。从区域特征来看，不同地区之

间人情消费支出有显著差异，临安地区人情消费支出水平显著高于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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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农村居民人情消费支出具有如下特征：农村居民人情消费支出绝对水平较高，占家庭收

入比重较大，家庭支出负担较大；户均人情消费支出8282.3元，占家庭可支配收入的14.6%，接近

45%的农户表示人情消费对家庭支出压力很大或较大。人情消费支出频率高，消费支出形式呈现货

币化趋势。人情消费支出的增加对医疗，教育和文化娱乐消费等有较大的挤出效应。 

 

       （2）农村居民人情消费内部存在示范效应，在农村现有条件下人情消费仍将愈演愈烈。收入较

低的农村居民借助红白事的炫耀性消费寻求身份或社会地位的认同，在群体中产生示范效应，示范效

应通过改变家庭决策者对未来收入预期而影响当期的家庭人情消费支出，高收入群体消费强化了收入

增加对人情消费支出的正向影响，两者合力推高了农村人情消费水平。 

 

5、结论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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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政府应该积极稳妥地推进农村金融市场和社会保障体系健全，增加农村金

融产品和服务的供给，降低交易成本，降低农村居民对人情消费的过度依赖。 

 

     （2）政府应该加强宣传教育，形成红白事“大操大办可耻、新事新办光荣”的舆

论氛围，尤其减少红白事炫耀性消费，倡导“绿色消费”的理念，推动人情消费的合

理回归，形成农村消费文化健康之风。 

 

      （3）农村居民通过自我教育提高科学文化素质，合理安排家庭人情消费比例，

减弱其对医疗、教育投入的挤占效应，提高农村居民人力资本投资积极性，借助人力

资本积累打赢脱贫攻坚战。 

 

5、结论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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