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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人口红利是人口转变的特定阶段形成的$即人口再生产类型由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

长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转变的阶段%通过对重庆市从 AJJE F@"AA 年间的人口储蓄余额和

国内生产总值#少儿抚养系数#老年抚养系数的数据分析$得出后 ! 个因素对人口储蓄水平的影响$进而分析

得出重庆市人口红利也即人口年龄结构是造成储蓄水平波动和变化的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的结论'

关键词!人口红利%储蓄水平%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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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人口红利理论是近几年来国外学者提出的研究非稳态人口转变过程对经济增长影响的人口经济理论#

这一理论在我国已经得到了越来越多学者的重视和研究$ @" 世纪 E" 年代我国开始实行以控制人口数量为

主要目标的计划生育政策#到 @""" 年我国的总和生育率己经下降到更替水平!通常认为是 A+#"以下#计划

生育政策取得显著成效$ 当前#人口问题的焦点已经转移到在继续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前提下#提高人口素

质和改善人口结构#变人口大国为人力资源强国#充分发挥人力资源优势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人口红利

的理论视角正好与这一思路相契合$

此处试图通过对重庆市自直辖以来#人口数据和居民储蓄水平的相关分析#探求人口红利期%人口年龄

结构对居民生活水平的影响#进而提出可行的政策建议#力求能够有效地延长重庆市人口红利期#促进居民

继续增收#生活水平持续提高$

A(人口红利的含义

人口红利!c4L%0T;X.25?2:2?4/?"是指因为劳动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上升#所伴随的经济成长效应$

它通常发生在人口过渡时期晚期#此时因为生育率下降#使得受抚养的青少年人口减少#在整体上导致国家

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整个国家的经济呈

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的局面$



@(重庆市人口红利与居民储蓄水平关系研究意义

我国近几十年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已经成为一个世界0奇迹1#重庆市近几年经济的高速高质发展更是社

会各界有目共睹的#很多专家学者认为0人口红利1对经济的有利影响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0人口红利1

也因此和城市经济持续增长的前景联系在了一起$ 从 @""G 年到 @"AA 年#在中国经济面临极大挑战之际#重

庆经济却显示出卓然独立的态势$ @""G 年#重庆]cM总量为 # "JD 亿元#]cM增长 AI+!l#在全国 !A 个省

市中排名第 # 位$ @""J 年#重庆 ]cM总量为 D #@G 亿元#增速达到 AI+Jl#排名全国第 !$ @"A" 年#重庆

]cM总量为 E GJ" 亿元#增长 AE+Al#全国排名第 @$

与此同时#重庆市由于坚定不移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统筹城乡发展#改善医疗环境等利好政策的实行#

处于人口红利的有利时期#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

!A" 抚养比持续下降$ 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重庆市出生率下降明显#少儿人口!" UAI 岁"比重和

少儿抚养比均呈持续下降趋势$ 从 AJJE 年到 @"AA 年 AI 年间#少儿人口比重由 @!+IAl下降到 AD+"Il#少

儿抚养比也由 !I+@@l下降到 @@+I!l$ 可见#由于计划生育的有效执行#出生率得到明显控制#少儿抚养负

担明显降低$

!@" 老年抚养比逐步上升$ 随着重庆市老年人口的持续增长#老年人口!D# 岁及以上"比重由 AJJE 年

的 G+AGl上升到 @"AA 年的 A@+I@l#老年抚养比由 AJJE 年的 AA+J#l上升到 @"AA 年的 AE+!Dl#老年抚养

比的逐步上升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重庆市已迈入了人口老龄化阶段$ 虽然老年抚养比的逐步上升将在一定

程度上对总抚养比产生影响#但在其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少儿与老年抚养负担仍然是相对较轻的#仍可以采

取积极有效措施促进劳动力资源的充分利用和有效配置$

!!" 总抚养比稳步降低$ 重庆市适龄劳动人口丰富#@"AA 年重庆市劳动年龄人口!A# UDI 岁"为

@ "GG+@#万人#占全市人口的比重达 EA+#Il#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较低的劳动力人均负

担$ @"AA 年重庆市总抚养比为 !J+EGl#比 AJJE 年降低 D+!G 个百分点$ 总抚养比的降低是实现社会高储

蓄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这也必将带来较高的资本积累或投资#从而促进经济的增长$

储蓄自古以来就是衡量我国居民富裕程度的一个重要因素#基于以上分析#研究重庆市人口红利与居

民储蓄之间的关系是十分必要的$

!(实证分析

选取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为因变量#整体收入水平%少儿抚养系数%老年抚养系数 ! 个指标为自变量#

构建回归模型#试图考察反应人口年龄结构的抚养系数指标对居民储蓄水平的影响程度$ 所用的回归方程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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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A"中#G代表城乡居民储蓄#C代表]cM水平#-

A

为少儿抚养系数#-

@

为老年抚养系数#?

"

#?

A

#?

@

#?

!

分别为待估系数$

回归分析所用的 G#C为来自重庆市统计年鉴 AJJE F@"AA 年间的数据#对已查阅到的居民储蓄余额%国

内生产总值以及计算所得的幼儿抚养系数和老年抚养系数分别取对数计算#可得用于回归的各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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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回归数据表

&/G &/C

&/-

A

&/-

@

AJJE D5!D# @DD JE# G5ID@ !AI #! !5#!@ E"" E!D @5IG" JIA 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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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G5DE@ I!I E"# A"5@@# I@D AA !5ADG D@G JJD @5EG@ !DD "J#

@"AA G5G#@ @DI IIE A"5IIG EAI D" !5AA" @A# !!D @5G#I A"I J"G

用>K:24W8进行相关分析可得各因素之间的相关系数如表 @(

表 @(相关系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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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 可知各因素之间有明显的相关关系#因而运用>K:24W8软件对以上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可得重庆

市 AJJE 到 @"AA 年城乡居民储蓄水平与]cM%少儿抚养系数%老年抚养系数的回归方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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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换成一般线性方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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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回归方程的显著性进行检验#判定系数OK817;T4? 为 "+JDJ E#Y值为 A"D+GAG A#MK值小于 "+"##系数

显著不为零#方程具有良好的显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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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回归方程可以看出(

!A"在影响居民储蓄水平的诸因素中#]cM的作用是正相关的#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可以并且倾

向于更多地进行储蓄#促使储蓄水平升高$

!@"少儿抚养系数与老年抚养系数对居民储蓄水平的影响略有区别$ 由回归方程可知少儿抚养系数与

居民储蓄水平是负相关的#少儿抚养系数的下降促使居民储蓄水平上升$ 这种负向相关的关系可以归结为

在当前社会#社会和家庭需要在抚育未成年人方面进行大量的消费和投资#少儿人口比例较大的时候#人们

并没有多余的金钱存入银行#由此可知#少儿抚养系数较大时是不利于人们进行储蓄的$

!!"老年抚养系数对居民储蓄水平的影响是正向的$ 老年抚养系数与居民储蓄水平正向相关#老年抚

养系数升高#居民储蓄水平也同时升高#这并非是老年人口本身增加了储蓄额#而是由于老年人已经退出了

经济生产#收入较少或没有收入#他们是消费自己之前累积的储蓄总额的人群#很少或不会进行储蓄$ 之所

以老年抚养系数与居民储蓄水平呈现正相关#是因为我国的养老保障体系是以家庭养老为主$ 退休或者不

再参加经济劳动生产的老年人#他的养老%医疗%保健%文化等多方面的需求都要依靠子女的收入和老人自

己在工作期间积累的储蓄来满足#社会养老体制现在尚不够完善$ 另一方面#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以

及现代社会就业压力太高#有部分人并未在适婚年龄组成家庭#这些种种都造成了生育率下降#其直接后果

是全社会子女数量的减少#个别家庭甚至无子女家庭#这样就加重了子女的养老负担#增加了家庭养老的风

险$ 因此#大部分有远见的人们会选择在工作期内!尤其是接近退休的时候"增加储蓄#一方面为了子女的

抚养的需要#另一方面则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养老需求#这是我国居民进行储蓄的主要动机$ 随着老龄化社

会的形态越来越明显后#储蓄水平将会随着人们储蓄能力的减弱而下降$

I(结(语

总的来说#重庆市人口年龄结构和人口抚养系数对居民储蓄水平的影响较为明显#少儿抚养系数的快

速下降%老年抚养系数的缓慢上升共同作用导致居民储蓄水平总体上的提高$ 当前重庆市正处在人口红利

的有利时期#抓住机遇#高速发展#提高医疗保障服务#才能更好地增收#促进小康社会的建设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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