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研究背景

近些年，人口老龄化在中国成为一个严峻的问题。据统计，2014 年底中国

60 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到 2.12 亿，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国际上将 65

岁及以上人口占总比重超过 7%作为判断一国进入老龄化的标准，中国 2000 年即

达到此标准，成为老龄化国家，而 2014 年，此项占比进一步上升至 10.1%。“未

富先老”的中国该如何发展，学术界从养老保险、消费与储蓄和国际贸易等领域

进行了深入研究。这其中，人口老龄化对中国进口贸易的影响，是一个值得研究

却又有所欠缺的领域。

鉴于此，本文将对人口老龄化对中国进口贸易的影响做分析。

二、研究思路与基本内容

（一）文献综述

1、人口老龄化对经常账户 ( 净出口) 的影响，这是基于消费、储蓄和投资

的作用拓展而来。生命周期理论认为个人在一生中合理分配收入和支出，工作时

为将来退休养老进行储蓄，因此消费倾向低，退休后消费倾向提高，

据此 Coale 等 (1958) 提出，人口老龄化将增加消费，减少储蓄，形成经

常账户逆差; Diamond ( 1965) 建立了世代交叠模型，为人口老龄化影响经常账

户的讨论提供了理论框架，李晴 ( 2009) 基于此模型，提出一国相对于其他国

家有着更高或者更快的老龄化程度时，其贸易收支会恶化，并使用 1994 ～ 2006

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的双边贸易数据证实了这一点，并说明对于高收入国家，

这种恶化的可能性会增大。汪伟 ( 2012) 讨论了人口老龄化对中国经常账户的

影响，通过 1993 ～ 2009 年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证实了人口老龄化对经常

账户余额有负向影响，且人口年龄结构变化能解释我国经常账户余额变化的近

45% 。彭斯达和熊梦婷 ( 2015) 利用 1983 ～ 2013 年数据，通过 VAR 模型检

验了中国和美国人口年龄结构与双边贸易失衡之间的相关性，发现少年抚养比和

劳动参与率的相对变化可以较好的解释两国贸易失衡，但老年抚养比的解释则不

显著。

2、经常账户 ( 净出口) 变动仅是从贸易流量的角度说明人口老龄化带来的

影响，人口老龄化同样改变了一国相对要素禀赋，进而改变了出口结构，这是人

口老龄化对国际贸易影响的第二个研究方面。Yakita ( 2012) 将人口老龄化视



为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代入 H － O 模型，证明雷布津斯基效应和消费储蓄效

应共同决定了人口老龄化国家是否成为资本密集型商品的出口国。田巍等

( 2013) 将人口抚养比加入一般均衡的引力方程，证明了有较低抚养比的出口国

可以出口更多劳动密集型商品，并用 176 个国家的大样本面板数据证实了这一

结论。王有鑫和赵雅婧 ( 2013a，b)利用 2001 ～ 2010 年中国 28 个制造业的

面板数据，研究了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年龄分布对出口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证

实了中国制造业出口转向资本密集型商品。王有鑫等 ( 2015) 利用 1995 ～

2006 年美国从 121 个国家进口的 HS10 分位贸易数据，证实了人口老龄化对出

口产品品质升级的显著促进作用，但促进的边际效应随收入上升而递减。现有的

研究成果虽然说明人口老龄化对经常账户 ( 净出口) 和出口结构的影响，但并

未揭示出人口老龄化对进口贸易的影响，而这对于 “未富先老”的中国是一个

非常值得研究的领域。目前我国关于进口需求的研究主要包括，赵春明和陈昊

( 2011) 探讨了房价变动对进口贸易的影响路径，利用 2004 ～ 2009 年省级面

板数据实证，得到房价每上升 1% ，进口额上升 0.8% 的结论。赵锦春和谢建国

( 2013) ，穆怀中和范洪敏 ( 2015) 同样利用社会结构地位和省际面板数据，

探讨了收入分配不公对进口需求的非线性门限效应，即经济发达地区收入分配不

公促进了进口增加，中等发达地区收入分配不公抑制了进口增加。陈玉明 ( 2013)

运用省级数据，通过动态面板模型说明进口贸易具有内生性，FDI 和出口等因素

对进口有正向影响。李达和龚六堂 ( 2014) 利用 DSGE 模型研究了进口和国内

要素之间的替代弹性，并用韩国的进口数据计算了这一弹性。梳理已有的研究成

果可看出，无论理论还是实证，对进口需求的分析都缺少人口因素，特别是人口

老龄化因素。人口老龄化和进口都是具有空间特征的变量。刘华军等 ( 2014) 证

明了我国人口老龄化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程度高、中西部经济落后地区程度低，呈

梯状分布。而以 2005 年为基期的我国 30 个省级实际进口数据也显示，2005 ～

2013 年其整体 Moran 指数平均为 0.125，且均在 10%水平显著。因此研究人口

老龄化对我国进口贸易的影响，需要从空间角度结合动态面板分析，这正是本文

的研究方法。此外，在既有基础上，本文还将尝试在以下两方面进行扩展: 一方

面，从理论上探讨人口老龄化对一国进口贸易的影响路径; 另一方面，使用不同

的权重矩阵，特别是在非对称的经济权重矩阵下考察人口老龄化对中国进口贸易



的影响。

（二）理论模型

假设在一国开放经济中，中间商利用资本和劳动生产本国可贸易的中间品 h，

并将 h 在完全竞争市场上出售给零售商，零售商一方面从本国购入中间品 h，

另一方面从国外购入中间品 m，将其加工成最终不可贸易的消费品给本国消费者。

零售商的生产函数如下:

其中，γ 是本国中间品占的比重，μ ∈ ( 0，+ ") ( μ ≠1) 是本国中

间品 h 和进口中间品 m 间的替代弹性。对于中间厂商 i，i ∈ ( 0，1) 来说，

其生产函数为:

其中 α 是资本占的份额，K 是资本，N 是劳动，A 是技术进步，A* N 是

有效劳动，它将随人口老龄化而减少。θ是资本 K 和有效劳动 AN 间的替代弹

性。假定经济是完全竞争的，则两种生产要素资本 K 和有效劳动 AN 均获得了

其边际产品:

这里 r 是资本 K 的租金收入，w 是有效劳动 AN 的工资收入。对于中间厂

商 i，由成本最小化可求出其边际成本为:

由 ( 4) 和 ( 5) 可知，当人口老龄化时，AN 将减少，w 将增加，进而带

动边际成本 MC 增加，即下式 ( 6) 是大于 0 的:

由于 h 在完全竞争市场上出售给零售商，则 Ph= MC 将上升。根据零售商

的生产函数可知，



替代弹性 μ 大于 0 表明 Ph 上升，零售商将使用更多的进口中间品 m 和

更少的国产中间品 h。此模型说明: 当最终不可贸易的消费品 Q 不变时，随着

人口老龄化增加，一国的进口也将增加，即人口老龄化与进口正相关; 进口的增

加将导致本国投资 ( 中间品 h) 减少，即投资和进口负相关。

（三）计量方法与变量选择

1.计量方法

为验证理论模型中人口老龄化与进口正相关的结论，本文构建了进口决定的

空间计量模型，考察 2005 ～ 2013 年我国 30 个省人口老龄化对进口贸易的影

响。根据 Elhorst 设计的方法，本文选择了动态空间滞后面板模型。因变量为

实际进口，主要解释变量为衡量人口老龄化的指标，并加入实际消费、实际固定

资产投资、实际政府支出、实际出口、商品零售价格涨幅和贸易开放度作为控制

变量。模型设定为:

上式中，importit 和 importit － 1 分别为地区 i ( i = 1，……，30) 在 t ( t = 2005，……

2013) 年和 t －1 年的实际进口。Xit 为影响进口的一组变量。μi 和 λt 分别代表时间固

定效应和空间固定效应，εit 为服从正态分布的随机扰动项。α0 和 α1 为因变量时间滞后

项和空间滞后项的系数，wij 为空间权重矩阵 W 中的对应元素，βk 是待估参数的列向量。

2.变量选择

1．因变量为实际进口，记为 import，以 2005 年为基期，各省名义进口值

乘以当年汇率，再用地区生产总值指数进行平减得到。

2． 解释变量为衡量人口老龄化的指标，分别为 65 岁及以上人口占 15 ～

64 岁劳动人口比重即老年抚养比 (or) 、65 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即老年

人口比重(otr) 和 65 岁及以上人口占 15 岁及以下少年儿童人口比重即老少比

(oyr)。

3． 控制变量。当零售商在本国中间品 h 和外国中间品 m 中选择时，面临

成本约束Ｒ( Ph* h + Pm* m = Ｒ)，因此外国中间品 m 的需求为 m ( Ｒ，Pm，



Ph) ，以本国某一年的价格 Ph 为基准，则 m = m ( Ｒ/Ph，Pm/ Ph) 。当从一

国角度看时，Ｒ 即为本国总收入 GDP，将 GDP 分解为消费 ( C) 、投资 ( I) 、

政府支出 ( G) 和净出口( NX = X － M)

3.空间矩阵

一是邻接权重矩阵 W1。不同省份 i 和 j 若相邻则为 1，不相邻则为 0，

这表现为在矩阵 W1 中，对角线上元素为 0。

二是地理距离权重矩阵 W2。根据地理学第一定律，任何事物与周围事物之

间均存在联系，而距离近的事物比距离远的事物联系密切。据此，可根据空间单

元间的地理距离设置权重矩阵，令不同省份空间质心间的距离为 d。

三是经济距离权重矩阵 W3。进口贸易是一项社会经济活动，单纯以地理距

离远近刻画其关联程度显然不够细致，比如上海到山东距离比上海到北京距离更

近，但不能认为上海与北京的经济相关程度小于上海与山东的经济相关程度，林

光平( 2005) 提出以 1 / GDPi－ GDPj 构建权重矩阵解决这个问题，但这样构

建的矩阵是对称的，而现实中经济变量间相关程度是非对称的，即上海对山东的

影响要高于山东对上海的影响，为此本文借鉴李婧等 ( 2010) 的做法，设置了

非对称经济距离权重矩阵 W3，W3= W2diag( Y－1/ Y－，Y－2/ Y－，……，Y

－30/ Y－) ，其中 Y 为各省各年实际人均 GDP ( 以 2005 年为基期) ，Y－i

为第 i 个省 2005 ～ 2013 年平均实际人均 GDP，Y－为 30 个省份 2005 －

2013 年总平均实际人均 GDP。W3 的含义是一个省份平均实际人均 GDP 比总实际



平均值越高，此省份经济越发达，其对周边省份的影响越大。

三、主要结论

第一，老年抚养比每增加 1% ,省级区域内实际进口增加 38.4 亿元;老年人

口占比每增加 1% ，实际进口增加 61.4 亿元;老少比每增加 1% ，进口仅增加

9.29 亿元。

第二，少年抚养比增加将减少实际进口，但其负向影响远小于人口老龄化的

正向影响。我国现在实行了单独二胎政策，今后几年少年抚养比必将上升，但未

来实际进口增加还是减少，依赖于老年抚养比和少年抚养比的变动程度。

第三，实际消费、商品零售价格指数涨幅和贸易开放度显著的增加实际进口，

这其中贸易开放度对进口的影响力最大; 实际固定资产投资显著的减少实际口，

这与理论模型中进口与投资负相关的结论一致。

第四，在地理距离权重矩阵 W2 衡量下，省份间实际进口的正相关系数最大，

在经济距离权重矩阵 W3 衡量下，正相关系数最显著。相邻省份间实际进口表现

出同步性 ( 正相关) ，一是因为它们面临同样的宏观经济环境，二是因为人口

老龄化造成省份间实际工资变动，吸引劳动力迁移，造成其他省份的人口老龄化

和实际进口同步增加。

四、个人感想

从选题上来说，人口老龄化是我国人口发展不可避免的趋势，因此未来对这

一方面的研究十分重要；相对于出口贸易而言，进口贸易的研究较少且十分重要，

因此这一选题在我看来很好。

从模型分析上来看，将进口完全当成是中间品的假设可以学习，这使得后面

的模型推导变得可行，本文合理解释了它这样假设的原因。后面运用经济增长模

型方程推导了国内中间品的边际成本，并指出是由于人口老龄化导致了有效劳动

的减少，导致了国内中间品成本上升，从而推动了国内中间品使用量的减少和进

口的增加。整体来看，模型合理严谨，假设不难，可以跟着学。

从实证分析来看，使用空间计量，加入了空间因素考虑要素之间的流动，但

从数据上来看，年份相对较少，结果是否稳健这是需要考虑的，再者在考察周期

内，人口老龄化是一个必然的进程，在这一时期中我国经济发展处于良好的状况，

人均收入的增加、进出口不断地开放导致进口增加这一结果成为必然，是否二者



之间的影响关系真的十分显著？这需要我们进一步考虑。最后，进口中是否应该

进行进一步的区分？人口老龄化会增加进口中的哪一步分呢？经常账户中存在

这样的分账户，下面也许我们可以依此为突破口去进行研究。

这篇文章中，作者将“人口老龄化”与“进口贸易”两个看似不相关的现象

联系在一起，结合我国人口老龄化加剧这一实际情况来探究人口老龄化对进口贸

易这一经常性账户的影响。从理论分析角度，作者认为人口老龄化与进口贸易都

属于空间因素，因此有必要从空间的视角对二者之间的联系进行研究，作者构建

了中间商与零售商的生产函数，并将人口老龄化通过劳动要素的投入融入到生产

函数中，最终在完全竞争的假设下得到当最终不可贸易的消费品不变时，随着人

口老龄化增加，一国的进口也将增加，即人口老龄化与进口正相关；进口的增加

将导致本国投资减少，即投资和进口负相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