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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emand suffers because Chinese consumers facing Low levels of insurance coverage 
and lacking a robust social security system save up as insurance against illness,unemployment and 
other uncertainty,and drive high savings rates and reduced consumption-- key factors in economic 
growth. The effect of consumer demand driving economic growth is paied more attention to all 
over the world after global financial crisis.Insurance policy is regarded as common consumption 
goods in this paper. With the method of specialization labour division and inframarginal analysis, 
an endogenous economic growth dynamic model with a generalized capital containing insurance 
consumption goods is built up, and the dynamic effect that the mechanism of the safeguard function 
of insurance consumption promoting economics is very complex,is analysed by the empirical test 
with VAR and VEC model, and impulse response function and variance decomposition on China`s 
case. The results show that insurance either gets into production areas in enterprise production 
consumption form, or enters in the consumer fields in a family personal and government service 
consumption form, to disperse risk from residents family, enterprise organizations and government 
agencies, involves in social economic system reproduction cycle with a small part of the 
embedding investment forming materialized labor and living labor cost. The article argued that the 
contribution of human capital Embedded insurance consumption to the growth of the economy 
(1.743) is much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production consumption Embedded insurance does (1.222). 
Key Words：Insurance Consumption；Economic Growth；Dynamic Effect；VAR anr VEC Model 

 

一、引言 

金融危机后的世界经济大衰退至今还未

完全恢复，消费需求不足的阴影依然弥漫全

球。投资和出口拉动的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受

到普遍质疑，各国迫切希望重整经济活力，

恢复经济增长，消费的经济驱动功效受到重

视。同样，金融危机后，我国出口受挫和投

资乏力的双重拖累下，经济近 30 年一直保持

着年均 9.5% 的增长率开始持续下滑，年均

降幅超过 0.4%。而且，我国居民消费率长期

以来持续下滑的趋势（1981-2000 间年均下

降约 0.8%）在最近 10 年来呈加速下降态势

（年均降幅超过 1.5%），长期高速增长的居

民储蓄率不断攀升，年均增幅超过 25%。这

种困境既不利于社会成员生活质量的提高，

也难以实现共同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也同

经济发展初衷相背离，并有可能影响经济持

续健康发展。 

然而，保险消费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独

特作用机制，长期以来未被我们正确认识，

其特有的经济助推与稳定功能也未被真正重

视。其实，消费需求受到对未来预防性（增

加了储蓄动机）的制约，保险有助于减少对

未来的预防性。因此，保险消费有撬动储蓄、

间接促使消费和民间投资的功能。保险消费

能够补充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健全，也能弥补

养老金支付的巨额缺口，也能减弱延迟退休

政策提案正悄悄地啃噬着居民消费信心，也

能改变消费意愿低迷而畸高的储蓄率，更能

阻止经济增长下滑的态势。 

保险消费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始于

1895 年德国综合保险学派的兴起，经济学家

Lexis，法学家 Ehreberg 和数学家 Boblmann

等首次将保险与经济结合在一起研究
[1]
，以

及 1970 年代美国总体保险学派和 1973 年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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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的国际保险经济学研究会的推动，将保险

与经济、社会、政治和自然环境等结合起来

分析，拓展了保险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Skipper，1992
 [2]
；Harold，1998）

[3]
。不

过，在 Patrick（1966）
[4]
和 Gold Smith（1969）

[5]
对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后，保险和经济增长关系也有了深入研究，

文献比较丰富。首先，理论分析认为，经济

决定保险，保险服务并反作用于经济（Borch，

1962
[6]
；刘茂山，1991

[7]
；栾存存，2004

[8]
；

徐为山，2006
[9]
；郑伟，2007

[10]
）。其次，实

证也发现，保险是经济发展的产物，依赖“实

业引领，保险跟随”的需求跟进型路径对经

济发展具有促进作用，但不同法制和文化环

境的国家或地区的不同发展阶段的作用差异

较大（Hak Hong Soo，1996
[11]

；Webb etal.
[12]

；

Arena，2006
[13]

；Kris hna，2008
[14]

；Ward et 

al.，2000
[15]

；周海珍，2008
[16]

），甚至还认

为其线性作用并不明显（曹乾，2006
[17]

；赵

尚梅,2009
[18]

；胡宏兵，2010
[19]

），而其非线

性效应显著（吴洪和赵桂芹，2010
[20]

）。另外，

在强调保险对经济增长的正面效应时，也关

注保险产业系统迅速扩张和发展对经济增长

的负面效应，重视把保险对经济增长的正面

效应和负面效应结合起来，准确权衡不同经

济水平下保险发展的适宜水平，选择恰当的

政府监管策略和产业引导政策（刘茂山，

2003
[21]

；郝演苏，2004
[22]

；江生忠，2005
[23]

 ；

卓志，2011
[24]

）。 

另外，保险功能视角的研究推动了保险

保障功能、金融功能和社会管理功能的融合，

强化了保险服务活动对经济社会行为的影响

（魏华林，2003
[25]

；吴定富，2004
[26]

；李扬，

2004
[27]

；林宝清，2008
[28]

）。保险消费视角的

分析认为，保险消费既受 GDP 与可支配收入

的影响，还受法制和社会文化心理环境等因

素综合影响，不仅对经济增长做出贡献, 而

且对非保险部门有溢出效应（郝演苏，

2002
[29]

；Beck and Webb
 
，2003

[30]
；刘茂山，

2010
[31]

；赵进文，2010
[32]

），甚至对普通消费

增长的促进作用也很明显（张风科，2011
[33]

）。 

综上所述， 虽然现有文献肯定了经济对

保险的决定作用，也认可并强调保险对经济

增长的促进作用。但是，仍有不少文献认为

保险对经济增长没有作用，或其线性作用并

不明显，或其非线性效应显著，甚至与处于

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或国家，以及其不

同阶段的经济增长呈完全不同的反向关系。

显然，现有文献多从宏观结果的视角考察单

因子保险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没有考虑到保

险促进经济增长的微观机理，忽略了现代社

会经济中被认为具有“助推器和稳定器功

能”的保险是通过具体的保险消费活动来体

现其作用功效的，才导致结论不一，甚至相

反，以及不能清楚解释保险对经济的助推和

稳定作用机制。 

本文认为保险与经济的关系取决于保险

在经济活动中的特殊功效和独特的作用机

理，保险作用于经济的微观机理和宏观效应

必须得到解释和实证，唯有如此才能让人们

正确认识保险，重视保险消费在经济社会发

展中独特的助推作用和经济社会波动中的稳

定烫平功效。基于此目的，本文在理论分析

基础上，以 1980-2011 年中国保险消费、经

济增长的资本和劳动要素投入的实际数据，

构建 VAR 和 VEC 模型，以及脉冲响应函数与

方差分解，检验了嵌入保险消费的广义资本

推动经济增长的动态效应；第四部分是研究

结论与政策启示。 

二、保险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助推和稳定

作用机理分析 

保险消费对经济具有“助推和稳定”作

用表现在它是一个社会经济系统中的动力系

统与均衡系统。本文将保险作为生产和人们

生活的安全需要纳入一般消费范畴，将保险

消费分为生产消费保险和生活消费保险，前

者以生产要素形式进入生产领域，既作为资

本和劳动投入要素的嵌入性生产成本推动经

济增长，还对经济活动在遭遇突发性风险冲

击时因大起大落的波动提供保障。后者以生

活消费品形式进入消费领域，弥补了社会保

障的不足，满足了人的心理需求，增强了生

活安全感，提高了幸福指数，提振了消费信

心，内需旺盛，经济增长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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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保险消费推动经济增长的静态模

型 

假设生产要素是生产函数的必要条件，

不保险时物质资本可作风险后备，保险后备

则不需过多物质后备，保险赔偿金（或有索

取权）就是一种以四两拨千斤的市场化事前

准备。因此，物质资本与保险消费具有替代

性。令 ( )tK 为资本存量， ( )tC 为一般商品消

费， ( )tE 为特殊的保险商品消费，其中，

( )tE R 为进入生活的保险商品消费， ( )tE P 为

进入生产的保险商品消费。假设生产函数

( )pE,L,KY 严格凹的、一阶齐次和二阶连续

可微。由于短期内人口变化不大，可假设劳

动力 L 是一定的。那么，生产函数应为物质

资本 K 和进入生产的保险消费（计为成本）

的 函 数 ， 计 为 ( )PE,KY 。 而 且 ，

( ) ( ) 00,KFE,0F p == ， 0FF KEKE pp
>= 。

如果随着资本（或劳动）趋向于零，资本（或

劳动）的边际产品趋向于无穷大，随着资本

（或劳动)趋向于无穷大，资本（或劳动）的

边际产品趋向于零，则稻田条件（Inada 

Condition）成立。 

即有 +∞=
→ K0k

Flim ， 0Flim KK
=

+∞→
， +∞=

→ p
p

E0E
Flim ， 0Flim

p
p

EE
=

+∞→
              （1） 

则可得状态方程： ( ) KCE,KFK p δ−−=&  （2） 

式中：δ 为非货币资产折旧率（货币资产折旧率为 0）。消费分为普通消费和特殊保险消

费两类。此外，定义消费函数 ( ) ++ → RR:E,CU R 为非降的、边际效用递减的二阶连续可微

函数。同理，如果 Inada 条件成立，即有 +∞=
→ C0C

Ulim ， 0Ulim CC
=

+∞→
， +∞=

→ R
R

E0E
Ulim ，

0Ulim
R

R
EE

=
+∞→

 （3） 

另外，一定时期内进入生产消费的保险与进入生活消费的保险共同构成的总保险消费 E

保持不变，则有： EEE PR =+  （4） 

设 ρ 为贴现率，则有效用函数：
0

( , ) pt
RU C E e dt

∞ −∫  

则以上问题变为求解以下动态优化问题： 

( )
0

max , t
PU C E E e dtρ∞ −−∫  

 （5） 

( ) KCE,KFK.t.s P δ−−=&  

假设给定 ( ) 0K0K 0 >= ， ,0C > ≥PE 0。则有以下 Hamilton 方程： 

( ) ( )[ ]KCE,KFEE,CUH PP δλ −−+−=  

 （6） 

式中：λ为财富资本的影子价格，其最优路径的充分必要条件为： 

( )PC EE,CU −=λ  

 （7） 

( ) ( )PEPE E,KFEE,CU
PR

λ=−  

 （8） 

( )[ ]PK E,EF−+= δρλλ&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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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Kelim t

t
=−

∞→

ρλ  

 （10） 

由式（7）、（8）可得：
PR ECE FUU = ，即用于生活消费的保险商品边际效用必须等于普

通消费边际效用与生产消费的保险商品边际产量的乘积。 

为了进行稳定状态研究，令 0K == λ&& ，由（5）有： 

( )* * * *0 , PK F K E C Kδ= = − −&  

 （11） 

( )* * *0 [ , ]K PF K Eλ λ ρ δ= = + −&  

 （12） 

式中：*表示该变量的稳定状态值，即特解。 

由式（12）知：当 0* >λ 时， ( )*
P

*
K E,KF=+δρ 。定义隐函数 ( )*

PEK ，应用隐函数定

理，可得： 0F/FdE/dK KKKEP P
>−= 。将

*K 代入式（11）可得： 

( ) ( )* * *[ , ]P P PC F K E E K Eδ= − ，利用式（7），将式（8）重写为： 

( ) ( ){ } ( )* * * * * *[ , ] , [ , ]
PC P P P P E P PU F K E E K E E E F K E Eδ− −  

( ) ( ){ }* * * *[ , ] ,
PE P P P PU F K E E K E E Eδ= − −  

 （13） 

式中，左边表示总保险消费的边际生产率 ( )
PEVMP ，右边表示生产消费保险商品的边际

成本 ( )
PEMC 。对其求导可得： 

( ) 0P

R P R R

E
E K E E E

P P

dMC dKU C F F U
dE dE

δ
⎡ ⎤

= − + − >⎢ ⎥
⎣ ⎦

 

 （14） 

( ) 0
F

F
FUFUF

dE
dKFFU

dE
dVMP

KK

2
KE

EECECEE
P

KECC
P

E p

PPPRPP

P <
⎟
⎟

⎠

⎞

⎜
⎜

⎝

⎛
−+−⎥

⎦

⎤
⎢
⎣

⎡
+−= δ     

 （15） 

由于生产函数为严格凹的，故在稳定状态时， ρδ =−KF 为正，且 0U
PCE > 。在区间 [ ]E,0

内，
PEMC 为单调递增函数，而

PEVMP 为单调递减函数。 

（二）保险消费推动经济增长的状态—协状态相位关系分析 

为 了 研 究 ( )λ,K 的 状 态 — — 协 状 态 相 位 关 系 ， 由 式 （ 7 ） - （ 9 ） 得 ：

( ) ( ) ( )[ ]λλ ,KE,,KCE,C PP = 。利用隐函数定理可得以下一组线性方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PRRPR

R

EEppEEEECE

CECC

FFEKE
CKC

UFU
UU

λλ
λ

λ
10

 （16） 

由克莱姆法则可得： 

0
P PE K C E

C F U
K

λ∂
= − <

∂ Δ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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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FUUF1C
PPPPPP ECEEEEE <−+

Δ
=

∂
∂ λ
λ

 （18） 

0UF
K
E

CCKE
P

P
<

Δ
−=

∂
∂ λ  （19） 

( ) 0UFU1E
PP CEECC

P >+−
Δ

=
∂
∂
λ

 （20） 

式中： 0UUUFU 2
CEEECCEECC RRRPP

>−+=Δ λ                              

 （21） 

由式（17）和（19），当财富资本存量递增，则财富资本的边际生产力递减，边际生产力

则一定小于 δρ + 。由（12）可知 0F
PKE > ，因此，生产消费的保险是递增的。而且，生产

消费保险与生活消费保险存在此消彼涨的替代关系（企业年金与个人商业性养老保险间是存

在替代关系的），而由于 0U
PCE > ，所以消费的边际效用是递减的。由式（9）可知，当财富

资本存量发生变化时，消费品的影子价格是常数。为使式（9）成立，同时，由于 ( ) 0U <⋅′′ ，

则当消费减小时，必须有 CU 递增。 

由式（1）、（9）的雅可比矩阵，以及 ( )λ,KCC = 、 ( )λ,KEE PP = 和（17）-（20）可

得： 

0
K
C

K
E

FF
K
K P

EK P
>

∂
∂

−
∂
∂

+−=
∂
∂ δ
&            （22） 

0CE
FK P

E P
>

∂
∂

−
∂
∂

=
∂
∂

λλλ

&
                 （23） 

0
K
E

FF
K

P
KEKK P

>⎟
⎠
⎞

⎜
⎝
⎛

∂
∂

+−=
∂
∂ λλ&                （24） 

0
E

F P
KE P

<
∂
∂

−=
∂
∂

λ
λ

λ
λ&                    （25） 

由式（22）-（25）可得： 0
K

K
K
KJdet <

∂∂
∂∂

−
∂∂
∂∂

=
λ

λ
λ
λ &&&&     （26） 

因此，由式（1）和（9）组成微分方程为鞍点均衡，并且具有惟一的均衡点 ( )** ,K λ 。 

应用隐函数定理，两条等斜线 0K =& 和 0=λ& 的斜率正负性判断如下： 

0

0
K

d K K
KdK

λ
λ=

∂ ∂
= − <

∂ ∂&

& &           （27） 

0

0d
KdK λ

λ λ λ
λ=

∂ ∂
= − >

∂ ∂&

& &                  （28） 

通过（K，λ）相位图可知，具有较低的与消费品价格相对应的影子价格的财富资本存量，

将会较大可能地导致较低的消费水平，而在高财富资本存量的情形下，任何资本的额外效用

几乎没有任何意义。当时间足够大时，财富资本 K 与其影子价格λ单调趋向其均衡值。 

（三）保险消费推动经济增长的稳定状态的敏感性分析 

在稳定状态时 0K == λ&& ，就 , , ,K λ δ ρ 间的关系进行讨论。由式（7）-（9），并令

( ) ( ) ( )[ ]λλ ,KE,,KCE,C PP = ，则可进行参数变动对状态变量和协状态变量的影响分析。再

由式（19）-（22）分析参数变动对控制变量的影响。利用隐函数定理，对式（1）和（12）

组成的微分动力系统进行计算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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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
0*

**

**

**

K
KK

K

K
K
K

ρ
λ

δ
λ

ρδ

λλ
λ

λ
λ

λ
&&

&&
        （29） 

由克莱姆法则可得：由（26）式有 *
1det 0K K

K KJ λ λ
λ λλ

∂ ∂ ∂ ∂
∂ ∂ ∂ ∂⎡ ⎤= − <⎣ ⎦

& && &
  

0)
*
*(

det
**

⎪
⎭

⎪
⎬

⎫

⎪
⎩

⎪
⎨

⎧

<
=
>

∂
∂

+
∂
∂

=
∂
∂

λλ
λ

λ
λ

δ
KK

J
K             （30） 

由（23）式有 0
det

**
<

∂
∂

=
∂
∂

λ
λ

ρ
K

J
K &

                  （31） 

0)
*
*(

det
**

>
∂
∂

+
∂
∂

−=
∂
∂

K
K

K
K

J
λ

λ
λ

δ
λ &&

           （32） 

0
det

**
>

∂
∂

−=
∂
∂

K
K

J

&λ
ρ
λ                 （33） 

式中 KK ∂∂ /& ， λ∂∂ /K& ， K∂∂ /λ& ， λλ ∂∂ /& 的正负性已由式（22）-（25）给出。 

ρ
λ

λρρ ∂
∂

∂
∂

+
∂
∂

∂
∂

=
∂
∂ *** CK

K
CC 0)]()(*[

det
*

<
Δ

−
−−

∂
∂

−= p

p

E
EK

F
FFC

J

λ
ρ

λ
λ   （34） 

以上可知，险险消费推动经济增长的稳

定状态时，非货币性固定资产折旧率对资本

存量的影响难以判断，对消费品价格则具有

正向影响。其次，贴现率提高将对稳定状态

的资本存量具有负向影响，但是，对消费品

价格确有正向影响。另外，时间偏好率的增

加将导致稳定状态时生产消费的保险提高，

而导致用于生活消费的保险商品下降。 

（四）保险消费推动经济增长的动态模

型 

从长期来看，人口会发生增减，一定时

期内劳动力 L 是不确定的。如果假设人口 N
是增长的，增长率为π ，则在稳定状态下的

人均生产消费保险和普通消费要保持一定的

增长率就不成立，则假设生产函数和效用函

数都为 CD 型。设 NCc /= ， NEe Rr /= ，

效应函数为：

∈<+= babaececU b
r

a ,,1,),( （0，1）。当

在一个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高度发达的社会

时期，整个社会和个人都富了，反而生活消

费保险将会很少，即 0→re 时，用于生活消

费的保险商品的效用为无穷小。社会总效用

函数可表示为 rt a b
re Nc e dt

ο

∞ −∫ ，它又可表示

为 rt a b
re C E dt

ο

∞ −∫ ，设 ρ 表示贴现率，

1)0( =N ， )1( bar −−−= πρ 。如果生产

函数规模收益不变，则生产函数为：

γβα )(),,( e
p

e
p NEAKNEKF =  

其 中 ，
eN 为 社 会 有 效 劳 动 ，

1=++ γβα ，社会生产技术水平 A为一常

数，一个正常劳动者在一定时期内的工作时

间 为 u 、 提 供 的 有 效 劳 动 为 h ， 则

uuhNN e −= 1, 为通过学习而导致的人力

资本的累积。由 Lucas（1988）模型，对人

力资本累积，设人力资本的最大增长率为：

0),1( >−= τμτhh& 。因此，以上问题可变

为以下的动态优化问题：

 

, ,
max ( )

p

a b rt
pC E U

C E E e dt
∞ −

°
−∫  （35） 

0)0(,)(.. KKKCuhNEAKKts p =−−= δγβα&  （36） 

0)0(),1( hhuhh =−= τ&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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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Hamilton方程为： 

1 2( ) [ ( ) ] [ (1 )]a b
p pH C E E AK E uhN C K h uα β γλ δ λ τ= − + − − + −  （38） 

其中： 21 ,λλ 分别为物质财富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影子价格。 

其充分必要条件为：
ab

p CEEa −−= 1
1 /)(λ

 （39

） 

式（39）给出了将保险消费合理地分离为边际生产消费保险和边际生活消费保险的最优

值条件。从边际角度看，保险商品必须在消费和资本积累过程中具有相同的价值功效。 

又
b

p
a

p EEbCuhNEAK −− −= 11
1 )/()( γβαβλ

 （ 4

0） 

式（40）表明，保险总消费必须在生活消费保险和生产消费保险中具有相同的价值功效。 

1
2 1 ( )ph AK E u hNα β γ γλ τ λ γ −=

 （ 4

1） 

式（41）表明，用于生产和用于人力资本积累的时间具有相同的价值。 

)]([ 1
11 uhNEAKr p

βααδλλ −−+=&

 （ 4

2） 

)1()( 2
1

12 uuNhEAKr p −−= − τλγλλ γγβα&

 （ 4

3） 

则边界条件是： 1 2lim 0, lim 0rt rt

x x
Ke heλ λ− −

→∞ →∞
= =

 （4

4） 

令 d 为消费增长率 CC /& 。由式（39）可得： 

da)1(/ 11 −−=λλ& ，其中 01 >− a 为边际效用的弹性系数。 

再根据式（42）可得： ( ) ( )daruhNEAK p −++=− 11 δα γβα

 （4

5） 

因此，沿着经济社会的均衡增长路径，资本的边际产出等于其机会成本 ( )da−++ 1δγ 。

对于CD函数，资本的边际产出等于α 与资本的平均产出之积。 

由式（45）可得： ( ) αδγ /]1[// daCCKK −++=+ &&

 （4

6） 

由于在经济社会的均衡路径上 KK /& 为常数，故式（46）表明 KC /& 为常数。 

两边对时间求导，可得： dCCKK == // && ，即资本和消费具有相同的增长率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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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

7） 

为进一步分析增长率，式（45）两边对时间求导，可得： ( ) )/( βγπγ ++= vd
 （ 4

8） 

式中 v表示人力资本的增长率。此式表

明，保险总消费的弹性系数 β 增加，将导致

资本和普通消费的增长率下降，结果会导致

经济增长率的下降，说明在经济社会的长期

均衡中，保险保障消费应该有个适度区间，

否则，保险保障消费过度，将会导致社会整

体财富资本过量用于保障消费，整体社会经

济效率下降。这也是目前欧洲高福利保障国

家普遍面临的问题。 

将 （ 47 ） 式 代 入 （ 48 ） 可 得 ： (1 )K C v v
K C

γ π β γ α β π
γ β γ β

+ + − −
= = =

+ +

&&

 （ 4

9） 

因此， (1 ) 0vγ α β π
γ β

+ − −
>

+
就是人均消费递增的充分必要条件。 

为进一步求出人力资本的增长率，式（41）两边对时间求导，并置换出 11 ,λλ& ，可得： 

( )[ ] ( ) γπγααλλ +−−−−= vd 11/ 22
&

 （ 5

0） 

联立（41）和（43）式可得： τλλ −= r22 /&

 （5

1） 

由式（48）、（50）和（51）可得人力资本的增长率为： 

( )( ) ( ) ]1/[][ βγγπτβγ +−+−+= aarv  

 ( )( ) ( ) ( )[ ]{ } ( ) ]1/[11 βγβγπρτβγ +−−−+−+−+= abab

 （ 5

2） 

此计算结果显然小于不考虑外部效用的

Lucas模型中的相关增长率。这意味着，尽

管某些要素会降低经济系统的潜在生产力，

但这并不影响经济系统获得均衡增长。其次，

如保险保障消费沿着积累过程保持不变条件

下，CD 函数中的技术规模收益递减，那么，

该模型建立的均衡增长与规模收益递减是一

致的。另外，必须建立保证目标函数收敛到

一特定值的相关条件。在经济的均衡路径上，

消费增长率以 d 递增，用于生活消费保险量

一定。那么，为保持系统的收敛，则必须要

求： 

0r ad− > 即 [ ( ) /( )] 0r a vγ π γ β− + + + < 成立，或写为 πγβγ −+< ]/)[( arv 。 

由上述条件可知： παγβγλβ −+<< ]/)[(/ rv  （53） 

可将（53）式写为关于参数τ 的不等式，即教育的生产率形式。又由式（52）可得 

αγπβγβγρτπβγγγβρ })]1()1([){(])(/][[ 22 babb −−+−−+<<++++
 （54） 

因此，在式（54）存在一正的非空区间条件下，必然存在一非空的保证系统均衡增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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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合。 

将（ 39）代入（ 40）有
b

p
a

p
ab

p EEbcuhNEAKCEEa −−− −=− 111 )/()(]/)([ γβαβ     

 （55） 

其中 pR EEE −= 。又据（21）中的定义，由于满足存在一个解 pE ， )0( EEp ，∈ ，则

可认为，保险商品消费是不可能全部用于生产消费的，用于生活消费保险不可能为零。这个

结论是很符合现实情况的。 

由式（55）、（47）可得： KuhNEAKEEabuhNEAKKd ppp δβ γβαγβα −−−= − )())(/()( 1

 （56） 

整理得：
1 ( ) ( )p

p

b Ed AK E uhN
b bE

α β γ αβ αβ δ− +
= − −    （57） 

用式（45）可得： EbEp )]1(/[ φαβαβ −+=  （58） 

EbbER )]1(/[)1( φαβφ −+−=                                             （59） 

式中 1])1(/[)( <−+++= dard δδαφ             

同理，由式（37）和（52）可求出u的
最优解。经计算可知，在满足式（53）的条

件下，该值为一小于 1 的正数。表明生产消

费保险是社会再生过程中物化劳动与活劳动

投入中很小的一部分嵌入性投入，而且，拥

有生活消费保险的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大于生产消费保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五）保险消费推动经济增长动态模型的比较状态分析 

由式（58）可得： 0)]1(/[])1[( 2 <−+
∂
∂

−−−=
∂

∂
φαβφφαβ b

b
b

b
E p  （60） 

式中 0])1(/[]
)1(

)1([ 2 <−++++
+−

+
−=

∂
∂ dard

a
a

b
δδ

βγ
δγαπφ

。由于 aEp ∂∂ / 的正负性难以

判断，则用式（58）可得： 

2[ (1 )]
pE ab E
q q a b

φ β
β φ

∂ ∂
=

∂ ∂ + −
 （61） 

式（61）中q为集合 ( , , , )T ρ π τ δ= 中的一个元素，因此， qEp ∂∂ / 的正负性可由 q∂∂ /φ

决定。先求出 qEp ∂∂ / ，再反解 q∂∂ /φ 便可。 

0
])1([

)(
)1(

)(

2 <
−++

++
+−

+

−=
∂
∂

dar

d
a
ar

δ

δα
βγ
δαγ

ρ
φ  （62） 

0
])1([

])
)1(

)()[1(

2 >
−++

++
+−

+
−−

=
∂
∂

dar

d
a
rba

δ

δ
βγ

δγα

π
φ  （63） 

0
])1(][)1([

)(
2 >

−+++−
+

=
∂
∂

dara
ar
δβγ
δαγ

τ
φ

                      （64） 

2

( ) 0
[ (1 ) ]

r ad
r a d

φ α
δ δ
∂ −

= >
∂ + + −

 （65） 

为保证式（65）为正，则要求 ( ) ( )/ 0r ad r a vγ π γ β− + = − + + + < ，这与保证目标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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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收敛的条件是一致的。 

由式（36）、（39）-（43），可知： 

( ) ( ) ( ) b1
p

a
r1

P
a

a1

b
P

EE
bCuhNEAK

C
EEa

−

−

− −
=

− ββ ，即（55）式                       （66） 

d)a1(r)uhN(EaAK r
p

1a −++=− δβ
，即（45）式                            （67） 

由式（39）、（41）可得： 

( ) ( ) 11
21

b

P
Pa

a E E
AK E uh N

C
γα β γγ λ τ−−

−

−
=                                      （68） 

在（式 66）到（式 68）中，b 值的提高，

即生活消费用保险商品的边际效用的弹性减

少，在生产要素一定的条件下，必然会对生

产消费用保险具有直接和间接的正向影响。

同时，b 值提高，同样提高了生产用保险和

物质资本的边际成本，其结果必然是引起生

产用保险商品需求的下降。同时，分析结果

表明，以上两个影响的净值是负的。 

三、保险消费推动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一）模型设定与变量选择 

综上所述，可以建立一个含有保险消费

的广义资本新兴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为： 

ttttt xxxy μββββ ++++= 3322110  

其中， tμβ ,0 分别为模型的常数项和随

机扰动项， ty,,, 321 βββ 分别为人力资本

ADE、保险消费 PI、物质资本 WT、经济增长

GDP。 

保险消费 PI：用保费总收入 PI 来反映

经济发展中的保险消费。由于现实中没有生

产消费保险与生活消费保险分开的数据，本

文仍然采用汇总数据。 

物质资本投入 WT：用固定资产投资价格

指数调整后得到各年度不变价（1980 年价）

资本形成总额（是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获

得减去处置的固定资产和存货的净额，包括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和存货两部分的增加，是

用支出法计算的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一部

分）来反映经济发展中的物质资本投入 WT。 

人力资本投入 ADE：在教育程度越高，

风险意识与保险意识越强的假设条件下，用

在业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表示人力资本质量

ADE，来反映经济发展的人力资本投入。根据

我国的教育体系，按教育程度分为 5 组：大

专及以上、高中、初中、小学和文盲半文盲。

考虑到资料的易获得性，将博硕研究生、本

科和大专生合并为一组，忽略其彼此间的差

异。另外，通过设定各类人员受教育年数来

区分组间差异：文盲半文盲为 1、小学为 6、

初中为 9、高中为 12、大专及以上为 16，通

过加权求和得到人均受教育年限。 

经济增长 GDP：用零售物价指数对 GDP

总值调整后得到的不变价 GDP（1980 年价）

来反映经济增长。 

根据 1980-2011 年间的中国《统计年

鉴》、《劳动年鉴》和《保险年鉴》的数据

整理得到以上指标。 

（二）平稳性检验 

首先，绘制变量 GDP、PI、ADE、WT 的时

序图检查其截距项和趋势项，由图 1 可知所

选序列存在一定的时间趋势但无截距项，由

图 2 可知 LnGDP、LnPI、LnADE、LnWT 的时序

图存在一定的时间趋势和截距项。然后，采

用 ADF 单位根检验对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

发现无论数据本身还是取对数都不平稳，而

取对数的一阶差分后则平稳（表 1），表明

变量均为一阶单整时间序列 I(1)，说明序列

可进行协整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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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1  Graph of Time Series Variance        Fig.2 Graph of Log Time Series Variance 

 

表 1    变量平稳性检验结果 

变量 
检验类型 

（C，T ，L） 
临界值 

ADF 值 平稳性（5%）
5% 10% 

GDP (0，1，0) -1.956 -1.608 3.205 非平稳 

ADE (0，1，0) -2.963 -2.621 1.876 非平稳 

PI (0，1，0) -2.981 -2.629 9.512 非平稳 

WT (0，1，0) -1.952 -1.610 2.758 非平稳 

LnGDP (1，1，0) -2.981 -2.629 -0.656 非平稳 

LnADE (1，1，0) -2.963 -2.621 1.228 非平稳 

LnPI (1，1，0) -2.963 -2.621 -2.679 非平稳 

LnWT (1，1，0) -2.967 -2.623 -0.756 非平稳 

D(LnGDP) (1，1，0) -2.981 -2.629 -3.364 平稳 

D(LnADE) (1，1，0) -2.967 -2.623 -4.414 平稳 

D(LnPI) (1，1，0) -2.967 -2.623 -5.309 平稳 

D(LnWT) (1，1，0) -2.971 -2.625 -3.878 平稳 

注：C、T、L 分别表示序列的截距项、趋势项和滞后项；D 为一次差分。             

 

（三）协整检验 

采用 Johansen 协整检验对序列 LnGDP、LnADE、LnPI、LnWT 进行长期影响关系分析。首先建

立 VAR 长期均衡模型为：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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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可得滞后 1 期和滞后 2期含有保险消费的广义资本对经济增长影响效应的 VAR 方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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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ttttt

ttttt

wtpiadegdp

wtpiadegdpgdp

ε̂ln560.0ln137.0)ln(243.0)ln(103.0

)ln(5751.0)ln(118.0)ln(564.0)ln(012.1183.0)ln(

(0.14928) 

2

(0.05975) 

2

(0.08867) 

2

(0.017626) 

2

(0.14687) 

1

 
 
(0.07060)

1

 
(0.18745)

1

(0.14875) 

1

 
 
(0.2238)

+++++

++++=

−−−−

−−−−

           
2R =0.9994  

__
2R =0.9991  F =4367.644 

由 VAR 长期均衡模型得到的滞后 1 期和

滞后 2 期含有保险消费的广义资本和 GDP 对

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方程可知，平均来说，

每 1 个百分点的滞后 1 期保险消费可推动

0.118个百分点的当期经济增长，每 1 个百分

点滞后 1 期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可推动 0.564

个百分点的当期经济增长，每 1 个百分点的

滞后1期物资资本投入可推动0.575个百分点

的当期经济增长，每 1 个百分点的滞后 1 期

GDP 可推动 0.575个百分点的当期经济增长。

另外，每 1 个百分点的滞后 2 期保险消费可

推动 0.137个百分点的当期经济增长，每 1 个

百分点滞后 2 期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可推动

0.243个百分点的当期经济增长，每 1 个百分

点的滞后2期物资资本投入可推动0.560个百

分点的当期经济增长，每 1 个百分点的滞后

2期 GDP可推动 0.103个百分点的当期经济增

长。由此可知，含有保险消费的广义资本对

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回归系数都通过了显

著性检验（括号内为标准差）。同理，由 VAR

长期均衡模型也得到的滞后 1 期和滞后 2 期

的 GDP 对保险消费的影响效应方程可知，GDP

对保险消费也有正的影响效应，其影响力度

超过前者。 

 

表2  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 

特征值 

协整方

程 

个    

数 

迹统计量 
5 % 

临界值 
P 值 

协整方

程个    

数 

最大特征

值统计量

5 % 

临界值 
P 值 

0.719528 
没    

有 
77.52065 47.85613 0.0000 没  有 35.59583 27.58434 0.0038

0.620173 
最多1 

个 
41.92482 29.79707 0.0013 最多1个 27.10510 21.13162 0.0064

0.292686 
最多2 

个 
14.81972 15.49471 0.0630 最多2个 9.695840 14.26460 0.2327

0.167228 
最多3 

个 
5.123876 3.841466 0.0236 最多3个 5.123876 3.841466 0.0236

                          

表3    标准化协整系数（一个协整方程） 

LnGDP LnADE LnPI LnWT 

1.000000 -0.798772(0.24809) -0.085891 (0.01944) -0.826772(0.03682) 

 

然后，基于 VAR 模型进行 Johansen 协

整检验，从检验结果（表 2）可知，迹统计

量可以得到国内生产总值，保险消费，平均

受教育年限，物资资本投入之间确实存在多

个长期均衡关系。其次，最大特征值统计量

也表明，国内生产总值，保险消费，平均受

教育年限，物资资本投入间存在唯一的长期

均衡关系，此实证结论与前面理论模型分析

结论一致。因此，从上述 Johansen 协整检验

结果可以看出，无论是迹统计量还是最大特

征值统计量都表明，含有保险消费的广义资

本和经济增长在 5 %显著性水平上的确存在

长期协整关系，最大特征值统计量显示存在

1 个协整关系。因此，选择包含 4 个变量的

协整方程，标准化协整系数如表 3所示。 

标准化协整向量为 ：(1, -0.798772, -0.085891, -0.826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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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整方程为（括号中为标准差）：LnGDP=0.798772 LnADE+0.085891 LnPI+0.826772 LnWT 

                                      (0.24809)         (0.01944)       (0.03682) 

协整方程表明，方程影响因子效应的差

异较大，以保险消费的影响力最小，是符合

前面理论结论（保险消费是社会再生过程中

物化劳动与活劳动投入中很小的一部分嵌入

性投入，影响力有限，而且，拥有生活消费

保险的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于生产消

费保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四）Granger 因果检验 

基于 VAR 模型 Granger 因果关系检验如

表 4 所示。结果表明，（1）无论滞后 2 期还

是滞后 3 期，LnPI 与 LnGDP 与 LnADE、LnGDP

都存在双向因果关系；（2）滞后 2 期时，LnWT

与 LnGDP 存在双向因果关系；（3）滞后 3 期

时，存在从 LnWT 对 LnGDP 的单向因果关系，

而不存在 LnGDP 对 LnWT 的单向因果关系。 

 

表4  基于VAR模型多个滞后长度的Granger 因果关系检验的结果 

检验的原假设 滞后长度 F检验统计量 F统计量的概率值 对原假设的判断 

LnGDP     LnADE 2 4.32463 0.02489 拒绝原假设 

LnADE     LnGDP 2 3.98512 0.02863 拒绝原假设 

LnGDP     LnADE 3 3.59329 0.03070 拒绝原假设 

LnADE     LnGDP 3 3.74629 0.03657 拒绝原假设 

LnGDP      LnPI 2 5.47832 0.02042 拒绝原假设 

LnPI     LnGDP 2 19.9844 7.8E-6 拒绝原假设 

LnGDP     LnPI 3 3.45730 0.03342 拒绝原假设 

LnPI     LnGDP 3 12.2663 7.5E-5 拒绝原假设 

LnWT     LnGDP 2 8.83673 0.00133 拒绝原假设 

LnGDP     LnWT 2 3.76311 0.03789 拒绝原假设 

LnWT     LnGDP 3 3.87310 0.02381 拒绝原假设 

LnGDP    LnWT 3 1.86699 0.16614 不能拒绝原假设 

    

（五）VEC 模型 

尽管前述的 VAR 模型只刻画了含有保险

消费的广义资本投入与 GDP 间的长期均衡关

系，但是，并不能反映其彼此间关系的实时

动态变化机理，需要进一步借助 VEC 模型考

察短期波动的影响。 

由 VEC 模型及得到的滞后 1 期和滞后 2

期含有保险消费的广义资本对经济增长影响

效应的 VEC 方程可知，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条

件下，每 1 个百分点的滞后 1 期保险消费可

平均推动 0.112个百分点的当期经济增长，每

1 个百分点滞后 1 期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可平

均推动 0.193个百分点的当期经济增长，每 1

个百分点的滞后 1 期物资资本投入可平均推

动 0.39个百分点的当期经济增长，每 1 个百

分点的滞后1期GDP可平均推动0.388个百分

点的当期经济增长。另外，在其它条件不变

的条件下，每 1 个百分点的滞后 2 期保险消

费可平均推动 0.063 个百分点的当期经济增

长，每 1 个百分点滞后 2 期的平均受教育年

限可平均推动 1.08 个百分点的当期经济增

长，每 1 个百分点的滞后 2 期物资资本投入

可平均推动 0.054个百分点的当期经济增长，

每 1 个百分点的滞后 2 期 GDP 可平均推动

0.189个百分点的当期经济增长。 

由 VEC 模型检验结果可知，含有保险消

费的广义资本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回归

系数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括号内为标准

差）。同理，由 VEC 模型也得到的滞后 1 期

和滞后 2 期 GDP 对保险消费的影响效应方程

可知，GDP 对保险消费也有正的影响效应，

其影响力度超过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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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R =0.9564  
__

2R =0.9661  F =4253.64 

其中，向量误差修正项

742.30.8267LnWT-085.0799.0n=VECM t1-t −−− ttt LnPILnADEGDPL  

),,,( ′= ttttt LnWTLnPILnADELnGDPLnY  

由上面总的模型可知，含有保险消费的

广义资本投入与 GDP 间的 VEC 动态机理模型

表明，含有保险消费的广义资本投入与 GDP

有明显互为因果的协整关系，则一定存在描

述 GDP 动态增长机理的率由短期波动向长期

均衡调整的误差修正模型（括号中为标准

差）： 

(0.29099) 

1

(0.23917) 

2

(0.06557) 

2

(1.08867) 

2

(0.24819) 

2

(0.17669) 

1

(0.08788) 

1

(1.07527) 

1

(0.27615) 

1
(0.04146) 

223.0)(ln054.0)(ln063.0)ln(081.1)ln(189.0

)(ln391.0)ln(112.0)ln(193.0)ln(388.0128.0)(ln

−−−−−

−−−−

−Δ+Δ+Δ+Δ+

Δ+Δ+Δ+Δ+=Δ

ttttt

ttttt

ecmwtpiadegdp

wtpiadegdpgdp

     
2R =0.9564  

__
2R =0.9661  F =4253.64   DW=2.103 

从误差修正模型看，向量误差修正项

VECMt-1的误差修正项系数为-0.223，表明 VEC

模型的自我动态修正机制能针对冲击后发生

偏离的自我调整能力较强，误差修正项均具

有较强反向调整能力，存在短期到长期的动

态调整过程。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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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08

.12

84 86 88 90 92 94 96 98 00 02 04 06 08 10

Cointegrating relation

 

Fig.3  Curve of the EC Part in VECM 

 

另外，在估计 VEC 模型后，还需要对模

型估计结果做 VEC 模型的误差修正项曲线

图，以便直观反映长期动态变化趋势。图 3

中的零均值线代表了变量间长期均衡的稳定

关系，VEC 模型的误差修正项曲线是含有保

险消费的广义资本投入与 GDP 间的动态变化

趋势，曲线在 1994 年左右出现严重的短期波

动，偏离长期均衡关系，而且，反映在模型

中的误差修正项的绝对值也较大验证了这种

冲击效应，经过大约 2 年的调整又重新回到

长期均衡稳定状态（1996 年），曲线的短期

波动以后的偏离长期均衡关系的幅度比较

小，反映在模型中的误差修正项的数值也逐

渐趋小，验证了这种冲击的消退过程。 

（六）脉冲响应分析及方差分解 

脉冲响应函数刻画的是在 VEC 扰动项上

施 加 一 个 单 位 标 准 差 大 小 的 新 息

( Innovation) 对内生变量的当前值和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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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的影响。因此，基于 VEC 模型，还需要进

行脉冲响应分析来检验模型中每个内生变量

对其自身以及其他内生变量的扰动所作出的

反应，来了解 VEC 模型的动态特征。 

图 4、5、6、7 分别描述了一个标准差的

LnGDP、LnADE、LnPI、LnWT 的扰动对 LnGDP

的影响（20 期），结果表明（表 6），LnGDP

自身的冲击对 LnGDP 影响的反映最快，数值

最大，波幅较宽，持续时间最长，大约在 16

期后趋于稳定（图 4）。LnPI 对 LnGDP 影响

的响应速度、数值大小和影响持续时间都要

次之，但波幅最宽，大约在 13 期后趋于稳定

（图 6），而 LnGDP 对 LnPI 影响的响应速度

（0.07）、数值大小（0.088）、波幅宽窄都

要远远超过 LnPI 对 LnGDP 的影响程度，但影

响持续时间稍短，在 11 期后趋于稳定。LnADE

对 LnGDP 的冲击力度较弱，响应较慢，还有

延迟，要在大约第 4 期才反映出来，波幅较

窄，持续时间较短，大约在 10 期后趋于稳定

（图 5）。LnWT 对 LnGDP 的冲击力度最弱，

反映较慢，波幅较窄，持续最较短，大约在

5 期后趋于 0，然后窄幅上下振荡，大约 12

期后趋于稳定（图 7）。 

另外，由于变量间既存在长期协整关系，

又有 VECM 的动态结构效应，用方差分解分

析法（给定一个不同时期的解释变量的波动，

可对 VECM 中其他变量相应时期对方差的贡

献进行分解）则可进一步找到经济增长受到

自身，以及保险消费、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

大约 20 期的影响效应（表 5）。 

 

表 5  一个标准差的 LnGDP、LnADE、LnPI、LnWT 对 LnGDP 脉冲响应 

        LnGDP 

冲击 反映快慢 起始值 最大值 波幅宽窄 持续时间 T期后趋于稳定

LnGDP 最快 0.06  0.081 最宽 最长 16 

LnPI 较快 0.04 0.084 窄 较长 13 

LnADE 延迟 3 期 0 0.032 较宽 短 10 

LnWT 较慢 0 0.031 较窄 很短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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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8  Variance Decompositon of LnGDP 

 

从表 6 可知，经济增长本身是最主要的

影响因素，这也与脉冲响应函数得到的结论

一致，但贡献力度在逐期下降，直到 5 期后

稳定在 80%左右，而嵌入保险消费广义资本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逐期上升，6 年后分别

稳定在 6%-7%左右。但是，实证表明，嵌入

保险消费的广义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理

复杂。其中，保险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缓

慢而持续时间较长，轨迹呈倒 U 状的钟罩型；

物质资本影响反应快，迅速上升转而缓慢下

降，具有长尾特性；人力资本的影响具有延

迟性特征，要到冲击后的 5 期才开始缓慢出

现影响，但此影响却不断上升，而且持续增

长。同时，从表 7 中可以看出，在第 6 期预

测中，LnGDP的S.E.为0.170143，其80.2588%

是由 LnGDP 自身的扰动所引起的，但还有部

分是由其它引起的，其中，5.97069%由 LnADE

引起，5.974705%是由 LnPI 引起，7.228727%

是由 LnWT 引起。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由

LnGDP 以外的部分扰动所引起的部分逐渐增

加，而由 LnGDP 自身扰动所引起的比例则不

断下降。另外，从变量 LnGDP 方差分解的合

成图（图 8）也可以看出这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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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LnGDP 的方差分解 

 

Period 

Variance  Decomposition  of  LnGDP 

S.E. LnGDP LnADE LnPI LnWT 

 1  0.037338  100.0000  0.000000  0.000000  0.000000 

 2  0.071457  89.98782  0.011652  0.201870  9.798662 

 3  0.104295  84.98121  0.015114  0.799044  14.20463 

 4  0.132245  84.75734  0.557103  3.021937  11.66362 

 5  0.154710  83.00868  2.967933  5.329632  8.693755 

 6  0.170143  80.82588  5.970690  5.974705  7.228727 

 7  0.179350  79.68317  8.111536  5.611395  6.593903 

 8  0.185218  79.32858  9.192060  5.274948  6.204409 

 9  0.189967  79.31877  9.621276  5.160612  5.899340 

 10  0.194559  79.50777  9.781078  5.064946  5.646206 

 11  0.199250  79.80404  9.882796  4.897972  5.415195 

 12  0.203980  80.09632  10.01834  4.694315  5.191029 

 13  0.208580  80.32226  10.20363  4.495788  4.978321 

 14  0.212912  80.48204  10.41347  4.318914  4.785575 

 15  0.216928  80.60168  10.61618  4.166545  4.615601 

 16  0.220656  80.70401  10.79353  4.036102  4.466361 

 17  0.224152  80.80080  10.94268  3.922365  4.334161 

 18  0.227464  80.89500  11.06942  3.820118  4.215459 

 19  0.230621  80.98515  11.18131  3.726023  4.107523 

 20  0.233637  81.06888  11.28390  3.638671  4.008553 

 

四、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一）理论分析结论及政策启示 

被现代社会公认为地方经济发展、社会

稳定和人民生活安定做出重要贡献，起到经

济“助推器”和社会“稳定器”的保险是通

过具体的保险消费活动来体现其功能作用

的。本文将保险作为人们的安全需要纳入一

般消费范畴，将保险消费分为生产消费保险

和生活消费保险，前者以生产要素形式进入

生产函数，后者以生活要素形式进入效用函

数。首先，在人口规模保持不变的条件下，

经济系统存在惟一的鞍点均衡值。保险消费

最优分配的必要条件是：生产用保险消费的

边际生产力等于其边际成本。保险消费最优

分配的均衡状态值为正的充分条件是：保险

消费偏好在生产消费用保险和生活消费用保

险的选择与数量决策时具有决定性作用。而

且,通过比较状态分析可知，如果贴现率 ρ 提

高（人口保持不变），将既导致物质资本的边

际成本的增加以及就业水平的下降，也导致

生产消费保险商品量和保险总消费的边际生

产率的下降，既导致保险消费商品总供给量

的减少，也导致生产消费和生活消费保险商

品的减少，引起保险商品总需求下降，既导

致对保险资源的开发减少和对保险产业资源

的利用率的下降，也会阻碍保险业的良好发

展。因此，随着生活消费保险边际效用弹性

的下降，生产消费保险的最优量将下降。消

费保险边际效用的弹性越低，消费保险商品

的需求越强。如果消费者视生活消费保险为

生活必需品，即当消费用保险商品为零时的

生产用保险商品的边际成本为无穷小，这个

结论保证了保险商品不可能全部进入生产消

费，必然有一部分进入人们的生活消费内容

中。 

其次，在人口变动情况下，含有保险消

费的广义资本内生最优经济增长模型分析表

明，基于一定的生产消费保险和生活消费用

保险间分配基础上的人均总消费递增的经济

增长是可以实现的（式 68）。而且,通过比较

状态分析可知，如果贴现率 ρ 提高（人口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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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率π 为正时），一方面，生产消费保险的边

际生产能力增加及其边际成本减少，将导致

生产消费保险需求数量增加。另一方面，由

于物质资本边际成本的提高将降低保险消费

的边际价值，也将导致生产用保险消费商品

需求增加。两方面的合力迫使保险商品价格

上涨，必然引起保险服务供给总量提高和保

险资源开发利用率增多，将推动经济更健康

稳定增长。如果贴现率 ρ 降低，保险消费需

求上升，迫使保险商品价格上涨，必然引起

保险服务供给总量提高，保险资源开发利用

的增多，保险产业资源利用率高效，将导致

保险业发展得更好。 

另外，人力资本最大增长率τ 增加（教

育活动的生产力提高），与人口增长率π 提高

所导致的保险消费需求的正效应是一样的，

其正效应高于由于人力资本最大增长率τ 的

增加所导致的物质资本和有效人力资本的提

高所引起的负效应。显然，在考虑人力资本

的经济系统，贴现率对经济增长具有决定性

作用。同时，非货币资产折旧率δ 的变动与

由于教育活动的生产力的变动具有相同的效

应。 

（二）实证分析结论及政策启示 

基于中国数据构建的 VAR 和 VECM 模型，

以及脉冲响应函数与方差分解，对嵌入保险

消费的广义资本促进经济增长的动态效应进

行的实证分析表明，我国嵌入保险消费的广

义资本投入与经济增长间存在协整关系。在

彼此动态关系机制的形成中，促进经济增长

本身的效果比调节嵌入保险消费的广义资本

可能要来得显著，却不能持续（5 期后平稳），

而尽管调节嵌入保险消费的广义资本可能要

来得缓慢，但作用效果却能逐渐上升并长期

持续（16 期后才平稳）。特别是在有保险消

费的人力资本下，平均受教育程度越高，风

险意识与保险意识越强，对保险消费的贡献

率越高，嵌入活劳动的保险消费对经济增长

的贡献（1.743）要大于嵌入物化劳动的保险

消费和物质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1.222）。

因此，保险消费在广义资本投入中，无论是

生产领域，还是生活领域，数量不大，但作

用很大，其功能作用类似化学催化剂。这为

商业保险参与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和年金产

品的推广提供了科学依据，为保险推动和稳

定社会经济健康持续运行提供理论支持。 

因此，需要把消费主导作为经济转型的

主要目标，重视保险消费在经济活动中的助

推和稳定作用，有助于保险成为社会保障不

足的重要补充，成为支持出口、保障投资和

服务民生的重要措施，成为优化金融结构和

提高金融市场资源配置效率的重要力量，成

为促进社会公共服务管理创新和提高政府行

政能力效能的重要手段，成为提振消费信心，

化解储蓄率畸高的长期扭曲困境的重要举

措，成为扩大内需和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的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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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助推和稳定作用机理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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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全球金融危机后，各国对经济增长动力的倚重发生改变，消费需求的经济驱动功效倍

受关注。目前，我国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健全，预防性储蓄动机强烈，高储蓄与低消费的畸形

已成经济持续增长的制约。本文将保险纳入一般消费范畴，理论分析发现，保险要么以企业

生产成本形式进入生产领域，要么以家庭个人和政府机构的服务消费形式进入消费领域，构

成社会经济系统再生产循环中物化劳动与活劳动消耗的一小部分嵌入性投入，保险消费对经

济具有“助推和稳定”作用机理非常复杂。另外，以 1980-2011 年的中国数据构建 VAR 和 VEC

模型，以及脉冲响应函数与方差分解，检验了嵌入保险消费的广义资本投入促进经济增长的

动态效应，发现平均受教育程度越高，风险意识与保险意识越强，对保险消费的贡献率越高，

将导致嵌入活劳动的保险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1.743）要大于嵌入物化劳动的保险消费和

物质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1.222），保险消费促进经济增长的整体效果虽然表现缓慢，但

逐渐上升并持续时间较长（16 期后才平稳）。  

关键词：保险消费；经济增长；动态效应；VAR 和 VEC 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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