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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目前， 消费不足已经成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 而随着数字经

济发展， 大量新型灵活就业不断涌现。 为此， 研究灵活就业者参加养老保险的消费激励效

应， 有利于扩大消费， 服务于扩大内需战略。 本文使用 ２０１５ － ２０１９ 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

（ＣＨＦＳ） 数据， 实证检验了灵活就业者参加养老保险的消费激励效应。 研究发现， 数字经

济下灵活就业者参加养老保险显著提高了其消费水平。 影响机制分析表明， 数字经济下灵

活就业者就业不稳定、 工资水平低、 职业危害大的特征， 使其具有较高的预防性储蓄动机。

参加养老保险能够挤出该群体的预防性储蓄， 进而产生消费激励效应。 据此， 吸引灵活就

业者参加养老保险， 理应可以促进消费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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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 “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中央经

济工作会议提出 “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 当前， 消费不足已经成为中国经

济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障碍 （张勋等， ２０２０）。 与此相对， 中国预防性储蓄水

平较高， 是典型的高储蓄率国家 （随淑敏等， ２０２１； Ｃｈｏｉ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７）。 近年来， 随着

数字经济的发展， 灵活就业占总就业量的 １ ／ ３ 以上。 相关岗位的工资水平低、 职业危

害大、 劳动关系脆弱 （崔岩， ２０２１； 汪敏， ２０２１）， 从业者普遍具有较高的养老风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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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性储蓄动机 （赵青， ２０２３）。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国务院办公厅发布 《关于支持多渠道

灵活就业的意见》， 要求以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工作为重点， 扩大基本养老保险覆盖范

围。 灵活就业者参加养老保险对降低预防性储蓄率以及扩大消费方面有何效果？ 对此

问题进行研究， 既可以丰富数字经济下社会保障相关问题研究， 又能为中国扩大内需

战略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养老保险的本质是参保者将部分收入从青年时期转移到老年时期， 以实现整个生命

周期的消费平滑和效用最大化。 很多学者研究了效用最大化约束下养老保险与居民消费

的关系， 但结论不一。 一些研究发现参加养老保险可以降低预防性储蓄率， 增加居民消

费。 养老保险具有财富替代效应， 即养老金增加了参保者老年时期的预期收入， 挤出青

年时期的预防性储蓄， 进而刺激消费增长 （岳爱等， ２０１３； 邹红等， ２０１３）。 随淑敏等

（２０２１） 的研究表明养老保险具有风险分担效应， 可以降低预防性储蓄率和增加居民消

费。 还有一些研究发现参加养老保险会抑制消费。 白重恩等 （２０１２） 认为养老保险缴费

限制了当期支出， 有可能会减少居民消费。 杨继军和张二震 （２０１３） 认为如果参保者对

养老金账户运作不熟悉， 养老保险难以发挥财富替代效应， 更容易抑制消费。
由于养老风险较大， 很多灵活就业者迫切希望加入养老保险， 以期在老年生活中

获得稳定的经济保障 （叶宁， ２０１３）。 但数字经济下灵活就业者参加养老保险的比例仍

然较低 （王利军、 涂永前， ２０２２）， 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 一是灵活就业者的工作任务

相对独立， 工作时间和地点灵活， 劳动管理较为隐蔽， 不符合传统劳动关系的认定标

准， 无法适用以标准化就业为基础的社会保障体系； 二是灵活就业者的技能和工资水

平低、 工作中断风险大， 限制了他们参加养老保险的经济能力 （靳卫东等， ２０２３）。 王

策和周博 （２０１６） 认为由于灵活就业岗位的这些特点， 灵活就业者普遍保持了相对较

高的预防性储蓄率。 如果吸引灵活就业者参加养老保险， 降低他们的养老风险， 可能

会挤出预防性储蓄， 进而产生明显的消费激励效应。
基于此， 本文研究灵活就业者参加养老保险的消费激励效应， 潜在边际贡献包括

以下两点： 第一， 聚焦于灵活就业者的参保、 储蓄和消费行为及其逻辑关联， 丰富了

数字经济背景下社会保障和消费的理论研究； 第二， 论证养老保险在灵活就业群体中

的功能， 有利于认识灵活就业群体的高储蓄、 低消费等现象， 以服务于扩大内需战略。

二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按照预防性储蓄理论， 参加养老保险能够挤出灵活就业者的预防性储蓄， 进而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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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其消费。 数字经济下灵活就业具有鲜明的职业特征， 包括就业不稳定、 工资水平低、

职业危害大等。 这些特征决定了灵活就业者参加养老保险可能会产生更大、 更加显著

的消费激励效应。
（一） 数字经济下灵活就业不稳定

信息技术进步推动了数字经济的发展， 催生了大量新型灵活就业岗位 （任保平，
２０２３； 王裕瑾、 李梦玉， ２０２３）。 然而， 数字经济下灵活就业的劳动从属关系被进一步

弱化， 如雇主与雇员的劳动关系更不固定、 平台不会轻易与灵活就业者签订劳动合同、
从业者普遍面临更大的工作中断风险等。 这使得灵活就业者的工作存在较大不稳定性。

究其原因， 主要有以下两个： 一是基于互联网平台的劳动模式成为主流就业形态， 劳

务派遣、 劳务外包等用工形式使得灵活就业者的劳动关系变得更加多元和复杂化 （李
力行， ２０２３； Ｗｅｂｅｒ， ２０１６）； 二是数字经济背景下灵活就业岗位主要定位于零散的、

碎片化的工作任务， 至多只能签订有限时间的临时任务合同， 无法签订长期标准化劳

动合同 （Ｓａｎｄｅｒｓ ＆ Ｐａｔｔｉｓｏｎ， ２０１６）。 这使得灵活就业者像是自我雇佣者， 以独立合同

人、 独立承包人或自雇自营身份在打零工 （汪敏， ２０２１； Ｌｏｂｅｌ， ２０１７）。 据调查， ７４％

的外卖骑手工作不足 １ 年， 从业时间超过 ２ 年的外卖骑手仅占 １０％ 左右 （郑祁等，
２０２０）。

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 也增加了灵活就业的不稳定性。 目前， 中国大部分社会保

障仍然是以标准化雇佣关系为基础， 包括社会保险、 社会救济、 社会福利等 （李力行，
２０２３； 汪敏， ２０２１）。 由于大多数灵活就业者未与用工单位签订劳动合同， 所以很难将

其纳入社会保障覆盖范围。 相关社会保障制度也正处于 “民法 － 劳动法” 二分法的空

白领域。 比如， 由于灵活就业的失业状态较难认定， 且雇主的法定责任缺失 （吴清军

等， ２０１９； 肖巍， ２０１９）， 导致灵活就业者很难加入失业保险和工伤保险。 很多灵活就

业岗位的职业危害较大， 容易发生意外伤害， 增加了从业者被动中断工作的概率 （靳
卫东等， ２０２３）。 因此， 为应对就业不稳定带来的养老风险， 数字经济下灵活就业者可

能具有更大的预防性储蓄动机， 同时他们参加养老保险的消费激励效应也更大。 本文

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 １： 由于就业较不稳定， 灵活就业者的预防性储蓄率较高， 进而参加养老保险

的消费激励效应也较大。
（二） 数字经济下灵活就业的工资水平低

借助数字智能技术， 灵活就业岗位对从业者的技能要求逐步降低， 吸引了大量低技

能劳动力 （靳卫东等， ２０２３）。 数字经济下灵活就业表现出明显的低技能化和低工资化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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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 （李长安、 王韵含， ２０２２）。 据调查， 外卖骑手的学历水平普遍较低， 初中及以下学历

占比为 １８ ２２％， 高中及中专学历占比为 ３３ ６８％ （郑祁等， ２０２０）。 低技能化倾向降低了

灵活就业岗位的入职门槛， 持续吸引大量低技能劳动力参加灵活就业， 包括青年劳动力、
低学历者和女性劳动力等。 这将增加新体力劳动者或新蓝领工人的供给， 导致灵活就业

岗位的劳动供给过剩， 进而降低灵活就业者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博弈能力， 压低相关岗位

的工资水平 （蓝定香等， ２０２１； 李长安、 王韵含， ２０２２）。 较低的工资水平不仅增加了灵

活就业者的养老风险， 也限制了灵活就业者参加养老保险的经济能力。

此外， 灵活就业者普遍缺少职业技能培训， 将不利于其工资增长。 首先， 数字经济

下灵活就业岗位对从业者的技能要求较低， 从业者为了追求为自己工作的感觉而参加灵

活就业， 在某种程度上已丧失了接受职业技能培训的外在压力 （魏国学， ２０２１）。 其次，

数字经济下灵活就业打破了从业者的生活与工作界限， 为了增加劳动收入， 他们普遍超

时工作 （崔岩， ２０２１）。 这将挤占灵活就业者的非工作时间， 增加他们参加职业技能培训

的实际困难。 此外， 由于工作方式灵活、 从业者流动性大， 雇主并不将灵活就业者看作

自己人， 缺乏为其提供高质量职业技能培训的内在动力 （汪敏， ２０２１）。 为了应对由低技

能、 低工资所产生的养老风险， 灵活就业者必然保持较高的预防性储蓄率 （毛捷、 赵金

冉， ２０１７）， 从而也增加了其参加养老保险的消费激励效应。 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 ２： 由于工资水平低， 灵活就业者的预防性储蓄率较高， 进而其参加养老保险

的消费激励效应较大。
（三） 数字经济下灵活就业的职业危害大

由于技能和工资水平较低， 为了获得更多劳动收入、 缓解生活压力， 灵活就业者普

遍倾向于超时工作 （Ｍｕｌｃａｈｙ， ２０１７）。 并且， 很多灵活就业岗位的工作任务是零散的、

碎片化的， 这将会导致灵活就业者的工作时间不固定、 日夜颠倒、 劳动强度大。 此外，
数字就业平台借助数字信息技术和算法， 严密监督灵活就业者的劳动过程， 具有明显的

专制和赶工色彩 （石智雷等， ２０２２； Ｗｏｏｄ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９）。 雇主与雇员的劳动关系弱化，

加班限制、 加班费支付以及休息休假等劳工保护政策较难适用于灵活就业者 （吴清军等，
２０１９）。 这些都不利于保障灵活就业者的劳动权益， 且很容易导致过度劳动， 造成灵活就

业者的身心健康损伤 （李长安、 王韵含， ２０２２； 吴清军、 李贞， ２０１８；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２０１７）。

通常情况下， 随着工作时间延长， 从业者缺乏锻炼、 健康投资不足、 体力或脑力

透支等现象会逐步增多 （Ｆａ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５）， 肥胖和吸烟概率也会持续增长 （Ｏｋａｍｏｔｏ，
２０１９）。 这提高了劳动者患心肌梗死、 冠心病、 高血压等疾病的可能性。 超长工作和过

度劳动也会增加烦躁、 焦虑、 抑郁等不良情绪 （戚聿东等， ２０２１； Ｆａ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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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导致安全事故和意外伤害的发生 （汪敏， ２０２１）。 如， 外卖员经常抢时间、 闯红

灯， 很容易发生碰撞事故 （丁守海、 夏璋煦， ２０２２）。 由于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 灵活

就业者尚难参加与劳动关系、 雇主责任绑定的工伤保险 （赵青， ２０２３）。 这都增加了灵

活就业者的养老支出风险， 可能造成其养老预算不足。 为了应对这种医疗支出的不确

定性和养老风险， 灵活就业者会保持较高的预防性储蓄率， 进而其参加养老保险的消

费激励效应也会更大。 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 ３： 由于职业危害大， 灵活就业者的预防性储蓄率较高， 进而参加养老保险的

消费激励效应较大。

三　 模型构建与数据说明

（一） 模型构建

为检验灵活就业者参加养老保险的消费激励效应， 本文采用普通最小二乘 （ＯＬＳ）
回归模型进行分析， 具体模型设定为：

ｌｎ（ｃｏｎｓｕｍｐｉｊｔ） ＝ α ＋ β·ｉｎｓｕｒｉｊｔ ＋ γ·Ｘ ｉｊｔ ＋ ｐｒｏｉ ＋ ｙｅａｒｔ ＋ εｉｊｔ （１）
其中， ｃｏｎｓｕｍｐｉｊｔ表示 ｔ 时期 ｉ 地区 ｊ 个体的消费水平， 即 ｊ 个体所属家庭的人均消

费； ｉｎｓｕｒｉｊｔ代表 ｔ 时期 ｉ 地区 ｊ 个体是否参加养老保险； Ｘ ｉｊｔ是一系列控制变量， 包括个体

特征、 家庭特征和地区特征等； εｉｊｔ为随机误差项。 由于消费观念、 历史文化和经济环

境等地区因素、 时间因素可能均会影响灵活就业者的消费， 本文在模型中加入了地区

虚拟变量和时间虚拟变量， 分别表示为 ｐｒｏｉ 和 ｙｅａｒｔ。
（二） 数据来源

本文个体微观数据来源于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７ 年和 ２０１９ 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 （ＣＨＦＳ）。
中国家庭金融调查采用分层抽样方法， 每两年开展一次追踪调查， 调查范围涵盖了除

新疆、 西藏、 内蒙古和港澳台以外的全国 ２８ 个省 （自治区、 直辖市）。 调查内容包括

上一年家庭成员的人口学特征、 资产负债、 收入支出和保险保障等， 较为全面地反映

了中国家庭发展状况。 本文使用的省级数据来源于 《中国统计年鉴》 和 《中国区域经

济统计年鉴》。

根据研究目标， 本文选择灵活就业者作为研究对象。 借鉴陈洋和穆怀中 （２０１７）、

尹文耀和叶宁 （２０１０） 的研究， 本文首先筛选出所有工作性质为临时性工作 （有工作

单位但没有签订正规劳动合同）、 经营个体或私营企业、 自主创业、 开网店和自由职业

以及工作合同性质为短期或临时合同 （１ 年及以下） 和没有合同的受访者作为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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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 剔除年龄小于 １６ 岁、 大于 ８０ 岁的受访者， 并删除异常值和缺失值， 最终得到有

效样本量为 １９４３５９ 份。
（三） 变量说明

１ 被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为灵活就业者的消费水平。 由于居民消费属于家庭经济行为， 消费项

目、 消费数额和消费平滑等都服务于家庭效用最大化， 所以消费在家庭成员间具有不

可分割性 （邹红等， ２０１３）。 因此， 本文选择灵活就业者所属家庭的人均消费作为被解

释变量， 并对其取对数。

２ 核心解释变量

为检验养老保险的消费激励效应， 本文选择灵活就业者是否参保作为解释变量。
按照养老保险政策， 灵活就业者既可以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也可以参加城乡

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ＣＨＦＳ 问卷中询问养老保险类型的题目为 “目前家庭成员参加的是

下列哪种养老保险”， 本文将回答为 “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或 “城乡统一居民社

会养老保险” 的受访者视为参加了养老保险， 赋值为 １， 否则赋值为 ０。

３ 控制变量

除了养老保险， 灵活就业者的消费水平还受到其他很多因素影响。 本文在模型中

加入了一些控制变量， 包括个体特征、 家庭特征和地区特征。 其中， 个体特征包括性

别 （男性 ＝ １， 女性 ＝ ０）、 年龄、 婚姻状况 （已婚或同居 ＝ １， 未婚 ＝ ０）、 受教育年限、
户籍 （农村 ＝ １， 其他 ＝ ０） （杨碧云等， ２０２１）； 家庭特征包括家庭总收入、 家庭总负

债、 老年抚养比 （６５ 岁以上老人占家庭劳动人口的比值）、 家庭是否拥有自有住房

（拥有赋值为 １， 否则赋值为 ０）； 地区特征是指地区经济发展， 本文用灵活就业者所属

省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ＧＤＰ） 衡量， 以控制区域经济发展对居民消费的影响。

４ 中介变量

按照前文分析， 灵活就业者参加养老保险会降低他们的预防性储蓄率， 进而影响

其消费水平， 即预防性储蓄率是养老保险影响灵活就业者消费水平的中介变量。 借鉴

张凌霜等 （２０２３） 的研究， 本文用活期存款和定期存款总额在金融资产总额中的比重

衡量预防性储蓄率。 具体计算方法是：
预防性储蓄率 ＝ （家庭活期存款 ＋ 定期存款） ／ 家庭金融总资产 （２）

（四） 描述性统计分析

从表 １ 的描述性统计结果来看， 灵活就业群体中参加养老保险的群体比未参加养

老保险的群体的消费水平更高， 且差异显著。 这初步表明了参加养老保险可能存在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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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激励效应。 在核心解释变量方面， 没有参加养老保险的灵活就业者为 １５９１９７ 人， 占

比达到 ８１ ９１％ 。 这说明灵活就业者参加养老保险可能受到了多方面因素限制。 在中介

变量方面， 参加养老保险的灵活就业者具有更低的预防性储蓄率。 这既说明养老保险

在消除灵活就业者养老风险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也初步体现了养老保险对预防性储蓄

的挤出效应。 在控制变量方面， 与未参保者相比， 参保者的年龄更大、 受教育年限和

家庭收入更高。 这充分反映了在 ＯＬＳ 回归模型中加入控制变量的合理性， 也说明对于

养老保险的消费激励效应必须进行更为细致的实证分析。

表 １　 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
样本的均值

参保者 未参保者
ｔ 检验值

被解释变量 消费水平 灵活就业者所属家庭的人均消费 １０ ０４６ ９ ５４４ － ０ ５０２∗∗∗

核心解释变量 是否参保
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或城乡居民基本

养老保险 ＝ １， 否则 ＝ ０
１ ０ —

中介变量 预防性储蓄率
活期存款和定期存款总额占金融资产总额的

比例
０ ２３５ ０ ２６５ ０ ０３０∗∗∗

个体特征

性别 男性 ＝ １， 女性 ＝ ０ ０ ４５５ ０ ４８０ ０ ０２５∗∗∗

年龄 受访者真实年龄 ５６ ４３８ ４７ ４０３ － ９ ０３４∗∗∗

婚姻状况 已婚或同居 ＝ １， 其他 ＝ ０ ０ ８７３ ０ ７５１ － ０ １２３∗∗∗

受教育年限

未上过学 ＝ ０， 小学或私塾 ＝ ６， 初中 ＝ ９，
普通高中 ／ 职业高中 ／ 技校 ／ 中专 ＝ １２， 大

专 ＝ １５， 本科 ＝ １６， 硕士 ＝ １９， 博士 ＝ ２２
１０ １４８ ８ ６５９ － １ ４８８∗∗∗

户籍 农村 ＝ １， 城镇 ＝ ０ ０ １９６ ０ ６４２ ０ ４４５∗∗∗

家庭特征

家庭总收入
工资性收入、 农业收入、 工商业收入、 财产

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的总和
１１ ０７７ １０ ３２６ － ０ ７５０∗∗∗

家庭总负债
金融资产负债、 农业负债、 工商业负债等的

总和
２ ５８１ ３ ７６０ １ １７９∗∗∗

老年抚养比 ６５ 岁以上老人与家庭劳动人口的比值 ０ ２１７ ０ １９１ － ０ ０２６∗∗∗

自有住房 有自有住房 ＝ １， 否则 ＝ ０ ０ ３１１ ０ ２６３ － ０ ０４８∗∗∗

地区特征 地区经济发展 所属省份的人均 ＧＤＰ １１ ３１６ １０ ９６７ － ０ １６９∗∗∗

观测值 ３５１６２ １５９１９７

　 　 注：∗∗∗、∗∗、∗分别表示在 １％ 、 ５％ 、 １０％水平下显著； 为了缩小量纲和异方差的影响， 本文对消费水平、 家

庭总收入、 家庭总负债和人均 ＧＤＰ 等指标进行了取对数处理。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７ 年和 ２０１９ 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 （ＣＨＦＳ）、 《中国统计年鉴》 和 《中国区域经济

统计年鉴》 数据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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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实证结果分析

（一） 基准回归

以消费水平作为被解释变量， 以灵活就业者是否参保作为解释变量， 本文采用

ＯＬＳ 回归模型， 依次加入控制变量， 分别对应表 ２ 中的第 （１） ～ （４） 列。 各模型

中是否参保变量的估计系数均为正值， 且在 １％的置信水平上显著。 这说明灵活就业

者参加养老保险对其消费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 初步验证了前文假说 １、 ２ 和 ３

中灵活就业者参加养老保险对其消费存在激励效应。 在控制变量方面， 年龄的估计

系数为正， 年龄平方项的估计系数很小且为负， 呈现倒 Ｕ 形特征， 基本符合生命周

期假说 （杨碧云等， ２０２１）。 婚姻状况、 受教育年限、 家庭总收入、 自有住房均与灵

活就业者的消费水平显著正相关， 是否为农村户籍、 老年抚养比与灵活就业者消费

水平均显著负相关。 这都符合已有研究结论 （吕学梁、 马吉雨， ２０２３； 张勋等，

２０２０）。 家庭总负债对灵活就业者消费具有正向促进作用， 基本符合 “越负债、 越消

费” 以及普遍存在的负债性消费现象 （杨碧云等， ２０２１）。 人均 ＧＤＰ 与灵活就业者

消费水平呈现出正相关关系， 说明地区经济发展有利于提高消费水平。

表 ２　 参加养老保险对灵活就业者消费的影响

（１） （２） （３） （４）

是否参保
０ ３７０∗∗∗

（０ ００４）
０ １７８∗∗∗

（０ ００５）
０ １４８∗∗∗

（０ ００５）
０ １４９∗∗∗

（０ ００５）

性别
－ ０ ０８６∗∗∗

（０ ００４）
－ ０ ０７５∗∗∗

（０ ００３）
－ ０ ０７５∗∗∗

（０ ００３）

年龄
０ ０１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１）

年龄的平方
－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婚姻状况
０ ０８８∗∗∗

（０ ００５）
０ ０４７∗∗∗

（０ ００５）
０ ０４７∗∗∗

（０ ００５）

受教育年限
０ ０４２∗∗∗

（０ ００１）
０ ０３６∗∗∗

（０ ００１）
０ ０３６∗∗∗

（０ ００１）

户籍
－ ０ ２８４∗∗∗

（０ ００４）
－ ０ ２８６∗∗∗

（０ ００４）
－ ０ ２８６∗∗∗

（０ ０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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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１） （２） （３） （４）

家庭总收入
０ ０８０∗∗∗

（０ ００１）
０ ０８０∗∗∗

（０ ００１）

家庭总负债
０ ０１８∗∗∗

（０ ０００）
０ ０１８∗∗∗

（０ ０００）

老年抚养比
－ ０ １７８∗∗∗

（０ ００４）
－ ０ １７８∗∗∗

（０ ００４）

自有住房
０ ２０３∗∗∗

（０ ００７）
０ ２０３∗∗∗

（０ ００７）

地区经济发展
０ １９４∗∗∗

（０ ０２１）

常数项
９ ８７３∗∗∗

（０ ００９）
９ ２２５∗∗∗

（０ ０２０）
８ ４３０∗∗∗

（０ ０２３）
６ １７８∗∗∗

（０ ２４３）

地区虚拟变量 是 是 是 是

时间虚拟变量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１９４３５９ １９４３５９ １９４３５９ １９４３５９

Ｒ２ ０ １６１ ０ ２２９ ０ ２７８ ０ ２７９

　 　 注：∗∗∗、∗∗、∗分别表示在 １％ 、 ５％ 、 １０％水平下显著； 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７ 年和 ２０１９ 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 （ＣＨＦＳ）、 《中国统计年鉴》 和 《中国区域经济

统计年鉴》 数据计算得到。

（二） 内生性问题

首先， 根据前文分析， 灵活就业者参加养老保险会显著激励消费， 而消费增长可

能也有利于参保缴费， 进而提高养老保险的参保率。 所以， 是否参保与消费增长之间

很可能存在互为因果关系。 换言之， 上述模型设定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 其次， 灵活

就业者的消费水平受性格、 消费习惯、 消费观念、 文化环境等不可观测因素的影响，
可能会导致遗漏变量引起的内生性问题。 此外， 年龄、 受教育年限和家庭收入等因素

决定了灵活就业者的消费水平， 也是影响其是否参保的重要变量。 这就产生了选择性

偏差， 同样可能带来内生性问题。 因此， 为了提高估计精度， 本文采用工具变量法

（ＩＶ⁃２ＳＬＳ） 和倾向得分匹配法 （ＰＳＭ） 重新进行了相关估计。
１ 工具变量法

借鉴随淑敏等 （２０２１）、 张凌霜等 （２０２３） 的研究， 本文选择社区层面其他灵活就

业者是否参保作为灵活就业者是否参保的工具变量。 根据同群效应 （ｐｅｅｒ ｅｆｆｅｃｔｓ）， 灵

活就业者的参保行为会受到同一社区其他灵活就业者参保行为的影响。 但社区层面其

他灵活就业者的参保行为不会对微观层面灵活就业者本身的消费行为产生直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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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 该工具变量符合相关性和外生性条件， 计算方法为灵活就业者所在社区参加养

老保险的灵活就业者人数除以该社区中灵活就业者的总人数。
估计结果详见表 ３。 杜宾 － 吴 － 豪斯曼 （Ｄｕｒｂｉｎ⁃Ｗｕ⁃Ｈａｕｓｍａｎ， ＤＷＨ） 内生性检验

中 ｐ 值小于 ０ ０５， 表明模型存在内生性问题。 用内生解释变量对工具变量进行第一阶

段回归显示， 工具变量的系数在 １％ 置信水平上显著， 且 Ｆ 值大于临界值 １０。 这意味

着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 在第二阶段回归中， 参加养老保险使灵活就业者消费水平

提高了 ２１４ １％ ， 且在 １％的置信水平上显著。 这表明灵活就业者参加养老保险， 产生

了显著的消费激励效应， 进一步验证了前文实证分析结果。
２ 倾向得分匹配法

为了解决选择性偏差问题， 本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 （ＰＳＭ） 方法， 重新进行了相关

估计。 本文选择性别、 婚姻状况、 年龄、 受教育年限、 户籍以及家庭总收入、 家庭总负

债、 老年人口抚养比、 自有住房、 地区经济发展等变量作为匹配变量， 使用最近邻匹配

法进行匹配， 得到匹配样本 １９３９４１ 个。 平衡性检验结果显示①， 匹配有效降低了实验组

和对照组的个体差异。 表３ 估计结果表明， 是否参保对消费水平有显著正向影响， 说明灵

活就业者参加养老保险能够促进消费增长， 这进一步证明了前文实证分析结果。

表 ３　 内生性问题处理

ＩＶ⁃２ＳＬＳ ＰＳＭ

第一阶段回归 第二阶段回归

是否参保 消费水平
消费水平

是否参保
２ １４１∗∗∗

（０ ０２９）
０ １２８∗∗∗

（０ ００７）

其他灵活就业者是否参保
０ ５４４∗∗∗

（０ ００５）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第一阶段 Ｆ 值 ３８７４ ８７３∗∗∗

ＤＷＨ⁃Ｆ 值 １００８０ １００
ｐ 值 ０ ０００∗∗∗

观测值 １９４３５９ １９３９４１

　 　 注：∗∗∗、∗∗、∗分别表示在 １％ 、 ５％ 、 １０％水平下显著； 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７ 年和 ２０１９ 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 （ＣＨＦＳ）、 《中国统计年鉴》 和 《中国区域经济

统计年鉴》 数据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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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匹配后各协变量的均值偏差都小于 １０％ ， 满足一般的经验法则 （２０％ ）。 由于篇幅所限， 本

文没有披露平衡性检验的具体结果， 留存备索。



（三） 稳健性检验

为检验前文实证分析结果的稳健性， 本部分通过替换解释变量、 替换被解释变量

和调整研究样本三种方法重新进行估计。

１ 替换解释变量

由于养老保险的缴费基数不同， 不同灵活就业者参加养老保险的积极性存在较大

差别， 且在老年期领取养老金的数额也不同， 从而对预防性储蓄率和消费水平具有明

显的差异化影响。 为更好地反映这种差异化影响， 本文借鉴杨继军和张二震 （２０１３）

的研究， 使用养老保险缴费相对值 （养老保险缴费占工资收入的比例） 衡量灵活就业

者参加养老保险的情况。 统计分析显示， 灵活就业者参加养老保险的缴费比例较低，

为 ４ ５％左右， 并且不同灵活就业者之间存在较大差异。 表 ４ 第 （１） 列显示， 提高养

老保险缴费比例对灵活就业者的消费水平也有显著促进作用。

２ 替换被解释变量

居民消费通常可以分为两部分， 即经常性消费和非经常性消费。 为了剔除特定年

份或者特定时期所发生的大额消费支出， 避免非经常性消费对估计结果的不利影响，

根据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７ 年和 ２０１９ 年 ＣＨＦＳ 数据， 本文构建了经常性消费比例指标作为被解

释变量， 由式 （３） 计算。 表 ４ 第 （２） 列显示， 灵活就业者参加养老保险增加了经常

性消费支出， 产生了明显的消费激励效应。

经常性消费比例 ＝ 家庭总消费率 × 家庭经常性消费率 （３）

其中， 家庭总消费率 ＝家庭总消费支出 ／家庭纯收入， 家庭经常性消费率 ＝ 家庭经

常性消费支出 ／家庭总消费支出。

表 ４　 稳健性检验

替换解释变量 替换被解释变量
调整研究样本

剔除高学历样本 剔除高收入样本 剔除异常值

（１） （２） （３） （４） （５）

是否参保
０ ０２２∗∗∗

（０ ００１）
０ ２２４∗∗∗

（０ ０２７）
０ １４８∗∗∗

（０ ００５）
０ ２００∗∗∗

（０ ００６）
０ １４９∗∗∗

（０ ００４）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常数项
６ ３９７∗∗∗

（０ ２４４）
１９ ３５３∗∗∗

（１ ５４９）
６ １８５∗∗∗

（０ ２４４）
６ ２２８∗∗∗

（０ ２９０）
６ ２９２∗∗∗

（０ ２３９）
观测值 １９４３６２ １９１１７６ １９３４５９ １２９５７４ １９４３５９
Ｒ２ ０ ２７９ ０ ２４０ ０ ２７７ ０ ２０９ ０ ２８０

　 　 注：∗∗∗、∗∗、∗分别表示在 １％ 、 ５％ 、 １０％水平下显著； 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７ 年和 ２０１９ 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 （ＣＨＦＳ）、 《中国统计年鉴》 和 《中国区域经济

统计年鉴》 数据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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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调整研究样本

（１） 剔除高学历样本。 前文论证了灵活就业的主要特征， 包括工资低、 不稳定和

职业危害大等。 显然， 这种论证是基于一种假设， 即灵活就业者的技能水平较低， 不

包含少量高学历灵活就业者 （戚聿东等， ２０２０）。 为了更好地验证前文理论分析逻辑，

本文剔除了研究样本中的高学历灵活就业者， 即拥有硕士和博士学历的样本， 共得到

１９３４５９ 个灵活就业者。 表 ４ 第 （３） 列显示， 参加养老保险仍然促进了灵活就业者消

费， 且在 １％的置信水平上显著。

（２） 剔除高收入样本。 按照前文分析， 低技能灵活就业者的工资水平较低， 为了

获得更多劳动收入， 他们倾向于延长工作时间， 从而带来了较大的职业危害。 这些灵

活就业者的预防性储蓄率较高， 而参加养老保险以后也会产生更大的消费激励效应。

但在调查问卷中， 受访者自报的收入水平有可能被人为高估， 可能会导致估计偏误。
为此， 本文剔除了高收入样本， 共得到 １２９５７４ 个灵活就业者， 并重新估计相关模型。
表 ４ 第 （４） 列表明， 参加养老保险同样对灵活就业者的消费水平产生了显著的正向促

进作用。
（３） 剔除异常值。 为了进一步验证上述研究结论的稳健性， 本文对家庭总消费、

家庭总收入和家庭总负债等重要变量进行了 １％ 和 ９９％ 分位上的缩尾处理， 共得到

１９４３５９ 个灵活就业者样本。 表 ４ 第 （５） 列基本验证了前文实证分析， 即灵活就业者参

加养老保险存在显著的消费激励效应。

五　 机制检验

数字经济条件下灵活就业者工资水平低、 工作较不稳定、 职业危害大， 所以普遍

具有较高的预防性储蓄率。 这些灵活就业者参加养老保险， 大幅度降低预防性储蓄率，
必然会产生明显的消费激励效应。 为此， 本文检验了数字经济下灵活就业者参加养老

保险对其消费的影响机制。
（一） 养老保险影响灵活就业者消费的机制检验

灵活就业者参加养老保险， 大幅度降低预防性储蓄率， 产生了消费激励效应， 即

预防性储蓄率是养老保险影响灵活就业者消费的中介变量。 本部分使用活期存款和定

期存款的总额占金融资产总额的比例作为预防性储蓄率的衡量指标。 基于该指标构建

模型检验灵活就业者参加养老保险对预防性储蓄率的影响， 及参加养老保险和预防性

储蓄率共同对灵活就业者消费的影响， 结果详见表 ５ 第 （１） ～ （３） 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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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养老保险影响灵活就业者消费的机制检验

消费水平 预防性储蓄率 消费水平

（１） （２） （３）

是否参保
０ １４９∗∗∗

（０ ００５）
－ ０ ２２０∗∗∗

（０ ００９）
０ １３８∗∗∗

（０ ００５）

预防性储蓄率
－ ０ ０５２∗∗∗

（０ ００１）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常数项
６ １７８∗∗∗

（０ ２４３）
０ ８１８∗

（０ ４６１）
６ ２２０∗∗∗

（０ ２４３）

观测值 １９４３５９ １９４３５９ １９４３５９

Ｒ２ ０ ２７９ ０ ０８２ ０ ２８４

Ｓｏｂｅｌ⁃Ｚ ２３ ５９９∗∗∗

　 　 注：∗∗∗、∗∗、∗分别表示在 １％ 、 ５％ 、 １０％水平下显著； 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资料来源： 根据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７ 年和２０１９ 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 （ＣＨＦＳ）、 《中国统计年鉴》 和 《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

鉴》 数据计算得到。

表 ５ 第 （１）、 （２） 列显示， 相比未参加养老保险的灵活就业者， 参加养老保险的

灵活就业者消费水平和预防性储蓄率分别提高了 １４ ９％ 、 降低了 ２２ ０％ ， 且在 １％ 水

平上显著。 第 （３） 列表明预防性储蓄率显著降低了灵活就业者消费， 同时参加养老保

险对灵活就业者消费的影响依然显著。 为了进一步证实中介效应， 本文还进行了 Ｓｏｂｅｌ
检验。 结果显示， Ｓｏｂｅｌ 检验的 Ｚ 值为 ２３ ５９９， 大于临界值 １ ６５。 这说明， 中介效应成

立， 即： 预防性储蓄率在养老保险影响灵活就业者消费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 这就

进一步验证了假说 １、 ２ 和 ３。
（二） 灵活就业者预防性储蓄率的决定机制检验

在数字经济条件下， 灵活就业的工资低、 不稳定、 职业危害大， 导致从业者普遍

具有更高的预防性储蓄率。 因此， 工资水平、 就业稳定性和职业危害就成为灵活就业

影响预防性储蓄率的中介变量。 本文选择灵活就业者的月工资收入、 就业稳定性指数

和自评健康状况作为上述三项中介变量的衡量指标。 ＣＨＦＳ 问卷中工资性收入包括个人

税后货币工资、 个人奖金收入、 个人补贴收入、 税后自由职业劳动所得和其他工作税

后总收入。 本文月工资收入的计算方法为灵活就业者每月的工资性收入加 １ 再取对数。
对于就业稳定性指数， 本文借鉴石智雷等 （２０２２） 的研究， 根据就业流动状况、 雇佣

合同类型和长期居留意愿三个指标建立指标体系， 采用主成分分析法为各指标构造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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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并计算就业稳定性指数。 ＣＨＦＳ 问卷中设置了问题 “与同龄人相比， 现在的身体状

况如何” 获取受访者的自评健康状况， 本文对受访者的回答结果进行编码， “非常好”

赋值为 ５， “好” 赋值为 ４， “一般” 赋值为 ３， “不好” 和 “非常不好” 分别赋值为 ２

和 １。

表 ６ 中第 （１） ～ （３） 列显示， 月工资收入在灵活就业提升预防性储蓄率中发挥

了中介作用， 即灵活就业导致了工资水平较低， 进而增加了从业者预防性储蓄率， 由

此就最终验证了假说 ２。 第 （４）、 （５） 列表明， 就业稳定性指数在灵活就业提升预防

性储蓄率中也发挥了中介作用， 即灵活就业导致从业者工作稳定性较差， 进而增加了

从业者的预防性储蓄率， 由此最终验证了假说 １。 由第 （６）、 （７） 列可见， 自评健康

状况在灵活就业提升预防性储蓄率中同样发挥了中介作用， 即灵活就业引致职业危害

较大， 进而导致从业者的预防性储蓄率较高， 这最终也验证了假说 ３。

表 ６　 灵活就业者预防性储蓄率的决定机制检验

预防性

储蓄率
月工资收入

预防性

储蓄率

就业稳定性

指数

预防性

储蓄率

自评健康

状况

预防性

储蓄率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灵活就业
０ ０６０∗∗∗

（０ ００５）
－ １ ９３０∗∗∗

（０ ０１４）
０ ０５４∗∗∗

（０ ００５）
－ ０ １９０∗∗∗

（０ ００１）
０ ０５４∗∗∗

（０ ００６）
－ ０ １９９∗∗∗

（０ ００４）
０ ０５４∗∗∗

（０ ００５）

月工资收入
－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１）

就业稳定性指数
－ ０ ０３５∗∗

（０ ０１６）

自评健康状况
－ ０ ０３３∗∗∗

（０ ００２）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常数项
－ ０ ０５７
（０ ３２８）

－ ６ ４３６∗∗∗

（０ ７８３）
－ ０ ０７７
（０ ３２８）

１ １４０∗∗∗

（０ ０３０）
－ ０ ０１７
（０ ３２９）

０ ０５０
（０ ３２８）

观测值 ２７６８０２ ２７６８０２ ２７６８０２ ２７６８０２ ２７６８０２ ２７６８０２ ２７６８０２

Ｒ２ ０ １０２ ０ ３０９ ０ １０２ ０ ２６０ ０ １０２ ０ １０２

Ｓｏｂｅｌ⁃Ｚ ７ ９３１∗∗∗ ２ ５２８∗∗∗ １３ ９５０∗∗∗

　 　 注：∗∗∗、∗∗、∗分别表示在 １％ 、 ５％ 、 １０％水平下显著； 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７ 年和 ２０１９ 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 （ＣＨＦＳ）、 《中国统计年鉴》 和 《中国区域经济

统计年鉴》 数据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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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结论与启示

随着信息技术进步和数字经济发展， 大量新型灵活就业不断涌现。 这些灵活就业

的劳动关系弱化、 工资水平低、 职业危害大， 从业者普遍具有较高的养老风险和预防

性储蓄动机。 为此， 本文论证了数字经济下灵活就业者参加养老保险的消费激励效应，
以服务于扩大内需战略。 基于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７ 年和 ２０１９ 年 ＣＨＦＳ 数据， 本文采用 ＯＬＳ
回归模型、 工具变量法、 ＰＳＭ 方法等， 检验了灵活就业者参加养老保险对其消费的影

响， 结果显示： 数字经济下灵活就业者参加养老保险明显提高了其消费水平， 产生了

显著的消费激励效应。 机制分析表明， 由于灵活就业者的工资水平低、 工作稳定性差

和职业危害大， 其养老风险普遍相对较大， 进而导致保持相对较高的预防性储蓄率。
如果这些灵活就业者参加养老保险， 将会降低其预防性储蓄水平， 显著促进消费增长。

本文的研究结果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第一， 要吸引更多灵活就业者参加养老

保险， 以降低他们的养老风险。 由于灵活就业者收入不稳定， 对缴费标准较为敏感，
需多途径促进其参加养老保险。 如， 允许灵活就业者以较低缴费标准、 较长缴费年

限来缴费； 通过政府补助帮助灵活就业者缴费参保； 精准设计差异化定价以降低灵

活就业者的参保和受益门槛； 加大养老保险的宣传力度， 增强灵活就业者的参保意

识等。 第二， 加强灵活就业者的职业技能培训， 以提升他们的工资水平。 如， 采用

以工代训方式激励雇主为灵活就业者提供高质量技能培训； 开通灵活就业者的职称

评审渠道以提高他们参加技能培训的积极性； 扩大财政激励范围让参加技能培训的

灵活就业者能领取补贴。 第三， 创新劳动就业政策、 强化劳动权益保护， 以降低灵

活就业者的工作中断风险和职业危害。 如， 调整、 改革和细化灵活就业的劳动关系

认定， 承认口头劳动合同的效力； 多途径吸引灵活就业者加入工会以增加他们的维

权渠道； 明确劳动权益保护中雇主的责任并逐步扩大劳动保障范围； 将灵活就业者

纳入最低工资、 失业保险、 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等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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靳卫东　 舒梦洁： 数字经济下灵活就业者参加养老保险的消费激励效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