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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偏好、习惯形成和消费与财富的波动率

陈彦斌 肖争艳 邹恒甫!

摘 要 本文构造了基于财富和习惯的消费—资产组合投资模型，其中

代表性投资者的效用函数不但依赖于投资者的消费历史，还依赖于其财富水平。

本文 所 提 出 的 模 型 是 对 5.673/（!8$!）、9):;-*和<-./（!88=）、>?/@)6.;)/
（!8#8）和<3/;7)/7*/*@.;（!88"）的消费—资产组合投资模型的推广。我们使用

随机动态规划求解模型，并给出了最优的消费和组合投资规则。我们使用此模

型计算了消费与财富的波动率，发现习惯形成和较弱的财富偏好均能导致更加

平滑的消费行为，从而解释了消费平滑之谜。

关键词 财富偏好，习惯形成，消费与财富的波动率，消费平滑之谜

一、引 言

96..@./（!8$8）提 出 了 基 于 消 费 的 资 本 资 产 定 价 模 型（<3/;?(A7*3/’
2);.@<BC5，简称<’<BC5），!!0"D"#!，#，其中!! 是资产!的期望收益

率，"是无风险利率，#!，#是资产!与消费增长率的协方差，"是投资者的相

对风险规避系数。<’<BC5模型将资产的风险描述为消费风险#!，#，给出了资

产的收益率与风险之间的简单线性关系，在现代资产定价理论中有着巨大的

影响。但是，<’<BC5模型无法解释著名的股票溢价之谜（&E?*71A6.(*?(
A?FF+.）。5.-6)和C6.;377（!8#G）指出美国>HCG""指数从!##8年到!8$#年

的年收益率的平均为$I，8"天国库券从!8J!年到!8$#年的年收益率平均

为!I，而>HCG""指数与消费增长率的协方差等于"4""%!8，因此美国典型

投资者的相对风险规避系数等于"4"=／"4""%!8"%$，而一般认为合理的数值

应该小于%或者J。

与股票溢价之谜紧密相关的另外一个实证难题则是消费平滑之谜。从另

一个角度研究<’<BC5模型，若要相对风险规避系数"维持在较低的合理数

值，比如等于%，则#!，#等于"$"=／%D"$"J。相比之下，#!，#的实际数据等于

"$""%!8，远远小于理论值"。这说明消费太过平滑，这就是消费平滑之谜。

K)++（!8$#，!8##），K)/;./和>*/L+.73/（!8#J），M.)73/（!8#$）发现，

相对于财富的波动而言，消费要显著地更加平滑。此消费平滑之谜吸引了越

来越多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如流动性约束（N.+@.;，!8#8），习惯形成（<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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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和非期望效用（./!"’%$，0%$()*)，

())(）等。1#2/3’44和+5%44’-（()**）和6’!"（()**）从财富的过度波动的角

度来解释消费的平滑行为。

消费平滑之谜和股票溢价之谜一样，具有相同的前提：投资者的效用函

数定义在消费之上，表示为!（"#），其中"#表示投资者的消费。因此，“谜”

的之所以存在也许是使用简单的效用函数来描述投资者的复杂的行为。如果

我们能恢复投资者的真实的效用函数，也许并不存在消费平滑之谜和股票溢

价之谜。当然，我们并不能也没有必要找到投资者的真实的效用函数，如果

我们通过推广效用函数得到更加平滑的消费，那么我们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

释消费平滑之谜。

对传统效用函数的推广有财富偏好和习惯形成两种常见形式。+,$&#-’!#$
（()*)）、734’（())8）和19$!"#$"%$%&’!（())8）则研究了具有习惯形成性质的

效用函数，可以描述为!（"#，$#），其中$# 是对习惯的刻画。09,（()):，

());，())*）、<#=!5%和15’$（())>）以及+2%"5（()))，?88(）在传统的效用

函数基础上引入了财富偏好的概念：除了消费之外，投资者的财富 %# 也是

效用函数的一个变量，具有财富偏好性质的效用函数可以表示为!（"#，%#）。

+,$&#-’!#$（()*)）用习惯形成解释了消费平滑之谜。直观上，由于习惯

（定义为过去的消费的总和）进入投资者的效用函数，因此投资者的当前消费

不能及时调整以达到最优化的消费分配，最终使得消费要相对平滑一些。

本文的研究目标是研究财富偏好是否能说明消费平滑之谜，以及财富偏

好和 习 惯 形 成 一 起 是 否 能 说 明 消 费 平 滑 之 谜。本 文 所 采 用 的 效 用 函 数，

!（"#，%#，$#），同时含有财富偏好和习惯形成的性质，即投资者的偏好不但

依赖于当前的消费，还依赖于投资者的过去的消费以及其财富。我们将讨论

消费形成和财富偏好对消费平滑行为的组合效用。

本文的结构如下。第二部分给出了基于财富和习惯的效用函数。第三部

分给出了基于财富偏好和习惯形成的消费—资产组合投资问题，并给出了最

优消费和投资组合规则。第四部分讨论消费平滑之谜，首先给出了习惯—财

富比率存在稳定分布的条件，提供了两者的稳定分布，并利用稳定分布计算

了最优消费增长率的无条件均值和无条件方差；然后考察了财富偏好和习惯

形成对消费平滑行为的组合效用。

二、基于财富和习惯的效用函数

假定代表性的投资者在#时的即时效用函数，!（"#，%#，$#），不但依赖

于当前的消费率"#，还依赖于投资者的#时财富%#和习惯$#，其中习惯定义

为过去消费率的加权平均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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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参数’度量习惯形成的强度，%越大，决定!"所给过去消费

的权重就越小；’越大，在消费、财富和习惯三者之间所给习惯形成的权重

就越小。若%%’%"，即不存在习惯形成，那么模型就回复到简单的基于当

前消费的可分效用函数。通过对（$）式微分，得到下面习惯所服从的过程：

#!"#（’)"$%!"）#"* （&）

（&）式说明习惯!"是局部非随机的，这个性质在第四部分中有重要的

应用。

假定效用函数+（)"，,"，!"）&次连续可微。我们还加以如下约束：+)""
（增加当前的消费水平而不改变过去的消费与当前的财富水平，将增加投资者

的效用水平）；+,""（更高的财富水平将提高投资者的效用水平）；+!#"
（增加过去的消费水平而不改变当前的消费水平与财富水平，将减少投资者的

效用水平）；+))#"、+,,#"和+!!#"（效用的改变以递减的速度进行）。

三、消费—资产组合投资问题

本文考虑一个简单经济：市场无摩擦，没有税收。经济中只有一种商品，

它要么用来消费，要么用来投资于两种资产：一种无风险资产和一种风险资

产。假定无风险资产的收益率为常数-；风险资产的"时价格为."，服从如下

几何布朗运动：

#."／."#!#"&"##"， （’）

其中，#"是标准布朗运动；!和"分别是单位时间内风险资产的收益率

的条件均值和条件标准差，均为常数。

假定投资者没有禀赋和劳动收入。令$为投资者将其储蓄投资于风险资

产的比重。投资者通过选择最优的消费分配和资产组合投资使得生命期内期

望总效用最大：

()*
$，)
/"!

+

"
!$%"+（)"，!"，,"）#"，

预算约束条件为：

#, #［-,"$)"&（!$-）$,"］#"&"$,"##"， （,）

此处记号/"表示条件期望算子；%为效用的折现率。我们采用随机动态规划

求解消费—资产组合投资问题。定义值函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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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规划问题（(）的)"!*+,*-./0"1-2*/3%++!".方程为：

4%!"#
!，&

｛*("!+!"［（#(,）!"+,"(&］

+!$（-&(.$）+!""$5!5"5／5｝/ （6）

为简单起见，不妨假定最优解为内点解，从而方程（6）关于消费&和投资组

合!的一阶条件分别为：

*&%!"(-!$， （7）

!%(
!"
"!""

#(,
$5 /

（8）

有两点值得注意。首先，方程（7）体现了习惯形成对消费—资产组合投

资模型的影响。在基于当前消费的模型中，消费的边际效用等于财富的边际

效用，但在本文的模型中，消费的边际效用等于财富的边际效用减去-倍$#
的边际效用。这说明习惯形成在投资者的消费函数中具有重要的作用。

其次，由于效用函数是严格凹函数，因此一阶条件是必要充分条件，从

而我们可以用一阶条件加上最优性方程（6）求取最优解。

为了求得显示解，我们进一步给出投资者的效用函数的具体形式：

*（&#，"#，$#）%%(9（&#($#+&"#）%， （:）

效用函数（:）的含义是丰富的，当.;-;&;4时，效用函数（:）退化为

基于消费的幂效用函数；当&;4时，效用函数（:）为<-.=,".,*.*&%=（9::4）

所采用的基于习惯形成的效用函数；最后，当.;-;4时，效用函数（:）则

是基于财富偏好的效用函数。

下面给出基于财富和习惯的最优消费和资产组合投资规则。

定理! 若效用函数为（:），那么规划问题（>）的最优消费和资产组合

投资规则分别为：

&%$+’（"(0$）(&" 和!" %（"(0$）（#(,）／（（9(%）$5），

（94）

规划问题（>）的值函数为：

!（"，$）%1（"(0$）%， （99）

其中，参数由如下给出：

1% "(%,(
9
5
%
9(%

（#(,）5

$5
(%& ,+.

,+.(-+&-
"
#

$
%5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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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证明 #$%&’(&)*+,$-).&+/0’’%$*方程的一阶条件是（1）和（2）。首先，

猜测值函数的形式为+（,，-）3)（,4’-）! 。其次，将值函数代入方程

（5）、（1）和（2）。就得到所要的结果。证毕。

607()*（!81!）、9)*:($*(&*&;0:（!88<）、/$=:>&和9>0*（!885）的最优消

费与资产组合投资规则均为定理!的特例。例如，当"3<时，即9)*:($*+
(&*&;0:（!88<）所采用的基于习惯形成的效用函数，’、)和#分别退化为：

!／（#$%"&）、

$"!#"
!
"
!
!"!

（%"#）"

&
!
"

#
$"

!"!
（!"!）!"! #$%

#$%"（ ）&
"!!
!

和

$"!#"
!
"
!
!"!

（%"#）"

&
!
"

#
$"
#$%"&

（#$%）（!"!）
，

与9)*:($*(&*&;0:（!88<）的解完全一样。

四、消费与财富的波动率

（一）稳定分布

本文的定理?给出了消费增长率的无条件均值和方差，两者都是比率

./%-/／0/的函数。我们还定义比率1/%-/／（-/40/@",/）。为了方便以后

的计算，我们将1/表示为./的函数，即1/32./／（!43./），此处2%!4"／

#和3%!4’"均为常数。当"3<时，1/3-/／（-/40/）是消费剩余率的倒

数，而且2333!，从而1/3./／（!4./），此为9)*:($*(&*&;0:（!88<）所采

用的关系式。

由于消费增长率的平均值和波动率是比率./或1/的函数，因此随机变量

./和1/是否存在稳定分布是十分关键的问题（稳定分布的讨论参见 607()*
!81!的论文）。定理"陈述了1/和./具有稳定分布的条件，并给出了两者相

应的概率密度函数。

定理! 若&3"@"34"45343%46@"47&<，那么

（$）1/存在稳定分布，并且其概率密度函数具有如下形式：

81（1）(9!1
"
"%2"52$"&32

4"2 0
"
（&3"$"34

"
"35"3%"6$"47）1

4"2
""
2&

4"1，<&1&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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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 是某常数以使得"#（#）规范化，即!
!

"
"#（#）##$$。

（%）%&存在稳定分布，并且其概率密度函数具有如下形式：

"%（%）$ !’
（(%)$）&

)’%
(%)（ ）$

)&&*(%)&*(
&%&)+%,+%

&()-%,-%
&(

.&（)$,(%）%

·’
)&&(%

&.&)%
&-()%

&(+)%
&/,&%

&0.)*,&*(%
.&（(%)$）% ，

此处""%"$，参数-，/，.，0为常数：

-#（$)!1）*,2)!,",（#)2）&／（（$)$）%&），

/#)（+,2）（$)!1）,（"1)$）（#)2）&／（（$)$）%&），

.#（#)2）／（%（$)$）），

0#（"1)$）（#)2）／（%（$)$））3

证明 （(）由于%&)4&／5&，所以我们可以得到&%&
&4&
)$5&

，&%&
&5&
)*4&5*&& ，

&&%&
&5&&

)&4&5*+& 。由,-.引理，我们可以得到

#%$&%&4#4,
&%
&5#5,

$
&
&&%
&5&#5#5$

（*)+%)6%,7&%）#&)7%#’，

（$+）

此处6，7由方程（&"）给出。由于#&)4&／（5&*4&/"8&）)’%&／（$*(%&），

所以扩散过程#&可以由下列扩散方程的解得到

##$#%#%,
$
&#%%#%#%

$$’
［（*(&,&(.&)-()(+)/,&.0）#&

,（’.&)-’)’+,&’*(）#,*’&］#&).##’3 （$0）

而密度函数"#（#（&）；#"，&），""&"!的1.22’3456(782方程是

$
&
&&（.&#&"#）

&#&
)
&"#
&&
$&&｛#

$
’

［（*(&,&(.&)-()(+)/,&.0）#&

,（’.&)-’)’+,&’*(）#,*’&］"｝# 3 （$9）

下证"#存在平稳分布。根据:’3-.7（$;<$），易知"和!是#的不可达的边

界点，故#是一个没有吸收状态的常返马氏过程，从而存在一个非平凡的严

平稳分布。所以&"#／&&)"。因此，方程（$9）的解是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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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所以#的稳定分布的概率密度函数是%#（#）

"%!（!）%!／%#"%!（"#／（#$$#））"／（#$$#）&。又由方程（#&），证毕。

下面的定理’给出了最优消费的增长率所服从的扩散过程及其无条件均

值和无条件方差。#&的概率密度函数用来计算最优消费增长率的无条件均值

和无条件方差。

定理! （(）最优消费的增长率服从如下扩散过程：

%’／’()（#）%&*+（#）%!（&）， （#)）

此处)（#），+（#）均为#的线性函数：

)（#）(,*-#， +（#）(.*/#0 （#*）

（!）最优消费增长率的无条件均值和无条件方差为：

1（%’／’）

%& (,*-!
#

+
&%#（&）%&， ,(-（%’／’）

%& (!
#

+
（.*/&）&%#（&）%&0

（#.）

证明 （(）对（#+）式微分，并结合预算约束条件（/），可 以 得 到

（#)），其中,、-、.和/的定义同定理&。

（!）将（#*）式代入（#)）式，然后取期望与方差，显然得到（#.）式。

证毕。

（二）消费与财富的波动率

我们使用基于财富和习惯的消费—资产组合投资模型来研究消费形成和

财富偏好对消费平滑行为的组合效用，使用与012%(-34(2（#5.5）相同的方法

来探索消费平滑之谜，即证明存在基于财富偏好和习惯形成的效用函数，会

使得消费的波动率小于财富的波动率。由于从（&）式知道2&的增量是局部

非随机的，而且只依赖于’&和2&，则消费的波动率与财富的波动率之比为：

"&（%’&）

"&（%3&）(
（#4$）&0 （#5）

下面我们考察基于习惯形成和财富偏好的模型的消费平滑行为。

（(）当没有财富偏好时，习惯形成导致更为平滑的消费行为。

令,5"%$&6$
#
&
&
#$&

（’$6）&

"&
，在效用函数（5）中取$"+，可以得到

"&（%’&）

"&（%3&）$(+
"#&

$(+
( ,5 #

#4（ ）&
&6*748
6*7

，

由于存在习惯形成效应时，7和8都大于+，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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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即当没有财富偏好时，习惯形成使得消费的波动率与财富的波动率之比严格

小于基于消费情形的比率。也就是说，习惯形成能解释消费的平滑行为。

（%）当不存在习惯形成时，有界的财富偏好将导致消费平滑行为。

在效用函数（&）中取%’&’#，可以得到

!!（"!"）

!!（"#"）"!#，%$&$#
$（$)"）!

"!#，%$&$#
$ （’()"） $

$)（ ）#
!
*

如果"# #，!%(!#+(
#
$(#

（&(+）!

!
$
%

&
’!

，那么

!!（"!"）

!!（"#"）"!#，%$&$#
" ’( $

$)（ ）#
!
$
!!（"!"）

!!（"#"）"$%$&$#
*

（)）当习惯形成和财富偏好同时存在时，有界的财富偏好导致消费的波动

率与财富的波动率之比严格小于相应的基于消费的比率。

因为

!!（"!"）

!!（"#"）"!#，%!#，&!#
’（$("）!("!#，%!#，&!#

’ ’(( "(’("&
!(&
+*（ ）［ ］%

$
$(｛ ｝#

!
，

所以!
!（"!"）

!!（"#"）"!#，%!#，&!#
"
!!（"!"）

!!（"#"）"’%’&’#
’ ’( $$(（ ）#

!
成立的成分必要

条件是

"#
（#，（!+,!%)&）’(／（+,%)’(&!））， 若+,%)’(&!!#，

（#，)&’(／（+,%)’(&!））， 若+,%)’(&!"#
)
$

% *

（"）当习惯形成和财富偏好都存在，且当财富偏好位于在一定区间内时，

消费的波动率与财富的波动率之比严格小于相应的只有习惯形成而没有财富

偏好的情形，即

!!（"!"）

!!（"#"）"!#，%!#，&!#
"
!!（"!"）

!!（"#"）"$#，%!#，&!#
，

其中，"# #，!’(（+*%）*!’(&
+*%(’(&（ ）! 。（"）和（+）的证明与（)）类似，

故省略。

（+）当习惯形成和财富偏好都存在，有界的财富偏好导致消费的波动率与

财富的波动率之比小于存在财富偏好但没有习惯形成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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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等式

!!（"!"）

!!（"#"）"!#，$!#，%!#
"
!!（"!"）

!!（"#"）"!#，$&%&#
，

成立的成分必要条件是

"#
（#，$／%）， 若’(%!／（)*$）!!，

（#，（!)*!$+%）’(／（’(%!+!（)*$）））， 若’(%!／（)*$）"!
$
%

& ,

我们从上述%点中可以看到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无论习惯形成与否，

有界的财富偏好总是能导致更为平滑的消费行为，因此财富偏好与习惯形成

均能有助于解释消费平滑之谜。

五、结 论

本文用一个基于财富和习惯的效用函数，来考察消费的平滑行为。直观

上，由于存在对财富的偏好，投资者不但在当前的消费水平和未来的消费水

平之间进行平滑，而且在当前的消费和未来的财富之间进行平滑，因此投资

者将储蓄更多以防止财富的下降。因此一定的财富偏好能导致更为平滑的消

费行为。我们用模型证实了上述经济直觉，发现无论习惯形成与否，较弱的

财富偏好导致消费的波动率与财富的波动率之比小于不存在财富偏好的情形。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消费平滑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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