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理論及實證模型 

第一節 理論模型 

    本文理論模型之建構主要植基於 Bernheim, Shleifer, and Summers (1985) ，

兼考量東方與西方風俗習慣與文化的不同，亦引入 Chu and Yu (2001) 親屬網絡

模型。 

一、 策略性行為模型 

假設父母為利他性的父母，子女消費為 ,nc Nn ,,1 ⋅⋅⋅=∀ ，父母消費為 ，

子女的行動 (如：拜訪及關心等) 為 ,，定義

pc

na 1( , , )Na a a≡ ⋅⋅ ⋅ ，父母移轉給子女

，故nb nnn bcc += ， nc 表無移轉時子女的消費，子女效用水準為 ，

父母效用為 ，父母在乎子女效用水準、

作為 及本身消費 ，在子女效用水準不變之下，父母的效用隨 增加而上升，

直到 很高時效用下降。父母訂出遺贈規則 (bequest rule)，子女依該規則採取關

心或拜訪行為，將可得到某一比例

( , )n n nU c a

1 1 1 1( , ,..., , ( , ),..., ( , ))p p n n n nU c a a U c a U c a

a pc a

a

)( nβ 的遺產，此遺贈規則可表示為：

，且對於所有的 ，假設滿足 ，表

示父母需將未消費的部分全部遺贈給子女 (此模型中，父母只存活一期)，不能

遺贈給除了子女以外的人，父母選擇消費之後，子女再決定 ，最後每個子女依

照遺贈規則得到遺贈。 

)](,),([)( 00
1

0 aaa Nβββ ⋅⋅⋅= a ∑ = =N
n n a1

0 1)(β

a

    子女選擇 應滿足a { }( , ) ( , ) ( , )n n n n n n n n n nS a b U c b a U c a= + ≥ ， na 為無移轉時 

(最糟糕的情形)，子女拜訪及關心的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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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目標為極大化本身效用水準，模型寫為： 

, ,
max

pa cβ
 1( , , , , )p NU c a U U⋅ ⋅ ⋅  

subject to 

[ , ( )],n n n n n p pU U a c y cβ= + −  [ , ( )]n n n p p na c y c Sβ+ − ∈ .      (1) 

    上式(1)的解表示為 ，假設遺贈規則* * *( , , )pa cβ 0β 沿著 ，可導致子女做出

最適的 並滿足

*
pc

*a 0 * *( )aβ β= 。若考量限制式，父母先決定 與*
pc 0β ，子女再選

擇 ，最後依序分配遺贈，個別子女的比例為*a *
nβ 。將 視個別子女採取的基準

行動，界定一個子女至少會採取其基準行動的集合：

*
na

{ }*: n nB n a a= ≥ ，若 是集

合

n

B的成員，則 得到遺贈的比例為 n *
n n

j B

*
jβ β

∈
= β∑ 。若集合B為空集合，則

父母將遺贈所有財產給予行為最接近他的基準行動之子女 ，即對於所有的 ，m n

* *
m m na a a a− ≤ − n。 

    由上可知這樣的遺贈規則是具吸引力的，正常而論，除了子女未能滿足良好

行為的標準 (遺贈規則) 之外，子女都可獲得正的遺贈，總而言之，若全部子女

之行為皆不符合遺贈規則的標準，則全部遺贈將給予表現最好的那位子女。 

    值的注意的是，模型中假設 ，至少需要兩位以上的潛在受益人，若 

，則 

2N ≥

1N = 1 1β = ，該子女將得到全部遺贈，故唯一的潛在子女知道其行為不能

使他未能繼承遺贈，即不論其行為符不符合遺贈規則，都將能得到所有遺贈，如

此父母將無力影響該子女之行為。 

    故從理論可知，當父母可成功地威脅恫嚇不留任何遺贈給予子女時，可藉由

策略性的行為 (如遺贈規則) 影響子女的行為，如此父母將得到所有與子女互動

的剩餘，然而父母需要至少二位以上的潛在受益人，讓子女相信父母真的可能將

遺贈給予潛在受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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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親屬網絡模型 

    Chu and Yu (2001) 親屬網絡模型為策略性遺贈動機之延伸，子女除受到自己

消費  (T 為父母給予之移轉) 及採取的行為 影響之外，還受到親屬

壓力的影響，寫成： 

0
k kc c T= + a

0( , ) ( ,k k kU U c T a v a= + − ),Ω  

v表當 選定後親屬的壓力，Ω為影響親屬壓力效果的環境特性參數，文中假設a

0v a∂ ∂ < ，表示當子女增加拜訪行為時，來自親屬的壓力將減少，一旦父母將

家產分配後，子女拜訪行為的多寡端視親屬網絡的緊密度，親屬網絡越緊密時，

拜訪次數將越多，反之拜訪次數減少。若先不討論 ，子女最適行動 (給定T 時) 

滿足： 

v

0( , ) 0,k kU c T a
a

∂ +
=

∂
 

為圖 2中 B點，然而若將 考量進來，於 B點時： v

0( , ) ( , ) 0,k kU c T a v a
a a

∂ + ∂ Ω
− >

∂ ∂
 

    故親屬網絡壓力將使子女增加關心的行為，故給定  後，子女最適行為將

在 B 點右處，若假定是 C 點，此時策略性的父母將分配全部家產，讓子女面對

親屬壓力即可，此作法比不分配家產更有效率。 

T

第二節  實證模型 

本研究由於被解釋變數性質的不同，採用兩種實證模型，分別為二元 Logistic

模型 (Binary Logistic Model) 與普通最小平方法 (Ordinary Least Square, OLS)，

來估計自變項之係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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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財產分配選擇實證模型 

   財產分配是一個選擇的問題，為不連續的二元變數，吾人可觀察到的只有分

配  或不分配 ( iallot =1) 0)( iallot =  兩種選擇，假設當父母分配財產時效用水

準為 ，不分配財產時效用水準為 。用 表示觀察不到的(unobserved)

之隱含的變數 (latent variable)。若 表示

1
iU 0

iU *
iallot

* 0iallot > 1 0 0i iU U− > ，父母將選擇分配

財產；反之若 表示* 0iallot ≤ 1 0 0i iU U− ≤ ，父母將選擇不分配財產。關係寫成：  

1,
0,iallot ⎧

= ⎨
⎩

  . 
if
if

*

*

0

0
i

i

allot

allot

>

≤

故知當無法觀察到的變數大於零時，父母將選擇分配財產；反之當無法觀察

到的變數小於等於零時，父母將選擇不分配財產。 

許多因素將影響到父母分配的抉擇，表為 。寫成： x

* '
i iallot β ε= +x .  

β 表估計參數， iε 為隨機誤差項。 

    本文將影響父母財產分配的因素區分為三大類：受訪者特性變數 (年齡

、性別( )iA ( )iB 、教育程度 、健康狀態 、伴侶狀態 、工作狀態 、

關心滿意程度 及經濟規劃 ( )、兩代間相關變數 (兒子比例 (

( )iC ( )iD ( )iE ( )iF

( )iG )iH )iI 及同住比例

) 及經濟狀況變數 (金融資產 、常住房屋所有權屬本人或配偶 ( 、常

住房屋所有權屬子女或祖產

( )iJ ( )iK )iL

( i )M 、第二屋等不動產屬本人或配偶擁有 ( 、第

二屋等不動產為本人與家人共有 、第二屋等不動產為本人與外人共有 ( )。

故 可表示成下列函數：  

)iN

( )iO )iP

x

x＝(受訪者特性變數  子女相關變數 ,  經濟狀況變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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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關於父母家產分配之迴歸式計有五式： 

迴歸式 1： 0 1 2 3 4 5 6 7 8 9i i i i i i i i iAid A B C D E F G H Iiα α α α α α α α α α= + + + + + + + + +  

              10 11 12 13 14 15 16i i i i i iJ K L M N O iPα α α α α α α+ + + + + + +  

迴歸式 2： 0 1 2 3 4 5 6 7 8 9i i i i i i i i iHouse A B C D E F G H Iiβ β β β β β β β β β= + + + + + + + + +  

                10 11 12 13 14 15 16i i i i i iJ K L M N O iPβ β β β β β β+ + + + + + +  

迴歸式 3： 0 1 2 3 4 5 6 7 8 9i i i i i i i i iDivision A B C D E F G H Iiγ γ γ γ γ γ γ γ γ γ= + + + + + + + + +  

                  10 11 12 13 14 15 16i i i i i iJ K L M N O iPγ γ γ γ γ γ γ+ + + + + + +  

迴歸式 4： 0 1 2 3 4 5 6 7 8 9 10i i i i i i i i i iComplete A B C D E F G H I Jiδ δ δ δ δ δ δ δ δ δ δ= + + + + + + + + + +  

迴歸式 5： 0 1 2 3 4 5 6 7 8 9i i i i i i i i iPlan A B C D E F G H Iiφ φ φ φ φ φ φ φ φ φ= + + + + + + + + +  

               10 11 12 13 14 15 16i i i i i iJ K L M N O iPφ φ φ φ φ φ φ+ + + + + + +  

一般線性迴歸式，模型可寫成： 
' '

' '

' '

' '

Prob( 1) ( ),Prob( 0) 1 ( )

Prob( 1) ( ),Prob( 0) 1 ( )

Prob( 1) ( ),Prob( 0) 1 ( )

Prob( 1) ( ),Prob( 0) 1 ( )

Prob( 1)

i i

i i

i i

i i

i

allot F allot F

Aid F Aid F

House F House F

Division F Division F

Complete

β β

β β

β β

β β

= = = = −

= = = = −

= = = = −

⇒ = = = = −

=

x x

x x

x x

x x
' '

' '

( ), Prob( 0) 1 (

Prob( 1) ( ),Prob( 0) 1 ( )
i

i i

F Complete F

Plan F Plan F

)β β

β β

⎧
⎪
⎪
⎪
⎨
⎪ = =⎪
⎪ = = = = −⎩

x x

x x

= −

 

參數集合 β 反映 改變對於機率的影響，為邊際影響 (marginal effect)，此

時，若將相對應的

x

(E Y x)值繪在平面座標上，圖形呈現 S 型，圖形方程式為 

'

'

exp( )( )
1 exp( )

f z β
β

=
+

x
x

，  即為 Logistic 函數。 )(z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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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便利數學上運算，logistic 分配設定為： 

'

1 '

exp( )Prob( 1)
1 exp( )i iallot P β

β
= = =

+
x

x
 , 

0 '

1Prob( 0) 1 Prob( 1)
1 exp( )i i iallot P allot

β
= = = − = =

+ x
 , 

odds

'

'
'

'

exp( )
( 1) 1 exp( ) exp( )1( 0)

1 exp( )

i

i

P allot
P allot

β
β β

β

= += = =
=

+

x
x x

x

. 

    由於 odds並非線性函數，需進一步將 odds進行自然對數轉換，即： 

ln(odds) '( 1)ln
( 0)

i

i

P allot
P allot

β=
=

=
x= ，使之成為線性函數。上述轉換過程稱為 Logit 

轉換 (Logit transformation)，完成轉換後，可利用最大概似法 (MLE) 進行參數

估計。 

二、 子女拜訪實證模型 

    子女每年拜訪父母次數此變數假定是一連續的變數，參酌文獻大都使用 OLS

進行實證分析，為便於比較，故本文使用 OLS 進行參數估計，本文將影響父母

財產分配的因素區分為三大類：受訪者特性變數 (年齡 、性別( )iA ( )iB 、教育程

度 、健康狀態 ( 、伴侶狀態 ( 、工作狀態 、關心滿意程度 ( 及照

顧孫子 )、子女相關變數 (年齡

( )iC )iD )iE ( )iF )iG

( )iQ ( )iR 、性別 、教育程度 、伴侶狀態 ( 、

孫子數 ( 、工作狀態 ( 及地理位置

( )iS ( )iT )iU

)iV )iW ( )iX ) 及經濟狀況變數 (金融資產 ( 、

常住房屋所有權屬本人或配偶 、常住房屋所有權屬子女或祖產 (

)iK

( )iL )iM 、第二屋

等不動產屬本人或配偶 、第二屋等不動產為本人與家人共有 ( 、第二屋等

不 動 產 為 本 人 與 外 人 共 有 ( 、 Aid-Received 、 Division

( )iN )iO

)iP ( )iY ( )iZ 及

Complete )。故 可表示成下列函數： ＝(受訪者特性變數 ,  子女特性變

數  經濟狀況變數)。 

( )iCC iX i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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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關於子女拜訪之迴歸式計有三式： 

迴歸式 6： 0 1 2 3 4 5 6 7 8 9i i i i i i i i iVisit A B C D E F G Q Riϕ ϕ ϕ ϕ ϕ ϕ ϕ ϕ ϕ ϕ= + + + + + + + + +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i i i i i i i iS T U V W X K L Miϕ ϕ ϕ ϕ ϕ ϕ ϕ ϕ ϕ+ + + + + + + + +  

19 20 21 22i i iN O P iYϕ ϕ ϕ ϕ+ + + +  

迴歸式 7： 0 1 2 3 4 5 6 7 8 9i i i i i i i i iVisit A B C D E F G Q Riη η η η η η η η η η= + + + + + + + + +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i i i i i i i iS T U V W X K L iMη η η η η η η η η+ + + + + + + + +  

19 20 21 22i i iN O P iZη η ϕ ϕ+ + + +  

迴歸式 8： 0 1 2 3 4 5 6 7 8i i i i i i i iVisit A B C D E F G Qiµ µ µ µ µ µ µ µ µ= + + + + + + + +  

               9 10 11 12 13 14 15 16i i i i i i i iR S T U V W X CCµ µ µ µ µ µ µ µ+ + + + + + + +  

OLS 是使樣本觀察值與估計值的差異的平方和為最小的估計方法，假設估

計係數為 α、β，樣本迴歸方程式寫成 iY iXα β= + ，用來估計母體迴歸方程

式 E(Y)＝ Xβα + ， iY 為 的估計式，)( iYE α、β 分別為α、β 的估計式。觀察

值與估計值的差異的平方和為 SSE＝ 2
1
(n

iY Xα β− − )i∑ ，OLS要求使 SSE為最

小的α、β ，分別對α、β 微分並使之為零，可知： 

0SSE α∂ ∂ = 及 0SSE β∂ ∂ = ，整理得： 

Y n Xα β∑ = + ∑ , 2XY X Xα β∑ = ∑ + ∑ .                         (3) 

    解 (2)、(3) 兩式整理得： 2

( )(
( )

X X Y Y
X X

β )∑ − −
=

∑ −
 及 Y Xα β= − ，即可分

別估計出截距項及各自變數之係數α、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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