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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基于新经济地理学框架推导得出城乡劳动力、资本投资、市民化缺口等因素对城乡收入差距具有

重要影响，随后采用静态及动态空间面板计量方法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显著的空间

溢出效应，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实施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已具有一定效果。其中，城镇资本投资和劳动力流动确是

影响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最重要因素，此外城市建设、教育和科技等措施也具有一定的影响，但作用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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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已成为我国维护社会和谐稳

定的重点工作之一。随着城镇化与工业化的不断推

进，我国经济迅速增长，但在已有城镇化背景下，城

乡收入差距扩大、城中村、留守儿童等社会问题日益

突出，现有城镇化发展模式亟需调整。新型城镇化

这一概念最早是伴随着党的十六大“新型工业化”
战略出现，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新型城镇化”概

念，2014 年国务院印发《国家新型城镇化发展规划

(2014 － 2020 年)》，提出“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

2015 年 12 月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城市建设成为

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引擎，继续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

方针，尊重城市发展规律，统筹空间、规模、产业三大

结构。以人为核心，新型城镇化面临的首要问题便

是民生问题，能否实现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是民生

问题的重点。为此，本文从新型城镇化政策的推行

出发，基于空间经济模型探讨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

路径，并利用统计数据检验其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

的有效性，并进一步分析其作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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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基于空间经济学的理论模型进行城乡收入差距

的路径分析，跳出以实证为主的研究框架，为缩小我

国城乡收入差距提供新的视角。首先基于空间经济

学 LS 模型搭建城乡二元结构的一般框架，构造城乡

收入差距表达式，从理论上推出城乡收入差距的影

响因素，再利用空间计量方法，通过静态及动态空间

面板回归，估计各影响因素在短期和长期作用效果，

对理论模型进行检验。

二、文献综述

我国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总体趋势已获得学界

的普遍认同
［1 － 2］，城乡收入差距为不平等的主要因

素
［3］，但由于灰色收入的存在及估计方法的误差，城

乡收入差距可能存在一定低估
［4］。对于城乡收入差

距的 成 因，学 界 采 用 不 同 计 量 方 法，如 VAR 模

型
［5 － 6］、面板回归

［7 － 9］、空间计量模型
［10 － 12］

等，针对

不同地区不同时期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我国城乡

收入差距的扩大主要是由于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

及其衍生的一整套政府干预政策所导致的城市偏向

政策，同时严格户籍制度限制了要素流动，形成城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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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元结构
［7，13 － 17］。在城乡收入差距的其他影响因

素方面，研究发现城镇化
［18 － 19］、劳动力迁移

［20 － 21］、

财政 分 权
［11 － 22］、金 融 发 展

［23 － 24］、物 质 和 人 力 资

本
［25 － 27］

等要素均对城乡收入差距具有影响作用，进

而提出了一系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措施，鉴于研

究数据、方法等不同，各要素的影响方向尚未形成统

一结论。
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学界开始进一步探究城

乡收入差距影响因素的作用机制，按照以传统经济

均衡为基础还是以空间分布为基础逐渐形成了两个

主要研究方向。以传统经济理论为基础，主要考察

经济系统的均衡。从要素流动角度出发，基于刘易

斯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构建工业和农业的二元古

典模型，认为劳动力在城乡间的流动影响了收入分

配，当流动数量超过一定阈值时，城乡收入差距将扩

大，随后部分研究将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引入模

型，逐步构建两部门
［28 － 29］、三部门

［30 － 31］
的一般均衡

模型，来分析政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该方向

忽视了要素在城乡间的空间分布，缺乏对空间维度

的考察。另一方向主要起源于早期以杜能、塔勒和

韦伯为代表的区域经济学，其特点为充分考虑了运

输成本及区位在城乡分布中的重要作用，但在经济

学论证方面尚不够充分。随后，克鲁格曼于 90 年代

构建了基于 DCI 框架的“中心 － 外围”模型
［32］，将

经济理论与区位要素进行了充分结合。之后，新经

济地理学将二者有机结合，讨论了区位引致的聚集

力和分散力相互作用形成的收入差距
［32］，随后学者

们又进一步对其进行了发展和补充。从微观企业角

度出发，分析不同区域结构的形成机制，企业集聚产

生的本地市场效应和价格指数效应共同作用，循环

累积，扩大了区域间的收入差距，而竞争引致的拥堵

效应则对收入差距具有缩小效应，随后学者们又进

一步对空间经济学进行了发展和补充
［33 － 35］。

从目前我国已有研究来看，大多从传统经济学

视角 来 分 析 城 乡 收 入 差 距，较 少 涉 及 空 间 要

素
［36 － 37］，在结合我国实际数据检验时，同样缺乏对

政策的空间效应和时滞效应的考量，由此，本文尝试

采用空间分析方法，从政策实施效率的视角来看城

乡收入差距影响因素的作用机制，首先将空间要素

纳入理论分析框架，其次利用静态和动态空间计量

分析，试图寻找针对性政策及实施重点。

三、理论模型

本文以新经济地理学局部溢出模型为基础，结

合我国实际情况，构建城乡收入差距影响因素模型，

探究新型城镇化道路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
具体模型构建如下:

(一) 基本假设

我国城乡的划分以行政地域为基础，按照国家

统计局《统计上划分城乡的规定》，城乡是按照市镇

建制的规定和现行的行政区划为依据，将我国地理

区域划分为城镇和乡村，因此，我国的城乡并不等同

于农业地区和非农业地区，城乡均存在着农业活动

及非农业活动。为简化分析，我们假设城乡居民具

有相同的消费者偏好，均不储蓄。
城乡均进行农业生产和非农业生产( 农村用上

标
*

来表示)，使用劳动力 (L) 和资本(K) 作为生产

要素，目前我国农业生产机械化水平较低，主要依靠

劳动力，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工业部门多依靠资本投

入，为资本密集型产业，因此我们假设农业部门生产

仅使用劳动力进行生产，工业部门使用劳动力和资

本两种要素，为简化分析，每个企业生产单一产品，

采用一单位资本作为固定成本，使用劳动力作为可

变成本。由于我国户籍制度的严格限制，短期内劳

动力不可在城乡间流动，同样资本所有者不可流动，

资本的收益将返回资本所有者所在地进行消费。农

业与工业生产产品均为最终产品，农业部门为完全

竞争市场结构，规模收益不变，生产同质化产品，仅

使用劳动力要素，工业部门为垄断竞争市场结构，规

模收益递增，市场内存在多个企业生产异质品，假设

农产品在城乡间流动无成本，工业品在城乡间流动

存在冰山成本 (τ) 。
(二) 城乡收入差距

短期均衡时，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均实现供需

平衡，农产品价格及劳动力工资相等，PA = P*
A =

wA = w*
A = wL。

工业品市场实现供需均衡时，企业生产同时满

足城乡需求，xi = ci + τc*i ，企业 i 的资本收益函数

为:

π = μ
σ

Ew

nw［
sE

sn + (1 － sn)
+ 

1 － sE
sn + (1 － sn)

］

这里 ci(c
*
i ) 为城市(农村) 工业品需求，Ew

代

表城乡总支出，sE = E /Ew，表示城市居民支出占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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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比重，1 － sE 表示农村居民支出占总支出的比

重， = τ1－σ，表示贸易成本。每生产一单位工业品

使用一单位资本，因此 nw = Kw，将城乡资本收益简

化为:

π = b E
w

KwB，B =
sE
Δ

+ 
1 － sE
Δ* ，b = μ

σ

π* = b E
w

KwB
* ，B* = 

sE
Δ

+
1 － sE
Δ* ，b = μ

σ

Δ = sn + (1 － sn)，Δ* = sn + (1 － sn)
城市总支出占城乡总支出的比重为:

sE =
sKb

Δ* (1 － sKbn)

(1 － b)AsLL
w － (g + δ) sK

A(Lw － m)(1 － sKbn)

m = (g + δ) sK
A －

1 － sK
A( )*

，n = 1
Δ

－  1
Δ*

这里 sL、sK 分别表示城市初始劳动力和资本占

城乡总劳动力和资本的比重。
按照模型假设，短期内城乡间资本流动，资本所

有者不流动，资本要素收益返回到所有者所在地进

行消费，资本视为知识资本。回归到现实角度，由于

城市高工资的吸引，农村有相当数量的劳动力进城

务工，从事工业服务业生产，而由于户籍制度的限

制，无法获得与城市居民相似的生活条件，因此选择

将大部分的收入返回农村进行消费、建房，我们将这

部分流动的农民工视为人力资本，作为资本流动的

一部分。
假设农村地区有 ε 的资本被吸引到城市地区，ε

= s*K － s*n ，我们将 ε定义为市民化缺口。城乡收入为

要素收入之和，人口为劳动力与资本所有者之和，为

简化分析，我们将城乡总支出 Ew
及总资本 Kw

标准

化为 1，城乡人均收入分别为:

y =
wLsL + πsK
sL + sK

y* =
wLs

*
L + π* s*n + π( s*K － s*n )

s*L + s*K
城乡收入差距为:

y － y* = (p － q)wL + (q － p)π + t(π － π* )

p =
sL

sL + sK
，q =

s*L
s*L + s*K

，t =
s*K + ε
s*L + s*K

代入 B、B* 、ε，最后得到城乡收入差距的表达

式:

y － y* = (p － q)wL +
bt

ΔΔ* ［(1 + )( sE － 1
2 )，

－ (1 － )( sK + ε － 1
2 )］+ (q － p)b

ΔΔ* ［(sK + ε) + (1

－ sK － ε)(2 － 2sE + sE)］

(三) 城乡收入差距影响因素的作用机制

由上式看出，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直接因素有

城乡劳动力比重( sL，s
*
L )，城乡资本投资的比重( sK，

s*K )，市民化缺口(ε) 以及城乡贸易自由度()。为

了直观显示各影响因素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本

文利用数值模拟的方法，控制其他变量，模拟各因素

的影响结果。
1． 参数设置

总支出中对工业品的支出份额(μ): 按照总支

出与总收入相等的原则，我们将总支出对农业品和

工业品的支出转化为第一产业及第二产业的增加值

的比值，2014 年我国第一产业增加值为 58336． 05 亿

元，第二产业增加值为 271764． 48 亿元，因此我们将

μ 设为 0． 82。
工业品替代弹性(σ):工业品之间替代弹性越

小(工业品之间的差别化程度越大)，则随着工业品

种类的增加，价格指数下降幅度也越大，据已有研究

对工业制造业 8 大类贸易品与非贸易品的测算
［38］，

综合各类别估算结果，我们将 σ 设为 5 。
资本折旧率(δ):关于资本折旧率，国内外文献

估值多为5% ～ 10% 以内
［39］，由资本品平均寿命和

财政部建议的残值率估算，资本折旧率约为 10%，

因此 δ 取值为 0． 1。
经济增长率(g):采用我国 GDP 增长率来近似

代替，近几年我国 GDP 增速维持在 8% 左右，取值

0． 08。
劳动力工资水平(w): 劳动力工资水平可视为

非技能劳动力工资水平，这里隐含了一个约束条件，

按照二元经济理论，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向工业部

门转移促进了工业部门的产生和发展，若劳动力工

资水平高于资本收益，则缺乏工业部门发展的基础，

因此均衡时劳动力的工资水平应当低于资本收益水

平。我们通过模拟调试，w 取值 0． 03。
冰山成本(τ): 由于缺乏商品运输成本的直观

数据，考虑价格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成本，我们选用

城乡商品零售价格来代替，经折算，τ 取值为 1． 2。
市民化缺口(ε):2014 年按照常住人口统计城

镇人口比重约为 55%，按照户籍人口统计非农业人

口比重约为 37%，因此取值为 0．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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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资本投资( sK) 和城市劳动力比重( sL):结

合我国实际情况，城市地区资本投资较高，农村地区

产业发展较为落后，劳动力比重较大，因而设有:sK
= 0． 6，sL = 0． 4。

2． 模拟结果

城乡收入差距的数值模拟结果如图 1:

图 1 城乡收入差距影响因素作用图

由图 1 看出，我国城镇资本比重上升，城乡收入

差距将扩大，市民化缺口增加，城乡收入差距扩大，

城镇劳动力比重上升时，城乡收入差距减小，运输成

本越大，城乡收入差距先增加后减缓。
3． 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作用机制

长期的城市偏向政策和严格的户籍限制，造成

了我国城乡发展基本现状，即资本在城市聚集，劳动

力在农村聚集。在城乡发展过程中，资本的收益较

高，工业品规模效益递增，资本在城市产生的聚集效

益使得城市的发展要远快于农村，造成城乡发展不

平衡。同时，较高的收益促使农村的资本和劳动力

进一步向城市聚集，形成累积循环因果效应，进一步

加大了城乡收入差距，极端情况下，最终将形成“中

心—外围”结构，城市成为中心，农村完全没落。同

样在这一循环积累过程中，传统城镇化政策在三个

环节起到了重要作用，一是在资本聚集环节，长期的

城市偏向政策加快了资本在城市的聚集，即城市资

本投资部分;二是在劳动力流动环节，严格的户籍政

策使得流动到城市的劳动力在创造价值的情况下，

没有城市户籍，无法享受同等待遇，主要体现为劳动

力的流动，即城市劳动力比重和市民化缺口;三是作

用于整个要素和产品流动环节的城乡贸易成本，即

城乡间运输成本。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一是缩小市民化缺口，农民

工转变为市民或享受与市民相同的待遇，吸纳更多

的剩余劳动力，相当于提高城市劳动力比重，使资源

禀赋在城乡间配置较为均衡，缩小聚集效应带来的

收益差;二是提高对农村的资本投资，推进农业现代

化，鼓励发展二三产业，同样形成聚集效应，利用后

发优势，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三是推进城乡一体化，

实现城乡政策上平等，产业上互补，降低了农村地区

的生产成本，农村地区产品相对价格下降，城市比较

优势缩小，可以理解为城乡贸易自由度下降，增加了

要素向城市地区聚集的难度，减缓了累积效应，缩小

城乡收入差距。

四、实证检验及相关分析

2000 年，中共中央在“十五”规划中提出中国推

进城市化条件已逐渐成熟，在“十五”期间陆续出台

了一系列有关城镇化及户籍改革的政策，基于此，本

文从“十一五”开始，采用 2006 年 － 2014 年中国省

级面板数据对上文的作用机制进行验证分析，同时

探讨在实施城镇化战略后各政策措施对我国城乡收

入差距的影响作用。
(一) 指标选取及数据来源

1． 指标选取

(1) 被解释变量。城乡收入差距 (GAP) 。本文

选用城乡居民收入比来衡量城乡收入差距，为城市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2012 年

后调整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值。
(2) 核心解释变量。由上文知，主要影响因素

包括城乡劳动力比重、城乡资本比重、市民化缺口以

及城乡贸易自由度，因此本文考虑从这几个方面来

选取解释变量指标。
城镇化率 (URB) 。由于城乡劳动力比和市民

化缺口均为人口方面的影响要素，数值模拟结果显

示劳动力比和市民化缺口的影响作用一致，均指向

人口向城镇聚集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结合我

国统计口径，本文考虑用城镇化率这一指标来反映

二者的影响。城镇化率为城市常住人口占总人口的

比重，城镇化率越高，城市集聚力越强。
城镇资本投资 ( INV) 。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占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用以反映投资在城乡

间的配比，值得注意的是，模型中城乡资本比重为在

理想状况下城乡资本自由流动配比，由于我国长期

以投资拉动经济增长，这里的投资主要为国家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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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投资，具有一定的方向性，城镇资本投资占比越

大，对城镇的发展扶持越大。
城市建设 (PROAD) 。城市拥有道路面积与总人

口之比，用以反映城市运输成本，一般状况下城市道路

建设越好，城乡间运输较为容易，运输成本也越低。
(3) 控制变量。参照已有文献对城乡收入差距

影响的研究，教育、科技、外商投资及金融发展均对

城乡收入差距具有一定影响作用，因此本文选取以

下变 量 作 为 控 制 变 量:①教 育 占 财 政 支 出 比 重

(EDU);② 科技占财政支出比重(TECH);③ 外商

直接投资(FDI);④金融机构固定资产投资占固定

资产投资比(FINV)。
2． 数据来源

本文 数 据 来 源 2006 － 2014 年《中 国 统 计 年

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以及各省市统计年鉴和

统计公报。缺失值采用移动平均法进行处理。
3． 空间权重矩阵设定

空间权重矩阵遵循一般做法，采用一阶 Rook 法

计算，即空间邻接权重矩阵。其中对角线上元素为

0，其他元素满足

ωij = 1，i 和 j 空间相邻

0，i 和 j{
空间不相邻

，i≠ j

海南省由于地理原因不存在直接邻接省份，本

文将其修改为与广东省相邻。在具体计算中，采用克

罗克内积将空间权重矩阵扩展到面板数据分析
［40］。

(二) 空间相关性检验

空间相关性检验包括全局自相关 (Moran’s I)
和局部自相关(G 指数) 两种。

1． 全局自相关

Moran' s I 的计算公式如下:

Moran's I =
Σ
n

i = 1
Σ
n

j = 1
ωij(xi － x)(xj － x)

S2 Σ
n

i = 1
Σ
n

j = 1
ωij

Moran' s I 的取值范围为［－ 1，1］，大于 0 表示

正相关，小于 0 表示负相关，取 0 时说明不存在空间

自相关性。

表 1 2006 － 2014 年城乡收入差距全局自相关检验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Moran's I 0． 535 0． 554 0． 560 0． 552 0． 541 0． 519 0． 526 0． 366 0． 421
P 值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由表 1 看出，Moran's I 大多超过 0． 5，P 值显著为

零，说明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具有较强的空间自相关性。
2． 局部自相关

G 指数计算公式如下:

Gi =
(xi － x)

S2 Σ
j≠i
ωij(xj － x)

G 指数为正时说明相同属性的区域聚集在一

起，分为高高聚集和低低聚集两种，多存在空间相关

性，G 指数为负时说明不同属性的区域聚集，高低聚

集，多为存在空间异质性。
由于 2013 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的抽样方法有

所调整，选取 2006 年和 2012 年进行对照，可以看出

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各省份的分布具有局部自

相关，有意思的是城乡收入差距较高的热点地区多集

中于经济较为落后的西部地区，而首先收入差距的冷

点地区主要分布在经济发达的京津地区及上海周边，

进而从侧面说明了经济发展带来的空间溢出效应。

图 2 局部自相关分析图( 2006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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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静态空间面板计量模型

通过相关性检验确定城乡收入差距空间相关性

存在后，建立空间面板计量模型进行分析。依据空

间溢出效应的不同，静态空间面板计量模型主要分

为空间滞后模型(SAR)、空间误差模型( SEM)、空

间杜 宾 模 型 ( SDEM ) 和 一 般 空 间 自 回 归 模 型

(SAC)［41 － 42］。
1． 模型选择

在模型选择方面，常用的检验有 LM 检验、AIC
准则等，本文先由 LM 检验判断采用何种形式空间

计量模型，再通过空间 Hausman 检验来判断是否存

在固定效应。

表 2 LM 检验及空间 Hausman 检验结果

SAR SEM

LM 值 357． 779 37． 559

P 值 0． 000 0． 000

Hausman 值 28． 036 P 值 0． 000

由表 2 可以看出，SAR 和 SEM 模型 LM 检验的

P 值均显著为 0，说明在模型设定上二者均适用，而

SAR 模型的 LM 值显著高于 SEM，选用 SAR 模型更

为合适，后文的回归结果也证明了这一点。从空间

Hausman 检验结果来看，P 值显著为 0，说明应当采

用固定效应模型。
2． 固定效应 SAR 模型

SAR 模型主要是用来反映地区间因变量之间

的空间依赖关系，即周边地区的产出(因变量) 是否

对本地区的产出( 因变量) 产生影响。其具体表达

式为:

yit = ρitωit yit + βitXit + εit，εN(0，σ2 I)
其中 yit 表示因变量，ωit 为对角元素为 0 的权重

矩阵，因此 ωit yit 表示周边地区产出对本地区的影

响，Xit 为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根据模型对时间效

应和空间效应的不同控制，又可以分为个体固定效

应(sF)，时间固定效应( tF) 和时空固定效应( stF)，

分别估计后与一般固定效应模型(FE) 回归结果进

行对比(见表 3)。
由表 3 可以看出，一般固定效应模型回归下各

解释变量均显著，城镇资本投资增加、科技水平提

高、城市建设增强、城镇化率提高有利于缩小城乡收

入差距，与已有研究一致，城镇资本投资和城镇化水

平影响较大。教育水平提高、外商投资增加和金融

发展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但由于系数较小，对城乡

收入差距影响有限。
空间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回归下，由 LogL 值可以

看出，时空固定效应模型拟合较好，这里将针对时空

效应模型进行分析。各变量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

方向与一般固定效应模型一致，在考虑空间要素后，

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变为不显著，城镇投资与城镇

化水平的影响作用也明显变小，而区域间的空间溢

出效应系数达到 0． 6197，说明本地区城乡收入差距

受邻近地区影响较大。

表 3 不同模型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估计结果

变量 FE sF tF stF

常数项 4． 9663＊＊＊ － － －

INV － 1． 4351＊＊＊－ 0． 644911＊＊＊－ 0． 7580＊＊＊ － 0． 6870＊＊＊

EDU 0． 00009＊＊＊ 0． 000149＊＊ 0． 0001＊＊ 0． 0002＊＊

TECH － 0． 0004＊＊＊ － 0． 000438* － 0． 0003 － 0． 0005*

FDI 0． 00098＊＊＊ － 0． 000348 0． 000003 0． 0001

PROAD － 0． 064＊＊ － 0． 039537＊＊ － 0． 0408＊＊ － 0． 0421＊＊

URB － 1． 054＊＊＊－ 0． 458190＊＊＊－ 0． 5028＊＊＊ － 0． 4833＊＊＊

FINV 0． 00045* 0． 000719* 0． 0007＊＊ 0． 0009＊＊

WYt － 0． 705999＊＊ 0． 5330＊＊ 0． 6197＊＊

LogL 2． 707 － 1． 835 19． 792

F 41． 92

注:＊＊＊表示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表示在 5% 的显著

性水平下显著，* 表示在此基础上 10%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与理论模型的结论对照，城镇化水平的提升有

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映证了市民化缺口的缩小

和劳动力向城镇流动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

城市建设的提高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与运输

成本降低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结论一致，而城

镇资本投资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与模型推论

相违背，主要由于近年来城镇资本投资主要方向已

由过去的工业投资为主转向城镇建设，这种方向的

转变也正是新型城镇化的重要举措，有利于缩小城

乡收入差距。
(四) 动态面板空间计量模型

从政策实施效果来看，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留

意到实施过程中的时滞效应
［43 － 44］，本文采用 Elhorst

提出的动态空间面板模型的计算方法，采用无条件

极大似然估计
［45］，来衡量城乡收入差距影响因素的

时滞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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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空间 Hausman 检验结果，空间滞后模型更

加适用，因此本文借鉴 Elhorst［46］
的动态空间滞后模

型进行估计。具体模型形式如下:

Yt = τYt－1 + ρWYt + ηWYt－1 + Xtβ + μ + αt lN +
εt

Yt 为 N × 1 的向量，表示 N 个地区，Xτ 为 N × K
的矩阵，N 个地区 K 个解释变量的矩阵，β 为相应的

K × 1 系数矩阵，τ 为滞后一期因变量的响应系数，ρ
为空间自回归系数，表示其他地区产出对本地区产

出的影响，η 为滞后空间自回归系数，表示其他地区

上一期产出对本地区当期产出的影响，μ 为 N × 1 矩

阵，表示个体固定效应，αt 表示时间固定效应，εt 为

残差，服从正态分布。Yu 提出在满足动态面板稳定

性(τ + ρ + η ＜ 1) 的条件下，采用误差修正的 QML
方法对模型进行估计，可得到一致性的参数估计结

果。在稳定性条件无法满足的条件下，Yu［47，48］
提出

估计时需满足动态面板稳定性条件，若不满足可转

换为一阶差分形式进行估计，此时模型形式进一步

转换为:

Y*
t = τY*

t －1 + ρW* Y*
t + ηW* Y*

t －1 + X*
t β + μ* +

ε*
t

基于一阶差分模型我们可进一步获得各解释变

量的对城乡收入差距的边际效应
［49］，具体计算公式

如下:

ΔY
x1k
·ΔY
x[ ]

Nk
=

Δγ1

x1k
…

Δγ1

xNk

…
ΔγN

x1k
…

ΔγN

x















Nk

= ( I － ρW) －1βk

通过上述分解，我们可以求出各解释变量的直

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当一个地区的解释变量发生变

化时，不仅本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会受到影响，周边

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也将受到影响，直接效应为解

释变量直接作用于本地区带来的影响，间接效应为

解释变量作用于本地区而对邻近地区产生的影响，

即空间溢出效应。由于衡量的是单个地区的直接效

应和间接效应，对于每个地区来说，都有不同的权重

矩阵，计算结果也不尽相同，因此我们采用不同的均

值标准化方法处理空间权重矩阵，求出直接效应和

间接效应，总效应为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之和。估

计结果如表 4。

表 4 动态面板空间滞后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
Non_FD FD

Non_tF Non_tF tF FD Direct Indirect Total

Yt－1 － 0． 0413＊＊ － 0． 0873＊＊＊ － 0． 0858＊＊＊ － 0． 08978＊＊＊ － － －

WYt－1 0． 1154＊＊＊ 0． 1507* 0． 0627* 0． 1673* － 0． 9488 － 0． 1664 － 1． 1152

WYt 0． 7234＊＊＊ 0． 7191＊＊＊ 0． 6769＊＊＊ 0． 9225＊＊＊ － － －

INV － 0． 7405＊＊＊ － 0． 8309＊＊＊ － 0． 9270＊＊＊ － 0． 9077＊＊＊ － 1． 0831 － 0． 8776 － 1． 9607

EDU 0． 00016＊＊＊ 0． 00014＊＊＊ 0． 00014＊＊＊ 0． 00014＊＊＊ 0． 0002 － 0． 0055 － 0． 0053

TECH － 0． 0005* － 0． 0005* － 0． 0006* － 0． 0005* － 0． 0007 － 0． 0063 － 0． 0070

FDI － 0． 00004 － － － － － －

PROAD － 0． 0399＊＊＊ － 0． 0426＊＊＊ － 0． 0408＊＊ － 0． 0293＊＊ － 0． 0474 － 0． 0417 － 0． 0891

URB － 0． 5073＊＊＊ － 0． 5338＊＊＊ － 0． 5565＊＊＊ － 0． 4596＊＊＊ － 0． 6432 － 0． 6137 － 1． 2569

FINV 0． 0007 － － － － － －

LogL 12． 6088 11． 2451 － 114． 4438 10． 1912 － － －

τ + ρ + η 0． 7975 0． 7825 0． 6538 － － － －

Wald － 检验 26． 1145 34． 9604 10． 5141 － － － －

P(Wald － 检验) 0． 000 0． 000 0． 001 － － － －

τ + ωmax－1(ρ + η) － － － － 0． 1333 － － －

注:＊＊＊表示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表示在 5%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表示在 10%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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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先尝试选用一般面板回归的解释变量进

行动态面板回归，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和金融发展变

量均不显著(表 4 第 2 列)，将二者剔除后再进行回

归。为了验证模型中是否存在时间固定效应，分别

对动态空间模型无时间固定效应和有时间固定效应

两种情况进行了估计(表 4 的第 3 列和第 4 列)，同

时进行了时间固定效应的 F 检验( P 值为 0． 3573)，

由此我们认为不包含时间固定效应的模型拟合情况

更好。又 τ + ρ + η 为 0． 7825，满足面板稳定性条

件，说明模型回归结果具有一致性，因此下文的分析

主要基于无时间固定效应的动态空间面板模型。
由估计结果知，Yt－1 和 WYt－1 的系数均显著，说

明城乡收入差距影响因素的作用过程中确实存在时

滞效应。其中，Yt－1 系数为负，说明本地区上期的城

乡收入差距对当期城乡收入差距产生负向影响，由

于我国城乡发展的平衡状况受政策影响较大，经济

增长以投资为主要驱动力，因此当上期城乡收入差

距扩大或缩小时，存在一种驱动力使得资源分配适

度调整，政策相对倾斜，对当期城乡收入差距起到一

定的反向作用，但这种影响作用相对较小。WYt－1 和

WYt 系数为正，说明当期和上期周边地区的城乡收

入差距对本地区城乡收入差距均产生正向影响，说

明城乡收入差距具有较强的空间依赖性，一方面邻

近地区的自然条件和初始禀赋比较类似，区域经济

发展类似，地区间人口流动及经济活动联系密切，造

成区域间产生协同效应，另一方面我国的政策多为

区域政策，如西部开发、中部崛起等，政策的覆盖面

也造成了相邻区域间具有共鸣效应，这种正向效应

的影响远大于本地区滞后效应的影响，说明区域范

围内政策的实施确有必要。
从解释变量来看，城镇固定资产投资、科技、城

市建设和城镇化率均对城乡收入差距具有负向影

响，其中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和城镇化率的作用较大，

教育对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正向影响，影响较不显著。
说明城乡收入差距的主要影响因素仍旧是投资政策

及户籍制度，但近年来随着我国户籍制度的改革和

投资政策的倾斜，已向着缩小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

方向演进，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政策初具效果。
为深入讨论各变量作用效果，本文进一步进行

了一阶差分回归，并计算各解释变量的直接及间接

作用效果(见表 4 的 5 － 8 列)。一阶差分回归各变

量系数与动态滞后模型回归结果一致，不再赘述。

直接效应与系数估计值显著不同，主要由于地区间

存在着迂回效应，即对邻近地区产生的影响又将迂

回作用于本地区，系数值估计的是最终作用效果，而

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估计的是首次作用效果。由直

接效应值看出，除教育外，其他解释变量的增加直接

有利于缩小本地区城乡收入差距，所有解释变量的

增加均有利于缩小邻近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其中

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城市道路面积和城镇化率对本

地区的作用效果较大，而教育和科技则是对邻近地

区作用更大，具有更大的空间溢出效应。一方面我

国近年来实施的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政策措施已初

具效果，另一方面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具

有空间依赖的特性，在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区域政

策方面，利用其空间溢出效应，教育和科技可发挥更

大的作用。

五、结论及建议

本文在局部溢出模型的基础上，构建城乡收入

差距形成机制的理论框架，分析城镇资本投资、劳动

力流动及市民化缺口等要素如何作用于城乡收入差

距。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利用中国 31 个省份

及直辖市 2006 － 2014 年的数据，采用一阶邻接空间

权重矩阵，分别用静态空间面板模型及动态空间面

板模型检验了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机制。结果表

明，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形成具有很强的空间协同

效应和迂回效应，推行城镇化战略对缩小我国城乡

收入差距具有一定作用。具体来看:

(1)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和城镇化率始终是影响

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最主要因素，随着近年来投资

方向的调整及户籍制度的放宽，已逐渐有利于缩小

城乡收入差距，近年来我国城镇化战略的实施取得

了一定效果;

(2)在不考虑时滞效应的情况下，科技、城镇道

路面积和金融投资均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教

育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但四者的影响作用都较小;

(3)考虑时滞效应后，金融投资的影响不显著;

从各个解释变量的边际效应来看，城镇固定资产投

资、城镇道路面积和城镇化率的直接效应较为明显，

教育和科技的间接效应较为明显。
主要的政策启示有:

(1)我国区域协同效应明显，在政策实施方面，

应充分利用空间溢出效应，实现区域协同发展，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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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群作用。结果显示，无论是城乡收入差距还是

其影响因素，均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因此在制

定政策时可考虑针对不同特点，划分不同区域来实

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措施，利用区域内迂回效应，

增强作用效果，提高政策实施效率。
(2)我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政策措施已初步

发挥作用，但具有时滞效应，应重点关注具有长期效

果的路径措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和城镇化率一直

是影响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将城镇固定

资产投资主要用于城镇建设、社会保障等方面，有目

的的放松的城乡户籍限制，对逐步稳定的缩小我国

城乡收入差距具有重要作用。
(3)针对具体措施的不同实施效果，结合新型

城镇化政策措施，构建更为有效的缩小城乡收入差

距的路径。对于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城市建设和市

民化等直接效应较为明显的措施，以本地区干预为

主，发挥其直接作用，而对于教育和科技以间接效应

为主的措施，以区域协调为主，发挥联动作用，特别

是对于经济增长起到重要作用的科技发展，应适当

加大政策倾斜，多管齐下，进一步缩小城乡收入差

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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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iveness of the Central China Development Policy

WANG Shengquan，CHEN Langnan，LI Hanjing
(Lingnan College，Sun Yat-sen University，Guangzhou 510275，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effectiveness of central China development policy in resolving the
regional inequality by utilizing the DID metho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exists economic convergence be-
tween eastern and central provinces in the short term，but the convergent trend tends to vanish in the long
term． The policy has accelerated the growth of GDP per capita by 0． 75% in the short term and by 0． 19% in
the long term． The robustness check shows that the policy has stimulated the convergence of consumption per
capita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and a stronger impact on the former exists．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the
central China development policy is effective，but the effectiveness varies in different time periods and different
groups．

Keywords: Central China development policy; Regional policy; Effectiveness; DID; GMM

Research on Urban-rural Income Gap under the Guidance of New Urbanization

DING Huanfeng，LIU Xinyi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Commerce，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Guangzhou 510006，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framework of spatial economics，this paper denotes that labor，investment and the
urbanization gap have important influence on the urban-rural income gap． Then we examines the conclusion
with the static and dynamic spatial econometric approach．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exists a significant spa-
tial spillover effect in the urban-rural income gap in China，and the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strategy has
played a role． The investment and the labor are the major factors that influence the income gap，while the con-
struction，education and technology also have some but less effect．

Keywords: New-type urbanization; Urban-rural income gap; Mechanism; New economic geography; Dy-
namic spatial econometrics

The Matching of Human Capital and Physical Capital of China and Its Space-time Evolution

XU Yan1，ZENG Guoping2，CAO Yuequn2

(1． School of Economic and Business Administration，Chongqing University，Chongqing 400044，China;

2．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Chongqing University，Chongqing 400044，China)

Abstract: In this paper，by using panel data regression based on trans-log production function，we calcu-
lated the optimal ratio of human capital and physical capital stock of provincial regions from 1995 to 2003． The
study found that，there is a continuing increase trend on the optimal proportion of human capital stock and
physical capital stock of China since 1995，which means that human capital play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sample period，the matching degree between human capital and physical cap-
ital is not ideal． The stock of human capital of the eastern region is always in the state of relative shortage，the
middle and western regions have experienced the evolution from excess human capital to excess physical cap-
ital． And in recent years，the structural imbalance of the capital stock has shown an increasing trend． At pres-
ent，most provinces in China are still in the state of human capital relative shortage． But there is still an obvi-
ous regional difference on the deviation degree between actual proportion and optimal proportion． The deviation
degree shows a decreasing trend from the east to the west at large．

Keywords: Human capital; Physical capital; Matching degree; Space-time e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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