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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经济带县域城乡收入差距的空间格局及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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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城乡收入比为测度指标，采用变异系数、泰尔指数、莫兰指数、空间分类、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等

方法，分析 2000 年以来长江经济带县域城乡收入差距的空间格局演变及其影响因素。结果显示：①2000—014 年变

异系数、泰尔指数不断下降，表明长江经济带县域城乡收入差距呈现日趋减小的趋势。②从空间分类格局看，极高、

高、较高城乡收入差距区主要分布在西部并形成大范围高值集中区，近期三者的数量大幅减少但依然占据主导；极

低、低、较低城乡收入差距区主要分布在中东部地区，在长三角、主要城市群以及经济发达区形成连绵分布区；较

高、高城乡收入差距区在中部、东部基本上变化为中等、较低城乡收入差距区，近期这两个类型区几乎消失。③从

空间关联格局看，HH 区和 LL 区在空间上集聚格局明显。显著 HH 区主要在川西、滇西以及滇南形成连绵分布区，近

期集聚态势进一步增强；显著 LL 区在中部、东部的分布范围在不同年份虽有变化但近期集聚效应明显增加，近期

显著 LL 区明显集中在两个区域：一个以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为主，另一个是在长三角地区。④影响空间格

局的主要因素为：优越的区位条件依然发挥重要作用，农业现代化进程起正向促进作用，经济发展水平起决定性支

撑作用，工业化、城镇化发挥重要的推动作用，信息化起一定的“阻碍”作用，战略政策的支持起宏观引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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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城乡各项社会事业蒸蒸向上，城乡统筹发展的质量稳步上升。然而，在经济维

持中高速增长和城乡人民生活水平持续提高的状态下，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依然较大，甚至成为世界上城乡收入差距最大

的国家之一
［1-4］

。因此，城乡收入差距问题成为中国政府部门和学术界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城乡收入比是测度城乡收入差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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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重要指标，也是分析贫富差距、两极分化的重要指标，因而围绕该指标进行城乡收入差距分析的报告很多，例如 2012 年 9

月 15 日，我国首部《社会管理蓝皮书——中国社会管理创新报告 No.1》指出，中国大陆城乡居民收入比达 3.3，贫富差距正在

进一步扩大
［5］
。林毅夫认为，中国城乡贫困差距将持续扩大并预计 2020 年城乡可支配收入比将达到 4.9∶1

［6］
。因此，在经济新

常态背景下，分析城乡收入差距的现实问题，提出遏制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调控政策，是当今乃至今后很长的一段时间我国经

济社会发展必须要解决的重要问题。长江经济带囊括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中着重优化培育的三个跨区域性城市群（长三角、

长江中游、成渝），发展潜力巨大，对带动国家经济下一轮高速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在依托廊道进行区域经济协调

发展进程中，依然存在着东、中、西显著的经济差异性，各省、市城乡协调水平不一，区域一体化协调机制搭建缓慢等问题，

因此，整个经济带“引擎”功能的系统发挥依然任重而道远。

已有相关研究主要涉及城乡收入差距测度、城乡收入差距空间特征、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及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政策

建议等。从城乡收入差距的测度看，较多采用泰尔指数
［7-9］

、变异系数
［10-11］

、基尼系数
［12］

、回归分析
［13-14］

、库兹涅兹曲线
［15］

等

方法对城乡收入差距进行评价，近些年研究方法综合交叉明显
［16-17］

。就指标选取方面，既有城乡收入差距的相对数
［18］

、绝对数
［19］

，

又有城乡收入差距系数
［20-24］

。就空间特征分析方面，美日等发达国家，其城乡收入差距变化呈现先增大后缩小，直至城乡收入

比小于 1 的特点
［25］

。而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时序上呈现出“W”形演进趋势
［26］

，空间上呈现中部最大、西

高东低、南高北低的趋势，且相关性呈现显著正相关，存在空间集聚特征
［17］

。就影响因素方面，城乡二元制结构
［27］

、城乡统筹

协调度
［28］

、政府财政与政策对城市的倾斜
［23，29-31］

、社会财富分配等级
［32］

、城乡要素生产率和配置的不同
［33-35］

、农村劳动力向城

市流动
［36］

、快速城市化与半城镇化问题
［37-38］

等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在对策方面，主要是加快新型城镇化进程，推进新型农业

现代化，建立新型城乡关系，推进城乡一体化等
［39-40］

。总的来说，相关研究以特征和原因分析居多，着重于对现象的解释和未

来趋势的预测。在空间尺度上，基于省域、市域尺度研究全国、四大地带的居多，基于市域尺度研究省域也较为常见，基于县

域、镇域尺度研究省域的较少。虽然我国一些学者对长江经济带不同省市的城乡协调发展问题进行了不同方面的研究，但对于

整个经济带城乡收入差距关注较少。基于此，本文采用变异系数、泰尔指数、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等研究方法，基于

县域尺度对长江经济带的城乡收入差距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分析长江经济带城乡收入差距的时空演变规律，以期为长江经济带

的城乡协调发展和流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等提供理论支撑。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 数据来源

在城乡收入差距指标选择中，采用城乡收入差距系数，即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民人均纯收入之比。以 2014 年长江

经济带各省市的县级行政区划为基础支撑，对 2000、2005、2010 年的行政区划进行合并处理，最终确定了 855 个县域研究单元。

数据主要来源于 2001—2015 年的《中国县（市）社会经济统计年鉴》（近期名称变为《中国县域统计年鉴》），2001—2015 年《中

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2001—2015 年长江经济带各省市统计年鉴，各县市统计年鉴，各县市地方年鉴以及各县市统计公报，政

府工作报告，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第十一个、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及官方网站统计资料。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少数年份部分县

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统计不完整甚至缺失，在获取该数据时参照年均增长率及在岗职工平均工资计算获取。

1.2 研究方法

1.2.1 泰尔指数和变异系数

变异系数与泰尔指数可以对不同尺度下的城乡收入差距进行测度，两者数值越大，则表明差异越大。变异系数与泰尔指数

的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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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Cv为变异系数；T 为泰尔指数；n 为研究单位数；yi是第 i 个单位的城乡收入比。

1.2.2 空间分类与空间关联

在以往研究中，一般将城乡收入比划分为 0～2、2～3、3～4、＞4 四个等级来判断城乡收入差距和城乡协调发展状况。根

据上述划分标准，考虑县域尺度空间分类的复杂性，本文将城乡收入比＜1.5，1.5～2.0，2.0～2.5，2.5～3.0，3.0～3.5，3.5～

4，＞4划分为 7个等级，以更精细地分析长江经济带县域城乡收入差距的空间格局演变特征。

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方法是分析数据在空间上相关关系的一种方法，可以解释空间变量的空间关联特征，进一步

地可以解释变量在空间上集聚状态。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常用的测度指标是全局莫兰指数（Moran's I）、莫兰散点图以及

LISA 集聚分布图。本文采用全局莫兰指数反映整体空间是否存在集聚以及集聚趋势，进一步地，通过莫兰散点图以及 LISA 集聚

分布图从空间位置上解释具体存在的集聚类型和空间关联特征。

1.2.3 空间常系数回归

根据要素的空间相关关系进行空间常系数回归分析，以分析城乡收入差距的主要影响因子。常用的空间回归模型为空间滞

后与空间误差模型，并与普通 OLS 型相对比，根据参数检验确定模型的选择。

①空间滞后模型（SLM）。该模型主要用于研究相邻区域的变量对整个系统内其他区域的同一变量存在影响的情况，其模型

表达式为：

式中：参数β反映了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空间滞后因变量 Wy 为内生变量；y 为 n×l 阶的因变量向量；X 为 n×n 阶

的特征自变量矩阵；β为 k×l 阶的回归系数向量；ε为 n×l 阶的独立同分布的随机误差项向量；W 为 n×n 阶的空间权重矩

阵；ρ为空间相关系数，取值为［-1，1］，表示相邻区域之间的影响程度。

②空间误差模型（SEM）。该模型主要用于残差项之间存在空间自相关的情形
［17］

，其模型表达式为：

式中：ε为随机误差项向量；β为 n×1 阶的截面因变量向量的空间误差系数；μ为正态分布的随机误差向量；W 为空间权

重矩阵λ为空间残差回归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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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空间格局特征

2.1 总体及分区差异特征

由计算结果可知，长江经济带县域城乡收入比的变异系数先由 2000 年的 0.4256 小幅减至 2002 年的 0.4132，之后 2003—

2005 年呈波动变化，2006 年后呈现稳步下降趋势，至 2014 年变化为 0.260。泰尔指数的计算结果与变异系数的变化一致，先由

2000 年 0.0333 小幅减至 2002 年的 0.0322，再由 2003 年的 0.300 波动下降至 2005 年的 0.0292，2006—2010 年稳步下降，

2011 年以来降幅更大，至 2014 年降低为 0.0141。为更清楚地分析各省市的地域差异性格局演变，选择变异系数进一步分析各

省（市）2000 年以来县域城乡收入比的变化情况（图 1）。由图 1可知，四川省县域城乡收入比的变异系数下降趋势最明显、降

幅最大，由 2000 年的 0.5619 逐步降至 2014 年的 0.2322，城乡收入差距不断减小。浙江、重庆、江苏、云南在 2003 年之前波

动变化，总体呈现下降趋势，2014 年四个省区的变异系数分别为 0.1056、0.1059、0.0878、0.1895。贵州省在 2000—2005 年

呈现波动变化，先由 2000 年的 0.1921 波动升高至 2003 年 0.2078，之后波动下降至 2005 年的 0.1973；2006 年之后呈逐步下

降状态，至 2014 年下降为 0.1262。江西省在 2000—2003 年呈小幅下降，2004、2005 年波动升高，2006—2012 年呈下降趋势，

近期又有所升高。湖北省与总体变化趋势有所不同，变异系数呈现“M”状的上升—下降状态，近期呈下降趋势。湖南省与总体

变化趋势差异更大，2000—2005 年呈小幅下降状态，2006—2012 年波动上升，近两年呈下降状态。综合而言，长江经济带整体

的城乡收入比的地域差异在研究期内呈现出减小趋势，表明整个经济带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

2.2 空间分类格局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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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城乡收入差距的空间分类标准，将 2000、2005、2010、2014 年长江经济带县域城乡收入比划分为 7类，结果见表 1和

图 2。

由表 1 和图 2 可知，极低城乡收入差距区总体数量偏少，空间上较为分散，只有在 2014 年呈现出集聚分布特征且主要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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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湖南省。低城乡收入差距区数量相对较多，且呈现波动增加状态，空间上呈现出明显的由分散到集聚特征，逐步在长三角经

济区、鄂湘中部京广沿线、川中形成三个集聚区。较低城乡收入差距区个数呈现波动变化，且空间分布上变化明显，由最初长

江中下游地区的局部地带向川东、渝中、鄂中、湘中、赣北、长江三角洲等地集聚扩充。中等城乡收入差距区总量小幅上升，

空间上无明显的集聚现象，一般分布在低、较低城乡收入差距区的外围或者高或较高城乡差距区的内部；从空间格局变化看，

该类区域在整个经济带东部地区的个数逐渐减少，在中西部地区逐渐增多，整体有向西变动分布的态势。较高城乡收入差距区

虽有小幅增加但总量变化不大，空间上呈现出由分散到集聚变化趋势，逐步在赣南区、鄂西区、黔西区、川西区和滇西北区等

形成集聚区。高城乡收入差距区总体呈现波动减少趋势，主要分布在中上游部分山区、偏远地带和经济不发达的县市，且部分

呈现集聚分布状态；在皖西、鄂东北、赣南等地的分布范围逐渐缩小甚至消失。极高城乡收入差距区总体波动减少，空间分布

上由 2000、2005 年的贯穿西部川滇大范围连绵集聚变为几个零星的集聚区，并呈现逐步缩小趋势。

整体看来，极高、高、较高组成的高值城乡收入区虽然在个数上不断下降，但在整个经济带西部依然占据着主导。因此缩

小该区域城乡收入差距的任务仍然艰巨；反观整个经济带东部、中部的大部分地区，在空间分布上以极低、低、较低城乡收入

区为主，且形成大范围的连绵分布态势，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的趋势明显。

2.3 空间关联格局演变

如图 3所示，2000、2005、2010、2014 年 Moran's I 指数全部为正且大于 0.6，表明长江经济带县域城乡收入比存在空间

上的集聚，即存在明显的高值集聚和低值集聚现象，通过 Moran 散点图和局部空间集聚 LISA 图分析空间关联特征，结果如图 3、

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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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3 中 Moran 散点图四个象限的分布个数看，以 HH 区和 LL区为主，两者占据绝对主导且表现出明显的集聚特征。就各

类型区数量变化看，HH 区由 2000 年的 240 个逐步增至 2014 年的 315 个，LL 区由 2000 年的 394 个逐渐降低为 2014 年的 346

个。表明高城乡收入差距区表现出较强的正向临近效应，低城乡收入差距区的正向促进效应有所减弱，总体低城乡收入差距区

优势明显。此外，LH区的个数总体变化不大，2010 年稍有增加（153 个），HL 个数最少且表现出下降的趋势。表明城乡收入差

距低值区对周边的极化效应在 2010 年表现明显，对周边地区有辐射带动效应，高值区被低值区包围的现象在减少。

从局部空间集聚 LISA 分布图看（图 4），四个年份整体突出表现为 HH 区在西部集聚分布、LL 区在中东部和东部集聚的格局，

说明城乡收入差距较大区主要集中在流域西部，而城乡收入差距较小区则集中在中东部和东部。这与城乡收入差距的空间分类

格局和流域经济的特征相符。从显著 HH 区看，主要分布在川西、滇西以及滇南形成的连绵分布区，其次在四川南部和云南西北

部的交汇地带、贵州南部等形成小规模集聚区，还有少部分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部以及江西的南部分布；从空间格局变化看，

显著 HH 区在空间上呈现逐渐增强的分布态势，在四川和云南的显著 HH 区进一步扩大，在贵州南部以及湖南西部的集聚效应进

一步增强，江西南部的小范围集聚区也明显扩大。说明流域西部城乡收入差距有恶化趋势，其范围逐步扩大，且在空间上集聚

性也进一步增强。从显著 LL 区看，显著 LL 区主要集中在长三角地区、两湖（湖北省、湖南省）、京广线两侧，且在四川、江苏、

安徽等也有分布；从空间格局变化看，显著 LL 区逐渐向两个区域集聚，一个是两湖地区沿京广线区域尤其是以武汉城市圈、长

株潭城市群集聚，一个是长三角地区集聚，且在江苏、浙江、安徽等省份有所增加。说明流域中东部区域，尤其是长三角地区、

以及京广线两侧两湖地区城乡收入差距小，且城乡发展趋势良好。从显著 LH 区、HL 区看，总体较少且分散。显著 LH 区分布较

为分散，零星分布在四川、云南、贵州、江西等省份的局部地区，主要紧邻显著 HH 区分布，其城乡收入差距较周边地区小；显

著 HL 区个数极少，主要分布在中部显著 LL 区附近和东部长三角地区的外围区域，其城乡收入差距较周边地区大。

3 影响因素分析

3.1 影响因子的选择和变量解释

城乡收入差距的空间格局变化受多方面因素影响，因此可先通过定量化模型分析主要影响因子，之后通过定性的解释进行

综合分析。参考已有研究成果，本文从经济发展水平、农业现代化、城镇化、工业化等方面选择指标。由于城乡收入比是人均

指标的比值，因此选择人均型指标和比例型指标进行分析。在经济发展水平方面，选择人均 GDP（PCGDP）、人均固定资产投资

（PCGD）、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PCLS）和人均财政收入（PCCZ）反映经济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在农业现代化方面，

选择人均农业效益（PCNY，第一产业增加值/农村人口）、人均机械化动力（PCJX）两个指标反映农村农业经济发展对城乡收入

差距的影响。城镇化、工业化进程深刻影响着城乡收入差距的变化，因此选择城镇化率（UR）和非农产业产值比重（ID）两个

指标来反映城镇化、工业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变化。信息化是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因此选择人均电话户数（PCDH）

和人均邮电量（PCYD）两个指标反映信息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变动影响。

3.2 影响因子空间系数回归分析

由于 2005 年之前的数据难以获取，因此运用空间滞后、空间误差模型对 2005、2014 年长江经济带县域各项指标进行参数

估计，结果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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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2中两个模型的主要参数看，人均农业效益系数为负值且通过了显著性水平检验，人均机械化水平指标虽未通过显著

性水平检验但近期该项系数为负，这表明县域尺度下农业经济的快速增长对城乡收入差距缩小起一定的促进作用。人均 GDP 系

数为负且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这表明城乡经济发展中人均收益提升对城乡收入差距缩小意义重大，也反映出了经济发展水平

起决定性基础支撑作用。而人均社会品零售品总额、人均财政收入系数未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或许与人均意义上这两项指标

的差异较小有关。人均电话户数系数在 2005 为负且通过了显著性水平检验，而在 2014 年为正但未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这表

明信息化在初期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近期信息化水平的提升在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方面作用不明显。这或许与人均邮电业

务量这项指标有关，在 2014 年计算万人拥有的互联网户数指标时，计算结果为负值且通过了 0.001 置信水平下显著性检验。城

镇化率系数在 2005 年为正且没有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这或许与该项指标数据获取仅为整数且为万人，部分地区尤其是西部山

区总人口与农村人口差别很小，城镇化率计算效果不理想等有关），在 2014 年为负并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近年来的新型

城镇化战略发挥了显著的正向作用。工业化率系数在两个年份都为负且全部通过了极高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这表明工业化对加

速经济社会发展、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发挥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在东部发达地区尤其是江浙地区工业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乡镇企

业和民营经济推动的，对缩小该区域的城乡收入差距效应明显。在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工业化主要是由国有经济推动的，局部

对缩小城乡收入具有一定的阻碍作用。但计算结果显著为负，说明总体上工业化对整个经济带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起着重要的

作用。

3.3 影响因素的综合分析

基于上述定量化模型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因子分析，结合长江经济带城乡经济发展的现实情况，本文从区位条件、经济

基础、农业现代化、城镇化与工业化、信息化、战略导向等方面进行解释。

3.3.1 区位条件的影响

优越的区位条件与便利的交通，对城乡经济发展和城乡收入差距的改善具有显著作用。长江经济带低、较低城乡收入差距

区主要分布在经济带中东部，如长沙、衡阳、武汉、无锡、常州、苏州等，这些城市地处我国经济腹地，承接东西，贯穿南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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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联系全国各个经济区的中枢。中西部地区城乡收入比小的县市，基本上处在区位优势明显的省会城市、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城

市和重要交通干道经过的城市。这些区域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水平高，区位优势明显，因而城乡收入差距较低。而一些高城乡

收入差距区，则较多处在经济带西部山区、偏远地带、交通闭塞的县市，及离省会城市、经济强市较远的一些县市，这与地形

上造成的区位劣势和经济上互动弱是分不开的。

3.3.2 经济基础的支撑

空间分异上，长江经济带高城乡收入差距区集中分布在遂宁市、玉溪市、贵阳市等西部长江中上游城市，这些县市总体上

经济基础较薄弱，区域发展的综合实力不强。虽然经济增长速度较高但赶超力量依然不足，仍处在罗斯托理论中的起飞阶段。

在较弱的经济基础支撑和重视城镇发展的背景下，其城镇居民的收入不断增加，而乡村居民的收入提升不明显，因而造成了这

些区域城乡收入差距较大。低、较低城乡收入差距区较多分布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大部分经济发展起步早，基础相对雄厚，发

展的动力强劲，产业结构的层级相对较高等。在这些优势的支撑下长江经济带中下游地区城乡收入差距不断减小。

3.3.3 农业现代化的影响

在农业现代化方面提高农业人均效益水平、增强农业机械动力，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具有重要的作用。由空间回归结果看，

人均农业效益系数呈现负值，说明农业现代化中农村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农民人均纯收入提升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性。

在经济带西部、中西部城乡经济发展高水平区和川渝城乡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的核心地区，农业机械化水平高，农业现代化进

程不断加快，乡村居民的收入途径增多且增幅较大，城乡收入比相对较小。而在上游地区的一些区位条件不佳、资源优势度不

高、农业经济发展基础薄弱的地区，农业机械化水平相对不高，农业现代化进程缓慢，城乡要素的交流不对等，对外的经贸联

系缺乏，城镇对农村的反哺作用不强，造成乡村居民的致富手段不多，因而城乡收入差距较大。

3.3.4 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影响

通过分析空间分类、关联格局的特点可发现，低、较低城乡收入差距区处在城镇化、工业化发展的中级或者较高级的发展

阶段，人口城镇化率较高且城镇化质量、工业化水平高，经济发展的人口支撑和产业支撑力量雄厚，发展的成果使得城乡居民

收益多，城乡收入比相对较小。高、较高城乡收入差距区处在工业化、城镇化发展的初级阶段，城镇化率不高且城镇化综合水

平低，工业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力不强，人口城镇化进程缓慢且城镇化质量不高，加上经济发展的产业结构层次低，城乡发

展尤其是乡村发展的速度缓慢，乡村居民的收入水平提高有限，因而城乡收入差距相对较大。

3.3.5 信息化的影响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信息化在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方面作用不明显，究其原因，可能是乡村居民接触信息化技术少、应用信息

化各类技术的层次低等，信息化在乡村发展中贡献较小所致。相比之下，城镇居民比乡村居民在信息产业的收益更大。从现实

情况不难发现，长江经济带中东部一些经济发达城市和长三角一些核心城市信息化融入速度快，极大地提高了经济发展的活力，

促进产业结构的深层次提升，为城乡居民创造了更多的价值，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相对不大。而绝大多数的城市尤其是长江上

游地区的很多城市信息化在城乡之间的融入差异很大，信息化为这些区域城镇居民创造的价值远大于乡村居民，也就造成了信

息化的负面影响。

3.3.6 战略和政策上的影响

国家、区域发展战略与政策对长江经济带城乡收入差距空间格局影响较为明显。长江经济带东部的长三角地区一直是我国

经济区、城市群战略的重点，城乡一体化发展在各类投入上远高于其他地区，获得的各项政策优势最明显，因而城乡收入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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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流域中最小。在长江中游城市群的重点区域（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环鄱阳湖城市群）、成渝城乡综合改革实验区的

核心区域（成都、重庆）等战略上和政策上给予优惠的区域，城乡经济发展的活力强，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建设的投资相对较

多，城乡经济社会统筹发展的力度大，且工业化、城镇化的动力支撑不断增强和农业现代化的步伐不断加快，城乡收入差距也

相对较小。而一些在战略上、政策上虽有所重视但经济发展水平支撑力较弱的落后地区，资金、技术的投入未能真正改变这些

地区城乡落后的局面，城乡统筹发展的步伐踽踽而行，城乡收入的差距改变不明显。

4 结论与讨论

主要研究结论如下：①长江经济带城乡收入差距的总体差异水平在研究期内呈现减小的趋势，表明经济带城乡收入差距逐

渐缩小。②在空间分区的类型规模上，城乡收入差距较小的区域数量不断增加，而城乡收入差距较大的区域数量不断缩小，长

江经济带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效果日见成效。从空间分区的类型分布格局上，城乡收入差距较大的区域在长江经济带西部占据

主要地位，并形成大范围集中分布区。城乡收入差距较小、较低的区域主要分布在经济带的中部和东部，在长三角、主要城市

群以及经济发达区形成明显的连绵分布区，且较多区域差距由大到小呈现良好的演进趋势。③从空间关联格局看，城乡收入差

距在空间关联性显著为正，空间上存在着显著的集聚特征。且显著 HH 区主要分布在川西、滇西以及滇南形成的连绵分布区，近

年来的集聚态势进一步增强；显著 LL 区在中部、东部的分布范围在不同年份虽有变化但近期集聚效应明显增加，近期显著 LL

区明显集中在两个区域：一个是沿京广线区域尤其是以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区域，另一个是长三角地区。④区位条件的

基础影响、经济发展水平的支撑影响、农业现代化的正向促进、工业化城镇化的推动作用、信息化的“阻碍”、战略政策的支撑

等多种因素，通过相互作用的交织影响和综合作用，共同促进了长江经济带县域城乡收入格局、集聚效应的空间分布特点。

根据影响因素综合分析，本文从区位条件、产业结构优化、四化发展等方面设计了长江经济带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实现城

乡统筹发展的推进路线图（图 5），并结合推进路线提出如下建议：①改善局部区域的区位条件，畅通山区、闭塞乡镇、边远地

区的对外联系，改善高收入城乡收入差距区的硬件基础设施，提升乡与城、乡与外界的“经脉”联系，促进城乡之间的要素顺

畅流动和合理互换。②加快欠发达地区的农村基础建设与城乡公共服务设施一体化建设，提升高、较高城乡收入差距区的可持

续发展能力，不断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③依托区位优势和特色优势，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推进产业集聚区、产业园区产业

链的延伸，带动产业集聚区周边乡村居民的就业，增强经济发展对城乡收入提高的支撑力。④进一步加快工业化、城镇化步伐，

构建新型城乡工农关系，发挥城市对农村、工业对农业的带动作用，推进就近就地城镇化，建立以城带乡、以工促农的长效机

制，促进城乡协调发展。⑤改善城乡之间信息获取不对等的局面，加强对农村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信息化、网络化基础设施建

设，加强农村和欠发达地区信息科技培训活动，推进农村和欠发达区域的电子商务业发展，拓宽乡村居民的就业门路。⑥依托

长江经济带规划建设，充分发挥城市群、经济区、示范区的辐射带动作用，落实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试点等战略政策，转变

经济带西部区域经济发展模式，逐步提高其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及经济发展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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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县域为研究尺度，以城乡收入比为测度指标，对长江经济带的城乡收入差距空间格局进行了探索，期望为长江经济

带城乡收入差距的进一步缩小和经济空间格局的优化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撑。由于县域尺度下数据获取难度较大，某些影响因素

的定量化指标选择、空间格局演变分析等方面，仍存在进一步提升的地方。此外，从多尺度分析长江经济带城乡收入差距，对

比分析长江经济带不同省域、城市群的城乡收入差距，对比分析长江经济带与黄河经济带、全国城乡收入差距等也是需要进一

步拓展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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