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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结构、城镇化水平与农民增收

——以安徽省为例

朱森林 张雨涵

(安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安徽合肥 230036)

【摘 要】:通过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利用安徽省 1996-2015 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实证分析了产业结构、城镇

化水平对安徽省农民增收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第二产业产值和城镇化水平对安徽省农民增收具有较强的抑制作

用，第三产业产值虽能促进安徽省农民收入增长，但却不显著。最后根据所得结论，提出促进安徽省农民增收的政

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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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作为我国农业大省，一直拥有大量的农村人口。自改革开放以来，安徽省经济发展迅速，全省居民收入水平也不断提

高，尤其是进入 21 世纪以来，安徽省居民的收入水平更是进入了一个高速增长期。据《安徽统计年鉴》数据，2000 年，安徽省

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分别为 5293.55 元和 1934.57 元，而十年后，即 2010 年，安徽省这两

项指标已分别增长至 15788.17 元和 5285.17 元，可见安徽省近年来的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然而，笔者在分析了安徽省农

村居民收入的有关数据后发现，安徽省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增速一直有较大波动，如 2014 年增速高达 22.46%，而 2015 年

增速仅为 9.12%。这说明安徽省农村居民收入增长不稳定，长此以往，必不利于安徽省农民增加收入和缩小安徽城乡收入差距。

为探寻保证安徽省农村居民稳定增收的新措施，本文以安徽省实际情况为基础，探讨了产业结构、城镇化水平对安徽省农民增

收的影响。

1 指标选取与模型构建

1.1 指标选取

解释变量方面，王宏和王溪洁(2011)选取粮食播种面积、国家财政支农支出和第一产业就业人数占就业总人口数比重等变

量对影响农民增收的主要因素进行了研究。佟光霁和张林(2013)则利用主成分分析法研究了城镇化水平、人均 GDP、交通便捷度、

农地生产能力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等要素对肥西县农民增收的影响。而就本文而言，由于主要探讨的问题是产业结构和城镇化

水平对安徽省农民增收的影响，因此，本文以历年安徽省第二产业产值(X1，单位:亿元)和第三产业产值(X2，单位:亿元)两个指

标代表安徽省产业结构，以历年安徽省城镇人口比重(X3，单位:%)代表城镇化水平。此外，根据已有的研究，本文还选取人均

GDP(X4，单位:元)和农作物播种面积(X5，单位:万公顷)两个变量作为控制变量。

被解释变量方面，本文以安徽省历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Y，单位:元)来作为被解释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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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模型构建

由于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具有简单方便，直观易懂等优点，因此是经济学研究中最常用的模型之一。根据研究目的，本文建

立如下式(1)所示的多元线性回归方程。(1)式中，β0表示方程的常数项，βi(i=1，2，…，5)分别表示各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

2 计量经济学分析

2.1 回归分析

利用 Eviews7.2 软件，对本文的时间序列进行初步回归，所得结果如下表 1 所示。

从表 1中可以看到，方程(1)的可决系数 R
2
和调整后的 R

2
分别为 0.997 和 0.996，二者都与 1 十分接近，这说明该模型整

体拟合效果良好。方程(1)的 F 统计量高达 882.75，能够通过 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这说明该模型整体显著。由这两点可以发

现，模型(1)的整体性质已较为优良。然而，在进一步观察各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后可以发现，X1、X4和 X5都不能通过必要的显

著性水平检验，这说明方程(1)中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仍需进一步修正。

2.2 模型修正

利用逐步回归法，本文对模型(1)中存在的多重共线性问题进行修正，以获得较为准确的回归模型。

按照逐步回归法的习惯，一般先从 t 统计量检验最不显著的变量开始剔除，直到模型中剩余变量的 t 统计量检验都显著为

止。本文在逐步回归的过程中，得到了多个性质较为优良的回归方程，然而对比后发现，剔除变量 X2和 X5后所得到的回归模型

性质最为优良，此时该模型中所有解释变量也都能通过必要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并且该模型中也不存在序列相关和异方差问题，

该模型的具体形式如下式(2)所示。因此，方程(2)即为本文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最终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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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安徽省 1996-2015 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实证分析了安徽省产业结构、城镇化水平对当地农民增收的影响。研究得

到如下结论:第一，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对安徽省农民增收具有相反的作用，前者抑制，后者促进，但后者的促进作用并

不显著；第二，城镇化水平对安徽省农民增收也具有较为显著的抑制作用；第三，人均 GDP 对安徽省农民增收具有较为稳定的

推动作用，且作用效果较为显著。根据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继续调整安徽省产业结构，大力促进全省第一和第三产业发展。首先，要加大农业扶持力度，增加惠民、利民政策，

促使安徽省农业获得更加全面、快速的发展。其次，加大第三产业扶持力度，大力促进第三产业发展，使第三产业成为安徽省

农民收入新的增长点。最后，放慢第二产业发展步伐，对部分效益低、能耗大的工业企业进行整改，同时积极引导被第二产业

淘汰的劳动力在第一和第三产业就业。

第二，适当调整安徽省城镇化建设进程，保证城镇化率和农民收入同步增长。首先，要加大农民工职业培训投入力度，提

升劳动力技能水平，以拓宽农民收入来源渠道。其次，建立健全我国农村社会保障机制，保证城镇化后农村居民有稳定可靠的

转移性收入来源。最后，结合农村和农民实际情况，合理推进城镇化建设，避免出现城镇化建设水平提高而农民增收受阻这一

现象。

第三，促进安徽省经济增长，提高人均 GDP。“十三五”是安徽省经济增长的又一个黄金时期，安徽省要紧抓机遇，大力发

挥自身优势，积极促进自身经济增长。一方面，安徽省要继续优化产业结构，利用地理位置优势、科技创新优势，保证自身经

济增速不受外界干扰，另一方面，要注重经济增长质量，不盲目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积极协调经济增长质量和经济增长速度的

关系，在保证经济增长质量的前提下积极追求更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以提高全省人均 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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