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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城乡收入差距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1

李玉琴

（四川大学，四川 成都 610065）

【摘 要】: 在综述了前人关于城乡收入差距的研究方法、影响因素、控制措施的基础上，聚焦于湖北省城乡收

入差距的现状。为了寻求有效控制收入差距扩大的措施，通过利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结合湖北省情和前人研究的

经验，选取城乡二元结构系数、金融规模、城市化、总贸易开放度、农业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

重、教育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作为指标，结合湖北省 1980 年至 2014 年之间相关的数据作实证分析。结果显

示，其中有六个因素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显著，其中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可以有效地缩小湖北省的城乡收

入差距。结合实证研究的结果，对湖北省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与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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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后，中国实行经济体制改革，“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改变了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的分配方式，

进而变更了城乡收入分配的格局。从整体看，中国在改革中获得让世界瞩目的成就，积累了丰厚的社会财富；而具体到城乡，

2007 年和 2011 年，城乡居民相对收入差距均达到 3.33，创历史新高。收入差距在市场经济发展运行中是不可避免，在一定限

度内，可以促进效率的提高，但差距超过一定限度和人们的承受范围，就容易影响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这是中国现在亟待解决

的社会问题。

中部地区的湖北、湖南、安徽、江西、河南、山西是国家重要的商品粮基地，三农问题集中，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大。而在

这之中，研究湖北省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和控制措施，将会对中部其他各省甚至全国的农业大省起借鉴作用。

湖北省地处长江中游，素称“鱼米之乡”，是最大的淡水产品生产基地和全国重要的商品粮、棉、油生产基地 ，截止 2014

年全省现有耕地面积 3420.5khm
2
，农业人口 2578.20 万人，占总人口的 44.3%。虽然湖北农业较发达，但城乡居民相对收入差

距依然从 1984 年的 1.85 扩大到 2009 年的 3.33。城乡二元制结构改革滞后和政府带有城市偏向的财政收支政策等，使湖北省

在经济整体提高的过程中，城乡收入差距不断上升。

1 文献综述

陆铭，陈钊（2004）利用多元回归方程检验了带有城市偏向的经济政策与收入差的相互关系，反思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中国政府一直把政策调整的目标定位为经济发展，忽视了收入不均等的做法是不理智的，要缩小收入差距需要政府改革不合理

的政策体制，运用经济政策来促进经济整体的均衡。洪源等（2016）把税收变量和民生财政运作模式下的支出作为分析对象，

构建面板模型实证得出收入差与民生财政收支成负相关，税收成正相关。政策建议税收以民生为方向，优化税制；民生政策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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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及广大农民与农村地区，为城乡地区提供均等的公共服务，完善基础设施建设。韩其恒，李俊青（2011）在二元经济的时代

交叠模型下，发现人力资本会随着经济的发展比实物资本产生更多的回报，而城乡收入差距持续的上升就是源于累积的人力资

本水平差距。全国均等化的教育不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必须单方面扶持农村教育的发展，健全教育基础设施才有可能显著地

减少差距。乔海曙，陈力（2009）运用 kendallτ 解析了金融发展与收入差之间的内在机理。在中国县域金融面：金融深度小

于百分之二十，城乡收入差距上升；金融深度在百分之二十至七十之间，二者相关关系不明显；金融深度在百分之七十以上，

城乡收入差距下降。文章结合东中西部三地区不同的金融深度，提出了相对应的意见与措施，其中提出积极推动中部地区中小

企业发展，承接产业转移，集聚金融资源，推动其成为中部崛起的动力是有效转换二元结构、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关键。罗必

良（2013）发现地方政府偏重大中城市化战略会加剧城乡收入差距，而中心城镇化会有助于结合农村地区现有的资源，推动高

端产业成长，分享城市化资源与成果。政府在这过程中可以引导居民、产业转移到中心镇，提高系统规划与财政支持，从而有

效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这些研究表明政府的政策措施以及金融发展都会影响收入差距的扩大，对应相关的影响因子，也提出了

现实可用的改革措施，对本文提供了积极的借鉴意义。

2 湖北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2.1 主要影响因素

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很多，包括政策因素、经济因素、制度因素、人口因素等等，还有分别作用于城镇居民收入和农

村居民收入的因素。各种因素对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方向不一，作用强度大小不一，本文致力于结合湖北省情，借鉴靳贞来《城

乡居民收入差距变动及其影响因素实证研究—以安徽省为例》的指标选择，从诸多因素中，计量影响湖北城乡收入差距的主要

因素，从中寻找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的可控因素。

2.1.1 城乡二元结构系数（ursc）

城乡二元结构系数经常被用来表示二元结构的强度。一般来说，结构系数会随着工业化深化而逐步扩大。50 年代开始，国

家运用工农业价格剪刀差来为工业化、城市化提取原始资本积累，长期形成城乡非均衡的要素流动局面。改革开放以后，这种

局面有所改变，但没有根本性变革。城乡二元结构依然存在，影响收入分配。陶群山（2005）提出户籍制度、公共服务与社会

保障制度上存在的二元性等问题，劳动力的流动不畅，使收入差距变化处于相对刚性状态。这是收入差距难缩小的重要原因。

2.1.2 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ur）。城市化的衡量标准就是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城市化的发展扩张，对经济发

展有双重影响，若城市化伴随工业化，利用工业发展带动农业及转移剩余劳动力，就可缩小收入差距。反面，城市化进程中，

带有城市偏向的投资、金融等政策则会扩大差距。张启良，刘晓红（2010）指出，城市化进程中城乡之间出现了三个新的“剪

刀差”（土地“剪刀差”、金融存款“剪刀差”、工资“剪刀差”） ，使农村资金流向城市，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

2.1.3 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占社会固定资产总投资比重（fifaip）。第一产业主要包括农林牧渔业，它的固定资产的投

资占比直接反映社会对其的重视和支持力度。该指标衡量了第一产业固定资产的发展规模、结构和发展速度，国民经济可以通

过对固定资产的投资来调整生产力的分布，一般来说，对农业固定资产投资越多，越能提高其生产的物质条件和劳动生产率，

提高第一产业劳动者收入。

2.1.4 教育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eep）。人力资本对收入的影响越来越重要，这已经成为共识，李实和丁赛（2003）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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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了教育水平的收益率，发现中国教育的收益率迅速上升，当学历越高其收益率就会越高，导致高学历与低学历之间的收入差

距更大。所以财政对教育支持力度越大，越能为提高劳动力素质和创新能力创造有利的条件。

2.1.5 对外贸易 （trade）。按当年的美元与人民币中间价折算的进出口总额与省内国民生产总值比值作为总贸易开放度。

改革开放过程中城市由于地理位置优势，经济发达等，吸引了更多外资，承接了工业转移，而廉价的农村劳动力的流入更为城

市外贸加工业的繁荣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使城市在发展中获得了更多利益，预计对外贸易的发达会在一段时间里扩大差距。

魏浩（2012）研究发现把全国划分为东中西三个部分，进出口贸易对中部地区的影响程度最大，对西部地区影响最小，而且进

口对城乡收入差距比进口对收入差影响更为显著。湖北作为中部地区具有代表性的样本，预计对外贸易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显

著。

2.1.6 湖北地区生产总值（gdp）。根据库兹涅茨倒 u 型假说，在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地过程中，收入差距会表现

出先扩大后缩小的趋势。所以说地区整体的发展情况会直接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并通过其他关联影响进而扩大或者缩小收入差

距。在我国经济发展的现阶段，预计经济越发展，就会越拉大城乡收入差距。湖北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在 2014 年达到 9.7%，

经济正在迅速发展，按一般经济规律，地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会在一段时间内持续上升。

2.1.7 金融发展规模。国外衡量金融发展规模的指标常见是 M2 占 GDP 的比重，但我国金融市场与国外金融存在很大差异，

所以在我国衡量金融发展规模通常会采用银行贷款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说明。一般来说，金融越发达，对经济的拉动作用

就越明显。但我国城乡经济发展过程中却存在金融资源严重不平衡分配的情况，带有城市偏向的金融资源分配政策将会对城乡

收入差距产生巨大的影响。叶志强，陈习定等（2011）研究发现因为金融发展在农村的低效率和稀缺，使之会阻碍农村居民收

入的增长，而其与城市居民收入并没有显著地相关关系，所以这就是金融发展作用于城乡收入差距的机制。

2.1.8 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占社会总从业人员的比重。王培刚，周长城（2005）研究发现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占比与全国的基

尼系数有着重要正相关关系。主要原因还在于经济转型过程中，存在利用第三产业的兴起来形成垄断，寻租和设租活动等以牟

取暴利，扩大了收入差距。但这种现象应该只是短时期内会存在的，市场机制的健全，最后为缩小收入差距，还是要依靠第三

产业带动就业。湖北省第三产业对地区生产总值的贡献率在 2013 年达到了 69.5%，就业人数达 1316.2 万人，为研究在湖北地

区第三产业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方向，本文将第三产业就业人员比纳入指标体系，预测其对收入差的影响成正相关。

2.2 实证分析

2.2.1 数据收集与模型构建。由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采用湖北省 1980 年至 2014 年的数据，作为分析收入差距的时间序

列分析，本文运用的以上数据均来源于《新中国统计资料汇编六十年》和《湖北统计年鉴 1983-2015》。

本文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影响因素进行回归分析。因为各数据的计量单位不一致，本文对各变量取对数，以求避免不

同单位对计量结果产生影响。模型设定如下：

利用软件 eviews8 以城乡居民绝对收入差距为因变量，上述七个变量作为自变量进行多元显著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教育支

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及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对居民收入绝对差的影响不显著，所以本文剔除上述两个变量，对剩下五个

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得到模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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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的参数均通过统计检验，且调整后的判定系数达 0.994，f 统计量的数值为 942.08，模型有效。

2.2.2 回归结果分析。（1）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会拉大城乡收入差距。从实证结果来看，城乡二元结构系数的回归系数为

0.48，表示城乡二元结构变动一个单位，将会引起城乡收入差距扩大 0.48 的单位。虽然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因素有很多，但其

中城乡二元结构系数是最根本的原因。为了缩小收入差距，湖北省必须从控制二元结构入手，改革政府的投资和分配政策，促

进体制改革。

（2）对第一产业的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会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回归模型显示，第一产业的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增加一单位，

会使城乡收入差距缩小 0.44 个单位。一直以来湖北对农村固定资产的投资都偏低，使农业发展基础设施落后，生产效率低，制

约了农民收入的提高。十二五期间，湖北积极推动农业现代化，构建现代农业物质装备体系，实施包括“菜篮子”工程，农业

机械化等在内的十一项重点工程，这些措施将会有效完善农业发展基础设施，促进第一产业发展，缩小收入差距。

（3）金融发展是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从整体来讲，贷款规模的扩大与收入差距有着显著地正相关关系。乔海曙，

陈力（2009）研究发现金融资源分布变化有四个阶段，初级阶段，集聚前期，集聚后期，扩散阶段。当金融发展进入后两个阶

段，其辐射作用将会由中心城市向外围扩散，金融资源将可以自由流动，城乡区域的差异将会逐步缩小。湖北地区金融的发展

还处于集聚前期，金融发展集中在城市，其资本积累和技术发展都优于农村，扩大了收入差距。

（4）现阶段，经济越发达，城乡收入差距会扩大。模型研究结论表明，湖北地区经济增长一个单位，就会使城乡收入差距

扩大 0.55 个单位。验证了经济增长理论，当一个国家或地区处于经济发展的中期阶段，收入差距会随着生产总值的增加而扩大。

就湖北而言，经济发展仍处于中等偏下的水平，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因为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城乡收入差距不可避免还会

继续扩大。

（5）对外贸易的发展会小幅度影响收入差距。改革开放以来，对外贸易对地区经济的影响越来越明显。模型显示，对外贸

易增长一个单位会使城乡收入差距扩大 0.28 的个单位。随着“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等国家战略政策的实施，湖北迎来新一

轮外商投资发展机遇，湖北应利用农村广阔的市场潜力，新型城镇化以及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等来吸引外资在农村地区的集聚，

发挥对外贸易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积极作用。

（6）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占全国劳动力人数的比重会显著影响收入差距。从实证结果可以看出，第三产业就业人口占比对湖

北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程度最大，其增加一个单位可以使收入差距扩大 0.67 个单位。通常我们都认为第三产业的发展有利于促

进就业和提高收入，但是第三产业广泛集中于城镇地区，吸收最多的是城镇劳动力，而农村劳动力素质较低，竞争力弱，使第

三产业的发展在短时期内会扩大收入差。

从湖北现阶段的经济发展状况来看，导致湖北省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因素有很多，包括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金融集聚、对

外贸易、经济发展程度、第三产业就业等，这些因素在湖北现阶段的经济发展中聚集于城镇，有利地带动了城镇经济的发展，

从而使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在诸多因素中，第一产业的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可以显著地缩小收入差距。所以在现阶段控制

湖北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最有效的措施还是在于积极地扶持农业的发展，增加对农村地区的人力以及资本的投资，完善当

地基础设施，建造具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引导产业转移，提高农民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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