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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产业集聚与城乡收入差距 

——基于社会资本调节效应的再考察 

王亚男 张明斗
1
 

【摘 要】：基于 2000—2017年中国 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中国农业产业集聚对城乡

收入差距的影响，并从多维度来考察社会资本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农业产业集聚能够缩小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且

集聚程度每上升 1%，城乡收入差距就会减少 0.516%。整体而言，改善农业社会资本配置状况，有助于更好地发挥农

业产业集聚的外部效应，但存在地域上的异质性。农业大省比非农业大省更容易发挥社会资本的调节作用，中西部

地区比东部地区能够更好地发挥社会资本的调节作用。同时，农业产业集聚会对周边省份的农业发展产生正向的空

间溢出效应，从而带动周边省份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要因地制宜制定农业发展策略，加快形成专业化、规模化、

现代化的农业产业发展方式，充分利用社会资本打造并完善农业产业链，以发挥农业产业集聚的区域辐射作用。 

【关键词】：农业产业集聚 城乡收入差距 社会资本 二元经济结构 

【中图分类号】：F3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54X（2022）10－0027－11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仓禀实，天下安，三农问题是关乎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长期以来，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深层次矛盾，致使农村青年劳动

力流失严重、优质土地被“农转非”以及城乡市场体系分割，不仅引发了城乡收入差距问题，更影响到中国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

展。中国农业产业基础薄弱，生产关系改革任重道远，尤其是在近年来进口农产品竞争力日益增强的现实背景下，如若农业发展

单单依赖政府帮扶，不但不能适应市场需求及环境变化，长期下去还会降低农业产业的发展潜能，陷入无边的贫困陷阱之中 1。

因此，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必须从农村经济转型这一视角寻求新突破，转变农业生产方式以实现现代化发展成为解决农业问题的

战略制高点。 

早在 1841年，李斯特就将城乡收入差距形成的原因一语道破：城市与农村的产业性质存在较大差异，工业和商业的劳动生

产率及资本利润率普遍优于农村的产业 2。如今，农业产业集聚已成为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如何突破农业发展瓶颈实现

现代化发展，农业产业集聚也许是解决上述问题的有效途径。因此，在乡村振兴的现实背景下，以农业产业集聚为切入点来研究

城乡收入差距问题，对于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城乡收入差距问题一直倍受学术界的关注。目前，国内外文献大多沿宏观和微观两条主线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展开

分析。宏观层面：一是政策偏向的原因。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发展中国家实施的相关政策，导致了对农业的歧视和城市的偏向，

是诱发城乡收入差距的直接原因
3
。二是金融发展不均衡所导致。但学界关于金融发展对收入分配的影响的研究并没有达成一致

结论。Greenwood和 Jovanovic认为，金融服务和收入分配存在门槛效应关系，在没有跨越门槛值之前，只有富人才能获得金融

服务，这导致了城乡收入的不均 4。Law 等通过实证分析表明，只有当金融资本的制度质量跨过门槛值时，才能减少收入的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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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5。三是国内城乡贸易商品结构差异的原因。有学者指出，国内贸易偏向于技术进步，因此城镇技术工人收入的提高加剧了城

乡收入差距 6。微观层面：一是劳动力的流动与人力资本的积累。目前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是农村劳动力的流动缩小了城乡

收入差距。钟笑寒将农民工看作一个独立的群体，通过数理推导表明农业劳动力的转移能够降低城乡收入差距
7
。另一种观点是

农村劳动力流动增加了城乡收入差距。蔡武等实证研究表明，农村劳动力流出能加速城市产业的集聚，在没有达到门槛值之前会

扩大城乡收入差距，而中国目前仍处于极化状态 8。二是教育资源的不平等。陈斌开等研究了政府教育投入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

响，结果表明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均衡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城乡收入差距 9。三是户籍歧视。Sicular 等认为城市居民与农民的个体

特征对于城乡收入差距的解释力太弱，由户籍歧视引起的城乡分割是其主要原因 10。万海远和李实在拟实验环境下估计了户籍歧

视对个体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剔除户籍因素后，城乡收入差距会显著下降 11。 

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问题根深蒂固，如何有效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不乏学者探索。涂涛涛和李谷成基于动态 CEG模型的研

究表明，农业技术进步会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相对收入水平，但绝对收入水平需要在长期才能缩小 12。Qin和 Xin研究发现，要

素积累能够提升农业生产率，进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13。马红旗等从资本—技能互补的视角对城乡收入差距展开研究，结果显示

技能型劳动力的流动性增强，但非技能型劳动力的流动性不足，从而间接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 14。不可否认，农业产业化是缩小

城乡收入差距的有效途径，但中国农村耕地资源有限，且老龄化、空心化、涉农服务业滞后等问题严重，单纯发展技术或是增加

资本、服务的投入，如若没有相应产业的承接，其作用微乎其微。尽管有学者提出产业化的发展模式，但大部分基于产业融合、

农业旅游等视角，真正有益于农业发展的成果较少。 

本文以农业产业集聚为视角研究城乡收入差距问题，其边际贡献在于：（1）运用 2000—2017年中国 31个省（自治区、直辖

市）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农业产业集聚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并多维度考察社会资本的调节效应。（2）实证方法方面，将滞

后一期的农业产业集聚程度作为工具变量，并分别运用有限信息最大似然估计法（LIML）、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以及动态

面板估计（GMM）模型进行实证检验，较好地解决了模型的内生性问题。（3）以社会资本作为调节变量，从农业大省与非农业大

省、东部与中西部两个维度来分析农业产业集聚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以期为差异化农业产业政策的实施提供理论支持。 

二、经验事实、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一）经验事实 

2000年以来，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表现出如下特征：（1)2000—2004年城乡收入差距表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并在 2004年

城乡收入比达到最大值 3.45（图 1所示）。2005年中央一号文件出台，提出了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若干政策，农业结构开始

实现稳步调整，之后的几年城乡收入差距逐渐下降，尽管有的年份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反弹，但是总体水平都低于 2004年的最高

值。自 2009年中央一号文件开始强调提高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化的程度，城乡收入差距表现出快速下降的特点，到 2014年，城乡

收入比降到2.75，其后开始以缓慢的速度下降。（2)2000年城乡收入比最小和最大的省份分别是江苏和西藏，两省的差距为3.70，

到 2016年，城乡收入比最小和最大的省份分别为天津和云南，两省的差距仅为 1.32。2009年以来，在中国城乡收入比逐渐缩小

的同时，各省份之间的城乡收入比也在逐渐缩小，且表现出从东到西逐渐降低的空间趋势。（限于篇幅，部分年份未列示，可向

作者索取）但城乡收入差距比较小的省份并非想象中的农业大省，而是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达的省份，城乡收入比较大的省份大

多为西部地区经济较为落后的省份。 

为何 2009年以来中国城乡收入比能够保持下降的趋势，且省份之间的差距也能够逐步缩小？同时，为何城乡收入差距较小

的省份大多在东部沿海地区？现有文献的研究范围仅局限于城市或省份内部，缺乏空间维度的考量。本文认为，城乡收入差距缩

小的深层次原因是农业产业集聚带来的技术创新、效率提高及空间溢出盘活了本地市场效应，同时使社会资本的作用能够得以

发挥，因而城乡收入差距得以下降，并表现出一定的空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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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00—2017年城乡收入差距变化趋势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从图 2可以看出，农业产业集聚与城乡收入差距呈现负相关，即农业产业集聚能够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纵观世界范围著名的

农业产业集聚区，如法国的葡萄集聚区、美国的玉米集聚区、巴西的甘蔗集聚区以及中国寿光的蔬菜集聚区等，不仅农业产业集

聚区成熟稳定，而且存在良好的市场机制，当地农民丰衣足食、安居乐业。目前，学术界针对集聚外部性的研究已相当成熟，大

量的研究表明集聚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图 2农业产业集聚与城乡收入差距的散点图拟合线 

农业产业集聚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离不开对 Marshall集聚外部性理论的追溯。劳动力市场的共享、交易成本的节约以

及先进知识的溢出，致使农业内部结构得以优化，有利于实现农业种植加工专业化，而国际上农业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农业专业

化生产是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重要途径。与此同时，农业产业集聚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土地细碎化问题，形成规模化的农业

生产方式。一方面，农业产业集聚能够改善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集聚区大量的农户与农业企业通过“横向关联”产生内部规模

经济，促进农业资源的集约利用以及农业生产效率的提升，从而降低平均成本，间接地提高农民收入。另一方面，以提升农业产

业链价值的“纵向关联”，通过建立完整的生产、包装、流通、销售等环节，细化各产业环节的分工，不仅增加了农产品的附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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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还能促进农村生产要素的“按需配置”，形成多样化的组织形式和经营方式，致使劳动生产要素的边际报酬增加，城乡收入

差距缩小。 

据此，本文提出假设 1：农业产业集聚能够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社会资本作为继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后的“第三大资本”在农村减贫中的作用日益受到关注。美国社会学家 Bourdieu等将

其定义为一种实际或潜在的资源集合，它可以使个人或组织配置资源的能力发生改变 15。Putnam和 Leonardi进一步提出社会资

本可以通过彼此之间的协调提升社会网络关系的经济效率 16。尽管农业产业集聚会产生诸多外部性，但由于长期二元结构体制导

致的城乡分割以及农户认知的限制，我们不难发现农业技术扩散缓慢以及农业产业链构建困难等现象，其主要原因可以归结为

农业社会资本的不足
17
。“小农户”与“大市场”对接，从而在根本上改变政府“输血式”扶贫状态，社会资本与农业企业的资

源获取能力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正如 Laursen等所言，社会资本网络连结了不同的经济主体，在彼此互动过程中形成的交流

路径与信息共享通道，为企业绩效提升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一个企业所在的区域社会资本存量越多，它的资源获取途径就越

广阔，越有助于焕发经济活力 18。引入互惠规范的社会资本有助于提升农业对接市场的能力，从而获取更高的收益。因此，社会

资本能够强化农业产业集聚的外部效应，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据此，本文提出假设 2：社会资本在农业产业集聚与城乡收入差距中存在重要的调节作用，即农业产业集聚对于城乡收入差

距的抑制作用会随着社会资本的提升而增强，反之亦然。 

农业产业集聚区的农户与农业企业能够通过空间范围的联动形成溢出效应，从而影响周围地区的农业发展水平。其主要作

用机制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农业产业集聚带来了技术的空间扩散，而技术溢出过程一般具有连锁性、模仿性以及竞争性，学习和

竞争效应可以为周围地区的农业发展注入活力，不仅能够提高农业生产效率，还会吸纳更多高质量的资本和劳动力，高级生产要

素的积累能够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二是农业产业集聚对上下游产业链的拉动作用。一般而言，处于同

一产业链环节的企业，出于竞争目的往往会努力实现自我创新，通过改善要素质量和结构来达到取胜的目的，而这一过程伴随而

来的劳动力及资本的转移成为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关键条件。如果是上下游关联的企业，通常不会阻碍技术传播，反而会通过示

范效应以及经验的溢出来达到发展的目的。这一举措有助于消除市场分割，优化地区经济结构，从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据此，本文提出假设 3：农业产业集聚能够产生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从而带动周围地区城乡收入差距趋势的“扭转”。 

三、研究设计 

（一）基准计量模型设定 

为观测农业产业集聚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本文构建如下基准计量模型： 

 

其中，Teilit代表城乡收入差距，AGit代表农业产业集聚程度，Controlit为控制变量，μit代表误差项。 

为了进一步阐释社会资本在农业产业集聚影响城乡收入差距中的调节作用，本文将主变量农业产业集聚程度与社会资本的

交互项纳入（1）式中构建如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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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Endoit代表社会资本。 

（二）空间计量模型设定 

为验证农业产业集聚可能存在的空间溢出效应，本文初步构建如下空间计量模型进行检验： 

 

其中，εit代表随机扰动项，Wd
ij代表地理空间权重矩阵，其他变量的含义与上述一致。为保证模型的稳健性，本文同时构建

空间嵌套矩阵进行检验，计算公式为： 

 

其中，We
ij为嵌套空间权重矩阵， 表示 t0到 t1考察期内 i 城市人均 GDP 的均值， 为考察期内所有城市的人均 GDP 的

均值。 

（三）数据来源与变量选取 

本文以 2000—2017年中国 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农业产业集聚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数据主要

来源于《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 EPS全球数据统计分析平台，部分缺失的数据通过查询政府统计公报

和城市门户网站予以补齐。变量选取与测算方法如下： 

1.被解释变量： 

城乡收入差距（Teil）。本文参考陈旭的研究 19，采用城乡收入泰尔指数来表示城乡收入差距，原因是相较于城乡收入比和

基尼系数，城乡收入泰尔指数能够反映我国城乡经济的二元结构，更加符合现实背景。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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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Iij,t表示省份 i第 t年城镇居民（j=1）与农村居民（j=2）的收入，Ii,t为第 t年省份 i所有居民的总收入，Zij,t表示

第 t年省份 i城镇居民（j=1）与农村居民（j=2）的人口数量，Zi,t为省份 i在第 t年的总人口数。 

2.核心解释变量： 

农业产业集聚程度（AG）。本文参考肖卫东的处理方式 20，采用农业产业集中率来测度农业产业集聚程度，计算方法为各省

级行政区的农业总产值与全国农业总产值的比值。 

3.调节变量。 

农业产业集聚偏向于中观、宏观层面，过度拘泥于微观分析有失准确，同时微观数据存在独特的个体差异性，简单的相加不

足以代表区域整体的社会资本水平。参考严奉宪和张琪的做法 21，将农业产业集聚的社会资本界定为社会网络、社会信任、社会

参与和社会规范四个方面，调节变量的具体指标构建如下： 

(1）社会网络（SN）。从区域层面来说，社会网络连接着不同的经济主体，而多样化的经济主体往往存在于市场潜能较大的

区域。本文采用市场潜能作为衡量社会网络的代理变量，参考 Harris提出的方法 22，计算公式为： 

 

其中，GDPj和 GDPi分别代表 j省份和 i省份的地区生产总值，dij代表省份 i 和省份 j 之间的距离，本文采用欧式直线距离

来测算。dii代表城市内部距离，即： 

 

其中，areai表示 i省份的面积。 

(2）社会信任（ST）。当前国内针对区域层面的社会信任数据主要来自张维迎的调研成果。Fukuyama认为社会信任的形成是

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同时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不会轻易发生改变
23
。在最新的研究中，齐春宇等也沿用了张维迎调研的信任数

据，本文参考以上学者的做法 24。 

(3）社会参与（SP）。地区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劳动者的社会参与程度，然而中国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结构导致了人

力资本在城市与农村的分布不均，本文采用第一产业人口数量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表示。 

(4）社会规范（SR）。社会规范表现为较为完备的制度体系，政府对经济主体的规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为农业产业集聚作用

的发挥提供保障。本文采用财政支农支出的总金额占当年 GDP的比重来表示。由于 2006年财政支出的分类标准发生变化，本文

借鉴钱忠好和牟燕
25
的做法来保持统计口径的前后一致。 

4.控制变量。 

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其他变量，本文参考张哲晰和穆月英的研究 26，设置如下控制变量：（1）经济发展水平（GDP）。社会财

富的增加会改变收入分配结构，本文以各省份当年的实际 GDP 来表示，考虑到价格因素的影响，统一调整为 2000 年的不变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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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证模型的平稳性，这里取对数处理。（2）公共服务水平（ROAD）。一般而言，公共服务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资本的流动

和农产品的销售，本文采用人均道路占有面积来表示。（3）城市化水平（URB）。陆铭和陈钊等学者认为城市化进程影响城乡收入

差距
27
，本文采用非农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表示。（4）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STR）。第二、三产业比重的逐渐增加，一方面会

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带来“再就业”，提升收入水平；另一方面会加剧社会发展的不均，扩大城乡收入差距。本文用各省份第三产

业增加值的比重作为代理变量。 

四、实证分析 

（一）基准回归分析 

本文首先对（1）式采用最小二乘法（OLS）来验证假设 1。为保证实证结果的可靠性，采取逐步回归的方式依次将主变量、

调节变量与控制变量引入模型实证回归结果。 

从第（1)—(3）列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农业产业集聚对于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显著为负，列（3）引入调节变量和控制变量，

其估计值说明农业产业集聚程度每上升 1%，城乡收入差距就会减少 0.516%。这主要是因为农业产业集聚通过规模化的生产方式

降低农业生产成本的同时，其上下游产业链的“横向关联”与“纵向关联”也增加了农产品的附加值。因此，假设 1得到验证。 

对于第（2）列，社会网络、社会信任、社会参与这三个变量均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社会规范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符

号为正，也就是说单纯增加对农业的支出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究其原因，一是政府对于农业支出偏向于“补贴”，缺少发挥其

作用的途径；二是农民对于财政的“福利依赖效应”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劳动积极性，所以对于农业的补贴效果并不理想。对于

第（3）列，经济发展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表现并不明显，城市化水平以及公共服务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抑制作用显著，

但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却表现出了加剧收入分配不均的一面。劳动者作为“理性经济人”，大多青睐高收入产业，产业发展的不

平等致使城乡收入差距扩大。 

（二）调节效应分析 

为了验证假设 2，同时明确各项社会资本对于农业产业集聚的作用方向与强度，本文对社会资本的调节作用进行检验。模型

（1)—(4）分别列示了以农业产业集聚为载体的社会网络、社会信任、社会参与以及社会规范交互作用的回归结果。所有模型中，

农业产业集聚程度均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且交互项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社会资本的增加能够增强农业产业集聚对城乡收

入差距的缩小作用，假设 2得到证实。 

从具体调节变量的作用来看，社会网络、社会信任、社会参与与社会规范均对农业产业集聚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这说明，

区域中集聚的多样化厂商越多，社会网络越发达，越有助于实现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商业合作，提升农业发展的现代化水平以及对

接市场的能力，从而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社会信任的提升不仅能够促进农业新技术和营商管理模式的引入，还可以实现农业

企业“质”和“量”的变化，提升农业产业的整体竞争力。对社会参与而言，当今农业发展需要懂管理、善经营的“企业人才”

以及把握农产品质量的“科技人才”，在农业产业集聚形成规模时，人力资本的流入可以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对于社会规范

来说，农业产业的发展使得财政支农支出有了发挥作用的渠道，能够促进农村产业振兴。通过比较 4个调节变量与主变量交互项

的系数可知，相对于社会网络、社会信任、社会参与来说，社会规范发挥了更大的作用，说明当前农业对市场、资金以及人才的

吸引力不大，其发展依旧较大程度地依靠财政支持。 

尽管农业产业集聚程度与社会资本的交互项代表着变量间的调节效应，但是无法识别调节作用究竟来自哪一方，因为农业

产业集聚程度也可能存在反向调节效应。为进一步明确社会资本对农业产业集聚的调节效应，本文描绘了各类社会资本的边际

效应检验图。如图 3所示，随着社会资本调节效应的增强，农业产业集聚程度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抑制作用也逐渐增强，这也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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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程度上证实了上文的分析，同时也验证了社会资本的单向调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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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社会资本边际影响检验 

从图 3可知，对于社会网络来说，约有 80%的观测点位于临界值 0的左下方，社会信任、社会参与以及社会规范也有一部分

的观测点位于临界值以下，这意味着社会资本虽有积极的调节作用，但有相当一部分作用是抑制了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真正要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需要越过一定的“门槛”。“门槛”的存在，一方面说明社会资本能够协调市场资源在城市与农村之间的流

动，协助农业产业集聚优势作用的发挥，优化要素资源的城乡配置，最终达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目标；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

度上说明了部分省份的农业产业对社会资本的利用并不充分，并未达到理想的效果，只有超过一定的“门槛值”时，才能“辅

助”农业产业集聚进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鉴于中国不同区域农业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为检验社会资本调节效应的异质性，本文分别从农业大省与非农业大省、东

部与中西部地区展开分析。 

1.分农业大省和非农业大省的分析。 

由于农业大省和非农业大省的农业产业集聚可能会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差异，调节变量作用的发挥也会受到相应的影响，

本文参考杜建军等的研究 28，将第一产业所占比重在 15%以上的省份确定为农业大省，共有安徽、河南等 12个省份，其余省份

认定为非农业大省。 

农业大省的交互项系数均显著，且绝对值大于非农业大省。这说明，在社会资本的调节作用下，农业大省农业产业集聚作用

的发挥大于非农业大省，原因是农业大省从事农业生产的要素较多，而富足的社会资本增加了农户、农业企业与其他市场主体的

互动往来，由此带来了更大的规模效应以及产业价值创造，从而改善整体经营情况，实现了较高的资本回报率，降低了城乡收入

差距。 

2.分东部和中西部地区的分析。 

由于中国东部和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明显，农业产业集聚及调节变量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也可能存在差异，本

文将中国划分为东部和中西部来进一步讨论。 

东部地区农业产业集聚的作用并不十分理想，但中西部地区的农业产业集聚对于城乡收入差距发挥出较大的影响，且调节

变量交互项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社会资本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可能的原因在于，东部沿海地区工业和商业比较发达，农

业发展的机会成本偏大，在有限的土地资源内，“理性经济人”更愿意发展资本回报率高的产业。同时，城市土地资源利用强度

逐年增加，城市的扩张会占用耕地，也造成了东部地区农业产业集聚作用发挥得不明显。但中西部地区生态环境敏感，经济基础

较为薄弱，农业产业的发展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当地不利的市场环境及生产条件的约束。同时，集聚使得处于同一关系网络的

农户与农业企业相互模仿、相互学习，促进经验知识的共享，这一过程推动了农业发展，也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三）稳健性与内生性检验 

一是更换城乡收入差距的衡量指标，借鉴张小溪和刘同山的研究
29
，采用城乡收入比替换城乡收入泰尔指数来进行稳健性检

验；二是以农业产业集聚程度滞后一期为工具变量来进行内生性检验。为保证模型估计的准确性及稳健性，本文采用两阶段最小

二乘法（2SLS）继续估计农业产业集聚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为避免模型对于弱工具变量的敏感性，引入有限信息最大似然估

计法（LIML）进行估计；为克服可能出现的自相关和异方差问题，同时使用动态面板分析（GMM）。 

主变量农业产业集聚程度均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本文实证结果具有较强的稳健性。同时，F 值检验远大于 10，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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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了“弱工具变量”的假设，说明本文选取的工具变量有效。 

五、基于空间效应的进一步讨论 

为验证假设 3，本文采用空间计量模型进行后续的实证分析。在此之前，本文首先采用全局 Moran’sI指数检验城乡收入差

距的空间相关性，若 Moran’sI大于 0，表明存在正的空间相关性。 

Moran’sI均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存在明显的空间相关性。本文先对（1）式进行 LM检验，结果

表明空间滞后模型（SAR）的 P检验值仅为 0.071，而空间误差模型（SEM）的 P检验值在 1%的水平上显著，因此，本文选用空间

误差模型（SEM）。对于随机效应及固定效应的选择，继续进行 Hausman 检验，结果表明 P 值在 1%的水平上显著，拒绝原假设，

本文采用具有固定效应的空间误差模型（SEM）进行后续的计量分析。其中，第（1)—(3）列为逐步回归的结果，第（4)—(7）

列引入了调节变量。 

空间溢出系数均为正，且在 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农业产业集聚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同时，模型（1)—(7）中的主变量农

业产业集聚程度均显著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这验证了农业产业集聚通过技术扩散以及上下游产业链的拉动，能够形成空间范

围的联动，产生空间溢出效应，进而提高了周围省份农村的发展水平。另外，从各调节变量来看，强大的社会网络、足够的社会

信任、高水平的社会参与以及恰当的社会规范都起到了重要的调节作用，强化了农业产业集聚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抑制作用。因

此，假设 3得到验证。 

为确保模型的可靠性，本文继续使用嵌套矩阵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系数符号及显著性基本一致，这进一步说明了农业

产业集聚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及其空间溢出效应是稳健的。限于篇幅，其稳健性检验结果未列示，有兴趣者可向作者索取。 

六、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基于 2000—2017年中国 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重点考察了农业产业集聚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及社

会资本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1）农业产业集聚能够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农业产业集聚程度每上升 1%，城乡收入差距就会减

少 0.516%。（2）整体而言，改善农村社会资本状况有助于更好地发挥农业产业集聚的外部效应，对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起到了

显著的调节作用。其中，农业大省能够更好地利用和发挥当地社会资本的调节效应，致使其农业产业集聚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抑制

作用大于非农业大省；中西部地区比东部地区能够更好地发挥社会资本的调节作用。（3）农业产业集聚能够对周边省份的农业发

展产生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从而带动周边省份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 

依据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启示：第一，因地制宜制定农业发展策略，加快形成专业化、规模化、现代化的农业

产业发展方式；同时完善农村市场体系，扶持其社会主体的发展壮大，促进城乡之间人才、资金、技术的良性互动。第二，充分

利用社会资本，提升农业建设的活跃度，构建多主体参与、多层次发展的生态模式，并推动社会主体与农户、农业企业利益联结

机制的构建。政府应制定差别化的农业产业发展策略，从农业发展水平、地域位置及时间维度充分考虑，在充分发挥市场作用的

同时，予以精准的政策扶持。第三，打造并完善农业产业链，使农民获得加工、流通环节的效益；同时通过上下游产业链利益共

享等相关机制，促进技术、知识在周边农村的扩散，以发挥农业产业集聚的区域辐射作用，形成区域间互利共赢、相互促进的协

调发展新局面。 

注释： 

1钟腾、吴卫星、玛西高娃：《金融市场化、农村资金外流与城乡收入差距》，《南开经济研究》2020年第 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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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邱伟立译，华夏出版社 2009年版，第 52页。 

3 A.O.Krueger,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gricultural Pricing Policy:Volume 5-A Synthesis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2. 

4 J.Greenwood,B.Jovanovic,Financial Development,Growth,and 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0,98(5),pp.1076-1107. 

5 S.H.Law,H.B.Tan,W.N.W.Azman,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Income Inequality at Different Level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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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Y.Zhao,The Role of Migrant Networks in Labor Migration:The Case of China,Contemporary Economic Policy,2003, 

21(4),pp.500-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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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蔡武、吴国兵、朱荃：《集聚空间外部性、城乡劳动力流动对收入差距的影响》，《产业经济研究》2013年第 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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