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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城市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进程，高度的城市化代表着人类社会发展的高

级化和先进化，但城市化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存在着不可忽视的农村发展问题。城

市和农村相辅相成，如何在城市化快速发展进程中处理好城乡发展的关系，是政

府和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重要问题。中国对城乡关系这个重要问题的思考先后经

历了“统筹城乡”、“城乡一体化”、“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城乡融合”等阶

段，各个阶段有其特定的发展背景，主要表现为处理城乡不协调发展这个主要矛

盾。在高质量发展阶段，促使人口向城市有效集聚，充分发挥人口集聚的经济效

应和农村农业经营的规模化效应，对当下破解中国城乡发展矛盾，推动城乡协调

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本文认为在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中国城乡劳动生产率已由“城乡发展差距不

断扩大”转向“城乡发展逐渐收敛”阶段，城乡劳动生产率出现收敛迹象，通过促

使人口向城市有效集聚加速提升农村劳动生产率，可以加快城乡劳动生产率收敛

步伐，推动中国城乡协调发展进程。基于理论和经验分析，以 2006—2018 年中

国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数据，对所提出的理论假设及其内在机理进行了实证检验。

研究发现：（1）人口集聚对城市和农村劳动生产率均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

且对农村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作用大于城市，为本文研究的理论假设提供了经验支

持。城市“加人”所产生的集聚经济和农村“减人”所产生的农业规模化效应对劳动

生产率的提高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验证了本文的理论机理，并且农业规模化效

应可以加速提升农村劳动生产率，进一步加快城乡劳动生产率收敛的步伐。（2）

分区样本数据回归结果显示，东、中、西部地区人口集聚对城乡劳动生产率均存

在显著促进作用，且可以加速提升农村劳动生产率，通过分区实证检验再次证明

了人口集聚能够促进城乡劳动生产率收敛，进而推动城乡协调发展的理论假设。

（3）中部地区集聚效应大于东部地区，利用好集聚优势能有效推动中部地区城

乡协调发展。西部地区应通过促使人口集聚，打造西部中心城市群和都市圈，创

造本地经济增长极，进而有效推动城乡协调发展。 

 

关键词：人口集聚  城乡协调发展  集聚经济  农业规模化  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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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rbanization is an inevitable process of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 High-level urbanization represents the advanced and advanced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 However,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there are also rural development issues that cannot be ignored. 

Cities and rural areas complement each other. How to handl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process of rapid 

urbanization is an important issue that the government and all walks of life 

are generally concerned about. China’s thinking on the important issue of 

urban-rural relations has successively gone through the stages of 

"Coordin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Urban and Rural Integration", "New 

Urbanization",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Urban and Rural Integration". 

Each stage has its own specific development background. The main 

manifestation is to deal with the main contradiction of the un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In the stage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promoting effective population agglomeration in cities, 

giving full play to the economic effects of population agglomeration and 

the scale effect of rural agricultural operations, play a positive role in 

solving the current contradiction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 and promoting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This article believes that in the context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China’s urban-rural labor productivity has shifted from "increasing urb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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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ral development gap" to the stage of "gradual convergence of urban-rural 

development." Urban and rural labor productivity is showing signs of 

convergence, and the increase in rural labor productivity is accelerated by 

promoting effective population agglomeration in cities. Can accelerate the 

pace of urban and rural labor productivity convergence, and promot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China's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analysis, using China’s provincial panel data 

from 2006 to 2018 as sample data, the proposed theoretical hypothesis and 

its internal mechanism have been empirically tested. The study found that: 

(1) Population agglomeration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urban and 

rural labor productivity, and the effect on rural labor productivity is greater 

than that in cities, which provides empirical support for the theoretical 

hypotheses studied in this paper. The agglomeration economy produced by 

urban "increasing people" and the agricultural scale effect produced by 

rural "reducing people" both have a significant promotion effect on the 

increase of labor productivity, which verifies the theoretical mechanism of 

this article, and the scale effect of agriculture can accelerate the increase in 

rural areas. Labor productivity has further promoted the convergence of 

labor productivity in urban and rural areas. (2) The regression results of 

regional sample data show that population agglomeration in the eastern,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has a significant promotion effect on urban 

and rural labor productivity, and can accelerate the improvement of ru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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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bor productivity. The regional empirical test once again proves that 

population agglomeration can promote urban and rural labor productivity 

Convergence, and then promote the theoretical hypothesis of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3) The agglomeration 

effect of the central region is greater than that of the eastern region, and 

making good use of the advantages of agglomeration can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in the 

central region. The western region should promote the agglomeration of 

the population, build the western central city clusters and metropolitan 

areas, create local economic growth poles, and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Keywords: Population agglomeration; Coordinated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Agglomeration economy; Agricultural scal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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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  论 

1.1 研究背景 

城市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进程，高度的城市化代表着人类社会发展的高

级化和先进化，但城市化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存在着不可忽视的农村发展问题。城

市和农村相辅相成，如何在城市化快速发展进程中处理好城乡发展的关系，是政

府和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重要问题。2003 年以来，中国对城乡关系这个重要问

题的思考先后经历了从“城乡统筹”到“城乡协调”等阶段，各个阶段有其特定的发

展背景，不同阶段对应不同的战略和体制机制，主要表现为处理城乡不协调发展

这个主要矛盾，体现了政府处理城乡关系与时俱进的战略性思考与重视。 

由于中国发展长期受“城乡二元结构”影响，因此有关“城乡协调”的战略或体

制机制或多或少带有一定偏向性，“城市偏向”和“农村偏向”的存在一定程度上将

城市和农村发展独立起来。在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不平衡的矛盾尤为突出，而城

乡发展不平衡已成为高质量发展亟待解决的关键性矛盾，亦成为中国社会多重矛

盾中亟需解决的主要矛盾。城乡收入差距日渐拉大；农业现代化发展缓慢；城市

基础设施建设较为完备，农村地区较为欠缺；城乡社会保障不协调；教育医疗资

源分配不均，教育体系不完备；看病难、看病贵等一系列问题均较为突出。因此，

在向高质量发展转变阶段，如何促使人口向城市有效集聚，充分发挥人口集聚的

经济效应和农村农业经营的规模化效应，对当下破解中国城乡发展矛盾，推动城

乡协调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1.2 研究意义 

1.2.1 理论意义 

城乡协调发展涉及城乡多方面，包括经济、文化、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

综合各方面来看城乡协调发展更多体现为一种实际人均意义上的平衡发展。这种

人均意义上的平衡体现为每个人生活质量水平的均等化，人民所享受的公共服务、

基础设施、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也反应在人民生活质量里面。实际收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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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剔除通胀因素）的提高才是人民切实关注的，因为只有实际收入才真正影响

到人民生活（陆铭, 2016）。城乡实际人均收入水平的均等化依赖于一定的经济基

础，而服务于城乡协调发展的经济基础则表现为城乡产业融合化发展（许彩玲和

李建建，2019），城乡产业融合化发展正是工农部门劳动生产率逐渐趋同的过程

（涂圣伟，2020）。纵观全球城市化发展历史可以发现虽然工农部门劳动生产率

在城市化发展到较高程度时并未相同，但却普遍出现逐渐收敛的现象，逐渐收敛

使得城乡劳动生产率逐渐趋向相等，这种相等表现为实际人均意义上的均等（如

劳动生产率实际值、实际人均 GDP、人民生活质量等）。城乡劳动生产率从收敛

到均等所体现的过程性契合了城乡协调发展的过程，同样这种思想也体现在区域

协调发展中。劳动生产率的逐渐收敛思想在研究区域和城乡协调发展问题中更易

理解协调的涵义，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协调发展理论的不足。 

1.2.2 现实意义 

（1）有利于集聚地域（城市）的形成。人口通过流动产生集聚，人口之所

以在某一地域集聚是因为集聚地域有更高的工资水平、更多的消费选择以及更好

的公共服务质量。现代化发展视域下的人口集聚通常发生在城市，城市能够实现

资源的集中配置，而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成为城市发展的内生决定性力量。同理，

市场力量下的资源配置有利于集聚区域的形成。 

（2）有利于城乡发展差距的缩小。市场力量导向下的资源配置形成了发达

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以及城市和农村，这是资源配置的结果。然而由于在一定程度

上抑制了市场配置资源的主导性作用，使得区域和城乡发展差距不断拉大。收入

差距是最能直观感受的表象特征，如果从实质去探讨真正的差距（譬如人民生活

的质量），差距会更大，遗憾的是质量性的差距无法准确衡量。在耕地的有限性、

人口流动的局限性、农业生产的分散性、生产方式的落后性以及农村劳动力大量

剩余的共同作用下，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和实际人均收入长期处于较低水平。相

反城市通过人口集聚在共享、匹配和学习效应的共同作用下，劳动生产率和实际

人均收入不断提高。对比两者结果，这种差距的拉大使得工农部门劳动生产率的

收敛成为“传说”，也就无从谈起城乡劳动生产率的均等。 

（3）有利于城乡协调发展。工农部门劳动生产率的不断发散使得学界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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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协调城乡发展的问题。解决问题的实质在于找到产生问

题的根源，“解铃还需系铃人”。人口的流出有利于增加农村地区人均耕地面积，

易于发展规模化农业，有利于提高土地生产率和农业劳动生产率，让农村地区人

口更多的流向城市才是破解中国城乡劳动生产率不断发散的关键。一边是城市

“加人”所产生的集聚经济带动城市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一边是农村“减人”推动农

业规模化经营的实现。通过人口集聚促使工农部门劳动生产率逐渐收敛，推动城

乡劳动生产率从收敛到均等，进而实现城乡协调发展。人口集聚受到众多因素的

约束（比如土地制度、户籍制度、受教育水平、公共服务等），由于约束因素的

存在使得人口集聚在一定程度上是“不自由的”。因此，如何在遵循市场经济发展

规律的前提下，协调好区域间和区域内的人口流动，引导农村人口向城市集聚，

对于扭转中国城乡发展不协调和破解高质量发展困境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1.3 研究方法 

（1）文献综述法。通过梳理国内外关于人口集聚和城乡协调发展方面的文

献，进行相关研究总结，从而为本文后续的研究准备充分的理论基础。具体可分

为一方面是根据研究脉络进行梳理（例如城乡协调发展理论，从城乡协调发展思

想到城乡一体化的提出等），另一方面根据时间节点和逻辑关系进行梳理（如人

口集聚的过程中必有人口流动和迁移，有关人口流动和迁移的研究在国外较早，

在中国出现的相对较晚）。 

（2）实证研究法。实证研究法是实证类研究必不可少的研究方法，通过搜

集必要的实验数据，导入相应的计量经济学软件进行实证检验，为文章的研究提

供重要的数据支撑和经验说明。本文实证分析所用的计量经济学软件为 Stata15.1，

相关实证主要分为两部分：(1) G2SLS 估计（面板工具变量）。根据相关检验和

Hausman 检验确定适用的工具变量和模型。(2) 稳健性检验。在完成主要回归分

析的基础上，采用面板两步迭代 GMM 估计方法对 G2SLS 估计结果进行相应的

一致性和可靠性检验。 

1.4 创新之处 

本文的可行性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依据发展经济学理论中工农关系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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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律和刘易斯工农部门劳动生产率趋同理论将城乡协调发展定义为城市和农村

劳动生产率从收敛到均等的过程，即城乡劳动生产率差距不断缩小（收敛）的过

程，将城乡协调发展具体化和数据化，为城乡协调发展的研究开拓了新视角，从

而为当下促使中国实现城乡协调发展提供科学化、合理化的政策建议。 

1.5 主要内容及技术路线 

本文第一章论述了研究背景以及可能的创新等五小部分内容。第二章介绍了

人口集聚和城乡协调发展的概念界定以及当前学界有关城乡协调发展已有的研

究文献，进而对文献进行了总结述评。第三章分析了当前中国城乡协调发展的现

状，基于现状分析提出了本文的理论假设。第四章论述了城乡协调发展的理论基

础和理论机理。第五章进行了实证建模和样本数据回归。第六章基于经验分析和

回归结果得出主要研究结论，进而提出了有利于城乡协调发展的政策启示。第七

章基于本文研究的全部内容总结出研究的不足，并对此提出了未来的研究展望，

本文的整体研究脉络具体如图 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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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技术路线图 

绪  论 

文献综述 

中国城乡协调发展现状分析 

理论分析 

模型构建与实证检验 

主要结论与政策启示 

不足与展望 

研究背景 研究意义 研究方法 

相关概念界定 文献论述 文献述评 

发展现状分析 理论假设的提出 

理论基础 理论机理 

数理模型构建 

城乡二元结构 

城乡协调发展 

城乡一体化 

集聚经济 

农业规模化 

G2SLS 实证分析 

稳健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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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献综述 

2.1 相关概念界定 

（1）人口集聚。人口集聚是一种现象也是一种结果，人口倾向于向拥有更

多生产生活资料、消费选择以及更好医疗卫生及社会保障条件的地区集聚，一般

的集聚地域为城市或城镇。人口向城市集聚的现象是社会发展的重要体现，人口

通过向城市集聚，为城市发展带去丰厚的劳动力，能够通过集聚经济推动城市经

济增长，同时也使得技术不断进步，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城市获得繁荣（Glaeser, 

2012）。本文认为人口集聚是指为了获取更多发展机会，同时为了满足自身多样

化的消费选择以及更好的教育和医疗条件，享受更多的公共服务等而向城镇集聚

的现象，这种人口集聚的动机同样也体现在跨国人口流动中。中国区域内人口更

多的表现为从农村向城镇集聚的城市集聚现象，因此本文采用城镇化率表征人口

集聚更能准确反映中国人口集聚的实际情况。 

（2）城乡协调发展。城乡协调发展是对城乡关系的一种描述，是指城乡关

系由分离向统一协调以及融合转变，使得城乡结束分离对立状态，实现城乡资源

共享和要素合理配置以及充分流动的状态（Cecilia，1998；薛晴和霍有光，2010）。

郭熙保和崔文俊（2016）认为推动城乡协调发展单单依靠农村自身的力量无法实

现，而是要遵循工农关系的自然发展规律。发展经济学在理论方面对工农关系的

发展作了重要阐述，认为工农关系可以分三个发展阶段，对工农关系的发展历程

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描述。其中，第一阶段为初期，在这一阶段工农关系主要表现

为以农促工，农村支持城市发展，为工业化发展提供丰厚要素积累；第二阶段为

中期，这一阶段表现为工业发展可以依靠工业资本积累完成，而不再依靠农业积

累，工农发展表现为一种相对关系；第三阶段主要表现为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

后期阶段，以工业现代化推进农业现代化，进而推动城乡协调发展。综上所述，

结合发展经济学工农关系的发展规律，本文认为城乡协调发展是指城乡二元结构

转变为一元结构，城乡资源可以充分流动进而通过市场进行合理配置，工农部门

劳动生产率逐渐收敛进而达到均等（表现为实际人均意义上的均等），城乡由分

割对立到统一协调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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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文献综述 

2.2.1 城乡协调发展 

城乡协调发展是一个综合性的命题，是继承和升华了“城乡统筹”和“城乡一

体化”之后契合时代发展需求的城乡发展之路（张克俊和杜婵，2019）。中国城乡

关系问题的研究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综合来看国内学界对城乡协调发展的相关

研究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对城乡协调发展内涵、演变理论、问题以及经验路

径辨析梳理的定性研究，二是通过数理模型来展开定量研究。定性研究以理论梳

理分析为主，基于城乡协调发展思想以及国外城乡协调相关理论思考中国城乡关

系的实践，结合“城乡统筹”和“城乡一体化”进而全方位、整体性阐述城乡协调发

展的内涵。在内涵辨析的基础上通过梳理国外处理城乡关系的理论和实际经验，

总结出有利于中国城乡发展的经验启示和路径（刘先江，2013；张晖，2018； 廖

桂村，2018；郭殿生和宋雨楠，2019；宋迎昌，2019；姚毓春，梁梦宇，2019；

涂圣伟，2020）。 

70 年的历史更迭，中国城乡关系慢慢由分割走向协调融合，体现了要素流

动的变化。基于要素流动视角，程响和何继新（2018）探析了城乡协调发展与特

色小镇建设之间的互动性，认为城乡协调发展和特色小镇建设的互动是不同资源

要素交叉流动和有机协调的过程（程响和何继新，2018）。杜启平（2020）从农

村人口流动视角切入研究城乡发展的问题，认为农村流动人口的治理应着重保障

流动人口主观能动性和自主选择权，实现人口流动的内生性发展和自由全面发展

（杜启平，2020）。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对城乡协调发展和乡村振兴的

共同探讨已然成为新的命题。有从经济、社会、生态及文化的视角论述城乡关系

对乡村振兴的启示，发现通过创新乡村振兴的理论和实现路径可以推动城乡融合

发展（张英男等，2019），也有从乡村空间治理视角探讨乡村空间治理与城乡融

合互动发展关系的研究（戈大专和龙花楼，2020）。 

定量研究方面学者们多从不同角度切入运用相关数理模型进行研究，如对全

国或分区城乡协调发展水平的测度。例如谢守红和王利霞（2013）将长江三角洲

16 个城市划分为四种类型: 协调型、基本协调型、初级失调型和失调型（谢守红

和王利霞，2013）。杨晓冬和武永祥（2015）发现中国的城乡发展水平协调但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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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社会保障水平不协调，东、中、西部人口迁移量与城乡协调发展水平存在差异。

王俊霞等（2015）认为中国城乡发展协调程度较高，但存在异质性，且部分地区

存在恶化的迹象。吕丹和汪文瑜（2018）研究表明中国城乡一体化水平存在较强

的空间异质性，中国经济发展和城乡一体化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的因果关系。王颖

等（2018）通过测度东北地区城乡协调发展水平发现东北地区城乡协调发展存在

不规律的众多特点，认为通过扩张中心城市规模、提升城市服务能力等可以提升

城乡协调发展水平，进而推动城乡进一步协调发展。郭磊磊和郭剑雄（2019）通

过测度劳动力、资本以及社会环境融合发展水平分析了西南和西北地区城乡融合

发展水平，发现社会环境融合发展的分散是导致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分散的主要原

因。 

城乡协调发展水平的测度体现了全局性、整体性和系统性，为研究中国城乡

协调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与综合水平测度不同的研究是基于某一角度分析对城

乡协调发展的影响，如陈钊和陆铭（2008）通过构建城市决定城乡分割政策的动

态经济模型，分析了中国城乡融合发展的可能性。林丹（2011）认为只有将土地

出让金均衡地投入到农村和城市两个区域，通过合理界定归公的土地增值收益比

例，才能统筹城乡协调发展。杨娜曼等（2014）发现湖南省城乡收入差距与城乡

协调发展水平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刘明辉和卢飞（2019）认为改善农业发展

中的要素错配状态是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动力，而非农部门的要素错配恶化

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城乡融合发展。廖祖君等（2019）发现经济集聚能促进区域城

乡融合发展，经济集聚能够通过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对城乡融合发展产生影响，

且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异质性。也有学者发现中国西北地区城乡协调发展的空间格

局呈现出中心极化和群体集聚特征；经济总量、生活水平、空间聚集、城乡往来、

投资生产和社会保障对城乡协调发展均存在重要影响（刘融融等，2019）。 

2.2.2 人口流动与城乡协调发展 

有关人口集聚与城乡协调发展的研究几乎没有，学界对于两者之间关系的研

究多从不同视角切入探讨城乡协调发展的可能性。人口流动是人口集聚的前提，

人口流动对城乡协调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引导作用。人口之所以发生流动是因为

拉力和推力的影响，个体的流动行为在综合衡量流入地拉力和流出地推力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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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进行抉择，这种双向“力”被称为人口迁移的“推拉”理论(Heberle,1938)，随后

Bogue(1959)和 Lee(1966)进一步完善了“推拉”理论。Lewis(1954)所构建的城乡二

元经济模型则从经济学角度证明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迁移是城市经济部门收

入水平提升的主要动力，从侧面证明了人口流动对于城市发展的重要性。从人口

流动的“推拉”到城市发展的动因，证明了人口流动和城市发展是相互依赖的。从

实际经验解读人口流动，一方面是个体为了自身更好的发展而前往能提供更多发

展机会的地域（城市或发达乡镇），以便获取更多劳动报酬改善个体所处境况；

另一方面则表现为随机性的流动，如探亲、旅游等，而人口流动所引发的经济反

应更多体现在前者。 

从人口流动的约束来看，郭东杰（2019）认为户籍制度的综合性改革更有利

于通过乡村人口的自由流动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同样王桂新和胡健（2018）认

为必须加大力度进行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二元社会体制改革。而李一花等（2017）

认为仅有户籍的改变是不够的，在推动城乡协调发展中还需要注重有关人民福利

的其他方面配套。类似的研究还有王丽莉和乔雪（2019）认为降低人口流动壁垒

将有利于中国城市规模的扩大以及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的改进。林晨（2018）通

过构建“斯拉法——列昂惕夫”体系下的二元经济模型，分析了二元经济形成的原

因及其结果，研究发现显性或隐性的要素流动限制，会加剧城乡发展的不协调程

度。 

2.2.3 人口集聚与城乡协调发展 

人是一切经济活动的主体，人口流动是人的行为表现。人口流动引发人口集

聚，进而形成城市，同时城市的发展也促使更多人口向城市集聚，人口集聚正是

城市形成和发展的内生动力(Berlianta 等，2000)。人口在城市的集聚，通过共享

（分享）、匹配和学习效应催生城市产生集聚经济提高劳动生产率，这种提高也

来源于人力资本外部性（陆铭，2016；张先锋等，2018），且在生产者和消费者

中并存，斯密式、张伯伦式和马歇尔式三大学术流派的研究方法则正是集聚三部

曲（共享、匹配和学习）的思想起源（藤田昌久和雅克—弗朗斯瓦·蒂斯，2016）。 

人口集聚命题的出现使得学界开始关注与集聚相关的经济连锁反应，

Williamson(1965)认为集聚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经济发展，而当人口集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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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一定程度后则会不利于经济增长，提出了经典的“威廉姆森假说”（Williamson, 

1965）。Brülhart 和 Sbergami(2009)进一步验证了“威廉姆森假说”，国内也有学者

验证了这一假说（陈心颖，2015；王智勇，2018），巧合的是对“威廉姆森假说”的

验证一定程度上耦合了克拉逊发现的城市化发展四阶段现象，它们之间是巧合还

是符合的关系是一个值得探究的有趣命题。也有不同于威廉姆森一派的研究，比

如 Shefer(1973) 发现城市规模扩大会带动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

Sveikauskas(1975) 和 Moomaw(1981)通过研究美国的一些城市也得到了同样的

结论。 

国内研究中范剑勇（2006）发现非农人口集聚能明显提高劳动生产率。周玉

龙和孙久文（2015）认为人口集聚对第二产业影响不大，或者可能为负；第三产

业的发展则受到了人口集聚的正向影响。同时认为人口规模超过一定程度后反而

会对劳动生产率产生阻碍作用。杨东亮和李春凤（2020）利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

研究发现高技能人口集聚有利于显著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有

效缩小区域劳动生产率的差距，说明人力资本具有显著的外部性，但这项研究中

忽略了低技能人口和城乡发展的问题，在城市化程度较高时，更需要高低技能劳

动力的互补性，这种互补集中体现在劳动分工（协调配套）、人力资本外部性（相

互学习）和消费外部性（服务需求）方面（陆铭，2016），如果一味追求高技能

人口的集聚，那么城乡发展的矛盾将会愈发尖锐。 

人口集聚的影响还表现在其他方面，如城镇化、经济发展、环境污染等。刘

国斌和韩世博（2015）认为中国人口集聚与城镇化发展正由不协调转向协调，通

过改善城乡人口、教育、收入以及就业结构可以有效协调人口集聚与城镇化发展。

杨东亮和任浩锋（2017）发现人口集聚有利于提高经济发展水平，且在西部地区

人口集聚的经济效应最大，而且认为城镇化、人力资本和人口抚养比是通过人口

集聚提升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同时杨东亮和李朋骜（2019）发现人口集聚能够

显著促进经济增长，而人口年龄结构和就业结构的改善更有利于经济增长。梁伟

等（2017）研究发现在中国发展的现阶段人口集聚所产生的经济集聚有利于减小

雾霾污染，同样郑怡林和陆铭（2018）基于规模效应和同群效应验证了人口和经

济的集聚有利于减排，从宏观和微观角度证明了大城市更为环保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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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文献述评 

综上所述，有关城乡协调发展的研究一方面是通过理论梳理和发展数据进行

定性研究，为定量研究提供了较为充分的理论参考。另一方面基于定性研究的基

础，定量研究一是通过经济发展、民生福利和社会环境等方面对协调发展进行综

合性的测度，进而分析影响城乡协调发展的主要方面。二是从某一角度切入分析

某一因素对城乡协调发展的影响，这类研究多表现为要素（如劳动力、土地、人

力资本等）对城乡协调发展的影响，认为要素的自由（双向）流动是促进城乡协

调发展的关键。人口流动是个体行为的表现，人口流动对经济的影响则更多受到

市场力量的导向。在市场作用下人口流动对社会发展产生影响，比如提高劳动生

产率以及缩小地区和城乡发展差距，同时在人口流动中政府的服务作用不可忽视，

例如为人口流动提供相应配套设施等。人口流动促使人口集聚，人口集聚可以促

进社会发展，主要表现为集聚经济所产生的影响，例如提高劳动生产率、推动非

农产业发展，其中如人口结构、人力资本等与人有关的因素起着重要的协调作用。

人口集聚也会影响社会发展的其他方面，如城镇化的发展、环境的改善等都与人

口集聚联系密切。因此，本文基于发展经济学工农发展关系和刘易斯工农部门劳

动生产率趋同理论，以人口集聚为切入视角，通过研究人口在城市（城镇）的集

聚对城乡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作用以及两者差距的缩小（收敛），为城乡协调发展

的研究提供参考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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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国城乡协调发展现状分析及理论假设 

3.1 中国城乡劳动生产率发展现状分析 

众所周知城乡发展差距体现在众多方面，比如城乡实际人均收入、城乡居民

受教育程度、公共服务以及社会保障等。但究其本质，这些仅为总量上的差距，

城乡协调发展更多体现为一种实际人均意义上的平衡发展，这种人均意义上的平

衡体现为每个人生活质量的均等化，人民所享受的公共服务、基础设施、教育医

疗及社会保障等方面也反应在人民生活质量里面。劳动生产率作为衡量高质量发

展的一个重要指标以及衡量城乡发展差距的重要检视指标，在一定程度上是衡量

均等化的良好指标，将城乡协调发展具体化和数据化，为城乡协调发展的研究提

供新视角。本小节通过分析中国城乡协调发展的现状，分析当前中国城乡发展所

处的阶段，同时为后文验证本文的理论假设做好铺垫，在此对中国城乡劳动生产 

 

图 3.1  中国城乡劳动生产率发展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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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发展现状进行分析。图 3.1 中的（1）、（2）、（3）和（4）分别表示全国、东部、

中部和西部 2006—2018 年城乡劳动生产率发展现状。 

图 3.1 中，实线代表城市劳动生产率（实际值），虚线表示农村劳动生产率

（实际值）。由图可知，无论是全国还是东、中、西三大分区，城市劳动生产率

提升速度远大于农村劳动生产率，农村劳动生产率呈现出一种极其缓慢增长的现

象，可以明显看到城乡劳动生产率的差距不断扩大，通过实际数据证明了城乡发

展差距的存在。 “城乡发展差距的扩大”显而易见，但差距是否持续性扩大则需

要进一步的数据分析来检验，在此用城市劳动生产率与农村劳动生产率的比值来

分析差距的趋势。 

 

表 3.1  中国城乡劳动生产率比值 

比值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全国 5.88 6.08 6.23 6.43 6.64 6.84 7.15 7.12 7.03 7.16 7.29 7.29 7.29 

东部 5.50 5.57 5.68 5.83 5.81 5.91 6.13 6.13 6.09 6.36 6.62 6.69 6.75 

中部 5.82 5.61 5.80 6.06 6.39 6.72 6.74 6.68 6.58 6.58 6.54 6.51 6.51 

西部 7.05 7.39 7.57 7.80 8.44 8.69 9.33 9.27 9.10 9.03 9.05 8.93 8.80 

数据来源：stata 计算整理所得。 

 

表 3.1 列出了全国以及东、中、西部地区城乡劳动生产率的比值。由表 3.1

可知，2006 年中国城乡劳动生产率平均比值为 5.88，东部最小为 5.50，中部为

5.82 处于中间水平，西部 7.05 比值最大。最大值和最小值相差了 1.5 个点，通过

这一点可以较为明显感知到东西部发展差距的存在。东部地区比值不断增加，但

在 2015 年之后趋向平缓。西部地区 2012 年比值达到最大值为 9.33，此后一直呈

下降趋势，且下降趋势较为明显。中部地区亦在 2012 年达到最大值 6.74，之后

也呈现下降趋势。为方便分析根据表 3.1 作图 3.2 来直观展示比值趋势。 

由图 3.2 可知，从平均比值来看全国处于中等水平，西部地区最大，中部次

之，东部最小。以 2012 年为时间节点可以将图 3.5 划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

2006—2012 年，比值不断上升，表明城乡发展差距不断扩大。2012—2018 年全

国、中部和西部地区城乡劳动生产率差距开始缓慢缩小，东部地区略有上升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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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后又趋于平缓，说明 2012 年以后城乡劳动生产率差距开始缩小，城乡劳

动生产率出现收敛迹象，其中西部地区收敛最明显。收敛的可能原因是 2012 年

召开的党的十八大将新型城镇化建设列为重要建设性方针，由此推动新一轮农村

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热潮，加快了人口向城市流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对农村劳动

生产率的提升起到了间接推动作用。通过实际发展数据可以发现城乡劳动生产率

差距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扩大之后开始趋于平稳和缩小，城乡劳动生产率出现收敛

迹象。 

综合以上分析，城乡劳动生产率出现收敛迹象已然成为事实，基于此本文认

为通过促使人口向城市有效集聚，可以在提高城市劳动生产率的同时加速提升农

村劳动生产率，加快两者收敛程度，推动城乡协调发展的进程。 

 

 

图 3.2  城乡劳动生产率比值趋势图 

3.2 理论假设的提出 

二元经济结构是实现城乡协调发展的最大壁垒，对中国而言也不例外，但在

研究中国城乡协调发展问题时不可直接照搬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这是因为中国

城乡二元结构的形成还包户籍制度、教育问题以及公共服务供给等因素。因此，

在参考借鉴发展经济学工农发展理论和刘易斯城乡二元结构模型的基础上，将影

响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多元因素纳入研究范围，从而使得改进后的模型更适

合研究中国城乡发展问题。刘易斯模型及模型中所提及的劳动生产率提升和农村

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思想，为本文研究中国城乡协调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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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一方面不断扩大城市工业部门，另一方面农村人口的

减少使得人均耕地面积增加从而加快了农业规模化发展的步伐，最终使得城乡劳

动生产率的差距逐渐缩小，加快城乡劳动生产率的收敛，推动城乡协调发展，基

于以上理论基础，提出本文的理论假设： 

城市和农村劳动生产率从初始值到 A 点所描述的过程经历了“城乡发展差距

扩大——城乡发展逐渐收敛——城乡发展趋向均等”三个阶段，当前高质量发展

背景下，在保持城市劳动生产率以一定速率提升的同时加速提升农村劳动生产率，

加快两者收敛，进而推动城乡协调发展。图 3.3 为本文研究中国城乡协调发展的

理论假设示意图。 

 

 

图 3.3  理论假设 

 

由图 3.3 可知，横轴表示发展时间，纵轴表示城市和农村劳动生产率（实际

值）。其中，实线表示城市劳动生产率（以一定速率提升），虚线为农村劳动生产

率（加速提升），A 点为城乡协调发展的理论均衡点（即城市劳动生产率等于农

村劳动生产率），在当前的发展背景下是一种较为理想的状态。城市和农村劳动

生产率差距的缩小（收敛）正好体现了城乡协调发展的过程。现阶段中国城乡协

调发展的问题已由“差距的不断扩大”转向城乡劳动生产率的逐渐收敛，通过促使

人口向城市有效集聚在推动城市劳动生产率提升的同时，加速推动农村劳动生产

率的提升进而促使城乡协调发展是本文重点探讨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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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城乡协调发展的理论分析 

4.1 理论基础 

4.1.1 城乡二元结构理论 

阿瑟·刘易斯（1954）将二元经济结构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相结合，

从而为发展中国家破解二元经济结构，实现一元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考。

刘易斯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分为农村农业部门和城市工业部门经济，即

二元经济。为简化分析，本文用 A 代表农业部门，B 代表工业部门。在 A 部门

中土地是有限的，因此，在有限的土地约束下，随着农业从业人员的不断增加，

A 部门的人均劳动生产率不断下降，其劳动的边际生产力亦随之下降甚至为零，

由此导致 A 部门出现越来越多的剩余劳动力。相对于 A 部门，B 部门的发展主

要依赖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工资水平不仅取决于工人的人均劳动生产率和边际

生产率，而且受所生产的产品产量的影响，因此，一方面基于技术进步和资本积

累的无限性，B 部门所创造的就业机会是无限的；另一方面 B 部门的工资水平远

高于 A 部门，从而诱使 A 部门剩余劳动力不断向 B 部门转移，B 部门将得到源

源不断的劳动力。随着 A 部门剩余劳动力的不断减少，A 部门劳动力将逐渐减

少，人均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将转变为正，达到“刘易斯拐

点”实现一元经济发展模式。虽然刘易斯理论模型探讨了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和城市的发展，但却忽略了农村的发展。刘易斯强调当城市将农业劳动力全部吸

收后农业部门会成为城市现代经济发展的组成部分。如果一味强调工业发展而忽

视农业的重要性，那么工业的发展也会受到阻碍，对于这一点刘易斯在后来也认

识到了自身理论的不足，认为如果农业无法和工业发生同时性的增长，即使工业

再发达也不利于社会整体发展（阿瑟·刘易斯,1991）。针对刘易斯理论模型的不足，

Ranis 和 Fei(1969)补充了农业发展的重要性及其对工业的促进作用，从而一定程

度上弥补了刘易斯模型的缺陷，形成较为完善的新二元经济结构模型。当现代城

市工资水平和劳动生产率与农业部门相差无几时，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会形成统

一的劳动力供给和需求市场，二元经济状态消失，形成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格局。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人口集聚对城乡协调发展的影响研究 

17 

 

4.1.2 城乡协调发展思想 

虽然西方国家在工业化时代已经注意到了城乡发展问题，但国外学界对于城

乡统筹、城乡一体化、城乡融合和城乡协调等的相关研究较少（王羽强，2012），

多为理论方面的梳理概述或是从城市和农村与社会发展各方面的联系出发去研

究城乡发展问题（宋迎昌，2019）。空想社会主义最早论述了有关城乡协调发展

的思想，之后基于辩证唯物主义视角马克思和恩格斯论述了城乡协调发展的思想

（在当时主要是对资本主义国家城乡关系的论述）（叶超和陈明星，2008；申晓

艳和丁疆辉，2013）。随着生产力水平的逐渐提高，人类社会不断发展进步，城

乡发展呈现出“城乡混沌一体——城乡分离与对立——城乡融合”的发展历程，以

城乡协调为基础的城乡融合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这是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

一社会基本矛盾发展的客观规律所决定的（刘先江，2013）。 

4.1.3 城乡一体化理论 

在早期有关城市演变研究中也有城乡协调发展思想的体现，彼得·霍尔（P. 

Hall）推演了城乡关系演进模型，模型假设存在一个城市及其所附属的郊区和农

村，在这一模型中霍尔将城乡关系的变化分为六个阶段，依次为人口向城市迁移、

城市人口集聚、城市集聚趋缓、人口向郊区分散以及郊区集聚，而克拉逊认为，

人口迁向郊区并不影响中心城市人口的集聚，中心城市人口迁出之后依旧会产生

较强的集聚力量再次使得中心城市人口集聚，他将中心城市人口再次集聚的现象

称之为再城市化，将城市化发展的全过程表述为“城市化——郊区化——逆城市

化——再城市化”（Frisbie 和 Kasarda，1988）。再城市化的例子也有众多国际经

验，1965—1995 年之间东京都夜晚人数占白天人数的比重持续（几乎直线）下

降，而到了 1995 年之后又开始上升（陆铭，2016）。再看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发展，

纽约、伦敦以及波士顿的城市人口在经过多年持续下降之后在上世纪 80 年代又

开始增加（孙嘉明，2014），而这些城市发展经验无疑再次验证了克拉逊城乡关

系演变的四阶段学说。在城乡发展的四个阶段推演中可以看到城市因农村而发展，

农村受城市影响而发展，体现了一定的城乡协调发展思想。然而早期对于城乡协

调发展的理论多为一种思想观念的表述，缺乏理论的系统性以至于并未引起学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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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城乡关系的重视，这一桎梏直到20世纪90年代被打破。加拿大地理学家McGee

（1991）通过梳理前人有关城乡发展的论述，基于亚洲欠发达国家（或地区）从

城乡要素流动出发通过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阐述了城乡发展的重要性，首次提出

Desakota（城乡一体化）概念，认为城乡一体化是指在一定地理区域上城市和乡

村行为的同时性，强调了两者在空间上的相互影响性与行为表现的无差异性。图

4.1（于峰和张小星，2010）为 McGee 概述的城乡五大功能区分布，其中（3）

Desakota 为城乡一体化区。Desakota 理论的提出打破了“城市中心论”，引发了学

界研究城乡关系的热潮，为欠发达国家（或地区）城乡协调发展的研究提供了重

要的参考经验和启示，结合实际来看，中国城乡关系的演变正在不断向城乡协调

发展思想以及麦吉的 Desakota 理论方向靠近。 

 

图 4.1  麦吉城乡功能分区示意图 

4.2 人口集聚与城乡协调发展的理论机理分析 

人口集聚对城乡协调发展的作用机理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通过城市“加

人”提升城市劳动生产率，主要表现为集聚经济和人力资本外部性，二是通过农

村“减人”间接提升农村劳动生产率，通过城市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及农村劳动生产

率的加速提升，促使城乡劳动生产率收敛从而达到城乡协调发展的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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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人口集聚对城市劳动生产率的提升机理  

根据集聚经济学的原理，共享、匹配和学习是集聚的三大显著特征，俗称“集

聚三部曲”，人口集聚作为集聚的一种形式，其外部性效应同样体现在共享、匹

配和学习上。人口集聚所产生的人力资本外部性和集聚效应并存于推动劳动生产

率提升的各个阶段。 

（1）共享效应。人口倾向于集聚到可以提供更多就业机会及拥有众多消费

选择的城市，人口的集聚为城市发展带来大量的劳动力资源，从而在城市形成丰

富的劳动力市场池。劳动力市场池不仅拥有大量的劳动力资源，而且更为重要的

是可以促进知识技能在劳动力之间的传播，共享知识信息，从而激发学习效应。

劳动力之间的互动交流通过学习效应不断提高知识水平和技能水平，进一步激发

人力资本的外部性效应。丰富的劳动力市场池可以共享信息知识和公共设施。城

市经济学理论指出，当部分企业驻地和其他企业的驻地较为邻近，那么该部分企

业就可以共享其他企业所提供的中间投入品，反之，其他企业也能够共享该部分

企业的中间投入品。如服装企业集聚在纽扣企业生产地附近可以共享中间产品纽

扣，汽车生产商集聚在汽车零部件企业附近可以共享汽车生产所需的零部件等，

这是经济集聚的成因之一。反映在人与人之间则表现为共享丰富的信息流和他人

所拥有的知识和技能。在人口集聚地区有着丰富的信息，集聚区的个体可以通过

这些丰富的信息提升自身的知识素质和技能水平。同样，低技能劳动力可以共享

高技能劳动力所分享的知识技能，学生可以共享教授所传授的学识。在人口集聚

区域公共设施同样被人们所共享，个体作为集聚区域的纳税人，地方政府通过纳

税为区域提供公共设施，在该区域集聚的个体不可能独占公共设施而是和其他个

体一起共享。且人口集聚度越高的地区，公共设施越完善且越发达。这是因为个

体数越多，被分摊在人均个体身上的公共设施成本也就越低，进一步优化了公共

资源配置。 

（2）匹配效应。匹配主要表现为劳动力市场的匹配效率和匹配质量。假设

存在一个城市，有较多企业分布在城市中，同时有一群拥有不同劳动技能的劳动

力。在该城市中，拥有不同技能的劳动力会去寻求符合自身拥有技能的企业岗位

工作从而获得劳动报酬，以满足自身消费和发展需求。同理企业也需要符合岗位

需要的劳动力。较为理想的状态是具有异质性的劳动力都能找到符合自身所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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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技能的工作，企业都能聘到符合岗位需求的劳动力。但是如果劳动力无法找

到符合自身劳动技能的岗位，同时企业寻求不到拥有企业所需劳动技能的劳动力，

那么劳动力可能会去别的城市寻找就业就会，与此同时企业为招聘工作人员不得

不单独花费一定的费用去培训符合岗位需求的劳动力，最终不仅使得该城市人口

集聚度降低，而且也会增加企业的生产成本和单独培训劳动力的成本。但是人口

的集聚一方面扩大了城市劳动力市场规模和丰富了劳动力种类，另一方面吸引更

多的企业在该城市集聚，提供了更多类型的工作岗位。从而提高了劳动力匹配成

功的几率，提升了劳动力匹配效率和质量，优化了分工，进一步提升了专业化生

产的效率，提升了劳动生产率，由此吸引更多的人口向该城市集聚。如中国东南

沿海地区的城市，企业用工需求的不断增加和岗位的多样性，吸引大量的青年劳

动力向东南沿海集聚，从而推动了东南沿海地区经济的腾飞。 

（3）学习效应。学习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和互动，人口集聚可以加强学习

效应，其具体表现为人口集聚度高的地区，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和互动也更加频繁，

反之也加强了学习效应，促进了人口集聚地区劳动力知识和劳动技能水平的提升。

人口往往向能为自身提供更多就业机会和更多消费选择的城市地区集聚，在城市

大量的人口集聚加快了信息的交流和传播，更有利于知识的学习和扩散。拥有不

同知识和技能的人口在城市集聚从而造就了多元化的城市知识环境。人口集聚所

产生的学习效应体现在较多方面，如知识的吸收与扩散、技能的获得与提升等。

举例来说学校是知识吸收与扩散的平台，老师讲授学术知识表现为一种知识的扩

散，学生学习知识则为知识的吸收。在社会生活中，人们会学习各种各样有利于

自身发展的学识和技能，学习者是吸收体，分享者则为扩散体。通过知识的吸收

与扩散，能够提高群体的受教育水平，从而有益于社会整体的发展。同理，在技

能的获得与水平提升方面也集中表现为学习效应。如在学生群体中为适应工作岗

位的需求，需要考取相应的等级证书，对于技能型劳动者而言，通过获取技能资

格等级证书进一步提升自身的技能水平以便获得更多的劳动报酬和更高的发展

平台。拥有不同劳动技能的劳动力通过相互学习可以增加自身的劳动技能，或是

向更熟练的劳动者学习从而提升技能水平。人口集聚度越高，能够获得的学习机

会也就越多，人力资本的种类也就越丰富，人力资本的外部性效应也就越强，从

而更有利于当地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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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人口集聚对农村劳动生产率的提升机理 

 “三农”问题是中国社会发展必须要解决的矛盾，也是政府持续关注的发展

问题，而解决“三农”问题的本质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道路，打造高

生产率的农业经济部门（舒尔茨，2010）。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这也正是实现

城乡协调发展的基本路径。本文将通过简单的数理推导分析人口集聚间接提升农

业劳动生产率的作用机理，具体分析如下： 

农业劳动生产率是指一单位农业劳动力在单位时间内（通常指一年）所生产

的农业产品的总价值，假设农业总产值用 G 表示，农业从业人数用 L 表示，劳

动生产率用 R 表示，则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数学表达式为：𝑅 = 𝐺 𝐿⁄ 。进一步地，

可以将农业总产值表示为：𝐺 = Q × P, 在此假定所有农产品均可以折算为标准农

产品，其中，Q 为标准总产量，P 为标准价格，则劳动生产率公式可以进一步细

化为：𝑅 = 𝑃 × 𝑄 𝐿⁄ 。然而，由于农产品价格缺乏弹性，很难通过提高价格增加

总产值。因此，增加农业总产值的主要途径是增加农产品产量。农产品产量主要

取决于农业耕地面积和土地生产率，假设农产品耕地面积为 M，土地生产率为 N,

则农业劳动生产率进一步可以表示为：𝑅 = 𝑀 × 𝑁 × 𝑃 𝐿⁄ 。其中，耕地面积 M 和

标准农产品价格 P 为定值，从公式可知要提高R：一是提高土地生产率，二是减

少农业劳动力。 

土地生产率的提高一是依赖技术要素的投入，例如发展机械化农业作业和提

升农业劳动力的知识和技能水平。在技术不断进步的今天，机械化水平不断提高，

农业机械化作业已成为发展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标识，显然，机械化已不再是制约

农业劳动生产率提升的因素，那么提升土地生产率的最主要途径则是推行农业规

模化经营。对于农业规模化经营或许会受到人们质疑，比如，在平原地区比较容

易开展规模化经营，而高原和丘陵地区因地形崎岖，且受气候、水文等自然条件

的约束难以推行，发展规模化经营较为困难。对于高原丘陵地区推行农业规模化

的质疑，陆铭（2016）通过调研图片的形式直观展示了中国西部地区推行农业规

模化经营的实例（西部某山区的鲜花种植园），同时也强调了农业规模化经营并

不一定是大型的农业机械作业。通过农业规模化发挥规模经济进而提高土地生产

率。土地生产率的提高降低了农业劳动力的需求，农村地区将出现较多剩余劳动

力，迫于压力剩余劳动力开始向城市转移，使得农业劳动力数量不断降低。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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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一方面通过从事非农工作增加了收入，另一方面也使得人均农

业经营规模增加，有利于开展农业规模化经营。而当农村地区没有多余的剩余劳

动力，城市不再对农村剩余劳动力产生吸引时，便达到了 “刘易斯拐点”，此时

城市和农村共享一个劳动力市场，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发展，城乡劳动生产率趋

近均衡，城乡实现协调发展。由以上的推导可以发现，人口集聚对农业劳动生产

率的提升机理主要是促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地区集聚，进而间接通过农业规

模化提升农业劳动生产率。图 4.2 为本文理论机理示意图。 

 

 

图 4.2  理论机理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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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模型构建与实证结果分析 

5.1 实证模型构建 

5.1.1 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 2006—2018 年中国 31 个省（自治区或直辖市）省级面板数据作为

研究样本数据。以 2006 年为时间起点的主要原因是 2005 年 10 月所召开的中国

共产党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成为中国改善城乡关系的重

要转折点。所用样本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07—2019）、《中国劳

动统计年鉴》（2007—2019）、《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2007—2019）以及 31

个省（自治区或直辖市）省级统计年鉴（2007—2019）。在本文的研究中对以元

为单位的统计量，均以 2006 年为基期进行平减，其中衡量劳动生产率所用到的

产业增加值分别用一二三产业增加值指数平减，衡量基础设施变量所用的固定资

产投资用相应的固定资产投资指数进行平减，技术创新变量中的技术市场成交额

和政府干预变量中的财政支出用 GDP 指数进行平减。 

5.1.2 模型构建 

人口向城市集聚不仅为城市发展带去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同时会产生人口

集聚的经济效应，城市因人口集聚的经济效应而发展，同理，人口向城市集聚有

利于间接提升农村劳动生产率。因此，结合第四章的理论分析，本文通过构建中

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人口集聚对城市和农村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作用，同时检验集

聚经济和农业规模化对城市和农村劳动生产率提升的中介效应。最后，为保证平

稳性对所有变量取自然对数，模型构建如下所示： 

ln𝑐𝑙𝑝𝑖𝑡 = 𝛽1ln𝑝𝑝𝑎𝑖𝑡 + 𝛿1𝑍𝑖𝑡 + 𝛼1 + 𝜀𝑖𝑡                          (1) 

ln𝑎𝑚𝑒𝑖𝑡 = 𝛽2ln𝑝𝑝𝑎𝑖𝑡 + 𝛿2𝑍𝑖𝑡 + 𝛼2 + 𝛿𝑖𝑡                         (2) 

ln𝑐𝑙𝑝𝑖𝑡 = 𝛽3ln𝑝𝑝𝑎𝑖𝑡 + 𝛾1𝑙𝑛ame𝑖𝑡 + 𝛿3𝑍𝑖𝑡 + 𝛼3 + 𝜗𝑖𝑡               (3) 

ln𝑟𝑙𝑝𝑖𝑡 = 𝛽4ln𝑝𝑝𝑎𝑖𝑡 + 𝛿4𝑍𝑖𝑡 + 𝛼4 + 𝜖𝑖𝑡                          (4) 

ln𝑎𝑔𝑠𝑖𝑡 = 𝛽5ln𝑝𝑝𝑎𝑖𝑡 + 𝛿5𝑍𝑖𝑡 + 𝛼5 + 𝜃𝑖𝑡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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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n𝑟𝑙𝑝𝑖𝑡 = 𝛽6ln𝑝𝑝𝑎𝑖𝑡 + 𝛾2ln𝑎𝑔𝑠𝑖𝑡 + 𝛿6𝑍𝑖𝑡 + 𝛼6 + 𝜇𝑖𝑡                (6) 

模型中下标 i 代表个体，下标 t 为时间；ln𝑐𝑙𝑝𝑖𝑡为城市劳动生产率，ln𝑟𝑙𝑝𝑖𝑡为

农村劳动生产率，ln𝑝𝑝𝑎𝑖𝑡代表人口集聚；ln𝑎𝑚𝑒𝑖𝑡表示集聚经济，ln𝑎𝑔𝑠𝑖𝑡代表农

业规模化，分别为模型(3)和模型(6)的中介变量；𝑍𝑖𝑡为控制变量组合，𝛼1—𝛼6为

常数项，𝛽1—𝛽6、𝛿1—𝛿6以及𝛾1—𝛾2分别为模型(1)—(6)中人口集聚、控制变量及

中介变量的相关性系数；𝜀𝑖𝑡、𝛿𝑖𝑡、𝜗𝑖𝑡、𝜖𝑖𝑡、𝜃𝑖𝑡及𝜇𝑖𝑡分别为模型(1)—(6)的随机扰

动项。中介效应模型不同于一般的多元回归模型，中介效应模型的设定需要进行

相应的检验，即进行逐步回归从而确定是否具有中介效应。如在模型(1)—(3)中，

当系数𝛽1和𝛽2同时显著时才可进行模型(3)估计，若系数不显著则无法进行中介

效应检验。在满足模型(1)和模型(2)检验的基础上，当模型(3)中系数𝛽3和𝛾1两个

同时显著时则为部分中介效应， 𝛾1显著而𝛽3不显著时，则为完全中介效应，若

𝛽3显著而𝛾1不显著时则无法说明是否具有中介效应。 

5.1.3 变量说明和描述性统计 

（1）劳动生产率。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劳动生产率，学界较为成熟的研究

中采用较多的是社会全员平均劳动生产率，是指社会全部劳动者在一定时间内所

创造的价值总和的均值。计算公式为：社会全员劳动生产率=GDP 总值/社会全体

从业人员。在本文的研究中将采用社会全员平均劳动生产率作为被解释变量，在

此将被解释变量分为城市劳动生产率和农村劳动生产产率，具体计算公式为：城

市劳动生产率=第二三产业增加值之和/第二三产业从业人员之和，农村劳动生产

率=第一产业增加值/第一产业从业人员。 

（2）人口集聚。在衡量人口集聚变量时，不同的学者所采用的方法有所差

异，但概括起来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种：人口密度、人口集聚度、城镇人口占城

镇建成区面积的比重和城镇化（或城市化，城市化指标多为国际化一般性表述）。

例如宋宝琳等（2020）认为人口集聚反映了一个地区对人口的吸引力度和吸纳程

度，而且认为人口集聚度高的地区人力资本储备更为丰富，因此在研究中采用人

口密度这一指标来代理人口集聚程度，王佳和陈浩（2016）也认为人口密度是衡

量人口集聚的良好指标。刘永旺等（2019）认为地区人口数量比地区面积除以全

国人口数量比全国总面积是衡量人口集聚的良好指标，并把该指标定义为人口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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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度，采用类似指标来衡量人口集聚的研究还有王玥（2018）、杨东亮和任浩锋

（2018）等学者。杨东亮和李朋骜（2019）认为城镇人口占城镇建成区面积的比

重是衡量人口集聚的重要指标，陈乐等（2018）也采用城镇人口占建成区面积的

比重，认为相比于城市统计年鉴中的城市户籍人口，城镇人口不仅包括城市户籍

人口，同时也包含了在城市工作和生活的非城市户籍人口，因此认为城镇人口更

能反映人口的实际流动状况。赵领娣和张磊（2013）认为人口集聚的形式有多种，

即人口从农村向城市、从小城市向大城市以及人口的跨区域和跨国的流动，这是

人口集聚的一般现象，而中国的人口集聚多表现为从农村向城市集聚，因此采用

城镇化率更能衡量中国人口集聚的实际状况。同理，张翠菊和张宗益（2016）也

采用人口城镇化率来衡量人口集聚。基于此，根据本文研究所需采用人口城镇化

率来代理人口集聚变量，原因在于人口密度指的是城市每平方公里所包含的人口

数量，采用同样计算原理的还有人口集聚度和城镇人口占建成区面积的比重，这

三种衡量方法忽略了一个问题，过去中国的城镇化过程以政府为主导，部分地区

为完成城镇化发展的硬性指标盲目扩大建成区面积，使得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

化严重脱节，这一点可以用《中国统计年鉴》（2006—2018）城市人口密度的面

板数据来证明，通过整理可以发现城市人口密度从 2013 年开始整体呈递减趋势，

综合来看用人口密度来衡量人口集聚无法较为准确描述中国人口集聚的真实状

况。 

（3）集聚经济。集聚经济是城市经济发展和增长的主导力量，是本文研究

城市劳动生产率提升的重要中介变量。顾乃华和陈秀英（2015）在研究劳动生产

率的变动问题中利用 GDP 密度和非农从业人员密度来衡量集聚经济，具体计算

公式为：GDP 密度=GDP 总量/土地总面积（万元/平方公里），从业人员密度=从

业人员总数/土地总面积（人/平方公里），本文研究借鉴该学者的方法用 GDP 密

度来表征集聚经济，具体表述为：集聚经济=（第二产业增加值+第三产业增加值）

/土地总面积。用 GDP 来计算的主要原因是在中国部分经济发展较为欠缺的地方

从业人员数量较多，若用从业人员密度来表征则无法准确衡量当地经济集聚的程

度。 

（4）农业规模化。改革开放以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成为农村劳动

生产率提升的重要转折点，但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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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数量不断增加，伴随着农村反哺城市的中国式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中国城乡

发展不协调的矛盾愈发突出，其实质在于中国农村劳动生产率不断发散于城市劳

动生产率，改善发散的关键点是发挥农业经济的规模化效应，即要推行农业规模

化，农业规模化是研究农村劳动生产率问题的重要变量，为本文的另一中介变量。

在研究“三农”的文献中农业规模化多为一种理论的表述或是数据的反映（例如具

体的耕地面积），缺乏较为具体的衡量标准。经过综合衡量，本文采用高延雷等

（2020）研究中的土地经营规模来尝试表征农业规模化。由于农林牧渔从业人员

数据 2012 年以后不再单独统计，因此在本文中采用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数据，具

体计算公式为：农业规模化=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第一产业从业人员。采用这一指

标来衡量农业规模化的原因主要是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农村劳均耕

地面积的比例不断增加，从而有利于农业规模化的推行。 

（5）控制变量。除了必要的核心解释变量之外，本文还选取以下变量来尽

可能控制影响劳动生产率的其他因素。人力资本，参照学界较为成熟的做法，用

平均受教育年限来衡量，平均受教育年限又分为人均受教育年限和劳均受教育年

限，本文采用劳均受教育年限来衡量人力资本，之所以采用这种方法主要在于劳

动者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群体，在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大环境下，劳动

年龄人口受教育的程度决定了一个国家创新的能力，所体现的 “净”推动力是促

使中国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的关键性因素，若用人均受教育年限来衡量则包含

了正在受教育的学生和已退休的劳动者，无法真正反应当前人力资本的真实状况。

由于从业人员受教育程度数据缺失，故而本文根据从业人员总数和受教育程度构

成两者计算相应层级的受教育从业人员，并按照小学 6 年、初中 9 年、高中和中

职 12 年、大专和高职 15 年、大学本科 16 年及研究生平均为 19 年经过整理计算

最终得出各地区从业人员的劳均受教育年限。技术创新，衡量技术创新常用的指

标有专利授权数和科研人员数量以及科研经费投入等指标，由于以上指标所代表

的仅为技术创新的前沿端，没有涉及科技成果的市场化转换，因此，本文采用技

术市场成交额来衡量技术创新，该指标不仅包含了技术创新的前沿端，而且也涵

盖了技术创新成果的市场化转换，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政府干预，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在发展的过程中政府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之一，在研究协调城乡

发展方面政府更是重要的考察变量，因此在本文的研究中参考周玉龙和孙久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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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及焦勇和杨蕙馨（2019）的做法，用政府财政支出占 GDP 的比重来代

理。基础设施，基础设施作用毋庸置疑，例如交通设施、医院和学校等，良好的

基础设施为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基础设施环境水平的提

升能够提高工作效率，为经济社会的发展起到重要的服务和调节作用。本文借鉴

俞伯阳（2019）的做法，采用人均固定资产投资来表征基础设施。表 5.1 为本文

样本数据的变量描述性统计。 

 

表 5.1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变量说明 Obs Mean Std.Dev. Min Max 

Lnclp 城市劳动生产率 403 11.259 0.432 10.147 12.275 

Lnrlp 农村劳动生产率 403 9.315 0.481 7.851 10.279 

lnppa 人口集聚 403 3.937 0.275 3.051 4.495 

lname 集聚经济 403 11.303 0.397 10.087 12.457 

lnags 农业规模化 403 -0.609 0.441 -1.476 0.689 

lnhcl 人力资本 403 2.226 0.161 1.299 2.61 

lntci 技术创新 403 3.764 2.2 -3.219 8.509 

lngov 政府干预 403 3.088 0.494 2.125 4.927 

lnift 基础设施 403 9.102 0.416 8.085 9.952 

数据来源：stata 计算整理所得。 

 

5.2 人口集聚对城乡协调发展影响的实证分析 

人口因向城市集聚一方面会对城市劳动生产率产生影响，随着城市劳动生产

率的不断提高，城市资源越来越丰富，同时该城市所拥有的基础设施和医疗体系

不断完善，环境不断改观，使得城市综合影响力水平不断提升，与此同时吸引人

口进一步向该城市集聚，可见，人口集聚和城市劳动生产率会相互影响。另一方

面人口集聚也会对农村劳动生产率产生影响，通过规模化经营和现代生产技术提

高农村劳动生产率，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经济的发展使得农村环境和设施等

不断完善，进一步提高了农村地区人民生活质量，同时反向吸引一些投资者到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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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地区投资，进一步活跃了农村市场经济，同时也让想回乡发展的农村居民返乡

创业，可以发现人口集聚和农村劳动生产率之间也存在相互影响的作用力。 

综合而言，人口集聚和劳动生产率之间存在反向因果关系，也即人口集聚和

劳动生产率之间存在内生性，产生内生性的原因可以简单概括为以下三种：(1) 

遗漏变量，即在模型回归中遗漏了对被解释变量有重要影响的因素；(2) 测量误

差，即测度变量所产生的误差；(3) 双向因果关系，即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之

间相互影响。本文内生性产生的原因为上述第三种情况，即人口集聚和劳动生产

率双向交互影响。如果直接用最小二乘或面板估计会因内生性而得到有偏估计量。

OLS估计最重要的前提假设是不存在内生性，若存在内生性即使样本容量无穷大，

OLS估计也不会得到有效和真实的估计参数。解决内生性的方法在学界常用的主

要是工具变量法，即通过寻找外生的工具变量来避免内生性问题。本文实证分析

过程中经过多次尝试最终采用人口集聚的高阶滞后项（4、5阶）作为本文研究的

工具变量，采用高阶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的原因在于：一是人口集聚的高阶滞后

项与人口集聚即期高度相关（通过一阶段检验），二是人口集聚的高阶滞后项（4、

5阶）无法与被解释变量产生双向交互影响，由表5.5—5.8的Sargan-Hansen检验以

及P值可知，所有工具变量均为外生且有效，表明所选用的工具变量较为合理。

在本文的研究中选用人口集聚高阶滞后项作为人口集聚的工具变量，估计方法为

G2SLS。其中，表5.2为全国人口集聚对城乡协调发展影响的实证检验。 

5.2.1 实证结果分析 

由表 5.2 可知，人口集聚对城市劳动生产率和农村劳动生产率的回归都通过 

了中介效应检验。其中，集聚经济和农业规模化均存在部分中介效应，在回归中

控制人力资本、政府干预等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以期观察集聚经济和农业规模化

对劳动生产率的单向影响。 

回归结果显示人口集聚对城市劳动生产率和农村劳动生产率的相关性系数

分别为 1.289 和 1.505，且都通过了 1%的显著性检验，当人口集聚增加 1 个百分

点时，劳动生产率将分别提高 1.3 和 1.5 个百分点。由此可知，一是人口集聚对

城乡劳动生产率均具有正向提升作用，二是人口集聚对农村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作

用大于对城市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作用，也即通过农村地区“减人”促使人口向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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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聚可以加速提升农村劳动生产率，从而验证了本文的理论假设，即在“城乡发

展逐渐收敛”阶段，通过促使人口集聚可以加速提升农村劳动生产率，进一步缩

小城乡劳动生产率发展差距，促使城乡劳动生产率向“城乡发展均等”阶段发展，

推动城乡协调发展。 

 

表 5.2  全国人口集聚对城乡协调发展影响的实证检验 

 

(1) (2) (3) (4) (5) (6) 

RE FE RE FE RE RE 

lnclp lname lnclp lnrlp lnags lnrlp 

lnppa 
1.461*** 0.970*** 1.289*** 1.779*** 0.670*** 1.505*** 

(13.06) (10.53) (9.94) (17.62) (5.28) (16.12) 

lname 
  0.224**    

  (3.08)    

lnags 
     0.374*** 

     (8.44) 

lnhcl 
0.687*** 0.870*** 0.524*** 0.779*** 0.219 0.589*** 

(4.66) (7.04) (3.45) (5.75) (1.31) (5.14) 

lntci 
0.0287** -0.00460 0.0249* 0.0219* -0.00743 0.0203* 

(2.67) (-0.47) (2.41) (2.04) (-0.57) (2.30) 

lngov 
0.275*** 0.210*** 0.242*** -0.0228 -0.0650 0.0580 

(6.10) (4.40) (5.41) (-0.44) (-1.06) (1.39) 

lnift 
0.0389 0.00378 0.0492 0.0764 0.0997 -0.0233 

(0.45) (0.03) (0.57) (0.51) (0.67) (-0.24) 

_cons 
2.677** 4.893*** 1.201 -0.167 -4.422** 2.238* 

(3.26) (3.62) (1.29) (-0.11) (-3.05) (2.29) 

N 248 248 248 248 248 248 

R2 0.7705 0.6984 0.7899 0.8149 0.2292 0.8758 

Hausman 

Test 
-12.19 67.51*** 11.19* 15.41*** 2.12 -55.66 

Sargan-

Hansen 
0.847 0.338 0.902 0.355 0.062 0.655 

P-value 0.3573 0.5613 0.3424 0.5516 0.8033 0.4184 

注：括号内为 t 值，*、**、***分别表示 10%、5%、1%的显著性水平。 

 

集聚经济系数为 0.224，通过了 5%的显著性检验，农业规模化系数为 0.374

并通过了 1%的显著性检验，验证了本文的理论机理，人口集聚所产生的集聚经

济对城市劳动生产率影响为正，农业规模化对农村劳动生产率具有显著提升作用。

同时可以发现农业规模所带来的规模化效应要大于集聚经济所产生的经济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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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验证了通过发展农业规模化可以加速提升农村劳动生产率，缩小城乡劳动

生产率差距。 

人力资本对城乡劳动生产率的影响系数分别为 0.524 和 0.589，均通过了 1%

的显著性检验，表明人力资本能够显著提高劳动生产率，从系数来看，人力资本

对农村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大于城市，从侧面说明了人力资本对城乡劳动生产率收

敛的重要性，人力资本通过提高农村劳动生产率加快了与城市劳动生产率的收敛，

对促进城乡协调发展产生积极影响。技术创新系数分别为 0.0249 和 0.0203，且

都通过了 10%的显著性检验，说明技术创新对劳动生产率有正向影响，但影响较

小，在促进城乡协调发展中对技术创新的投入不能松懈，应以创新驱动为主，为

推动城乡协调发展创造动力源泉。政府干预系数分别为 0.242 和 0.058，前者通

过了 1%的显著性检验，后者不显著，表明政府对于市场发展的不足可以起到及

时的补充作用，而农村地区由于没有完善的市场体系，因此相比农村地区政府干

预对城市经济的发展影响更为明显。基础设施系数分别为 0.0492 和-0.0233，但

都不显著，说明面对目前高质量发展的诉求，基础设施已显示出短板，同时也体

现了农村地区基础设施严重不足，应加大完善基础设施力度，补齐农村地区短板，

推进城乡互联互通。 

因异质性的存在，各个区域的发展有所差异，本文依据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

所公布的划分依据将全国划分为东、中、西三个分区，进而依次对分区域数据进

行实证检验，表 5.3—5.5 分别为东、中、西部地区回归结果。由表 5.3—5.5 可知，

东部地区人口集聚系数分别为 1.152 和 2.367，中部地区系数为 1.716 和 1.206，

西部地区系数为 1.289 和 1.824，东、中、西部地区系数均通过了 1%的显著性检

验。人口集聚对城市劳动生产率的回归系数由高到低依次为中部、西部和东部，

贡献系数均超过 1，其原因在于东部地区城市人口普遍较多，人口集聚水平较高，

中西部地区城市人口集聚水平远低于东部地区，但东部地区人口集聚对城市劳动

生产率的影响要小于中西部地区，中西部地区加快促进人口向城市集聚能够显著

提升城市劳动生产率。人口集聚对农村劳动生产率的回归系数由高到低分别为东

部、西部和中部，贡献系数也均超过 1。原因主要是东部地区城市人口集聚水平

高，农村地区人口密度小且农村劳动者多从事小厂房和小微加工业，农业从业人

员较少，加上东部地区地势平坦自然资源优越，同时借助于现代化的农业生产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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械和技术，易于发展规模化农业。中西部地区人口集聚对农村劳动生产率的贡献

率略小于东部地区，但促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集聚也能够显著提升农村劳动

生产率。同时发现东西部地区人口集聚对劳动生产率的回归系数农村大于城市，

说明人口集聚对农村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作用大于对城市，通过分区实证检验，进

一步验证了本文的理论假设，即人口集聚不仅有利于提高城市劳动生产率，而且

也会提升农村劳动生产率，且对农村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作用大于城市，可以加速

提高农村劳动生产率，加快城乡劳动生产率进一步收敛，推动城乡协调发展的实

现。 

 

表 5.3  东部地区人口集聚对城乡协调发展影响的实证检验 

 

(1) (2) (3) (4) (5) (6) 

RE RE RE RE RE FE 

lnclp lname lnclp lnrlp lnags lnrlp 

lnppa 
1.328*** 0.581* 1.152*** 2.123*** 1.274** 2.367*** 

(5.10) (2.07) (4.84) (6.24) (2.58) (7.71) 

lname 
  0.352***    

  (3.95)    

lnags 
     0.297*** 

     (4.65) 

lnhcl 
1.242*** 1.688*** 0.680** -0.379 -0.301 0.191 

(3.46) (4.79) (1.93) (-0.83) (-0.48) (0.56) 

lntci 
0.0671*** 0.0259 0.0546** 0.0242 -0.0288 0.0201 

(3.56) (1.22) (3.16) (0.97) (-0.77) (0.90) 

lngov 
0.0426 -0.0230 0.0758 -0.0624 -0.282 -0.120 

(0.47) (-0.24) (0.92) (-0.53) (-1.67) (-1.21) 

lnift 
-0.238 -0.200 -0.183 -0.613*** 0.207 -0.338 

(-1.77) (-1.12) (-1.51) (-3.31) (0.68) (-1.50) 

_cons 
4.909*** 7.064*** 2.322 7.665*** -6.360 3.093 

(3.59) (3.67) (1.66) (3.97) (-1.93) (1.22) 

N 88 88 88 88 88 88 

R2 0.8231 0.6317 0.8492 0.6722 0.1357 0.7797 

Hausman 

Test 
6.64 -5.08 -95.29 -72.77 3.34 146.28*** 

Sargan-

Hansen 
0.425 0.687 0.142 0.075 0.005 0.000 

P-value 0.5146 0.4071 0.7063 0.7841 0.9415 0.9996 

注：括号内为 t 值，*、**、***分别表示 10%、5%、1%的显著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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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  中部地区人口集聚对城乡协调发展影响的实证检验 

 

(1) (2) (3) (4) (5) (6) 

FE RE RE RE RE RE 

lnclp lname lnclp lnrlp lnags lnrlp 

lnppa 
2.101*** 0.194 1.716*** 1.314*** 2.374*** 1.206*** 

(11.85) (0.71) (9.25) (6.08) (4.53) (10.80) 

lname 
  0.466***    

  (4.39)    

lnags 
     0.897*** 

     (11.92) 

lnhcl 
0.0660 2.010*** -0.122 0.885* -2.703** 0.768*** 

(0.18) (4.21) (-0.37) (2.01) (-3.26) (3.35) 

lntci 
0.0144 0.0866*** -0.0224 0.0647** -0.0999* 0.00469 

(0.80) (3.87) (-1.45) (3.00) (-2.44) (0.37) 

lngov 
0.103 -0.136 0.0700 0.146 0.681*** 0.0637 

(1.24) (-1.20) (0.99) (1.44) (3.31) (1.20) 

lnift 
0.403 -0.347* 0.589*** 0.251 0.407 0.170 

(1.94) (-1.97) (4.03) (1.03) (1.45) (1.31) 

_cons 
-1.196 9.191*** -5.949*** -0.852 -8.845** 1.374 

(-0.60) (5.35) (-3.72) (-0.36) (-3.21) (1.08) 

N 64 64 64 64 64 64 

R2 0.9307 0.8031 0.9535 0.8904 0.2033 0.9709 

Hausman 

Test 
411.95*** -3.00 -0.52 0.66 -1292.70 0.76 

Sargan-

Hansen 
0.010 0.003 0.329 0.022 1.193 0.230 

P-value 0.9190 0.9600 0.5663 0.8833 0.2747 0.6317 

注：括号内为 t 值，*、**、***分别表示 10%、5%、1%的显著性水平。 

 

集聚经济系数东中西部地区分别为 0.352、0.466 和 0.0625，其中东中部地区

通过了 1%的显著性检验，西部地区不显著。这一结果较为符合实际，东中部地

区城市经济发展较好，伴随着改革开放东中部地区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劳动力

不断向东中部地区流动，充分利用了人口的红利优势，为东中部的发展提供了丰

富的劳动力资源。伴随着人口向东中部地区的集聚，企业也不断向东中部地区集

聚，由此产生的集聚经济推动了劳动生产率水平的提高。相反西部地区由于长期

的人口流失，使得西部地区城市人口集聚度较低，对企业的吸引力有限，经济集

聚水平较低，对城市经济发展的贡献显得不足。农业规模化系数东、中、西部地

区分别为 0.297、0.897 和-0.089，同样是东中部地区通过了 1%的显著性检验，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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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地区不显著。原因是一方面东中部地区自然条件较好，水资源丰富且多为平原

丘陵，农业规模化生产的成本较低，西部地区高原密集，且气候条件较差，农业

规模化成本较高；另一方面东中部地区农业机械化水平较高，且拥有先进的生产

技术，可以为农业规模化生产提供较好的技术服务，西部地区由于经济发展较差，

且机械化水平较低，农业生产技术较差，无法形成有效的规模化和机械化农业生

产，这也成为西部地区后续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重点方向。中部地区农业规模化系

数大于集聚经济系数，由此可以发现中部地区通过有效发展农业规模化可以加速

提升农村劳动生产率。 

 

表 5.5  西部地区人口集聚对城乡协调发展影响的实证检验 

 

(4) (5) (6) (4) (5) (6) 

RE RE RE FE RE RE 

lnclp lname lnclp lnrlp lnags lnrlp 

lnppa 
1.337*** 0.967*** 1.289*** 1.815*** 0.757*** 1.824*** 

(8.23) (9.52) (6.16) (17.72) (10.37) (9.51) 

lname 
  0.0625    

  (0.47)    

lnags 
     -0.0890 

     (-0.51) 

lnhcl 
0.645** 0.669*** 0.614** 0.887*** 0.458*** 0.865*** 

(3.17) (5.33) (2.85) (6.88) (5.04) (5.21) 

lntci 
0.0220 -0.0257* 0.0220 0.000482 -0.0255** -0.00748 

(1.26) (-2.26) (1.26) (0.04) (-3.08) (-0.53) 

lngov 
0.196* 0.168* 0.187* -0.137 -0.0790 -0.00561 

(2.25) (2.39) (2.12) (-1.75) (-1.49) (-0.07) 

lnift 
0.182 -0.130 0.193 0.0884 0.108 0.240 

(1.28) (-0.81) (1.31) (0.39) (0.80) (1.45) 

_cons 
2.400 6.707*** 1.875 -0.0919 -5.131*** -1.930 

(1.82) (4.42) (1.10) (-0.04) (-3.99) (-1.02) 

N 96 96 96 96 96 96 

R2 0.6952 0.7515 0.6980 0.8955 0.6962 0.8909 

Hausman 

Test 
6.03 -1.12 5.72 39.54*** 4.39 -7.91 

Sargan-

Hansen 
0.947 1.328 0.937 1.809 1.121 1.803 

P-value 0.3305 0.2491 0.3332 0.359 0.2898 0.3512 

注：括号内为 t 值，*、**、***分别表示 10%、5%、1%的显著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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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变量中人力资本东、中、西部地区系数分别为 0.68 和 0.191、-0.122 和

0.768 以及 0.614 和 0.865，东部地区农村和中部地区城市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其

余均通过了最小 5%的显著性检验。对此结果本文尝试作如下解释，东部地区人

力资本水平较高，且多投入在城市地区，农村地区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员较少，农

业从业人员在现代化技术的影响下可以通过自学提高所掌握先进生产技术和技

能经验，而自学经验无法通过数据统计，从而可能使得人口集聚对农村劳动生产

率的影响不明显。中部地区城市回归系数不显著，原因主要是中部地区容易受东

部地区虹吸的影响，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人力资本均受到负面影响，因此使得中

部地区城市系数不显著。对于西部地区来说，人力资本所产生的正向影响可能多

为政府政策的照顾，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较差，无法培养丰厚的人力资本资源，西

部地区借助三次西部大开发政策之力从而为地区发展提供了一定的人力资本资

源。技术创新仅有东部地区城市通过了 10%的显著性检验，系数为 0.0546，其余

系数均不显著，说明技术创新水平较低，对地区发展的作用力有限，这也是转向

高质量发展的一大短板，通过补短板的方式加大技术创新投入力度，为城乡协调

发展培植动力来源。政府干预系数总体不显著，说明政府行为对劳动生产率的影

响较小，这也证明了中国市场经济体系发展不断完善，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越来越显著，政府作为服务者通过弥补市场短板为市场经济的发展保驾护航，而

不再是以政府为主导。基础设施系数总体也不显著，表明当前的基础设施水平已

无法满足经济发展的需求，完善的基础设施能够促进资源合理流动，推动产业结

构升级以及提升地区综合发展水平，应通过不断完善以及发展新型基础设施，为

城乡协调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5.2.2 稳健性检验 

稳健性检验的方法有多种类型，如更换解释变量，更换估计方法以及分类考

察等，其目的是为了考察基准回归结果是否具有一般性和稳健性。本文采用更换

估计方法的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所采用的估计方法为面板两步 GMM 估计。面

板两步 GMM 估计的优点是对于存在多个工具变量的样本数据回归，其估计结果

更为准确。结果如表 5.6—5.9 所示，表 5.6—5.9 分别为全国和东、中、西部地区

样本数据的稳健性检验。由表 5.6—5.9 可知，回归模型除西部地区未通过中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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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模型检验之外，其余均通过。Sargan statistic 值和 P 值再次验证了工具变量的

外生性和有效性。 

 

表 5.6  稳健性检验（一） 

 
(1) (2) (3) (4) (5) (6) 

lnclp lname lnclp lnrlp lnags lnrlp 

lnppa 
1.622*** 0.970*** 1.391*** 1.779*** 0.695*** 1.497*** 

(14.02) (10.66) (9.29) (17.83) (5.40) (16.86) 

lname 
  0.238**    

  (2.69)    

lnags 
     0.406*** 

     (9.30) 

lnhcl 
0.987*** 0.870*** 0.780*** 0.779*** 0.286 0.663*** 

(6.35) (7.12) (4.68) (5.81) (1.66) (6.05) 

lntci 
0.0253* -0.00460 0.0264* 0.0219* -0.00885 0.0255** 

(2.05) (-0.47) (2.25) (2.06) (-0.65) (2.95) 

lngov 
0.150* 0.210*** 0.0998 -0.0228 -0.0944 0.0154 

(2.49) (4.45) (1.67) (-0.44) (-1.41) (0.36) 

lnift 
0.243 0.00378 0.243 0.0764 0.193 -0.00180 

(1.42) (0.03) (1.49) (0.52) (1.01) (-0.01) 

N 248 248 248 248 248 248 

R2 0.773 0.698 0.796 0.815 0.231 0.878 

Sargan 

statistic 
1.371 0.338 1.255 0.355 0.057 0.787 

P-value 0.2416 0.5613 0.2626 0.5516 0.8105 0.3749 

注：括号内为 t 值，*、**、***分别表示 10%、5%、1%的显著性水平。 

 

由表 5.6 可知，人口集聚与城市和农村劳动生产率回归系数分别为 1.391 和

1.497，均通过了 1%的显著性检验，表明人口集聚能够显著提升城乡劳动生产率，

同时发现农村劳动生产率系数大于城市，再次验证了本文的理论假设，即促使人

口向城市集聚可以加速提升农村劳动生产率，加快收敛步伐。 

由表 5.7—5.9 的分区结果可知，东、中、西三大区域人口集聚对城乡劳动生

产率的回归系数分别为 1.743 和 2.367、1.389 和 1.214 以及 1.547 和 1.825，均通

过了 1%的显著性检验，东部和西部地区农村系数均大于城市，再次验证了理论

假设。中部地区城市系数大于农村，但农业规模化效应大于集聚效应，通过农业

规模化依旧可以有效提高农村劳动生产率。东、中、西部地区集聚经济和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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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7  稳健性检验（二） 

 
(1) (2) (3) (4) (5) (6) 

lnclp lname lnclp lnrlp lnags lnrlp 

lnppa 
1.926*** 0.650* 1.743*** 2.823*** 1.537** 2.367*** 

(6.76) (2.27) (6.35) (8.65) (2.95) (8.03) 

lname 
  0.282**    

  (2.64)    

lnags 
     0.297*** 

     (4.84) 

lnhcl 
1.896*** 1.754*** 1.401*** 0.134 -0.191 0.191 

(5.56) (5.12) (3.82) (0.34) (-0.31) (0.58) 

lntci 
0.0157 0.0166 0.0111 0.00972 -0.0349 0.0201 

(0.71) (0.75) (0.54) (0.38) (-0.86) (0.93) 

lngov 
0.0755 0.0174 0.0706 -0.223* -0.346 -0.120 

(0.78) (0.18) (0.79) (-2.01) (-1.96) (-1.26) 

lnift 
0.0653 -0.253 0.137 -0.311 0.0936 -0.338 

(0.29) (-1.12) (0.65) (-1.20) (0.23) (-1.56) 

N 88 88 88 88 88 88 

R2 0.818 0.633 0.843 0.685 0.135 0.780 

Sargan 

statistic 
0.426 0.645 0.212 0.000 0.001 0.000 

P-value 0.5139 0.4218 0.6452 0.9854 0.9698 0.9996 

注：括号内为 t 值，*、**、***分别表示 10%、5%、1%的显著性水平。 

 

规模化系数分别为 0.282 和 0.297、0.684 和 0.915 以及-0.112 和-0.0224，其中东

部和中部系数均通过了 1%的显著性检验，西部地区和 G2SLS 估计结果相差无

几。由集聚经济和农业规模化系数可知，东部和中部地区农业规模化效应均大于

集聚经济效应，尤其对中部地区而言，通过有效发展农业规模化一定程度上可以

加速提高农村劳动生产率，加快中部地区城乡劳动生产率的收敛。 

综上分析，通过对比 G2SLS 估计结果，发现两种估计方法所得的估计结果

几乎一致，证明了估计结果的可靠性和一致性。 

 

表 5.8  稳健性检验（三） 

 
(1) (2) (3) (4) (5) (6) 

lnclp lname lnclp lnrlp lnags lnrlp 

lnppa 
2.101*** 1.047*** 1.389*** 1.302*** 0.0960 1.214*** 

(12.41) (6.82) (7.06) (6.19) (0.49) (11.20) 

lname   0.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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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8  稳健性检验（三） 

 (1) (2) (3) (4) (5) (6) 

lnclp lname lnclp lnrlp lnags lnrlp 

   (5.62)    

lnags 
     0.915*** 

     (12.33) 

lnhcl 
0.0660 0.820** -0.498 0.951* 0.210 0.758*** 

(0.19) (2.61) (-1.77) (2.21) (0.52) (3.40) 

lntci 
0.0144 0.0476** -0.0185 0.0662** 0.0699*** 0.00220 

(0.84) (3.06) (-1.32) (3.10) (3.52) (0.18) 

lngov 
0.103 0.0406 0.0760 0.137 0.0772 0.0662 

(1.30) (0.56) (1.22) (1.38) (0.84) (1.29) 

lnift 
0.403* -0.0977 0.470** 0.213 0.0394 0.177 

(2.03) (-0.54) (3.05) (0.87) (0.17) (1.40) 

N 64 64 64 64 64 64 

R2 0.931 0.893 0.958 0.891 0.620 0.971 

Sargan statistic 0.010 1.843 0.949 0.023 0.011 0.217 

P-value 0.9190 0.1746 0.3301 0.8786 0.9181 0.6412 

注：括号内为 t 值，*、**、***分别表示 10%、5%、1%的显著性水平。 

表 5.9  稳健性检验（四） 

 
(1) (2) (3) (4) (5) (6) 

lnclp lname lnclp lnrlp lnags lnrlp 

lnppa 
1.445*** 0.996*** 1.547*** 1.815*** 0.744*** 1.825*** 

(8.42) (10.44) (4.75) (18.27) (10.40) (9.91) 

lname 
  -0.112    

  (-0.48)    

lnags 
     -0.0224 

     (-0.12) 

lnhcl 
0.787*** 0.711*** 0.865** 0.887*** 0.418*** 0.895*** 

(3.65) (5.92) (3.10) (7.10) (4.65) (6.04) 

lntci 
0.0193 -0.0354** 0.0160 0.000482 -0.0215** 0.000510 

(0.96) (-3.18) (0.69) (0.04) (-2.58) (0.04) 

lngov 
0.0926 0.211** 0.119 -0.137 -0.0755 -0.137 

(0.71) (2.90) (0.86) (-1.80) (-1.38) (-1.75) 

lnift 
0.365 0.0476 0.373 0.0884 -0.0369 0.0896 

(0.95) (0.22) (0.96) (0.40) (-0.23) (0.40) 

N 96 96 96 96 96 96 

R2 0.693 0.755 0.685 0.896 0.699 0.895 

Sargan statistic 1.498 1.570 1.698 1.809 1.025 1.952 

P-value 0.2209 0.2102 0.1926 0.1592 0.3114 0.1473 

注：括号内为 t 值，*、**、***分别表示 10%、5%、1%的显著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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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主要结论与政策启示 

6.1 主要结论 

本文认为在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中国城乡劳动生产率已由“城乡发展差距不

断扩大”转向“城乡发展逐渐收敛”阶段，城乡劳动生产率出现收敛迹象，通过促

使人口向城市有效集聚加速提升农村劳动生产率，可以加快城乡劳动生产率收敛

步伐，推动城乡协调发展进程。基于理论和经验分析，本文以 2006—2018 年中

国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数据，对所提出的理论假设及其内在机理进行了实证检验。

研究表明：（1）人口集聚对城市劳动生产率和农村劳动生产率均具有显著的正向

促进作用，且对农村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作用大于城市，从而验证了本文的理论假

设，即通过人口集聚能够有效促使城乡劳动生产率收敛，推动城乡协调发展。城

市“加人”所产生的集聚经济和农村“减人”所产生的农业规模化效应对劳动生产

率的提高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验证了本文的理论机理，同时发现农业规模化效

应可以加速提升农村劳动生产率，进一步推动城乡劳动生产率的收敛。（2）分区

样本数据回归结果显示，东、中、西部地区人口集聚对城乡劳动生产率均存在显

著促进作用，且可以加速提升农村劳动生产率，通过分区实证检验再次证明本文

研究的理论假设。东中部地区集聚经济和农业规模化对城乡劳动生产率均具有显

著提升作用，其中中部地区集聚效应大于东部地区，利用好中部地区的集聚经济

效应能有效推动中部地区经济发展，促使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西部地区集聚经

济和农业规模化对城乡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不显著，因此，西部地区应利用好人口

集聚的优势，打造西部中心城市群和都市圈，创造本地经济增长极，推动城乡协

调发展。（3）西部地区人力资本处于劣势，东中部地区整体有利于城乡劳动生产

率收敛，且发现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对农村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作用力大于城市，

为此应充分利用好人力资本对农村劳动生产率的促进作用，为城乡协调发展补齐

农村地区短板。技术创新的作用毋庸置疑，在向高质量发展转向阶段，创新驱动

是关键着力点，但技术创新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作用整体处于较低水平，无法有

效推动城乡劳动生产率收敛，在推进城乡协调发展的过程中技术创新仍为最大的

挑战。政府干预对城乡协调发展影响作用总体较小，这也进一步证明了当前中国

经济发展中市场对资源配置和经济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已有的基础设施已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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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高质量发展的需求，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需要通过不断完善和大力发展新型

基础设施为推动城乡协调发展保驾护航。（4）利用面板两步 GMM 估计方法对第

五章实证结果进行了再次检验，发现所得结果与 G2SLS 估计结果基本一致，从

而验证了本文所得结论的一致性和可靠性。 

6.2 政策启示 

基于本文主要研究结论以及对文章整体研究的把握和理解，提出以下三点政

策启示：  

6.2.1 以提升城市综合发展水平为契机，促使人口向城市有效集聚 

扩大就业水平，创造更多就业岗位。人口向城市集聚其首要目的是寻求更好

的发展机会，城市吸纳就业的能力是吸引人口向城市集聚的重要指标，因此为促

使人口向城市集聚，城市首要的目标是扩大就业，增加就业岗位。人口向城市的

集聚不仅可以为城市提供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同时也会增加劳动力供给的多样性。

随着人口向城市的集聚，新企业和新产业也会在城市集聚，应尊重市场经济的发

展规律，合理促进中低端产业向欠发达地区以及中小城市转移集聚，优化城市产

业发展结构，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同时合理利用高低技能劳动力相辅相成的

交互推动作用，充分发挥人口集聚的经济效应，为新常态下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

力。因此，地方政府应设法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以此为契机吸引人口向城市集

聚。 

淡化户籍约束，推进公共服务和设施均等化。户籍制度是历史遗留问题，长

期以来城市流动人口因无法获取城市户口而未能和城市户籍人口一样均等的享

受城市丰富的教育、医疗等，久而久之打击了流动人口想要留在城市长期发展的

信心。对此地方政府一方面应降低城市户口落户门槛，另一方面淡化户籍约束，

保障外来流动人口充分享受公共服务和设施。优化城市环境设施，提升城市宜居

水平。过去城市经济的发展水平可能是吸引人口集聚的首要目标，但随着人民生

活水平的提升以及对生活质量的追求，如今城市环境质量成为衡量城市吸引力不

可或缺的重要指标，干净、整洁以及交通发达的城市其人口密度也较高，为此提

高城市人口集聚水平应不断完善城市基础设施，提高城市绿化覆盖率，打造“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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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宜居宜业宜游）”的现代化都市。 

最后，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人口倾向于向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大中城市集聚，

西部地区长期为人口的主要净流出地区，且城市规模偏向于中小型，缺乏经济发

展的重要增长极，产业发展中第二三产业占比较低。因此，西部地区在促使人口

集聚方面应做更多的努力。通过因地制宜主动承接发达地区产业转移，学习先进

产业发展模式，优化当地产业结构，同时大力培植发展服务业，从而扩大就业范

围，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充分发挥人口集聚的经济效应，增强城市经济发展水平。

同时应着力整治环境卫生水平，提升城市综合吸引力水平。 

6.2.2 以农业规模智慧化为途径，推动农业现代化高质量发展 

推动农村土地“三权”分置，促使土地合理流转。农村地区耕地资源的有限性

迫使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成为农业剩余劳动力，这部分劳动力开始转向从事非

农生产，由农村向城市集聚。另外，常年不科学的耕作方式使得部分土地肥力下

降并逐渐荒废，农村地区开始出现大规模耕地荒废的现象。在土地无法合理流动

的情况下，农村耕地无法集中起来使用，导致土地资源的浪费。因此，在人均耕

地占有不足、耕地肥力下降以及无人耕种等多方面原因的驱动下促使土地合理流

动成为推行农业规模化和科学有序种植的前提。在遵循“三权”分置原则的基础之

上，地方政府应当鼓励土地合理流转，优化配置，探索农村土地有效种植的经营

方式，放活土地经营。应鼓励建设农村产权交易市场，为土地流转各方提供全方

位土地经营相关服务，同时建立合理有序的土地流转和经营监管监督体系，确保

农村土地产权交易市场规范有序运转，为土地规范有序流动保驾护航。 

发展规模化农业，创造农村经济发展增长极。在农户耕地面积占有量较小的

情况下其收入水平受到严重约束，生产和管理的成本理所当然更是不足，所以运

营成本较低的小农户农业经营模式便成为众多非规模化经营农户的首选。同时，

由于低成本的农户经营缺乏专业化的保障，易受自然灾害的影响，进一步影响了

农户主营收入。相反，如果个体农户摒弃传统的细碎化经营，通过适度的规模化

经营，同时辅之以现代化的农业机械作业，则可以有效降低每单位经营土地所投

入的生产和管理成本，进而产生要素累积效应，使得农户有足够的农业资本以现

代化高效率生产方式代替高成本低收入的传统生产方式，提高农户生产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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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同时应当遵循异质性和差异化的原则，科学有序推行农业规

模化。在中国东部地区，由于人口集聚度高农业耕地面积较小，自然条件较好，

因此应结合地方耕种条件发展对水源和温度等有较高要求的小规模农场化经营。

对中西部地区而言，由于人口密度较小，且气候条件较差加上水资源较为短缺，

因此适宜发展以大规模农场化经营方式为主且对水资源需求量较小的果树林业

类农业规模化。 

强化信息科技和智能制造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推动农业现代化高质量发展。 

现代化农业发展表现为农业规模化和机械化作业。以大数据和信息科技为主的智

能化农业生产模式，一方面可以大量节约劳动力资源，例如云智能经营中心可能

只需三到五个人就可以完全操控整个大农场的农业生产。另一方面提高农业劳动

生产率，智能化和机械化农业生产在前期可能投入的运营成本较高，但随着农业

生产的规模扩张和边际收益递增，农业生产的经营成本呈现边际递减的现象，农

业劳动生产率随之不断提高。为此应通过信息科技手段打造现代化云智能农业经

营中心，依靠大数据和信息科技远程联接智能化农业机械，对此进行遥控作业。

例如无人机播种和喷洒农药、自动化监测灌溉系统、霜冻及冰雹等自然灾害监测

预防系统和治理装置、自动采摘机械等系列现代化农业生产系统和机械装置。农

业机械化作业具有区域异质性和差异化，在中国东中部地区，平坦的地形有利于

一般大型农业机械作业，而对西部来说，由于地形限制现代化大型农业机械无法

进行作业，因此针对西部地区的地形而言，可以采用中小型以及微型农业机械进

行相关作业，在此则需要进一步的科研投入研发适宜在西部地区作业的中小型及

微型农机。 

6.2.3 以人才和基建为保障，打造城乡互联互通共同体  

因地制宜建立人才培养体制机制，提高地区人力资本水平。城市地区由于具

备完善的教育体系以及浓厚的教育学术氛围，人力资本水平较高。农村地区由于

教育体系不完备，加之接受教育理念不足，使得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人力资本

水平普遍较低甚至处于半文盲和文盲状态，因此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的关键因素是

补齐农村地区人力资本匮乏的短板。首先，需要完善农村地区教育教学体系，着

力保障农村适龄儿童全面接受教育，同时需加大农村地区教师队伍培养，充实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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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中小学师资力量，完善农村地区初等教育教学体系，推进农村教育现代化发展。

其次，现代化农业生产需要拥有专业技术技能的农业技能型劳动者，尤其是大规

模农业生产性经营和机械化作业，更需要拥有较高技能水平的农业从业者，为此

应通过“再培养、再提升”的专业化职业再教育，提高农业劳动力总体技能水平。

同时通过政府投资引导，鼓励专家学者下乡进村，为农业生产和经营提供专业化

的理论指导和实践操作。最后，通过完善农村地区人才服务体系，提高人才福利

待遇水平，吸引创新型农业人才到农村地区发展，并进一步完善人才培养的体制

机制，让人才踏实放心的留下来。 

完善城乡基础性设施，保证要素流动畅通无阻。基础设施在推动地方发展的

过程中其作用毋庸置疑。推动城乡协调发展，其一，要完善交通基础设施，打通

城乡协调最后一公里。“要想富，先修路”充分说明了交通在推动地方发展中的重

要作用。乡村振兴战略的发展使得农村地区路面硬化率达到了 95%以上，现如今

需要做的则是打通最后一公里，即有效衔接农村地区和城市交通往来，为此需要

地方政府和市场通力合作建设符合地区发展需要的“农村—城市”互通的公路，针

对部分地区影响交通往来的老旧公路则通过进一步修缮达到整体发展要求。 

建设现代化城乡物流运输体系，打造城乡互联互通共同体。在互联网快速发

展的网络时代，依靠互联网和现代物流运输体系的线上交易已成为推动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新浪潮，虽然互联网基本全部覆盖农村地区，但中国部分尤其是中国部

分农村地区依旧依靠传统单一线下临时农村贸易点进行农副产品的交易买卖。如

此一来，以农副产品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农户收入水平长期保持较低水平，不仅打

击了农户进行农业生产活动的积极性，也不利于农村地区发展。因此，针对部分

农村地区尤其是西部地区一是当地政府应成立专业培训中心，对从事互联网销售

劳动力进行技能培训，进而使其快速掌握互联网销售相关技能和知识。二是支持

鼓励设立农村线上集中交易点或农村物流运输点，对于人数较少的自然村可以以

其所辖的行政村为中心构建物流运输点，同时配套农村物流运输专用车，并在乡

（镇）或城区成立农村物流转运点，形成“村——乡（镇）——城”衔接有效的现

代化城乡物流运输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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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不足与展望 

本文研究的不足之处主要是城乡协调发展的度量问题，有关城乡协调发展的

研究在学界多以理论梳理和构建耦合协调指标体系为主，也有从城乡居民收入差

距方面进行的研究。不可否认的是现有的研究成果对研究城乡协调发展一方面提

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另一方面填充了相关研究领域的空缺，从而为后续城乡协

调发展的研究奠定了重要的先验基础。但城乡协调发展是一个较为复杂且庞大的

研究命题，仅依靠单一化的指标并不能充分且全面衡量，就如本文研究中使用城

市和农村劳动生产率的收敛来衡量城乡协调发展，虽然在研究中有充分的理论支

撑，但在衡量的具体表征方面还是较为单一，例如要素流动、教育医疗以及交通

便利程度等方面，如果一一去对比衡量，则会更加复杂且庞大。 

因此，对于现有研究的不足，以及其他方面的空缺，希望可以通过后续的研

究从某一角度继续完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交通、基础设施、幸福感等方

面）。目前学界研究中用城乡人民生活质量差距来衡量城乡协调发展的议题讨论

较多，认为城乡人民生活质量所体现的差距将更能反映城乡发展差距的真实值，

但遗憾的是人民生活质量这一指标很容易感受到，却无法用具体数据去度量，因

此现有的研究多为理论性阐述，如果将来可以用具体数据来度量城乡人民生活质

量这一指标，那么对城乡协调发展的研究将会上升到一个新的历史高度。另外，

若是有更为合理的从整体进行的研究，那么对城乡协调发展的研究也会产生历史

性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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