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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西部地区作为我国发展的重要回旋余地，既是提升全国平均发展水平的巨大

潜力地区，也是推进东西双向开放、构建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的前沿。2020

年 5 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对

新时代的西部大开发作出了重大决策部署。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至今，西部地区

经济社会发展成效卓著，人民福祉不断增进，东中西三大地带相对差距不断缩小，

然而，西部地区内部即西南地区与西北地区之间经济分化现象却日益凸显。解决

好西部地区内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是顺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区域协调发展进入新阶段的新要求的应有之义，是推动西部地区加快形成大保护、

大开放、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的关键所在，也是助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

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远景目标实现的重要一环。

本文首先基于相关理论，从三个方面深入分析了收入差距影响经济增长的机

制。其次，通过统计数据全方位梳理了西部地区与其他地区在经济发展、居民生

活、公共服务、增长动力等方面的经济差距的演变过程，并展现了西部地区内部

即西北地区与西南地区的差距变化。再次，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作计量检验，

得出如下结论：(1)城乡收入差距对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有显著负向影响，前者

每扩大 1个百分点，后者将降低 0.6477个百分点；(2)城乡收入差距可以通过降

低消费而对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产生负向影响；(3)收入差距对城、乡消费的影

响有所不同，其中对农村地区消费的抑制作用更强；(4)城乡收入差距是导致西

部地区内部经济增长不平衡的关键因素。最后，依据西部地区南北分化的特征事

实分析、基准回归结果、影响机制和经济差距的分解结果，为进一步促进西部地

区经济增长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具体的对策建议为：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推

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拓宽居民增收渠道，

提升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以共建“一带一路”为引领，扩大西部高水平开放；拓

展区际互动合作，重视西北、西南地区联动发展。

关键词：西部地区 城乡收入差距 居民消费 经济差距的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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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room for manoeuvre in our country's development,

the western region is not only a region with great potential to improve the

national average development level, but also a frontier for promoting

two-way opening up from east to west and building a new pattern of

all-round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 In May 2020, the State Council

issued the "Guiding Opinions o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estern Region in the New Era to Form a New Pattern", making major

decisions and deployment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estern region in

the new era. Now, the western development strategy has been

implemented for 20 years. After 20 years of development, the economic

strength of the western region ha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and the relative

gap between the three major areas of east, central and west has been

narrowing. However, the economic differentiation within the western

region, that is, between the southwest region and the northwest region,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Solving the problem of unbalanced

and inadequate development in the western region is the proper meaning

of meeting the new requirements that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as entered a new era and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has entered a new stage.It is the key to accelerating the

formation of a new pattern of large-scale protection, large-scale opening

up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the western region. It is also 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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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ortant part of achieving the vision of “more tangible and substantial

progress in achieving common prosperity for all” by 2035.

Firstly, based on relevant theorie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mechanism

of income gap affecting economic growth from three aspects. Secondly,

the evolution process of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between the western

region and other regions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residents' life, public

services, growth power and other aspects is comprehensively sorted out

through the statistical data, and the change of the gap within the western

region, namely the northwest region and the southwest region. Thirdly,

the bidirectional fixed effect model is used for econometric test, and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are drawn: (1)urban-rural income gap h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influence on the economic growth in western China,

and the latter will decrease by 0.6477 percentage points when the former

increases by 1 percentage point; (2) urban-rural income gap has a

negative influence on the economic growth of western China by

inhibiting the consumption of residents; (3) The impact of income gap on

urban and rural consumption is different, and the inhibitory effect on rural

consumption is stronger ; (4) urban-rural income gap is the key factor

leading to the internal economic growth imbalance in western

China. Finally,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 fact analysis, the

benchmark regression result,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and the

decomposition result of the economic gap in the western regio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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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to

further promote the economic growth in the western region. The specific

countermeasures are as follows: to promote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under the guidance of a new development philosophy; to

improve the income distribution system and narrow urban-rural income

gap; to broaden the channels for increasing income and consumption

level of rural residents; to expand high-level opening up in the west under

the guidance of jointly building the “Belt and Road”; to expand the

interaction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regions and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interconnected development of the northwest and southwest regions.

Keywords:Western Region; Urban-Rural Income Gap; Resident

Consumption; Decomposition of the economic g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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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1.1.1 研究背景

1999年 9月，为应对东中西部经济发展差距不断扩大的现实问题，党的十五

届四中全会提出“国家要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2000年 1月，国务院成立西

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正式启动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2020年 5月，国务院发

布《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对新时代的西部大开

发作出了重大决策部署。如今西部大开发战略已经实施了 20年，经过 20年的发

展，西部地区的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开放水平不断提升，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居

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东中西部相对差距不断缩小，然而，西部地区内部即西南

地区与西北地区之间经济分化现象却日益凸显[1]。自 2009年以来，西南地区的

经济增速一直都高于西北地区，且两地区的经济总量差距从 2000 年的 4639.89

亿元增加到了 2020年的 34009.32亿元，扩大了约 7倍。

解决好西部地区内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是顺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

入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进入新阶段的新要求的应有之义，是推动西部地区加快

形成大保护、大开放、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的关键所在，也是助力“全体人民共

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远景目标实现的重要一环。在新发展格局背

景下，西部地区作为我国面向东南亚、南亚、中亚、欧洲的开放窗口，其内部的

协调性直接决定了我国向西开放的质量与效益。但目前学术界关于西部地区内部

经济分化的研究较少，实证分析其经济分化原因的更是鲜有。张可云等（2021）

运用夏普利回归方程分解法对西北与西南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影响因素进行了

实证分析，研究得出西北地区的消费不足是造成西南西北地区经济分异的重要因

素[2]；韩立等（2012）研究发现，收入差距对城、乡居民消费的影响有所不同，

其中对农村地区消费的阻碍作用更大[3]。故本研究将基于西部地区内部差异分化

的特征事实，从“收入差距-居民消费-经济增长”这一研究视角出发，探究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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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西北地区经济分异的原因，并对两地区的经济差距进行分解，以识别各因

素对两地区经济差距的贡献度。

1.1.2 研究意义

（1）理论意义：第一，收入差距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学术界关注

的经典话题，也是各国都会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自库兹涅茨曲线问世以来，众

多学者对城乡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影响及内在作用机理进行了深入

研究，但从消费角度探究两者之间影响关系的研究则较少，本文将消费作为城乡

收入差距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在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两个层面进行深入分

析，不仅丰富了收入差距和经济增长相关的研究文献，而且为西部地区经济高质

量发展提供了新的数据支撑；第二，目前关于城乡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实证研

究多采用省级层面数据，本文拟采用城市层面数据进行实证检验，扩大了样本量，

增强了实证层面的稳健性。

（2）现实意义：第一，目前关于区域差异的研究其视角多聚焦在三大地带、

四大板块或南北地区的差距，而对西部地区内部经济分化的研究则较少，本文通

过实证分析探究西南地区与西北地区经济分化的影响因素，并考察各因素对两地

区经济分化的贡献度，为解决西部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提供对策建议；第二，通

过深入分析收入差距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探究收入差距影响居民消费的城乡差

异性，对进一步优化收入分配格局、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和推动全体人民共

同富裕远景目标的实现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2 文献综述

与本文密切相关的几支文献主要有：地区间经济差距；收入差距与消费；收

入差距与经济增长。故本节主要从以上三个角度对现有文献进行归纳。

1.2.1 地区间经济差距

区域间发展差距是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一直存在的问题，阻碍了中国经济的

增长（Lee et al.,2012）[4]，也成为当前制约中国区域高质量协调发展的重要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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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后凯等，2020）[5]。学者们也从众多不同研究视角针对三大地带、四大板块

或南北区域之间差距形成的原因进行了分析。

（1）产业视角：刘军、徐康宁（2010）从产业集聚角度分析了中国四大板

块之间差距形成的原因，认为产业集聚可以显著促进经济增长，从而造成了区域

间经济差距的形成[6]；覃成林等（2011）研究发现空间和产业及其二者间的耦合

作用是区域差距形成的重要因素，从空间角度看，区域间差异的贡献度较大，就

产业因素而言，工业的贡献最大，超过了 46%，从其二者耦合来看，区域间的产

业差异是造成中国区域发展差距的重要因素，其贡献度超过了 61%[7]；严成樑

（2016）估算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劳动力向非农的转移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实证分析了影响区域间发展的因素，发现产业结构变迁对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的

贡献度高达 101. 82%[8]；杨明洪、黄平（2020）利用省级面板数据，通过偏离份

额法模型测度了南北区域和六大次级板块的结构红利，发现产业结构变迁差异是

导致南北分异的主要原因之一[9]。

（2）结构视角：刘瑞明（2011）采用省级面板数据，利用 SYS-GMM方法

验证了所有制结构对经济分异的影响，结果表明地区初始国有经济占比越大，其

后期经济增速越低，地区间巨大的所有制结构差距是地区间差距产生的重要原因

[10]；Zhang et,al.（2015）通过将人口年龄结构纳入发展核算框架，并将其应用于

中国 28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发现各省人口年龄结构的差异能解释省级收入不平

等的八分之一[11]；刘智勇等（2018）利用 SYS-GMM方法探究了人力资本结构

对经济增长及区域间经济差距的影响，认为地区间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的差异是

造成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关键原因[12]。

（3）要素视角：张晓蓓、李子豪（2014）利用省级面板数据研究了人力资

本与经济趋同问题，研究发现我国经济存在条件趋同的潜力，发达地区因拥有较

高的人力资本水平从而有较快的经济增速，由于人力资本的代际传递使得区域差

距不断扩大，由此造成区域经济的失衡并且阻碍了经济趋同的实现[13]；卞元超等

（2018）利用城市层面数据实证发现高铁的开通会通过促进区域间要素流动扩大

区域间经济差距[14]；刘建江、罗双成（2018）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房价差异对区域

差距有正向影响，而人口流动速度会削弱这种影响，故应减少人口流动的制度性

障碍，以缩小区域差距[15]；楚尔鸣、曹策（2019）利用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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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流动对区域经济差距的作用，结果表明人才向东部地区的集聚促进了区域差

距的拉大，并且通过技术创新这一中介效应使得区域差距进一步扩大[16]。

（4）政策视角：赵勇、魏后凯（2015）验证了政府政策干预对区域经济差

距的影响，发现 2011年之前，政府干预可以缩小区域差距，但在 2011年之后，

政府干预会抑制地区差距的收敛过程[17]；王志锋等（2020）研究了偏向性土地政

策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影响，发现中西部偏向性土地政策不仅没有促进区

域经济收敛，反而扩大了区域间经济差距[18]；谌莹等（2020）基于扩展型的 C-D

生产函数，采用双重差分的方法检验了主体功能区政策对区域差异的影响，发现

该政策的实施恶化了区域发展差距[19]。

当然，也有学者认为中国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并非由单一因素所致，而是由多

种因素促成。如盛来运（2018）运用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探究了要素投

入、经济、制度等因素对南北经济差距的贡献率，结果表明要素投入放缓、体制

机制障碍、结构性矛盾等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使得北方经济增速落后于南方[20]；

许宪春等（2021）通过建构平衡发展指数指标体系，对南北平衡发展状况进行了

测度，结果发现，北方地区在四个方面的平衡发展水平均低于南方地区，其中，

北方新旧动能转换动力不足、人才流失、公共文化资源失衡等因素是造成南北差

距过大的重要原因[21]；此外，还有学者从全球价值链（李善同，2019）、资源异

质性（戴德颐，2020）、经济增长方式转型（邓忠奇等，2020）等角度探究了各

因素对地区差距的影响[22-24]。

1.2.2 收入差距与消费

关于收入差距对消费的影响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居民消费及其结构的影响。

对居民消费的影响：陈斌开（2012）基于生命周期假说，从理论上验证了收

入差距对居民消费的消极影响并对此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收入差距会显著

抑制居民消费率，前者扩大 1单位会使后者降低 6.5%[25]；韩立岩、杜春越（2012）

实证探究了收入差距对消费的影响，证实了前者对后者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并且

这一影响在城乡地区间存在较强的差异性，收入差距的恶化对农村地区消费的抑

制作用远超城镇地区[3]；钟成林（2015）基于相对收入假说，利用广义矩估计的

方法检验了收入差距对消费示范效应的影响，发现消费示范效应有利于提高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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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率，但过大的城乡收入差距会削弱这种效应[26]；纪园园、宁磊（2018）利用

UHS数据分析了收入差距对家庭消费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不考虑城市平均

收入的情况下，收入差距每增加 0.1个单位，家庭消费会降低 8.43%，但在考虑

平均收入时，其家庭消费降低程度相较于前者低2.3个百分点[27]；江剑平等（2020）

通过理论分析发现居民消费率随城乡劳动收入差距的扩大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

的规律，并在实证中验证了这一关系，研究结果还表明劳动收入差距能够通过劳

动生产率这一机制作用于居民消费率[28]；徐亚东等（2021）通过实证研究发现，

城乡收入差距的恶化并不总会抑制居民消费，这还取决于消费收入弹性，只有当

农村地区的弹性较大时，收入差距才会减少居民消费，并且城镇化进程会加剧这

一负向作用[29]。

对消费结构的影响：胡日东等（2014）通过实证检验证实城乡收入差距的扩

大会降低城市居民的居住消费份额而增加食品消费份额，降低农村居民服务消费

份额而增加交通与通讯消费份额[30]；李江一、李涵（2016）利用 CHFS数据进行

实证研究，发现收入差距的扩大会显著增加城镇居民的享受型消费而减少发展型

消费，对农村居民的影响则刚好相反，会增加前者的消费而减少后者的消费[31]；

李书宇、赵昕东（2016）利用半参数可加模型探究了收入差距与城镇居民消费结

构之间的关系，发现收入差距对消费升级的影响为平缓的非对称倒“U型”，收

入差距过大时会抑制消费结构的优化升级[32]；蒋姣，赵昕东（2021）从追求社会

地位视角研究了收入差距对家庭消费及其结构的影响，结果发现收入差距的扩大

会显著降低家庭消费，并且收入差距还会通过降低家庭社会地位而抑制家庭消费，

同时发现收入不平等和追求家庭地位对低收入家庭消费的抑制作用最强[33]。

1.2.3 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

关于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的研究最早可追溯至库兹涅茨曲线的提出，即收

入差距与经济增长呈倒 U 型关系。自此之后，各国学者都对二者之间的关系展

开了大量研究，但并未得出一致结论：一些研究认为收入差距会促进经济增长，

而有些研究则认为会抑制经济增长，还有些研究认为该影响不确定。

收入差距会促进经济增长：Kaldor（1956）基于凯恩斯的绝对收入理论，根

据不同储蓄倾向的相互作用将储蓄率和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率联系起来[34]，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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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sinetti（1962）对该研究进行扩展，探究了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如何受工人、

资本家储蓄倾向差异的影响，结果发现，资本家的储蓄倾向与收入分配成正比进

而与经济增长成正比[35]；Galor and Tsiddon（1997）研究发现在发展的早期阶段

即当地家庭环境外部性起主导作用时，收入差距的扩大有利于人力资本的形成从

而有助于经济的增长[36]；Li and Zou（1988）理论分析发现在效用函数中纳入公

共消费时，收入不平等可能导致更高的经济增长，经实证检验表明大多数时候收

入不平等与经济增长呈显著正相关[37]。

收入差距会抑制经济增长：Galor and Zeira（1993）研究发现收入不平等会

通过影响人力资本投资而不利于短期和长期的总产出[38]；Aghion et,al.（1999）

发现收入不平等会通过信贷市场约束对投资或努力动机产生影响，进而影响经济

增长[39]；陆铭等（2005）从教育、投资角度探究了收入差距作用于经济增长的机

制，发现长期中收入差距对投资的负向影响超过了对教育的正向影响，因而长期

中两者呈反向变动关系，还发现经济增长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40]；钞小静、沈坤

荣（2014）构建联立方程模型，验证了城乡收入差距对经济总产出的影响，认为

过于悬殊的城乡收入会降低农村地区的人力资本投资进而降低劳动力素质，从而

阻抑长期总产出的增加[41]；吕炜、储德银（2011）通过构建动态面板数据模型，

采用广义矩估计的分析方法得出了城乡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非线性关系，

并且前者对后者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42]；杨曼莉（2019）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

据，探究了收入差距、消费需求对人均实际产出的影响，结果发现收入差距的扩

大和消费需求的不足会显著抑制经济增长，并且这种抑制作用存在明显的空间异

质性[43]；王立勇、袁子乾（2021）基于财政政策波动视角，运用 SYS-GMM方

法考察了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收入差距会加剧财政政策的波动，

而财政政策的波动不利于经济的增长，故收入差距的扩大可以通过增加财政政策

的波动性进而抑制人均国民收入的增加[44]。

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确定：Barro（2000）研究表明，当人均生产

总值低 2000美元时，收入不平等的恶化会阻碍经济增长，超过 2000美元时，则

会促进经济增长，即收入差距的扩大有利于富国而不利于贫国的经济增长[45]；

Banerjee and Duflo（2003）采用跨国面板数据进行计量检验，发现收入不平等与

经济增长之间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非线性的，两者成倒 U型关系[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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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lor and Moav（2004）发现从物质资本向人力资本积累的转移改变了收入差距

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使得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呈倒 U型变化[47]；张欢、

徐康宁（2016）以中等收入陷阱为研究视角，利用 VAR模型探究了收入差距、

消费需求、经济增长三者的作用关系，结果表明，收入差距在短期内会带来经济

繁荣，但长期内会阻碍经济的持续发展[48]。

1.2.4 文献评述

通过梳理相关文献我们发现，很多研究能够证实收入差距对消费的抑制作用

以及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但是鲜有研究将三者纳入统一的框架进行分析；

并且目前学术界关于地区差距的研究多集中在三大地带、四大板块或南北地区之

间的差异，而对西部地区内部经济分化的研究则较少，且使用的数据多为省级层

面数据。本研究将基于西部地区内部差异分化的特征事实，从“收入差距-居民

消费-经济增长”这一研究视角出发，利用城市层面数据探究造成西南、西北地

区经济分异的原因，并对两地区的经济差距进行分解，以识别各因素对两地区经

济差距的贡献度，从而为缩小西部地区收入差距、提振消费、促进西部地区的经

济增长提供相应的对策建议。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1.3.1 研究内容

文章共有六个章节：

第一章：绪论。主要介绍了本文的研究背景、意义，梳理了相关研究成果，

为本文研究寻找突破口。

第二章：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首先梳理了与本文研究密切相关的理论，并

在此基础上深入分析了收入差距通过消费需求、人力资本积累、物质资本积累影

响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

第三章：西部地区南北分化的特征事实。本部分通过统计数据全方位梳理了

西部地区与其他地区在经济发展、居民生活、公共服务和增长动力四个方面的差

距演变过程，并展现了西部地区内部即西北地区与西南地区的差距变化，为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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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证分析做铺垫。

第四章：收入差距、居民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

型作计量检验，探究收入差距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然后，通过一系列的

稳健性检验来证实结果的稳健性，之后对收入差距通过消费影响经济增长的中介

机制进行检验，最后，通过对经济差异的分解来考察各变量对西部地区内部经济

发展差距的贡献度。

第五章：促进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对策建议。依据西部地区南北分化的特征

事实分析、基准回归结果、传导机制和经济差距的分解结果，为今后进一步提升

该地区的经济发展质量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第六章：总结与展望。总结全文内容，指出本研究的不足，并对未来可能的

研究方向进行展望。

本文的技术路线图见图 1.1。

图 1.1 本文的技术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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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研究方法

（1）比较分析法。

本文在梳理分析西部地区南北分化的特征事实时，将西部地区与其他地区加

以比较，并对比了西部地区内部即西北地区与西南地区经济差距的演变，全方位

展示 21世纪以来西部地区及其内部的经济发展变化。

（2）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分析法。

本文基于中国区域协调发展进入新阶段和推动西部地区加快形成新格局的

要求，提出解决好西部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在实现全

体人民共同富裕的远景目标下，深入分析了城乡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传导机理。

利用 EXCEL、STATA等软件进行定量分析，揭示了西部地区南北分化的特征事

实，并验证了收入差距、居民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影响关系。

（3）实证与规范相结合分析法。

本文在实证分析上，利用计量方法检验城乡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作用，验

证收入差距通过居民消费影响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并考察各因素对西部地区经

济分化的贡献度。然后基于实证研究结果，为破解西部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

问题提出对策建议。

1.4 本文的创新

一是大量的研究虽然考察了收入差距、消费以及经济增长两两之间的影响，

但少有研究在同一的框架内分析三者关系，而本文将消费作为城乡收入差距影响

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在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两个层面进行深入分析，不仅丰富

了收入差距和经济增长相关的研究文献，而且为西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

新的数据支撑；二是目前学术界关于地区差距的研究多聚焦在三大地带、四大板

块或南北地区之间的差异，而对西部地区内部经济分化的研究则较少，本文可为

地区经济差距的研究作相关补充；三是关于城乡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研究，其

数据多为省级面板数据，本文采用城市面板数据，扩大样本量，增强了实证层面

的稳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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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

而今，国内外对于城乡收入差距、消费、经济增长的研究成果相当丰硕，也

形成了非常丰富的理论。考虑到本文重点探究西部地区内部经济分化视角下的城

乡收入差距、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所以，本章从相关概念出发，梳理了

有关理论，作为本文的理论基础。

2.1 概念界定

2.1.1 收入分配

收入分配包括功能收入分配和规模收入分配两种。前者探讨的是各种生产要

素与其对应收入的关系，旨在阐释要素价格的形成及要素在国民产出中的相对份

额。斯密是首位研究该分配方式的经济学家，之后，李嘉图、马克思等经济学家

也均从该角度出发对收入分配进行研究。然而，功能收入分配需要用规范分析的

方法对收入的性质进行划分，而当代西方经济学更侧重实证分析，故其将研究方

向转为规模收入分配。该分配方式以个人或家庭为分析单位，探讨的是代表性个

体或家庭与其所获收入之间的关系，旨在说明个体或家庭收入分配的形成与种类，

以及与此相关的收入分配不公平的衡量[49]。首位提出该分配方式的经济学家是帕

累托。

研究城乡收入差距关系到居民收入分配。不同个人或家庭生产要素禀赋的不

同以及使用生产要素产权能力的差异，使得其收入水平也大不相同，这势必会造

成收入差距。其中，城乡收入差距是其主要表现。所以本文以西部地区 87个地

级及以上城市的城乡居民收入为切入点进行了研究，着重分析了规模收入分配对

经济发展的影响，即不同阶层之间收入分配的差异会如何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

2.1.2 城乡收入差距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指城镇与农村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依照国家统计局标准，

本文的城、乡居民收入分别用城镇、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表示。

城乡收入差距有绝对和相对之分。其中，绝对差距用城镇与农村居民收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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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额来度量，尽管该衡量方式较为简单，但仍能直观的体现出城乡居民收入水平

的差别，并且该指标的扩大预示着差距会有进一步扩大的风险。对于相对差距的

衡量，主要有城乡收入比、基尼系数、泰尔指数。其中，城乡收入比用城镇与农

村居民收入之比表示，相较于绝对差距，该方式可以更好的体现出城乡收入差距

的相对变化，但无法体现出城乡人口占比的变化，忽视了中国经济显著的城乡二

元结构特征；基尼系数是将一定数量的人口按其收入的多少区分为不同的收入等

级，以此来衡量收入差距，并且它对中间层次收入的变化较为敏锐，而我国的差

距更多的表现在两端收入的不同，因而该衡量方式并不能对此进行准确度量；泰

尔指数是在考虑城乡人口结构变化的基础上来衡量组间收入分布的差异，它弥补

了前两种衡量方式的不足，既纳入了城乡人口分布的差异变化，又对高、低收入

阶层的收入变动较为敏感，能够较为准确的度量城乡收入差距。

2.1.3 经济增长

关于经济增长的概念，经济学家们的见解各有差异，但有两种较为多见。其

一是经济增长指在一定时期内，一个国家（或地区）国民产出的持续增加。如萨

缪尔森在《经济学》教科书中的定义：“经济增长代表的是一国潜在的国民产出

的增加，也可以说，当一国生产可能性边界向外移动时，就实现了经济增长[50]。”

其二则主张经济增长是人均产出的增长，如刘易斯在《经济增长理论》书中的开

篇定义：“本书的主题是人均产出的增长[51]。”而较为完整的定义则由库兹涅茨

给出：“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可以定义为给居民提供种类日益繁多的经济产品

能力的长期上升，这种不断增长的能力是建立在先进技术以及所需要的制度和思

想意识的相应调整基础上的[52]。”

由上述定义可窥探出一二，经济增长主要指国民总产出的持续增加，若考虑

人口增长和价格变动，经济增长就是人均实际产出的增加。本文关于经济增长的

研究采用的是国民总产出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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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理论基础

2.2.1 二元经济结构理论

二元经济结构理论由刘易斯提出。“二元经济结构”是指农业部门和城市部

门并存的现象。其中农业部门又称为生存性部门，该部门没有可再生资本，不会

发生资本积累，农民只能获得生存性工资，而该工资水平是城市工业部门的工资

下限，同时由于土地资源和技术水平的限制，存在着边际生产率低于生存性工资

甚至为零的相对过剩人口，该部分过剩人口又被称为“隐蔽性失业人口”

（Disguised Unemployment），这样就出现了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状态，恰是由于

这部分人口的存在，使得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较为落后，导致城乡收入差距；

城市工业部门是经济中使用可再生资本并向资本家支付使用费用的部分，该部门

市场化程度较高，人均产出及工资水平均高于农业部门，资本家只需开出比生存

性工资稍高点的价格便可获得无限劳动供给，于是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就会被

吸引到收入水平更高的城市部门，从而促使“二元结构”逐渐消失[53]。

但是，刘易斯理论模型中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假定不符合现实，并且过分强调

发展城市经济对破解“二元经济结构”的重要性，忽视了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

提高是工业部门发展的前提这一先决条件。此后，拉尼斯和费景汉通过考虑工农

两经济体系的均衡发展，弥补了刘易斯模型中的不足，创造了拉尼斯-费景汉模

型。但该模型仍有些许缺点，特别是固定工资的假设和对城市失业现象的忽视，

之后，托达罗进一步做了改进，他认为劳动力的迁移不仅受城乡间实际收入差异

的影响，还取决于迁移人口在城市找到工作的概率，于是提出了带有就业概率和

预期收入的托达罗模型，阐释了城市失业与乡村人口涌向城市并存的现象，并强

调大力发展农村经济的重要性，此后，该模型被普遍用来剖析落后国家的二元经

济问题[54]。

2.2.2 有效需求理论

有效需求理论由凯恩斯提出。有效需求包括消费和投资两种需求，是指供需

均衡时的社会总需求，通常认为社会就业量也由这一均衡状态所决定，而这一交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F%8E%E5%B8%82%E7%BB%8F%E6%B5%8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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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之所以成为有效是因为此时的就业量恰好能使雇主的预期利润达到最大值[55]。

凯恩斯主张，以往古典经济学谈论的均衡是建立在“供给创造自身需求”这一错

误假定下，因而完全就业只是特例，通常情况下，有效需求不足使得均衡必然是

小于完全就业的均衡。

关于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凯恩斯认为是由三个心理因素导致，即“心理上

的消费倾向、对未来资产收益之预期、灵活偏好”。第一个心理因素是指边际消

费倾向递减规律，即消费增量占收入增量的比例递减。正是由于该规律的存在，

才会导致社会消费需求的不足[56]。第二个心理因素是指资本边际效率递减规律。

资本边际效率是指将钱投资在新增资产上所预期取得的报酬率。随着投资水平的

提高，资本的未来收益会下降而供给价格会提高，故预期报酬率下降，资本边际

效率下降。灵活偏好是指人们手中用货币或工资单位计算的资源有多少愿意以货

币的形式来保持。凯恩斯认为利率是人们持有货币的机会成本，灵活偏好的作用

使得利率不能太低，同时，预期报酬率又不能低于等量资本在银行存储时所获得

的利率，低于利率便会降低投资引诱。正是由于边际效率递减和灵活偏好的存在，

使得投资者信心降低，导致投资需求的不足。

2.2.3 经济增长理论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包括新古典增长理论和内生增长理论。其中，前者主张经

济增长由给定的技术进步率和人口增长率决定，而后者则认为经济增长率取决于

家庭、厂商和政府等经济参与主体的最优化行为，并非外生给定[57]，这也是两个

理论最本质的不同。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发轫于哈罗德-多马模型[58-59]。该模型对凯恩斯理论进行了

动态化、长期化，研究了经济增长率、储蓄率与资本产出比三者之间的关系，认

为一国经济只有当自然增长率、实际增长率和有保证的增长率三者同时相等时，

才能实现经济的长期均衡增长，然而模型中并不存在使三者相等的机制，并且模

型过分强调资本积累的作用，形成“刃锋式增长”，因而均衡路径是不稳定的。

面对哈罗德-多马模型的经济不稳定性问题，索洛（1956）校正了其模型中生产

函数要求劳动和资本具有固定系数的假设，假定生产要素能够相互替代，构建了

一套新的动态均衡模型，即索洛模型，由此奠定了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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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由于该模型的前提是技术进步按固定比率增长，因此未能揭示经济增长的真正

来源，也未能较为完善地解释世界范围的经济增长及各国之间经济增长的差异，

并且对于其所强调的经济收敛结论未能得到现实验证，从而促进了内生经济增长

理论的形成。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代表性工作是罗默（1986，1990）和卢卡斯

（1988），他们将知识、人力资本等因素纳入模型，揭示了跨国收入差距产生的

原因并解释了经济持续增长的可能性[61-62]。其中，卢卡斯（1988）建立了一个包

括最终产品部门和教育部门的两部门模型，认为教育部门生产效率越高、最终产

品部门人力资本外部性越大，经济增长率越高。罗默（1990）认为技术进步源于

人们有意识的、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投资决策，并假设知识作为一种不同于传

统生产要素的投入品，具备非竞争性和局部排他性，通过构建一个包含研发部门、

中间品部门和最终产品部门的垄断竞争模型，研究发现人力资本存量决定了经济

增长率[63]。

2.2.4 区域非均衡发展理论

区域非均衡发展理论起源于 20世纪中叶，其重点关注的是发达国家与发展

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差距，后被逐步引入到区域经济问题的研究中。主要包括以下

四种理论。

增长极理论。佩鲁认为具有创新能力的行业或部门在大城市的集聚所引致的

行业间的密切联系是推动经济发展重要途径。而这些城市中的产业会像“磁极”

一样吸引邻近区域的生产要素推动本地区经济发展，同时也会形成强大的扩散力

量促进邻近区域发展。这样的“磁极”被佩鲁称作增长极。之后，一些学者将增

长极概念引入区域规划中并推广至地理空间，强化了增长极的空间特征，认为增

长极强大的扩散效应能拉动周边区域的经济发展，从而缩小地区差距。

循环累积因果理论。缪尔达尔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在空间上存在非均匀性，

即同时存在发达区域与欠发达区域。其中一个地区因为初始优势而实现了优先发

展，从而造成两地区的发展差距，累积因果效应的存在会形成累积性的循环发展

趋势，使得发达地区愈强，欠发达地区愈弱，从而导致这种差距逐步扩大，形成

二元经济地理格局。但当先发区域形成扩散效应时，该地区的生产要素就会向后

发区域流动，带动后发地区的经济发展，进而促进区域收敛，最终二元经济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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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形成区域融合发展。

不平衡增长理论。该理论由赫希曼提出，它包括引致投资最大化原理和联系

效应理论。其中，前者是指在经济发展初始阶段，政府应优先考虑发展能产生最

大引致投资的部门，以带动其他部门的发展；后者是指优先发展部门的选择应依

据联系效应原理做出，而效应的大小由该产业部门的收入弹性和需求价格弹性共

同决定。同时，该理论提出极化效应和涓滴效应是导致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发

展不平衡的作用机制，其中，极化效应会扩大区域差距，涓滴效应会使区域经济

趋同。若前者占据主导地位则会恶化区域差距，若后者占据主导地位，则有利于

区域差异的收敛，最终实现区域的协调发展。

中心—外围理论。弗里德曼认为一个经济空间的经济结构由中心区和外围区

组成，其中，前者处于支配地位，后者处于依附地位。中心区一方面会通过吸收

外围区域的生产要素推动本地区的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也会通过扩散作用促进外

围地区的经济发展。两区通过不断的相互作用共同推进区域的整体发展，通常在

经济的初始发展阶段，二元经济会比较突出，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区域间差异会

逐渐缩小，两区界限不断模糊直至消失，最终实现地区间的平衡发展。该理论对

协调区域发展，实现经济一体化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2.3 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分析

2.3.1 通过消费需求影响经济增长

消费需求由消费需求数量和消费需求结构两部分构成。城乡收入差距通过影

响消费数量影响经济增长的路径被称为财富分配效应，通过影响消费结构影响经

济增长的路径被称为消费结构效应。从财富分配效应来说，根据边际消费倾向递

减规律，低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往往大于高收入群体，这就会造成高收入阶

层虽有消费能力但消费率低，低收入阶层因收入水平较低使得消费能力不足，最

终导致社会总消费量的不足。平均而言，城镇居民的收入高于农村居民，因而前

者的边际消费倾向小于后者，若城乡收入悬殊太大，就会降低总体的消费倾向，

从而抑制消费量的提升，不利于经济增长。从消费结构效应来讲，城乡居民收入

的不同就决定了二者在消费结构上的差别，城镇居民收入高，因而消费层次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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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居民收入低，因而消费层次就较低。若该差别与产业结构升级相适应，则有

助于提升城乡居民消费需求；若该差别过大，当城镇居民对一些耐用品或高档品

的消费饱和时，农村居民因受制于收入水平而无法实现消费升级，就会导致消费

需求出现断层，由于供给结构的变化较为滞后，就会使得一些耐用品或高档品的

生产出现过剩而满足农村居民消费能力的产品却供给不足，甚至刺激假冒伪劣产

品在农村横行，这既制约了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也不利于产业结构的升级，

最终阻碍经济增长。

图 2.1 城乡收入差距通过消费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图

2.3.2 通过人力资本积累影响经济增长

根据内生增长理论，人力资本及其带来的创新活动的增加是经济获得快速增

长的重要途径，城乡收入差距会通过这一途径作用于经济增长。教育是提高人力

资本的关键，然而低收入群体由于收入水平较低，除了维持基本的生活开支，已

经没有足够多的资金支付高额的教育成本，此外，信贷市场的不完善使得低收入

群体很难通过信贷来增加人力资本投资，从而难以实现从低质量劳动力向高质量

劳动力的转化，最终阻碍经济的增长。人力资本这一传递途径还具有代际转移的

特征，即父辈间财富水平的差异会直接影响其后代的教育水平，而后代的教育水

平又决定了他们所取得的收入，如此形成恶性循环，造成贫困的代际转移，导致

贫富差距进一步恶化。因此，如果城乡间收入差距恶化，那么具有较低初始财富

的农村居民就会减少对自己及后代的人力资本的投资，从而严重限制农村地区人

力资本积累，从供给端对经济增长产生负向影响，此外还会进一步降低后代的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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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水平造成贫困的代际传递从消费端抑制经济增长。

图 2.3 城乡收入差距通过人力资本积累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图

2.3.3 通过物质资本积累影响经济增长

城乡收入差距会通过影响物质资本积累而影响经济增长。由边际消费倾向递

减规律可知收入增量中用于储蓄的比例呈递增趋势，因此相较于低收入者，高收

入者的边际储蓄倾向更高。当城乡收入差距扩大时，拥有较高收入的城镇居民的

边际储蓄倾向的提升就会带动整个社会边际储蓄倾向的提高，进而使得全社会储

蓄率增加。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储蓄率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因素，储蓄率的上

升会促进物质资本投资的增加，进而会促进经济增长。因此，收入差距的扩大通

过提升储蓄率促进了经济增长。此外，由于初始财富与收入水平的不同，城镇居

民相较于农村居民更具有投资优势，当收入差距持续扩大时，金融资产会进一步

向城镇居民集中，形成资本的集聚效应，进而促进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城乡收

入差距的扩大也会抑制经济增长。一方面收入差距扩大不利于社会稳定，增加人

们隐匿和转移财富的动机，促使资本外逃；另一方面收入差距扩大使低收入的农

村居民缺乏投资机会，抑制了民间投资的积极性，也不利于农村居民财富积累效

率的提升。

图 2.2 城乡收入差距通过物质资本积累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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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西部地区南北分化的特征事实
①

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至今，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成效卓著，人民福祉不断

增进。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清楚地意识到，由于自然条件、地理区位、体制机制

等原因，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相比仍存在很大差距。故本章将从经济发展、居民

生活、公共服务、增长动力四个方面客观对比分析西部地区与其他地区之间的差

距，并从西北与西南地区这一视角切入
②
，对比分析西部地区内部的发展变化，

揭示西部地区内部南北地区经济分化的特征事实。

3.1 经济发展方面

本节主要从经济总量、经济增速、人均实际 GDP、地方财政收入、固定资产

投资、外贸依存度等六个方面分析西部地区与其他地区自 2000年以来在经济发

展方面的差距，并对比分析西部地区内部的发展变化。

3.1.1 经济总量

图 3.1对比了西部地区与东、中、东北部地区在实际 GDP③
方面的绝对差距。

由图可见，东、西部地区间的绝对差距逐年扩大而中、西部地区间的绝对差距有

所缩小，西部地区的实际 GDP一直高于东北地区且差额逐年扩大。2000年，东、

中、西、东北地区的实际生产总值分别为 51020.52亿元、19790.98亿元、16654.62

亿元和 9743.25亿元，此时，东西部、中西部以及西部与东北地区间的实际 GDP

差额分别为 34365.89亿元、3136.35亿元和 6911.37亿元。2020年，东、中、西、

东北地区的实际 GDP 总量分别为 346270.06 亿元、136680.35 亿元、124143.93

亿元和 54293.29 亿元，东西差额扩大到 222126.12 亿元、西部与东北地区间的

差额扩大到 69850.65亿元，分别是 2000年的 6.46和 10.11倍，中西差额缩小至

12536.42亿元。虽然东西部地区间实际 GDP的绝对差距在扩大，但相对差距却

在缩小。如图 3.2所示，自 2000年以来，东西部地区的实际 GDP比值整体呈下

① 本章部分内容发表于《区域经济评论》2019年第 5 期（参见参考文献[1]）。
② 本文的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东、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海南 10 省市；中部

地区包括山西、河南、安徽、湖北、湖南、江西 6省；东北地区包括黑龙江、吉林、辽宁 3 省；西北地区

包括陕西省、甘肃省、青海省、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内蒙古自治区 6省区；西南地区包

括重庆市、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西藏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 6省市区。
③ 通过 GDP 平减指数换算成以 2000 为基期的不变价计算的实际 GDP，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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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趋势，2000年东部地区的实际 GDP是西部地区的 3.06倍，2020年缩小至 2.79

倍。此外，中西部地区的相对差距也在缩小，2020年，中部地区的实际 GDP仅

为西部地区的 1.1倍；东北与西部地区的实际 GDP比值逐年扩大，2000年，西

部地区实际 GDP是东北地区的 1.71倍，2020年扩大到 2.29倍。

图 3.1 西部与东、中、东北地区实际 GDP差额变化（2000—2020年）

数据来源：根据 EPS数据库网站数据计算得出。

图 3.2 西部与东、中、东北地区实际 GDP比值变化（2000—2020年）

数据来源：根据 EPS数据库网站数据计算得出。

同期，西北与西南地区的实际 GDP变化趋势如图 3.3所示。由图可见，在

西部大开发的第一个十年，西北与西南地区的经济稳中有升且差距不大。但进入

西部大开发的第二个十年，尤其是 2011年之后，西南地区表现出强劲增长势头，

与西北地区的经济差距呈现出明显扩大趋势。具体而言，其实际GDP差额从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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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 4639.89亿元增加到了 2020年的 34009.32亿元，扩大了约 7倍。

图 3.3 西北与西南地区实际 GDP变化（ 2000—2020年）

数据来源：根据 EPS数据库数据计算得出。

3.1.2 经济增速

表 3.1展示了 21世纪以来各地区的 GDP增速变化。本文借鉴魏后凯等学者

的处理方法，以各地区的平均增速作为参照系[6]①。由表可知，2008年之前，各

地区经济增速基本都在增加，尤其是西部地区的增速从 2000 年 9.16 %增加到

2007年的 14.35 %，增加了 5.19个百分点，但相较而言，仍低于东部地区及各地

区的平均增速。自 2008年开始，受全球金融危机和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影响，

各地区 GDP增速除在 2010年有所回弹，总体上呈下降态势，但西部地区的增速

快于其他三个地区，从而使其与东中部地区间的相对差距缩小，由图 3.2也可知，

东西部地区的实际 GDP比值由 2000年的 3.05扩大到 2007年的最高值 3.25之后

逐渐缩小至 2020年 2.76。

表 3.1 各地区经济增速变化（2000—2020年） 单位：%

地区

年份
西部 中部 东部 东北 地区平均 全国

2000 9.16 8.80 10.48 8.77 9.30 8.5
2001 9.61 9.12 10.2 9.20 9.53 8.3
2002 10.57 10.12 11.33 9.97 10.50 9.1

①由于各地区国内生产总值之和大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数据，在此情况下，若对各省增速数据相加求

取平均值得出各地区生产总值增速，结果将使得绝大部分地区的经济增速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因此，以

各地区的平均增速作为参照系。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西部地区城乡收入差距、居民消费与经济增长

21

续表 3.1 各地区经济增速变化（2000—2020年）

2003 11.68 11.22 12.83 10.63 11.59 10
2004 12.61 13.12 13.9 12.23 12.97 10.1
2005 12.68 12.48 12.91 12.00 12.52 11.4
2006 12.8 12.55 13.56 13.60 13.13 12.7
2007 14.35 14.58 14.55 14.37 14.46 14.2
2008 12.64 12.3 11.39 13.73 12.52 9.7
2009 12.51 11.58 11.21 12.70 12.00 9.4
2010 13.72 14.07 12.94 13.57 13.57 10.6
2011 13.62 12.92 10.92 12.77 12.56 9.6
2012 12.39 10.98 9.52 10.50 10.85 7.9
2013 10.97 9.77 9.29 8.33 9.59 7.8
2014 9.27 8.65 8.2 5.97 8.02 7.4
2015 8.84 7.77 7.92 5.00 7.38 7
2016 8.43 7.73 7.6 3.50 6.82 6.8
2017 7.71 8 6.88 5.30 6.97 6.9
2018 7.26 7.75 6.43 4.83 6.57 6.7
2019 6.73 7.3 6.17 4.23 6.11 6.1
2020 3.64 1.9 2.83 0.73 2.28 2.3

数据来源：根据 EPS数据库网站数据计算得出。

同期，西北与西南地区的经济增速变化趋势与全国水平相似，两地区之间经

济增速的对比如图 3.4所示。由图可见，2008年之前，西北地区的经济增速基本

上一直高于西南地区；自 2009年开始，西南地区的经济增速实现反超，两地区

间的经济差距逐步拉大并出现明显分化。

图 3.4 西北与西南经济增速变化（ 2000—2020年）

数据来源：根据 EPS数据库数据计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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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人均实际 GDP

西部地区与其他地区的人均实际 GDP①
的变化趋势如图 3.5所示。由图可见，

2000年以来，各地区的人均实际 GDP均呈逐年增加趋势，西部地区的人均实际

GDP低于其他地区且差距在拉大。2000年，东、中、西、东北地区的人均实际

GDP 分别为 11465.37 元、5624.91元、4673.79 元和 9128.88 元，此时，东西、

中西、西部与东北地区的差距分别为 6791.58元、951.13元和 4455.09元，2020

年，东、中、西、东北地区的人均实际 GDP分别为 61357.32元、37503.18元、

32406.79元和 55260.34元，相应差额扩大到 28950.53元、5096.39元和 22853.55

元，分别是 2000年的 4.26、5.36和 5.13倍。

图 3.5 各地区人均实际 GDP变化（2000-2020年）

数据来源：根据 EPS数据库网站数据计算得出。

同期，西北与西南地区的人均实际 GDP演变如图 3.6所示。与其 GDP总量

的对比情况相反，自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西北地区的人均实际 GDP一直

高于西南地区，且差距略有扩大，差额由 2000年的 756元扩大至 2020年的 3719

元。其主要的原因是西南地区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一直高于西北地区，且西南地区

由于经济增长强势，吸引了大量的劳动力流入
②
，导致在人均指标上低于西北地

区。

① 通过 GDP 平减指数换算成以 2000 为基期的不变价计算的实际 GDP后，做人均化处理。
② 根据第五次和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20年来，西南与西北地区的人口差距净增近 49 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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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 西北与西南地区人均 GDP变化（ 2000—2020年）

数据来源：根据 EPS数据库数据计算得出。

3.1.4 地方财政收入

图 3.7和 3.8 分别对比了 21 世纪以来西部与其他地区在财政收入
①
方面的绝

对和相对差距。由图可知，东、西部地区间的绝对差距在逐年扩大，差额由 2000

年的 2542.4 亿元扩大到 2020 年 38391 亿元，扩大了 15 倍，然而两地区间的相

对差距表现出先缩小后扩大的特点，2000年，东部地区的财政收入是西部地区

的 3.26倍，2013年缩小至 2.54倍后又逐渐扩大到 2020年的 2.97倍。西、东北

地区间的绝对、相对差距均在逐年扩大，绝对差距由 2000年的 542.5亿元增加

到 2020 年 14681.59 亿元，扩大了 22 倍，相对差距由 2000 年的 1.93 倍扩大到

2020年的 4倍。西部地区的财政收入一直高于中部地区，两地区间的绝对差距

呈先扩大后缩小趋势，相对差距整体变化不大。

图 3.7 西部与其他地区财政收入差额变化（2000-2020年）

数据来源：根据 EPS数据库网站数据计算得出。

① 财政收入数据用一般预算收入来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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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8 西部与其他地区财政收入比值变化（2000-2020年）

数据来源：根据 EPS数据库网站数据计算得出。

同期，西北与西南地区在财政收入方面的分化也初见端倪（见图 3.9）。由

图可知，21世纪以来，西南地区的财政收入一直高于西北地区，且在 2009年之

后差距明显扩大。2000 年和 2008 年，西北与西南地区的财政收入差距分别为

351.76亿元和 1089.68亿元，扩大了 3倍；从 2009年到 2020年，西北与西南地

区的差距则从 1134.75亿元增加到 4819.45亿元，扩大了 4倍。

图 3.9 西北与西南地区财政收入变化（ 2000—2020年）

数据来源：根据 EPS数据库数据计算得出。

3.1.5 固定资产投资

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西部地区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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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地区在固定资产投资
①
方面的绝对差距和相对差距如图 3.10和 3.11所示。其

中，东、西部地区间的绝对差距在逐年扩大，差额由 2000年的 11374.07亿元增

加到 2020年的 111975.44亿元，扩大了近 10倍，但相对差距在逐年缩小，比值

由 2000年的 2.86缩小至 2020年的 1.59；西、东北地区间的绝对、相对差距均

在逐年扩大，绝对差距由 2000年的 3406.89亿元增加到 2020年的 159656.73亿

元，扩大了近 47倍，比值由 2000年的 2.26增加到 2020年的 6.22；中、西部地

区的差距不明显，且在不断波动变化。

图 3.10 西部与其他地区固定资产投资额差额变化（2000-2020年）

数据来源：根据 EPS数据库网站数据计算得出。

图 3.11 西部与其他地区固定资产投资比变化（2000-2020年）

数据来源：根据 EPS数据库网站数据计算得出。

同期，西北与西南地区在固定资产投资方面也表现出明显的分化趋势（见图

3.12）。由图可知，2014年之前，西北与西南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额都呈现出逐

① 由于 2017 年之后部分省份只公布了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的增速数据，故 2017 年之前数据为全社

会固定资产投资额，2018年及之后为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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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增加的趋势，且两地区间的差距并不是很大；2014 年之后，西北地区固定资

产投资增速突然放缓，2018年的投资额甚至有所下降，而西南地区的投资额却

在持续增加，使得西北与西南地区间的差距不断拉大。2014年，西北与西南地

区的固定资产投资额分别为 58150.50亿元与 71040.7亿元，相差 12890.20亿元；

2020年，两地区的投资额分别增加到 61421.43 亿元和 128838.14亿元，差额增

加到 67416.71 亿元，扩大了近 5倍。

图 3.12 西北与西南地区固定资产投资变化（ 2000—2020年）

数据来源：根据 EPS数据库数据计算得出。

3.1.6 外贸依存度

外贸依存度
①
是表征地区经济外向程度的主要指标之一。图 3.13展示了各地

区外贸依存度的变化。由图可见，21世纪以来，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向纵深推

进和国际环境的变化，西部与东部、东北地区及全国平均水平在外贸依存度方面

的差距表现出先扩大后缩小的特点，从 2000年的 59.26%、12.36%、31.86%扩大

到 2006年的 86.07%、16.46%、48.88%后又缩小至 2020年的 34.76 %、4.46%、

17.89%；西部地区的外贸依存度一直高于中部地区。但整体来说，西部地区的对

外开放程度依旧较低，且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仍有较大差距。

① 将进出口总额用相应年份的年平均汇率转化为以人民币为单位后除以 GDP 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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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3 各地区外贸依存度变化（2000-2020年）

数据来源：根据 EPS数据库网站数据计算得出。

同期，西北与西南地区的外贸依存度呈现出波动的变化趋势（见图 3.14）。

2008年之前，西北与西南地区的外贸依存度都不断上升，且前者高于后者。2009

年，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两地区外贸依存度都有了不同程度的下降，西北地

区下降尤为明显。2009年之后，西南地区的外贸依存度一路飙升，并带动了整

个西部地区外贸依存度的提升。虽然受国内经济结构调整的影响，西南地区的外

贸依存度在 2015和 2016年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但整体来看，2009年之后，

西南地区的外贸依存度一直高于西北地区，这与两地区经济总量的分化时间相吻

合。

图 3.14 西北与西南地区外贸依存度变化（ 2000—2020年）

数据来源：根据 EPS数据库数据计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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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居民生活方面

本节主要从城乡居民收入、居民消费两个方面分析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

西部地区与其他地区在居民生活方面的差距，并对比分析西部地区内部的发展变

化。

3.2.1 城乡居民收入

图 3.15和图 3.16分别对比了西部地区与其他地区在城、乡居民收入上的差

距
①
。由图可知，在城镇居民收入方面，东、西部地区差距在逐年增加，差额从

2000年的 2451.2元增加到 2020年的 15770.99元，21年间净差额扩大了 6.43倍；

就中、西部对比而言，2004年之前，西部地区高于中部地区，之后一直低于中

部地区但差距不大；从东北地区与西部地区的对比来看，两地区差额呈倒 U 型

变化趋势，2005 年之前，西部地区城镇居民收入一直高于东北地区，之后低于

东北地区并于 2017年实现反超且差距有逐年扩大趋势。从农村居民人收入来看，

西部地区一直低于其他三个地区且差额有所扩大，东、中、东北与西部地区的差

额从 2000年的 1955.42元、438.86元、543.12元分别增加到 2020年的 10045.96

元、2187.59元、2669.93元，均扩大了近 5倍。

图 3.15 西部与其他地区城镇居民收入差额变化（2000-2020年）

数据来源：根据 EPS数据库网站数据计算得出。

① 城乡居民收入均用人均可支配收入衡量，2013 年国家统计局对农村居民收入的指标口径进行了调整，因

此，2013年之前数据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2013 年之后为人均可支配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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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6 西部与其他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差额变化（2000-2020年）

数据来源：根据 EPS数据库网站数据计算得出。

2000以来，西南地区的城、乡居民收入基本上一直高于西北地区，城镇居民

收入差距变化不大，但农村居民收入之间的差距在 2014年之后有扩大的趋势（见

表 3.7）。2000年，西南地区的农村居民收入高出西北地区 17元，2014年这一

差距扩大到 68元，是 2000年的 4倍；2020年差距进一步扩大到 945元，是 2014

年的近 14倍。

表 3.2 西北与西南地区主要年份城、乡居民收入变化 单位：元

年份

地区

2000年 2010年 2014年 2020年
城镇 农村 城镇 农村 城镇 农村 城镇 农村

西北地区 5149 1624 14904 4373 23887 8100 36518 13419
西南地区 6146 1641 15874 4412 23819 8168 38145 14365

数据来源：根据 EPS数据库网站数据计算得出。

3.2.2 居民消费水平

21世纪以来，西部地区与其他地区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变化趋势如图 3.17

所示。由图可知，西部地区的消费水平一直高于东北地区，但与东、中部地区的

差距却呈逐年扩大的趋势，东西差额和中西差额从 2000 年的 12584.9 亿元和

1331.9亿元分别增加到 2020年的 117654.5亿元和 10142.7亿元，分别扩大了 9.35

和 7.62倍。虽然西部地区与东中部地区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绝对差距在扩

大，但相对差距却有所缩小（如图 3.18所示）。东西部比值由 2000年的 3.1缩

小至 2020年的 2.41，中西部比值由 2000年的 1.22缩小至 2020年的 1.12。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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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后东北地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减少使得其与西部地区的绝对、相对差距

均有所恶化。

图 3.17 各地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变化（2000-2020年）

数据来源：根据 EPS数据库网站数据计算得出。

图 3.18 西部与其他地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值变化（2000-2020年）

数据来源：根据 EPS数据库网站数据计算得出。

同期，西北与西南地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变化如图 3.19所示。2000年

以来，两地区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均不断增加，因而带动了整个西部地区消费

水平的提高。同时，西南地区的消费水平一直高于西北地区，但在 2008年之前

差距并不明显；2008 年之后，西南地区消费水平迅速提升，逐步拉开了与西北

地区的差距。2000年，西南与西北地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差额为 1995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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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扩大到 5057.3 亿元，比 2000 年扩大 2.53倍；2020 年为 35575.2亿元，

比 2008年扩大 7.03倍，比 2000年扩大近 19倍。可见，西北与西南地区在居民

消费水平方面的分化也开始显现。

图 3.19 西北与西南地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变化（ 2000—2020年）

数据来源：根据 EPS数据库数据计算得出。

3.3 公共服务方面

本节主要从教育投入力度、医疗卫生状况、社会保障水平三个方面分析西部

地区与其他地区在公共服务方面的差距，并对比分析西部地区内部的发展变化。

3.3.1 教育投入力度

图 3.20、3.21、3.22分别展示了各地区地方普通小学、初中、高中生均教育

经费支出变化情况。由图可知，自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西部地区在各级教

育生均教育经费的支出均显著大于中部地区，与东北地区的差距逐渐缩小并在近

几年有所反超，但与东部地区相比，还存在很大的差距并有不断扩大的趋势。东、

西部地区在各级教育经费投入的差距由 2000年的 776.68元、979.8元、2257.83

元分别增加到 2019年的 4734.28元、12277.14元和 19481.37元，分别扩大了 6.1

倍，12.53倍和 8.63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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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0 各地区地方普通小学生均教育经费支出变化（2000-2019年）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数据计算得出。

图 3.21 各地区地方普通初中生均教育经费支出变化（2000-2019年）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数据计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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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2 各地区地方普通高中学生均教育经费支出变化（2000-2019年）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数据计算得出。

同期，西北与西南地区各级教育生均教育经费支出情况如表 3.3所示。2017

年之前，西北地区的普通小学生均教育经费支出一直大于西南地区，而 2017年

之后西南地区实现了反超；在普通初中生均教育经费支出上，西南地区在 2006

年之前一直大于西北地区，但之后一直小于西北地区，且与西北地区的差距呈先

扩大后缩小的趋势；在普通高中生均教育经费支出上，西北与西南地区的差距呈

波动状态，2008年之前，前者小于后者，2008年至 2015年后者小于前者，2015

年之后西南地区又超过了西北地区，2019年两地基本持平。

表 3.3 西北与西南地区各级教育生均教育经费支出情况 单位：元

2000年 2019年

普通小学 普通初中 普通高中 普通小学 普通初中 普通高中

西北地区 768.24 1082.58 2004.09 15479.66 21066.75 21678.29
西南地区 741.33 1289.60 2989.18 15889.48 19780.47 21822.04

数据来源：根据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公告整理计算得出。

3.3.2 医疗卫生状况

表 3.4梳理了 2000年以来各地区主要年份的医疗卫生状况。由表可知，从

2000年到 2020年，西部地区的医疗卫生机构总数一直高于中部及东北地区，与

东部地区基本持平但在 2016年之后差距有扩大趋势。同期，虽然东部地区的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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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卫生机构床位数一直大于西部地区，但是由于其人口的逐年增加和西部地区医

疗卫生条件的持续改善，从 2010年开始，西部地区每万人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

一直大于东部地区；而东北地区由于人口流出较为严重，虽然其医疗卫生机构数

一直小于西部地区，但每万人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却一直大于西部地区。此外，

2007年以来，西部地区每万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数一直高于中部地区，虽然低

于东部地区，但差距在逐年缩小，差额由 2007年的 20人缩小至 2020年的 4人。

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西南地区的医疗卫生机构数基本一直高于西北地

区，且差距有所扩大，而每万人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却一直小于后者但差距有所

缩小。2000年，西北与西南地区的医疗卫生机构数分别为 35693个和 80018个，

两地区相差 44325个；2020 年分别增加至 114875个和 200035个，差距相应扩

大到 85160个，扩大了近 2倍。同期，西北地区的每万人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多

于西南地区 8张，而到 2020年差距已不足 1张，基本持平。此外，2007年以来，

西北地区每万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数一直高于西南部地区，但两地区之间的差距

在缩小，差额由 2007年的 13人缩小至 2020年的不到 8人。

表 3.4 各地区主要年份医疗卫生机构数及床位数情况

2000年 2010年 2020年
医疗卫生

机构数

（个）

每万人医疗

卫生机构床

位数（张）

医疗卫生

机构数

（个）

每万人医疗

卫生机构床

位数（张）

医疗卫生

机构数

（个）

每万人医疗

卫生机构床

位数（张）

西北地区 35693 28.30 110844 40.05 114875 68.24
西南地区 80018 20.20 177787 33.07 200035 67.88
西部地区 115711 22.75 288631 35.36 314910 67.99
东北地区 26146 37.52 76263 43.74 80208 75.21
中部地区 74996 23.08 267532 34.46 273380 68.98
东部地区 107918 25.52 304501 34.96 354424 56.28

数据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计算得出。

3.3.3 社会保障水平

21世纪以来，西部地区及其他各地区的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及失业保险占全

国相应保险总参保人数的变化情况如表 3.5所示。在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占比上，

西部地区一直高于东北地区，2013年之前一直低于中部地区但之后实现了反超

并一直高于中部地区，但与东部地区的差距呈先扩大后缩小的趋势。与城镇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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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保险占比变化情况相似，西部地区失业保险参保人数占全国的比重一直高于

东北地区且在 2013年之后一直高于中部地区，但是占全国比重有所下滑，由 2000

年的 17.35%下降至 2020年的 15.77%，且与东部地区的差距逐年扩大，2020年

两地区差距扩大至 34.13个百分点，相较于 2000年扩大了超 12个百分点。此外，

西部地区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占全国的比重一直高于东北地区，与中部地

区基本呈持平状态但与东部地区差距大幅缩小，两地区差距由 2006年的 22.93%

下降至 2020年的 7.31%，下降了 15.62个百分点。

表 3.5 各地区主要年份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及失业保险在全国占比情况 单位：%

2000年 2013年 2020年
城镇基本

养老保险
失业保险

城镇基本

养老保险
失业保险

城镇基本

养老保险
失业保险

东部地区 37.64 34.77 44.31 48.92 39.71 49.90
中部地区 18.60 18.75 15.47 14.53 16.39 13.61
西部地区 15.79 17.35 15.59 14.64 18.03 15.77
东北地区 12.19 11.77 9.04 7.28 7.85 4.95
数据来源：根据 EPS数据库网站数据计算得出。

同期，西南地区的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及失业保险占全国相应保险总参保人数

的比重呈上升趋势，而西北地区却有所下降，并且西南地区在两种保险上的占比

均一直持续高于西北地区，且差距在不断扩大（见表 3.6）。其中，城镇基本养

老保险占比从 2000年的 2.04个百分点提高至 2020年的 5.09个百分点，同期，

失业保险占比差距从 1.96个百分点提高至 4.7个百分点。此外，西南地区城镇基

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占全国总参保人数的比重也一直高于西北地区，且差距在逐

年扩大，差额由 2006年的 2.53%上升至 2020年的 8.01%，扩大了 5.48个百分点。

表 3.6 西北与西南地区主要年份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及失业保险占全国比重 单位：%

2000年 2010年 2020年
城镇基本

养老保险
失业保险

城镇基本

养老保险
失业保险

城镇基本

养老保险
失业保险

西北地区 6.88 7.69 5.92 6.69 6.47 5.53
西南地区 8.91 9.66 9.60 8.33 11.56 10.24
数据来源：根据 EPS数据库网站数据计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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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增长动力方面

本节主要从城市群与开发区、都市圈、省会城市发展质量三个方面分析西部

地区与其他地区在增长动力方面的差距，并对比分析西部地区内部的发展变化。

3.4.1 城市群与开发区

表 3.7通过对比各地区的国家级城市群、新区、开发区和国家中心城市等增

长极数量，进一步展现西部地区与其他地区的差距。由表可知，西部地区拥有 5

个国家级城市群，数量远超东部、中部和东北地区，但其批复时间相较于中部和

东北地区较晚，且东部地区的城市群经济实力、区域竞争力全国领先，并已具备

建成世界级城市群的基础条件。此外，西部地区的国家级新区、开发区，国家中

心城市数量都多于中部和东北地区，但相较于东部地区来说，差距仍然较大，极

化效应有待进一步增强。

表 3.7 各地区城市群、开发区与中心城市情况

国家级城市群及批复时间 国家级新区及批复时间
国家级开

发区数量

国家中

心城市

东部

地区

长江三角洲城市群（2016.5）
粤港澳大湾区（2019.2）

上海浦东新区（1992.10）
天津滨海新区（2006.5）

浙江舟山群岛新区（2011.6）
广东南沙新区（2012.9）

青岛西海岸新区（2014.6）
南京江北新区（2015.6）
福州新区（2015.8）
雄安新区（2017.4）

310个

北京

天津

上海

广州

中部

地区

长江中游城市群（2015.3）
中原城市群（2016.12）

湘江新区（2015.4）
赣江新区（2016.6）

134个
武汉

郑州

西部

地区

成渝城市群（2016.4）
北部湾城市群（2017.1）

关中平原城市群（2018.1）
呼包鄂榆城市群（2018.2）

兰西城市群（2018.2）

重庆两江新区（2010.5）
甘肃兰州新区（2012.8）
陕西西咸新区（2014.1）
贵州贵安新区（2014.1）
四川天府新区（2014.10）

滇中新区（2015.9）

154个
西安

成都

重庆

东北

地区
哈长城市群（2016.2）

大连金普新区（2014.6）
哈尔滨新区（2015.12）
长春新区（2016.2）

62个 无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政府网站、中国开发区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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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前文的分析，西南与西北地区的分化现象全方位展现。表 3.8则进一步

通过两地区的国家级城市群、开发区和国家中心城市等增长极数量对比，印证西

部地区内部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由表可知，西部地区共拥有 5个国家级城市群，

其中西南地区 2个，西北地区 3个。虽然西南地区国家级城市群数量少于西北地

区，但其批复时间较早，且成渝城市群和北部湾城市群已经产生了明显的增长极

效应，对西南地区的经济增长产生了较强带动作用。在西部地区的 6个国家级新

区中，西南地区占了 2/3，且重庆两江新区、贵州贵安新区的增长极效应凸显，

通过产业和人口集聚为西南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劲动力。此外，西南地区还

拥有成都和重庆两个国家级中心城市，国家级开发区数量达到 80个，也多于西

北地区。

表 3.8 西北与西南地区的城市群、开发区与中心城市情况

国家级城市群及批复时间 国家级新区及批复时间
国家级开

发区数量

国家中

心城市

西北

地区

关中平原城市群（2018.1）
呼包鄂榆城市群（2018.2）

兰西城市群（2018.2）

甘肃兰州新区（2012.8）
陕西西咸新区（2014.1）

74个 西安

西南

地区

成渝城市群（2016.4）
北部湾城市群（2017.1）

重庆两江新区（2010.6）
贵州贵安新区（2014.1）
四川天府新区（2014.10）

滇中新区（2015.9）

80个
成都

重庆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政府网站、中国开发区网。

3.4.2 都市圈

2019年 2月，国家发改委发布《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

强调城市群和都市圈作用越来越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大明确方向。有学者认为，

从全国范围来看，中国已经进入都市圈化阶段[71]，各地区都市圈分布及其所处发

展阶段如表 3.9所示。由表可见，东部地区都市圈数量多且均处于成熟期和成长

期，核心城市的辐射带动能力较强，要素配置、物质生产与产品流动高效有序，

城市体系相对完善，在地区和全国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西部地区的都

市圈数量少且主要处于发育期和萌芽期，核心城市能级偏低，圈内中小城市产业

结构单一、生产规模较小。在西部地区内部，西南地区的都市圈数量明显多于西

北地区，且两个处于成长期的都市圈均在西南地区，西北地区的都市圈数量少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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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处于发育期。

表 3.9 各地区都市圈及其所处阶段对比

成熟期 成长期 发育期 萌芽期

东部地区

上海都市圈

京津都市圈
广州都市圈
深圳都市圈

杭州都市圈

南京都市圈
青岛都市圈
济南都市圈

厦门都市圈

东北地区 沈阳都市圈
长春都市圈
大连都市圈

哈尔滨
都市圈

中部地区
武汉都市圈
长株潭都市圈
郑州都市圈

合肥都市圈 太原都市圈

西部地区

西北地区
西安都市圈

乌鲁木齐都市圈

西南地区
成都都市圈

重庆都市圈
昆明都市圈 南宁都市圈

资料来源：安树伟，张晋晋等：《都市圈中小城市功能提升》第五章，参见参考文献[65]。

3.4.3 省会城市发展质量

表 3.10展示了 2020年西部地区与其他地区省会城市经济发展质量排名位次

的数量对比
①
。如表所示，在经济发展质量排名前十的省会城市中，西部地区仅

占二席，多与东北地区，与中部地区持平，但远少于东部地区；在后七名的位次

中，西部地区占了 5位，远多于其他各地区。对比西部地区内部，排名前十位的

2个城市都在西南地区，而在后七名的 5城市中，大部分集中在西北地区。无疑，

西部地区尤其是西北地区的高质量发展任务依然艰巨繁重。

表 3.10 各地区省会城市经济发展质量排名位次数量对比（2020年） 单位：个

1-10名 11-20名 21-27名
东部地区 6 2 1
中部地区 2 4 0
东北地区 0 2 1

西部地区

整体 2 2 5
西北地区 0 1 3
西南地区 2 1 2

数据来源：根据华顿经济研究院（原上海经济研究所）发布的“2021年中国百强城市排

行榜”整理得到。

① 海口、西宁、拉萨、银川未上榜单，故省会排名只有 27 个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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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收入差距、居民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本文的第 3章通过多角度对西部地区与其他地区的差距以及西部地区内部的

差距变化进行了全方位的分析，揭示了西部地区内部南北地区经济分化的特征事

实。紧接着，本章使用西部地区 87个地级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通过双向固定

效应模型实证检验西部地区城乡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验证居民消费作为

二者影响关系的作用机制，考虑到西南与西北地区日益分化的现实，会进一步考

察各因素对我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影响。

4.1 实证模型构建

为验证西部地区城乡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本文设定如下经

验回归方程：

ittkititit Xinegdp   210 （4.1）

其中， i代表地区（ i =1，2，…，87）， t代表年份（ t =2010，2011，…，

2019）， gdp代表经济增长，ine代表城乡收入差距， X 为控制变量的集合。在

参考相关文献的基础上，选取政府支出规模、投资规模、开放水平 3个控制变量。

0 是常数项， k 和 t 分别代表省份、时间虚拟变量， it 为随机扰动项。

4.2 指标说明与数据选取

4.2.1 变量选取与说明

（1）被解释变量：经济增长。现有研究多采用国内生产总值或人均国内生

产总值来度量。考虑到西北与西南地区经济总量分化明显，本文采用实际GDP总

量作为经济增长 gdp的代理变量。具体计算方式是将每年的名义GDP通过GDP

平减指数换算成以 2000为基期的不变价计算的实际GDP。

（2）核心解释变量：城乡收入差距。本文采用城乡收入比
①
作为各城市城乡

① 如概念界定中说明的那样，本文的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分别用城镇、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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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差距的表征。另外，为检验结果的稳健性，同样也会用泰尔指数
①
作为衡量

方式，其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ln(ln)(
1 t

jt

t

jt
n

j t

jt

p
p

w
w

w
w

tel 


（4.2）

其中， 1j 代表农村， 2j 代表城镇； tw 代表 t时期的居民总收入
②
， jtw 代

表 t时期农村或城镇居民的总收入
③
； tp 代表 t时期的总人口， jtp 代表 t时期农村

或城镇居民的总人口。

（3）居民消费：用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来表征居民消费，具体是由城镇、农

村的人均消费支出乘以相应的人口求和之后再除以总人口得出。

（4）控制变量：政府干预用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规模来衡量；投资规模用固

定资产投资总额
④
来表征；开放水平用进出口总额

⑤
来表示，此三者都是国民产出

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对产出的增加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故预期作用方

向为正。

表 4.1 变量定义与说明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说明

被解释变量 经济增长 gdp 实际 GDP（亿元）

核心解释变量
城乡收入差距 ine 城、乡居民收入比

泰尔指数 tel 根据公式（4.2）计算

中介变量

居民消费 csm 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元）

城镇居民消费 ucsm 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元）

农村居民消费 rcsm 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元）

控制变量

政府干预 gov 一般预算财政支出（亿元）

投资规模 inv 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亿元）

开放水平 open 进出口总额（亿元）

① 泰尔指数考虑了城乡的人口比重，而且他对收入分布的两端（高收入阶层和低收入阶层）的变动较为敏

感，故也有较多学者采用该变量衡量城乡收入差距；
② 居民总收入用居民总可支配收入衡量，具体计算方式是用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乘以相应的人口得出；
③ 城镇、农村居民总收入分别由其对应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乘以相应人口得出；
④ 因 2017年之后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口径发生变化，故使用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对其进行估算；
⑤ 年鉴上的进出口总额是以美元为单位，本文在计算时用相应年份的年平均汇率转化为了以人民币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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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数据来源

在数据选择上，本文选取 2010-2019年这一时间段，囊括了西部 12省、市、

自治区的 87个地级以上城市，所需数据均来源于 EPS数据库、2010-2019年的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各省（市、自治区）统计年鉴及统计公报。少数缺失值

用插值法补充。为减轻异方差影响，所有变量均作对数化处理，各主要变量的统

计描述见表 4.2。

表 4.2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样本量 均值 方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西部地区

lngdp 870 6.743 0.8471 4.6616 9.9085
lnine 870 1.0129 0.1866 0.5365 1.5326
lntel 870 0.1131 0.053 0 0.28
lninv 870 6.6695 0.8858 3.5839 9.8896
lngov 870 5.378 0.7181 2.5008 8.4863
lnopen 870 3.2454 2.0377 -6.0007 8.6765
lncsm 870 9.348 0.4183 8.1311 10.4585
lnucsm 870 9.7001 0.2888 8.8673 10.4867
lnrcsm 870 8.8606 0.4323 7.6109 10.1028

西南地区

lngdp 480 6.843 0.8038 4.967 9.9085
lnine 480 1.0091 0.1701 0.6313 1.5304
lntel 480 0.1191 0.0457 0.03 0.28
lninv 480 6.792 0.8271 4.7126 9.8896
lngov 480 5.4709 0.7034 3.9387 8.4863
lnopen 480 3.6808 1.8446 -1.9661 8.6765
lncsm 480 9.2905 0.3872 8.1752 10.2892
lnucsm 480 9.6801 0.2694 8.8673 10.4734
lnrcsm 480 8.8119 0.4318 7.6109 9.7741

西北地区

lngdp 390 6.6199 0.8831 4.6616 8.8918
lnine 390 1.0176 0.2052 0.5365 1.5326
lntel 390 0.1056 0.06 0 0.28
lninv 390 6.5187 0.9324 3.5839 9.0426
lngov 390 5.2636 0.7204 2.5008 7.1285
lnopen 390 2.7094 2.1364 -6.0007 8.1027
lncsm 390 9.4187 0.4441 8.1311 10.4585
lnucsm 390 9.7246 0.3097 8.9225 10.4867
lnrcsm 390 8.9204 0.4259 7.6777 10.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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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实证结果分析

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对基准模型（4.1）作回归，估计结果见表 4.3。由表

可知，无论是单独对收入差距作回归还是逐步加入控制变量进行回归，除了回归

系数的大小有些许变化之外，回归系数均为负，且在 1%的水平下显著，这说明

西部地区收入差距的扩大会不利于该地区总产出的增加。从表 4.3的第 1-4列的

结果可以看出，平均而言，收入差距每扩大 1个百分点，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将

降低 0.6064—0.9236个百分点。本文的控制变量，回归系数整体与本文的预期相

符。表征投资规模的变量 invln 、衡量开放水平的变量 openln 、体现政府干预程

度的 govln 指标的系数均在 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这表明物质资本投入的提高、

对外开放水平的提升以及政府支出的增加能够提升国民总产出。

表 4.3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lnine -0.7188*** -0.6064*** -0.9236*** -0.6477***

(0.1608) (0.0810) (0.0802) (0.0730)
lninv 0.7675*** 0.5187*** 0.3791***

(0.0154) (0.0258) (0.0245)
lngov 0.4170*** 0.4572***

(0.0361) (0.0320)
lnopen 0.0976***

(0.0063)
Constant 7.4711*** 2.2383*** 1.9764*** 2.0952***

(0.1644) (0.1334) (0.1261) (0.1116)
Observations 870 870 870 870
R-squared 0.4049 0.8493 0.8698 0.8987
province FE Y Y Y Y
year FE Y Y Y Y

注：括号内数值为标准误，*、**、***分别表示在 10%、5%、1%的水平下显著。

4.4 稳健性检验

尽管在表 4.3中，本文发现了收入差距阻碍总产出增加的证据，但仍存在如

下缺陷：一是尽管本文对其他影响经济总产出的变量也进行控制了，但并不能囊

括所有，遗漏变量问题会影响检验结果的可靠性，若遗漏变量导致误差项与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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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相关，还会导致回归系数估计的有偏；二是对城乡收入差距指数的测算可能

会有偏差，也会对上文结果的稳健性造成影响。因此，本文将分别从加入更多的

控制变量，更改核心解释变量的度量方法，对省会城市和非分省会城市进行分组，

对 2013年之后的样本进行回归以及剔除直辖市等方式，对本文的结果进行稳健

性检验。具体检验结果见表 4.4。

其中，第一列汇报了增加更多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从该结果可以看出，在

增加更多控制变量的情况下， ineln 的回归系数依然为负，且在 1%的水平下显著，

证明了上文结果的稳健性。第二列汇报的是以泰尔指数作为城乡收入差距衡量方

式的回归结果。由结果可知， telln 的回归系数在 1%的水平下显著为负，表明更

换城乡收入差距的度量方法不会改变上文得到的结果。表第三列展示的是对省会

及非省会城市进行分组回归得到的结果。其中，第三列的左边是省会城市的结果，

右边是非省会城市的结果。从结果可以看出，在省会城市的样本中，收入差距对

经济总产出的影响为负但是不显著，但对非省会城市的影响却显著为负，这表明

收入差距扩大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城市中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更明显。2013

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为检验这一政策是否会影响上文结果的稳健性，特对

2013年之后的样本进行回归，回归结果见第四列，结果依然表明上文结论的稳

健性。第五列报告了剔除直辖市之后样本的回归结果。从该结果中可以看出，

ineln 的回归系数在 1%的水平下显著为负，这表明剔除直辖市也不会影响本文的

回归结果。

表 4.4 稳健性检验

变量 1 2 3 4 5
lntel -3.2765***

(0.2537)
lnine -0.3652*** -0.0787 -0.7003*** -0.8002*** -0.6479***

(0.0675) (0.1654) (0.0814) (0.1058) (0.0734)
lninv 0.2607*** 0.3325*** 0.1862*** 0.3792*** 0.3885*** 0.3789***

(0.0225) (0.0240) (0.0632) (0.0263) (0.0315) (0.0247)
lngov 0.5811*** 0.5194*** 0.5509*** 0.4413*** 0.4130*** 0.4573***

(0.0295) (0.0313) (0.0911) (0.0365) (0.0407) (0.0321)
lnopen 0.0567*** 0.0808*** 0.0566** 0.0899*** 0.1010*** 0.0977***

(0.0061) (0.0063) (0.0228) (0.0074) (0.0086) (0.0063)
lnhumc 0.0248***

(0.0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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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4 稳健性检验

lnindra 0.4628***
(0.0818)

lnurban 0.4995***
(0.0465)

Constant 2.4073*** 1.8398*** 2.6198*** 2.2611*** 2.3579*** 2.0956***
(0.1001) (0.0945) (0.3363) (0.1325) (0.1515) (0.1118)

Observatio
ns

870 870 110 750 522 860

R-squared 0.9240 0.9075 0.9900 0.8361 0.8904 0.8841
province

FE
Y Y Y Y Y Y

year FE Y Y Y Y Y Y
注：括号内数值为标准误，*、**、***分别表示在 10%、5%、1%的水平下显著。

4.5 机制检验

基于 2.3小节的机制分析，本文将验证城乡收入差距通过消费作用于经济增

长的潜在机制。本文直接考察城乡收入差距对居民消费的作用，这样做的理由是，

如果城乡收入差距对居民消费有抑制作用，那么，它就会阻碍经济增长。同时，

考虑城乡收入差距是否会对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力度有所不同，本文

构建如下机制检验模型：

ittkititit Xinecsm   210ln （4.3）

ittkititit Xineucsm   210ln （4.4）

ittkititit Xinercsm   210ln （4.5）

其中， csm表示居民消费水平，其计算方式如前所述，ucsm、 rcsm分别表

示城镇及农村居民消费水平
①
，同时加入了一系列的控制变量和省份、时间虚拟

变量。具体回归结果见表 4.5。其中，第一列汇报了收入差距对居民消费的影响，

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 ineln 的回归系数为负且在 1%的检验水平下显著，说明收

入差距的扩大会对居民消费产生负向影响。第二列和第三列分别汇报了城乡收入

差距对城镇居民、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结果显示城乡收入差距会显著抑制两地

区居民的消费，并且对农村地区居民消费的抑制作用更强，表明收入差距对城乡

①城镇、农村居民消费分别用城镇、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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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消费的影响存在差异，该结果与韩立岩（2012）[3]所得结论一致。

表 4.5 机制检验

变量 (1) (2) (3)
lncsm lnucsm lnrcsm

lnine -0.5356*** -0.1700*** -0.6759***
Control Y Y Y
Constant 9.5234*** 9.5908*** 9.3352***

注：括号内数值为标准误，*、**、***分别表示在 10%、5%、1%的水平下显著。

4.6 经济分化的分解

基于上文分析，参考丁和奈特( Ding& Knight，2009) [67]的方法，探究各因素

对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影响。具体的计算思路是：用表 4.6回归得到的各变

量系数乘以其样本均值，以此计算出各变量对实际产值的影响力度，然后，通过

比较西北与西南地区各变量影响力度的不同探究各因素对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差

距的贡献。表 4.7的第 4列给出了通过计算得到的西北地区与西南地区城乡收入

差距、固定资本投资、政府干预和开放水平对实际产值的影响力度。通过结果我

们可以看出，相对于西南地区而言，西北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和政府干预对经济

增长的影响力度更大，而投资水平、开放水平对实际生产总值的影响力度较小。

表 4.6 收入差距对西部地区实际 GDP的影响

变量 西北地区 西南地区

lnine -1.0071*** -0.5713***
(0.1356) (0.0964)

lninv 0.3979*** 0.3998***
(0.0365) (0.0347)

lngov 0.5383*** 0.3864***
(0.0432) (0.0476)

lnopen 0.0544*** 0.1144***
(0.0093) (0.0089)

Constant 2.0117*** 2.2514***
(0.2070) (0.1417)

Observations 390 480
R-squared 0.8915 0.9142
province FE Y Y
year FE Y Y

注：括号内数值为标准误，*、**、***分别表示在 10%、5%、1%的水平下显著。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西部地区城乡收入差距、居民消费与经济增长

46

表 4.7 西北地区与西南地区实际 GDP分解

地区 变量 系数 均值 影响力度

西北地区 lnine -1.0071 1.0176 -1.0248
lninv 0.3979 6.5187 2.5938
lngov 0.5383 5.2636 2.8334
lnopen 0.0544 2.7094 0.1474

西南地区

lnine -0.5713 1.0091 -0.5765
lninv 0.3998 6.792 2.7154
lngov 0.3864 5.4709 2.1140
lnopen 0.1144 3.6808 0.4211

用西南与西北地区各变量影响力度的差距比上两地区实际产值的差距得到

各因素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差距的贡献度，详细的结果见表 4.8。由表可知，政

府干预缩小了西北地区与西南地区之间实际 GDP的差距，投资水平、城乡收入

差距和开放水平则扩大了这一差距。西北地区城乡收入差距对实际产出的影响力

度要远大于西南地区城乡收入差距对实际产出的影响力度，这一方面是由于西北

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略大，另一方面是因为通过回归得到的西北地区城乡收入差

距对应的系数绝对值更大。根据表 4.8，西北地区与西南地区实际 GDP的差距是

0.2231，由于城乡收入差距导致的西北地区与西南地区实际 GDP差距的拉大高

达 0.4483。通过表 4.8的第四列可以发现西南地区与西北地区差距的恶化主要由

城乡收入差距所致，其贡献度为 200.95%，另外，对外开放可以解释两地区实际

GDP差距的 122.68%。因此，城乡收入差距是西部地区内部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关

键因素。

表 4.8 各要素对我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贡献度

变量 西北地区 西南地区 西南-西北地区 贡献度

lngdp 6.6199 6.843 0.2231
lnine -1.0248 -0.5765 0.44832613 200.95%
lninv 2.5938 2.7154 0.12165087 54.53%
lngov 2.8334 2.1140 -0.71944012 -322.47%
lnopen 0.1474 0.4211 0.27369216 122.68%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西部地区城乡收入差距、居民消费与经济增长

47

5 促进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对策建议

收入差距的扩大会抑制城乡居民消费，从而阻碍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在十

九届五中全会“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的远景目标和“推

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时代大背景下，实现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解决好

西部地区内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扎实推动共同富裕，需要缩小西部地区

尤其是西北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从消费的角度来看，收入差距对农村地区居民

消费的抑制作用更强。此外，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并不仅仅来源于收入差距与消

费。故，本章将从一个更为长远的角度对进一步促进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提出以

下对策建议：

5.1 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由于自身区位因素和客观条件，西部地区发展中仍然存在诸多薄弱环节，与

东、中部地区尤其是东部地区的绝对差距依然很大，并且有不断拉大的趋势，很

多经济社会发展指标上的差距至少都翻了两番；在教育、医疗卫生等基本公共服

务领域的差距更是突出，解决地区间、城乡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问题迫在眉

睫。基于此，西部地区要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首先，要加快推进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进程，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城镇化是

实现经济快速稳定发展的重要支撑，也是提高居民生活水平的必由之路。一方面，

提升并发挥西部地区中心城市的功能和作用，提高其人口承载力和辐射带动能力，

壮大已有城市群和都市圈，重点发展成渝、关中平原等国家级城市群，并促进黔

中、滇中等省内城市群的发展，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化空间

格局，形成高质量发展的动力系统。同时加快重庆两江新区、贵州贵安新区、陕

西西咸新区等国家级新区的建设，充分发挥各地开发区在促进城乡融合、产业集

聚等方面的优势。另一方面，必须着眼于西部地区自身优势，充分挖掘其历史和

文化资源，探索出具有西部特色的城镇化之路，因地制宜优化城镇布局和形态，

培育发展一批特色小镇。同时，积极探索西部地区县城的高质量发展，通过公共

服务设施提标扩面、环境卫生设施提级扩能、市政公用设施提档升级、产业培育

设施提质增效等补短板强弱项工程，弥合城乡发展差距，使新型城镇化建设从“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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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优先发展”过渡到“城乡融合发展”，既拓展新的投资空间，又拉动农村市场

需求，最终实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化空间格局。

其次，强化基础设施建设，拓展产业发展新空间。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城市

群内部一体化系统形成与外部辐射范围扩大的硬性条件与根本保障，也是要素自

由流动和产业空间拓展的支撑和依托。一方面，秉持共建共享的理念，以跨越行

政区规划为引领，以多渠道资金支持为基础，积极争取中央财政倾斜，充分发挥

省级财政的引导作用和市级财政的支撑作用，鼓励社会资金参与，共同推动覆盖

交通、信息、网络、能源与其他公共服务的综合体系建设，尤其是进一步提升高

速铁路覆盖率[68]。另一方面，充分利用疫情冲击后我国数字经济高速发展的历史

机遇，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加快推进以 5G、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

术、新应用为代表的新型基础设施的建设，利用“新基建”的发展契机克服西部

地区地理位置的不经济，实现地理集聚与虚拟集聚的融合，拓展经济发展空间；

促进传统产业与现代化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积极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智能

+”产业新业态的发展，培育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助力西部地区传统产业实现转

型升级，增加形成西部地区的造血机制。

5.2 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基准回归分析得出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会显著抑制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西

部地区内部经济分化的结果证实，城乡收入差距是造成西部地区发展不平衡的重

要原因，因此，需要缩小西部地区尤其是西北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是关键。要加快构建

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形成更加合理的收入

分配格局。一是着力完善初次分配调节机制，强化工资收入支付保障制度，提高

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破除阻碍要素自由流动的体

制机制障碍，更好的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以帮助农民增加其工资性收入

和经营性收入。二是不断完善再分配体系，加大财政转移支付、税收、社会保障

等的调节力度并提高精准性，通过配套改革推出官员财产的报告制度以此推动遗

产税的实施，通过加快立法或扩大地方试点推进房产税的实施，对于拥有“天价

报酬”的明星特殊群体，可以在收入所得税之外开征一个收入调节税或加计征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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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提低扩中层”，促进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的形成。三是重视

发挥第三次分配的作用，建设和完善第三次分配体系，建立健全捐赠制度，营造

宽松的政策环境，通过立法更鲜明地支持和鼓励公益慈善、民间捐赠和志愿活动，

最大限度的激发广大社会群体或个人的自愿捐赠热情。

5.3 拓宽居民增收渠道，提升农村居民消费水平

收入差距会通过抑制居民消费阻碍经济增长，且这一抑制作用在农村地区表

现更为强烈，因此释放西部地区居民尤其是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对促进西部地区

经济增长至关重要。而西部地区作为相对贫困人口较多的地区，更好的提振农村

居民的消费，需要进一步巩固脱贫成果，增加农民收入，切实做好脱贫攻坚与乡

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其中，关键的是做好产业与人才的衔接。一方面，要长期培

育和扶持已有扶贫产业并不断对其进行优化升级，保障其可持续发展，持续推进

农村一、二、三产业交叉融合，增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带动能力，壮大产业发

展规模，提升乡村产业的市场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力，西部地区还可以借助特色

的文化产业和旅游业，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乡村旅游以增加农民收入水平；另一方

面，通过加强农村劳动力培训，不断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持续引进懂技术、懂市

场的专业人才，引导外出农民工、大中专毕业生等人才返乡创业等途径，建立乡

村人才振兴的长效机制，增加非农家庭经营性收入[73]。此外，鼓励支持企业广泛

开展职工岗位技能培训，提高职工的技能水平，优化城乡富余劳动力输转。多措

并举拓宽居民增收渠道，增加居民收入水平，以此释放广大居民尤其是农村居民

的消费潜力，激发西部地区的内需红利，促进消费内循环的实现。

5.4 以共建“一带一路”为引领，扩大西部高水平开放

从进出口额的比较来看，2015年以来，西部地区均为净进口，经济的内向型

特征明显，外向型特征较弱，尤其是西北地区，未能借助“一带一路”建设的机

遇实现更好的向西开放，并且，对外开放也是西北与西南地区差距恶化的重要原

因。随着“一带一路”的深入推进和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建设，西部地区正在从过

去对外开放的末梢变为前沿，这为其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利用国际国内两种

资源、两个市场，以开放促开发、促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西部地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西部地区城乡收入差距、居民消费与经济增长

50

区要紧抓新机遇，全力推进向西开放，打造内陆开放新高地。

要以共建“一带一路”为统领，加强国际次区域合作。加快中新、中缅、中

马、中印尼等国际合作园区建设，推进中越、中老等跨境经济合作区建设，通过

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深化中国与新加坡战略合作，积极促进

云南深度融入澜沧江——湄公河区域合作，加强云南、广西参与中印缅孟经济走

廊建设等，以此提高西南地区与东南亚、南亚国家的相邻地区的经济合作水平；

促进新疆积极参与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支持内蒙古深度参与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

加快西北地区与中亚国家、俄罗斯、蒙古国相邻地区开展经济合作的步伐。另外，

深化贵州、青海与国内外的生态合作，推动绿色丝绸之路建设，充分挖掘甘肃、

陕西的历史文化资源，发挥在丝绸之路经济带中的重要通道、节点作用。加快西

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深化陆海双向开放。统筹各种运输方式，进一步加强连接口

岸的交通设施建设，推动与境外交通设施互联互通，提升沿海港口功能，着力构

建完善的交通走廊；扩大开行中亚、中欧等国际铁路班列，优化班列的组织运营

模式；大力开展多式联运，提升多式联运的效率和质量；加强通道物流组织模式

创新，鼓励发展物流新模式新业态，提高通道物流质量、效益和竞争力；加强国

际通关合作，深入推进通关改革，促使通关便利化。

5.5 拓展区际互动合作，重视西北与西南地区联动发展

一方面，深化东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合作。首先，西部地区应主动对接东部发

达地区的金融中心，建立金融合作关系，依靠兄弟省份的长板化解自身金融短板

制约，在国际贸易、省际贸易、金融创新等领域中心突破当前的金融制约，最大

限度地保障西部欠发达地区交易中心和产业发展的经济收益，同时，倒逼其金融

产业明确“互联网+”时代的发展思路。其次，支持西部地区依托陆桥综合运输

通道和发达的航空运输网络，积极与京津冀、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等先发

地区展开合作；鼓励广西积极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将北部湾建设成国际门户港；借助重庆位于“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交汇点的

区位优势，将其打造为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最后，大力促进东西部地区的对口

合作，将西部地区不可移动的土地、矿产、能源、旅游、人文等优势与东部沿海

发达地区可移动的资金、技术、管理、人才等市场化运作优势进行有机结合，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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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共建产业园区，探索新型“飞地经济”发展模式。

另一方面，促进西部地区内部的互动合作。通过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密切西

北与西南地区的联系，促进西部地区产业合理布局和转型升级；积极推动关中平

原城市群和成渝城市群协同联动发展，注重北部湾、兰西、呼包鄂榆、宁夏沿黄、

黔中、滇中、天山北坡等城市群的互动发展，打造西部地区增长极重要引擎；加

强城市间的联系与互动，在各省市之间设立更为合理的经济带和经济区，深化区

域间的分工与合作，推动西部产业链向中高端迈进；支持陕甘宁、川陕、左右江

等革命老区和川渝、川滇黔、渝黔等跨区域建立健全协同开放发展机制，促进区

域一体化和良性互动发展。从产业选择来看，可将文旅产业作为突破口，明确西

部大开发第三个十年西部地区文旅产业发展的内生需求，通过共建西部文旅大联

盟，探索“西西（西北与西南）合作”的新尝试。不断缩小区域经济差距，促进

西部地区内部的经济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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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总结与展望

6.1 全文总结

基于相关理论，本文从三个角度阐述了城乡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

一是城乡收入差距会通过财富分配效应和消费结构效应抑制消费需求，阻碍产业

结构升级，从而不利于经济增长；二是城乡收入差距会弱化农村地区的人力资本

投资，导致贫困代际传递，弱化人力资本积累，从而不利于经济增长；三是城乡

收入差距有助于物质资本积累和资本集中，促进国民产出增加，同时也会导致资

本外逃、抑制民间投资，阻碍产出增加。因此，城乡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效果仍不明晰，目前西部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仍需进一步

验证，并且从经济增长角度看需重视城乡收入差距。

通过统计数据全方位梳理西部地区与其他地区在经济发展、居民生活、公共

服务、增长动力等方面的经济差距的演变过程，展现了西部地区内部即西北地区

与西南地区的差距变化，揭示了西部地区内部南北地区经济分化的特征事实。

基于此，将城乡收入差距、居民消费、经济增长纳入同一框架中，运用双向

固定效应模型作计量检验，得出如下结论：(1)城乡收入差距对西部地区的经济

增长产生了消极影响，前者每扩大 1个百分点，后者将降低 0.6477个百分点；(2)

城乡收入差距可以通过抑制居民消费而阻碍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3)收入差距

对城乡居民消费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即城乡收入差距对农村居民消费的抑制作用

强于城镇居民；(4)城乡收入差距是导致西部地区内部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关键因

素。

最后，依据西部地区南北分化的特征事实分析、基准回归结果、影响机制和

经济差距的分解结果，提出促进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对策建议。具体的对策建议

为：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缩小

城乡收入差距；拓宽居民增收渠道，提升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以共建“一带一路”

为引领，扩大高水平开放；拓展区际互动合作，重视西北、西南地区联动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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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研究展望

本文研究不足体现在：

（1）针对西南与西北地区经济分化的影响因素，文章仅从城乡收入差距、

居民消费和经济增长这一路径进行了考察，考虑仍不全面；

（2）文章仅考虑了城乡收入差距对居民消费需求量的影响，略有些单一。

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有：

（1）可以从人才流失等角度出发，进一步探究导致西南与西北地区经济分

化的其他影响因素及其对西部地区内部发展不平衡的影响力度，为更好的协调西

部地区的发展建言献策；

（2）可以使用更加微观的调查数据，探究西部地区内部收入差距对消费结

构的影响有何不同，以及城乡收入差距又是如何通过影响消费结构而影响两地区

的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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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附表 1 87个地级以上城市列表

南宁市 贺州市 绵阳市 雅安市 曲靖市 宝鸡市 金昌市 西宁市

柳州市 河池市 广元市 巴中市 玉溪市 咸阳市 白银市 海东市

桂林市 来宾市 遂宁市 资阳市 保山市 渭南市 天水市 银川市

梧州市 崇左市 内江市 贵阳市 昭通市 延安市 武威市 赤峰市

北海市 重庆市 乐山市 遵义市 丽江市 汉中市 张掖市 吴忠市

乌海市 成都市 南充市 安顺市 普洱市 榆林市 平凉市 固原市

钦州市 自贡市 眉山市 毕节市 临沧市 安康市 酒泉市 中卫市

贵港市 泸州市 宜宾市 铜仁市 拉萨市 商洛市 庆阳市 通辽市

玉林市 德阳市 广安市 昆明市 西安市 兰州市 定西市 百色市

包头市 陇南市 达州市 铜川市
攀枝花

市

嘉峪关

市

防城港

市

呼和浩

特市

石嘴山

市

乌鲁木

齐市

六盘水

市

鄂尔多

斯市

呼伦贝

尔市

巴彦淖

尔市

乌兰察

布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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