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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要实现高质量发展，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

人民共同富裕，但中国城市和农村之间的收入差距和发展差距持续存在，这对

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构成挑战，也影响着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社会公平，城乡

融合作为城乡关系的全新描述，已然成为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定位新型城

乡关系、缩小收入差距的必然选择与关键着力点。因此，深入探讨城乡融合对

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首先梳理分析了城乡融合和城

乡收入差距的相关理论，测度城乡收入差距现状，建立了一个包含五个层次的

指标体系，以综合评价 2010 年至 2021 年间全国 285 个地级市城乡融合发展水

平，运用熵权法模型和障碍模型来衡量这些城市的城乡融合发展情况；其次，

通过固定效应模型探究综合发展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直接影响，再通过异质

性分析来深入探究不同地区城乡融合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最后，根据

研究结论，提供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本文的主要研究结果显示：（1）我国各维度城乡融合的发展趋势都是向好

的，人口融合与经济融合是城乡融合过程中的主要障碍因素，且我国城乡融合

水平在不同地区与不同的城市规模下具有分层效应。（2）城乡融合水平的提高

在总体上可以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具体来看，城乡融合对收入差距的缩小

具有区域效应，在东部地区的效果更为显著；城乡融合对收入差距的缩小具有

城镇效应，在低城镇化率的地区更为明显；城乡融合对收入均衡具有规模效

应，在城区人口大于 1000 万或者小于 300 万的城市中，城乡融合对收入差距

的缩小作用更为显著。 

 

关键词：城乡融合发展 城乡收入差距 收入均衡 规模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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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port of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ointed out the need to achiev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enrich 

the spiritual world of the people, and achieve common prosperity for all 

people. However, the income gap and development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in China continue to exist, which poses a challenge to 

social stabilit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also affects the happiness 

and social equity of the people. As a new description of urban-rural 

relations, urban-rural integration has become an inevitable choice and key 

focus for effectively promoting comprehensive rural revitalization, 

positioning new urban-rural relations, and narrowing income gaps. 

Therefore, in-depth exploration of the impact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on the urban-rural income gap has importan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his 

article first reviews and analyzes the relevant theories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and urban-rural income gap, measur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urban-rural income gap, and establishes a five level indicator system to 

comprehensively evaluate the urban-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level 

of 285 prefecture level cities in China from 2010 to 2021. The entropy 

weight method model and obstacle model are used to measure the urban-

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of these cities; Secondly, explore the direct 

impact of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level on urban-rural income gap 

through a fixed effects model. Through heterogeneity analysis, explore 

the impact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in different regions on 

urban-rural income gap in depth; Finally, based on the research findings, 

provide targeted policy recommendations. 

The main research results of this article show that: (1)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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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trend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in all dimensions of China is 

positive, and population integration and economic integration are the 

main obstacles in the process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Moreover, the 

level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in China has a stratification effect in 

different regions and city sizes. (2) The improvement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level can significantly narrow the incom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as a whole. Specifically, urban-rural integration has a 

regional effect on narrowing income inequality, with more significant 

effects in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regions; The urban-rural integration has 

an urban effect on narrowing the income gap, which is more pronounced 

in areas with low urbanization rates; The integr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has a scale effect on income balance. In cities with a population of 

more than 10 million or less than 3 million, the effect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on narrowing the income gap is more significant. 

 

Keywords: urban-rural integration, urban-rural income gap, income 

balance, scale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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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 论 

1.1研究背景与意义 

1.1.1研究背景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实现高质量发展，丰富人民精神世

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收入均衡是实现共

同富裕的重要手段和保障，治国之道，富民为始，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

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我国仍存在城乡发展差距扩大、城乡发展要素双向流动

不畅、城乡社会服务分配不均等诸多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现阶段

我国正经历新经济社会形态的社会转型，城乡融合作为城乡关系的全新描述，

已然成为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定位新型城乡关系、最终实现全体人民共同

富裕的必然选择与关键着力点。“十四五”时期强调要把城乡融合发展作为促进

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主阵地，这也进一步为城乡融合赋能收入均衡提供了新思

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统筹城乡发展、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取得显著进

展，但城乡发展差距一直是制约国家发展的重要问题之一，我国仍然存在城乡

发展差距扩大、城乡发展要素双向流动不畅、城乡社会服务分配不均等诸多城

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现有研究认为，如果将中国置于国际背景下，

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要比许多其他国家大得多，是在城乡不平等问题上面临最

大、最明显挑战的国家[1, 2]。部分学者认为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水平仍处于较高位

置[3]。长期以来，城市和农村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收入水平以及社会福利存

在较大的差异，这种差距是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表现，也是社会公平与社会稳定

的障碍。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可能导致农民工群体的流动和不稳定就业，

同时也会影响到农村地区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水平，加大社会不平等和不稳

定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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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研究意义 

现阶段我国正经历新经济社会形态的社会转型，城乡融合作为城乡关系的

全新描述，已然成为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定位新型城乡关系、缩小收入差

距的必然选择与关键着力点。在现代化进程不断推进的时代背景下，亟需厘清

我国城乡融合和收入均衡的发展理论与测度体系，深入剖析城乡融合影响收入

差距的内在逻辑和具体效应，阐释其现实困境，丰富其理论实践，优化其赋能

路径，完善其政策体系，这对于我国抓住时代机遇攻坚破局，扎实推动城乡融

合发展、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具有重要的价值。近年来我国积极推动城乡融合

发展战略，旨在促进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推进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和公共资源

合理配置，重塑新型工农城乡关系，促进城乡收入均衡，以实现城乡居民的共

同繁荣和可持续发展。然而，我国城乡融合进程面临着一些挑战和困难，农村

地区的产业结构相对单一，就业机会有限，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水平相对滞

后，这些问题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了重要影响。 

因此，通过了解城乡融合对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和关键因素，有助于揭示

城乡融合发展与收入均衡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挑战。可以评估城乡融合政策对

经济增长的贡献，有针对性地提出政策措施，促进地区经济发展，提高农民的

收入水平，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研究城乡融合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可以揭示不同

地区和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情况，有助于发现和解决收入不平等问题，增强农

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为改善社会稳定提供参考，从而提升社会公平和社会稳

定。据此，本文旨在探究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首先，厘清我国城乡融合和收

入均衡的发展理论与测度体系，比较不同时间和地区的城乡融合与收入差距情

况。其次，研究城乡融合政策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异质性与门限效应，评估政

策措施的有效性。第三，探讨城乡融合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和挑战，并提出

相应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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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文献综述 

1.2.1关于城乡融合的研究 

随着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和生产关系的持续改进，城乡关系也随之发生了变

化。城乡关系理论作为学者们长期关注的重点，在人类社会发展中起着至关重

要的作用。关于城乡融合的内涵，我国不断强调推进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和公共

资源合理配置，重塑新型工农城乡关系。我国城乡关系从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城

乡统筹”[4]、到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城乡一体化”[5]，再到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城乡

融合”[6]，我国城乡关系不断演进。可以说，“城乡统筹”是城乡融合的基本方法

和宏观调控手段[7, 8]，“城乡一体化”是统筹发展的最终目标[9]，具有静态目标导

向性[10]，而城乡融合是城乡关系的最高境界与目标[11]。城乡融合发展是城乡统

筹、城乡发展一体化的升华，应在多方面着力推进城乡融合发展[8]。基于此，

部分学者从时间维度或内在逻辑角度出发辨析我国城乡融合的内在含义[12, 13]。

尽管我国已步入农业现代化进程，但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存在诸多阻碍[14]，城乡

收入差距较大、户籍制度改革滞后、农村“病”等问题仍然存在，制约城乡深度

融合发展[15]，亟需从根本上加以解决。 

关于城乡融合的测度现有研究分别从宏观层面、融合视角、新发展理念构

建指标体系进行测度。基于宏观层面，有学者从多个维度，利用超效率 EBM

模型和 BML 指数分析法进行城乡融合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16]；基于融合视

角，有学者从城乡融合的过程进行城乡融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如城乡融合的

前提、动力与结果等维度[17]，也有学者选择城乡融合的经济、社会、生活、创

新、生态等维度，进行城乡融合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18]；基于新发展理念视

角，有学者选择基础设施、要素市场、公共服务、生态环境等，通过层次分析

法、基于 ANP 改进 TOPSIS 等方法等，对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进行测度[14, 17]。 

总结：城乡融合与收入差距是一个复杂而重要的问题，涉及多个因素的综

合作用。城乡融合研究方面，前人进行了关于城乡融合的概念和内涵的研究，

但城乡融合的具体角度与测度方法尚未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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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关于城乡收入差距的研究 

城乡收入差距一直是许多国家和地区面临的重要问题。随着城市化进程的

加快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逐渐扩大，这不仅影响着社会

公平和稳定，也制约了整体城乡经济的发展[19]。 

关于城乡收入差距的测度方法，为了促进城乡融合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目

标，许多研究学者对城乡收入差距进行测度。其中最常用的方法是通过比较城

市和农村地区的人均收入水平来计算城乡收入差距，这种方法简单直观，被很

多学者所采用[20]。此外，除了人均收入水平比较，还有一些收入分布指标被用

来测量城乡收入差距，如基尼系数[21]和泰尔指数[22]，由于基尼系数对中间阶层

收入变动敏感，泰尔指数对高收入和低收入阶层变动敏感，考虑到我国城乡收

入差距主要反映两端的变化，很多研究选择泰尔指数来度量城乡收入差距[23, 

24]。为了更全面地评估城乡收入差距，一些学者提出了综合指标，这些指标结

合了多个影响因素和测量方法，以综合性的方式描述城乡收入差距[25]。 

关于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 Kuznets 较早通过对欧美地区的城乡发展

情况进行研究，发现收入差距会经历先扩大后缩小的过程，提出了 “库兹涅茨

曲线”，总体上呈“倒 U 型”曲线关系[26]。而 Deininger 和 Squire 则进一步发现

收入差距会阻碍经济增长，如果对此不加以控制，就有可能进入低经济增长并

且高收入差距的一种恶性循环之中[27]。我国学者认为城乡收入差距的形成涉及

到众多因素的综合作用，农村面临很多相对不利的困境，相比城市居民普遍享

受更高质量的教育资源，农村的教育资源相对匮乏，教育水平较低，农村主要

以农业为主，农民的就业机会和收入来源较为有限，城乡劳动力转移也存在一

些挑战和障碍，包括户籍制度限制、城市居住成本等，这些因素限制了农村劳

动力流动，对形成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具有重要作用[20, 28, 29]。 

总结：对于城乡收入差距的研究，已有研究探讨了城乡收入差距测度方

法、现状分析以及影响因素等，常用的测度方法包括人均收入水平比较和收入

分布指标。现状分析上，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总体上呈倒“U”型，在改革开放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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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差距变大，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政府的重视，收入差距逐渐减少。学者对我

国城乡收入差距是否被合理测度上存在分歧，有的学者认为收入差距会被高

估，而有的学者持反对观点。影响因素上，国内外学者主要探讨了经济增长对

收入差距的影响，同时也分析了教育水平高低和二元户籍制度等因素对城乡收

入差距的影响。 

1.2.3关于城乡融合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研究 

解决城乡收入差距问题实现城乡融合发展，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

求，而缩小收入差距是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之一，当前我国城乡收入绝对差距

虽然较大，但将收入差距缩小在一定水平上，缩小其与共同富裕要求的差距，

牢牢把握住城乡融合发展的主线，对于当前我国推动共同富裕而言应是重要的

战略侧重点[30]。当前关于城乡融合影响收入差距的研究较少，多以定性分析为

主。城乡融合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影响收入差距，学者对此从不同角度和领域提

出了多种路径和政策措施，旨在促进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和实现城乡融合。 

从农村人力资本角度出发，黄小明探究了人力资本深化、收入差距与城乡

融合三者的关系，发现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收敛特征[31]。有学者提出通过推动农

业机械化、农业科技进步、农产品加工和农村电商等发展，可以提高农村劳动

者的技能和生产力，促进农村经济的增长，提供农村居民接受高质量教育的机

会，能够提高他们的就业机会和薪资水平[29, 32]，此外，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城乡

人口流动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起到重要作用[22, 33, 34]。 

从要素流动角度来看，城乡融合发展能够通过为农村充分引入先进生产要

素、打造城乡统一大市场以及破除城乡二元体制等方式增加农民收益[35]。普惠

性的农村金融服务和金融包容、健全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体系也能够缩小城

乡收入差距[22]。尹晓波等以金融发展为背景，从两个角度探究城镇化与城乡收

入差距关系，发现短期内城镇化水平的提高能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36]，而两

者在长期中处于均衡关系[31]。从数字经济的角度看，其能够通过促进城乡生产

要素在农村地区的高效配置，推动城乡供需适配以及激发城乡消费潜力，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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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各领域跨界融合发展，直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从数字经济发展对农业农

村领域的作用来看，数字经济还能通过提高市场活跃度和促进电商集群，助推

农业增值与农民增收，间接实现城乡收入差距的收敛[37]。 

总结：城乡融合发展理念是未来我国城乡关系调整与重塑的行动指南，能

够有效解决当前城乡二元对立，减少城乡收入差距，学者们探讨了城乡融合通

过提高农村人力资本、发展数字经济、增加城镇化率等方式缩小收入差距，实

证研究较少。 

1.2.4文献总结与述评 

已有研究还不够全面，一是各学者对城乡融合的内涵解读不同，致使城乡

融合的具体角度与测度方法尚未统一；二是对城乡融合缩小收入差距的理论机

制的研究较少也并不深入，没有成熟的影响路径研究，尤其是对此的实证研究

较少；三是缺少全国市级面板数据能够提供更加细致和全面的城乡收入差距情

况，同时可以考虑到地区特定的影响因素和政策措施。因此本文将应用已有研

究成果，针对已有研究不足，构建城乡适配融合与收入差距的分析框架，在市

级层面综合测评城乡融合和收入差距的程度及演化格局，进而对城乡融合缩小

收入差距的机制进行分析。 

1.3研究内容与方法 

1.3.1研究内容 

本文主要分为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章，绪论。在这个部分会详细讲述本研究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对

城乡融合、城乡收入差距以及城乡融合影响收入差距的已有文献进行总结与

述，阐明本文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说明本文的创新之处。 

第二章，相关理论与研究假设。首先，分别解释了相关概念，其次阐述了

经典理论与“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论，最后提出相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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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 

第三章，城乡融合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的现状分析。首先，结合中国式现

代化的五个特征，选取五个维度作为目标层，依次为人口融合、经济融合、生

态融合、文化融合和社会融合，其次，基于熵权法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指数，分

析各指标的障碍度，最后测度及分析城乡收入差距现状。 

第四章，城乡融合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实证检验。本文以我国从

2010 年到 2021 年的市级面板数据为基础，选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城乡融合

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在前面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基于城市异质性的角

度，考察不同城市规模和城镇化率等因素的作用。 

第五章，结论建议与展望。总结研究结果，并根据城乡融合和收入差距的

实际情况，对于城乡发展进程中的政策机制给予科学建议并进行展望。具体的

技术路线如图 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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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技术路线图 

1.3.2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使用以下四种研究方法： 

（1）综合评价法。本文利用我国地级市 2010-2021 年的面板数据，运用熵

权法来定量研究乡融合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熵权法是一种常用的多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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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重确定方法，其原理是基于信息熵的思想，通过计算指标之间的相对信息量

来确定权重，它能够考虑指标之间的相对重要性，并且不依赖于主观判断，减

少了主观偏差的影响。本文通过熵权法确定的权重可以在城乡融合的研究中用

于综合测度，提高研究的客观性和准确性。 

（2） Dagum 基尼系数及其分解。通过计算基尼系数及其分解可以来研究

城乡收入差距的总体差异及其来源。基尼系数是一种衡量收入不平等程度的指

标，通过将其分解为地区内差异、地区间差异和超变密度差异，可以揭示收入

差距的具体来源，从而帮助理解城乡收入差距的形成原因。 

（3）基准回归方法。固定效应模型通过引入个体和时间的虚拟变量，可以

分离出个体和时间的固定效应，并将剩余部分用于分析城乡融合与收入差距之

间的关系。 

（4）异质性分析。异质性分析通过捕捉不同城市之间的差异，用来探究在

不同情况下城乡融合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影响效果的不同之处。本文用其来研

究不同区域下，城乡融合对收入差距的影响效果，并进一步深入分析造成异质

性结果的原因。 

1.4研究的创新点 

下面将从研究视角的创新点和研究内容的创新点这两方面来进行阐述： 

研究视角的创新：当前学术界对于城乡融合和收入差距的研究较多，而针

对城乡融合对收入差距影响的研究较少。本文从全国市级层面对城乡融合与收

入差距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为我国积极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战略和缩小收

入差距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与政策依据。 

研究内容的创新：一是分析了城乡融合与收入差距的区域差异、动态演

进，使得分析更加详实；二是考虑了城乡融合对收入差距在不同地区、不同城

镇化率与不同城市规模三个层面存在的效应差异，为各地域立足优势发挥优势

提供一定政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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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城乡融合与收入差距的相关理论与研究假设 

城市的特点包含多样性、开放性、层次性、动态性和系统性，作为社会、

经济、文化的核心，是生产、消费和交流的焦点。乡村是与城市相对应的一个

名词，指的是以农业为主要生产方式，在城市之外的区域，它将人们的生产与

生活结合起来，体现了社会中的各个相关因素特征[38]。党的十九大提出“建立健

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并明确将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调发

展作为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抓手。乡村振兴的活力注入与新型城镇化建设

的动力加持，共同推动城乡融合发展[39]。 

2.1概念界定 

2.1.1城乡融合发展 

城乡融合发展指的是城市和农村之间相互联系、资源共享、经济社会发展

协调一体化的过程，其在经济、社会、文化等多个方面促进城市和农村地区之

间的互动和协调，实现城乡间资源要素的流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和人口的平衡

发展，以实现全面的经济社会发展。这种发展理念旨在消除城乡之间的差距，

促进城市和农村地区的协同发展，实现国家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目

标。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正式提出构建新型城乡关系，二十大报告中进一步强调

城乡融合发展，城乡关系已经进入了城乡融合发展的新阶段。 

2.1.2城乡收入差距 

城乡收入差距指的是城市和农村地区居民在收入水平上的差异。通常情况

下，城市居民的收入水平要高于农村居民，这种差距可能由多种因素造成，包

括城市化进程带来的就业机会增加、高技能职位的集中分布于城市、农村地区

的基础设施和服务水平不足、教育资源的不均等。我国目前存在着巨大的贫富

分化，其根源在于城乡居民收入的不平衡。从广义上讲，这种差异主要是指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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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的收入、社会福利和生活水平同城镇居民的收入不平等，而在狭义上则是农

村居民的收入远远落后于城镇居民。城乡收入差距的测度方法很多，其中常见

的方法包括：比较收入分配情况，分析城市和农村地区居民的收入分配情况，

包括最富裕层和最贫困层的收入比较；贫困率比较，比较城市和农村地区的贫

困率，了解两者在经济状况上的差异；收入差距系数和城乡人均收入之比的使

用更为常见，收入差距系数是使用不同的收入差距系数（如基尼系数、洛伦茨

曲线等）来衡量城乡收入差距的程度。城乡人均收入之比较常使用，一般使用

城镇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比值来表示。 

2.2相关理论 

2.2.1马克思、恩格斯的城乡关系理论 

马克思和恩格斯深刻地揭示了城市和农村之间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关系，

指出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城乡不平等和阶级斗争问题，提出了通过社会主义革

命实现城乡平等发展的路径。首先，在经济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强调了城市和

农村之间的生产关系。城市作为工业和商业的中心，对农村的生产资料、劳动

力和产品提出需求，从而推动了农村的发展。同时，农村则提供了粮食、原材

料和劳动力等资源，支持了城市的工业生产和市场需求。这种城乡经济的互补

性和相互依存性使得城市和农村之间形成了紧密的经济联系。其次，在社会方

面，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了城市和农村之间的社会分化和阶级矛盾。在资本主义

社会中，城市和农村都存在着不同的阶级，如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资产阶级

等。城市和农村的阶级矛盾在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都有所体现，城市和农村

之间的社会关系也经常发生紧张和冲突。城市和农村之间的社会分化也加剧了

城乡之间的差距和不平等。最后，在政治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关注了城市和农

村之间的政治权力和政治制度。城市和农村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不平等关系。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城市往往是政治权力的中心，拥有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以

及相对较高的生产力。掌握着政治资源和权力机构，而农村则被视为城市的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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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主要从事农业生产，生产力相对较低。这种不平等的关系导致了城乡之间

的经济差距和社会分裂。这种政治关系导致了城市和农村之间的政治不平等和

权力斗争，城市和农村的政治发展受到政治制度和权力结构的制约。此外，马

克思恩格斯还关注了城市和农村之间的人口流动和文化传播。在资本主义社会

中，城市往往是人口集中的地方，吸引了大量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从事工业和

服务业。这种人口流动不仅改变了城市和农村的人口结构，也促进了文化的交

流和传播，城市和农村的文化差异逐渐消失。 

2.2.2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城乡融合发展理论 

城乡统筹的核心是促进城乡协调发展，以城市为引领，同时注重农村的发

展。这意味着摒弃以往城市至上、工业至上的发展模式，而是要充分利用工业

对农业、城市对农村一定程度上的带动作用。这一理念是在我国农村问题日益

突出的情况下提出的，其最终目标是实现城乡共同发展。二元经济结构是在计

划经济时期形成的，其不平衡发展加剧了城乡间的差距。2017 年，中央政府提

出了“城乡融合”的概念，强调农村与城市地位的对等，不仅关注城市对农村的

带动作用，也重视农村对城市的补充和支撑作用。它强调的是城市和农村之间

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以实现城乡间经济、社会和生态的协调发展，标

志着中国城乡关系战略进入新阶段。这三者相辅相成，共同促进着城乡关系的

和谐发展，具体的时间与性质见表 2.1。 

表 2.1 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城乡融合发展脉络 

概念 城乡统筹 城乡一体化 城乡融合 

时间 2002年党的十六大 2012年党的十八大 2017年党的十九大 

原文 

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

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

济，增加农民收入。 

城乡一体化是解决“三

农”问题的根本途径。 

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

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

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性质 基本方法和宏观调控手段 统筹发展的最终目标  城乡关系最高境界与目标 

重点 过程 目的 “过程-目的-状态”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城乡融合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 

 

13 

 

2.3研究假设 

关于城乡融合对收入差距影响的探讨，不仅需要在宏观层面进行全局分

析，还需要根据区域的差异进一步分析，本文从全局到区域逐步分析城乡融合

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并提出了 4 个假设。 

2.3.1全国城乡融合对收入差距的总体影响 

全国城乡融合对收入差距的总体影响是显著的，它不仅促进资源、资金和

人才的流动，改变了城市和农村之间的经济格局，也使得农村地区的发展机会

和收入水平会有所提高，从而逐渐减少城乡收入差距。城乡融合能提供更多的

机会和支持，提升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促进农村产业的转型

升级，提高生产效率，使农民在农村地区也能获得城市化发展带来的经济增长

机遇，进而增加其收入水平。同时城乡融合有助于消除城乡之间的信息不对

称，可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特别是在农村地区推动产业升级和发展现代农

业、乡村旅游等新兴产业，有望增加农村居民的就业机会和收入来源。城乡融

合还可以改善农村地区的社会保障制度，包括农村养老、医疗保险等，提高农

民的社会保障水平和生活条件，促进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和公平性，从而有助于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基于上述分析，提出本文假设 1：城乡融合可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2.3.2东中西部地区城乡融合对收入差距的影响 

由于我国自然资源、地理环境和经济收入存在着极大的差异，因此不管是

城乡融合发展还是收入均衡在我国的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都会存在明显的区

域差异。基于此，城乡融合发展对经济均衡的影响也会随着地区间差异而受到

影响。东部地区相较于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可能会从五个方面显著缩小城乡

收入差距，具体分析如下。第一，城市和农村的经济活动更加紧密相连，高效

的农业产值转化和农产品市场的拓展可能为农村居民创造更多经济机会，有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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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减小收入差距。西部地区通过城乡融合加速了农村地区的产业升级，对整体

经济产生了更显著的推动作用，进而提高了居民的收入水平。相比之下，中部

地区的城市化和工业化水平相对较低，城乡融合对整体经济结构的改变相对有

限，因此城乡融合的效果没有在整体上对收入水平产生显著的改变。第二，从

人口就业结构的角度来看，东部地区拥有更为发达的制造业和服务业，高度城

市化和人口密集可能促使城乡融合更为深入，城乡融合推动了农村劳动力顺利

向这些领域的转移，提高了城市劳动力市场的效益，也增加了城市的劳动力供

给，从而提高了农民收入水平。西部地区的城市化进程带来大量农民工涌入城

市，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失，但也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中部地区的人口迁移可

能相对较为缓慢，城乡融合对人口结构的影响相对有限。这可能导致城乡就业

结构相对稳定，减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效果相对较弱。第三，东部地区开放包容

的文化环境可能促使城乡文化更好地融合，农村居民更容易接受和适应城市文

化，有助于提升其就业和社会参与机会，从而减小收入差距。中西部地区的文

化融合可能是一个较为复杂的过程，城市和农村文化差异可能较大。第四，东

部地区城市和农村在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方面更为协同，生态融合可能伴随着

资源的更加合理配置，东部地区的生态融合更倾向于配合城市的建设发展，会

间接地发展新型农村经济，提高农村居民的生态经济收益。西部地区的生态保

护政策力度较大，城乡生态融合更倾向于配合农村地区的环境保护政策，这有

助于提高城乡居民的生活质量。而中部地区的城乡生态平衡压力较大，城乡环

境变化相对较小。第五，东部地区社会融合可能更为紧密，城市和农村社会保

障资源更好地整合，这可能增加农村居民的社会资本，提高其在城市中的社会

地位，有助于减小城乡社会收入差距。而中西部地区的社会融合相对较为落

后，减缓了就业和收入的平等化。 

基于上述分析，提出本文假设 2：在东部地区，城乡融合缩小收入差距的

效果更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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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不同城镇化率城乡融合对收入差距的影响 

从人口城镇化率的进程来看，低城镇化率地区通常资源配置相对不均衡，

城乡融合政策的实施可以更有效地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

在这些地区，城乡融合可能通过引入更多的经济和社会资源，提高农村地区的

产业水平和就业机会，从而减小城乡收入差距。这些地区农村产业相对滞后，

城乡融合政策可能有助于引入城市的技术、资金和管理经验，促进农村产业升

级，提高农民收入水平。且由于城乡差距相对较大，城乡融合政策可能更加重

视建设社会保障体系，包括医疗、养老和教育等方面，提高农村居民的社会保

障水平，进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低城镇化率地区可能面临就业机会相对匮乏

的问题，城乡融合政策可以通过促进农村就业，吸引城市居民返乡创业，从而

缓解城市就业压力，减小城乡收入差距。 

而在高城镇化率地区，首先，城市的生活成本通常相对较高，包括生活成

本、房价等。城乡融合政策可能使得农民进城就业，但由于高成本压力，其收

入可能不足以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其次，这些地区城市用地压力可能更

大，土地利用的规划更为严格，农民难以通过土地流转等途径获取更多的收入

来源。最后，其产业结构可能更为复杂，农村居民缺乏较高的技能和教育背

景，在城市就业面临挑战和有限的选择，使得农民在城市仍从事相对低薪的行

业，难以实现较大的收入改善。 

基于上述分析，提出本文假设 3：城乡融合缩小收入差距的效果，在低城

镇化率的地区更为显著。 

2.3.4不同城市规模城乡融合对收入差距的影响 

在分析城乡融合对收入差距的效应时，城市规模的差异也是一个重要考量

因素。有些地级市虽然城镇化率较高，但其城市规模并不大，可能仅仅因为整

体人口较少或农村人口比例较低而得出高城镇化率的结论，这样的划分方式可

能不够具体。因此，本文将进一步从城市规模的角度来分析城乡融合对收入差

距的规模效应。一些城市的行政区划面积可能很大，人口规模庞大，但其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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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水平并不高。因此，本文建议以城区人口作为衡量城市规模的标准，而不是

全市常住人口或户籍人口，这样可以避免因城市不断合并、扩容而带来的统计

偏差[40]。从城市规模异质性的角度分析城乡融合对收入差距的影响，我们可以

更准确地评估城乡融合政策对不同规模城市的影响，进而理解其对收入差距的

作用。 

较大规模的城市通常具有更丰富的经济资源和更完善的基础设施，因此更

容易吸引人才和资金流入，往往能够更好地整合城乡资源，推动城乡融合的进

程。这些城市也更有能力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高的薪资水平，从而缩小城

乡收入差距。与此相反，较小规模的城市可能面临资源匮乏和经济发展不足的

挑战，城乡融合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可能相对较弱。 

基于上述分析，提出本文假设 4：城市规模越大，城乡融合缩小收入差距

的效果更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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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城乡融合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现状分析 

3.1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测度及分析 

本文选用熵权法，从城乡融合五个维度进行研究，测度我国地级市 2010 年

到 2021 年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进而分析子系统情况与障碍度、不同地域的动态

演进情况和分层效应。 

3.1.1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测度 

为全面构建城乡融合发展的测度体系，本文结合前人的研究，并参考二十

大报告中提出的高质量发展，构建了指标体系。根据城乡融合与中国式现代化

的关系可以从五个方面进行分析：第一，“从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的角度出

发，城乡融合通过城乡人口流动、就业结构与产业发展相适应等方面，将“人口

规模巨大”从压力转为动力，促进城乡均衡发展，实现城乡人口融合。第二，从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理念”的角度出发，城乡融合能够减小城市与农村在基本公

共服务、教育、民生福利等方面的权益保障上所存在的差异，从而实现人口融

合。第三，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相协调理念”的角度出发，城乡融合提升了

现代农业技术在农业农村生产中的运用水平，解决生产经营结构性矛盾下的城

乡文化相对割裂的问题，从而实现农业发展质量提升、城乡文化繁荣互促的文

化融合。第四，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的角度出发，城乡融合能够加速产

业渗透，而通过产业渗透加强城乡绿色理念的共识、绿色治理的共施、利益机

制的共享，实现生态循环、乡风文明、产业兴旺的生态融合。第五，从“走和平

发展道路理念”的角度出发，城乡融合改变了传统的乡村治理体制机制，通过治

理融合、民生保障、统一市场的完善，以加强共治共建共享、内外循环畅通，

实现社会和个人协调发展的社会融合。因此，本文从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个方面

出发，共构建了人口、经济、文化、生态和社会融合五个方面。 

（1）变量选择 

本文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指标体系的构建借鉴已有研究，使用熵权法从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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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 (Population Intergration）、经济融合 (Economic Intergration）、文化融合

(Cultural Intergration）、生态融合 (Ecological Intergration）和社会融合 (Social

Intergration）五个方面对各省地级市 2010-2021 年的城乡融合综合发展水平进行

测算和分析[41]。考虑到数据的科学性和可靠性，选取了可表示城乡融合发展的

一系列指标[42]，最终构建 5 个一级指标和 16 个二级指标，具体指标见表 3.1。 

表 3.1 城乡融合发展指标体系 

指标维度 指标名称 指标说明 单位 属性 权重值 

人口融合 

人口城镇化率 城镇人口占比 % + 0.0442  

二元对比系数 二元对比系数 % + 0.1981  

人口非农水平 非农业就业人员比重 % + 0.0782  

经济融合 

二元反差系数 二元反差系数 % - 0.0500  

城乡经济水平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万元 + 0.0504  

农业机械水平 农业机械总动力/耕地面积 % + 0.0463  

城乡公路密度 公路运营里程/土地总面积 km/km2  + 0.0538  

文化融合 

城乡藏书水平 每百人公共图书馆藏书册 件 + 0.0743  

技术创新总量 每万人专利授权量 项 + 0.0941  

城乡教育支出 教育支出/财政一般预算支出 % + 0.0413  

生态融合 

经济污染水平 万元 GDP 二氧化硫排放量 kg/万元 - 0.0413  

污染治理能力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 + 0.0409  

卫生普及程度 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 % + 0.0454  

社会融合 

失业保障程度 失业保险参保人数/总人口 % + 0.0526  

消费总量差距 城镇人均消费/农村人均消费 % - 0.0410  

消费结构差距 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之比 % + 0.0480  

 

①人口融合：人口城镇化率是衡量城市化程度的指标，它反映了城市化进

程中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比例。从城乡人口融合角度分析，城乡融合发展的

规律性与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四阶段规律性基本一致[43]。通过衡量人口城镇化

水平，可以评估城乡融合的进展情况和效果。较高的人口城镇化水平可能意味

着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比例较高，城市化进程较为迅速，城乡之间的人口差

距较小。二元对比系数使用“第一产业产值/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数”与“第二、三

产业产值/第二、三产业从业人员数”的比值来表示，也就是第一产业比较劳动

生产率与第二、第三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的比率，该值越大，城乡产业差距越

小，城乡融合水平越好。对于人口非农水平，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非农就业

人员比重总会不断提高[44]。它也是反映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指标，在国家发展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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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全面小康社会的研究中，就确定了各阶段非农就业

比重的临界值。 

②经济融合：二元反差系数，也就是非农产业产值比重与非农从业人

员比重之差的绝对值。城乡经济总量使用人均生产总值来表示，既可以反映

国家或地区的富裕程度，又可以反映居民基本生活状况；既能够反映社会生产

力水平，又能够反映“人”的效率。人均 GDP 的提高是城乡融合的一个重要经济

目标，旨在实现城乡经济的均衡发展和协同增长。关于农业机械水平，是加快

农业农村现代化、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物质技术基础和重要支撑，也是推动农

业强国建设的重要内容[45]。城乡公路密度的提升有利于增加城乡沟通，促进城

乡融合发展，此外乡村振兴需要高质量的城乡公路建设作为支撑[46]。 

③文化融合：城乡藏书水平，使用人均公共图书馆藏书量来表示，可以反

映一个地区的教育水平和文化素质提升的努力程度，也可以间接反映城乡居民

的文化参与和交流程度，促进不同地区、不同背景的人们在文化领域的交流和

融合。较高的人均藏书量可能意味着更多的教育资源和知识传播渠道，对于提

高城乡居民的文化素养和知识水平具有积极作用。技术创新总量，使用每万人

专利授权量来表示专利授权是衡量一个地区创新能力和科技水平的重要指标之

一。每万人专利授权量可以反映一个地区创新活动的密度和人均创新能力。也

可能反映了城乡地区在文化创意领域的创新活动和产业发展，有助于推动城乡

文化融合。关于城乡教育支出，教育支出占财政比例的增加会增加城乡居民接

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而高等教育机会的增加可以为农村家庭、贫困家庭子

女提供稳定就业和收入的机会，从而为缩小城乡家庭收入不平等提供可能

性 [47]。 

④生态融合：经济污染水平使用万元 GDP 二氧化硫排放量来表示，生态

环境融合对于推进城乡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强化绿色、循

环、低碳发展，减少单位产出的物质消耗，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不仅能

有效改善环境质量，而且能提高长期经济增长率 [48]。关于污染治理能力，

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是衡量一个地区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指标

之一。较高的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意味着城市和农村地区的生活环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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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条件的改善。卫生普及程度使用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来表示，中共中央办

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方案（2021-

2025 年）》[49]对农村人居环境提出了对应的要求，但我国 30%以上的农户没有

使用卫生厕所，中西部地区卫生厕所普及率总体偏低[50]，因此农村卫生厕所普

及率的提高对于稳步推进农村厕所革命、接续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进而促

进城乡融合具有重要作用。 

⑤社会融合：失业保障程度使用失业保险参保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来表

示，失业保险参保人数占比可以反映一个地区就业保障机制的覆盖范围和效

果。通过扩大失业保险的覆盖范围，可以提高城乡居民面对就业风险的抵御能

力，维护社会稳定。在失业保险制度较为完善的地区，失业人员有更多的机会

和保障重新就业。这有助于促进城乡劳动力的有序流动和优化配置，推动城乡

经济的协调发展。消费结构差距使用城乡恩格尔系数之比来表示，恩格尔系数

是表示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44]。城乡经济融合的目标之一是实现城

乡经济的均衡发展，城乡之间存在着不同的经济差异通常会导致城乡居民的消

费行为和消费结构有所不同。城乡恩格尔系数之比可以衡量城乡居民消费中食

品支出所占比例的差异，反映城乡消费结构的升级和融合发展的情况，从而揭

示城乡经济发展的差异和融合程度。消费总量差距使用城镇人均消费与农村人

均消费的比值来表示，作为一个居民生活水平方面的指标，它可以反映城乡居

民在面对生活成本和获得福祉方面的差异，有助于评估社会融合中是否实现了

较大的公平和共享。 

（2）数据来源 

本文的数据涵盖了中国整体和 285 个地级市（不含港澳台地区），由于考虑

到数据的可获取性，本文数据的时间范围为 2010-2021 年。所用指标的源数据

主要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 2001－

2021》和《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以及中经统计数据库、EPS 数据库和中

国经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以上年鉴中公布的城市、镇、农村分离的分组数

据作为基础数据，将城市和镇两部分结合作为反映城镇地区综合水平的数据。 

（3）测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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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数据处理。城乡融合评价系统的指标较多，而且口径不一，为了解决这

个问题，本文进行数据无量纲与非负化处理，在处理之前，根据指标对城乡融

合发展是呈现正向关系还是负向关系，本文将所有指标划分成两种类型，一种

是正向的指标，一种是负向的指标，最后在加上 0.00001，保证数据为正值。 

正向指标：
min

0.00001
max min

ij i

ij

i i

X X
Y

X X

−
= +

−
                        （1） 

负向指标：
max

0.00001
max min

i ij

ij

i i

X X
Y

X X

−
= +

−
                        （2） 

其中， ijY 为无量纲化后的指标值， ijX 为该指标的指标值，max iX 和

min iX 分别为该指标在各年度、各城市中的最大和最小值。 

②权重确定。城乡融合相应指标的相对重要程度需要权重来反映，所占权

重越大，那么对城乡融合结果的影响越大，为了对所有指标进行客观赋权，本

文采用熵权法来测算 2010-2021 年地级市的城乡融合水平。与主观赋权法相

比，评价结果更为客观[17, 51, 52]，各年城乡融合水平的综合指数计算过程如下： 

按照标准化数据对指标进行权重变换：
1

/
n

ij ij ij

i

P Y Y
=

=                （3） 

计算第 j 项指标的信息熵 jE ：
1

1
ln ( 1,2, , )

ln

n

j ij ij

i

E P P i n
m =

= −   =   （4） 

计算第 j 项指标的差异系数 jG ：
1 ( 1,2, , )j jG E j m= − =

          （5） 

计算第 j 项指标的权重 jW ：
1

/
m

j j j

j

W G G
=

=                         （6） 

③指数计算。通过前面计算的权重，进行每年各项指标得分。 

第 i年 j 项指标得分： ij j iS W Z= 
                              （7）         

第 i年各城乡融合维度评价得分为：
i ijA S=                     （8） 

第 i年城乡融合综合水平评价得分为：
1

n

i i

i

F A
=

=                   （9） 

④障碍度测算。本文借鉴已有研究[53, 54]，计算步骤与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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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因子贡献度： j j ikM W R=                                 （10） 

计算偏离度： 1ij ijI Y= −                                       （11） 

第 j 项指标的障碍度为：

1

100%
j ij

ij m

j ij

j

M I
O

M I
=


= 


                 （12） 

标准层的障碍度：
ijO O=                                  （13） 

其中， jM 为第 j 项指标的因子贡献度， jW 为第 j 项指标的权重， ikR 是城

乡融合指标体系中第 i 年 k 个二级指标所有指标的权重之和。式中， ijI 是 i 年 j

项指标的偏离度， ijY 表示单个指标的标准化值。障碍度O越高，表明城乡融合

推进过程中受该指标的阻碍作用越大。 

3.1.2子系统情况与障碍分析 

本文使用标准化后的数据经公式计算出各子系统发展得分，再根据公式

（3）~（9）计算出我国城乡融合综合得分，发现 2010-2021 年中国城乡融合发

展水平整体向好，呈上升的态势。中国城乡融合综合得分 2010 年仅为 0.23，

2015 年达到了 0.25， 2021 年已至 0.29，城乡关系得到缓慢改善。 

（1）城乡融合子系统发展分析 

根据计算出的中国各维度城乡融合发展的综合指数绘制折线图，见图 3.1，

可以看出城乡人口、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融合系统的发展趋势是向好的。

图 3.1 城乡融合发展各融合维度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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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融合维度水平变化趋势反映了中国各维度城乡融合发展的整体趋势：人

口融合指数逐年增加，从 2010 年的 0.0338 逐渐增加至 2021 年的 0.0438，显示

了人口城乡融合程度的提升，这受到了城镇化进程、农村劳动力转移等因素的

推动。经济融合指数也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由 2010 年的 0.0216 上升至 2021

年的 0.0295，反映了城乡间的经济差距在逐渐缩小。社会融合指数在 2010 年的

0.0472 到 2021 年的 0.0473 之间波动，整体相对稳定，且指数整体上有所增

加。这可能表明城乡社会服务、教育、医疗等方面的发展相对平衡，但也需要

注意维持社会稳定的挑战。文化融合指数逐年上升且一直处于高位，这表明城

乡之间的文化差异在减小。可能是由于媒体传播、教育普及等因素促进了文化

的交流和融合。生态融合指数整体增加，这可能反映城市化进程中对环境保护

的关注和投入，城乡生态环境逐步改善。这些趋势的综合分析显示，中国在城

乡融合发展方面取得了一些积极的成果，各个方面的指数都呈现出向好的趋

势。 

各融合维度水平变化趋势也反映了中国各维度城乡融合发展的差异：在过

去十二年中，人口融合指数逐渐提升，表明城市化进程在推进。相比之下，经

济融合的提升速度相对较慢，这可能反映了城乡经济结构调整和差距缩小的挑

战。有必要关注城乡经济的协同发展，避免产业结构失衡。社会融合和文化融

合整体趋势相对平稳。社会融合的稳定性可能反映了政府对基础社会服务的均

等分配。文化融合的提升可能得益于文化资源的更均衡分配和教育水平的提

高。社会融合与生态融合相比，社会融合的提升更为平稳。这可能意味着在社

会服务均等化方面取得了进展，但也需要注意社会融合与生态融合之间的平

衡，以确保城乡融合发展过程中社会和生态的可持续发展。 

（2）城乡融合障碍度因子分析 

上文发现城乡融合水平存在各子系统间的差异，这里进一步通过障碍因子

分析去发现城乡融合过程中的主要短板，本文首先计算出各个融合层面在各年

度中的障碍度，见表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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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2010-2021 年全国城乡融合主要障碍标准层 

 单位：% 

年份 项目 
障碍度排名 

1 2 3 4 5 

2010 
标准层 人口融合 文化融合 经济融合 社会融合 生态融合 

障碍度 28.67 26.33 19.89 12.84 12.26 

2011 
标准层 人口融合 文化融合 经济融合 社会融合 生态融合 

障碍度 28.84 26.41 19.38 13.13 12.23 

2012 
标准层 人口融合 文化融合 经济融合 社会融合 生态融合 

障碍度 32.63 24.37 18.73 12.59 11.69 

2013 
标准层 人口融合 文化融合 经济融合 社会融合 生态融合 

障碍度 31.25 23.40 19.88 13.36 12.11 

2014 
标准层 人口融合 文化融合 经济融合 社会融合 生态融合 

障碍度 32.13 22.06 19.70 13.77 12.33 

2015 
标准层 人口融合 文化融合 经济融合 社会融合 生态融合 

障碍度 32.92 20.16 20.02 14.35 12.55 

2016 
标准层 人口融合 经济融合 文化融合 社会融合 生态融合 

障碍度 32.40 20.78 19.16 14.51 13.14 

2017 
标准层 人口融合 经济融合 文化融合 社会融合 生态融合 

障碍度 32.27 20.50 19.13 15.05 13.05 

2018 
标准层 人口融合 经济融合 文化融合 社会融合 生态融合 

障碍度 31.88 20.61 19.12 15.23 13.17 

2019 
标准层 人口融合 经济融合 文化融合 社会融合 生态融合 

障碍度 30.88 20.80 19.39 15.77 13.17 

2020 
标准层 人口融合 经济融合 文化融合 社会融合 生态融合 

障碍度 30.76 20.34 19.64 16.03 13.23 

2021 
标准层 人口融合 经济融合 文化融合 社会融合 生态融合 

障碍度 31.13 20.26 19.49 15.99 13.13 

平均值 
标准层 人口融合 经济融合 文化融合 社会融合 生态融合 

障碍度 31.37 22.01 19.58 14.37 12.68 

  

表 3.2 展示了 2010 年到 2021 年期间全国城乡融合主要障碍标准层的数据，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口融合障碍度从 2010年的 28.7%波动上升至 2021年的 31.1%，

一直是第一大障碍维度，表明在城乡融合过程中，可能受到人口流动、城乡就业、

户籍制度等方面的限制。经济融合的障碍度也是居高不下，且由 2010-2015 年的

第三名升至 2016-2021 年的第二名，说明城乡融合发展的过程中一直存在较高的

经济融合障碍。社会融合的障碍度整体相对较低，且呈现下降的趋势。这可能反

映了社会层面在城乡融合中的较好表现，有可能与社会服务、文化共享等方面的

积极政策有关。为了具体分析造成各维度融合障碍的主要成因，本文继续详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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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视各项障碍维度的具体指标，通过计算各个具体指标在 2010 年到 2021 年的障

碍度的平均值来展现各指标障碍度的差异，见表 3.3。 

表 3.3 城乡融合各指标障碍度平均值 

指标维度 指标名称 障碍度平均值 

人口融合 

人口城镇化率 0.04  

人口非农水平 0.08  

二元对比系数 0.20 

经济融合 

二元反差系数 0.05 

城乡经济总量 0.05  

农业机械水平 0.05  

城乡公路密度 0.05  

文化融合 

城乡藏书水平 0.07  

技术创新总量 0.09  

城乡教育支出 0.04  

生态融合 

经济污染水平 0.04  

污染治理能力 0.04  

卫生普及程度 0.05  

社会融合 

失业保障程度 0.05  

消费总量差距 0.04  

消费结构差距 0.05  

 

具体分析障碍度最高的维度——人口融合。人口融合由“人口城镇化率”、

“二元对比系数”和“人口非农水平”这三项指标构成，“人口城镇化率”的平均障

碍度较低，仅为 4.42%，低于障碍度的平均水平 6.25%，说明人口城乡流动不

是造成人口融合障碍的主要原因，在我国人口总量略有下降的背景下，我国城

镇化率的水平不断提高，城镇常住人口在 2022 年末达到 92071 万人，这在一定

程度上促进了我国城乡融合水平。“二元对比系数”和“人口非农水平”较高，在

各指标的障碍度中，分别排名第 1 和第 3，这说明人口城乡就业是造成人口融

合障碍的主要原因。 “非农业就业人员比重”是指二、三产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

人数的比例，在城乡融合中这两个指标的属性都为正，属性为正，其障碍度水

平较高说明城乡劳动力配置中，农业劳动力比例较大，“二元对比系数”的指标

属性也为正，其障碍度水平较高进一步说明了城乡资本与劳动力的配置状况不

合理，城乡产业差距较大、农业发展处于劣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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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城乡融合不同地域分析 

前述部分基于城乡融合的子系统和障碍度的角度对其推进能力进行了分

析，但尚未刻画城乡融合的演进趋势。动态演进分析能够揭示城乡融合水平随

时间的变化趋势。通过观察城乡融合指标在不同年份的演进，能够识别发展趋

势和结构性变化，从而深入挖掘城乡融合过程中的影响因素。 

（1）城乡融合得分不同区域分析 

为深入分析我国城乡融合水平的动态演进趋势，由于 285 个地级市 12 年的

数据较为庞杂，故使用核密度图来平滑观测数据分布，进而估计概率密度。本

文在测度结果的基础上用 MATLAB 软件绘制我国各个时期城乡融合水平的核

密度图，展示其分布动态。 

图 3.2 我国城乡融合水平的分布动态 

 

由图 3.2 可得，我国城乡融合水平总体呈现向右偏移态势，表明我国城乡

融合水平逐步上升，整体上呈现良好的势头，我国积极进行新型城镇化与乡村

振兴，城乡融合水平显著提升；从分布形态来看，右拖尾具有逐年缩短的现

象，且主峰宽度逐渐扩大，高度不断下；核密度图呈现单峰状态，表明我国大

部分城市的城乡融合水平比较均衡。总体而言，我国城乡融合水平整体呈现上

升趋势，且在某些方面存在一定的波动性和不稳定性。为进一步探索各个区域

的分布形态、极化现象及动态发展趋势，本文深入分析东、中、西部地区城乡

融合水平的动态演化特征。具体结果见图 3.3、图 3.4 和图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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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我国西部地区城乡融合水平的分布动态 
 

由图 3.3 可得，我国西部地区分布形态较为均衡，西部地区的城乡融合水

平较为平稳。但与全国城乡融合水平的分布动态图对比可以发现，从 2012 年开

始，西部地区的主峰没有明显下降，且呈现向右移动趋势，说明西部地区城乡

融合水平情况在总体上较为均衡，但其城乡融合水平相对较低。 

图 3.4 我国中部地区城乡融合水平的分布动态 

 

由图 3.4 可得，我国中部地区分布形态要比西部地区的城乡融合水平的分

布形态均衡。但与中西部地区的分布情况对比可以发现，曲线宽度拉大，说明

中部地区城乡融合水平的极化现象相对突出，中部地区的主峰在下降且呈现向

右移动趋势，但整体水平是在不断提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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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 我国东部地区城乡融合水平的分布动态 

 

根据图 3.5，与我国中部、西部的城乡融合水平的分布动态图对比可以发

现，东部地区的主峰逐渐下降，曲线宽度拉大，说明东部地区城乡融合水平的

极化现象最为突出，但城乡融合水平相对较高。 

（2）城乡融合得分不同省份分析 

本文通过各地级市的城乡融合水平计算个省份的城乡融合水平得分，为了

不使得极端值对省份的城乡融合水平影响较大，依据新型城镇化“以人为本”的

内涵[55]，本文按照省内各市的常住人口水平进行加权平均，计算出各省份在

2010 年到 2021 年期间的城乡融合水平数据，见表 3.4。 

表 3.4 各省份城乡融合水平 

地区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平均 

北京 0.28 0.28 0.29 0.30 0.30 0.31 0.31 0.32 0.33 0.34 0.35 0.36 0.32 

湖北 0.26 0.26 0.28 0.28 0.28 0.28 0.29 0.29 0.29 0.29 0.31 0.31 0.29 

江苏 0.24 0.25 0.25 0.26 0.26 0.27 0.28 0.29 0.30 0.30 0.32 0.33 0.28 

海南 0.25 0.25 0.26 0.27 0.27 0.28 0.29 0.29 0.29 0.30 0.31 0.31 0.28 

广东 0.25 0.25 0.26 0.27 0.27 0.27 0.29 0.29 0.31 0.31 0.33 0.34 0.27 

浙江 0.25 0.25 0.26 0.26 0.27 0.27 0.28 0.29 0.30 0.30 0.32 0.33 0.27 

吉林 0.23 0.24 0.24 0.24 0.24 0.25 0.25 0.24 0.25 0.26 0.27 0.27 0.24 

安徽 0.21 0.21 0.22 0.22 0.22 0.23 0.24 0.24 0.25 0.26 0.27 0.28 0.24 

江西 0.22 0.22 0.22 0.22 0.22 0.22 0.23 0.23 0.24 0.24 0.25 0.26 0.23 

上海 0.20 0.20 0.20 0.20 0.21 0.21 0.23 0.23 0.24 0.24 0.26 0.27 0.22 

河南 0.20 0.21 0.21 0.22 0.22 0.22 0.22 0.22 0.23 0.23 0.25 0.25 0.22 

内蒙古 0.19 0.19 0.20 0.20 0.20 0.20 0.20 0.20 0.21 0.21 0.22 0.23 0.21 

四川 0.20 0.20 0.21 0.21 0.22 0.22 0.22 0.23 0.24 0.24 0.25 0.25 0.21 

天津 0.19 0.19 0.19 0.19 0.20 0.20 0.20 0.21 0.22 0.21 0.22 0.24 0.21 

山东 0.18 0.19 0.19 0.20 0.20 0.21 0.21 0.22 0.22 0.22 0.24 0.25 0.21 

福建 0.20 0.20 0.20 0.20 0.21 0.21 0.22 0.22 0.23 0.23 0.24 0.25 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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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3.4 

地区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平均 

重庆 0.17 0.18 0.19 0.20 0.21 0.21 0.22 0.23 0.23 0.23 0.24 0.25 0.21 

河北 0.19 0.19 0.19 0.19 0.19 0.20 0.20 0.20 0.20 0.21 0.22 0.22 0.20 

广西 0.17 0.18 0.18 0.18 0.18 0.19 0.19 0.19 0.19 0.20 0.20 0.21 0.19 

湖南 0.18 0.18 0.19 0.19 0.19 0.19 0.19 0.20 0.20 0.20 0.21 0.21 0.19 

甘肃 0.17 0.17 0.18 0.17 0.18 0.18 0.18 0.19 0.19 0.19 0.20 0.20 0.19 

辽宁 0.18 0.19 0.19 0.19 0.19 0.20 0.20 0.20 0.20 0.21 0.22 0.22 0.19 

陕西 0.17 0.18 0.19 0.19 0.19 0.19 0.19 0.19 0.20 0.20 0.21 0.22 0.19 

黑龙江 0.17 0.18 0.18 0.19 0.18 0.18 0.18 0.18 0.18 0.19 0.20 0.20 0.18 

云南 0.15 0.15 0.16 0.16 0.16 0.17 0.17 0.17 0.18 0.18 0.19 0.19 0.17 

山西 0.15 0.16 0.16 0.16 0.16 0.17 0.17 0.16 0.17 0.17 0.18 0.18 0.17 

贵州 0.16 0.14 0.15 0.15 0.16 0.17 0.17 0.17 0.18 0.18 0.19 0.20 0.17 

青海 0.16 0.16 0.17 0.16 0.16 0.16 0.16 0.17 0.17 0.17 0.18 0.18 0.17 

宁夏 0.15 0.15 0.15 0.16 0.16 0.16 0.16 0.16 0.17 0.17 0.19 0.20 0.16 

新疆 0.17 0.17 0.18 0.18 0.18 0.18 0.17 0.18 0.18 0.18 0.19 0.20 0.14 

从长期趋势来看，各省份城乡融合水平在这段时间内整体呈上升趋势。平

均值从 2010 年的 0.32 逐渐增加到 2021 年的 0.36，表明大多数省份在城乡融合

方面有一定的进展。从地区差异来看，发达省份如北京、上海、江苏、广东在

整个时期内表现较好，城乡融合水平较高，可能与这些省份经济发展、城市化

水平较高等因素相关。相反，一些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如新疆、甘肃、云南的

城乡融合水平相对较低，这可能与西部地区相对较大的地理差异、资源分布不

均等因素相关。东部地区由于经济发达、基础设施建设较好，城乡融合水平相

对较高。有些省份在这段时间内城乡融合水平有较大的波动，例如海南和湖南

在 2019 年到 2020 年之间出现了显著的增长。北京一直在相对较高的水平上，

且呈逐年上升趋势。这可能与北京特殊的城市地位、政府对城乡融合的重视、

以及经济高速发展等因素有关。云南、贵州等省份在整个时期内城乡融合水平

相对较低，可能受到地理条件、经济结构、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等多方面因素的

制约。江苏和浙江在整个时期内城乡融合水平相对稳定增长。这可能受到这两

个省份经济发展相对平衡、政府政策的稳定推动等因素的影响。这种相对稳定

的增长可能与持续的城市化和农村改革措施有关。一些省份在某个时间段内城

乡融合水平差距拉大，而在另一个时间段内又有所缩小，如贵州和湖南，这些

地区可能受到地方政策的调整、产业结构变化、城市建设等因素的共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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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城乡融合分层效应分析 

在对各省份城乡融合水平进行测度的基础上，本文继续从区域差异与城市

规模差异的角度分析城乡融合水平的演化规律。对城乡融合在城市规模差异上

的分析，与各省份城乡融合水平得分的计算方法类似。为了不使得极端城市的

城乡融合水平，对省份的城乡融合水平影响较大，本文按照不同地区与城市规

模中各市的常住人口水平进行加权平均，计算出各地区与城市规模在 2010 年到

2021 年期间的城乡融合水平数据。发现城乡融合水平在东、中和西部地区具有

分层效应，在根据城市规模划分的六大城市类型中也具有分层效应。 

（1）地区差异的分层效应 

表 3.5 各区域城乡融合水平 

 西部 中部 东部 全国 

2010 0.176 0.203 0.216 0.203 

2011 0.179 0.208 0.221 0.207 

2012 0.186 0.215 0.226 0.213 

2013 0.188 0.215 0.231 0.215 

2014 0.191 0.216 0.232 0.217 

2015 0.194 0.219 0.238 0.221 

2016 0.198 0.223 0.246 0.227 

2017 0.201 0.224 0.253 0.231 

2018 0.205 0.228 0.261 0.237 

2019 0.210 0.233 0.265 0.242 

2020 0.217 0.245 0.279 0.254 

2021 0.224 0.250 0.289 0.262 

 

表 3.5 反映了中国不同地区城乡融合水平在 2010 年到 2021 年的变化。全

国城乡融合水平在这段时间内呈上升趋势。从 2010 年到 2021 年，全国城乡融

合水平由 0.203 上升到 0.262。综合来看，这些数据表明全国各地区城乡融合水

平普遍提高，但东部地区相对较高，而西部地区则在近年有着更快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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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 分区域城乡融合水平折线图 

 

根据表 3.5 中数据，本文绘制了分区域的城乡融合水平折线图，见图 3.6。

各地区的城乡融合水平都在总体上都呈增长趋势。东部地区相对更为稳定，而

西部地区在起步阶段有一些波动。东部地区的城乡融合水平一直相对较高，西

部地区在 2010 年较低，但在接下来的年份逐渐提升。中部地区则介于东、西两

部分之间，总体上也有增长趋势。可以看出我国三个区域的城乡融合水平折线

没有交叉之处，呈现出明显的分层效应。 

（2）城市规模的分层效应 

根据国家城市规模划分标准：城区人口超过 1000 万的为超大城市，500-

1000 万的为特大城市，300-500 万的为 I 型大城市，100 万-300 万的为 II 型大

城市， 50 万-100 万的为中等城市，50 万以内的为小城市。 

表 3.6 展示了各城市规模（超大城市、特大城市、Ⅰ型大城市、Ⅱ型大城

市、中等城市、小城市）在 2010 年到 2021 年期间的城乡融合水平。 

表 3.6 各城市规模的城乡融合水平 

年份 超大城市 特大城市 Ⅰ型大城市 Ⅱ型大城市 中等城市 小城市 

2010 0.229  0.239  0.214  0.201  0.193  0.181  

2011 0.235  0.245  0.220  0.205  0.197  0.185  

2012 0.240  0.252  0.226  0.210  0.202  0.192  

2013 0.250  0.253  0.229  0.212  0.203  0.192  

2014 0.249  0.258  0.229  0.215  0.205  0.193  

2015 0.254  0.267  0.234  0.220  0.208  0.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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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3.7  

年份 超大城市 特大城市 Ⅰ型大城市 Ⅱ型大城市 中等城市 小城市 

2016 0.265  0.274  0.240  0.225  0.211  0.199  

2017 0.272  0.283  0.244  0.231  0.213  0.199  

2018 0.282  0.291  0.248  0.237  0.217  0.204  

2019 0.287  0.298  0.254  0.241  0.220  0.208  

2020 0.302  0.309  0.269  0.252  0.230  0.218  

2021 0.314  0.320  0.282  0.259  0.235  0.223  

 

由上表可以看出，超大城市 2010 年的城乡融合水平为 0.229，逐年递增，

到 2021 年增至 0.314。超大城市一直保持较高水平，呈现出显著的增长趋势。

特大城市 2010 年的城乡融合水平为 0.239，随后逐年增加，到 2021 年为

0.320。特大城市在城乡融合水平上表现良好，增长较为稳定。Ⅰ型大城市 2010

年的城乡融合水平为 0.214，后续年份逐渐提升，到 2021 年为 0.282。Ⅰ型大城

市整体上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Ⅱ型大城市 2010 年的城乡融合水平为 0.201，

后续年份逐渐提高，到 2021 年为 0.259。Ⅱ型大城市在城乡融合水平上有明显

的增长。中等城市 2010 年的城乡融合水平为 0.193，随后年份有所上升，到

2021 年为 0.235。中等城市在城乡融合水平上有逐步提高的趋势。小城市 2010

年的城乡融合水平为 0.181，后续年份逐渐升高，到 2021 年为 0.223。小城市的

城乡融合水平也有所增加。超大城市在整个时期内城乡融合水平相对较高，而

小城市则相对较低。这可能与超大城市的先进基础设施、丰富的经济资源以及

更强大的城市管理体系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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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 分城市规模的城乡融合水平折线图 

 

根据分城市规模的城乡融合水平折线图，可以看出城市规模与城乡融合水

平呈正相关关系。从 2010 年到 2021 年，各种城市规模的城乡融合水平均有不

同程度的提高。特别是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在这段时间内呈现出较为显著的增

长趋势，说明这些城市规模较大的地区在城乡融合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展。 

3.2城乡收入差距现状测度及分析 

对我国城乡融合水平进行测度，并分析其演化趋势后，接着对城乡收入差

距的现状及其不平衡性进行分析。首先，对城乡收入差距总体变动趋势进行分

析，以了解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现状。其次，结合 Dagum 基尼系数评估中国

城乡收入差距的异质分化程度。基尼系数范围为 0 到 1，越高表示差距越大。 

3.2.1城乡收入差距不平衡的测度 

（1）测度方法 

本文采用 Dagum 基尼系数分解法对发展水平指数的基尼系数进行定义：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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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式（13）中，G 是总的基尼系数，可以将一个地区划分为 k 个区域以

及 n 个城市， j 表示区域和 h 表示区域的城市个数， jiy 和 hry 分别为 j 区域和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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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任一城市的发展水平指数， y 是各城市发展水平指数的均值。 

G 可以分解为组内系数 wG 、组间系数 nbG 和超变密度系数 tG ： 

w nb tG G G G= + +                     （15） 

j 区域发展水平指数的基尼系数 ijG 是：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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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j 区域发展水平指数内部差距的贡献率是：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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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间的基尼系数值是：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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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间差距的组间系数贡献率是：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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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项对总体差距的贡献是：
1

2 1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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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测度结果 

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总体变动趋势进行分析后，本文继续分析其内部差

异。本文计算全国层面上城乡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结果见表 3.7。 

表 3.7 全国城乡收入差距基尼系数 

年份 城乡收入差距基尼系数 年份 城乡收入差距基尼系数 

2010 0.093  2016 0.100  

2011 0.095  2017 0.104  

2012 0.095  2018 0.107  

2013 0.098  2019 0.106  

2014 0.100  2020 0.106  

2015 0.099  2021 0.111  

 

上表展示了 2010 年到 2021 年间城乡收入差距基尼系数的演变趋势。城乡

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有所波动，整体呈现上升趋势。具体而言，从 2010 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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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3 上升到 2021 年的 0.111。这说明在这段时间内，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全国

范围的不均衡性逐渐凸显，尤其是在近几年。根据前文分析可得，城乡融合水

平在不同区域或城市规模的城市下，具有分层效应，本文继续分析城乡收入差

距的基尼系数在不同区域或城市规模的城市下的演变趋势。 

图 3.8 三大区域内 Dagum 基尼系数演变趋势 

图 3.8 的结果显示三大区域内的 Dagum 基尼系数呈现出明显的分层效应，

西部地区的Dagum 基尼系数最高，东部地区的Dagum 基尼系数最小。东部地

区的基尼系数在 2010 年至 2021 年间保持相对稳定，从 0.034 略微上升至

0.04，变化幅度较小，表明城乡收入差距相对稳定。中部地区的基尼系数在同

一时期内有所增加，从 2010 年的 0.057 上升至 2021 年的 0.071。这表明中部地

区城乡收入差距扩大较为明显。西部地区的基尼系数在 2010 年至 2021 年间持

续上升，从 0.13 增加至 0.154。这显示了西部地区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 

图 3.9 六大城市类型内 Dagum 基尼系数演变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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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结果显示六大城市类型内的 Dagum 基尼系数也呈现出明显的分层效

应。城乡收入差距基尼系数水平最高的城市类型为Ⅰ型大城市，且呈波动上升趋

势，从 0.139 增加到 0.169。其次为小城市，其基尼系数波动较小。排在第三位

和第四位的是Ⅱ型大城市和超大城市，Ⅱ型大城市的波动幅度要更大一些。接着

是中等城市，其基尼系数波动较小，处于中等水平，整体趋势相对稳定。最后

是特大城市，尽管有较大的波动，但基尼系数最低，反映出相对平等的城乡收

入分配。 

关于三大区域和六大城市类型内的 Dagum 基尼系数差异来源，由于其在

2010 年到 2021 年间较为稳定，因此，本文仅汇报其差异来源及其贡献度的平

均值，见表 3.8。 

表 3.8 Dagum 基尼系数差异来源及贡献 

 Between  Overlap  Within  

三大区域内差异来源 0.055  0.021  0.026  

三大区域内差异贡献 54.12% 20.26% 25.62% 

六大城市类型内差异来源 0.024  0.052  0.026  

六大城市类型内差异贡献 23.58% 51.03% 25.39% 

 

表 3.8 报告了城乡收入差距的总体差异来源及其贡献度。首先，看六大城

市类型内的差异来源， Between 部分表示不同城市类型间城乡收入差距的贡

献，为 0.024，占据总差距的 23.58%。Within表示同一城市类型内部的差异对

城乡收入差距的贡献，为 0.052，占据总差距的 25.39%。这可能反映了城市类

型内部的差异。Overlap 表示不同城市类型之间有一定的交叉，导致城乡收入差

距的贡献，为 0.026，占据总差距的 51.03%。这可能表明一些城市类型在某些

方面存在共同的影响因素，共同贡献了城乡收入差距的总体差异。其次，看三

大区域内的差异来源，从对城乡收入差距总体差异贡献程度大小来看，区域间

差异贡献度的平均值为 0.055，贡献了 54.12%，区域内差异贡献度的平均值为

0.026，贡献了 25.62%。这说明城乡收入差距的区域差异主要是三大区域间的

差异造成的，未来需要进一步促进三大区域间城乡收入的的协调发展。 

对于城乡收入差距基尼系数计算的结果表明，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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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具有增长趋势，且在三大区域与六大城市类型内显示出分层效应。值得注意

的是，基尼系数的大小与城区人口数量的大小并非是简单的线性相关关系，这

说明六大城市类型内的收入差距分布皆有其独特性，在研究城乡融合对收入差

距的影响时，也应分别进行检验和分析。 

3.2.2城乡收入差距总体变动趋势 

本文参考邱爽等(2023)的研究，以城乡人均收入比来衡量城乡收入差距，

根据 285 个地级市 2010-2021 年城乡收入差距的数据，绘制散点图 3.10。 

图 3.10 城乡收入差距散点图 

通过分析城乡收入差距数据的散点图，可以直观地得出结论：城乡收入差

距的数值整体是往下移动的，意味着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水平总体上是在减小。

首先，从高值部分看，城乡收入差距的高值部分逐渐往下移动，2010、2014、

2016 与 2017 年中城乡收入差距的高值与其他的数据分离较为严重，但是从

2018 年开始，这个情况逐渐缓和。其次，从低值部分来看，城乡收入差距的低

值部分也在逐渐往下移动，但与其他数据的分离程度一直较为明显。最后，从

整体分层的角度来看，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数据明显被分为四个部分，彼此之

间逐渐靠近且都在往下移动。因此，可以得出结论：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在总体

上是减小的，但其内部存在不均衡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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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城乡融合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实证检验 

对我国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分析表明，我国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在 2010-2021

内呈现上升趋势，本章从城乡融合发展总指数出发，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效

应进行分析，对假设 1 进行检验，并进行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 

4.1变量说明及模型构建 

4.1.1变量说明 

（1）被解释变量，城乡收入差距 ( )Gap ，参考邱爽(2023)等的研究，以城

乡居民人均收入之比来衡量收入差距[54]。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给我国的经济发

展和社会的和谐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城乡收入差距”越大，城乡收入越不

均衡。 

（2）解释变量，城乡融合发展水平 ( )Urbanrural ，使用前文测度的城乡融

合发展水平值。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是一个衡量城乡一体化发展程度的指标，数

值越高表示城乡融合越好。 

（3）控制变量，为尽可能减少遗漏变量带来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参考已有

研究，共选取七个变量[23]：①对外开放程度 ( )Open ，经济条件较优越地区的经

营跨国产品贸易的企业越多，可能为城镇居民提供更好的就业机会进而影响到

城乡收入均衡。以对外投资程度来表示。②地方政府干预程度 ( )Gov ，地方政府

为获得较快的 GDP 增长，可能会投入较多的财政支出进行购买和基础设施建

设，这可能为加快城乡融合和收入均衡。使用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与地区生

产总值的比值来表示政府干预程度。③金融业发展水平 ( )Finance ，可能为城乡

居民提供更安全便捷的理财方式，促进农村居民收入增长。使用各地当年实际

使用外资金额[56]。④人口密度 ( )Density ，人口密度可以反映地区人口分布的紧

密程度，高人口密度通常伴随着更集中的城市化发展。在城乡融合研究中，人

口密度可能与城市化水平和经济活动密切相关。控制人口密度可以帮助排除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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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不同地区人口分布差异而导致的影响，使城乡融合对收入均衡的影响更为准

确。⑤失业人数 ( )Unemploy ，失业人数是衡量就业市场状况的关键指标，直接

影响到个体和家庭的收入水平。失业人数的控制可以帮助排除就业市场波动对

研究结果的潜在干扰，使城乡融合对收入均衡的影响更为可靠。⑥教育水平

( )Edu ，本文以普通高中专任教师数与普通高中在校学生数的比值来度量各省地

级市的教育资源。教育水平通常与个体的收入水平正相关，较高的教育水平可

能意味着更高的技能和知识水平，从而提高了个体在就业市场上的竞争力，有

助于提高收入水平，此外教育水平是一个重要的社会经济发展指标，不同地区

的教育水平差异可能反映出其整体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通过控制教育水平，

可以更好地捕捉城乡融合对收入均衡的独立影响，可以排除这些因素对研究结

论的影响。⑦产业非农水平 ( )Nonagri ，城乡的经济结构差异会导致不同的收入

水平，通过提高农村地区的非农产业比重，可以实现农村经济的转型升级[57]。

非农业产业通常与更高的就业机会和收入水平相关，不同地区可能有不同的经

济发展模式，其中非农业产业在城市地区可能更为发达，考虑到这种地区差

异，选择二三产业增加值占生产总值的比重为控制变量。各变量说明见表 4.1。 

表 4.1 变量说明 

变量类型 名称 符号 含义 单位 

被解释 

变量 
城乡收入差距 ( )Gap  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 % 

解释变量 城乡融合水平 ( )Urbanrural  城乡融合发展指数 % 

控制变量 

产业非农水平 ( )Nonagri  二三产业增加值占生产总值的比重 % 

对外开放程度 ( )Open  货物进口额+货物出口额 亿元 

政府干预程度 ( )Gov  财政一般预算支出/ 地区生产总值 % 

金融发展水平 ( )Finance  
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 / 地区生产总

值 
% 

人口密度 ( )Density  人每平方公里 人 

失业人数 ( )Unemploy  登记失业人数 万人 

教育水平 ( )Edu  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常住人口 % 

本文相关指标的源数据主要选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

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和《中国教育统计年鉴 2001－2021》，中经统计

数据库、EPS 数据库、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以上年鉴中公布的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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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镇、农村分离的分组数据作为基础数据，将城市和镇两部分结合作为反映

城镇地区综合水平的数据。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 4.2，收入均衡和城乡融合发展指数其分布形

态整体符合一般正态分布。从中还可以发现收入均衡的最大值为 3.728，最小值

为 1.080，标准差为 0.429，表明我国各地级市收入均衡即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

相对平衡，最大值最小值相差不大。城乡融合发展指数的最大值为 0.463，最小

值为 0.058，标准差为 0.046，这意味着我国各地级市的城乡融合存在着不小的

差异。产业结构、教育资源、基础交通设施、对外开放程度和地方政府干预程

度的标准差不超过 1，金融业发展水平的标准差为 2.061，可见金融业发展水平

数据更为分散。 

表 4.2 描述性统计 

Variable Obs Mean Std.Dev. Min Max 

Urbanrural 3430 0.217 0.046 0.058 0.463 

Gap 3430 2.051 0.429 1.080 3.728 

Nonagri 3336 0.287 0.349 0.001 12.764 

Dens 3424 0.434 0.337 0.004 2.648 

Open 3326 0.150 0.498 0.000 6.416 

Gov 3336 0.234 0.232 0.044 6.041 

Finance 3336 2.815 2.061 0.588 38.237 

Edu 3382 0.018 0.020 0.000 0.128 

Unemploy 3412 0.001 0.012 0.000 0.564 

 

4.1.2模型构建 

为验证城乡融合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本文构建时间固定和个体固定的

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对本文的主要假设 H1 进行检验，具体模型如下： 

𝐺𝑎𝑝𝑖𝑡 = 𝛽0 + 𝛽1𝑅𝑢𝑏𝑎𝑛𝑟𝑢𝑟𝑎𝑙𝑖𝑡+∑𝛽𝑗𝐶𝑣𝑠𝑗𝑖𝑡

7

𝑗=1

+ 𝛾𝑡+𝜇𝑖 + 𝜀𝑖𝑡 

其中，𝑖表示城市，𝑡表示年份，𝐼𝑛𝑐𝑜𝑚𝑒𝑔𝑎𝑝𝑖𝑡为城乡收入差距，

𝐶𝑖𝑡𝑦𝑣𝑖𝑙𝑙𝑎𝑔𝑒𝑖𝑡为城乡融合水平，∑ 𝛽𝑗𝐶𝑣𝑠𝑗𝑖𝑡
7
𝑗=1 为本文所选取的七个控制变量，分

别为产业结构、教育资源、基础交通设施、对外开放程度、地方政府干预程

度、金融业发展水平，𝛾𝑡为时间固定效应，𝜇𝑖为城市固定效应，𝜀𝑖𝑡为扰动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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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构建的前提是解释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均在可以容忍的范围内，一

般认为解释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不应超过 0.65 左右，为验证模型中解释变量之

间是否存在较为严重的多重共线性，表 4.3 汇报了各个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

解释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都较小，模型中不存在较为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表 4.3 相关系数矩阵 

 Gap Urbanrural Nonagri Dens Open Gov Finance Edu Unemploy 

Gap 1       
  

Urbanrural -0.30*** 1      

  

Nonagri 0.02 -0.24*** 1     
  

Dens -0.22*** 0.48*** -0.22*** 1    
  

Open -0.07*** 0.32*** -0.16*** 0.47*** 1   
  

Gov 0.10*** -0.24*** 0.81*** -0.24*** -0.10*** 1  
  

Finance -0.05*** 0.08*** 0.49*** 0.02 0.12*** 0.71*** 1 
  

Edu -0.05*** 0.25*** -0.24*** 0.18*** 0.10*** -0.17*** 0.27*** 1  
Unemploy -0.02 0.01 -0.01 -0.02 0.00 -0.02 -0.02 -0.00 1 

4.2城乡融合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实证分析 

本文选择的计量模型是固定效应模型。在固定效应模型中，假设个体或观

测单位的特征对于解释因变量的变化是固定不变的，而模型的主要关注点在于

解释时间或空间上的变化。固定效应模型会引入个体特征的虚拟变量，以控制

观测单位特有的影响，从而更准确地评估其他解释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 

4.2.1基准回归分析 

考虑到异方差问题对系数估计的有效性的影响，本文对所有的回归结果均

采用了异方差稳健标准误。表 4.4 汇报了城乡融合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回归

结果。从第（1）到第（4）列，分别展示了：随机效应的回归结果、加入城市

固定但未加入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加入控制变量和控制城市固定效应的回归

结果和加入控制变量且控制时间和城市固定效应的回归结果。这四列城乡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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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 ( )Urbanrural 的回归系数均为负向显著，前两列比较发现，城乡融合水平的

系数发生明显变化，说明模型中的个体效应会对解释变量产生的影响不是随机

的；第（2）列和第（3）列比较，城乡融合水平的回归系数变化较大，且模型

的拟合优度提升，说明本文选取的控制变量是有效的；由第（3）列和第（4）

列比较，城乡融合水平的回归系数变化较大，说明有必要控制随着时间变化的

不可观测因素。F 检验的 p 值为 0.000，在 1%的水平下强烈拒绝原假设，因此

认为模型中应存在不可观测的个体效应，即固定效应模型优于混合回归模型。

豪斯曼检验结果显示，卡方统计量为 584.99，在 1%的水平下拒绝原假设，说明

固定效应模型优于随机效应模型。因此本文依照第（4）列回归结果进行定量分

析，在控制所有控制变量和时间、城市固定效应后，城乡融合水平的系数为-

1.092，在 1%的水平下显著为负，说明城乡融合将缩小收入差距。 

表 4.4 基准回归结果 

Standard errors in parentheses，* p < 0.1, ** p < 0.05, *** p < 0.01 

 

表 4.5 是对控制变量的逐一检验。列（1）仅考虑了核心解释变量

 (1) (2) (3) (4) 

 Gap Gap Gap Gap 

Urbanrural -4.175*** -4.560*** -4.254*** -1.092*** 

 (0.105) (0.229) (0.239) (0.233) 

Nonagri 0.082***  0.087*** 0.025*** 

 (0.013)  (0.020) (0.009) 

Open 0.048***  0.047*** 0.041*** 

 (0.013)  (0.017) (0.014) 

Gov -0.071**  -0.077** -0.029 

 (0.030)  (0.037) (0.022) 

Finance -0.011***  -0.011*** 0.000 

 (0.002)  (0.003) (0.002) 

Dens 0.119***  0.135** 0.098*** 

 (0.033)  (0.059) (0.024) 

Unemploy 0.107  0.117*** 0.207*** 

 (0.164)  (0.017) (0.011) 

Edu -1.866***  -2.190*** -0.701** 

 (0.341)  (0.613) (0.321) 

_cons 3.058*** 3.154*** 3.076*** 2.406*** 

 (0.035) (0.055) (0.060) (0.053) 

城市固定 No Yes Yes Yes 

年份固定 No No No Yes 

N 3314 3430 3314 3314 

R2  0.402 0.439 0.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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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banrural ，在不加控制变量的情况下，回归结果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城乡融

合可以降低城乡收入差距，城乡融合水平每提升 1 个百分点，城乡收入差距平

均降低 1 个百分点。第（2）~（7）列展示了控制变量逐一加入模型中的结果。 

表 4.5 控制变量的逐一检验 

 (1) (2) (3) (4) (5) (6) (7) (8) 

 Gap Gap Gap Gap Gap Gap Gap Gap 

Urbanrural -1.000*** -0.975*** -1.011*** -1.032*** -1.032*** -1.080*** -1.079*** -1.092*** 

 (0.226) (0.234) (0.233) (0.236) (0.236) (0.234) (0.234) (0.233) 

Nonagri  0.010*** 0.010*** 0.024*** 0.024** 0.024** 0.024*** 0.025*** 

  (0.004) (0.004) (0.009) (0.009) (0.009) (0.009) (0.009) 

Open   0.041*** 0.041*** 0.041*** 0.042*** 0.042*** 0.041*** 

   (0.015) (0.015) (0.015) (0.015) (0.015) (0.014) 

Gov    -0.026 -0.027 -0.026 -0.027 -0.029 

    (0.017) (0.022) (0.022) (0.022) (0.022) 

Finance     0.000 -0.000 0.000 0.000 

     (0.002) (0.002) (0.002) (0.002) 

Dens      0.099*** 0.099*** 0.098*** 

      (0.023) (0.023) (0.024) 

Unemploy       0.212*** 0.207*** 

       (0.011) (0.011) 

Edu        -0.701** 

        (0.321) 

城市固定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时间固定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_cons 2.432*** 2.422*** 2.423*** 2.428*** 2.428*** 2.396*** 2.396*** 2.406*** 

 (0.050) (0.052) (0.052) (0.053) (0.053) (0.053) (0.053) (0.053) 

N 3430 3336 3326 3326 3326 3326 3326 3314 

R2 0.557 0.559 0.563 0.563 0.563 0.564 0.564 0.566 

Standard errors in parentheses，* p < 0.1, ** p < 0.05, *** p < 0.01 

 

表 4.5 结果表明：第一，在控制变量逐一加入模型中后，回归系数的估计

值均为负，且通过了显著性的检验。第二，从单一控制变量的角度来看，对于

控制变量教育水平 EDU，说明教育水平的提升对缓解城乡收入不平衡具有积极

影响。在列（6）中城乡融合水平每提高 1 个单位，城乡收入差距平均降低 1.08

个单位，说明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对缓解城乡收入不平衡具有积极影响。对于

控制变量Urbanrural ，从第（4）到（8）列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并且随着其

他控制变量的加入，其影响系数有降低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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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稳健性检验 

为避免上述实证分析结果的偶然性，下面对上述结论进行稳健性检验，本

文采取的检验方式为三种，第 1 种稳健性检验方法为剔除省会城市样本，考虑

到省会城市的特殊性，与该省中其他城市相比，其发展具有各方各面的优势，

为了排除省会优势对实证结果的影响，本文剔除了省会城市。第 2 种稳健性检

验方法为双缩尾处理，为了消除异常值带来的影响，分别对所有变量进行前后

1%和 5%水平的缩尾处理。第 3 种稳健性检验方法为更改样本周期，考虑到疫

情对城乡经济发展的影响，本文去掉 2020 年与 2021 年，以展现疫情前城乡融

合对收入差距的影响。表 4.6 中，第（1）列为剔除省会城市样本的回归结果，

第（2）列为双缩尾 1%处理，第（3）列为双缩尾 5%，第（4）列更改了样本

周期，从下表稳健性检验结果来看，城乡融合水平的系数均为负向显著，且在

1%的水平下显著，城乡融合有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效果，稳健性检验通过。 

表 4.6 稳健性检验 

 (1) (2) (3) (4) 

 Gap Gap Gap Gap 

Urbanrural -1.016*** -1.250*** -1.718*** -1.236*** 

 (0.239) (0.232) (0.205) (0.337) 

Nonagri 0.022*** 0.030 0.032 0.023*** 

 (0.008) (0.028) (0.036) (0.008) 

Open 0.019 0.042 -0.004 0.051*** 

 (0.041) (0.038) (0.078) (0.016) 

Gov -0.016 -0.038 -0.128*** -0.027 

 (0.023) (0.034) (0.049) (0.021) 

Finance -0.002 0.002 0.005 -0.000 

 (0.002) (0.003) (0.004) (0.002) 

Density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Unemploy 0.218*** -16.693 7.027 0.343*** 

 (0.010) (17.125) (26.944) (0.045) 

Edu -0.620* -0.874*** -0.661* -0.167 

 (0.350) (0.337) (0.383) (0.438) 

城市固定 Yes Yes Yes Yes 

时间固定 Yes Yes Yes Yes 

_cons 2.391*** 2.431*** 2.470*** 2.380*** 

 (38.292) (32.274) (39.400) (25.857) 

N 1974 3314 3314 2824 

R2 0.528 0.489 0.527 0.463 

Standard errors in parentheses，* p < 0.1, ** p < 0.05, ***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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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内生性检验 

模型中可能存在遗漏变量的问题从而违反系数估计的一致性，导致系数估

计结果是有偏的。下面采用工具变量法以解决模型中遗漏变量所导致的内生问

题。现有文献对城乡融合的定量研究较少，本文对于工具变量的选取未能有文

献参考依据，因此本文直接选取了城乡融合水平的滞后一阶到三阶作为其自身

的工具变量，依据如下：（1）从工具变量相关性的假定出发，城乡融合水平的

滞后阶必然和其自身具有较强的相关性。（2）从外生性的角度出发，滞后的城

乡融合水平与当期的扰动因素必然无法产生相关性，即当期扰动项不可能影响

到过去的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因此选取城乡融合水平的滞后阶作为工具变量是

满足严格外生的。不可识别检验中 Anderson canon. corr. LM 统计量在 1%的水

平下强烈拒绝原假设，说明模型不是不可识别的。Cragg-Donald Wald F 统计量

大于 10%的临界水平，可认为工具变量不是弱工具变量。城乡融合的回归系数

在 1%的水平下显著为负，说明城乡融合将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与前文结果一

致，再次验证了前文结果的稳健性。 

表 4.7 工具变量法回归结果 

变量 Gap 

Urbanrural -3.722*** 

 (0.147) 

Nonagri 0.054*** 

 (0.014) 

Open -0.019 

 (0.012) 

Gov -0.037 

 (0.029) 

Finance -0.007*** 

 (0.002) 

Density 0.000 

 (0.000) 

Unemploy 0.110*** 

 (0.038) 

Edu -1.908*** 

 (0.418) 

Anderson canon. corr. LM statistic 385.759*** 

Cragg-Donald Wald F statistic 2540.057 

N 2484 

R2 0.322 

Standard errors in parentheses，* p < 0.1, ** p < 0.05, *** p < 0.01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城乡融合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 

 

46 

 

根据以上分析，城乡融合水平在全国地级市层面，能够显著缩小城乡收入

差距，且通过了稳健性检验与内生性检验，假设 1 成立。 

4.3城乡融合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异质性分析 

根据第五章的回归结果可知，全国范围内，城乡融合能够显著缩小城乡收

入差距。考虑到各地区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各异，通过评估不同区域城乡融合缩

小收入差距的经济效果，有助于有效地配置资源，实现协同发展的目标。因

此，将从城市异质性的角度分析，对假设 2-4 进行检验。 

4.3.1区域异质性 

本文将我国省份划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以进一步分析地区间的异

质性差异影响结果。分析结果见表 4.8，其中第（1）列为西部地区的回归结

果，第（2）列为中部地区的回归结果，第（3）列为东部地区的回归结果，从

表中可以看出，城乡融合发展对经济均衡的影响确实会存在一定的区域异质性

差异，在西部地区中城乡融合发展的回归系数已达到显著水平，回归系数为-

0.602，东部地区缩小收入差距的效果更明显，回归系数为-3.418，都在 1%的显

著水平为负。 

表 4.8 地区异质性 

 (1) (2) (3) 

 Gap Gap Gap 

Urbanrural -0.602*** -0.749** -3.418*** 

 (0.209) (0.306) (0.714) 

Open 0.046*** 0.004 -0.192 

 (0.014) (0.052) (0.227) 

Gov 0.036 0.007 0.004 

 (0.029) (0.023) (0.035) 

Finance -0.004 0.000 -0.001 

 (0.003) (0.003) (0.005) 

Density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Unemploy 0.198*** -25.657** 61.689 

 (0.013) (12.183) (41.155) 

Edu -0.636 -0.301 -0.854 

 (0.419) (0.515) (1.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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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8  

 (1) (2) (3) 

 Gap Gap Gap 

城市固定 Yes Yes Yes 

时间固定 Yes Yes Yes 

_cons 2.046*** 2.375*** 3.110*** 

 (0.053) (0.071) (0.146) 

N 1176 1152 985 

R2 0.711 0.616 0.464 

Standard errors in parentheses，* p < 0.1, ** p < 0.05, *** p < 0.01 

 

上表说明可能由于地理环境和经济条件的影响，东部地区的城乡融合对收

入均衡的影响相比于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影响更大。区域异质性的分析结果与

前文的理论推导结果基本一致，假设 2 成立。 

4.3.2城镇异质性 

为了进一步验证城乡融合在不同城镇化率地区对收入差距的影响，本文采

用 2021 年的城镇化率的中位数，对样本城市进行分类。分析结果见表 4.9，其

中第（1）列为高城镇率地级市回归结果，第（2）列为低城镇率地级市的回归

结果，在低城镇率的地级市中，城乡融合发展的回归系数达到了显著水平，回

归系数为-1.760，在 1%的水平下显著为负。而在高城镇率的地级市中，城乡融

合发展的回归系数没有低城镇率城市显著，回归系数较小，为-0.794。说明，城

镇化率的高低对城乡融合发展对收入均衡的影响作用是不同的，与低城镇化率

相比，高城镇化率的情况下，城乡融合对收入均衡的影响更大。 

表 4.9 城镇化率异质性 

 (1) (2) (3) (4) 

 Gap Gap Gap Gap 

Urbanrural -0.794** -1.760*** -0.557 -2.211*** 

 (0.376) (0.458) (0.466) (0.409) 

Open 0.045*** -0.129 0.043*** -0.211 

 (0.013) (0.125) (0.015) (0.257) 

Gov -0.153*** 0.010 -0.180*** 0.005 

 (0.057) (0.017) (0.065) (0.026) 

Finance 0.006 -0.001 0.008* -0.001 

 (0.004) (0.002) (0.004) (0.004) 

Density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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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9  

 (1) (2) (3) (4) 

 Gap Gap Gap Gap 

Unemploy 0.073 0.389*** 0.065 0.483*** 

 (0.076) (0.046) (0.067) (0.051) 

Edu -1.144* -0.505 -1.267* -0.631 

 (0.582) (0.463) (0.711) (0.621) 

城市固定 Yes Yes Yes Yes 

时间固定 Yes Yes Yes Yes 

_cons 2.360*** 2.472*** 2.316*** 2.673*** 

 (0.099) (0.097) (0.125) (0.100) 

N 1065 2249 1065 2249 

R2 0.472 0.569 0.437 0.471 

注：Standard errors in parentheses * p < 0.1, ** p < 0.05, *** p < 0.01 

 

因为城乡融合指标体系中含有“城镇化率”，为避免对异质性分析造成误

差。下面对上述结论进行稳健性检验，本文采取的检验方式为在城乡融合水平

的指标体系中删去“城镇化率”。其中第（3）列为高城镇率地级市回归结果，第

（4）列为低城镇率地级市的回归结果。从稳健性检验结果来看，系数变化不是

特别大，但高城镇化率的地区城乡融合水平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系数不显

著，而低城镇化率的地区城乡融合水平的系数仍为负向显著，且在 1%的水平下

显著，因此可以认为低城镇化率的地区城乡融合对缩小收入差距的效果更明

显，稳健性检验通过。城镇化率异质性分析结果与前文的理论推导结果相一

致，假设 3 成立。 

4.3.3规模异质性 

本文采用我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2022 年各地级市的城区人口数据，按照城

区人口规模，分别进行研究。城区人口超过 1000 万的为超大城市，500-1000 万

的为特大城市，300-500 万的为 I 型大城市，100 万-300 万的为 II 型大城市， 

50 万-100 万的为中等城市，50 万以内的为小城市。分析结果见表 4.10，其中第

（1）列为对超大城市（城区人口超过 1000 万）的回归结果，第（2）列为对特

大城市（城区人口在 500 到 1000 万之间）的回归结果，其中第（3）列为对大

城市（城区人口在 100 到 500 之间）回归结果，第（4）列为对中小城市的回归

结果（城区人口小于 100 万）。在超大城市、大城市和中小城市的回归结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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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融合发展的回归系数达到了显著水平，回归系数分别为-1.515、-1.519、-

1.202，分别在 5%、1%和 1%的水平下显著为负。而在特大城市的回归中，城

乡融合发展的回归系数未能达到显著水平，回归系数较小，为-0.833。城市规模

异质性的结果与前文的理论推导结果不一致，假设 4 不成立。 

表 4.10 总规模异质性 

 (1) (2) (3) (4) 

 Gap Gap Gap Gap 

Urbanrural -1.515*** -0.833 -1.519*** -1.202*** 

 (0.481) (0.868) (0.338) (0.203) 

Open 0.044*** 0.081 -0.038 0.077 

 (0.012) (0.142) (0.044) (0.084) 

Gov -0.154 -2.337 -0.001 0.012 

 (0.112) (1.705) (0.068) (0.021) 

Finance 0.025 0.071 -0.002 -0.001 

 (0.016) (0.059) (0.007) (0.003) 

Dens 0.107** -0.580 0.067 0.076 

 (0.053) (0.984) (0.051) (0.100) 

Unemploy -32.536** 1.328 -11.027 0.228 

 (14.021) (64.261) (16.255) (0.144) 

Edu -0.829 -2.069 -0.930 -0.328 

 (1.885) (2.350) (0.583) (0.420) 

城市固定 Yes Yes Yes Yes 

时间固定 Yes Yes Yes Yes 

_cons 2.362*** 2.797*** 2.533*** 2.464*** 

 (0.125) (0.764) (0.092) (0.053) 

N 336 72 768 2138 

R2 0.612 0.750 0.541 0.572 

Standard errors in parentheses, * p < 0.1, ** p < 0.05, *** p < 0.01 

 

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数量都在 20 个以下，但大城市的数量较多，接近

100 个，大城市群体中关于城乡融合对收入增长的影响，可能也有差异，因此

本文进一步分析 I 型大城市（城区人口在 300 到 500 万之间）和Ⅱ型大城市（城

区人口在 100 万到 300 万之间）的差异。分析结果见表 4.11，其中第（1）列为

I 型大城市的回归结果，第（2）列为Ⅱ型大城市的回归结果。由于我国中小城

市的数量更多，为了细致研究大城市中，城乡融合对收入增长的影响，本文进

一步分析中等城市和小城市的差异，第（3）列为中等城市的回归结果，第

（4）列为小城市的回归结果。在Ⅱ型大城市的回归结果中，城乡融合发展的回

归系数达到了显著水平，回归系数为-1.733，在 1%的水平下显著为负。而在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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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大城市的回归中，城乡融合发展的回归系数未能达到显著水平。在中等城市

的回归结果中，城乡融合发展的回归系数达到了显著水平，回归系数为-2.196，

在 1%的水平下显著为负。而在小城市的回归中，城乡融合发展的回归系数没

有中等城市显著。回归结果显示，在超大城市中，城乡融合可以显著缩小城乡

收入差距；特大城市中城乡融合不能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在 I 型大城市

中，城乡融合不能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在 II 型大城市中，城乡融合可以显

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在中等城市中，城乡融合可以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在小城市中，城乡融合能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可以进一步把这六种城市分

为 3 类，第 1 类，城区人口超过 1000 万的为超大城市中，城乡融合可以显著缩

小城乡收入差距；第 2 类，城区人口在 300-1000 万的特大城市和 I 型大城市

中，城乡融合不能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第 3 类，城区人口在 300 万以下的

II 型大城市、中等城市和小城市，城乡融合可以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表 4.11 大城市异质性 

 (1) (2) (3) (4) 

 Gap Gap Gap Gap 

Urbanrural -1.559 -1.733*** -1.825*** -0.958** 

 (0.891) (0.529) (0.409) (0.450) 

Open -0.068 0.046 0.063 0.116 

 (0.052) (0.082) (0.079) (0.094) 

Gov -0.803 0.004 0.066* 0.006 

 (0.621) (0.039) (0.035) (0.023) 

Finance 0.023 -0.003 -0.005 -0.001 

 (0.027) (0.006) (0.003) (0.003) 

Density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Unemploy -15.970 -4.227 6.148 0.236*** 

 (35.270) (14.589) (5.937) (0.017) 

Edu -2.481 -0.712 -0.352 -0.002 

 (2.368) (0.669) (0.498) (0.731) 

城市固定 Yes Yes Yes Yes 

时间固定 Yes Yes Yes Yes 

_cons 2.641*** 2.572*** 2.506*** 2.497*** 

 (0.369) (0.144) (0.104) (0.092) 

N 144 624 1056 1082 

R2 0.660 0.527 0.636 0.530 

Standard errors in parentheses, * p < 0.1, ** p < 0.05, *** p < 0.01 

 

具体分析其原因，第 1 类，超大城市通常有巨大的城市体量，具有更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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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错空间。超大城市中超半数不是省会城市，有更强的经济活力和吸引力，可

能得到更多政府的政策支持和创新机制，。能够更灵活地调整城乡融合政策，以

适应不同层面的发展需求，提高政策的执行效果。城乡融合能够更为深入地促

进资源优化配置，吸引更多农民进入城市工作，提高农民在城市中的就业机

会，从而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第 2 类， 特大城市和 I 型大城市规模虽大，

但城市的经济活力远不如超大城市，多数为省会城市，其发展模式、经济结构

等也具有各自的独特性，城乡融合面临一些更为复杂的挑战，例如土地利用、

资源配置等问题，导致在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上的效果有限。第 3 类，II 型大城

市和中等城市规模适中，虽然城市体量不如前两类城市，但面临的挑战也相对

较小，城乡融合更容易取得平衡。相对较小的城市规模使得资源配置相对灵

活，政策执行相对容易，从而城乡融合能够更为有效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

也要注意，在第 3 类中，人口小于 50 万的小城市没有其他城市显著，小城市可

能面临经济规模较小、产业发展相对滞后、就业机会相对较少等问题，并且由

于资源有限，包括财政资金、人力资源等，导致城乡融合的推进面临一定的困

难，原因归纳见表 4.12。 

表 4.12 城市规模效应 

城区人口分类 能否显著缩小收入差距 原因 

超过 1000 万 能  经济活力很强、政策支持较大、就业机会较多 

300-1000 万 不能  发展模式多样、经济结构复杂、资源配置较弱 

50-300 万 能  城市规模适中、政策执行容易、资源配置灵活 

小于 50 万 能（效果较小）  经济规模较小、产业发展滞后、就业机会较少 

 

总体而言，形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城市的规模、经济结构、资源配置、

政策执行等方面存在差异。城市规模适中、政策执行得当、资源配置灵活的城

市更容易实现城乡融合的效果，促进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而规模庞大、资源

有限或者经济结构独特的城市可能面临更多的挑战，城乡融合效果相对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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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建议与展望 

5.1结论 

本文通过综合研究和实证检验，进一步加深了对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城乡

融合赋能收入均衡的理解，为政策制定和实践提供科学依据，推动中国社会的

可持续发展和人民群众的共同富裕。本文的研究结论如下： 

第一，城乡融合水平的提高可以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第二，城乡融合进程对收入均衡具有区域效应。可能由于地理环境和经济

条件的影响东部地区的城乡融合对经济均衡的影响相比于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

影响更大，具体来看，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城乡融合进程可以显著缩小城乡

收入差距，中部地区的城乡融合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没有显著影响。 

第三，城乡融合进程对收入均衡具有城镇效应。城镇化率的高低对城乡融

合发展和对收入均衡的影响作用是不同的，与低城镇化率相比，高城镇化率的

城市中，城乡融合可以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第四，城乡融合进程对收入均衡具有规模效应。城区人口超过 1000 万的为

超大城市中，城乡融合可以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第 2 类，城区人口在 300-

1000 万的特大城市和 I 型大城市中，城乡融合不能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第

3 类，城区人口在 300 万以下的 II 型大城市、中等城市和小城市，城乡融合可

以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5.2建议 

通过对实证研究的综合分析，可以清晰地看出，城乡融合在缩小城乡收入

差距方面具有巨大的潜力，但其影响机制尚需进一步完善。鉴于城乡关系的演

变以及城乡融合对收入差距的影响，迫切需要加速推进城乡融合进程，并进一

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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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推动城乡人口融合，合理配置农村人力资源 

推动城乡人口融合，首先要加强农村教育资金投入和教师队伍建设，提高

农村青年知识和技能水平，促进农村发展和城乡融合。具体包括：①建设以基

础教育为核心的完善教育体系，向贫困地区和农村地区充分敞开教育资源和学

科课程。建设现代化的远程教育平台，优化教师队伍和教育设施，提高农村地

区教育水平，并培养更多的人才来促进当地经济发动。②提高农村教师的教学

质量和专业素质。鼓励优秀的城市教师来到农村地区授课，结合当地的实际情

况开展教学，引导学生学习实用技能，并引入现代思维、教育理念等，提高农

村教育质量。③推动职业技能教育，加强教育与产业融合，为农村居民提供更

多就业机会。建立与当地产业相结合的职业教育培训基地，为当地居民提供职

业技能教育，并与企业协同，实现人才及时为当地经济发展作出贡献，促进贫

困地区和农村居民就业创业，以增强农村地区的经济实力和吸引力。 

5.2.2推进城乡经济融合，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提高城乡基础设施的共享性与便利性，吸引城市居民返乡就业，促进城乡

流动和交流。具体包括：①加强农村公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改善交通、

灌溉、排水等条件，提高农村生产力水平，吸引城市居民到农村就业或开展商

业活动，促进农村发展和城乡融合。②提高电信和网络覆盖水平，普及宽带和

5G 等新技术，加强农村信息化建设，在教育、医疗、金融等领域实现城乡同步

发展，促进信息共享和经济转型升级。③发展农村集体经济，提高农村居民收

入水平，促进农村经济多元化发展。例如，通过发展农村电商、休闲农业和乡

村旅游等新型经济业态，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和增收渠道，提升农民的综合福利

和幸福感。④加强农村环境治理，改善农村环境质量，促进农村居民健康和安

全。例如，通过加强农村垃圾处理、水源保护、农药残留监管等措施，提高农

村环境卫生水平，改善农民生活环境，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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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促进城乡社会融合，积极改革公共分配政策 

统筹城乡的各类保障制度，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扩大医疗保险的覆盖

面，加大对相对贫困地区的基本医疗补助待遇，提高基层医疗队水平，建立多

层次的城乡养老模式。提高低收入群体的社会保障水平，促进收入均衡和社会

稳定。具体包括：①增加社会保障覆盖面。政府可以适度提高社会保障覆盖的

门槛，使更多的低收入群体能够享受社会保障福利。同时，应当加强对未参保

群体的宣传和引导，提高其参保意识和参保率。②完善社会保障福利内容。除

了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等基本社保福利之外，政府还可以增加其他福利内

容，如住房补贴、子女教育补贴等，以提高低收入群体的生活质量和福利水

平。③建立健全社会救助体系。对于一些特殊困难群体，如残疾人、孤儿、特

困人员等，政府可以建立健全的社会救助体系，为他们提供必要的生活保障和

救助。降低贫困地区税收负担和企业成本，吸引更多企业投资和发展，促进贫

困地区脱贫和经济发展。 

5.2.4提高城乡生态融合，创新城乡绿色发展模式 

创新城乡绿色发展模式，，打破传统城乡发展中的生态与经济之间的矛盾，

实现更为协调和可持续的城乡发展。第一，共建绿色城乡生态，提高城市垃圾

处理率有助于创建绿色城市和生态乡村。通过建设更为先进的垃圾处理设施，

城市和农村的环境质量都将得到提升，促使城乡之间实现更为平衡的生态发

展。第二，实现经济效益双赢，无害化处理城市垃圾的技术推广和应用，将为

农村提供新的经济增长点。例如，垃圾分类、资源回收等产业的兴起，为农民

提供了新的就业机会，有助于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实现农村经济的多元化。

第三，共享生态环境，加强对城乡环境的综合治理，使城市和农村共同分享生

态环境的红利。这有助于城市居民更好地享受乡村风光，同时农村居民也能享

受城市绿地、休闲设施等生态资源，实现城乡生态环境的共融。第四，支持生

态导向的政策，为了推动城乡生态建设朝着一致的方向发展，需要加强生态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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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的政策制定和执行。政府可以通过制定相关法规、提供财政支持等手段，引

导城市和农村共同致力于生态环境的改善和可持续发展。第五，公民参与与生

态教育。通过组织生态教育活动、倡导绿色生活方式，激发公民对生态建设的

关注与参与，形成更为广泛的社会共识，推动城乡生态建设取得新的成就。 

5.2.5助推城乡文化融合，促进多元文化共享传承 

通过支持农村文化活动、传统节庆等形式，提升农村居民文化参与度，保

护和传承乡土文化。通过资助和组织农村文化活动，如戏曲表演、手工艺展

示、传统节庆等，保护和传承当地的乡土文化，同时鼓励创新，使文化更适应

当代农村生活。组织城乡文化交流活动，促进城市和农村居民之间的文化互

动，增进相互了解与认同。创建城乡文化交流平台，通过文艺演出、艺术展览

等形式，将城市文化带到农村，也鼓励农村居民参与城市文化活动，促进城乡

居民之间的文化互通。鼓励农村文化产业的发展，例如乡村旅游、手工艺品制

作等，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同时促进文化与经济的融合。建立农村特色图书

馆，将图书馆打造为城乡文化融合的中心，既提供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交流的

平台，也充实农村居民的知识储备。图书馆可以收藏反映当地历史、风土人

情、传统手工艺等方面的书籍，以弘扬和传承本地文化；提供数字化资源，包

括电子书、在线期刊等，使农村居民能够随时随地获取知识，促进信息的快速

传递；开展读书活动，邀请作家、学者等来图书馆举办讲座，促进知识的交流

与分享，同时培养农村居民的阅读兴趣。收藏关于现代农业、科技农业等方面

的书籍，提供实用性强的农业知识，帮助农民提高农业生产水平。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城乡融合是一个复杂而长期的过程，需要政府、企

业、社会组织和个人共同努力。在实施城乡融合政策时，需要综合考虑不同地

区的特点和需求，注重可持续发展，避免出现新的不平衡和不公正现象。同

时，还需要加强相关政策的执行力度，建立健全的监督机制，确保城乡融合政

策的有效实施和效果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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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展望 

围绕城乡融合与收入差距，对于未来进一步研究的探索方向，可以考虑以

下两个个方面 

研究方法的深化与拓展。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以考虑采用更为先进的数据

分析方法，如面板数据模型中的空间效应和动态面板数据模型，以进一步提高

研究结果的准确性和可信度。通过这些方法的运用，我们可以更全面地理解城

乡融合与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并深入挖掘其影响机制。同时，还可以拓展研

究领域，探讨城乡发展不平衡对社会稳定、资源配置以及环境可持续性等方面

的影响，从而为构建和谐、均衡的城乡关系提供更为全面的理论支持。 

跨学科研究与政策建议。未来的研究可以加强与经济学、社会学、环境科

学等相关领域的合作，开展跨学科研究，深入探讨城乡融合与收入差距的多维

度影响机制。通过跨学科的合作与交流，可以借鉴其他领域的理论和方法，为

城乡融合发展提供更为全面的视角和解决方案。最后，还可以进一步提出更具

体、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为城乡发展进程中的政策机制提供科学的指导，促

进城乡融合进程更好地服务于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的幸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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