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帅市!H、教育投资对娜乡差距影响前区域差异

张华瑛

(重庆工商大学 长江上游经济研究中心，重庆,400067)

    摘 要:城市化、人均教育投资对降低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从纵向看越来越显著，从横向看在不同发

展水平的地区存在很大的差异。因此，针对不同时期的城市化水平及经济水平，结合地区差异，宜采取不同
的政策。城市化水平对城乡差距影响的区域差异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人均教育投资对城乡差距影响的

区域差异产生的原因主要是国家在各区域的投资规模和结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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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ional difference of the influence of urbanization

  and education investment on urban一rural gap

                                                  ZHANG Hua-ying

    ( Yangize Uprizrr Emnomic Research Center, Chongqing Technology and Blrrinem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67, China)

    Abstracts: From vertical point, the effect of urbanization and per capita education investment on decreasing urban一rural gap“

more and more obvious, however, from horizontal point, the effect is different at different development levels. As a result, the different

policies should be need according to urbanization and economic level at different periods and on the basis of regional difference. Them

are many reasons for the influence of urbanization level on urban一rural gap, the influence of per capita education investment on wban

一rural gap results from different national investment scale and structure at different aur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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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前言

    中国的收人差距问题引起了大量学者的研究兴 今已经进行了三期抽样调查，形成了具有国际影响
趣，国内外学者发表了大量有关论文和著作，从经济 的成果。世界银行也进行了一系列包括大规模数
学、社会学、人口学、政治学等学科以及交叉学科的角 据分析内容的贫困研究项目。联合国大学国际发
度，对中国收人差距问题进行了探讨，成果极为丰富。 展经济学研究院和美国国家研究局都出版了与中
    与收人差距相关的研究包括若干个方面，因而 二.洛:。。，，。。。二“ 二且x rc-，一u-

研究毓J}J}uc一tAJr}uJ"}i}r.c}Ja}}"a .  1 J4},-vuMtJFrrt J/1̀I"J nJ'uJ1LIE7Ko  3_WMff_1Z9男坚人”配和贫困间题相关的大量著作和工作几兮悦少J厂竹了兰几_口二丫罗厂叼丫竺广二，一J，，了分协 论文。

r_YJ3.1/\甘tr,/N  riJJ.l/\A轰Lrr}-oc嘿以,-rr}}   ""-- 'erIJL者对各种造成不平等因‘进行分解，尝试
区划分或以省、县划分的地区差距问题等。研究方 -，/L二’，」曰lj件二，··二曰示、二JJ IOr,TaMW
*卜*::。、、干，。。。。 W 11b; r"、二!，、，、， 从构成收人差距指标的不同成分中寻找造成不平法上也从定性为主的价值讨论，逐渐深人到以大规 “，l勺”协、二~1. .1.1，一。，刀。T J}.J.rJen,"i} 1
模调查和使用国家统计局有关调查的大样本数据 等和贫困的重要因素。例如，有的研究分解了反映
为依据进行的定量研究。比较著名的研究项目，如 地区差距的泰尔指数，发现东部与中西部地区之间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收人分配课题组，迄 的差距对中国改革以来出现的地区城乡差距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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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了主要的贡献(林毅夫等，1998)['1。从新古典
增长理论的框架来看，这种现象反映了一种俱乐部

趋同(蔡防、都阳,200())[2)。古斯塔夫森和李实等
人(Custafsson and Li, 2001;李实和岳希明，2004) [s1
的经验研究，也支持了这种判断。

    对城乡差距影响因素的分析，魏尚进等用中国

100个左右的城市数据考察了城乡收人差距的影响

因素，数据显示经济对外开放是有利于缩小城乡收
人差距的。章寄等利用各省1978-1998年的数据，
对中国各省的银行信贷和城乡收人分配之间的关
系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控制其他因素后，以全部

国有及国有控股银行信贷水平所衡量的金融中介
发展显著拉大了城乡收人差距川。
    城市化对城乡收人差距有什么影响?陆铭认

为，城市化对城乡收人差距存在正负双向作用。一
方面，只要存在着城乡期望收人的差距，就会引起

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流动，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

流动将减少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数量，提高农村的劳
动生产率和农民的收人水平石因此城市化对于提

高农民收人与缩小城乡收人差距有着重大的积极
作用。另一方面，城市化进程中往往是较富裕的农

民首先转变成了城市居民，那么，城市化进程就可
能在不改变所有居民的收人的情况下扩大统计上

的城乡收人差距。陆铭、陈钊对1987-2001年间省
级面板数据进行估计，结果显示城市化对降低统计

上的城乡收人差距有显著的作用，而地区间人口户

籍转换、经济开放、非国有化和政府对经济活动的

参与都是拉开城乡收人差距的因素，政府财政支出

的结构也对城乡收人差距有显著的影响。[s1
    总的来说，近年来的研究更多着眼于地区间的

收人差距，城乡收人差距问题并没有被充分地加以
研究，而对于城乡收人差距区域间差异的比较研究

尚不多见。

    二、数据采集、处理和模型的建立

    (一)数据采集和变量选取
    考虑到数据的完整性、可用性和可得性，选取

的时间序列比较短，仅选取2000-2004年的面板数

据，包括31个省、市、自治区的城乡收人差异系数、
城市化水平、人均教育投资。其中城乡收人差异系
数用城镇家庭人均可支配收人与农村家庭人均纯

收人两个收入指标之比来度量，城市化水平则用当
年城镇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代表，教育投资则
用包括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
办学经费、社会捐资及其他教育经费在内的经费代

替。以上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
教育统计年鉴》。在变量选取方面，本文选取城乡

收人差异系数口NXS)为因变量，而城市化率
(SCHL)、人均教育投资(R刀YTZ)作为自变量。

    (二)模型的建立
    本文为探析城市化水平及人均教育投资对城

乡收人差距的影响水平，并比较三大区域该影响水
平的差异，主要是用个体时点双固定效应回归模型

对城乡收人差距与城市化率、人均教育投资的关系
进行定量分析。

    JNXS� _ ai + y,+,B, SCHL+几R刀YTZ + e;,

    其中变量下标i表示不同省市自治区，下标:表
示不同年份;a‘是随机变量，表示对于不同的省份
有i个不同的截距项，且其变化与城市化率和人均

教育投资有关系;，，是随机变量，表示对于，个截面
(时点)有‘个不同的截距项，且其变化与城市化率

和人均教育投资有关系;‘为残差项。上式中参数

Y]诚 最为重要，若'61.几为负，就说明随着城市化
率的增加促进了城乡差距的下降，人均教育投资的
增加也促进了城乡差距的下降。

    三、模型估计和实证结果

    首先对面板数据做序列协整关系检验。考虑
到单位根、协整检验在时间趋势显著时的功效降

低，本文中应用时间序列的去势技术(。“去势)剔

除各个序列存在的确定性趋势。对去势后的面板
数据进行面板单位根检验和面板协整关系检验。

经检验，城市化率、人均教育投资与城乡收人差异
系数存在协整关系。

    从东、中、西三大区域内各省及三大区域之间

来比较分析城市化率和人均教育投资对城乡收人

差异系数的影响，得到的结果分别见表1、表2。回
归方程的拟合优度矿达到80%左右，表明方程的解
释能力较强。D一W值大多数在2左右，表明解释
变量之间不存在明显的相关性，另外，F统计量均通
过检验，说明模型可靠性比较强。

    分析表1可看出，31个省、市、自治区中的大部

分城市化水平的上升都能起到降低城乡差距的作
用，尤其像东部的北京、夭津、广东、黑龙江和中部
河南、安徽以及西部云南、西藏、新疆等省市，城市

化水平提高对降低城乡差距起了极大作用;而东部
上海、浙江、江苏、福建和中部江西、湖北以及西部
内蒙古、重庆、陕西等省市，则似乎存在过度城市化
现象，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没有起到降低城乡差距的

作用，反而使其扩大。笔者认为这些省市的城市化

                                                              15

万方数据



张华瑛:城市化、教育投资对城乡差距影响的区域差异

进程中往往是较富裕的农民首先转变成了城市居
民，那么，城市化进程就可能在不改变所有居民的

收人的情况下扩大统计上的城乡收人差距。

                表1 城市化率、人均教育投资对东中西部地区城乡差距影响的内部各省差异

东部 JNX， 中部 JNXS 西部 乃”

            SCHL 及刀YTZ            SCHL 双刀YTZ             SO几 刀刀吃

北京 一155.6033    0.488170 安徽 一0.248334     -0.366135 内蒙古 0.269431      0.004495

天津 一3698.810     9.968156 河南 一0.250697     -0.006017 广西 -0.014481      0.002229

河北 23.90285  -2.834521 江西 0.050833 一1.929252 重庆 0.198742     -0.001685

上海 448. 6364 一5.150225 山西 一0.032274 一1.831690 四川 0.062202 一0.002038

江苏 211.6065   -4.970638 湖北 0.369851 一3.600873 贵州 一0.170726     0.004922

浙江 13,319..02 一89.98408 湖南 一0.022423 一1.127180 云南 一0.484255     0.005496

福建 541.3786   -7.239525 西藏 -0.207719 一0.000687

山东 137.7110 一3.129071 陕西 0.483903 一0.002045

广东 一141. 5528   0.713519 甘肃 0.157609    -0.000280

海南 60.22263 一3.025013 青海 一0.146905     0.002301

黑龙江 一268. 2122   1.437782 宁夏 一0.000423     0.001002

  吉林 一42.05754 一2.386192 新疆 -0.538257     0.002137

辽宁 一4.925511 一1.392174

    除少数几个省、市、自斌区外，大部分省市区的
人均教育投资的增加均能降低城乡差距。而有些

省市的教育投资增加，却没有起到降低城乡差距的

作用，是因为其大量人才向沿海发达地区甚至国外
流动，使这一作用大大降低，甚至扩大了城乡差距。
    所建模型的回归结果(表2)表明:城市化率每

上升一个百分点，可以使东部城乡差距降低
3.144805个百分点、中部降低0.003504个百分点、
西部降低0.002481个百分点;人均教育投资每增加
1个单位，可以使东部城乡差距降低0.056133个单

位、中部降低0.028024个单位、西部降低0.002516
个单位。显然，东、中、西三大区域城市化率和人均
教育投资在影响城乡差距的效果上存在差异，东部
区域城市化率、人均教育投资的效应最为显著，中
部次之，西部影响最小。

        表2 城市化率、人均教育投资对城乡收入

              差异系数影响的东中西部差异

                  东 部 中部 西 部

                  JNXS       JNXS          JNXS

      CSHL 一3.144805 一0.003504  -0.002481

    RJJYTZ 一0.056133 -0.028024 -0.002516

    四、区域差异产生的原因
    (一)城市化水平对城乡差距影响效应的区域

差异产生原因

    目前城市化研究理论中，一般根据城市化进程
的阶段性特征，将城乡一体化实现程度分为三个阶
段，而各阶段城市化的作用是有差别的(表3)。而
我国城市化进程在东、中、西部存在较大差异，三大
区域城市化水平处在不同阶段，这可进一步解释以

上现象。当然，城市化阶段不同只是众多影响因素
中的一个方面，除此还有很多其他因素，诸如各地

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等都有影响，在此对这些因
素不一一分析。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导致了区域
差异的进一步强化。

    表3 城市化进程各阶段对降低城乡差距的作用

城市化阶段

城市化初期

作 用

(城市化率小于30%)
      城市化中期

(城市化率30%一70%)

    城市化后期

(城市化率70%以上)

城市化作用显著，城市化水平的

提高大大降低城乡收入差距。

城市化作用相对较小。

城市化仍然发挥降低城乡收人

差距的作 用。但 是越 来越 不

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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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人均教育投资对城乡差距影响效应的区
域差异产生原因

    1.国家在各区城投资规模的不同。国家对各区
域的不同投资水平进一步加大了区域差距。以
2004年教育投资为例，在东部地区的投人占总量的
49.55%，在中部地区的投人占总量的19.39%，西
部地区的投人仅占总量的31.07%。无论在总量和
人均占有量上教育投资区域间都存在着相当大差
距。各区域教育投资规模的不同，对各区域的教育
投资效益产生不同的影响，最终影响教育投资降低
城乡差距的效应。

    2.国家在各区域投资结构的不同。以2004年

为例，东部地区高等学校、中学、小学的教育经费比
为1.06:1. 09:1，在校人数比为0. 062: 0. 604: 1，其
人均教育经费支出结构比为17.09:1. 81:1;中部地
区高等学校、中学、小学的教育经费比为1. 59:1. 21

:1，在校人数比为0. 052:0. 59:1，其人均教育经费

支出结构比为30.58:2.05:1;西部地区高等学校、
中学、小学的教育经费比为1.84:0.88:1，在校人数
比为0.05:0.555:1，其人均教育经费支出结构比为
36.8:1.59:1 a (1998年世界发展指标》中指出，高
等、中等、初等三级学生人均教育经费支出结构比，

世界平均水平为3.0:2.7:1，低收人国家平均水平
为12.8:2. 7:1口

    五 、结论

    本文运用个体时点双固定效应回归模型，利用

2000-2004年全国各省市区的面板数据，定量研究
城市化、人均教育投资对降低城乡收人差距的作

用，并分析其区域差异。结果表明，从纵向看，城市

化、教育投资的作用越来越显著;从横向看，城市
化、教育投资作用在不同水平存在很大的差异。所
以，针对不同时期的城市化水平及经济水平，结合
地区差异，宜采取不同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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