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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城乡差距呈现出明显的地域特点 ,一方面 ,城乡差距最小的地区基本都位于我国的东部或

东北部 ,而城乡差距最大的地区基本都位于我国的中西部 ;另一方面 ,各地区在城乡差距总指数与类指数之

间都存在明显的不协调性 ,即使是城乡差距最小的地区 ,也有着城乡差距的软肋。因此 ,各地区都不能忽视

其城乡差距的存在 ,应该根据自己的软肋去寻找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一体化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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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s urban2rural gap shows obvious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On the one hand, the areas with smallest gap basically

locate in east part or northeast part of China, but the areas with biggest gap locate in m iddle and west part of China. On the other

hand, there is obvious non2harmonious relation between total index and class index in urban2rural gap in different areas, and the areas

with smallest gap have their defects. Thus, each area should not ignore the existence of the urban and rural gap and should try to find

the measures for shrinking the gap and p romoting urban2rural inte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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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言
国内外理论界对城乡差距的研究由来已久。

德国的费莱堡学派、增长极理论等非均衡发展理论

以及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等都对城乡差距问题

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德国费莱堡学派认为竞争

是市场经济的实质 ,但在市场竞争中 ,不同的竞争

个体会由于先天条件或后天条件的差异 ,而处于相

对强势或相对弱势地位 ,导致竞争双方出现不平

衡 ,市场秩序被打乱 ,从而产生差距 ,
[ 1 ]这种差距需

要采取一定的措施进行调节。增长极理论等非均

衡发展理论认为 ,在某一时段内 ,特别是工业化阶

段 ,城乡差距和区域的发展不平衡是各国工业化进

程中共同存在的现象。[ 2 ]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认

为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 ,城乡差距总是先扩大后缩

小 ,但如果差距过大 ,会不可避免地带来诸多方面

的矛盾 ,应该引起各方面的关注并着手解决。[ 3 ]

国内学者主要从以下三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

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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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分析城乡差距现状。主要从城乡收入差

距、消费差距等入手进行分析 ,通常采用收入差距

指数和基尼系数来衡量城乡收入差距 ,从侧面反映

城乡差距。学者们几乎一致认为我国现阶段城乡

差距过大 ,必须采取有效的措施进行控制。

二是探讨城乡差距的原因。大多数学者认为

造成城乡差距的原因主要有经济发展、国民经济战

略选择、经济体制改革、城乡二元结构等原因。如

金敏将城乡差距归结为生存型、发展型、制度体制

型三个不同的差距类型 ,从收入消费、教育文化、医

疗卫生、社会保障、金融资产、基础设施、制度体制

等方面进行多维度的实证分析 ,为剖析城乡差距产

生的原因提供了一定的现实依据。[ 4 ]

三是提出缩小城乡差距的对策。赵人伟、李

实、王德文等认为只有经济发展了 ,才能为缩小城

乡差距奠定坚实的基础 ;
[ 5 ]林毅夫等认为要通过转

变发展战略、大力发展比较优势产业来缩小城乡差

距 ;
[ 6 ]俞德鹏、郭江平等认为缩小城乡差距 ,必须改

革户籍制度。[ 728 ]

以上研究为我们剖析城乡差距提供了良好的

基础 ,也丰富了城乡差距的研究方法。但现有的研

究仍存在着不足 :一是多着眼于从收入角度来考察

问题 ,很少将城乡收入差距放在城乡整体差距之中

进行讨论 ,有些研究甚至将城乡收入差距与城乡差

距混同为一个概念 ,或者将城乡差距简单化为城乡

收入差距 ,由此导致对城乡差距的分析难以有效深

入 ,相应的对策研究也缺乏针对性 ;二是研究的侧

重点大多停留在国家层面或单个区域内部 ,缺乏在

区域层面的对比分析。

本文正是针对以上两个不足 ,对中国城乡差距

的区域差异进行量化分析比较 ,目的在于根据城乡

差距的内涵从整体上构造全面、系统的城乡差距评

价体系 ,探索中国城乡差距的地域结构关系 ,对比

分析城乡差距的区域差异 ,为地区城乡差距的缩小

提供有效信息 ,为中国区域协调发展和制定相应的

发展策略提供科学的依据。

一、城乡差距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1. 城乡差距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设计原则

(1)以城乡差距的内涵为基础原则。统计指标

虽然是研究现象数量特征和数量关系的 ,但它却是

从确定现象的性质开始的。作为反映城乡差距的

统计指标 ,其内涵必须要符合城乡发展理论的基本

要求。把理论分析和实际情况结合起来 ,有助于我

们更加全面深入地研究问题。所谓城乡差距 ,就是

指农村在社会、经济、文化诸方面落后于城市的情

况 ,也是指农村居民在社会、经济、文化地位上相对

于城市居民低下的情况。因此 ,设计的评价指标体

系要尽可能地反映城乡差距的内涵 ,从不同层次、

不同角度反映我国各地区的城乡差距。

(2)全面性原则。设计的城乡差距综合评价指

标体系在总体上应能够全面反映城乡差距的状况。

我国的城乡差距体现在收入、消费、社会保障、文化

教育、财产等城乡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 ,设计的指

标体系应该对每一个主要方面的城乡差距都能够

测量。

(3)代表性原则。反映城乡差距每一个方面的

可选指标可以有很多 ,我们不可能把它们都放入指

标体系中 ,因此 ,必须在众多的变量中选取尽可能

少的指标 ,选择的指标力求简明、概括并具有代表

性和独立性。

(4)数据的可获取性原则。指标的选择应该易

于数据的采集和应用 ,具有可获取性。一方面 ,数

据要尽量能够在现有的中国统计年鉴或各省市的

统计年鉴上获取 ,或者能够通过各种数据库获取 ;

另一方面 ,如果无法通过二手资料获取 ,运用获取

一手资料的方法得到数据时 ,也应是可以简便、快

捷、经济地获取的数据。

(5)可比性原则。选择的指标要有利于对不同

地区、不同省市的城乡差距进行比较分析。因此 ,

必须充分考虑到各地区在经济结构、自然环境等方

面的差异 ,在具体指标的选择上尽可能地选取具有

共性的指标 ,以保证评价结果的可比性。同时 ,针

对城市和农村计算的同一指标的含义、口径范围、

计算方法等要始终保持一致 ,即每一个差距指标的

分子、分母要具有可比性。

2. 指标体系的初选及检验

(1)指标体系的初选。一般而言 ,反映差距可

以运用相对差异衡量 (如变异系数、加权变异系数、

基尼系数、锡尔系数、比值 ) ,也可以运用绝对差异

衡量 (标准差、极差、差值等 ) ,但最常见的是采用差

值、比值衡量差距。本文全部采用比值衡量城乡差

距。差距指标的值越接近于 1,表示在该项指标上

的城乡差距越小 ;越大于 1,表示在该项指标上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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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农村发展越好 ;越小于 1,表示在该项指标上农村

比城镇发展越好。依据以上原则 ,将城乡差距评价

指标体系划分成五个子系统 ,并逐步细分 ,确定具

体的指标 ,以保证每一方面都可以用具体的统计指

标来描述。五个分类体系及初选指标分别为城乡

收入差距 (含城乡收入比 1个指标 )、城乡消费差距

(含城乡消费水平比、城乡恩格尔系数比 2 个指

标 )、城乡社会保障差距 (含城乡养老保险比、城乡

最低生活保障比和城乡医疗保险率比 3个指标 )、

城乡财产差距 (含城乡财产性收入比、城乡人均储

蓄比、城乡电视机拥有量比和城乡电话机拥有量比

4个指标 )、城乡教育差距 (含城乡教育经费比、城乡

文教娱乐文化支出比、城乡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

比和城乡 15岁以上人口文盲率比 4个指标 )。

(2)对初选指标体系的测验。一是单个指标的

单体测验。对单个指标一一进行有效性测验、正确

性测验和可行性测验。结果发现无法取得或完整

取得计算城乡养老保险比、城乡医疗保险率比、城

乡人均储蓄比和城乡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比所

需的原始资料 ,没有通过可行性测验 ,所以加以剔

除。二是指标体系的整体性测验。整体性测验包

括重要性、必要性和完整性测验。分别采用德尔

菲法和相关系数法进行重要性测验和必要性测

验。结果发现城乡文教娱乐文化支出比与城乡收

入比、城乡文教娱乐文化支出比与城乡教育经费

比呈高度相关 ,没有通过必要性测验。结合重要

性测验和完整性测验 ,剔除城乡文教娱乐文化支

出比指标。

3. 城乡差距评价指标体系框架结构

最终确定的城乡差距评价指标体系由 5个分类

体系构成 ,包括 9个具体指标 ,具体框架见表 1。

表 1　中国城乡差距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分类体系 符号 要素指标 计算方法

城乡收入差距 X1 X11 城乡收入比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城乡消费差距 X2

X21 城乡消费水平比
城镇居民消费水平
农村居民消费水平

X22 城乡恩格尔系数比
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
城市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

城乡社会保障差距 X3 X31 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比
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占非农业人口比重
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占农业人口比重 　

X41 城乡财产性收入比
城镇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
农村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

城乡财产差距 X4 X42 城乡电视机拥有量比
城镇平均每百户电视机拥有量
农村平均每百户电视机拥有量

X43 城乡电话机拥有量比
城镇平均每百户电话机拥有量
农村平均每百户电话机拥有量

城乡教育差距 X5

X51 城乡教育经费比
城镇中小学生生均教育经费
农村中小学生生均教育经费

X52

城乡 15岁以上人口文

盲率比
农村 15岁以上人口文盲率
城镇 15岁以上人口文盲率

二、城乡差距评价方法

1. 赋权方法

理论界对指标的赋权主要有三大类 :一是主观

赋权法 ,该方法具有较大的主观性 ;二是客观赋权

法 ,如主成分分析法、因子分析法、变异系数法、相

关系数法、熵值法等 ,客观赋权法使权数不受评价

主体的主观影响 ;
[ 9 ]三是组合赋权法。本文采用复

相关系数赋权法。相关系数赋权法确定权数的基

本思路为 :根据确定指标权数大小的独立性基本原

73

黄应绘 :中国城乡差距的区域差异量化比较分析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则 ,设指标体系为 X,任意 xi、xj ∈X,若 xi与 xj相关 ,

则说明 xi可以被 xj所解释 ,相关程度越高 , xi被 xj解

释的越多 , xi的独立性越差 ,在指标体系中的作用

也越小。相关系数法就是根据全部指标的相关矩

阵的内部依联结构来确定权系数的一种方法 ,包括

简单相关系数赋权法、偏相关系数赋权法、复相关

系数赋权法等。[ 10 ]

复相关系数是反映某一个变量与其他所有变

量的相关程度的指标 ,它反映了某一个变量与指标

体系中去掉该变量后的子集的相关程度。复相关

系数赋权法的步骤如下 :

第一步 ,用 x( - j)表示从 x1 , x2 , ⋯, xk中剔除 xj后

剩下的 k - 1个变量 ,则 xj与 x( - j)的复相关系数平方

记为 r
2
x j, x ( - j)

。运用相关系数矩阵或者多元线性回归

求得复相关系数 r
2
x j, x ( - j)

。

第二步 , 将求得的复相关系数逆向化 (因为

r
2
x j, x ( - j)

越大 ,说明 xj 被 x( - j)解释得越多 , xj 与 x( - j)

的独立性越差 , xj的权数越小 ) ,令αj =
Maxr

2
x j, x ( - j)

r
2
x j, x ( - j)

。

第三步 ,归一化即得权数 : ωj =
αj

6
k

j =1

αj

。

2. 综合方法

指标权重确定后 ,采用加权算术平均法 ,即用

各单项指标值乘以相应的指标权重 ,加总后即可得

出该地区的整体城乡差距评价值。计算公式为 :

yi =
6 xijw j

6 w j

×100

　　yi 代表 i省市的城乡差距评价值 , xij代表 i省

市第 j个指标的值 , w j 为第 j个指标的权数。 yi 的

值越接近于 100,表示 i省市的城乡差距越小 ;越大

于 100,表示 i省市城镇比农村发展越好 ;越小于

100,表示 i省市农村比城镇发展越好。

三、中国各地区城乡差距实证分析

本研究的基础数据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 》、

《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 》、《中国教育经费年鉴 》

和《中国民政统计年鉴 》,数据时间取 2007年 (教育

数据为 2006年数据 )。本研究的样本地区为全国

31个省市区 (未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

政区和台湾省 ) ,共获得 744个原始数据。

1. 各地区城乡差距综合评价

通过计算得出各地区城乡差距指数及分类指

数的分布情况如表 2所示。表 2数据显示 ,城乡差

距总指数最大的是广西 ,最小的是黑龙江。全国平

均城乡差距总指数为 181. 9,其中有 11个地区超过

了全国平均水平 ,即有 11个省市的城乡差距比全国

平均城乡差距大。

总体来看 ,城乡差距在各地区之间存在着较

大的差异。城乡差距最大的五个地区 (广西、湖

南、重庆、云南、四川 )多处于我国的中西部地区 ,

也是经济欠发达和不发达地区。城乡差距最小的

五个地区 (黑龙江、江苏、北京、吉林、山东 )多处于

我国的东部或东北部 ,也是经济较发达地区。对

城乡差距总指数与人均 GDP进行相关分析 ,发现

二者具有较明显的相关关系 ,这符合通常的城乡

差距理论。

表 2　各地区城乡差距指数分布 (全国平均为 181. 9)

地区
城乡差距

总指数
排名

城乡收入

差距指数排名

城乡消费

差距指数排名

城乡社保

差距指数排名

城乡财产

差距指数排名

城乡教育

差距指数排名

广西 340. 3 1 7 13 22 1 6

湖南 273. 8 2 13 11 2 2 12

重庆 237. 5 3 8 4 7 5 8

云南 232. 8 4 2 15 20 3 7

四川 231. 4 5 16 12 4 6 3

湖北 217. 3 6 19 16 6 4 14

贵州 215. 3 7 1 1 23 9 11

甘肃 206. 2 8 3 2 16 11 10

海南 190. 1 9 18 22 11 8 23

宁夏 186. 9 10 9 8 8 17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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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2

地区
城乡差距

总指数
排名

城乡收入

差距指数排名

城乡消费

差距指数排名

城乡社保

差距指数排名

城乡财产

差距指数排名

城乡教育

差距指数排名

青海 181. 1 11 6 7 15 27 2

福建 179. 0 12 21 25 29 7 21

河南 178. 7 13 17 14 13 12 17

西藏 175. 9 14 5 6 24 10 30

广东 173. 6 15 14 3 30 19 5

安徽 172. 5 16 11 18 9 16 18

内蒙古 170. 5 17 15 9 18 15 22

陕西 167. 2 18 4 10 21 20 13

江西 167. 0 19 22 19 14 13 24

上海 159. 4 20 31 30 26 31 1

山西 157. 3 21 12 17 5 24 27

天津 148. 3 22 29 26 12 25 15

新疆 147. 9 23 10 5 17 26 31

河北 147. 9 24 23 20 19 22 20

浙江 147. 0 25 27 28 31 14 16

辽宁 146. 7 26 25 24 10 23 25

山东 146. 4 27 20 21 25 18 26

吉林 140. 8 28 24 23 1 28 28

北京 136. 1 29 30 31 27 29 4

江苏 133. 8 30 26 29 28 21 19

黑龙江 131. 1 31 28 27 3 30 29

2. 各地区城乡差距聚类分析

为更清楚地了解中国各地区城乡差距的优势

与劣势 ,本研究就城乡差距总指数采用 K2Means聚

类分析方法 ,将 31个地区分为 4类 ,对每一类别进

行特征分析 ,以观察不同地区城乡差距的分布特

征。运用 SPSS进行聚类和单因素方差分析检验 ,得

到的结果见表 3、表 4。表 4表明 ,城乡差距总指数

在不同类间存在着显著差异 , 聚类结果可以说明

问题。

表 3　城乡差距总指数聚类结果 (一 )

1类
北京、天津、河北、山西、辽宁、吉林、黑龙江、上

海、江苏、浙江、山东、新疆

2类 广西

3类 湖北、湖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

4类
内蒙古、安徽、福建、江西、河南、广东、海南、西

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

从表 3可以看出 ,广西比较特殊 ,其城乡差距与

其余省市区相比及其大 ,总指数高达 340. 3,单独聚

为一类 ,而该指数第二大的省的值也只有 273. 8。

表 4　城乡差距总指数聚类结果 (二 )

Cluster Error

Mean Square df Mean Square df
F Sig.

城乡差距

总指数
1. 935 3 0. 016 27 118. 544 0. 000

第一类地区 ,如北京、天津、上海、浙江等多处

在我国沿海经济发达地区 ,这使得政府有经济实力

来着手解决城乡差距问题。除了由于地域和历史

原因形成的经济较发达之外 ,这些地区的政治优势

也很突出 ,国家给予这些沿海地区和经济特区许多

优惠政策 ,必然带动经济的更快更高发展 ,有利于

进一步解决城乡差距问题。所以 ,相对而言 ,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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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地区的城乡差距整体较小。

第三类地区有 5个 ,它们都处于中国的中西部 ,

属于经济不发达或欠发达地区 , 城乡差距相对较

大。一方面 ,经济因素使得这些地区的主要精力放

在发展经济上 ,缺乏能力解决城乡差距问题 ;另一

方面 ,这些地区有较多的国家级贫困县 , 教育“双

基 ”水平很低 ,农业人口所占比例很大 ,劳动生产率

低下 ,这些因素也会影响到城乡差距。

第四类地区有 12个 ,它们的城乡差距处于中等

水平。这些地区在全国的东部、西部、中部、东北部

等各个区域都有分布 ,但中西部居多 ,占了 8个。

四、结论及对城乡一体化的启示

研究结果表明 ,中国地区城乡差距具有两个明

显特征 :一是地区间城乡差距的不均衡性 ,二是地

区内城乡差距的不协调性。

1. 地区间城乡差距的不均衡性

首先 ,前述分析已经表明 ,城乡差距最小的地

区基本都位于我国的东部或东北部 ,而城乡差距最

大的地区基本都位于我国的中西部 ,城乡差距呈现

出明显的地域特点 ,地区间城乡差距具有明显的

差异。

其次 ,找出每个单个指标值最小的 5个地区

(也即在该指标上的城乡差距最小 ) ,认定这些地区

在该指标上具有绝对优势 ,结果放在表 5中。可以

看出 ,拥有绝对优势项的数量存在较大差异。绝对

优势项占指标总数 40%以上的地区有 4个 ,包括黑

龙江、浙江、上海、北京 ,除黑龙江外 ,其余地区都是

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中心地区 ,经济也很发达 ,

城乡差距较小。相反 ,绝对优势项目小于等于 1项

的地区包括甘肃、云南等 19个省市区 ,它们大部分

处于中西部地区 ,经济欠发达 ,城乡差距较大。

2. 地区内城乡差距的不协调性

从表 2可以看到 ,各地区在城乡差距总指数与

类指数之间都存在明显的不协调发展 ,即使是城乡

差距最小的地区 ,也有很大的类指数存在 ,有着城

乡差距的软肋。以城乡差距最小 (城乡差距总指数

排名最后 )的 4 个地区为例 , 其排名位次如图 1

所示。

黑龙江省虽然整体城乡差距最小 ,在城乡财产

差距、城乡教育差距、城乡收入差距等方面具有明

显优势 ,但其城乡社保差距指数排名第 3,具有明显

的劣势。黑龙江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农村养老保

险处处长贾立春认为 :“之所以农村社会养老保险

会陷入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 ,是由于原有的农保制

度设计模式本身存在缺陷 ”[ 11 ]
,这或许可以说明一

定的问题。

表 5　全国各省绝对优势项目分布情况

地区
绝对优

势项数

占全部指标

数的比重 / %

黑龙江 6 66. 67

浙江、上海 5 55. 56

北京 4 44. 44

江苏、吉林 3 33. 33

福建、天津、新疆、陕西、青海、西藏 2 22. 22

甘肃、云南、山东、内蒙古、宁夏、山西 1 11. 11

四川、贵州、重庆、江西、安徽、河南、河

北湖南、湖北、广西、广东、海南、辽宁
0 0. 00

江苏省的城乡差距第二小 ,但其城乡教育差距

却处于中等水平 ,排名第 19位。

北京市在城乡收入差距、城乡消费差距、城乡

财产差距等方面都具有明显优势 ,但其城乡教育

差距却很大 ,排名第 4。从细化指标看 ,北京的城

乡 15岁以上人口文盲率比高达 2. 65。降低文盲

率 ,尤其是农村人口文盲率 ,进而缩小城乡教育差

别 ,是北京目前缩小城乡整体差距必须要做的

事情。

吉林省在城乡教育差距、城乡财产差距等方面

具有明显优势 ,但其城乡社保差距却很大 ,在全国

31个省市中最大 ,排名第 1。所以 ,加大农村社会保

障力度 ,缩小城乡社会保障差距 ,是现阶段吉林缩

小城乡差距的首选措施。

3. 结语及启示

各地区都存在着城乡差距的软肋 ,在大力发展

经济、提高居民收入的同时 ,不能忽视其他城乡差

距 ,各省应该根据自己的软肋去寻找缩小城乡差

距、促进城乡一体化的对策 ,而不应该采取千篇一

律的对策。同时 ,我们还应看到 ,即使是城乡差距

相对最小的黑龙江 ,其城乡差距总指数的绝对值也

不低 ,达 131. 1,全国平均的城乡差距总指数也高达

181. 9,这表明我国城乡差距问题还较严重 ,城乡一

体化的路还较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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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四省市城乡差距总指数及类指数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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