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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城乡金融差异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廖杉杉

（重庆社会科学院，重庆 ４０００２０）

摘　要：我国城乡金融差异非常明显，不仅表现在规模和结构方面，效率方面的差异也很显著。通过构
建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利用１９９２—２００９年２９个省区的数据，分析城乡金融差异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结
果表明：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城乡金融规模差异、结构差异和效率差异与城乡收入差距呈正相关关

系，城乡金融差异的扩大将导致城乡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要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不仅需要竭力缩小城

乡金融差异，还需要特别重视农村经济和教育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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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伴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我

国城乡金融差异问题和城乡收入差距问题也越来

越严重。在城乡金融差异方面，目前我国农村平均

每万人银行网点０．３６个，平均每万人金融服务人数
４３人，而城镇在这两个指标上分别是农村的５倍和
７．５倍；农村地区的各项存款余额高达１０．１６万亿
元，但相应贷款余额仅为５．７２万亿元（占全国银行
业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的２２％），大量农村资金
流入城市；不仅如此，城市金融创新快，业务品种丰

富，银行卡、电子银行、代客理财、衍生产品、资产证

券化等新的金融产品层出不穷，基本能够有效满足

城市居民的需求；而目前农村金融只能提供基本的

存、贷、汇“老三样”服务①。在城乡收入差距方面，

１９７８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和城镇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分别为１３３．６元和３４３．４元，２０１０年则
分别为５９１９元和１９１０９元，３１年间，我国城乡居
民收入差距已经由原来的２．５７倍扩大到３．２３倍；
如果考虑到城镇居民享有各种补贴、劳保福利和社

会保障等隐性收入，而农民还需从纯收入中扣除一

部分用于再生产，我国的城乡居民收入实际差距约

为４～６倍②。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活动涉及经济社

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何将日益严峻的城乡金融差

异问题和不可忽视的城乡收入差距问题有机结合

起来，从城乡金融差异的视角来探究城乡收入差距

的原因，寻求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路径，具有重要

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将在分析我国城乡金融

差异基础上，运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城乡

金融差异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进而提出相应的

对策建议，以利于尽快缩小我国城乡收入差距。

二、我国金融的城乡差异分析

１．城乡金融规模差异
关于金融规模（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ｓｃａｌｅ）研究方面的文献

资料极为丰富。其中，在衡量金融发展规模指标方

面，麦氏指标（Ｍ２／ＧＤＰ）和戈氏指标（ｆｉｒ）被大量广泛
使用。然而，麦氏指标（Ｍ２／ＧＤＰ）在使用过程中存在
众多的质疑。比如，国外学者Ｌｅｖｉｎｅ等（１９９８）指出，

麦氏指标不能有效地度量负债的来源和金融系统的

资源配置；国内学者王毅（２００２）、李广众等（２００２）
认为麦氏指标不能准确地度量中国金融发展的规

模。前者质疑麦氏指标在度量金融深化程度上的

准确性，后者认为麦氏指标无法有效地解释中国

Ｍ２／ＧＤＰ偏高的问题。因此，本文采用戈氏指标
（ｆｉｒ）来衡量城乡金融规模。借鉴张杰（１９９５）的做
法，考虑到中国城乡金融的特殊性，计算公式如下：

城镇金融发展规模（ｆｉｒ１）＝城镇贷款／城
镇ＧＤＰ

农村金融发展规模 （ｆｉｒ２）＝农村贷款／农
村ＧＤＰ

全国（ｆｉｒ３）＝全国贷款总额／ＧＤＰ
考虑到统计制度的变化，１９８９年以前农村贷款

按“金融机构农业贷款 ＋乡镇企业贷款”计算，１９８９
年以后的农村贷款按“金融机构农业贷款 ＋乡镇企
业贷款”计算；城镇贷款 ＝全国各项贷款 －农村贷
款。同时，由于没有农村 ＧＤＰ的统计数据，本文按
“第一产业 ＧＤＰ＋乡镇企业增加值”来计算，城镇
ＧＤＰ＝全国ＧＤＰ－农村ＧＤ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
镇和农村金融规模就如图１所示。

由图１可知，１９７８—２００９年，我国金融规模发
展迅速，但城镇金融规模与农村金融规模之间的差

异极为明显。一方面，城镇金融规模发展速度明显

快于农村金融规模发展速度；另一方面，３１年来，农
村金融规模系数始终处于０到０．５之间，而城镇金
融规模系数均在０．７５以上。

２．城乡金融结构差异
金融结构（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研究始于金融结

构论，经过几十年的发展，金融结构的内涵极为丰

富，包括金融总体各组成部分的分布、存在、相对规

模、相互关系与配合的状态等。其中，在金融结构

的定量研究方面，国外学者 ＤｅｍｉｒｇｕｃＫｕｎｔ等
（１９９９）、Ａｌｍａｚａｎ等（２０１０）、Ｋｒｉｓｔｏｆｉｋ等（２００９）分别
从跨国比较等不同视角研究了金融结构问题，国内

学者白钦先等（２００５）从金融资产的角度出发进行
了有益的探索。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被广泛接受

的金融结构衡量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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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我国城乡金融规模差异（１９７８—２００９）

　　本文借鉴王志强等（２００３）的做法，采用非银行
资产占金融总资产的比重来衡量金融结构，即：

城镇金融结构（ｆｉｓ１）＝（非农业类股票筹资额
＋非农业保费收入）／金融总资产
农村金融结构（ｆｉｓ２）＝（农业类股票筹资额 ＋

农业类保费收入）／金融总资产
全国金融结构（ｆｉｓ３）＝（股票筹资额 ＋保费收

入）／金融总资产
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２００１年颁布的

《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分类，本文将农林牧渔业

和食品饮料加工业上市公司筹资额作为农业类股

票筹资额，非农业类股票筹资额则为股票筹资总额

与农业类股票筹资额的差。同时，将金融总资产界

定为对金融部门的总债权和对非金融部门的总债

权之和，前者包括流通中的货币、各项存款、金融债

券、国内保费收入，后者包括各项贷款、国债（内

债）、企业债券、财政借款。由于我国第一只真正意

义上的股票（同人华塑，证
!

代码为 ０００５０９）１９９３
年５月份才诞生，因此，本文从１９９３年开始分析我
国金融结构差异，结果见图２。

图２　我国城乡金融结构差异（１９９３—２０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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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图２可知，１９９３—２００９年，随着我国股票市
场的成长和保险业的发展，城乡金融结构发生了显

著的变化，但城乡金融结构差异仍很明显。一方

面，全国金融结构和城镇金融结构变化的幅度都较

大，这与我国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的宏观经济形势
密切相关。特别是受１９９７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
以及１９９９年我国《证

!

法》的实施，我国股市震动

较大，这在全国和城镇金融结构方面有明显的反

应。另一方面，从我国实际情况来看，由于农业类

上市公司整体发展缓慢，筹资额相对于整个股票市

场的融资额来说极为有限；同时，农业保险发展虽

然也历经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多次发展，但总体状况

并不乐观，农业保费收入占全国各项保费收入的比

重不断萎缩，发展状况很不尽如人意；因此，在金融

资产总量不断增大的同时，农村金融结构整体变动

幅度并不大，其系数与城镇差距十分明显。

３．城乡金融效率的差异
金融效率（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是一个综合性很

强的指标，按照不同金融机构在经济中的作用，可

将其分为三种，即宏观金融效率、微观金融效率和

金融市场效率。在国外，学者们偏重于微观和金融

市场方面的研究，尤其是Ｘ效率和ＤＥＡ方法被大量

运用于评价金融机构微观效率（Ｓｐｉｅｇｅｌｅｔａｌ，２０１０；
Ｂｕｒｋ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０；Ｆｌｅｔｓｃｈｎ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１０；Ａｄａｍｓｏｎ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在国内，学者们的研究则较为零散，比如，
王振山（２０００）、沈军等（２００６）、张杰（２００６）均从不
同的方面对其进行了研究。

从文献资料看，在衡量金融效率方面，学者们

普遍比较注重投入与产出之间的比例关系，即多是

以非国有经济获得银行贷款比例来衡量。要分析

我国城乡金融效率的差异，必须结合我国城镇和农

村金融发展的实际情况，在借鉴上述学者基本思想

的前提下，本文拟以存贷比来衡量城乡金融效

率，即：

城镇金融效率（ｆｉｅ１）＝城镇储蓄／城镇贷款
农村金融效率（ｆｉｅ２）＝农村储蓄／农村贷款
全国金融效率（ｆｉｅ３）＝储蓄总额／贷款总额
城镇和农村贷款的计算方法如上文所述。由

于统计制度的变化，农村存款在 １９８９年前按“国
家银行农业存款 ＋农村信用社全部存款”计算，从
１９８９年起按“金融机构农业存款 ＋农户储蓄”计
算。同时，城镇存款 ＝全国各项存款 －农村存款。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和农村的金融效率如图３
所示。

图３　我国城乡金融效率差异（１９７８—２００９）

　　从图３可以看出，１９７８—２００９年，我国金融效
率显著提高，且自２００３年以来我国农村和城镇金融

效率差距显著缩小，但基于初期发展效率的差异，

城乡金融效率差距还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考虑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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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问题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极端重要性，

１９７８—２０１０年间，中央连续发布１２个关于“三农”
问题的“一号文件”。尤其是２００３年以来，国家开
始推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农村”的发展战

略，将经济发展战略重点确立在农村，有力地推动

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在此过程中，农村金融效率也

迅速提高，有效缩小了城乡金融效率差距。

三、我国城乡金融差异对城乡收入差距

的影响

１．模型设定与指标选择
上述分析表明，我国城乡金融差异是非常显著

的。经济决定金融，金融服务经济；城乡金融差异

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否有影响？如果存在影响

的话，这种影响到底又有多大？特别是考虑到我国

不同省级单位间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差异，有必要

采用省级面板数据来进行实证。基于此，在借鉴国

内外学者们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设定如下动态

面板数据模型：

ｌｎｕｒｉｄｉｔ＝α０＋α１ｌｎｕｒｉｄｉ，ｔ－１＋α２ｌｎｆｉｒｉｔ＋
α３ｌｎｆｉｓｉｔ＋α４ｌｎｆｉｅｉｔ＋α５ｌｎｒｇｄｐｉｔ＋
α６ｌｎｅｄｕｉｔ＋ηｉ＋ξｉｔ

其中，下标ｉ和ｔ分别表示第ｉ个省份和第ｔ年；
ηｉ表示不随时间变化的各省市截面的个体差异；ξｉｔ
表示随机扰动项。各变量的名称及其定义具体解

释如下：

（１）城乡收入差距（ｕｒｉｄ）
从现有文献资料来看，大部分文献采用城镇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人均纯收入的比值来表

示城乡收入差距，但这种方法并没有反映城乡人口

所占比重的变化，与我国的实际情况不相吻合。因

此，本文借鉴王少平等（２００８）的做法，采用泰尔指
数来衡量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ｉ省 ｔ时期城乡收
入差距（ｕｒｉｄ）计算公式如下：

ｕｒｉｄｉｔ＝
２

ｊ＝１

ｐｊｔ
ｐ( )
ｔ

ｌｎ

ｐｊｔ
ｐｔ
ｚｊｔ
ｚ










ｔ

＝ ｐ１ｔ
ｐ( )
ｔ

ｌｎ

ｐ１ｔ
ｐｔ
ｚ１ｔ
ｚ










ｔ

＋ ｐ２ｔ
ｐ( )
ｔ

ｌｎ

ｐ２ｔ
ｐｔ
ｚ２ｔ
ｚ










ｔ

其中，ｊ＝１和 ｊ＝２分别表示城镇和农村地区，ｚ１ｔ和

ｚ２ｔ分别表示ｔ时期的城镇和农村人口数量，ｚｔ表示 ｔ
时期的总人口数量，ｐ１ｔ和 ｐ２ｔ分别表示 ｔ时期城镇和
农村的总收入（用相应的人口和人均收入之积表

示），ｐｔ表示ｔ时期的总收入。
（２）城乡金融差异
本文从规模、结构和效率等三个维度来衡量城

乡金融差异，计算方法如前文所述：

城乡金融规模差异＝城镇金融规模
农村金融规模

＝（城镇贷款／城镇ＧＤＰ）
（农村贷款／农村ＧＤＰ）

城乡金融结构差异＝城镇金融结构
农村金融结构

＝

（非农业类股票筹资额＋非农业保费收入）
金融总资产

（农业类股票筹资额＋农业类保费收入）
金融总资产

城乡金融效率差异＝城镇金融效率
农村金融效率

＝（城镇储蓄／城镇贷款）
（农村储蓄／农村贷款）

（３）控制变量
胡兵等（２００７）认为，１９８５—２００３年，虽然中国

经济增长使农村居民收入增加，大幅度减少了贫

困，但随着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不断拉大，收入不

平等的加剧部分地抵消了经济增长的减贫成效；曹

裕等（２０１０）认为，城乡差距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
期稳定的面板协整关系，城乡收入差距不利于经济

增长；许冰等（２０１０）的研究成果也表明，中国经济
经历了凹性的快速上升到凸性的减速上升，然后又

到凹性的快速上升，最后到凸性的减速上升的“过

山车”模式，目前处于倒Ｕ型的左半部分，表明经济
增长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关系非常显著。也就是

说，经济增长与城乡收入差距密切相关。基于此，

本文以人均ＧＤＰ增长率（ｒｇｄｐ）表示经济增长，将其
作为控制变量引入模型。同时，在参考高梦滔等

（２００６）、陈斌开等（２０１０）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教
育发展水平（ｅｄｕ）也作为控制变量引入模型中，以
教育经费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来表示。

２．数据来源
梁琪等（２００６）的研究表明，中国宏观经济和金

融总量数据“结构断点”大多出现在１９９２年以前，
选择１９９２年以后的面板数据则可以不考虑“结构
断点”问题。因此，本文实证研究数据的时间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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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１９９２—２００９年。由于西藏的数据缺失严重，未纳
入样本范围；重庆１９９７年直辖以后才有相应的统计
数据，故将其并入四川后纳入样本范围，本文最终

实际研究的省级单位为２９个。其中，城乡金融差异
方面的数据来源于《中国农村金融年鉴》、《中国金

融年鉴》、《中国乡镇企业统计资料》和《中经网统计

数据库》；城乡收入差距方面的数据来源于《新中国

六十年统计资料》和《中经网统计数据库》；经济增

长和教育发展水平方面的数据分别来源于《中国统

计年鉴》和相关年份的《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

同时，由于本文样本时间跨度较长，为使不同年份

的数据具有可比性，所有价格度量的指标均采用

ＧＤＰ平减指数剔除物价因素的影响。表１是各指
标的描述性统计量。

表１　各指标的描述性统计量（１９９２—２００９）

变量名称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ｕｒｉｄ ０．９３８ ０．７０１ ０．３５２ ２．１２５

ｆｉｒ ０．５４９ ０．１５１ ０．３１０ １．２１０

ｆｉｓ ０．６１９ ０．５８１ ０．０１０ ０．５５０

ｆｉｅ ０．６０９ ０．３２２ ０．２８０ ０．９１０

ｒｇｄｐ ０．０８５ ０．０２５ ０．０７６ ０．１０１

ｅｄｕ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１ ０．０２６

注：由于我国第一家农业上市公司１９９３年才上市，所以
表１中ｆｉｓ指标１９９２年的数据是用插值法补齐的。

表２　实证模型ＧＭＭ的估计结果

解释变量 ＤＩＦ１（１） ＤＩＦ２（２） ＳＹＳ１（３） ＳＹＳ２（４） ＤＩＦ２（５） ＳＹＳ２（６）

ｌｎｕｒｉｄｉ，ｔ－１
０．８８２６

（０．０８１４）
０．７７８９

（０．０３５１）
０．８８８５

（０．０２１６）
０．８７５１

（０．１４９６）
０．８００６

（１０．１４）
０．８６７９

（７．５９）

ｌｎｆｉｒｉｔ
０．７４０９

（１０．１５）
０．７９６８

（９．５８）
０．７５１２

（１０４．２９）
０．８６３２

（１９．５６）
０．８０２５

（１０．０１）
０．８７０６

（７．５３）

ｌｎｆｉｓｉｔ
０．７２９６
（０．０２６８）

０．８２４６

（０．０１９５）

０．７２３２
（０．０１２６）

０．７６８８

（０．０５５５）
０．８８４１

（１３．９８）
０．８７８５

（５．８８）

ｌｎｆｉｅｉｔ
０．７７０８

（０．０２５８）
０．７６１２

（０．０１３９）
０．７１２２

（０．１１２８）
０．７４１１

（０．２２３１）
０．７８２５

（１０．９８）
０．７５８９

（５．４５）

ｌｎｒｇｄｐｉｔ
０．４５８６

（１９．１７）
０．４８２５

（１１．９６）
０．４６６６

（４．２１）
０．５０４６

（１．４８）
０．４８４８

（９．３９）
０．４７６５

（８．８８）

ｌｎｅｄｕｉｔ
－０．３５２１
（７．１１）

－０．３８４８
（１０．３２）

－０．３６６６
（１１．０８）

－０．１１２６
（９．０８）

－０．３８４７
（９．２８）

－０．１７６１
（７．８５）

常数项
０．５８９６
（３．１９）

０．５８４２

（４．３８）
０．５７７６

（９．２８）
０．５５８９

（８．３６）
０．５８４９

（７．２５８）
０．５７１４

（８．８５）

Ｗａｌｄ检验值 ３４８．６７ １２０６．４８ １３５８．２５ １５５５．８９ １５０８．１９ ２０２０．６９

Ｓａｒｇａｎ检验的ｐ值 ０．００２８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０３３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差分Ｓａｒｇａｎ检验的ｐ值 —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ＡＲ（２）检验的ｐ值 ０．００１３ ０．６９８５ ０．２９４８ ０．３１１６ ０．３４５５ ０．３１０８

注：（１）ＤＩＦ１、ＤＩＦ２分别是Ａｒｅｌｌａｎｏ和Ｂｏｎｄ（１９９１）ＧＭＭ估计方法一步估计和两步估计得到的结果；ＳＹＳ１、ＳＹＳ２分别是
Ｂｌｕｎｄｅｌｌ和Ｂｏｎｄ（１９９８）系统ＧＭＭ估计法一步估计和两步估计得到的结果；其中，ＤＩＦ１、ＤＩＦ２、ＳＹＳ１和 ＳＹＳ２使用
的是各省市１９９２—２００９年的数据进行估计；ＤＩＦ２、ＳＹＳ２使用的是各省市１９９３—２００９年的数据估计的结果。

（２）表中显示为估计参数，系数下方括号内的是标准差。
（３）系数联合显著性Ｗａｌｄ检验的零假设为各解释变量的系数均为零。
（４）Ｓａｒｇａｎ检验的零假设为过度确认是有效的，即工具变量是有效的。
（５）ＡＲ（２）检验的零假设为差分后的残差项不存在二阶自相关，即模型的设定是合理的。

（６）、、分别表示１０％、５％、１％的显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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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实证分析
考虑到我国第一家农业上市公司１９９３年才正

式上市的实际情况，本文采用两组数据来同时对模

型进行估计，即：一是根据１９９３—２００９年的面板数
据，采用插值法补齐１９９２年数据然后运用１９９２—
２００９年的数据来估计模型；二是直接运用 １９９３—
２００９年的面板数据估计模型。表２的检验显示，系
数联合显著性的 Ｗａｌｄ检验值都在１％的水平上显
著；Ｓａｒｇａｎ检验的概率值ｐ说明工具变量是有效的，
即工具变量和误差项是不相关的；ＡＲ（２）检验的概

率值ｐ说明一阶差分后的残差是不存在二阶自相关
的，即本文所设定的模型是合理的。

为了进一步评价估计结果的可靠性和滞后阶

的稳健性，本文采用ＩＰＳ（ＩｍＰｅｓａｒａｎＳｈｉｎ）检验来验
证面板残差是否平稳，以确认 ＧＭＭ估计不是伪回
归的结果。同时，为了增强结果的稳健性，文中将

ＬＬＣ检验和Ｂｒｅｉｔｕｎｇ检验结果一并列入表３中。从
表３中的结果来看，每个模型的面板残差概率值 ｐ
均小于１％，这说明各个面板残差均具有平稳性，上
述估计结果不存在伪回归现象。

表３　面板残差的平稳性检验

ＬＬＣ检验 Ｂｒｅｉｔｕｎｇ检验 ＩＰＳ检验 ＬＬＣ检验 Ｂｒｅｉｔｕｎｇ检验 ＩＰＳ检验

北京
１２．２３５７
（０．００２１）

１１０．２５８７
（０．０００１）

－９．６４９５
（０．００００）

河南
１１０．４４５２
（０．００００）

１２６．３３５７
（０．００１１）

１２．１２１２
（０．００００）

天津
２．００２５
（０．００１４）

－１１．３３６５
（０．００５４）

－３．６９８５
（０．００１７）

湖北
１１２．２２５８
（０．０００１）

７８．８９６２
（０．０００３）

２２．６９０４
（０．００００）

河北
３．２６４１
（０．００４７）

３９．３３６９
（０．００２５）

－１．６５８９
（０．００２２）

湖南
１３．２６５７
（０．００５８）

１７．５５８６
（０．０００１）

１０．２５４８
（０．００００）

山西
２０１．３５６９
（０．０００１）

９．２９８７
（０．００００）

－２．３５６９
（０．００１８）

广东
２．２１５８
（０．００００）

１．２５０８
（０．００４１）

－１１．３５０４
（０．００００）

内蒙古
１１２．２５８７
（０．０００８）

－７１．９９６４
（０．００１４）

－１４．５９８６
（０．００００）

广西
１２．２５８９
（０．０００４）

１１．３４５２
（０．０００２）

７．５５３２
（０．００００）

辽宁
２１３．５４５４
（０．００２２）

１３５．５６８２
（０．０００５）

－５６．２１４８
（０．００５９）

海南
１３．２５５８
（０．０００１）

３３．３５８８
（０．００２５）

２３．５６８７
（０．００００）

吉林
１７．８９３２
（０．０００８）

２２２．３２６９
（０．００００）

２．６３９８
（０．０００９）

四川
１２．２２５６
（０．０００２）

１０．２５８９
（０．００２５）

１１．５８６４
（０．００００）

黑龙江
１４２．５５２４
（０．００８５）

８８５．３５８９
（０．００２１）

２５．６３９８
（０．００６９）

贵州
１２．０８７５
（０．０００２）

１１．３３３６
（０．０００６）

１１．８５６２
（０．０００５）

上海
１０３．２６４１
（０．００００）

５４５．５６８５
（０．０００９）

１１１．１２５８
（０．００００）

云南
２３．２３６８
（０．０００７）

１９．３２３５
（０．００２６）

９．３６５８
（０．０００７）

江苏
１８．２５６８
（０．０００２）

７２１．２７８５
（０．１７８２）

１９．２５６９
（０．００００）

陕西
２２．２６８７
（０．００００）

１９．２３５８
（０．００２５）

１７．６７５４
（０．００２１）

浙江
１８２．２５８７
（０．０００１）

２５１．４５８２
（０．００００）

４２．２４５８
（０．００００）

甘肃
２２．２２２４
（０．０００７）

２１．２３６５
（０．０００３）

１８．２２３６
（０．００９８）

安徽
１２３．２２５８
（０．００２５）

１５８．３７８５
（０．００００）

２１．０２１５
（０．００２４）

青海
２３．２６５４
（０．０００５）

３９．３３２８
（０．００２１）

３３．４４７８
（０．０００５）

福建
１．２７８５
（０．０００１）

５４．５６５８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２５８
（０．００１２）

宁夏
１１２．２１５７
（０．００００）

１１４．２４５８
（０．０００２）

１１１．０００５
（０．００１６）

江西
１４２．１２５８
（０．０００４）

６１．８５２４
（０．００２１）

３．３６９８
（０．００００）

新疆
１９．４５８６
（０．０９５７）

２１．３３４２
（０．００００）

２１．４５８７
（０．０００８）

山东
１３．２２５８
（０．０００１）

９．４５８６
（０．００００）

－１．２０５８
（０．００４５）

总体
７８．２２５４
（０．００００）

６９．７８３１
（０．００２９）

５１．１４４９
（０．００１８）

注：（１）括号中为Ｗ统计量的ｐ值。
（２）受篇幅限制，仅提供１９９２—２００９年这一组数据的面板单位根检验结果；１９９３—２００９年的数据处理结果同样
显示回归结果可靠，不存在伪回归现象，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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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结果讨论
在确保模型设定合理性和工具变量有效性的

基础上，可以对表２中的估计结果进行分析。根据
表２第 １列所汇报的 Ｓａｒｇａｎ检验概率值（ｐ＝
０．００２８）可知，差分 ＧＭＭ工具变量无效，这说明工
具变量与误差项相关或误差项存在异方差的可能；

第２列的检验是为了纠正由异方差所带来的系数估
计偏差问题，ＡＲ（２）的概率值（ｐ＝０．６９８５）表明差
分的误差项存在二阶自相关是不显著的，同时，

Ｓａｒｇａｎ检验的概率值（ｐ＝１．００００）也表明二阶差
分 ＧＭＭ工具变量是有效的。一般来说，当因变量
一期滞后项系数为０．８～０．９时，差分的 ＧＭＭ相对
于系统ＧＭＭ有较大的下偏或者说是存在估计的不
准确性。基于此，通过对比表１中第３列和第４列
Ｓａｒｇａｎ检验和差分 Ｓａｒｇａｎ检验的概率值可知：第４
列，即系统 ＧＭＭ（ＳＹＳＧＭＭ）的估计量具有更好的
一致性和有效性。同理，第６列的估计量比第５列
的估计量也具有更好的一致性和有效性。基于上

述分析，本文选择表２中第４列和第６列的回归结
果来分析城乡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从城乡收入差距滞后项来看，城乡收入差距滞

后项系数均大于０．８５且显著，这意味着城乡收入差
距前期值每增加１％，后一期城乡收入差距就会相
应的扩大０．８５％以上，说明后一期城乡收入差距与
前一期城乡收入差距高度相关。针对我国目前城

乡收入差距日益扩大的现实，虽然我国政府采取了

一系列切实有效的措施，但考虑到前后期城乡收入

差距之间的紧密联系，我国城乡收入差距问题的形

成并非一朝一夕，城乡收入差距在短期之内也是难

以彻底得到有效缓解的，城乡收入差距问题仍然会

是今后我国一段时间内的难点问题。

从城乡金融规模差异来看，城乡金融规模差异

系数均大于０．８５且显著，这意味着城乡金融规模差
异越大，城乡收入差距越大。城乡金融规模差异的

增大意味着城镇贷款额和城镇ＧＤＰ快速增长，而农
村贷款和农村ＧＤＰ增长迟缓，这与我国当前城乡发
展的实际状况是相吻合的。因此，农村金融规模的

扩大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城镇和农村和谐金

融关系的建设对于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具有极其

重要的作用。

从城乡金融结构差异来看，城乡金融结构差异

系数均在０．７５以上且显著，说明城乡收入差距与城
乡金融结构差异显著相关。农业上市公司规模的

壮大和农业保险的发展，有利于扩大农村非银行业

资产占全国金融资产总额的比重，有利于缓解城乡

金融结构差异，对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缩小城乡

收入差距也具有显著作用。

从城乡金融效率差异来看，城乡金融效率差异

系数均大于０．７０且显著，说明城乡金融效率差异系
数每增加 １％，城乡收入差距则会相应扩大至少
０．７０％。考虑到资本使用过程中的安全性、流动性
和营利性要求，当城镇资金使用的效率高于农村的

时候，农村资金就会大量流入城镇，促进城镇经济

的快速发展；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资金需

求则得不到有效满足，农村经济发展滞后，城乡收

入差距也就自然形成。

从控制变量来看，经济增长对城乡收入差距具

有正向影响。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城乡收入

差距虽然在扩大，但是，城镇和农村经济都得到了

快速发展，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

均纯收入迅速提高已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而教育

发展水平差异系数不仅不显著，系数还为负数，但

这并不能说明教育发展水平的差异对城乡收入差

距没有作用。伴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的

发展进步，我国城镇化进程也逐渐加快，农村受过

教育的年轻人绝大多数都流向城镇。也就是说，在

城镇化进程中，农村教育的投入与农村教育产出是

不成正比的，农村教育的外部性极为显著，教育发

展水平的差异并未带来城乡收入差距显著变化。

四、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在分析城乡金融规模、结构与效率差异的

基础上，运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了城乡

金融规模、结构和效率差异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

响。结果表明，在控制其他变量的前提下，城乡金

融规模、结构和效率差异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呈正

相关关系，城乡金融规模、结构和效率差异越大，城

乡收入差距越大。同时还发现，城乡收入差距在一

定程度上受城乡收入差距滞后项、经济发展状况和

教育发展水平的制约。也就是说，基期城乡收入差

距会受到前一期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地区经济发

展水平和教育支出规模也会影响城乡收入差距。

基于上述研究，要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我们认

为政府还需做好下述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要缩小城乡金融差异，加快城市支援农

村、工业反哺农业的力度。重构当前的农村金融组

织架构，建立农村资金回流反哺农村的机制，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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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资源流向农业、农村和农民，支持农村经济的

发展，增加农民收入。要通过对现行信贷制度的创

新，破除信贷需求压抑农村经济发展的制度性根

源，积极探索农村金融资源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新

路径。创新农村信贷工具，尝试新型抵押担保机

制，发展农村金融衍生工具，促进乡镇企业的发展，

增加农民收入（冉光和 等，２０１１；鲁钊阳 等，２０１２）。
需要加快农村金融制度的改革，构建一种稳定而有

效的、能够最大限度凝结不同利益主体共同偏好的

农村金融制度，尽量缩小城乡金融制度之间的差

距，促进农民增收。

二是要正确认识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任务的艰

巨性，加快地方经济的发展步伐，夯实缩小城乡收

入差距的经济基础。一方面，在追求经济总量快速

增长的同时，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步伐，强化自主

创新理念和低碳经济发展理念，加大服务业和文化

产业的发展，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深入实施可持续

发展战略。另一方面，在经济发展的同时，要让发

展成果惠及更多的民众，注重对弱势群体的保护；

特别是需要对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予以高度重视，

缩小城乡各方面的差距。

三是要重视教育事业的发展，加大城乡教育投

入与教育回报之间关系的协调力度。一方面，随着

经济的发展，提高教育经费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

重，强化各级政府对教育事业发展的投入，合理有

效地解决城乡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问题。另一方

面，需要切实有效地引导各层次人才在城镇和农村

之间的有序流动，鼓励大学生返乡创业，加大对农

村实用型人才的培训力度，支持农村经济社会的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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