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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１９８５—２０１１年我国２９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分１９８５—１９９４年、１９９５—２００３年、
２００４—２０１１年三个阶段，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虽然１９８５—２０１１年的财
政支出和金融发展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但２００４—２０１１年的财政支出和金融发展与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显著负相关关系，且财政支出对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作用更大，效果更为明显；

１９８５—２０１１年的产业结构优化有利于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增长、对外开放、通货
膨胀和城市化进程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而２００４—２０１１年仅城市化的系数显著为
正。因此，近年来我国积极的财政金融政策对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应将更多的

财政资源用于农业和农村发展，引导金融资源流向“三农”，并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以进一步缩小城乡收

入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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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

成就，１９７８年国内生产总值仅为 ３６４５亿元，２０１２
年已增长到５１９３２２亿元，扣除物价因素，年均实际
增长率约为９．５％，人民生活水平也因此不断得到

提高。但与经济高速增长相伴而生的是城乡居民

之间的收入差距呈现出不断拉大的趋势，有报道显

示，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中期，中国基尼系数为 ０．１６，
２０１２年中国基尼系数已达到０．４７４①，远远超过了
０．４的警戒线，甚至有学者认为中国居民收入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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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的基尼系数２００３年是０．４７９，２００４年是０．４７３，２００５年是０．４８５，２００６年是０．４８７，２０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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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调查，我国２０１２年的基尼系数是０．６１，与统计局的数据差距极大。



尼系数很可能已经超过了０．５，与南美国家的情况
处于同一水平（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８）①。不少学者
（Ｅａｓｔｗｏｏｄｅｔａｌ，２００４；Ｍａｄｄｉｓｏｎ，２００７）认为中国城
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比其他发展中国家要大得

多，如Ｍａｄｄｉｓｏｎ（２００７）就认为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
要比亚洲其他所有国家都大。近些年来社会公平

问题逐步上升为突出的社会经济问题，地区发展不

平衡和城乡发展的不平衡日趋严重，社会成员之间

财富分配差距过大反过来会严重阻碍社会经济发

展的速度，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因此就转变成了

二元经济结构突出的国家所面临的一个不可逾越

的根本性问题。理论逻辑和历史事实无不清楚地

表明，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而推动城乡和区

域之间协调发展，对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始终具有

特殊的重要现实意义（温涛 等，２０１２；王小华，
２０１２）。黄泰岩等（２０１２）指出近年来国内经济学研
究热点排名中，收入分配与收入差距的相关研究成

果数量从２００３年的第１０位上升到了２０１１年的第４
位（仅次于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资本市场和三农

问题的研究）。由此可见，在持续拉大的收入差距

已严重影响到了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和社会的和

谐稳定的情况下，如何加强收入分配的调整以及实

现农民收入倍增计划便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政治

决策的重点和理论研究的难点。财政金融政策一

直都是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其中在收入

分配与收入差距方面也形成了大量的经典文献。

财政支出方面，陶然等（２００７）认为如果地方政
府拥有更大的财政自主权，地方政府将有更强的动

力去帮助所在辖区内包括农村人口在内的贫困人

口，从而缩小城乡差距；金双华（２０１１）指出我国的
财政支出政策是影响地区间经济差距和社会福利

水平差距的重要原因之一，随着区域经济发展不平

衡，财政资源地区间配置不均等问题越发凸显，各

地区人均财政支出的差距持续扩大，发达地区和欠

发达地区的财政能力差距，特别是公共服务能力差

距在扩大；雷根强等（２０１２）的研究表明城市偏向的
财政再分配政策是导致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

重要原因。

金融发展方面，Ｇｒｅｅｎｗｏｏｄ等（１９９０）指出进入
金融市场融资需要支付固定成本，只有富人才有能

力支付该成本以利用金融市场融资并取得高回报，

穷人和富人之间就形成了不同的财富积累速度，因

此，在经济发展的早期，穷人和富人之间的收入差

距会逐渐拉大；随着金融中介的不断发展，穷人的

财富也逐渐得到积累，使其也具备了进入金融市场

融资的能力，这样收入差距将会逐渐缩小。该模型

实际上预言了金融发展和收入差距的关系服从经

典的库兹涅茨倒“Ｕ”型曲线的规律。Ｔｏｗｎｓｅｎｄ等
（２００１）在ＧＪ模型的基础上进行简化和改进，以一
个动态模型讨论了金融深化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指

出金融发展与收入差距的关系遵循库兹涅茨曲线。

Ａｇｈｉｏｎ等（１９９７）从金融市场资金供给方面分析，认
为穷人因为较高的利率而不能在金融市场上取得

融资，但随着富人财富的积累，金融市场资金供给

增加，利率会逐渐降低，最终穷人也得以进入金融

市场，从而收入差距在“滴流效应”下逐渐缩小。

Ｍａｔｓｕｙａｍａ（２０００）从信用市场的需求分析也认为金
融发展和收入分配存在“滴流效应”，他的模型认为

金融市场中的“财富门槛”是内生的，由于穷人的财

富低于这一门槛值，即使能够取得借款也达不到最

低的投资规模，从而被迫成为资金的出借者；财富

的分配在本期影响金融市场的供求，而金融市场的

供求在下一期则影响了财富的分配，经济的动力系

统由市场均衡利率和财富分配的变化来共同推进；

在某些参数既定的条件下，模型分析显示，收入分

配会极化成贫富差距；然而，信用市场增长的需求

最终将推高利率，并因此使得穷人获得高利息收

入，“滴流效应”开始出现并发挥作用，财富差距趋

于收敛。

然而Ｇａｌｏｒ等（１９９３）的模型却得出了相反的结
论，认为在金融市场不完善的情况下，收入差距将

会由于代际馈赠的存在而延续下去，财富差距未必

就会出现收敛的情况。Ｃｌａｒｋ等（２００３）基于全球数
据的经验研究，认为经济结构会影响金融发展对收

入分配的作用，即如果金融发展能促使劳动力更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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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国的收入差距，与世界类似发展水平国家相比，究竟处于什么水平？国家统计局给出了若干国家的基尼系数：２００９年
阿根廷为０．４６、巴西为０．５５、俄罗斯为０．４０，２００８年墨西哥为０．４８，２００５年印度为０．３３。总的看，中国的基尼系数明显高于印
度、俄罗斯，与阿根廷、墨西哥大致相当，明显低于巴西。



易地进入现代产业部门，那么随着现代产业部门比

重的上升，收入差距会拉大，其结果是现代产业部

门比重高、金融发展程度高的经济中，收入差距较

不具备“两高”的经济要大，并没有支持 Ｇｒｅｅｎｗｏｏｄ
等（１９９０）、Ａｇｈｉｏｎ等（１９９７）、Ｍａｔｓｕｙａｍａ（２０００）等的
“倒Ｕ”关系。得出类似结论的还有 Ｊｅａｎｎｅｎｅｙ等
（２００５）、Ｈｏｎｏｈａｎ（２００４）、Ｄｏｌｌａｒ等（２００２）、Ｊａｌｉｌｉａｎ
等（２００１）等。温涛等（２００５）指出中国的金融发展
不仅没有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相反，对农民收入增

长还起到了抑制作用，直接导致了城乡收入差距的

拉大与二元结构的强化。马草原（２００９）利用
１９５２—２００７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对中国城市化进程
中的城乡金融差距和居民收入差距进行了基于

ＶＡＲ的动态检验，结果表明中国城乡金融差距与居
民收入差距具有明显的双向正效应。孙永强等

（２０１１）基于１９７８—２００８年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指
出，对全国而言，长期内金融发展显著扩大了城乡

居民收入差距，且东部地区金融发展拉大收入差距

的效应高于全国水平。

现有的研究充分展示了财政支出、金融发展与

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也为本文提供了充分的理论

借鉴和逻辑起点。然而，既有文献大都从全国层面

单独分析金融发展或财政支出对城乡收入差距的

影响，将两者相结合的研究并不多见；而将中国城

乡居民收入差距分阶段进行研究的文献更少。事

实上，由于中国发展阶段的差异性，分析城乡居民

收入差距的变化不能采取“一刀切”模式（温涛 等，

２０１２）。据此，本研究将运用我国１９８５—２０１１年２９
个省份的面板数据，着重分析财政支出和金融发展

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并进行分阶段的分

析，探讨在不同阶段财政支出和金融发展对城乡居

民收入差距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存在怎样的变化

趋势；同时也引入产业结构调整和城市化等相关变

量进行全面考察；以期能拓展相关研究，并为通过

财政和金融政策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提供政策参考。

二、理论模型

假设社会福利函数由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两

类构成，因此其效应函数可以表示为：

Ｕ＝Ｕａ１＋Ｕ
ａ
２ （１）

Ｕａ１表示城镇居民总效用，Ｕ
ａ
２表示农村居民总

效用，ａ为消费者偏好系数，０＜ａ＜１。城镇居民总

效用和农村居民总效用可以分别表示为：

Ｕａ１＝β
ａ
１ｙ
ａ
１

Ｕａ２＝β
ａ
２ｙ
ａ
２ （２）

假设城镇和农村居民的偏好系数 ａ是相同的，
那么βａ１和β

ａ
２分别表示城镇和农村居民的固定正边

际效用，两者反映城乡居民“享受”各自收入的能

力。国内外相关研究表明，人们“享受”收入的能力

主要取决于消费者的财政资源运用能力、金融资源

运用能力、消费习惯以及文化和民俗等一系列因

素，我们这里主要考虑消费的财政和金融资源运用

能力，前者我们以政府财政预算支出 ＦＩ１、ＦＩ２来代
替，后者我们用城乡金融发展水平 ＦＤ１、ＦＤ２替代。
可得：

β１＝ＦＤ１×ＦＩ１
β２＝ＦＤ２×ＦＩ２ （３）
Ｕ＝Ｕａ１＋Ｕ

ａ
２＝β

ａ
１ｙ
ａ
１＋β

ａ
２ｙ
ａ
２ （４）

假设分配给城乡居民的国民总收入为 ｙ０，在总
预算约束ｙ０下，使社会福利效用最大化，则有：

ｍａｘ
ｙ１，ｙ２
βａ１ｙ

ａ
１＋β

ａ
２ｙ
ａ
２

Ｓ．ｔ　ｙ０＝ｙ１＋ｙ２ （５）
根据式（５），我们可以得出拉格朗日函数：
Ｌ＝βａ１ｙ

ａ
１＋β

ａ
２ｙ
ａ
２＋λ（ｙ０－ｙ１－ｙ２） （６）

对式（６）分别求的ｙ１、ｙ２、λ的偏导数，并令各偏
导为０，则有：

Ｌ
ｙ１
＝ａβａ１ｙ

ａ－１
１ －λ＝０

Ｌ
ｙ２
＝ａβａ２ｙ

ａ－１
２ －λ＝０ （７）

Ｌ
λ
＝ｙ０－ｙ１－ｙ２＝０

城乡居民收入的边际社会福利等于 λ，要求其
二阶条件小于０：

２Ｕ
ｙ２１
＋

２Ｕ
ｙ２２
＝ａ（ａ－１）（βａ１ｙ

ａ－２
１ ＋βａ２ｙ

ａ－２
２ ）＜０

０＜ａ＜１ （８）
如果β值对所有消费者均一致，则对于处于这

个区间的任何ａ值，收入平等目标也都达到了，因此
不存在明显的收入差距。如果 β值不同，收入平等
的程度就与ａ值呈反相关关系，解相应的一阶条件
并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ｙ１
ｙ２
＝ β１
β( )
２

ａ
１－ａ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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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得：

ｙ１
ｙ２
＝ β１
β( )
２

ａ
１－ａ

＝
ＦＤ１×ＦＩ１
ＦＤ２×ＦＩ( )

２
（１０）

由式（１０）可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以及收入是
否平等取决于城乡居民的财政金融资源利用能力。

据此，本文将选择式（１０）建立基本的计量模型。

三、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和实证模型

设定

１．被解释变量
本文采用国内学者（姚耀军，２００５；万广华，

２００６；姚先国 等，２００８）常用的“城乡居民收入比”
来反映城乡居民收入差距（ＧＡＰ）这一指标，城乡
居民收入比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

民人均纯收入之比。从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比值

变化情况看（如图１），１９７８—１９８０年，城乡居民收
入差距在２．５～２．６倍，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城乡的收
入差距几乎都低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但是９０年
代以后，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几乎都超过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末的水平，尤其是２０００年以后，城乡居民
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在２００９年达到最大值３．３３，
然后呈微弱下降的趋势，到２０１２年达到３．１０。如
果把城市和农村家庭获得的隐性收入、地区生活

成本包含在内重新估计，则中国城乡收入之比与官

方的数据相比显著扩大了（Ｌ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０）。从城乡
居民收入差距的绝对值看，１９７８年农村居民人均纯
收入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差 ２０９．８元，
１９９２年突破千元大关，达到１２４２．６元，２０１２年达
到１６６４８元。

图１　１９７８—２０１２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与绝对差距变化趋势（名义值）

资料来源：《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０３—２０１２），２０１２年数据来自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

（２０１２），由作者整理而得。

２．解释变量
财政支出规模（Ｆｉｓｃａｌ），本文用政府财政支出

与ＧＤＰ比值表示，以分析财政支出对城乡居民收入
差距的影响。金融机构信贷规模（Ｌｏａｎ），采用金融
机构年末贷款余额与 ＧＤＰ之比量化。产业结构调
整包括优化和升级两个方面，优化即为合理化

（ＴＬ），升级即为高级化（ＴＳ）；本文的产业结构调整
的两个指标均参照干春晖等（２０１１）的做法进行计
算。城市化进程（ＵＲＢ）采用非农业人口与总人口

的比率进行量化。对外开放程度（Ｏｐｅｎ）以进出口
总额与ＧＤＰ之比量化。ＧＤＰ增长率（Ｇｒｏｗｔｈ）和通
货膨胀率（Ｉｎｆｌａｔｉｏｎ）的折算均采用各自的环比指数
与１００的差除以１００进行量化。

３．数据说明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均来自于《新中国六十年统

计资料汇编》、各省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统计年鉴和《中
国统计年鉴》（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其中 １９８５—２０１０年
的通货膨胀率数据来自 Ｗｉｎｄ资讯，２０１１年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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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中国统计摘要２０１２》。实证分析各变量的描 述性统计如表１所示。

表１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样本数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ＧＡＰ） ７５４ ２．６３４ ０．６８６４ １．１７１ ４．７５９

产业结构合理化（ＴＬ） ７５４ ０．２４４ ０．１４３４ ０．３４３ ０．８８０

产业结构高级化（ＴＳ） ７５４ ０．８６４ ０．３３８５ ０．３４３ ３．２１５

城市化进程（ＵＲＢ） ７５４ ０．３６９ ０．１７４０ ０．１１６ ０．８８８

财政支出（Ｆｉｓｃａｌ） ７５４ ０．１４７ ０．０６４３ ０．０１２ ０．５５０、

金融机构贷款（Ｌｏａｎ） ７５４ ０．９６３ ０．２８０５ ０．４３７ ２．２５２

经济增长率（Ｇｒｏｗｔｈ） ７５４ ０．１１０ ０．０３８３ －０．０２５ ０．４１５

对外开放程度（Ｏｐｅｎ） ７５４ ０．２９６ ０．４５７２ ０．１３７ ３．７１７

通货膨胀率（Ｉｎｆｌａｔｉｏｎ） ７５４ ０．０６５ ０．０７２２ －０．０３２ ０．２９４

４．实证模型
本研究的目的是揭示财政和金融政策与城乡

收入差距的实际关系，考虑到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

因素很多，在这里根据式（１０）先确立一个主变量的
基本模型，然后引入相关控制变量，进一步分析其

他相关变量的影响。为克服计量分析中仅用时间

序列和截面资料不能满足大样本从而降低结论可

信度的困难，本研究采用面板数据分析方法，计量

模型如下：

ＧＡＰｉｔ＝β０＋β１Ｆｉｓｃａｌｉｔ＋β２Ｌｏａｎｉｔ＋ΘＣＯＮ＋μｉｔ
上式中，ＧＡＰｉｔ表示第 ｉ地区第 ｔ年城乡居民收

入差距，Ｆｉｓｃａｌｉｔ表示第 ｉ地区第 ｔ年财政支出，
Ｌｏａｎｉｔ表示第 ｉ地区第 ｔ年金融机构贷款；向量
ＣＯＮ表示其他控制变量，由于影响农村经济发展
的因素较多，很难穷尽所有变量，所以本文只确定

几个主要控制变量：ＴＬｉｔ表示第 ｉ地区第 ｔ年产业
结构合理化，ＴＳｉｔ表示第 ｉ地区第 ｔ年产业结构高
级化，ＵＲＢｉｔ表示第 ｉ地区第 ｔ年城镇化率，Ｇｒｏｗｔｈｉｔ
表示第 ｉ地区第 ｔ年经济增长率，Ｏｐｅｎｉｔ表示第 ｉ地
区第 ｔ年对外开放程度，Ｉｎｆｌａｔｉｏｎｉｔ表示第 ｉ地区第 ｔ
年通货膨胀率。

由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

变化，要真正认识财政和金融政策对城乡居民收入

差距的影响，有必要将进行阶段性研究。一些经济

史专家将中国１９７８年以来的改革进程分为四个阶
段①，由于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因素众多且带有明

显的时代烙印，为了有效地避免研究采取“一刀切”

模式，故本文在前文分析的基础上参照他们的分段

方式，并主要根据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变化的阶段性

特征将 １９８５—２０１１年分为 １９８５—１９９４年、１９９５—
２００３年、２００４—２０１１年三个阶段进行分析，以便对
不同阶段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影响因素变化情况

进行全面对比。为便于分析，下文中统一称１９８５—
１９９４年、１９９５—２００３年和 ２００４—２０１１年分别为第
一阶段、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

四、实证结果分析

在进行面板数据分析时首先应选择合适的模

型，为此进行面板模型的 Ｆ检验，如果 Ｆ值大于临
界值则摒弃混合模型；在此基础上进行 Ｈａｕｓｍａｎ随
机效应检验，如果Ｈ值大于临界值则应选择个体固
定效应模型，否则建立个体随机效应模型。本文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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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经济学家董辅秖（１９９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中，按照经济改革的发展进程将１９７８—１９９９年的中国经济发展分
为经济体制改革探索阶段（１９７６—１９８４年）、经济体制改革全面推进阶段（１９８４—１９９２年）、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
（１９９２—１９９９年）；汪海波（２００８）在《中国现代产业经济史》中，按照中国经济的市场取向将１９７８—２００４年的中国经济发展分
为市场取向改革起步阶段（１９７９—１９８４）、市场取向改革全面展开阶段（１９８５—１９９２）、市场取向改革制度初步确立阶段（１９９３—
２０００）和市场取向改革制度逐步完善阶段（２００１—２００４）。他们的阶段划分方式基本相同。



用ＳＴＡＴＡ１１．２软件对１９８５—２０１１年我国城乡居民
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进行了估计，估计结果表明，

四个面板数据模型（整体样本和三个阶段）影响形

式均为固定效应（见表２）。

表２　模型估计结果

自变量
因变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ＧＡＰ）

模型１（１９８５—２０１１年） 模型２（１９８５—１９９４年） 模型３（１９９５—２００３年） 模型４（２００４—２０１１年）

财政支出
０．７１２１０４９

（２．４１）
－２．７８７８０８

（－４．１２）
４．８０７６０６

（７．５２）
－０．７３３３３３９

（－２．６５）

金融机构贷款
０．６０３１８８５

（８．１６）
０．９５６２１１

（６．６１）
０．１５３６９９６

（１．３８）

－０．１２４７０５３

（－１．７０）

产业结构合理化
１．９８１０７５

（１３．８２）
２．５９９７２１

（８．４３）
０．８９７７４３７

（４．２８）
０．４８５９２８

（３．２０）

产业结构高级化
０．１５７９９０３

（２．４０）
０．２３３１０１２

（１．９２）
０．３４７５８７５

（２．２５）
０．０４１９１２３

（０．５６）

城市化进程
１．９３１６２８

（１３．６５）
１．０８１０２４

（３．７９）
０．７５７０８８８

（２．３５）
１．３０１６２

（３．８４）

经济增长率
２．０２０３９５

（６．４６）
０．２８９３４１８

（０．９５）

－０．２９４３３２１

（－０．３８）

０．７４１２７８４７

（０．１６）

对外开放程度
０．１５１７１５１

（２．７１）
０．１２１８４８８

（１．３４）

０．３８１２０９７

（２．９５）
－０．１１２７８４７

（－１．３３）

通货膨胀率
０．７１２７５９７

（３．９１）
１．２７７７４７

（６．０４）
２．０９５９５７

（７．８７）
－０．３２８４００７

（－０．９７）

常数项
０．３０１６９８６

（３．１４）
０．５６９７５６９

（２．４６）
０．９１００２０８

（４．８２）
２．６０５９１１

（１１．９１）

样本数量 ７５４ ２９０ ２６１ ２０３

Ｒ２ ０．５５８８ ０．６４２１ ０．５６７５ ０．１７３９

Ｆ值 １１３．５３ ５６．７３ ３６．７４ ４２．８７

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 １６６．０７ ５３．７４ ５７．２７ ６５．６０

模型的影响形式 固定 固定 固定 固定

　　注：、、分别表示１０％、５％和１％的显著性水平。

１．１９８５—２０１１年的整体效应分析
整体样本区间内（１９８５—２０１１年），只有产业

结构合理化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具有显著的正向

影响作用，也即是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越高（ＴＬ
值越小，说明产业结构越趋向于合理化），越利于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缩小。而财政支出增加、信

贷扩张、产业结构高级化、城市化进程加快、经济

增长加速、对外开放程度加深和通货膨胀加剧都

显著拉大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以上结论，一方

面与大多数学者关于“中国金融发展显著拉大了

城乡收入差距”（温涛等，２００５；叶志强，２０１１）的论
断一致，另一方面也与黄智淋等（２０１１）关于通货
膨胀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关系的研究结论

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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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分阶段的比较分析
由表２可以看出：（１）政府财政支出在第一阶

段和第三阶段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显著负相关

关系，但是在第二阶段财政支出扩大反而会显著扩

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２）金融机构贷款在第三阶
段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显著负相关关系，与第一

阶段的结果相反，而在第二阶段的影响不显著，说

明现阶段增加金融机构信贷的投放量有利于缩小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３）各个阶段的产业结构优化
均有助于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也即是产业结构

合理化有利于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４）产业结
构高级化在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都显著扩大了城

乡居民收入差距，但是在第三阶段的影响不显著；

（５）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在三个阶段都显著拉大了城
乡居民收入差距①；（６）经济增长率在各个阶段对城
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都不显著；（７）对外开放程
度在第二阶段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正向显著关

系，在第一阶段和第三阶段的影响均不显著；（８）通
货膨胀率在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均与城乡居民收

入差距呈显著正向关系，而在第三阶段的影响不

显著。

可见，在第三阶段（２００４—２０１１年）我国的财政
金融政策均有利于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具体

来看，财政支出的系数绝对值（０．７３３３３３９）远远大
于金融机构贷款（０．１２４７０５３），并且财政支出系数
的显著性（１％）也明显大于金融机构贷款（１０％），
说明近年来我国财政政策对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

距的作用比金融政策更为显著。事实上，这与２００４
年以后国家的财政政策密切相关。据国家统计局

数据，１９７８—２００３年国家财政支出的年均增长率仅
有１４．１８％，但在 ２００４—２０１１年达到了 ２０．２９％；
１９７８—２００３年我国财政支农支出的年均增长率为
１２．２７％，而在２００４—２０１１年达到了２５．９５％。可以

看出，１９７８—２００３年国家财政支农支出的年均增长
率要小于国家财政总支出的年均增长率，而２００４—
２０１１年国家财政支农支出的年均增长率要大于国
家财政总支出的年均增长率。同时，从 ２００４年开
始，中共中央“一号文件”连续八年锁定“三农”，加

大对“三农”的投入力度是众所周知的，如逐步降低

农业税、实施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

予、少取、放活”等方针政策②。总之，近年来，随着

党中央以及社会各界对“三农”问题和产业结构调

整的高度重视，同时为调节收入分配不断增强财政

金融政策的协调配合，使得产业结构在不断趋于合

理化的同时，财政金融政策都有效地缩小了城乡居

民收入差距。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１９８５—２０１１年我国２９个省、市、自治
区的面板数据，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进

行了实证分析，同时根据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变化趋

势进行了阶段划分。研究发现：虽然从１９８５—２０１１
年整体效应来看，财政支出和金融发展与城乡居民

收入差距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但是分阶段结果却显

示，２００４年以来财政支出和金融发展与城乡居民收
入差距呈显著负相关关系，且财政支出对缩小城乡

居民收入差距的作用更大，效果更为明显。因此，

近年来我国积极的财政金融政策对缩小城乡居民

收入差距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同时本文还得出

以下结论：１９８５—２０１１年，产业结构优化有利于缩
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而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增长、

对外开放、通货膨胀和城市化进程与城乡居民收入

差距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而２００４年以来，所选取
的变量当中仅城市化的系数显著为正。可见近年

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日益受到各方重视，并采取积

极措施，相对以往（改革开放初期）在缩小城乡收入

差距方面取得了显著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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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城市化进程加剧了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说明城市化进程并未能在减少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同时提高农村劳动

生产率。当前城市化往往是农村富裕或人力资本较高的群体转移至城市，且转移至城市的农村劳动力往往受到歧视而就职于

非正规部门，劳动报酬远远低于其边际贡献（朱长存，２００９），而城市劳动力则转向了收益相对较高的部门和行业，这在一定程
度上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

温家宝在２０１１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中指出，这些年来，中央集中力量办了很多事关农业农村长远发展的大事、关系农民
切身利益的好事，很多具有划时代和里程碑意义。取消农业税，全国农民每年减轻负担１３３５亿元，开启了农民休养生息的新
时代。实行农业生产补贴，２０１１年中央财政用于种粮农民直接补贴、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和农资综合补贴的支出达到了
１４０６亿元，现在补贴政策已拓展到畜牧业、林业、草原、节水灌溉和农业保险等领域。



基于上述结论，为进一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本文认为：首先，要在城乡统筹配置财政预算，优化

地方财政支出结构。在鼓励地方政府推动当地经

济增长的同时，有效激励其将更多的资源用于农业

和农村发展。其次，在加快金融发展的同时，要引

导金融资源流向“三农”，促进“三农”发展，增加农

民收入。千方百计提高支农财政资金对其他支农

资源的引导带动作用及其使用效率，切实扭转地方

政府在投资、贸易、财政、金融、教育等方面过度的

“城市化偏向”行为，真正落实“工业反哺农业、城市

反哺农村”以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各项支农惠

农政策，加快现代农业发展，培育农村新的经济增

长点，促进农民收入大幅度增长。最后，应加快产

业结构调整，进一步提高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

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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