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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是全球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居民的收入差距过大是经济发

展和社会建设中的突出问题。在社会方面，差异巨大的收入分配现象制使富人越富，

穷人越穷，造成社会怨声四起，相同社会条件下收入差距悬殊，这会使得社会秩序

的紊乱，犯罪分子增加。从经济的角度出发，因为收入分配不平均的情况，城乡收

入差距因此而增大，城乡居民处于两端的资本积累阻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农业是

一个国家产业的基础，如果其没有办法能够加速城市工业化进程，这会对社会经济

的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本文的数据来自于重庆市统计年鉴，利用数据对收入差距变动趋势进行分析，

并且使用各种指标从不同角度表示差距的变动特征。将重庆城乡收入差距与全国整

体水平做出对比，可以得到它的变动趋势与全国整体趋势有很高的相似性，但重庆

市城乡差距是在全国平均水平之上的。本文使用的方法是逐步回归法，协整分析法，

多元线性回归法与误差修正模型，结果显示重庆市城乡收入差距主要有以下影响因

素，农村经济增长速度，金融规模以及居民固定资产投资比。三者中对收入差距有

正向作用的是经济增长速度与城乡固定资产投资比，而有负向作用的是农村金融规

模。得到实证分析结果之后再提出缩小差距的合理对策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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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影响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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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论

1.1  选题背景

改革开放 30多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飞快，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城市与农

村经济也随之发展。但两者发展严重不同步，城市的经济发展速度显著高于农村的

经济发展速度，造成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增大。城乡居民收入的相对差距与绝对差

距均呈现出了增长趋势。这成为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强力阻碍，我国经济发展

重要目标之一就是社会的和谐与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这也是构建和谐社会必不可

少的因素之一。在我国大力提倡科学发展观背景下，研究城乡收入差距问题是当前

经济学界热点问题之一，有非常重大的学术意义。并且研究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扩

大影响因素且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提出合理政策建议与有力措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重庆是一个城市带动农村的直辖市，在我国各省份中有相当典型的城乡二元经

济结构的特征，城乡收入差距显著突出，高于国家平均水平。重庆是我国西部唯一

直辖市，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与经济区位等因素，是国家统筹城乡协调与发展重点

试验区域，并且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首批施行地区。其发展对于承接中国东西区

域经济协调发展有着重要战略地位。所以研究重庆市城乡收入差距是有历史与现实

意义的，研究对影响此类差距扩大的因素就非常重要，且对重庆统筹城乡经济的协

调发展做出切合实际的政策和建议是有重要实践意义的。

1.2研究对象、重点与内容

本文概述性分析了重庆市直辖以来城乡收入绝对差距与相对差距，纵向比较，

且与全国平均水平横向比较，进而分析影响这些差距出现的可能因素，由于搜集数

据较难且考虑到局限性，我们只量化部分的影响因素，通过实证分析选取出显著的

因素，且对主要影响因素做多元线性回归，最终得出每个因素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

程度。本文重点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对选取的影响因素实证分析，二是对影响因素

提出有效的政策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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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本文的结构

本文分成了五章，第一章为总论，概括性的表述了本文的选题背景，研究的内

容，研究的方法和资料来源等。

第二章是关于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理论概述，从国内和国外两方面引用了

研究理论，且对理论做出简单概括与介绍，以便为下面的实证分析做理论铺垫。

第三章是关于城乡收入差距界定指标定义及操作叙述，对重庆 1996~2009年来

的城乡收入差距具体数据比较分析之后，概述居民收入差距大致的变动趋势。并且

从不同方面来分析变动趋势有何特点。

第四章先是对重庆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分类分析，叙述了经济，政治与社

会等方面影响因素，随后根据重庆市统计年鉴的数据，量化主要的影响因素，并通

过逐步回归分析法来选取出较为显著的影响因素，并剔除了不显著的影响因素。构

建出计量经济学模型，并进行多元线性回归，随后对时间序列做 ADF检验和协整检

验。根据实证结果将影响因素分析，得出结论。

第五章是总结研究结论并提出合理政策建议。

1.4资料来源与研究方法

本文数据与资料主要来源于重庆统计年鉴与中国统计年鉴，理论方面资料从网

上下载学术论文与图书馆借阅书籍以及期刊文章等。

本文运用比较分析法，SPSS统计分析法，多元线性回归法，图表分析法和计量

经济学逐步回归分析这几种方法。ADF单位根检验法，误差修正模型分析法，协整

分析法等。

1.5拟解决的问题

重庆市作为我国西部唯一直辖市，经济发展对西部大开发战略有着领头军作用，

大力发展重庆经济因此尤其重要，重庆经济迅速发展，但农村的发展水平很低，并

且在全国平均水平的下方，重庆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不断增大，并且呈递增趋势。

基于此，我们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变得十分重要。

本文先是运用了多种指标分析法来显示重庆城乡收入差距的变动状况，并且分

析了重庆市的城乡收入差距的变动趋势，概括性说明城乡差距形成时的阶段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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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从不同层面来表述造成重庆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并且对各项影响因素做

出比较详细的解释。

通过对重庆直辖之后的统计年鉴上相关数据来量化影响因素，并建立多元线性

回归模型，检验模型之后，进而得到主要的影响因素，正面的影响因素与负面的影

响因素。并且在理论上对这些因素做出合理的解释。

依据模型我们得出的影响因素，对本文做出研究结论之后，再对如何缩小重庆

城乡收入差距提出一系列合理有效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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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章 理论回顾与借鉴

2.1国外对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影响因素的研究

2.1.1物质资本存量差距理论

美国学者罗格纳·纳克斯于 1953年，发表了《不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的著作，

在书中有一个“贫困恶性循环”的理论。站在供给角度，农村的物质资本形成的过

程为一个恶性的循环过程：农民的收入水平低导致他们只能将多数收入用在生活上

的消费，很少用在储蓄上；低储蓄能力使得物质资本匮乏，物质资本也会形成不足，

生产效率会降低。站在需求角度，农村的物质资本形成的过程也是一个恶性的循环

过程：农民收入低导致弱消费水平与购买力；没有足够的购买力导致物质投资不足。

恶性循环由此出现。

2.1.2人力资本存量差距理论

贝克尔从三方面着手概括了城乡收入差距影响因素：一是处在不同的社会阶层

里，人们接受着不同差异的教育水平。差别增大，收入水平差距随之越大；二是教

育费用，包括心理成本与货币成本；三是利率。并且他举例：近一百多年，犹太人

很注重人力资本上的投资，所以他们就有了良好的经济收入。而当他们的家庭有了

充足的收入后，又能够对他们的孩子也进行大量人力资本这方面的投资，因而形成

一种良性循环。

2.1.3“二元”经济结构理论

著名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经济学家威廉·阿瑟·刘易斯（W.A.LewiS）在其

《二元经济论》一书中，第一次创造出二元经济发展模型，他分析解释许多发展中

国家都出现了“二元”经济结构。这个结构指的是许多国家经济结构均由两个不同

经济部门组成：一是传统经济部门。劳动力在这个部门呈现低生产效率，劳动力边

际生产率不高，而剩余劳动力相对较多，但报酬有限；二是现代经济部门。劳动力

在该部门生产效率比较高，而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也比较高，剩余劳动力少，因此

劳动报酬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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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国内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因素研究

根据国内学者研究，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因素大致可概括为四类：人力资本等

要素禀赋因素，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等制度因素，企业，市场等经济发展因素和国家

政策倾向因素。

2.2.1经济结构因素

中国由于长期处于二元经济结构，造成城乡之间分隔发展。这种分隔发展导致

城乡居民间收入差异的形成。陈宗盛认为中国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是形成城乡收入

差距最主要的影响因素。并且指出，只要传统农业就业处在二元经济结构之中，就

很难改善城乡间收入差距。

2.2.2人力资本等要素禀赋因素

这类因素表示决定城市与农村本身发展的要素禀赋，Ripoll and corboda[9]于

2006年通过构造农业与非农业两部门生产函数求解出收入差距与两部门全要素生产

率的关系，结果显示，造成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不是全要素生产率的差异，而是要

素禀赋的差异，特别是农村不高的人力资本。

2.2.3政策等因素

长期以来我国“重城市，轻农村”的政策是致使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

原因。对城乡公共基础设施投资，我国长期以来都采取“城市事政府办，农村事农

民办”政策，国家对城市的资金投入远远高于农村。

造成城乡收入差距增大的另一政策原因是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政策，相比工业

产品，农业产品价格始终偏低。即使农业产品价格有所上升，但速度很慢，上升幅

度不大。农民从农产品涨价中获得的收入被工艺品更大的涨幅抵消了，在实际中就

是农民的名义收入上涨，实际收入却下降。随着城镇化发展，农民的土地正大幅地

减少，很多农民和城市居民一样吃“商品粮”，农民以低收入承受和城市人口相同

的市场价格，收入差距被拉大。

2.2.4企业、市场等经济发展因素

近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对收入差距进行研究的文献较多。Kwong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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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的发展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有很大相关性。实证结果显示农产品市场价格与农

村工业化程度为影响城乡收入差距因素之一，农业生产效率对收入差距并无显著影

响。由此 Kwong认为，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市场因素在于政府重新控制资源分配的

过程。1998年向书坚[13]与李丽从产业发展的角度，对我国 1981~1990年的城乡收

入差距实证分析，结果显示第一产业增加值占 GDP比重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有显著

影响，且该指标对城乡收入造成负方向影响。他们认为，第一产业增加值占 GDP比

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之所以显著，是因为这个指标是一个整合的统计指标。第

一产业增加值的影响因素有很多，如农产品产量、生产成本、价格、乡镇企业发展、

农村劳动力、农业内部的经济结构等，这几个因素同时影响着农村居民收入的整体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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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章 重庆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分析

3.1分析指标

3.1.1指标设计原则

本章从三个角度出发，使用三种指标对收入差距的变化进行表述，其中包括了

城乡居民收入的绝对差和相对差，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和城乡居民基尼系数。用这

三个指标体现城乡收入差距 1996~2009年的变动特征。三个指标的设计均通过采用

专家历来分析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几个方法。

3.1.2指标

用来衡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比较常用的指标有城乡居民收入绝对差，城乡居民

收入相对差，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比较和城乡基尼系数差值法等。

城乡收入差距相对比是经济学界普遍使用的一种衡量城乡收入差距的指标。其

计

算方法如下：

城乡收入相对差=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城乡收入绝对差=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基尼系数差值法[15]是衡量城乡收入差距另一重要指标，计算方法如下

Gd=Iu-Pu=Ir-Pr

Gd——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基尼系数

Iu——城镇居民收入占总收入比重

Pu——城镇居民人口占总人口比重

Ir——农村居民收入占总收入比重

Pr——农村居民人口占总人口比重

通过比较各年恩格尔系数表明城乡居民经济发展差异，并且通过比较城乡居民

恩格尔系数来分析城乡收入差距变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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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相对差距和绝对差距

表 1显示重庆市 1985~2009年城乡收入的相对差距和绝对差距具体数值。通过

数据表明 1985年以来重庆市城乡收入差距整体有上升倾向，仅有个别年份收入差

距是显现异常波动。城乡收入的相对差距 1985~1993年呈上升趋势，1993~1998年

呈下降趋势，1998~2009年又开始增加，除了 2006年。城乡收入绝对差距

1985~2009年都呈上升趋势，年平均增长率为 14%。

表 1

3.3基尼系数体现的城乡收入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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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基尼系数的计算方法可以得到重庆市城乡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由于改革

开放以来，重庆市统计年鉴没有划分城镇和乡村的人口数据，只有根据居民户籍划

分的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这两种划分虽在口径上有一定区别，但两者有很强关

联性，且存在一样的变动趋势。由此我们用其替代乡村人口与城镇人口的数据。收

入采用了城镇居民家庭总收入与农村居民家庭总收入。具体数据如表 2。

表 2

由表 2我们可看出，重庆市的城乡居民差距基尼系数 1985~2009年总体呈上升

趋势。表明重庆市城乡收入差距总体呈扩大趋势。

3.4恩格尔系数体现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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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尔系数是依据恩格尔定律得出的，表示生活水平高低的一个指标。计算公

式如下：

恩格尔系数=食物支出金额/总支出金额

表 3显示了重庆市 1985年开始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具体数值。在经济增长下，

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均呈递减规律，城镇恩格尔系数自 1985年 51.8%到 2009年

37.2%，其减少了 28.2%。农村恩格尔系数自 1985年 63.9%至 49.1%，其减少 23.16%。

说明不管城市还是农村，居民都向越来越美好的生活迈进，离实现小康目标逐渐靠

近，农村恩格尔系数显著高于城镇恩格尔系数，说明农村经济发展水平远远落后城

镇。从整个变动趋势能了解城乡居民贫富差距还相当大。而且没有缩小的趋势，正

在缓慢增长。

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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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变动特征分析

重庆市自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变动趋势总体显示逐渐上升的倾向，

但是它的变动倾向有不同阶段的特征。如图 1，图 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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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阶段，1985年~1993年，重庆市城乡收入差距总体显示逐渐上升的倾向，

相对差距从 1985年 2.5增加到 1993年 3.72，年增长率为 5.1%。而绝对差距自

1985年 487.16元增加到 1993年 2032.54元，年增长率是 19.5%。其原因是，首先，

国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形成，城乡资源配置在市场机制下向城市集中，城

市经济快速增长，农村发展慢，使得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城乡收入差距增大。

第二阶段，1993年~1998年，城乡收入绝对差距虽呈缓慢增长趋势，但增长水

平明显低于第一阶段，从 1993年 2032.54元到 1998年 3641.67元，年增长率为

15.7%。较第一阶段增长率低接近 4个百分点，城乡间的相对差距处于缓慢减小阶

段，相对差距自 1993年 3.72至 1998年 3.02，缩小 5个百分点。

这一阶段特征主要原因以邓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开始，这次讲话对中国 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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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经济改革与社会进步起到关键的推动作用。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明确了改革开

放目标,提出改革必须从农村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废除人民公社,不走土地私有

化道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由此解决了我国社会主义农村

体制的重大问题。从此八亿农民取得土地经营自主权,由于取消农产品统购派购,放

开大部分农产品价格,农业生产摆脱了长期停止困境,农村经济向专业化、商业化、

社会化迅速发展,广大农民取得显著实惠。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为农村的剩余劳动力

从土地转移出来,农村致富和逐步实现现代化开辟了新路。

第三阶段,不论是相对差距还是绝对差距，增长率显然低于第一阶段,这是因为

我国改革开放取得圆满成果,农村经济获得大力发展。公有制经济壮大,国有企业改

革稳步推进,国家经济快速发展,经济结构调整初获成效,农业的基础地位加强,现代

农业得到传播,农村经济和城市经济发展速度加快,尤其农村经济发展快速前进,虽

然城乡差距还在增加,但是速度明显下降。

3.6与全国比较分析

1985年~2009年重庆市与全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具体数据如下表 4所示。

表 4 重庆市与全国城乡收入差距比较 单位：元 %

重庆市 全国年份

城镇人均

收入

农村人

均收入

绝对差 相对

差

城镇人

均收入

农村人

均收入

绝对差 相对

差

1985 812.40 325.24 487.16 2.50 739.1 397.6 341.5 1.86

1986 983.99 358.86 625.13 2.74 899.6 423.8 475.8 2.12

1987 1108.71 385.82 722.89 2.87 1002.2 462.6 539.6 2.17

1988 1277.89 457.54 820.35 2.79 1181.4 544.8 636.4 2.16

1989 1448.97 510.08 938.88 2.83 1375.6 601.4 774.1 2.28

1990 1691.12 586.72 1104.41 2.87 1510.1 686.2 823.8 2.20

1991 1891.90 628.89 1263.01 3.01 1700.6 708.6 992.0 2.40

1992 2195.33 677.46 1517.87 3.24 2026.5 784.1 1242.5 2.57

1993 2780.61 748.07 2032.53 3.72 2577.3 921.5 1655.7 2.81

1994 3634.32 1018.23 2616.08 3.57 3496.1 1221.1 2275.1 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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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 4375.42 1270.40 3105.01 3.44 4283.1 1577.6 2705.2 2.70

1996 5022.95 1479.04 3543.90 3.40 4838.8 1926.0 2912.7 2.50

1997 5302.04 1692.35 3609.68 3.13 5160.2 2090.0 3070.1 2.46

1998 5442.83 1801.16 3641.66 3.02 5425.0 2162.1 3263.0 2.50

1999 5828.42 1835.53 3992.88 3.18 5854.1 2210.2 3643.6 2.64

2000 6176.31 1892.43 4283.85 3.25 6280.1 2253.3 4026.6 2.79

2001 6572.31 1971.17 4601.11 3.32 6859.5 2366.3 4493.1 2.91

2002 7538.06 2097.57 5440.48 3.58 7702.7 2475.5 5227.1 3.10

2003 8093.66 2214.54 5879.11 3.64 8472.1 2622.1 5850.1 3.22

2004 9220.95 2510.40 6710.54 3.66 9421.5 2936.3 6485.1 3.22

2005 10243.98 2809.31 7434.66 3.64 10493.1 3254.8 7238.0 3.21

2006 11569.73 2873.82 8695.90 4.02 11759.4 3587.1 8172.4 3.27

2007 13715.24 3509.28 10206.1 3.90 13785.7 4140.3 9645.3 3.32

2008 15708.73 4126.20 11582.4 3.80 15780.7 4760.5 11020.1 3.30

2009 17191.11 4478.34 12712.7 3.83 17174.5 5153.1 12021.3 3.32

根据表 4绘制出了重庆市和全国城乡相对收入差距和绝对收入差距对比的折线

图 3，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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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比较后,可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重庆市城乡收入差距是具有全国统一性的,并且与经济发展的规律、国家

的政策指导方向相同。

第二:通过上图可观察到重庆城乡居民收入相对差距的趋势线在全国城乡居民收

入相对差距的趋势线上方,这说明了重庆市城乡收入差距总体上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这是由于重庆处于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落后,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缓慢,农

村生活水平低,较之东部农村发展速度,重庆农村发展速度接近于零,城乡的经济发

展产生脱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十分严重,因此重庆城乡差距可以说拉大了全国的平

均水平。

第三:重庆城乡居民收入绝对差距趋势线大致与全国城乡居民绝对收入差距线重

合,仅在 1993年~1999年重庆市的绝对差距是比全国平均水平略高的,2006年起这

种差距再次产生,这说明了重庆总体差距是与全国持平的,只有部分年份略微有波动,但

是波动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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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章 影响因素分析

4.1影响因素概述

重庆市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有很多,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自然等各个

方面。有政策方面的影响因素,也有经济方面的影响因素。

4.1.1社会因素

(1)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因素。重庆城市带动农村的二元经济结构致使城乡收入

差距和城乡关系失衡。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形成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城乡户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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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分离导致城乡劳动市场分割,农民只能用传统农业支撑经济发展。二是国家产业

政策与税收政策导致农村固定资产投资不足。该体制以牺牲农业发展为代价,严重

扭曲了城乡关系,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形成两极分化。

(2)政策因素。中国典型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体制下，各项政策明显带有城市倾

向。

财政支农力度不足。农业作为国民经济基础产业,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政策

偏向发展工业。农业发展和工业发展严重脱节,造成农民处境艰难。

(3)人口因素。首先，城乡有别的受教育水平。城乡居民对市场认知和经营管

理理念掌握有差距。城镇居民有很强的市场认知,且具有经营管理方面的知识与实

践经验,能顺应市场经济发展,较早进入市场,并从中获得利益。而农村居民缺乏市

场意识，不具备现代经营管理理念,难以融入市场经济潮流。这就是造成城乡居民

收入差距的另一原因。

4.1.2经济因素

二元经济结构系数。重庆市是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这是影响重庆市城乡收入

差距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系数越大表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越严重。

二元结构系数=非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城镇社会总产

值/城镇劳动者人数）/（农村社会总产值/农村劳动者人数）

4.1.3自然因素

(1)城乡间不同自然条件形成不同的聚集方式和不同的资源分布方式。农村经

济分散而城市经济具有集聚特点。人们追逐最大利益的驱动力,资本,劳动力向城市

聚集,形成了农村人力资本与流动资金外流,这进一步造成城乡收入差距,并随着集

聚效应扩大这种差距也变大。

(2)为追逐高额边际劳动回报率,许多有技术的农村居民逐渐向城市转移,开始大

部分临时性暂留城市,随着时间推移,农村人力资本逐渐成为城市发展不可或缺的力

量,这形成了城镇化进行,是影响城乡收入差距另一因素。

4.2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4.2.1变量的选取和数据的来源



18

由于现实操作性和数据来源有限性,无法将所有影响因素都一一列举,因此只对

部分数据量化。本文从城乡二元结构,城乡固定资本投资比,城镇化水平,财政支农，

农村金融规模,经济增长速度等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选取城乡收入相对差距(Y)为自变量,城乡固定资产投资比(X1),城市化率(X2),

农村金融规模(X3),财政支农比率(X4),二元经济结构系数(X5),经济增长速度(X6)

为因变量,基础数据均来源于重庆市历年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部分数据简单计

算得出。

4.2.2逐步回归分析

本文以 1996~2009年的数据为依据,以 Y(城乡居民收入相对差)为因变量,X1,X2,

X3,X4,X5,X6为解释变量,通过 Eviews3.0对六个变量逐步回归,保证显著性水平在

0.05,拟合优度良好,解释变量显著情况下删选变量,不显著的解释变量剔除。逐步

回归后,只有三个解释变量 X1,X3,X6进入模型,对因变量有显著影响,且数据拟合良

好。结果如表 5所示。

通过 Eviews3.0对因变量 y和解释变量 Xl,X2,X3,xX4,X5,X6分别逐步回归,在

保证显著水平明显,拟合优度良好前提下,通过逐步回归选择变量有 X1,X3,X6。得到

多元回归方程如下:

Y=4.100221+0.081707*X1-6.331667*X3+1.526239*X6

4.2.3模型检验

(1)单位根过程

时间序列模型建立主要针对平稳时间序列而言,大部分时间序列都非平稳,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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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序列的均值或自协方差函数随时间改变,这个序列为非平稳时间序列。

随机过程{yt=1,2…},若

yt=ρyt-1+εt

其中ρ=1,εt为一稳定过程,且 E(εt)=0,Cov(εt,εt-s)=μt<∞,这里

s=0,1,2…,称该过程为单位根过程。特别地,若

yt=yt-1+εt

其中,εt独立分布,且 E(εt)=0,D(εt)=δ2<∞,则称{yt}为随机游动过程。它是

单位根过程的特例。

单位根过程通过一阶差分成为平稳过程,即

yt-yt-1=(1-B)yt=εt

则时间序列 yt称为一阶单整序列,记作 I(1)。一般的,若非平稳时间序列通过 d

差分达平稳,称其为 d阶单整序列,记作 I(d)。d表示单整阶数,为序列包含的单位

根个数。

(2)时间序列平稳性检验

对时间序列来说,若要进行经典线性回归，数据必须平稳,否则会产生伪回归现

象。因此在建立时间序列模型前,首先要对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是否平稳。

若不平稳,需进行差分处理。

通过逐步回归分析选取了三个解释变量,这里利用 Eviews3.1对原序列进行平

稳性检验,发现四个序列都存在单位根,为不平稳序列，对这四个时间序列进行二阶

差分，在显著性水平为 0.05下都达到平稳，结果如表 6所示。

对原序列 Y,Xl,X3,X6进行单位根检验,发现他们的 ADF检验值分别为 1.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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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37,-0.632,-2.487均大于各自显著性水平为 5%的临界值。说明时间序列 Y,X1,

X3,X6均存在单位根是不平稳序列，对原序列进行二阶差分处理，进行 ADF检验得

出的检验值分别为-3.989,-3.794,-3.693,-3.286均小于各自显著性水平为 5%的临

界值,这说明二阶差分序列不存在单位根为平稳序列。通过检验，原序列属于二阶

单整时间序列。

(3)多变量协整关系的检验

若时间序列 X1,X2,X3,...,Xn均为 d阶单整序列,若存在向量 a=(a1,a2,...,an),使

得 aX~I(d-b),这里 d>b。则 X1,X2,X3,...,Xn是(d,b)阶协整。

通过平稳性检验可知原序列为二阶单整序列,这里验证 Y,X1,X3,X6是否具有长

期协整关系,时间序列间是否协整。本文选择 EG检验法来检验 Y,XlX3,X6的协整性。

用 Y对 X1,X3,X6进行回归,有

yt=c+a1x1t+a2x3t+a3x6t+εt

用 c,a1,a2,a3分别表示回归系数估计值,模型残差估计值为

Ε=yt-c-a1x1t-a2x3t-a3x6t

如果ε~I(0),即如果残差不存在单位根为平稳序列,说明 Y,X1,X3,X6有长期协

整关系,可进行时间序列多元线性回归。

通过 OLS法对模型进行多元回归参数估计：

从结果可看出，系数显著性都很高，T统计量的伴随率都接近零，调整的可决

系数为 0.8621，模型拟合良好，F统计量的伴随率接近零，整个模型显著性强。

对模型残差进行平稳性检验，看是否存在单位根和是否是零阶单整序列。结果

如表 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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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结果来看残差 e的 ADF统计值为-3.694124小于显著性水平为 1%的临界值-

2.776,说明残差项不存在单位根,为平稳序列,T统计量为-3.694124,伴随率接近零,

残差项不存在自相关。通过以上检验知道变量 Y,X1,X3,X6有长期协整关系,可用下

面方程表示

yt=4.1+0.82x1t-6.33x3t+1.53x6t

4.2.4误差修正模型

误差修正模型由 Davidson, Hendry,Srba与 Yeo在 1978年提出,称之为 DSHSY

模型。模型主要用来解释如何决定因变量的短期波动。它受到自变量短期波动影响,同

时也取决于误差修正项 ecm。Ecm用来反映变量短期波动偏离长期均衡关系的程度。

由以上协整检验可知本文自变量与因变量有着长期均衡关系,由此可建立 ECM模

型。将协整方程中因变量一阶差分作为被解释变量,将自变量一阶差分与误差修正

项作为解释变量,使用 0LS法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回归方程如下:

Iy=c+a1ixl+a2ix3+a3ix6+a4ecm(-1)+u

其中 iy是因变量一阶差分，ix1，ix3与 ix6分别代表自变量一阶差分，ecm(-

1)代表协整回归残差项滞后一年序列。回归结果如表 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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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8可看出模型拟合良好,可决系数 0.81。F统计量通过检验模型显著。误差

修正项系数为 0.621739,说明短期波动偏离长期均衡后,需以 0.6217的调整力度回

归长期均衡状态。

第 5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5.1研究结论

本文以重庆市为例,分析研究影响重庆市城乡收入差距的因素,先从重庆市收入

差距变动趋势出发,通过不同指标系数衡量变化特征,同时对每个变动阶段概述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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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分析,最后对各影响因素做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影响重庆市城乡收入差距的主要因

素有城乡固定资本投资比,经济增长速度，农村金融规模。

(1)城乡固定资产投资差距。我们通过回归分析得出了城乡固定资产投资差距对

于城乡收入差距有着正方向的影响,该影响系数为 0.08,城乡固定资产投资差距增加

1个百分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随之增加 0.08个百分点。由于目前重庆农村经济处

于较低发展水平,对农村投资可能不会产生明显经济效应,这解释了回归得出的影响

系数较小的原因。因此重庆市应注重农村经济发展的投资,通过逐步的投资，逐渐

积累下使得农业上达到规模效应,由此来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并且缩小城乡收入差

距。

(2)农村金融的发展。从模型分析看,农村金融规模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系数为

负,农村金融规模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有缩小效应,影响系数为-6.33,目前重庆市农

村规模只有 0.056,1996年到 2009年平均年增长率为 6%,虽增长相对较快,但重庆市

农村金融规模基数较小,目前金融发展仍很落后,因此需加大农村金融发展,通过发

展农村金融,提高农民收入水平,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3)经济发展速度。重庆自直辖以来,经济发展突飞猛进,人均 GDP从 1996年

1315.12元到 2009年 6530.01元增长了五倍,平均年增长率 12.2%。但随着经济增

长进一步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通过回归分析经济增长对城乡收入差距贡献为正,

贡献系数 1.53,随着经济发展增加一个百分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随之增加 1.53个

百分点,经济发展造成了两极分化日益严重,虽然市场经济有合理配置资源的效应,

但由于规模效应,发达城区随着资本积累日益增多,平均生产成本降低,经济效益相

对增大,农村因经济发展处于低水平,无法形成规模经济,基本是小农小户传统经济

发展模式。这增加了农业生产成本,生产利润不高,农民收入水平很难提高。整体来

说农村经济,城市经济均在发展,但发展速度不同步是造成城乡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

经济增长是生产要素从低生产率部门到高生产率部门,由低生产率地区到高生产率

地区流动的过程,农村生产率明显低于城市生产率,由此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从农村

向城市集聚,这造成了城乡物质资本差距进一步扩大。这一过程中,劳动力由低收入

农业部门向高收入城市工业部门流动,收入分配不均是经济增长持续到一定时期的

必然现象。

5.2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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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造成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复杂且影响因素很多,包括经济方面的因素,

政策,体制方面的因素,所以界定较困难,且许多因素无法量化,且重庆市是个较年轻

的直辖市,直辖前后的经济政策与统计年鉴口径存在很大差别,因此不能统一实证分

析,直辖以来变量数据选择时间范围较短,可能导致说明问题的能力不够,基于以上

原因,未来还需对其影响因素有更深层次的分析。

5.3政策建议

通过对重庆市城乡收入差距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我们知道影响因素主要为城乡

固定资产投资比,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和金融规模。本章从这三个影响因素出发提出

几个政策建议。

5.3.1加大农村投资力度,促进农户经济收入增长

制度环境对农户投资水平与农村经济发展有重要作用,优化农户投资环境，加快

制度创新进程是刺激农户投资，增加农户收入水平的关键。

(1)加大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我国轻农重工经济政策使得城乡公共产品的投

资机制相互之间独立,政府对于城市公共物品进行全额投资,却很少关注到农村公共

物品的供给,这致使城乡公共物品的结构失衡，农村公共物品严重缺乏。所以,考虑

到目前政府的财力水平有限的情况下,我们需要根据农村公共物品的性质与层次,构

筑以政府投资为主,而社会投资为辅，形成多元公共物品供给机制。公共物品的供

给在市场失灵时,政府应该对其加大投资力度,以保证投资资金的稳步增长。

(2)加强农村教育体质改革。随着我国的经济结构调整的同时,社会经济的发展

使得农村劳动力的科技与文化素质,还有创新能力和技术应用能力等的要求越来越

高,农户家庭的劳动力不论是外出务工或是在家务农,均是需要专业技能知识作为基

础。所以政府加大农村的教育投资,提高农户人力资本积累水平,提高农村劳动力专

业技能知识,是提高农户收入的重要前提。

(3)加大信贷支农力度,规范民间借贷。由于农村的产业结构进行升级,农村的小

额信贷不能够满足农村经济的发展需要,农户投资如何获得资金来源仍然非常困难。

农村信用合作社将规避高风险贷款作为其核心,若能减小这项风险,农村信用社就能

够增加农户的信贷额度。可增加信贷品种,提高贷款规模,信贷期限,降低信贷风险

同时满足信贷需求。应积极引导与规范民间借贷行为,以此促进农村金融市场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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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我们可以在国家有关行政部门的监督管理下,来组织部分农村社区,对已经存在

的民间金融组织规范化,并且组成农村金融合作机构。可以从规范方面来整顿民间

贷款并赋予其相应的法律效力。同时应收到法律的保护与监督。

5.3.2统筹城乡金融发展

城乡金融分割现象在重庆市显得尤为明显，而且该经济现象有可能会持续存在。

这种金融体制是致使城乡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之一,所以统筹城乡的金融发展尤为

重要,在重庆市目前严重的城乡收入差距情况之下,可以加大农村金融的发展并促进

城乡金融的协调发展，这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有利。

(1)加大政策扶持力度,优化重庆农村的金融产业。政府应该加强对重庆市金融

业的宏观指导并提升农村金融机构服务质量。我们建议重庆市政府相关的职能部门

来制定出较为科学,系统的农村金融战略长期发展规划,并制定不同阶段的金融发展

目标。

(2)完善农村的金融体系,鼓励农村金融的创新。将农村金融的创新以及农村金

融

主体进行完善作为综合改革城乡的突破口。可以加快发展例如村镇银行，农村小额

贷款公司以及农村资金互助社等创新金融机构,促进农村金融机构发展多样化。对

于农业保险加强其法律保障,组建政策性农业保险机构并加强对农业保险的范围推

广。

5.3.3大力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民收入。

(1)增加对农村科技的投入量,以此增加农户的收入。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农村的

经济发展速度增长缓慢,是因为缺乏现代科技的支撑,重庆市许多落后的农村地区仍

然实行传统的农业生产,导致农产品在市场上受欢迎程度很低,因此需要加强对农村

经济的科技投入量并且传统的经济经营方式需要转换。政府要保证财政科技投入持

续增长,并建立多层次的科技投入体系。

(2)城乡科技的投入结构进行合理的配置,缩小城乡居民贫富差距。支持对农业

科技创新能力进行发展。农村合作基金会与社区合作经济组织需要对农业科技服务

等机构提供资金上的支持。农业科技开发需要成为农村信用社与各商业银行的信贷

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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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提升农村劳动力的整体素质。农业的现代化和专业化需要专业的人员,我们

应开展农村应用技术培训课程,由此来提高农村劳动力的专业与技能,增大农产品的

科技含量;给农村非农产业发展部门提供特别的人力资本支持,给非农产业员工提供

专业的技术培训,使得农村劳动力的素质得到有效提高。应该大力开展劳务信息上

的服务工作,使得劳务输出井然有序,使得劳动力充分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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