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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城镇化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 
——基于城乡二元收入的理论模型与实证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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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城乡二元收入模型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了新型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若

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实施不打折扣，则无论是在刘易斯的劳动力“无限供给”阶段，还是在劳动力“有限剩余”阶

段，新型城镇化始终会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利用我国 2000—2011 年省际面板数据对新型城镇化与城乡收入差距

之间的作用机制进行了实证检验，检验结果显示新型城镇化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显著，同时新型城镇化也

受到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带来的良性反馈作用。因此积极稳妥地推进新型城镇化，是缩小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有效

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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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与文献述评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2011 年我国城镇化率

首次突破 50%达到 51.27%，标志着我国从乡村型社会

向城市型社会的历史性转变，但城乡二元结构及其惯

性依然存在，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城乡收入差距日益扩

大，并由此产生一系列深层次的经济和社会问题，这

些问题已成为制约中国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瓶颈。在

经济发展方式亟需转变，城乡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亟

需提高，城镇化进入新一轮发展阶段的时代背景下，

如何通过城镇化破解城乡收入差距问题已成为政府、

社会和广大学者关注的焦点。当前，国家已提出新型

城镇化战略并对其寄予厚望，因此旨在校正和优化传

统城镇化的新型城镇化能否从根本上促进城乡收入差

距缩小是本文着重探讨的问题，以期对提升城镇发展

质量、促进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结构走向城乡一体化

提供有益参考。 

纵观国内外既存文献，学者们关于城镇化对城乡

收入差距的影响做了大量有意义的研究探索，概括起

来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第一，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

距的影响呈先扩大后缩小的倒 U 形变化轨迹。   

Glomm[1]、陈宗胜[2]等学者利用两部门模型对城市化

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倒 U 型假说进行了理论证明。王小

鲁和樊纲[3]研究表明我国收入差距具有库兹涅茨曲线

的趋势特征。周云波[4]认为城市化是导致倒 U 现象出

现的主要原因。第二，城镇化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

马恩涛和王永菲[5]研究发现社会保障的制度性缺陷、

公共产品在城乡之间的供给不平衡等是我国城乡收入

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以及由此

衍生的一系列政府干预经济的政策[6]、资源配置的城

镇偏向[7]等都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拉大。第三，城镇化

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城市集聚经济促进了服务业的

繁荣，吸收了大量农村劳动力，有利于提高农村居民

收入，从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8]。陆铭和陈钊[9]通过实

证分析认为城市化总体上对城乡收入差距具有缩小的

作用。李启平等[10]研究表明创意农业促进了城镇化发

展，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综上所述，现有成果都在分析传统城镇化对城乡

收入差距的影响，但并未形成一致性的结论，这可能

与衡量指标的选取以及样本数据等因素有关。同时，

目前尚未见到从新型城镇化视角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研

究。因此，本文突破以往传统城镇化的研究视角，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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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城镇化纳入城乡二元收入理论模型，通过理论分

析新型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长期影响及作用机

制，并利用省级面板数据对其进行实证检验，最后给

出结论与对策建议。 

 

二、理论模型的构建与研究假说的 
提出 

 

新型城镇化是体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

续发展的科学理念，注重质量和内涵发展，在市场主

导和政府引导下，实现集约高效、结构优化、功能完

善、城乡一体、环境友好、生态宜居、社会和谐以及

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同优化的城镇化发展道路。

新型城镇化并不是对传统城镇化的全面否定，而是对

其进行校正和优化。本文在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

上构建城乡二元收入模型来分析新型城镇化对城乡收

入差距的作用机制。 

(一) 模型的基本假设 

假设 1：全社会可分为城镇和农村两部门，劳动

力可分为城镇劳动力和农村劳动力； 

假设 2：劳动力自由流动，劳动力报酬(W)通过完

全竞争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决定； 

假设 3：新型城镇化战略实施必须不打折扣，即

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有效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加

强产业的支撑功能，强调城镇化的质量提升； 

假设 4：新型城镇化战略实施能为城镇和农村两

部门创造的就业规模之比为(Lu/Lr)，可将其作为新型

城镇化水平(u)的函数。 

(二) 模型构建与分析 

目前无论是城镇劳动力还是农村劳动力都未进入

劳动力供给曲线向后弯曲的区域，故模型设定常规型

劳动力供给曲线，采用以下城乡二元收入方程描述两

类劳动力的收入水平： 
 

uu LaaW 10                  (1) 
 

rr LbbW 10                   (2) 
 

方程(1)表示城镇居民在劳动力市场均衡时的收

入水平(Wu)与劳动力就业规模(Lu)之间的关系，方程(2)

表示农村居民在劳动力市场均衡时的收入水平(Wr)与

劳动力就业规模(Lr)之间的关系。 

新型城镇化既能拉动居民消费，又能优化和创造

投资需求，是一种典型的消费、投资双源性内需，有

利于扩大内需，增加就业，对城镇和农村劳动力均有

派生性需求。假设新型城镇化为城镇和农村劳动力创

造的就业规模之比为 Lu/Lr=l，则 l=l(u)，其中 u 表示

新型城镇化水平，同理 Lr=Lr(u)，城乡收入差距

(RUGAP)可定义为城镇居民收入水平与农村居民收入

水平之差，引入新型城镇化变量可得(3)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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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5)式可知，新型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不仅取决于二元劳动力市场上劳动力供给系数，也与

新型城镇化为两类劳动力创造的就业需求规模偏向直

接相关，下面分两种情况进行分析： 

(1)当农村劳动力处于刘易斯“无限供给”状态下，

农村劳动力的供给曲线斜率 b1=0，城乡收入差距变化

的表达式简化为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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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表明城乡收入

差距只与城镇部门就业规模偏向有关。若新型城镇化

的实施坚持“以人为本”，通过校正“半城市化”从

而提高城镇化质量，促进农民工市民化，吸纳大量农

村转移劳动力，依据雷布津斯基定理有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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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新型城镇化有利于缩小城乡收

入差距；反之，若实施新型城镇战略并没有促进农民

工市民化，则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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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新

型城镇化将拉大城乡收入差距。 

(2)当农村剩余劳动力处于“有限剩余”时期，农

村劳动力的供给曲线斜率 b1>0，由于供给曲线斜率在

一定时期内保持基本稳定，所以新型城镇化对城乡收

入差距的影响取决于其对两类劳动力派生需求规模的

偏向。若新型城镇化能推动消费和投资有效增长，必

然是以产业的繁荣发展为基础，那么城镇必然要不断

吸收农村劳动力来支撑城镇产业的发展和城镇规模的

扩大，这有利于促进农民工市民化，故有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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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收入差距；若新型城镇化倾向于增加城镇劳动    

力的就业需求而不利于农村劳动力有效转移，则



经济与管理              赵永平，徐盈之：新型城镇化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基于城乡二元收入的理论模型与实证检验 

 

39

 

0
)(





u

uLu ， 0
)(





u

uLr ，那么 0



u

RUGAP
，将扩大

城乡收入差距。 

基于理论分析提出待检验的假说：若新型城镇化

战略的实施不打折扣，则无论是在刘易斯的农村劳动

力“无限供给”阶段，还是在劳动力“有限剩余”时

期，新型城镇化始终会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三、变量选取及其水平测度 

 

(一) 数据来源与说明 

本文采用 2000—2011 年我国 30 个省份的面板数

据，西藏的数据大量缺失，故不在本文的分析样本之

列。文中数据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

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

同时以 2000 年为基期对名义数据进行平减，涉及美元

计价的变量通过当年的平均汇率换算成人民币指标后

再进行处理。 

(二) 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测度 

目前我国“半城镇化”问题比较突出，实际城镇

化率仅为 35%左右，说明人口城镇化率在某种程度上

统计意义大于实际意义，现行城镇化率已经不能承载

“以人为本”和注重质量的新型城镇化的全部内容，

因此，本文基于新型城镇化的本质内涵，遵循科学性、

客观性、可获得性的原则，构建其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见表 1)，为消除赋权过程中的主观因素，本文采用改

进的熵值法确定新型城镇化各指标的权重，测算的新

型城镇化水平(NEURB)如表 2 所示，限于篇幅只报告

了三大区域的测算结果。可以看出，我国新型城镇化

发展水平整体低于现行城镇化率。在时间维度上 2000

—2006 年新型城镇化水平呈波动中的缓慢上升态势，

2006 年以后出现明显上升趋势。在空间维度上各省份

的新型城镇化水平具有异质性特点，三大区域呈现出

东部、中部、西部依次递减的变化趋势。 

(三) 城乡收入差距的指标选取与衡量 

通常衡量城乡收入差距的指标主要有城乡收入

比、基尼系数和泰尔指数。城乡收入比反映城乡收入

差距的绝对差距，但存在不包含城乡人口结构变化的

缺陷；基尼系数对高收入群体的数据非常敏感，但高

收入群体的收入数据很难准确地获取，对基尼系数的

估算结果影响较大；泰尔指数既考虑到城乡居民绝对

收入的变化，也考虑到城乡人口结构的变化，能更全

面地反映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变化，因此本文采用泰尔

指数来衡量城乡收入差距(RUGAP)，测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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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其中 i=1，2 分别表示各省份的城镇和农村，nit

表示 t 时期各省份城镇或农村的人口数，n 为所有省份

城镇或农村的总人口，yit 表示 t 时期各省份城镇人均

可支配收入或农村人均纯收入，y 是各省份城镇或农

村人均收入的平均值。具体测算的泰尔指数如表 3 所

示，可知在时间维度上 2000—2006 年泰尔指数出现小

幅波动，2006 年以后出现缓慢下降趋势。在空间上各

省份泰尔指数具有异质性特点，三大区域按中部、东

部、西部依次递减。 

 

四、实证检验 

 

(一)变量的平稳性检验与协整分析 

为保证检验结论的稳健性，分别采用 LLC、IPS、

Fisher-ADF 和 Fisher-PP 检验对变量数据进行平稳性 

 

表 1  新型城镇化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系统层 目标层 指标层 

经济高效 人均 GDP、地区人均 GDP 增长率、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财政收入、万元 GDP 能耗；新型城镇化 
的经济基础 结构优化 第一产业占 GDP 比重、第二产业占 GDP 比重、第三产业占 GDP 比重； 

水平提升 
城镇人口比重、城市人口密度、每十万人口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人均教育经费支出、

城镇居民人均文教娱乐消费支出、每万人拥有医生数； 新型城镇化 
的人口发展 

就业充分 城镇登记失业率、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比重、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 

功能完善 
公共财政支出比例、每万人拥有公共交通车辆、人均城市道路面积、城市每千人医疗

机构床位数、人均公共图书馆藏书； 新型城镇化 
的社会功能 

城乡协调 二元结构系数、城乡消费比、财政支农资金； 

环境友好 废水排放量、废气排放量、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 

新 
型 
城 
镇 
化 
发 
展 
水 
平 

新型城镇化 
的环境质量 生态宜居 城镇绿地面积、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自然保护区占辖区面积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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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 

年份 全国 东部 中部 西部 

2000 0.198 0.242 0.176 0.177 

2001 0.207 0.252 0.185 0.185 

2002 0.203 0.249 0.185 0.175 

2003 0.218 0.271 0.193 0.192 

2004 0.235 0.291 0.207 0.207 

2005 0.246 0.305 0.215 0.217 

2006 0.253 0.308 0.223 0.227 

2007 0.269 0.324 0.245 0.239 

2008 0.275 0.332 0.256 0.238 

2009 0.302 0.368 0.273 0.265 

2010 0.313 0.378 0.283 0.280 

2011 0.337 0.405 0.301 0.304 

 

表 3  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泰尔指数 

年份 全国 东部 中部 西部 

2000 0.047 0.048 0.057 0.036 

2001 0.049 0.048 0.060 0.038 

2002 0.047 0.045 0.058 0.037 

2003 0.048 0.046 0.060 0.038 

2004 0.047 0.045 0.058 0.037 

2005 0.050 0.050 0.061 0.039 

2006 0.051 0.051 0.062 0.040 

2007 0.047 0.047 0.057 0.037 

2008 0.045 0.045 0.055 0.035 

2009 0.045 0.045 0.055 0.036 

2010 0.044 0.045 0.053 0.033 

2011 0.042 0.042 0.051 0.032 

 

检验。从单位根检验结果来看，在 1%的条件下显著

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可判定这两个变量是 I(0)

过程，说明变量原序列数据平稳，可直接进行协整分

析。本文通过 Pedroni 检验方法来分析新型城镇化与

城乡收入差距是否存在协整关系。利用维度内检验和

维度间检验的 7 个统计量，以协整方程的回归残差为

基础来检验面板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检验的原假设

为面板变量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滞后阶数通过

Schwarz 准则自动获取，Newey-West 的窗宽使用

Bartlett kernel 选择，协整检验结果如表 4 所示。 

表 4 显示，7 个统计量中有 5 个均以 1%的显著性

水平下拒绝不存在协整关系的原假设，即新型城镇化

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估计的协整方程 

表 4  Pedroni 检验结果 

Pedroni 检验假设 统计量 统计值 P 值 

Panel v 1.35 0.08 

Panel rho −4.79 0.00***

Panel PP −9.72 0.00***

H0: ρi=1 

H1: (ρi=ρ)<1 

Panel ADF −4.59 0.00***

Group rho −1.84 0.03 

Group PP −11.62 0.00***
H0: ρi=1 

H1: ρi<1 
Group ADF −3.85 0.00***

    
注：***表示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 

 

如(7)式所示： 
 

itit NEURBRUGAP 1035.00725.0   

)60.15(t )0495.6(            (7) 
 

根据 t 值可知，当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增加(下

降)1 个百分点，则城乡收入差距下降(增加)0.103 5 个

百分点，说明长期新型城镇化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具

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主要是因为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

“以人为本”，致力于打破二元结构的体制机制，合

理校正和全面优化传统城镇化，促进农民工市民化。

同时，农村剩余劳动力减少有利于农业规模化生产，

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民收入水平，从而缩小城乡

收入差距。相反，传统城镇化与城乡收入差距没有形

成稳定的反向关系，主要是由于改革开放以来城乡二

元化局面仍得以维持，严重制约了中国城乡之间的劳

动力自由流动，加之城镇化结构、功能和定位等方面

的偏差，使物的城镇化甚于人的城镇化。 

(二) 变量的脉冲响应与方差分解分析 

为进一步探索城乡收入差距和新型城镇化之间的

作用机制，本文基于两变量的 VAR 模型，利用累积的

脉冲响应进行分析，再通过方差分解分析某个结构冲

击对内生变量变化的贡献度，评价不同结构冲击的重

要性。从二者对相关冲击的动态反应来看(见图 1、图

2)，当新型城镇化在第 1 期受到一个标准差的冲击后，

将会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一个负向冲击效果，说明新

型城镇化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而这种累积效应在第

2 期达到最大，第 4 期以后逐渐收敛为一个平稳负向

效应。反之，当新型城镇化受到城乡收入差距的一个

标准差冲击后，产生的冲击效应也是负的，说明城乡

收入差距的缩小也会进一步推动新型城镇化进程，并

在第 3 期达到最大效应，第 6 期之后呈收敛状态。根

据二者的方差分解(见图 3、图 4)，除各自本身的贡献

率之外，新型城镇化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贡献率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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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NEURB 对 RUGAP 的冲击响应 

 

 

图 2  RUGAP 对 NEURB 的冲击响应 

 

 

图 3  NEURB 对 RUGAP 的方差贡献 

 

33%，而城乡收入差距收敛对新型城镇化发展的贡献

度为 17%，这进一步证明了推进新型城镇化战略对缩

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非常显著，同时也发现缩小城

乡收入差距有利于促进新型城镇化发展，二者之间也

存在双向负反馈的作用机制。 

 

 

图 4  RUGAP 对 NEURB 的方差贡献 

 

五、结论与建议 

 

传统城镇化并没有使城乡收入差距自动缩小，所

以只有对以往城镇化进行校正和优化，打破阻碍城乡

一体发展的瓶颈因素，走新型城镇化道路才是破解城

乡收入差距问题的有效途径。本文将新型城镇化水平

纳入城乡二元收入的理论模型，在新型城镇化战略实

施不打折扣的条件下，对新型城镇化与城乡收入差距

的作用机制进行了理论分析并提出研究假说，面板数

据的实证检验结果完全支持该假说，并发现新型城镇

化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也存在长期双向负反馈的作用

机制。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以下的对策建议： 

(1) 创新体制机制，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和城镇内

部新二元结构。建立城乡统一的户籍制度，剥离捆绑

在户籍制度上的各种差别性的公共福利待遇，实现城

乡居民在享受公共服务等方面的地位平等和机会均

等；创新土地制度改革，明晰土地产权，赋予农民对

土地流转的主体地位，健全土地价格形成的市场机制；

建立健全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

覆盖农民工为突破口，逐步实现从传统土地保障向现

代社会保障转变，从根本上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和城镇

内部新的二元结构，使城乡居民共享城镇化改革成果。 

(2) 通过市场主导和政府引导促进农民工市民

化。通过市场机制推动农村劳动力自由转移，增加就

业的选择机会，逐渐扭转以往以不等价交换途径向城

市流动的趋势；政府应通过制度创新合理引导农村转

移人口的市民化，实现公共资源、公共服务、社会福

利和社会保障的城乡一体化；调整政府支出结构，财

政支出向 “三农”和文教科卫事业方面倾斜，加强对

农村劳动力的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农村劳动力的就业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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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强化产业支撑，增强城镇吸纳农村转移劳动

力的能力。坚持产城互动的发展模式，大力调整产业

结构，改造传统工业，优化第二产业内部结构，加快

新型工业化进程，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发展；加

快发展现代农业，构建科学合理的产业分工协作体系，

扶持和培育龙头企业，发挥其示范和带动作用；根据

农村转移劳动力的数量和规模，合理布局和发展与之

相适宜的生产生活服务型产业，增强城镇吸纳转移劳

动力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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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s make a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empirical test for mechanism of new urbanization 

and urban-rural income gap based on the urban-rural income model. The results show that new urbanization will always 

narrow the incom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if the implementation of new urbanization strategy is 

uncompromised, regardless of the labor force in the Lewis “unlimited supply” stage, or in “limited supply” stage, Then, 

this mechanism has been tested by using 2000—2011 inter-provincial panel data.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new urbanization has significant effect on narrowing the urban-rural income gap, while new urbanization receives 

positive feedback. Therefore, that China pushes forward the new urbanization actively and steadily is an effective way 

to narrow the urban-rural income gap. 

Key Words: new urbanization; urban-rural income gap; the urban-rural income model; indicator system; Theil index;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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