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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农村产业融合发展
与城乡收入差距变迁

申 云,王 锐,张 海 兵,刘 艳
(四川农业大学 经济学院,四川 成都611130)

摘 要:县域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是加快城乡统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和农民农

村共同富裕的重要动力。本文基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2011-2020年的面板数据,运用熵权TOPSIS法

测度不同区县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综合指数,基于LSDV、GMM 和空间计量模型探讨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县域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的空间演进及分布格局,揭示其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空间效应及其分布格局。

研究发现: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整体上呈上升趋势,且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深度好于

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广度。县域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存在空间集聚效应,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对城乡收入

差距的影响在空间层面表现出点状分散分布向集中块状分布格局演进,且本地区的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对

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大于毗邻地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空间外溢效果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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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随着我国全面开启乡村振兴,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成为有效激发农村经济发展活力,
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途径。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

距自2009年达到峰值后持续下降,但仍远高于0.4的国际警戒线,如何进一步缩小城乡收入差

距成为我国开启全面乡村振兴、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面临的重大挑战。自2015年以来,中央

一号文件多次强调将农村产业融合作为城乡融合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举措。2021年10月

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印发《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已

上升为国家战略,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第四增长极,作为国家统筹城乡融合发展的先行阵

地,较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发达经济圈而言,在城乡融合发展规模和质量方面均相对较

弱[1],但身处内陆地区的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将直接影响到中国城乡经济内循环发展格局和产业

结构转型升级进程,特别是揭示都市圈内县域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变迁对于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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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为载体的城乡融合发展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

县域内城乡产业融合作为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体现,如何通过县域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来缩

小城乡收入差距,已有研究聚焦于两个方面:一是农村产业融合的增收效应。农村产业融合使得

农产品及其衍生品产销一体化,延伸农业产业链以增加一产附加值来提高农民收入[2],强化农村

产业融合的内部分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降低成本促推农村产业优化升级,提升农业产业融合发

展对农产品和服务的供给质量。此外,农村产业融合过程中农业多功能性也有利于凸显农业经

营主体优势[3],激活农业生产要素和增加农业产业链价值链收益来促进农户持续增收[4]。二是

产业结构升级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产业结构升级是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但随着

我国经济的跨越式发展,产业结构升级并没有带来城乡收入差距的显著改善[5],甚至我国的产业

结构升级还会恶化城乡收入差距[6]。由于城乡收入差距会随着发展阶段的差异带来产业结构升

级的异质性影响[7],使得农业产业发展在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也存在差异。由

于产业融合发展本身具有动态性和空间性特征,使得不同区域之间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存在空间

集聚或溢出效应,特别是这种空间异质性差异是否会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产生异质性影响值得

深入探究。

为此,本文基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2011―2020年区县的面板数据,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

广度和深度的视角,通过熵权TOPSIS法构建和测度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指数,采用最小二乘虚拟

变量估计和广义矩估计法来检验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并基于农村产业融

合发展的空间关联性,进一步采用空间误差模型测度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农村产业融合发展

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空间溢出效应。相比已有研究,本文的边际贡献体现在:第一,本文聚焦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县域层面的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测度其空间融合效应,揭示其产业融合发展

水平的空间差异,丰富了产业融合发展水平的测度及空间异质性等科学内涵。第二,基于农村产

业融合发展的广度和深度视角,构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为科学度量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程度,为以县域为单元的城乡融合发展及其空间动态演化对城乡居

民收入差距的影响提供了定量化科学依据。第三,通过探究城乡融合发展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的空间演变特征,揭示二者的空间作用机制及其演化趋势,对于揭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农村

产业融合发展,破解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筑牢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城乡融合、共同富裕

的基础具有重要价值。

二、文献回顾及述评

长期以来,大多数文献往往聚焦以工业与服务业的产业链、供应链融合为主,而较少研究探

讨农业产业内部及一、二、三产业之间的融合发展,忽视农业产业融合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

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学者金村奈良臣首次提出将农业与二、三产业进行融合的“六次产业”发
展理念,并系统地构建了农村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发展的“六次产业”理论体系。并于20世纪

90年代中期后开始逐渐得到我国农业经济学界的重视,并将“六次产业”发展理论应用于农业农

村实践中,开启了我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快车道[8],并且围绕着融合主体、融合机制、融合模式

不断探寻和丰富农村产业融合的科学内涵。国内学者对农村产业融合内涵的研究较浅,主要有

三种解释:一是种植业、畜牧业、渔业等进行融合,即农业内部各子产业间的融合以及子产业间的

资源流动[9]。第二,在农业内部渗透先进技术与体制机制,与二、三产业多功能拓展融合为新产

业新业态,形成一、二、三产业的多方位联动发展模式[10]。三是农业的外延式融合,通过农产品的

精深加工,将生产、加工、销售连成一条线,提升农产品的附加值[11],并降低生产及供应链成本。

随着对农村产业融合内涵的丰富,多数学者基于其内涵要义着手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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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产业融合的研究重点从理论转向实证。已有研究对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主要分为三种类

型。第一,效果-导向型指标体系,侧重评价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效果。陈学云和程长明[12]从五

大新发展理念分解其效应,构建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为一级指标的体系。第二,过程-
效果型指标体系,从农村产业融合的形式、过程、结果三方面出发构建指标体系。张艳红[13]在形

式上细分了农业产业链延伸、农业多功能性发挥、农业服务业融合等二级指标;申云[14]在过程上

细分了农业产业化、农业与第二产业融合、农业与第三产业融合等二级指标,并将融合效果细分

为农民增收与就业、农业增效、城乡一体化发展等维度[15]。第三,三产分类耦合型指标体系,通
过对一、二、三产业分别构建指标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展开测度,同时结合层次分析法、主成分分

析法或熵权TOPSIS法对其进行测度评价[15]。总体上,相关研究为完善农村产业融合测度评价

指标体系提供了重要依据。

由于农村产业融合后带来的经济效益,会推动农业产业结构化升级,实现产业增值,从而促

进农民增收,但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往往相对薄弱。部分学者基于微观数据[16]、典型案

例[17]等发现农村产业融合对农民增收具有促进作用。从具体路径来说,农村产业融合后不同行

业的收入、各种生产要素的收入是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因素,产业链的联结带动农民持续增收。

此外,李晓光和冉光和[18]指出农村产业融合在促进农民增收的基础上会进一步直接缩小城乡收

入差距,且农村经济增长和城镇化也表现出部分中介效应。

自2011年构建成渝经济区至今,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整体趋势和空间差异如何? 农村产

业融合后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和空间效应如何? 回顾以往文献,已有研究主要围绕农村产业

融合的内涵、指标体系构建[19]、效用[20]和作用机制[21]等方面,但在以下方面仍相对薄弱:(1)农
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多样,没有统一的基本维度,特别是农村产业融合不仅需要考虑

外延式广度和内涵式深度的融合测度,还需要考虑产业融合在空间层面的耦合与分异状况,这些

均对产业融合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而已有研究在指标构建上往往相对独立,指标设置上往往

聚焦产业本身而忽视产业融合在空间维度的动态演进。(2)已有研究多聚焦于全国省级或市级

层面的产业融合数据分析,较少聚焦于从经济圈县域层面探讨农村产业融合的发展及空间演变,

特别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已成为中国经济第四增长极,作为全国城乡统筹试验区本身具有较

强的政策优势,二者加持是否导致县域产业融合发展影响城乡融合发展进程,需要客观的县域层

面的数据进行经验证据支撑。(3)对于农村产业融合的研究大多停留在理论机理的探讨层面,特
别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不同区县本身存在较严重的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现象,县域农村产

业融合发展需要从空间地理的视角进行揭示其演变规律,而已有研究往往缺少从经济地理的视

角来进行实证研究。(4)由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本身存在空间维度的聚散,还应关注其对城乡收

入差距的空间效应研究。同时,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在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及空间融合层面具有

较强的示范带动作用,对于揭示该地区的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破解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

城乡收入差距现象背后的作用机制及演进规律具有重要意义,也是本文研究的主要动机。

三、县域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机理

长期以来,农民增收较慢是制约城乡收入差距缩小的直接原因,而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能够进

一步升级农业产业,使农村资源与市场有效对接,因而是实现这一目的的重要手段。当农村产业

融合发展较慢时,农村二、三产业对农业的带动较小。然而我国的农业基本上处于分散经营的状

态,规模化、产业化程度较低,农业生产成本偏高,劳动生产率较低,带来农民收入增速变缓。与

此同时,城镇更多发展二、三产业,有利于提升劳动生产率和就业机会,使得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长

期居高不下。随着县域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不断深入,农民的增收渠道开始多样化,农村产业融

26



合模式也不断创新,为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带来了新的机遇。
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促进农民增收,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机理主要表现为:第一,农业产

业内部的深度融合,优化一产内部结构来提升经营效能。通过农业的优势资源,将第一产业内部

农业、林业、牧业、渔业等子产业进行有效融合发展,实现种养殖等循环农业发展,优化农业种养

结构,使得农业内部紧密协作,进而加快农业内部的循环发展来降低农业生产成本,增加农民经

营性收入,促使农民收入增速高于城镇居民收入增速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第二,农业产业链延

伸融合发展,将产加销有机融合促进产业链供应链附加值有效整合,形成价值链竞争优势。依托

农产品的生产、加工、销售、流通等各环节的有机联结,整合农业资源向上下游扩展,构筑起农业

产业价值链竞争门槛,并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吸纳本地及周边农村劳动力,促进农民的工资性

收入增长。同时,产业链延伸发展,提高了农户的生产效率和农产品质量,进一步增加农产品的

附加值,拓展了农产品市场,增加农民全产业链经营收入来逐步缩小城乡产业发展差距。第三,
交叉融合发展催生出新产业新业态,进而改造传统农业,缩小城乡产业生产效率来拉平城乡收入

差距。农业的向外功能性拓展与第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催生出新业态,如生态农业、观光农业、乡
村旅游等行业,赋能传统农业产业价值创造和提升产业整体效能,从而带动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建

设和吸纳能人返乡创业,促进农村产业要素集聚和产业联动,拓宽了农户的增收渠道,激发农户

创新活力,并激活农村土地、经济和金融等要素市场来进一步赋能农民多元收入增长和缩小城乡

居民收入差距。第四,技术渗透融合发展拉平城乡技术迭代差异来缩小城乡技术创新差距带来

的收入差距。通过高新技术和数字化信息化对农业生产和推广应用中的有机渗透,加快数字农

业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业机械化、规模化水平,保障农产品的产量和质量,促进农业集约化生

产,进而提高农户的生产经营性收入。此外,城乡制度层面的融合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县域产业

融合发展。比如,加大对教育培训的财政支持力度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补贴广度,完善农村基

础设施建设等,相关政策倾斜也进一步加快了产业融合步伐,使得农村居民的人均收入较城镇居

民增长更快,从而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四、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自2011年确立成渝经济区开始,再到2021年正式出台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规划纲要(下文

简称“纲要”),10年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发展不仅是产业融合发展的演变历程,也是探索县

域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的重要阶段。为此,本文基于2011—2020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县域层

面的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状况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空间影响效应进行分析,揭示该区域内产业融合

发展水平的变动及城乡空间融合的发展趋势。根据《纲要》的区域范围,主要包括重庆市的中心

城区及万州等27个区(县)以及开州、云阳的部分地区;以及四川省的成都、自贡、泸州、德阳、绵
阳(除平武县、北川县)、遂宁、内江、乐山、南充、眉山、宜宾、广安、达州(除万源市)、雅安(除天全

县、宝兴县)、资阳等市。基于此,本文研究数据来源于上述各区县统计年鉴、统计公报(2011—

2020)、EPS数据库、《县域统计年鉴(2011—2020)》。部分区县①数据缺失和统计漏损,本文基于

MI算法对其进行多重填补或剔除处理,保证各区县数据的统计口径一致和有效性,最终得到有

效样本数据共计28350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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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缺失数据较多被剔除的区县共38个:彭州市、成华区、金牛区、武侯区、青羊区、锦江区、简阳市、井研县、犍为县、五通桥

区、沙湾区、峨边彝族自治县、马边彝族自治县、叙州区、沐川县、纳溪区、南溪区、叙永县、江津区、射洪县、涪城区、南川区、涪陵区、渝

中区、大渡口区、长寿区、垫江县、忠县、黔江区、万州区、开阳县、开州区、梁平区、丰都县、华蓥市、前锋区、贡井区、自流井区。



(二)模型构建

1.熵权TOPSIS法

熵权TOPSIS法通常用于系统工程赋权分析,计算过程直观易懂、方法简便,本文选取熵权

TOPSIS法进行赋权并测算其农村产业融合的综合得分。

2.基础计量模型

通过理论分析,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指数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构建如下模型:

gapit =β0 +iidi+θXit +μit (1)

其中,i和t分别代表城市和年份;gap 代表城乡收入差距;iidi代表农村产业融合综合指

数;X 为控制变量,μ 为随机误差项。

3.空间计量模型

考虑到农村产业融合水平的空间效应可能存在,引入空间计量模型考虑农村产业融合发展

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空间效应。根据Anselin[22]提出的两种刻画空间依赖性的空间计量模型———

空间滞后模型(SLM)、空间误差模型(SEM),表达式分别为:

gapit=ρ∑
n

j=1wijgapjt+β1iidiit+βxit+μi+γi+εit (2)

gapit=β1iidiit+βxit+μi+γi+φit ,φit=δ∑
N

j=1Witφjt+εit (3)

其中,ρ∑n
j=1wijgapjt表示被解释变量的空间滞后项,μi 代表空间固定效应,γi 代表时间固定

效应,εit代表随机扰动项,wij为空间邻接矩阵,xit为一组控制变量,β1、β、δ为参数。
(三)变量选取及说明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城乡收入差距(gap)。考虑到不同群体的可支配收入比能够更好地体

现收入差距,同时兼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县域层面数据的可获取性和连续性,本文选择将城乡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2013年前的人均纯收入统一调整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作为城

乡收入差距的代理变量。

本文的解释变量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指数。农村产业融合是一个完整的体系,既有广度的

拓展,也有深度的影响。结合现有研究,农村产业融合可以理解为以农业资源为基础,首先在第

一产业内部进行融合,大多以循环农业为主。随着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延伸,实现农业产业

链的延伸和交叉型融合,即通过农业的产加销一体化联结,融合文旅、康养行业等形成新产业新

业态。在农村产业融合的过程中,通过先进技术要素对农业产生渗透融合,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发展智慧农业和功能农业,实现三次产业之间协同发展,最终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增加农民

收入,激发农村活力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因此,本文从农村产业融合的广度和深度两个维度构建指标体系。融合广度层面下设4个

二级指标和17个三级指标,二级指标包括农业内部融合、延伸融合、交叉融合、渗透融合四个维

度。融合深度层面下设4个二级指标和10个三级指标,二级指标包括农民增收与就业、产出高

效、城乡融合、生态绿色(表1)。其中,农业内部融合是通过农业产业内部各个子产业的整合重

组,有效利用资金、土地等各种资源,推动种植业、养殖业、水产业等细分产业之间的融合。延伸

融合连接了农业生产资料的生产、加工、销售环节,通过农民专业合作社得以有机结合。农民专

业合作社通过利益联结机制将农产品产加销链条结合,与市场串联起来,范围覆盖到整个农业的

生产、流通、销售。交叉融合为农业多功能性的发挥,通过农业与其他产业交叉融合,辅以服务业

的基础设施,形成多样化的新型业态如休闲农业等[23]。渗透融合通过高新技术和数字化信息化

对农业产生有机渗透,增加农产品附加值,由设施农业占地面积、信息化建设水平、农业机械化动

力来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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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融合深度反映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效果和质量,是农村产业融合的核心目标。首先,直
接带来的就是农民就业和增收,不同的农村产业融合模式其目的在于促进农户增收[16]。保证效

益增长是农村三产融合的基本目标[24],主要反映对当地农业生产状况的影响程度。其中,劳均

第一产业增加值、单位耕地第一产业增加值从两个方面体现农村产业融合的增量;“三品一标”数

量是农产品竞争力的体现。与此同时,农村产业融合会促进城乡要素资源的流动与重组,增强要

素效率,改善城乡交流[25]。因此,城乡融合下设置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城镇化率。绿色生产

是农村三产融合的基础,任何的生产活动都要以可持续发展为前提,绿色化是农村生态的资源载

体[15]。通常来说,化肥施用强度越高,生态农业开发越差。因此下设农村用电量、化肥施用强

度、森林覆盖率3个三级指标。
表1 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说明 单位 指标属性

产业

融合

广度

内部融合 细分子产业总产值 种植业+畜牧业+渔业产值 亿元 正向

第一产业固定投资 ——— 万元 正向

常用耕地面积 ——— 公顷 正向

延伸融合 农林牧副渔总产值 ——— 亿元 正向

人均加工业产量
(粮食+油料+蔬菜+肉类)

等加工业产值/乡村人口数
元/人 正向

乡村市场零售额 ——— 亿元 正向

农村每万人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 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乡村人口数 个/万人 正向

交叉融合 旅游总收入 ——— 亿元 正向

旅游接待游客人次 ——— 万人 正向

农林牧副渔服务业总产值① 农林牧副渔总产值-第一产业总产值 亿元 正向

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农业总产值比重 第三产业增加值/农业增加值 % 正向

第三产业就业人数 ——— 万人 正向

农村每万人医疗基本设施 医院床位数/乡村人口数 张/万人 正向

农村每万人普通中小学校数量 普通中小学数量/乡村人口数 个/万人 正向

渗透融合 设施农业占地面积 ——— 公顷 正向

信息化建设 移动电话用户数量/乡村人口数 个/万人 正向

农业机械化总动力 ——— 万千瓦 正向

产业

融合

深度

就业增收 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 ——— 元/人 正向

乡村就业人数 ——— 人 正向

产出高效 劳均第一产业增加值 第一产业增加值/乡村就业人数 亿元/人 正向

三品一标农产品数量 ——— 个 正向

单位耕地第一产业增加值 第一产业增加值/耕地面积 亿元/公顷 正向

城乡融合 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比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 负向

城镇化率 ——— % 正向

生态绿色 化肥施用强度 农作物化肥使用量/农作物种植面积 % 负向

农村用电量 ——— 万千瓦 负向

森林覆盖率 ——— % 正向

  为了剔除其他因素对结果的影响,本文将其他相关因素作为控制变量纳入计量模型。本文的控

制变量包括:①数字普惠金融水平(dif),采用北京大学测算出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数字普惠金融发

展水平提高,可以有效促进农村信贷发展,鉴于中国农村信贷的实际情况,农户贷款与农民收入增长之

间的关系十分密切。②劳动生产率(lp),劳动生产效率越高,既可以增加农户家庭经营收入,又有利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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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注:中国统计年鉴指标解释说明中提到农林牧副渔总产值包括了其服务值,而不包括第一产业产值,因此农林牧副渔服务业产

值等于农林牧副渔总产值减去第一产业产值。



增加农民外出务工时间。③经济发展水平(edl),考虑到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主要影响农民经营收入,城

市经济发展水平影响农民外出务工收入和城镇居民工资性收入,通过国内生产总值/总人口来反映。

④农村人力资本(rhc),采用农村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来衡量。研究表明,人力资本对城乡经济社会的

发展有影响,特别是农村人力资本的溢出对于城乡收入差距影响尤为明显[26]。本文将人力资本作为

控制变量引入模型中,农民受教育程度越高,掌握农业生产新设备的能力就越强,进一步促进创业创

新、农业集约化,增加经营性收入,同时农民文化程度越高,劳动力的平均工资收入也越高。以受教育

年限/农村人口来表示,其中受教育年限=6*pri+12*jun+12*sen+16*col(用pri、jun、sen和col分

别表示小学、普通初中、高中和普通高等教育的在校学生数)。

五、实证结果分析

(一)县域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测度

通过上述指标及熵权TOPSIS法,测算出2011-2020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各区县农村产业融

合的综合指数得分,进一步通过取平均值作为整个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两大系统

的水平指数和综合指数。从图1可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整体的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综合指数在十年

间逐渐上升,从2011年的0.3增长到2020年的0.41。农村产业融合的广度和深度也不断提高,其中深

度系统的指数更高,表明农村产业融合在农民就业增收、农业增效、城乡融合、绿色发展等方面的效果

更佳。

图1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指数变化趋势

从图2可以看出,2011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较高的区域主要集中在重

庆市西部、成都周边的眉山市、资阳市等地;初、中级融合区域大致呈西南-东北向延伸,主要集中在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东北部和中部;刚起步和成长阶段的区县集中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西南部。

随着时间的演变,2020年较之2011年的农村产业融合空间格局更为集中。从离散分布向连片式分布

变化,以重庆市和成都市为轴心向外扩散,呈西北-东南向延伸,且重庆市的集聚程度更加明显。从这

十年间的空间演变来看,高级融合区域集中在重庆市、成都市及其周边区县。一是由于地理位置的优

势,中部地区为平原,且河流较多,水源充足,拥有发展农业的先天优势;二是行政区划的优势,经济发

展水平高,成都市为四川省省会城市,社会经济发展较快,农业规模化程度较高,产业结构较为完善。

并且有极强的要素集聚能力和辐射作用,能够带动周边县域的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不断深化。重庆市

作为我国西部唯一的直辖市,经济基础良好、政策支持力度大,科学技术先进,农村产业融合效率提升

快。总体而言,2011―2020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在空间上不断集聚,地区

之间的差异呈现缩小的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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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县域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指数空间分布

此外,本文再次报告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部分区县2011、2016、2020年的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综合

指数得分排名。其中居于前列的均是成都市、眉山市和重庆市的区县,产业融合发展水平偏低的县域

主要位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南部和西部范围,其离成都市、重庆市两大中心城市相对较远,受辐射

带动的融合效应较小。由表2可知,双流区、合川区、璧山区、大足区、东坡区、仁寿县的农村产业融合

水平相对稳定,长期保持在所有县域的前十位。自2008年起,双流区便率先探索三权分置,实施农村

集体资产股份化改革,开展都市现代观光农业,大力培育新业态,建设城乡融合发展示范区,打造空港

农业知名品牌以及“农业+”消费新场景,启动川西林盘保护修复计划。双流区基于对农村经营制度的

优先探索以及对自身航空港这一独特优势的灵活运用,使其农村产业融合持续发展。同时,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内郫都区、铜梁区在十年间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迅速,从下游层级冲至前25名(表2)。可能

受行政区划调整及撤县设区优化了城乡区域统筹规划空间布局,带来农村产业得以集约化,并配套基

础设施和服务设施,为产业融合提供生产性服务基础、物质前提和创新活力,从而较快地提升了农村产

业融合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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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部分区县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综合指数得分

区县
2011年

TOPSIS得分 排名

2016年

TOPSIS得分 排名

2020年

TOPSIS得分 排名

合川区 0.425 6 0.454 8 0.490 1
永川区 0.361 29 0.452 9 0.452 2
璧山区 0.416 8 0.507 3 0.440 3
安岳县 0.376 20 0.417 13 0.438 4
双流区 0.465 2 0.492 7 0.425 5
大足区 0.436 4 0.520 1 0.399 6
射洪市 0.306 49 0.302 70 0.395 7
东坡区 0.468 1 0.500 5 0.395 8
潼南区 0.375 22 0.498 6 0.392 9
仁寿县 0.444 3 0.510 2 0.390 10
铜梁区 0.272 66 0.370 28 0.373 19
郫都区 0.273 65 0.346 38 0.365 20

  (二)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本文采用最小二乘虚拟变量估计和广义矩估计两种方法来检验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对城乡收入差

距的影响,对式(2)进行回归估计。从表3中可以看出,模型(1)和模型(2)的核心解释变量是当期农村

产业融合发展指数,模型(3)和模型(4)的核心解释变量为滞后一期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指数(Liidi)。用

LSDV方法估计的结果,模型(1)和(3)中的F值均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本文设定的面板模型整体系

数十分显著,得到的估计结果比较可靠。从GMM方法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模型(2)和(4)中的

Kleibergen-PaaprkLM统计量、Cragg-DonaldWaldFCragg-DonaldWaldF统计值以及HansenJ统计值

均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选取的工具变量较为有效,模型结果较好。从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来看,
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指数(iidi)对城乡收入差距(gap)始终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说明农村产业融合持续

发展会进一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其他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来看,经济发展水平(edl)、数字普惠金融

水平(dif)、劳动生产率(lp)在四个模型中也对城乡收入差距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表明经济增长、普惠

金融发展、劳动生产率提高能有效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农村人力资本(rhc)对城乡收入差距的负向影响仅

在模型(1)中显著,说明人力资本的增加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下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不明显。
表3 基准检验结果

LSDV
(1)

IV-GMM
(2)

LSDV
(3)

IV-GMM
(4)

iidi -0.0225*** -0.0432***

Liidi -0.0389*** -0.0632***

edl -0.8756*** -0.8231*** -1.1875*** -1.0325***

rhc -0.0032* -0.0008 -0.0022 -0.0013
dif -0.0157** -0.0275*** -0.0253*** -0.0195***

lp -0.3568*** -0.2793*** -0.0023* -0.2156***

常数项 6.2395*** 5.6975***

面板设定F值 45.6532*** 32.7862***

Kleibergen-PaaprkLM统计值 32.8942*** 41.5982***

Cragg-DonaldWaldF统计值 176.4892
(16.8621)

146.6974
(14.5623)

HansenJ统计量P值 0.1576 0.1342

  注:表中的***、**、*分别代表在1%、5%、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三)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空间效应

为进一步揭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是否存在空间效应,本文基于以上

研究运用MoransI指数对农村产业融合进行空间自相关分析,采用空间误差模型检验农村产业

融合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空间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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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空间自相关检验

从表4可以看出,2011年至2020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县域农村产业融合的 MoransI指

数均显著为正,说明整个区域的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同时整体呈现波

动变化的态势,2011年至2014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农村产业融合的 MoransI指数呈上升趋

势,即在空间上呈现集聚态势。由于2010年国家批复《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成渝经济区便作

为我国西部地区的重要经济增长极,加之政策支持以及经济发展,其指数不断上升。2014年至

2018年,MoransI指数呈下降趋势,农村产业融合空间集聚效应逐步减弱,空间异质性逐步扩

大。一方面,201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后,使得农村

人口偏向城镇转移间接引起了农村产业融合的空间转移,产业结构和融合深度在空间层面可能

表现出一定的区域异质性。另一方面,农村产业融合的广度提升后,融合深度难以同步发展带来

了较大的区域差异,造成区域间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上的“马太效应”。2018年之后,成都和重庆

发挥其极核作用推动农业产业的城乡统筹发展,促使重庆、成都及其周边区县的空间溢出效应不断

增强,对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外围区县形成一定的虹吸效应,使其呈现出正向且增长的集聚态势。
表4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空间集聚效应

年份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MoransI指数 0.262 0.264 0.301 0.342 0.36 0.355 0.294 0.22 0.294 0.267

Z值 3.092 3.906 4.611 5.313 5.650 5.622 4.654 3.596 4.540 4.118

P值 0.001 0.002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注:数据源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各区县拟合出的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指数,通过GEODA软件空间计量得出

2.空间计量结果分析

首先,对 农 村 产 业 融 合 与 城 乡 收 入 差 距 的 关 系 进 行 豪 斯 曼 检 验,检 验 的 统 计 量 为

68.35(p=0.0007),即在1%的显著水平上拒绝随机效应原假设,接受固定效应的备择假设。因

此结果表明选择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在进行县域农村产业融合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空间计量模型

回归之前,再次进行拉格朗日乘数检验(LM)和稳健性LM检验,对其可靠性进行检验。

由表5可知,空间滞后拉格朗日乘子(LM-lag)及其稳健性(RobustLM-lag)在1%的水平上

显著;空间误差拉格朗日乘子(LM-error)在5%的水平上显著,但其稳健性没有通过显著性检

验,结果表明空间滞后模型更可靠。尽管前文基准回归提供了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对城乡收入差

距的实证依据,但却无法判断相邻区域农村产业融合对本地区城乡收入差距缩小产生的空间溢

出效应程度。因此,下文采用SLM模型偏微分方法将效应分为直接、间接和总效应。如表6所

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iidi)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直接效应显著为负,表明本地区农村产业融合发

展对城乡收入差距起缩小作用;间接效应也显著为负,系数为-0.169,说明相邻地区农村产业融

合水平提高1%,可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0.169%。此外,直接效应大于间接效应,即本地区的农

村产业融合发展比相邻地区农村产业融合的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作用更大。本地区农村

产业融合发展可直接促进农业规模化集约化,新型经营主体发展,首先增加了农民生产经营性收

入。而农业与第二、三产业融合形成新产业新业态的模式更高级,农民的就业机会增多,增收渠

道增加,会引致产业、人才集聚,产生一定的空间溢出效应。但由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农村

产业融合发展水平整体上仍较低,交叉渗透融合模式发展程度较初级,因此辐射带动作用稍显不

足,总体而言直接效应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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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空间模型检验结果

系数 P值

LM(lag) 15.4369 0.0002

R-LM(lag) 9.6524 0.0025

LM(error) 6.5616 0.0235

R-LM(error) 0.3564 0.3845

  从控制变量来看,经济发展水平(edl)、人力资本(rhc)、数字普惠金融水平(ifx)、劳动生产率

(lp)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直接、间接和总效应都显著为负,均表明本地区和相邻地区这四个控制变量

的提高会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且经济发展水平、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劳动生产率均为直接效应比

间接效应大,即本地区对城乡收入差距缩小的作用比相邻地区效果更好。而人力资本的间接效应更

大,说明地区之间人才集聚、劳动力的流动较多,相邻地区对本地区的空间溢出效应较大,进一步缩小

了城乡收入差距。
表6 空间溢出效应结果

变量 iidi edl rhc ifx lp

直接效应
-0.459***

(-47.622)
-0.132***

(-13.2982)
-0.0013*

(-1.6154)
-0.179***

(-4.8069)
-0.119***

(-11.9095)

间接效应
-0.169***

(-17.534)
-0.036** *

(-2.6185)
-0.0064*

(-1.6837)
-0.019**

(-1.914)
-0.0216**

(-2.1617)

总效应
-0.628***

(-65.15)
-0.168***

(-16.925)
-0.0077*

(-1.6948)
-0.198***

(-5.317)
-0.1406***

(-14.071)

       注:表中的***、**、*分别代表在1%、5%、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t统计量

六、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县域2011-2020年的面板数据,采用熵权TOPSIS法测算农村

产业融合发展综合指数,研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空间演变趋势及其

分布格局。同时,采用基准回归和空间计量模型从农村产业融合空间维度,探讨了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内农村产业融合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空间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农

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总体上呈上升趋势,从2011年的0.3增长到2020年的0.41,且农村产业融

合深度高于融合广度。(2)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呈显著空间正相关关系,

空间演变格局呈现出由点状分散分布向块状集聚分布。(3)农村产业融合水平较高的地区稳定

在成都市、重庆市及周边县域范围,农村产业融合水平较低的区域集聚分布在经济圈偏西部、南

部的山地和丘陵地区,极核都市圈扩散效应和毗邻都市圈区域的虹吸效应并存。(4)农村产业融

合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显著为负,表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此

外,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直接效应大于间接效应,即本地区的农村产业融合发展

比相邻地区农村产业融合的发展在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方面的作用更大,表现出的空间溢出效应

较小,即县域内产业融合发展缩小城乡差距的效果好于县域间的城乡收入差距。

基于以上结论,得出如下政策启示:

第一,促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农村产业融合整体均衡高质量发展,尤其要注重提升经济圈

内部偏西部、南部地区的农村产业交叉、渗透融合。积极推进生态本底下的“农业+”和“+农业”

形态的深度融合。比如,加大财政支持力度,依托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自然风光、民族聚落等

资源,催生乡村旅游、立体农业等新产业新业态持续健康发展,深入挖掘农业农村的文化体验、生

07



态养老等多种功能,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农村交叉融合发展。成都市和重庆市作为极核中

心区大力发展技术、绿色的融合产业,带动区域内其他区县发展。同时,加强科技创新赋能农村

产业园区的规模化和数字化转型,推进高技术对农业的渗透。针对经济圈西部、南部地区农村产

业融合发展较差的县域,因地制宜地发展现代高效农业,促进农业现代化。

第二,完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农村产业融合进程中的基础设施建设,这是交叉和渗透产业

融合发展的基础。加快交通系统的升级和完善休闲娱乐设施,方便游客进入观赏旅游,助推乡村

旅游发展。强化农产品流通体系建设。促进农业生产资源的运输、农产品的配送,即将“工业品

下乡”与“农产品进城”紧密结合,拓展农产品销售渠道,促进农民增收。构筑信息网络,建设电商

平台,完善农业信息化服务体系,科学高效安排农业生产,发展智慧农业。

第三,健全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市场环境。利用财政资金投入吸引生产要素向农村靠拢,形

成以第一产业为基础的产业融合。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高效利用各县域优势资源,形成合

理分工的产业格局,使产业和市场集聚,推动生产要素转移,助推农村产业融合进程。同时构建

吸引各级各类专业人才服务农村的激励机制,鼓励大学生返乡创业,加大对高科技人才在农村创

业的扶持力度。人才集聚和农民技能提高,为农村产业融合注入新血液,有效提高农业生产率,

破解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现实问题。进一步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引导农村居民转移

就业,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使农民收入持续增加,进一步促进农村农民共同富裕,缩小城乡收入

差距。

第四,利用金融市场手段,构建和完善农业产业链延长制。创新金融产品以满足农民的投资

需求,提高普惠农村金融的可得性和金融机构距离的可及性,满足各类主体合理的融资诉求;引

导农民积极加入农村产业融合进程中,积极探索不同的因地制宜的融合模式,让农户分享到收

益,切切实实增收。有序引导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统筹协调,组织散户,重点依托龙头企业、农民专

业合作社等进行专业化经营,形成品牌,扩大市场影响力,增加农产品附加值。以放活土地经营

权为突破口,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以进一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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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IntegratedDevelopmentofRuralIndustriesinCountiesandtheEvolutionofUrban-RuralIncomeGap

SHENYun1,WANGRui2,ZHAGNHaibing3,LIUYan4
(CollegeofEconomics,SichuanAgriculturalUniversity,Chengdu611130,China)

Abstract:Theintegrateddevelopmentofcountyruralindustriesisanimportantdrivingforceinacceleratingtheoverall
planningofurbanandruralareas,whichnarrowstheincomegapbetweenurbanandruralareas.Thedevelopmentwill
alsoboosttheoverallrevitalizationofruralareasandthecommonprosperityoffarmersinruralareas.Basedonthepanel
dataofChengdu-ChongqingEconomicCirclefrom2011to2020,thispaperusesentropyweightTOPSISmethodto
measurethecomprehensiveindexofruralindustrialintegrationdevelopmentindifferentdistrictsandcounties.Based
onLSDV,GMMandspatialeconometricmodel,thispaperdiscussesthespatialevolutionanddistributionpatternofru-
ralindustrialintegrationdevelopmentlevelinChengdu-ChongqingEconomicCircle,andrevealsitsspatialeffectonur-
ban-ruralincomegapanditsdistributionpattern.Itisfoundthatthedevelopmentlevelofruralindustrialintegrationin
Chengdu-ChongqingEconomicCircleisontheriseasawhole,andthedevelopmentdepthofruralindustrialintegration
isbetterthanthedevelopmentbreadthofruralindustrialintegration.Thereisaspatialagglomerationeffectinthede-
velopmentlevelofruralindustrialintegrationatthecountylevel.Theimpactofruralindustrialintegrationontheur-
ban-ruralincomegapshowsanevolutionfrompointscattereddistributiontocentralizedblockdistributionatthespatial
level.Theimpactofruralindustrialintegrationinthisregionontheurban-ruralincomegapisgreaterthanthatinthe
neighbouringareas,andthespatialspillovereffectofruralindustrialintegrationinnarrowingtheurban-ruralincome
gapissmall.
Keywords:integrationofruralindustries;urban-ruralincomegap;Chengdu-ChongqingEconomicCir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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