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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县级单位的城乡二元反差:
基于分位数回归的实证①

许秀川,　张卫国

西南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农业教育发展研究中心,重庆４００７１５

摘要:构建了影响中国县级单位的城乡二元反差系数的理论模型,并将其扩展为实证计量模型,采用分位数回

归方法,实证分析了不同城乡收入差距水平的县级单位城乡二元反差的主要影响因素,根据实证结果给出了相

关政策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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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八大提出了加快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战略,而在此之前十六大则已提出中国应该走符合国情的大

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多样化城镇化道路．新型城镇化包容性发展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城镇化发展的

主流方向,无论新型城镇化、包容性发展的内涵多么丰富,在中国,城乡统筹发展、协调发展仍然是其根本

内核和基础．然而中国各个层级的城乡差距并没有随着国家战略的提出而得到有效遏制,十六大至今十多

年过去了,城乡收入差距仍然在高位徘徊,并略有上升趋势,城乡统筹发展依然任重而道远．
研究城乡二元结构、城乡收入差距的文献已经十分浩瀚,但以县级单位为基础的城乡二元经济研究,

特别是城乡二元反差与城乡收入差距领域的实证研究还相对较少．现有文献大多把问题限定于对某省市或

自治区下的个别县进行案例研究,或对县域经济做了一般性的发展战略、制度、规划、法律等方面的研究．
文献[１]分析了县(市)域城乡统筹的规划实施方案;文献[２]对我国东部地区县域城乡统筹发展的典型案例

进行了研究;文献[３]探讨了我国县域经济发展中城乡统筹的主要内容;文献[４]以浙江省乐清市为例对城

乡统筹背景下县域城镇化问题进行了研究;文献[５]运用 AHP及空间计量模型方法,对重庆市县域经济城

乡统筹进程的空间差异做了实证研究;文献[６]则对我国县域经济贫困地区的发展问题进行了探讨．还有很

多相关研究无法一一赘述．总体上现有研究中理论研究较多,实证研究较少,案例研究较多,全国范围的大

样本研究较少．
本研究以构建城乡二元经济模型为基础,以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反差系数(即城镇与农村的劳动生产率

差异)为主要指标衡量城乡统筹发展水平,对全国县级单位进行实证研究,分析城乡二元反差系数的主要

影响因素．本研究采用全国大样本的截面数据,使用分位数回归的方法,分析被解释变量在不同分位数下

解释变量对其影响的变化,在稳健估计的同时获得更多有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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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模型基础与实证研究

１１　模型构建

假设县级单位中,农村部门的收入由柯布－道格拉斯函数决定:

y１＝
Y１

L１
＝A１Croα

其中:y１ 为劳均收入,Y１ 为第一产业增加值,L１ 为第一产业劳动力数量,A１ 为农业技术因素(由于采用截

面数据,假定技术不变,为常数),Cro为农业总产出(根据数据的可得性,本研究以粮食总产出作为代理变

量),α∈ (０,１)为农村部门的收入弹性．
类似地,城镇部门的收入决定函数形式为:

y２＝
Y２

L２
＝A２Indβ

其中:y２ 为劳均收入,Y２ 为第二产业增加值,L２ 为第二产业劳动力数量,A２ 为工业技术因素(性质假设同

A１),Ind为工业总产值(由数据的可得性,本研究以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为代理变量),β∈ (０,１)为城镇

部门的收入弹性．
则定义城乡二元反差系数为城乡劳均比较劳动生产率,由城乡劳均收入的比值(rato)决定:

rato＝
y２

y１
＝
A２Indβ

A１Croα

对上式两边取对数,则有:

lnrato＝lnA２－lnA１＋βlnInd－αlnCro
令C＝lnA２－lnA１,考虑到城乡两部门的收入同时受到固定资产投资(Inv)及政府财政支出(Gep)的影

响,加入lnInv与lnGep作为控制变量,则最终的实证模型为:

lnrato＝C＋βlnInd－αlnCro＋γlnInv＋ωlnGep＋ε
其中:C为常数项;lnInv为全县固定资产投资额的对数(不含农户投资);lnGep为县政府一般性财政支出

总额的对数;α,β∈ (０,１);γ,ω 大小及方向不确定;ε为随机误差项．

１２　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由«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２０１２»得到２０１１年相关变量的原始数据,对没给出粮食总产出的相应省份

以及存在缺失值的县级单位作删除处理,共得全国１３４０个县级单位的完整数据,取对数后变量的描述性统

计见表１．
表１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数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lnrato １３４０ ２８１９ ０９７２ －３０１９ ６０２７

lnInd １３４０ １３２３５ １６６８ ７３４３ １８１０４

lnCro １３４０ １１８４１ １１５７ ４４１９ １４９４９

lnInv １３４０ １２８９５ ０９８４ ８０７１ １５７７８

lnGep １３４０ １１９２６ ０５２５ ９２１６ １４３７３

　　对二元反差系数进行正态检验,结果见表２:
表２　城乡二元反差系数偏度与峰度正态检验

变量 样本数 Pr(Skewness) Pr(Kurtosis) 联合检验adjchi２(２) Prob＞chi２

lnrato １３４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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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表２可知,偏度和峰度检验的显著性均超过１％,显著地拒绝了二元反差系数对数是正态分布的假

设,联合检验自然地也拒绝了正态分布的假设．

１３　模型的分位数回归分析

由于中国县级城乡二元反差系数为非正态分布,进一步做核密度估计发现数据存在左偏,并且在中心

位置高度集中(为简约起见,此处省略了核密度估计的图形和结果)．如果采用 OLS进行回归,一方面正态

假设无法得到满足;另一方面,即使大样本条件下 OLS正态渐近性得到满足,其基于条件期望的假设使研

究只能得到各个解释变量的作用在被解释变量处于平均中心位置时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无法观察各控制

变量在不同分位点时对解释变量的影响,这是重要的信息损失．虽然 OLS估计存在诸多的不足,但 OLS
常作为评价其他估计的参照,比如,矩估计类的工具变量法(IV)、二段和三段最小二乘法(２SLS,３SLS)、

广义矩估计(GMM)、极大似然估计(MLE)等．有关分位数估计的教材和论著多以 OLS估计作为分位数估

计的参照[７－９],因此本文在分位数回归的基础上,同时给出 OLS估计作为参照．

OLS采用的方法为:

min∑i
(Yi－Xiβ)′(Yi－Xiβ)

区别于 OLS,分位数回归采用:

min{p∑Yi≥Xiβ(p)|Yi－Xiβ(p)|＋(１－p)∑Yi＜Xiβ(p)|Yi－Xiβ(p)|}

其中:Yi,Xi,β分别为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及相应参数的向量;p 为分位数．可见,OLS的估计是基于残

差平方和最小的估计,而分位数估计则基于相应分位数下的最小化加权残差绝对值．由于绝对值函数不可

导,分位数回归估计实质上采用解线性规划的外点法(exteriorＧpointalgorithms)求解,相应的参数标准差

则需要采用自抽样(Bootstrap)模拟获得,计算过程虽相对复杂耗时,但在计算机上用十几分钟即能完成上

万次模拟,获得较可靠结果．由于分位数回归可以很好地处理不同分位点下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

并且由于分位数回归是基于顺序统计方法的估计,对异方差不敏感,对数据分布的位置、尺度的变化的影

响能做出相应的估计,因而可获得更稳健(robust)的估计结果,同时得到更多有用的信息．实证模型的估计

结果见表３．
表３　分位数估计与OLS估计结果

分位数 lnInd lnCro lnInv lnGep C 判定系数

０１
０４２４∗∗∗

(００４４)

００２７

(００４３)

００２４

(００７３)

－０３１６∗∗∗

(０１２２)

－０５９５

(１０３２)
０１９１

０２５
０３５７∗∗∗

(００３５)

－００３６

(００２８)

０００４

(００４９)

－０１３１∗∗

(００７)

－０４２１

(０６４１)
０１６４

０５
０２７８∗∗∗

(００３１)

－００８０∗∗∗

(００３２)

００４５

(００６２)

－００５１

(００７７)

０１５７

(０６５４)
０１３９

０７５
０２８３∗∗∗

(００３２)

－０１７４∗∗∗

(００４５)

００８２

(００５９)

－００６

(００７７)

１２９１∗∗

(０６５７)
０１４７

０９
０３０７∗∗∗

(００４６)

－０３４７∗∗∗

(００７５)

００９９

(００９)

００８９

(０１２８)

１４８１

(０９９８)
０１３９

OLS
０２９１∗∗∗

(００２１)

－００６９∗∗∗

(００２４)

００７９∗∗

(００３９)

－０１１８∗∗

(００６４)

０１７０

(０５５３)
０２４４

　　注:分位数回归括号内为１万次Bootstrap模拟标准差,OLS则为普通标准差;∗∗,∗∗∗分别表示５％和１％显著,

最后一列判定系数中,分位数回归为伪R２,OLS为调整后的R２．

３第３期　　　　　　许秀川,等:中国县级单位的城乡二元反差:基于分位数回归的实证



由表３的 OLS估计结果可知,所有变量均在１％或５％的水平显著,并且显著的符号与理论假设完全

一致．工业总产值对城乡二元反差有正的影响,农业产出则对城乡二元反差有负的影响．全社会固定资产投

资对城乡二元反差有正的影响,而政府的一般性财政支出对城乡二元反差有负的影响．这似乎支持了在县

级单位,固定资产投资主要组成服务于城镇和工业,而政府一般性财政支出更多地支持了农村和农业的假

设．但这只是就全国各县平均而言得出的结论,并且忽略了总体分布的情况及异方差的影响．

对分位数的结果进行分析可以看出:工业总产值在各个百分位上均对城乡二元反差系数存在１％显著

的正影响;但农业总产出只在５０％分位数及以上的情况才对城乡二元反差系数存在１％的显著负影响,在

１０％和２５％分位数上,其影响并不显著．可见,城乡收入差距越大的县,农业产出对收入差距的缩减作用

越强,在收入差距较小的县,农业产出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力则变得不明显．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在１０％至

９０％的５个分位点上,系数估计均不显著,可见在县级层面,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对工业与农业的收入差

距影响并不显著．最后,在县级政府一般性财政支出方面,在较低的分位点１０％和２５％上,分别是１％和

５％显著,而在５０％及以上分位点上则不显著．一般情况下,分位点较低表示城乡二元反差较小,即城乡收

入差距较小,这种情况通常发生在经济较发达的县,县级政府的财力较为充裕,因此有更多的财政用于农

业支出,对减少城乡收入差距作用显著,实证结果得到了较好的解释．

图１中水平虚线为 OLS估计值,折线为分位数回归系数变化,阴影部分为分位数回归９５％的置信区

间．由图１可以看出,对于城乡二元反差系数处于大约５０％分位点以下及７５％分位点以上部分的区县,工

业总产值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力大于基于 OLS回归的平均值,特别是在１０％及２５％等较低的分位点上

差距较大,弹性系数相差达０１个单位．而城乡二元反差系数在５０％至７５％分位点部分的县,工业总产值

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力低于基于 OLS回归的平均值．这表明在工业较发达,城乡差距相对较小的县,工

业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力较大．

图１　分位数回归系数估计、置信区间与OLS估计的比较

在农业总产出方面,二元反差系数约处于５０％分位点以上的分位数估计较 OLS估计的绝对值大,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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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分位点以下则较OLS估计的绝对值小,这表明在城乡收入差距较大的县,农业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

贡献也较大．

在一般性财政支出方面,城乡二元反差系数在２５％分位以下的县,财政支出对减少收入差距有显著的

作用,并且在１０％分位数和２５％分位数的估计绝对值大于 OLS估计,而在２５％分位数至７５％分位数的估

计绝对值小于 OLS估计,在７５％分位则大于０．表明较富裕的县财政支农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有较明显的

作用,而较穷的县则作用不显著．

对于固定资产投资系数的估计,OLS估计值完全落入了各个分位数估计的置信区间内,且各分位点上

固定资产投资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并不显著．

２　结论与政策含义

２１　结　论

本研究构建了影响中国县级单位的城乡二元反差系数的理论模型,并将其扩展为实证计量模型,采用

分位数回归方法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在各个分位点上,工业总产值对城乡收入差距有显著的

正影响,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在各个分位点上均不显著．农业总产出则在５０％及以上分位点上对城乡收

入差距有显著的负影响,而在低于５０％的分位点上则不显著．相反,财政支出在低于５０％的分位点上对城

乡收入差距有显著的负影响,在５０％及以上分位点上则不显著．

２２　政策含义

１)工业总产出对城乡二元结构,或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是决定性的．在中国的县级单位层面,城乡收

入差距较小的县,即工业化程度和收入较高的县,工业产出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力远大于工业化程度和

收入较低的县．因此,对于已跨越经济起飞阶段,进入工业化加速阶段的地区而言,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或缓

解城乡二元结构,可以在加速工业化的同时推进城镇化,加快农村劳动力和人口的转移,以提高整体收入

水平,减少城乡收入差距．

２)农业产出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减少作用在城乡收入差距较大的县显著,在城乡收入差距较小的县则

不显著,表明农业在收入较低、较落后的县显得尤为重要．在这些县应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力度,对贫困县应

坚持开发式扶贫,以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协调发展．

３)政府的财政支出则在城乡收入差距较小的县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较为明显．说明在较富裕的县,政

府更有能力和财力对农业农村进行支持,较富的县财政支出应更注重公平,而较穷的县财政支出应更关注

发展与效率．应加快经济增长与发展步伐,增加县域经济的财政收入,推动工业化跨越式发展,最终实现工

业反哺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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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banandRuralEconomicDisparityofChineseCounties:

AnEmpiricalAnalysisBasedonQuantileRegression

XUXiuＧchuan,　ZHANG WeiＧguo
SchoolofEconomicsandManagement,AgriculturalEducationDevelopmentResearchCenter,

SouthwestUniversity,Chongqing４００７１５,China

Abstract:Inthispaper,atheoreticalmodelabouttheurbanＧruraldualdisparitycoefficientatthecounty

levelinChinaisconstructed,andthenitisfurtherextendedintoaneconometricmodel．Withthequantile

regressionmethod,themainfactorsinfluencingthedualurbanＧruraldisparityofChinesecountieswithdifＧ

ferentincomegaplevelsareempiricallyanalyzed．Finally,thepapergivestherelatedpolicymeaningsfor

theempirical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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