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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核心基础,
 

而新型城镇化是提升居民收入水平及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的重要抓手.
 

为进一步探究新型城镇化发展助力共同富裕的作用效果及路径,
 

本研究基于河南省105个县(市)

2013-2020年的相关数据为研究样本,
 

运用计量模型进行实证检验,
 

以期为持续发挥助力效用找准着力点.
 

首

先,
 

研究发现:
 

有序推进新型城镇化不仅能有效提升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
 

还能助力缩小收入差距,
 

进而实现共

同富裕的目标,
 

通过变量替换等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旧成立;
 

城镇化通过直接和中介两种渠道影响共同富裕水

平,
 

而农业劳动力转移及提升农业生产水平是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重要传导路径.
 

最后,
 

通过异质性分析发现,
 

城镇化发展对于缩小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作用效果伴随收入差距的扩大而减弱,
 

与此同时,
 

对于推进平原地区

共同富裕的作用效果略显著于丘陵和山区.
 

因此,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
 

一方面要以县域为重要载体,
 

完善

制度体系,
 

稳步有序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
 

另一方面要兼顾新型城镇化发展对不同地区、
 

不同收入群体的作用效

果,
 

提升城乡融合发展水平,
 

助力实现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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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n
 

is
 

an
 

important
 

lever
 

for
 

improving
 

residents
 

income
 

levels
 

and
 

narrowing
 

the
 

urban-rural
 

income
 

gap.
 

In
 

order
 

to
 

further
 

explore
 

the
 

effect
 

and
 

path
 

of
 

the
 

new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in
 

promoting
 

common
 

prosperity,
 

empirical
 

analysis
 

was
 

conducted
 

by
 

using
 

the
 

econometric
 

model
 

based
 

on
 

the
 

rele-
vant

 

data
 

of
 

105
 

counties
 

(cities)
 

in
 

Henan
 

Province
 

from
 

2013
 

to
 

2020
 

as
 

the
 

research
 

sampled,
 

which
 

would
 

found
 

the
 

focus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assistance
 

effect.
 

Research
 

found
 

that
 

the
 

or-
derly

 

promotion
 

of
 

new
 

urbanization
 

can
 

not
 

only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income
 

level
 

of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but
 

also
 

help
 

narrow
 

the
 

income
 

gap,
 

so
 

as
 

to
 

achieve
 

the
 

goal
 

of
 

common
 

prosperity.
 

The
 

re-
sult

 

is
 

still
 

valid
 

after
 

robustness
 

tests
 

such
 

as
 

variable
 

replacement.
 

Urbanization
 

affects
 

the
 

common
 

prosperity
 

through
 

direct
 

and
 

intermediary
 

channels,
 

and
 

the
 

transfer
 

of
 

agricultural
 

labor
 

force
 

and
 

the
 

improvement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level
 

are
 

important
 

transmission
 

paths
 

to
 

achieve
 

the
 

goal
 

of
 

com-
mon

 

prosperity.
 

Finally,
 

it
 

is
 

found
 

that
 

the
 

effect
 

of
 

urbanization
 

on
 

narrowing
 

the
 

income
 

level
 

of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weakens
 

with
 

the
 

expansion
 

of
 

the
 

income
 

gap
 

through
 

heterogeneity
 

analysis.
 

At
 

the
 

same
 

time,
 

the
 

effect
 

on
 

promoting
 

common
 

prosperity
 

in
 

plain
 

areas
 

is
 

significantly
 

greater
 

than
 

that
 

in
 

hilly
 

and
 

mountainous
 

areas.
 

In
 

the
 

process
 

of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on
 

the
 

one
 

hand,
 

we
 

should
 

take
 

the
 

county
 

as
 

an
 

important
 

carrier
 

to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system,
 

and
 

then
 

promote
 

the
 

new
 

urbaniza-
tion

 

process
 

steadily
 

and
 

orderly,
 

on
 

the
 

other
 

hand,
 

it
 

is
 

necessary
 

to
 

take
 

into
 

account
 

the
 

effect
 

of
 

the
 

new
 

urbanization
 

on
 

different
 

regions
 

and
 

different
 

income
 

groups,
 

and
 

improve
 

the
 

level
 

of
 

urban
 

and
 

ru-
r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which
 

would
 

promote
 

the
 

common
 

prospe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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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融合发展不仅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提升居民收入水平的重要抓手,
 

还是稳步推进共同富裕目标

的重要基础.
 

2022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
 

提出

将县域作为基本单元推进城乡融合发展.
 

2024年7月,
 

二十届三中全会中再次提出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

机制、
 

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发展的部署要求,
 

自此,
 

城乡融合发展成为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的重要举措,
 

县域也成为城乡融合发展的主要阵地[1].
 

由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可知,
 

要素流动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动力源

泉,
 

在伴随着新型城镇化发展的进程中,
 

各类资源逐步向乡村下沉与延伸,
 

县城不仅是实施新型城镇化的

末梢载体,
 

还是连接乡村与城市发展的关键纽带,
 

更是乡村振兴的主战场.
 

本研究以县域为研究主体,
 

不

仅能丰富以县域为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发展的研究内容,
 

还能为有效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找准着力点,
 

进而助

力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新型城镇化发展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实现城乡融合发展为重心[2],
 

而相关研究表明,
 

城乡居民之

间以及进城农民工与城镇人口之间的收入差距在中国整体不均衡中的比例超过40%[3],
 

若缩减差距实

现资源的重新分配,
 

共同富裕中的“同步”问题才能得到有效解决,
 

反之,
 

共同富裕目标则无从谈起.
 

因

此,
 

现阶段缩减城乡收入差距是缓解城乡发展不均衡问题的重中之重.
 

与此同时,
 

在推进共同富裕的进

程中,
 

不仅要实现缩减差距的目标,
 

也即做好蛋糕分配的问题,
 

更为重要的是要做大蛋糕,
 

实现总体收

入水平的有效提升[4].
关于新型城镇化的研究涵盖路径探析及作用效果两个方面.

 

其一,
 

关于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路径研究,
 

从理论角度分析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内涵、
 

要求及使命[5-6],
 

并针对“十四五”期间新型城镇化发展过程中面

临的产业支撑不足、
 

城乡融合一体化程度不高等突出问题[7-8],
 

基于要素转换视角、
 

市场分工等视角提出了

新型城镇化提质增效的关键举措[9];
 

部分学者基于耦合理论、
 

空间理论探究了新型城镇化发展与乡村振

兴[10-11]、
 

农业现代化[12]等多个方面之间的耦合关系.
 

其二,
 

关于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效果研究,
 

首先对于经

济发展方面,
 

部分学者分析发现,
 

城镇化发展对经济增长存在正向促进的作用效果[13],
 

但部分学者认为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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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之间的关联性较弱,
 

提出城镇化对经济的作用效果依赖于区域经济的发展水平[14];
 

其次,
 

对于产业结构

的作用效果,
 

不同学者基于不同研究视角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
 

其中伴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张,
 

“城市病”会
不断凸显,

 

进而会对优化产业机构产生抑制作用[15-16];
 

最后,
 

对于绿色经济效率[17]、
 

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

率[18-19]以及农业绿色发展[20]等方面分析了新型城镇化建设与绿色发展之间的关系.
关于新型城镇化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

 

但针对新型城镇化发展助力实现共同富裕目标效用的研究却较

少.
 

大量学者基于定性视角深入剖析了新型城镇化建设与产业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21],
 

通过提升资源配

置效率[22]、
 

以振兴乡村为载体[23],
 

促进资源在城乡间流动,
 

从而缩小城乡差距.
 

孙学涛等将共同富裕指标

测度为城乡收入差距、
 

医疗教育差距等多个方面[24],
 

而提升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是实现其他物质富裕中最

为核心且基础的要素,
 

更是畅通“双循环”体系的关键节点.
 

因此,
 

本文基于提升城乡居民整体收入水平和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两个视角检验新型城镇化发展对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作用效果.

1 理论机制与研究假说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实现共同富裕目标关键在于解决城乡发展不均衡、
 

农村发展不充分的问题,
 

即在有

效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基础上实现城乡“同步”富裕.
 

从城镇化进程来看,
 

城镇化建设是人口与产业活动在

空间上的集聚过程,
 

也产生了“农村小城镇”以及“人口城镇化”等概念,
 

城镇是吸纳农村劳动力的重要载

体,
 

应立足县域资源禀赋基础,
 

因地制宜补齐县域发展短板问题,
 

推进空间布局、
 

产业发展等基础设施建

设.
 

从功能定位来看,
 

县域是我国城乡发展的基本单元,
 

是引领区域经济发展,
 

促进城乡一体化,
 

实现要素

资源在城乡流动的重要纽带与载体,
 

在畅通国内经济循环体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促进城乡要素的互动与

发展的共融,
 

借助乡村振兴战略发展趋势,
 

畅通要素和消费品下乡渠道,
 

激发县域内乡村发展活力,
 

为城

乡融合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从实现目标来看,
 

新型城镇化发展能够促进资源在城乡和区域间的流动,
 

为缩

小城乡收入差距,
 

实现“同步”富裕创造了有利条件.
 

从缩小城乡差距来看,
 

新型城镇化发展破除了资源在

城乡间流动的壁垒,
 

通过城乡统筹、
 

产业互动、
 

优势互补等途径促进资源流动,
 

在某种程度上改善了城乡

关系,
 

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
 

促进了城乡间的融合发展,
 

推动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通过分析发现,

 

新型城镇化的发展不仅可以促进要素资源在城乡之间的流动与配置,
 

也能助力于农业

生产水平的提升,
 

在实现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稳定提升的基础上,
 

进一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1)

 

实现农业劳动力资源的流动.
 

依据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可知,
 

在城镇化加速推进的背景下,
 

要素流

动是实现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25],
 

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提供了多元化的就业机会,
 

通过从事二、
 

三产业工作

所获得的劳动报酬要显著高于一般的务农收入[26],
 

这也为农业人口的流动提供了就业驱动力.
 

基于比较优

势理论,
 

新型城镇化的推进会提升城市资源要素的集聚力和经济辐射能力,
 

促进劳动力等要素资源在城乡

间的流动[27],
 

重塑城乡发展格局,
 

农业从业人员通过流动方式向县城或者临近城市流动,
 

带动农业流动人

口收入水平的稳步提升.
2)

 

促进农业生产水平的提升.
 

依据诱致性技术变迁理论,
 

在不同市场中资源要素的配置会影响

其相对市场价格,
 

即通过使用相对低成本的要素来取代相对稀缺的资源.
 

新型城镇化的进程中,
 

伴随

农村劳动力转移,
 

劳动力在成为第一产业中相对稀缺要素的同时,
 

会提升其相对价格,
 

即农业劳动力

相对价格呈现走高趋势,
 

则诱发使用农业机械来代替劳动力,
 

实现资源要素的重新配置.
 

依据比较优

势理论,
 

伴随政策指引及导向,
 

新型城镇化的发展会助推资源向高回报的地区流动[28],
 

伴随着新型

城镇化的稳步推进,
 

社会资本、
 

现代科技、
 

现代管理理念等不断进入农业农村市场,
 

通过推动农业产

业集聚、
 

促进农业规模化经营,
 

提升资源配置效率,
 

改善粗放型发展模式,
 

最终促进农业农村的发

展.
 

与此同时,
 

通过完善基础设施,
 

加强区域经济联系,
 

利用各地区要素资源禀赋优势,
 

从而实现产

业发展的协同效应[29],
 

多措并举,
 

在有效提升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基础上缩小收入差距,
 

进而实现

共同富裕,
 

具体如下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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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作用路径及机制分析

基于上述分析,
 

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
 

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可有效提升城乡居民整体收入水平,
 

缩小收入差距,
 

进而促进共同富裕

目标的实现.
假设2:

 

新型城镇化发展通过劳动力转移、
 

提升农业生产水平等方式,
 

优化资源要素配置,
 

实现共

同富裕.
异质性视角下的作用效果分析:

 

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中,
 

地理及资源就曾作为影响生产和贸易的重要

变量因素.
 

新古典经济学派认为资本、
 

土地及劳动力等资源要素的投入是导致商品在不同区域、
 

国家产生

价格差异的重要因素.
 

随后一些学者将地理学的基本概念引入经济学领域,
 

包括海拔、
 

坡度等自然地理要

素环境[30],
 

也包括交通和区位等因素的影响[31].
 

部分“地理决定论”的经济学家主张,
 

地理因素是影响经济

绩效的内生变量,
 

对经济活动和生产水平均具有较大影响[32],
 

由于不同地理区位县域的功能定位不同,
 

使

得新型城镇化推进过程中的策略选择有所差异,
 

进而会影响新型城镇化的作用效果.
 

与此同时,
 

由于不同

家庭的资源禀赋不尽相同,
 

在新型城镇化发展的过程中,
 

从中分享制度红利的能力存在差异,
 

包括但不限

于户主特征、
 

家庭特征、
 

社会资本、
 

经济状况、
 

土地资源等诸多方面,
 

不仅会影响家庭资源的配置效率,
 

而

且是家庭收入水平的重要影响因素,
 

具体如图1所示.
 

因此基于异质性视角下,
 

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3:
 

在不同收入水平、
 

不同地理区位中新型城镇化发展对共同富裕目标的作用效果存在异质性.

2 研究区域、
 

研究方法及变量选取

2.1 研究区域

截至2021年底,
 

河南省城镇常住人口5
 

579万,
 

城镇化率为56.45%,
 

较上年增长1.02%,
 

且作

为人口大省、
 

产粮大省,
 

农业人口比例大,
 

城乡发展矛盾突出,
 

为有效解决城乡发展不均衡的问题,
 

河南省近年来围绕以产业集群建设为依托,
 

逐步完善现代城镇化发展体系,
 

在保障发挥粮食主产区功

能的基础上有序推进新型城镇化,
 

并取得了显著成效.
 

本文以河南省105个县(市)2013-2020年的

相关数据为研究样本,
 

基于收入视角剖析新型城镇化发展对共同富裕目标的助力效果,
 

其中数据主要

来源于EPS(Easy
 

Professional
 

Superior)数据库中河南省县域研究模块,
 

其余数据来源于河南省和各地

级市的统计年鉴.

2.2 变量选取

1)
 

被解释变量.
 

本文将共同富裕指数(Copro)作为被解释变量,
 

该指数是由各县(市)不同年度城

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同步指数(Syn)与整体收入水平的富裕指数(Aff)进行熵权法所得,
 

而同步指数是

由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行测算,
 

富裕指数是由城乡居民收入之和进行测算,
 

具体如下文共同富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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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度部分所示.
2)

 

解释变量.
 

参考相关学者的研究,
 

选取人口城镇化发展水平(Urban)作为文中解释变量[33],
 

即非农

产业从业人员占城市总人口的比例,
 

具体如表1所示.
3)

 

控制变量.
 

年末金融机构贷款余额(Lnloan,
 

万元)、
 

年末县域内居民存款余额(Lndeposit,
 

万

元)、
 

财政预算收入(Lnbudget,
 

万元)、
 

固定资产投资(Lninvest,
 

万元)、
 

工业增加值增速(Inducr,
 

%)、
 

地区生产总值(Lngdp,
 

万元),
 

具体如表1所示.
4)

 

中介变量.
 

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可加速资源在城乡间的流动,
 

实现农业生产效率的提升,
 

进而优化

资源配置.
 

因此本文从劳动力转移、
 

农业生产水平两个视角进行中介效应分析.
 

其中劳动力转移主要是

指第一产业从业人员的变化情况(Lab;
 

万人),
 

以人均机械总动力(Mechan,
 

千瓦)代表农业生产水平,
 

具体如表1所示.
表1 变量的选取及描述性统计

变量 符号 定义 样本均值 标准差

农村居民收入 Lnrural 农民人均收入的对数 9.370 0.292

城镇居民收入 Lnurban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对数 10.070 0.194

城镇化率 Urban 城镇人口占城市总人口的比例 0.431 0.113

金融机构贷款余额 Lnloan 年末县域内金融机构贷款的余额值的对数 14.462 0.481

固定资产投资 Lninvest 县域内年度固定资产投资额的对数 5.419 0.520

居民存款 Lndeposit 年末县域内居民存款余额的对数 14.168 0.493

预算收入 Lnbudget 县级政府年度预算收入的对数 11.524 0.612

工业增速 Inducr 县域内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增速/% 9.207 7.627

地区生产总值 Lngdp 县域年度生产总值的对数 14.676 0.500

劳动力转移 Lab 年末第一产业从业人员的数量/万人 20.820 10.464

农业生产水平 Mechan 机械总动力除以农村居民人口数量/(千瓦·万人-1) 2.261 0.869

2.3 共同富裕指数测度

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
 

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
 

只有实现物质与精神的同频共

振、
 

相得益彰,
 

才能有效缓解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
 

在实现共同富裕的

进程中,
 

物质基础是丰富精神生活的重心,
 

而收入水平是决定物质基础的核心,
 

在做大蛋糕的基础上通过

重新分配资源,
 

进而缩小城乡差距,
 

也即既要做大蛋糕也要分好蛋糕.
2.3.1 逻辑分析

结合中国经济发展现状及实际情况,
 

本文尝试从收入视角剖析新型城镇化发展对城乡居民总收入水平

及收入差距两个方面的影响,
 

计算出共同富裕指数.
富裕指数(Aff):

 

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之和.
 

提升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是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基础,
 

全

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是在经济有效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的,
 

因此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并不能完全脱离经济

社会发展水平[34].
 

提高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是有效推动共同富裕的前提条件,
 

没有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整体

提升,
 

则共同富裕则犹如无源之水.
 

因此,
 

在推动新型城镇化发展的进程中,
 

需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优化资源配置,
 

实现城乡居民整体收入水平的有效提升.
同步指数(Syn):

 

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之差.
 

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核心,
 

由

于新中国成立后不同时期的经济发展政策主导,
 

现阶段城乡与农村居民之间依旧存在收入差距,
 

收入差距

是多方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具有复杂性和特殊性,
 

而现阶段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则成为实现共同富裕的重

中之重.
 

因此,
 

要实现共同富裕目标不仅仅要提升全体城乡居民的整体收入福利水平,
 

更为重要的是使城

乡居民能够共享新型城镇化发展带来的经济成果,
 

进而缩小收入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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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测度结果

依据前文的逻辑分析,
 

同时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
 

借鉴学者关于共同富裕指标的构建方法[35],
 

基于城

乡居民整体收入水平和收入差距两个视角分别构建富裕指数和同步指数,
 

再通过熵权法构建共同富裕指

数[36],
 

具体如表2所示.
表2仅列示了河南省105个县(市)2013-2020年的共同富裕指数.

 

从表2可以看出,
 

河南省共同富裕

平均指数相对较低,
 

均值为0.455,
 

在实现共同富裕道路上还亟需探索发力.
 

从时间维度来看,
 

河南省共同

富裕指数均值呈现逐年增长的态势,
 

在2020年部分县(市)的共同富裕指数达到了0.920,
 

但部分地区指数

仅为0.370,
 

伴随着城镇化建设的稳步推进,
 

不同地区之间的共同富裕指数差异也是不容忽视的问题.
表2 河南省2013-2020年各年度共同富裕指数

年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全部样本量

样本均值 0.346 0.373 0.410 0.435 0.467 0.500 0.540 0.571 0.455

标准差 0.071 0.077 0.084 0.089 0.095 0.102 0.111 0.114 0.119

样本最小值 0.240 0.260 0.290 0.310 0.320 0.340 0.350 0.370 0.240

样本最大值 0.520 0.560 0.650 0.690 0.750 0.800 0.870 0.920 0.920

  注:
 

数据由作者依据河南省105个县(市)的相关数据通过计算得出.

为更直观地分析河南省105个县(市)的共同富裕指数分布,
 

利用 ArcGIS软件将上述县域2013年、
 

2016年及2020年共同富裕指数分别做出空间图示,
 

并根据特征将计算结果划分为5个不同的集合水平,
 

并以此用由浅及深的色块加以呈现,
 

河南省105个县(市)共同富裕指数的空间格局演化如图2所示,
 

其中

各地级市及辖区未在统计范围,
 

故在图2中以无数据代表.
 

总体而言,
 

河南省县域共同富裕指数呈现逐年

递增态势,
 

与此同时也呈现集聚分布,
 

以豫北地区为代表的高指数分布态势,
 

相对而言豫西、
 

豫南和豫东

地区的共同富裕指数相对较弱,
 

具体如图2所示.

图2 2013年、
 

2016年及2020年河南省105个县(市)共同富裕指数的空间分布

进一步通过ArcGIS软件将河南省105个县(市)2013年和2020年的城镇化率、
 

富裕指数及同步指数

进行空间列示(如图3所示).
 

对比发现:
 

2020年的城镇化率和富裕指数相较2013年均有所上升,
 

而同步指

数有所下降,
 

也即伴随时间的推移,
 

河南省105个县(市)在有序推进城镇化进程的同时,
 

城乡居民收入水

平也得到了显著提升,
 

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也得到了有效缓解.
 

2020年河南省105个县(市)平均城镇化率

为52.52%,
 

较2013年的36.06%增加了16.46%.
 

与此同时,
 

2020年的平均富裕指数为0.43,
 

是2013年

平均富裕指数的3.65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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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2013年和2020年河南省105个县(市)相关变量的空间分布情况

2.4 研究方法

2.4.1 线性回归分析

上文讨论了新型城镇化发展与实现共同富裕目标之间的内在联系,
 

在此基础上,
 

使用线性回归分析探

讨新型城镇化发展对共同富裕以及富裕指数和同步指数的影响[37],
 

具体如下所示:

Coproij =β01+β11Urbanij +β21Controlij +εij1 (1)

Affij =β02+β12Urbanij +β22Controlij +εij2 (2)

Synij =β03+β13Urbanij +β23Controlij +εij3 (3)

  其中:
 

Coproij、
 

Affij 和Synij 分别代表第i个县(市)第j年的共同富裕指数、
 

富裕指数和同步指数;
 

Urbanij 分别代表不同县域不同年份的城镇化率;
 

Controlij 分别代表相应的控制变量.
2.4.2 中介效应分析

为进一步分析新型城镇化发展对助力于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作用路径,
 

通过中介效应加以分析,
 

具体

如下所示:

Coproij =α0+c1iUrban+α1iControlij +u1i (4)

Medij =γ0+c2iUrban+α2iControlij +u2i (5)

Corproij =β0+c3iMedij +c4iUrban+α3iControlij +u3i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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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
 

Medij 表示中介变量,
 

c1i 代表总效应,
 

c2i×c3i 代表中介变量的中介效应,
 

c4i 为直接效应,
 

则各

中介变量的替代效应为c2i×c3i/c1i.

3 结果与分析

3.1 基准回归结果

通过线性回归结果分析发现,
 

新型城镇化的发展能够助力于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其作用效果为

0.221
 

0,
 

且结果在p=0.01的水平上有统计学意义.
 

从指标构成来看,
 

对富裕指数及同步指数的作用效果

分别为0.272
 

0和-0.052
 

0,
 

且结果也均在p=0.01的水平上有统计学意义,
 

说明河南省实施新型城镇化

发展战略以来,
 

伴随各县(市)城镇化的有序推进,
 

不仅能有效提升城乡居民的整体收入水平,
 

还能优化资

源配置,
 

进一步缩小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
 

进而助力于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则假设1得以验证,
 

具体如

表3所示.
表3 新型城镇化发展对共同富裕目标的作用效果分析

共同富裕指数

系数 标准误

富裕指数

系数 标准误

同步指数

系数 标准误

Urban 0.221
 

0*** 0.026
 

0 0.272
 

0*** 0.017
 

5 -0.052
 

0*** 0.016
 

5

Lnloan -0.038
 

0** 0.015
 

4 -0.028
 

0*** 0.010
 

4 -0.011
 

0 0.009
 

8

Lndeposit -0.032
 

0** 0.013
 

2 -0.013
 

0*** 0.009
 

6 0.019
 

0** 0.009
 

1

Lninvest 0.124
 

0 0.008
 

9 0.032
 

0*** 0.006
 

0 -0.045
 

0*** 0.005
 

6

Lnbudget 0.029
 

0*** 0.007
 

5 0.025
 

0*** 0.005
 

2 -0.004
 

0 0.004
 

9

Inducr -0.001
 

0*** 0.000
 

3 -0.001
 

0*** 0.000
 

2 -0.001
 

0*** 0.000
 

0

Lngdp 0.129
 

0*** 0.011
 

5 0.069
 

0*** 0.007
 

7 0.059
 

0*** 0.007
 

3

年份虚拟变量 0.023
 

0*** 0.001
 

5 0.035
 

0*** 0.001
 

0 -0.010
 

0*** 0.000
 

9

常数项 -46.211
 

0*** 3.081
 

9 -65.796
 

0*** 2.075
 

9 19.585
 

0*** 1.963
 

3

调整的R2 0.703
 

0 0.792
 

0 0.442
 

0

样本量 840 840 840

  注:
 

*、
 

**、
 

***分别代表系数估计结果在p=0.1、
 

p=0.05、
 

p=0.01的水平上有统计学意义.
 

下同.

3.2 稳健性检验

为进一步检验上述结论的稳健性,
 

分别通过剔除部分样本以及变量替换等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与分析.

3.2.1 剔除部分样本检验

105个县(市)中包含25个县级市,
 

由于隶属层级等方面的差异,
 

使得在推进城镇化进程中的资源配置

效率存在差异,
 

为进一步衡量新型城镇化发展对共同富裕的作用效果,
 

在剔除25个县级市后对剩余样本

2013-2020年的相关数据样本进行回归分析.
 

通过分析发现,
 

在剔除部分样本后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对助力

共同富裕目标的作用效果为0.141
 

0,
 

同样对于富裕指数和同步指数的作用效果分别为0.303
 

0和-0.162
 

0,
 

且结果均在p=0.01的水平上有统计学意义(具体如表4所示),
 

也再次验证了上述结论的稳健性.
表4 剔除样本的稳健性检验

共同富裕指数

系数 标准误

同步指数

系数 标准误

富裕指数

系数 标准误

Urban 0.141
 

0*** 0.030
 

1 -0.162
 

0*** 0.019
 

3 0.303
 

0*** 0.021
 

0

常数项 56.315
 

0*** 3.553
 

8 8.697
 

0*** 2.273
 

0 -65.012
 

0*** 2.470
 

6

其他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调整的R2 0.651
 

0 0.546
 

0 0.884
 

0

样本量 664 664 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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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变量替换检验

城镇化的发展不仅仅是人口的城镇化,
 

更是经济发展的城镇化,
 

在借鉴相关学者研究的基础上,
 

采

取经济城镇化水平(也即第二、
 

三产业的生产总值之和占地区GDP的比例)作为上述自变量替换的稳健

性检验,
 

其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
 

通过回归结果分析发现,
 

经济发展的城镇化水平依旧可以促进收入视

角下城乡居民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其作用效果为0.174
 

0;
 

对富裕指数及同步指数的作用效果分别为

0.215
 

0和-0.042
 

0,
 

也再次验证了上述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表5 变量替换的稳健性检验

共同富裕指数

系数 标准误

富裕指数

系数 标准误

同步指数

系数 标准误

经济城镇化水平 0.174
 

0*** 0.043
 

7 0.215
 

0*** 0.031
 

5 -0.042
 

0** 0.040
 

8

常数项 -50.336
 

0*** 2.797
 

0 -119.930
 

0*** 3.183
 

3 -73.356
 

0*** 7.658
 

8

其他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调整的R2 0.608
 

0 0.783
 

0 0.430
 

0

样本量 840 840 840

3.3 作用路径分析

通过上述分析发现,
 

新型城镇化的稳步推进不仅能有效提升城乡居民的整体收入水平,
 

还能有效缩小

收入差距,
 

进而助力于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为进一步剖析其作用路径,
 

后续将通过中介效应分别从劳动

力转移和农业生产水平两个视角加以分析,
 

以期为后续新型城镇化推进过程中提升其对共同富裕目标的助

力效用找准着力点.

3.3.1 新型城镇化助力于共同富裕目标的直接效应

表3中列示了新型城镇化发展对助力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整体作用效果为0.221,
 

而通过表6的回

归结果分析发现,
 

在控制相关中介变量的条件下,
 

新型城镇化发展对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直接效用为

0.122
 

0;
 

与此同时,
 

对于富裕指数和同步指数的直接效用分别为0.210
 

0和-0.027
 

0,
 

且结果均在p=
0.01的水平上有统计学意义.
3.3.2 要素配置在新型城镇化助力实现共同富裕的中介效应

1)
 

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中介效应

新型城镇化的稳步推进可促进资源流动,
 

而带动劳动力转移是最为突出的表现.
 

通过表6中农业劳动

力转移的回归结果发现,
 

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导致了第一产业从业人员的转移,
 

其作用效果为-30.201,
 

且

结果在p=0.01的水平上有统计学意义.
具体来看,

 

依据中介效应理论,
 

农业劳动力转移助力共同富裕目标的中介作用为0.088
 

0,
 

对于提升城

乡居民整体收入水平及缩小收入差距的中介效应分别为0.057
 

0和-0.016
 

0,
 

也即新型城镇化的有序推进

会使得农业劳动力通过非农化的身份转变,
 

实现收入的稳步提升.
 

如105个县(市)2020年的第一产业从业

者人数为1
 

996.98万人,
 

较2013年减少258.09万人.
 

造成上述结果的原因可能是河南省作为农业大省,
 

加上农业产业附加值低,
 

而新型城镇化的发展会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
 

城镇便利的就业机会引诱农业劳动

力发生转移,
 

一方面通过向城镇流动追求新的利益增长点,
 

另一方面通过职业身份转换从事二、
 

三产业工

作,
 

这也是新型城镇化发展中的利好指引.
 

多措并举,
 

新型城镇化的推进会带动农业劳动力转移,
 

寻求新

的利益增长渠道,
 

最终助力于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2)
 

农业生产水平的中介效应

提升农业生产水平是有序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优化资源配置的又一红利,
 

通过实现资源在城乡间的

流动与优化,
 

促进农业现代化的生产发展,
 

而人均机械动力是度量农业生产水平的重要指标.
 

为进一步衡

量农业生产水平在新型城镇化发展中对助力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中介效用,
 

进行了下述分析,
 

具体如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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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
 

通过农业生产水平的回归结果发现,
 

新型城镇化发展能有效提升人均机械动力,
 

其作用效果为

0.907
 

0,
 

且在p=0.01的水平上有统计学意义.
具体通过下述回归结果发现:

 

农业生产水平作为推进新型城镇化的中介变量作用于共同富裕目标的

实现,
 

其中介效应为0.011
 

0,
 

对于提升城乡居民整体收入水平及缩小收入差距的中介效用分别为

0.005
 

0和-0.008
 

0,
 

且结果在p=0.05或p=0.01的水平上有统计学意义.
 

可能的原因是,
 

在新型城

镇化有序推进的过程中,
 

伴随资源在城乡间的流动,
 

会使得农业机械的相对价格较低,
 

基于比较优势理

论,
 

农民更会倾向采取相对价格较低的农业机械来代替人工进行农业生产活动,
 

如105个县(市)2020年人

均机械总动力为256.54千瓦,
 

较2013年增长了14.90%.
表6 新型城镇化助力于共同富裕目标的机制识别:

 

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

(1)农业

劳动力转移

(2)农业

生产水平

(3)共同

富裕指数
(4)富裕指数 (5)同步指数

Urban -30.201
 

0*** 0.907
 

0*** 0.122
 

0*** 0.210
 

0*** -0.027
 

0***

(3.149
 

9
 

) (0.325
 

9) (0.025
 

4) (0.017
 

3) (0.008
 

2)

Lab -0.003
 

0*** -0.002
 

0*** -0.001
 

0***

(0.000
 

3) (0.000
 

2) (0.000
 

1)

Mechan 0.012
 

0*** 0.005
 

0** 0.009
 

0***

(0.002
 

5) (0.002
 

5) (0.001
 

7)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调整的R2 0.434
 

0 0.116
 

0 0.746
 

0 0.822
 

0 0.446
 

0

样本量 840 840 840 840 840

  注:
 

括号中为标准误,
 

下同.

通过上述分析发现:
 

新型城镇化发展对于实现共同富裕的整体作用效果为0.221(如图4所示),
 

其中

直接效应占比为55.20%,
 

中介效应占比为44.80%;
 

中介效应中农业劳动力转移、
 

农业生产水平的相对贡

献分别为88.89%和11.11%.
 

说明在新型城镇化有序推进过程中,
 

对于共同富裕的直接作用效果略大于间

接作用效果,
 

从具体构成来看,
 

城镇化发展对于提升城乡居民整体收入水平及缩小收入差距的中介效用贡

献分别为22.79%和48.07%,
 

表明在城镇化进程中农业劳动力转移及提升农业生产水平是缩小城乡收入

差距、
 

提升城乡居民整体收入水平的重要传导机制,
 

则假设2得以验证.

图4 新型城镇化助力共同富裕的直接和间接效应

3.4 新型城镇化发展助力共同富裕的异质性分析

3.4.1 资源禀赋差异视角下的分组回归

上述分析发现,
 

新型城镇化的有序推进能够有效提升城乡居民整体收入水平及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通

过城乡协调发展,
 

助力于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但由于资源禀赋的差异,
 

使得不同群体在推进新型城镇化

进程中的获利能力有限,
 

则为进一步剖析对不同群体的作用效果,
 

进行了25%、
 

50%、
 

75%和90%的分位

数回归,
 

具体如表7所示.
总体来看,

 

在不同的分位数回归情况下,
 

新型城镇化的有序推进均可助力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并伴

151第12期   
 

 张洪振,
 

等:
 

城乡居民收入视角下新型城镇化对共同富裕的作用效果研究



随着分位数的增加呈现逐步增长的态势,
 

也能够显著提升城乡居民的整体收入水平,
 

但对于缩小城乡居民

收入差距的作用效果却呈现递减态势.
 

具体来看,
 

新型城镇化发展对于富裕指数的作用效果,
 

伴随着分位

数的增加呈现递增的态势,
 

从25%分位数的0.244
 

0增长到90%分位数的0.428
 

0,
 

且均在p=0.01的水

平上有统计学意义;
 

但对于同步指数而言,
 

伴随着收入差距的扩大,
 

其作用效果却逐步减弱,
 

如从25%分

位数的-0.089
 

0到90%分位数的-0.051
 

0,
 

且显著性水平也由p=0.01变化为不显著.
 

表明新型城镇化

的有序推进能够显著提升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
 

但对于缓解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作用效果却有限.
 

其原因

可能是由于不同家庭拥有不同的初始资源禀赋,
 

在稳步推进新型城镇化的进程中,
 

城镇居民从新型城镇化

发展过程中获取相应的制度红利,
 

而对于资源相对匮乏的农村家庭获取发展红利的能力有限,
 

并且伴随着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
 

其作用效果愈加衰减,
 

因此在有序推进新型城镇化的进程中要重点关注低收入

群体,
 

防止收入差距的扩大化.
表7 新型城镇化助力共同富裕效用的分组回归

变量
共同富裕指数

OLS Q1 Q2 Q3 Q4

Urban 0.221
 

0*** 0.171
 

0*** 0.282
 

0*** 0.351
 

0*** 0.374
 

0***

(0.026
 

0) (0.041
 

0) (0.041
 

6) (0.041
 

9) (0.061
 

5)

其他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46.211
 

0*** -32.383
 

0*** -43.315
 

0*** -48.416
 

0*** -54.638
 

0***

(3.082
 

0) (4.334
 

6) (3.163
 

6) (4.432
 

1) (3.782
 

7)

变量
富裕指数

OLS Q1 Q2 Q3 Q4

Urban 0.272
 

0*** 0.244
 

0*** 0.327
 

0*** 0.365
 

0*** 0.428
 

0***

(0.017
 

5) (0.031
 

9) (0.041
 

1) (0.040
 

6) (0.027
 

4)

其他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65.796
 

0*** -56.841
 

0*** -61.994
 

0*** -66.739
 

0*** -75.438
 

0***

(2.075
 

9) (5.279
 

1) (2.360
 

5) (2.481
 

7) (3.701
 

9)

变量
同步指数

OLS Q1 Q2 Q3 Q4

Urban -0.052
 

0*** -0.089
 

0*** -0.083
 

0*** -0.062
 

0** -0.051
 

0

(0.016
 

6) (0.028
 

3) (0.035
 

5) (0.030
 

5) (0.044
 

3)

其他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19.585
 

0*** 23.953
 

0*** 19.913
 

0*** 15.848
 

0*** 13.069
 

0***

(1.963
 

3) (2.651
 

7) (3.205
 

3) (1.599
 

5) (3.125
 

5)

  注:
 

OLS 代表城镇化对共同富裕指数、
 

富裕指数和同步指数的线性回归结果;
 

Q1、
 

Q2、
 

Q3、
 

Q4分别代表25%、
 

50%、
 

75%和90%分位上的回归结果.

3.4.2 地理区域影响下的异质性分析

地理区域是影响资源配置效率的重要因素,
 

为进一步剖析在不同地理区域中新型城镇化发展对共同富

裕的作用效果,
 

将河南省105个县(市)划分为丘陵地区(25个)、
 

山区(16个)及平原地区(64个),
 

并分别

进行异质性分析,
 

结果如表8所示.
通过分析发现,

 

地理位置因素在新型城镇化对于共同富裕指数、
 

富裕指数及同步指数作用效果的差

异性较大,
 

在不同地理环境中的作用效果可能存在截然相反的现象.
 

具体而言,
 

在平原地区,
 

新型城镇

化发展助力共同富裕目标的作用效果要显著优于其他两种地理区位,
 

如城镇化发展能够显著提升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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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及丘陵地区的共同富裕水平,
 

作用效果分别为0.297
 

0和0.269
 

0,
 

且均在p=0.01的水平上有统

计学意义,
 

而在山区的作用效果仅为0.029
 

0,
 

且不具有统计学意义;
 

同样对于富裕指数的作用效果也

呈现同样的变化态势;
 

但对于同步指数而言,
 

城镇化对于缩小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作用效果伴随地理区

位因素而变化,
 

其在平原地区和山区的作用效果分别为-0.082
 

0和-0.010
 

0;
 

与此同时,
 

伴随城镇化

的推进,
 

会进一步扩大丘陵地区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
 

其作用效果为0.063
 

0,
 

且在p=0.05的水平上

有统计学意义.
 

可能的原因是:
 

在有序推进新型城镇化的进程中,
 

平原地区具有更好的适宜性,
 

通过农

业劳动力转移及提升农业生产水平等途径实现收入水平的稳步提升;
 

而对于山区而言,
 

城镇化推进受

阻,
 

进而使得制度红利难以有效释放.
表8 地理区域影响下的异质性分析

变量
山区

共同富裕指数 富裕指数 同步指数

丘陵地区

共同富裕指数 富裕指数 同步指数

平原地区

共同富裕指数 富裕指数 同步指数

Urban 0.029
 

0 0.038
 

0 -0.010
 

0 0.269
 

0*** 0.206
 

0*** 0.063
 

0** 0.297
 

0*** 0.379
 

0*** -0.082
 

0***

(0.056
 

4) (0.041
 

2) (0.032
 

1) (0.039
 

9) (0.026
 

1) (0.026
 

3) (0.033
 

5) (0.024
 

1) (0.020
 

7)

其他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38.521
 

0*** -76.882
 

0*** 38.361
 

0*** -28.567
 

0*** -74.654
 

0*** 46.087
 

0*** -50.107
 

0*** -63.018
 

0*** 12.910
 

0***

(8.021
 

5) (5.870
 

0) (4.563
 

0) (5.859
 

4) (3.832
 

3) (3.859
 

2) (3.540
 

7) (2.542
 

6) (2.184
 

7)

样本量 128 128 128 200 200 200 512 512 512

4 结论与建议

本文首先通过熵值法赋值收入视角下的共同富裕指数,
 

随后又构建了新型城镇化影响共同富裕的中介

效应模型,
 

推演了“新型城镇化—要素配置—共同富裕”的内在传导机制,
 

最后利用河南省105个县(市)

2013-2020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
 

并通过中介效应检验其作用路径.
 

结果表明:

1)
 

新型城镇化在提升城乡居民整体收入水平的基础上,
 

能够有效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进而实现共

同体富裕的目标,
 

通过变量替换等稳健性检验后,
 

结论依旧有效.

2)
 

新型城镇化对共同富裕的助力效果基于直接和间接两个方面加以实现,
 

通过要素配置的中介效应

分析发现,
 

农业劳动力转移及提升农业生产水平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
 

具体而

言,
 

稳步推进新型城镇化对共同富裕的直接和间接作用效果分别为0.122和0.099,
 

这也为后续更好地发

挥新型城镇化对共同富裕目标的作用找准着力点.

3)
 

作用效果的异质性分析:
 

首先基于分位数回归发现,
 

新型城镇化发展对于城乡居民整体收入水平的

作用效果伴随分位数的增加而愈加显著,
 

但对于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作用效果伴随同步指数的增加而

衰减;
 

然后基于县域地理位置因素的异质性分析发现,
 

新型城镇化的推进能够显著提升平原地区和丘陵地

区城乡居民的整体收入水平,
 

但对于缩小丘陵地区和山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作用效果却有限.
根据上述结论提出如下建议:

1)
 

持续、
 

稳步地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
 

助力于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推进新型城镇化、
 

破除城乡二

元结构,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经之路.
 

通过上述分析再次验证了新型城镇化能有效提

升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及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因此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
 

要立足不同的发展阶

段,
 

以县域为发展载体,
 

以优化城乡资源配置为重要抓手,
 

推动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
 

进而稳步实现

共同富裕的目标.

2)
 

要立足重点、
 

突破难点,
 

提升新型城镇化建设对共同富裕目标的助力效用.
 

集聚效应和规模效应是

新型城镇化发展的产物,
 

农村人口向县城集中,
 

县城人口向中心城市集中,
 

虽然现阶段农业劳动力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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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农业生产水平是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助力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重要传导机制,
 

但伴随城镇化的有序推进

会进一步加剧农业劳动力的转移,
 

如何协调处理农村人口转移与共同富裕之间的关系是践行以人为本的重

要凸显.
 

则一方面要充分发挥中心城区的辐射带动作用,
 

农村劳动力通过就近就业等举措实现收入的稳步

提升;
 

另一方面要实现资源在城乡间的流动,
 

优化资源配置,
 

切实提升农业生产水平.

3)
 

关注不同群体、
 

地区实施效果的差异性,
 

有效推进城乡融合发展.
 

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实现共

同富裕的核心与基础,
 

只有实现农村居民及城市居民均能享受到经济发展的丰硕成果,
 

才能从根本上缓解

城乡收入差距问题.
 

因此,
 

在稳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进程中,
 

一方面要对农村居民实施赋能举措,
 

提

高农村资源相对匮乏家庭的资源禀赋,
 

重点防范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化;
 

另一方面针对不同地理位置

区域的县域实施差异化的推进举措,
 

在实现平原地区新型城镇化稳步推进的基础上,
 

要把握好山区及丘陵

地区的推进力度,
 

进而实现城乡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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