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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国虽然已经全面进入小康社会，但是地区之

间的收入差距过大仍然是重要的发展问题。2021 年 6 月，

国家共同富裕示范区落地浙江。同年 8 月，中央财经委员会

第十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研究扎实促进共同富裕

重要问题。加快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势在必行。实现共同

富裕就是城乡和区域之间在收入、消费和公共服务方面的差

距越来越小。基于此，论文从产业升级的视角切入，运用中

介效应模型分析了产业结构升级的劳动吸纳效应以及产业

迭代引发的下沉效应如何影响城乡收入差距。

2.1 产业结构升级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产业结构升级主要体现为第一产业比重下降，第二、

三产业比重上升的过程，尤其是伴随着服务业的快速发展。

因此，在产业升级过程中，能够吸纳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

提高其工资性收入，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此外，城市产

业的升级能够促进技术和知识创新向农村地区扩散，有助于

进一步推动农业生产能力提升和经营模式的更新 [1]。产业结

构升级引致的服务业快速成长和低端制造业的下沉式迁移，

为农村尚未转移的劳动力和被制造业排斥的低素质劳动力

提供了包容性较强的就业机会，且产业结构升级带来的技术

革新对农业进步的贡献水平进入了较高水平，进一步提升了

农业的生产效率，均有助于改善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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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论文提出假说 H1。

H1：产业结构升级有助于缓解城乡收入差距。

产业结构升级的本质是一种劳动生产率的跃升 [2]，城

乡部门劳动生产效率不同带来的收入差距会吸引农村劳动

力加速向二、三产业流动。与此同时，非农收入特别是工资

性收入已成为农民收入的主要源泉 [3]。因此，产业结构升级

对农村劳动力的吸纳效应将有利于农民收入的提升，从而有

助于减缓城乡收入差距。此外，大量人口在城市聚集，推动

了服务业的发展，服务业相比其他产业而言综合就业效应

高、吸纳空间大，能够为进城务工的农民提供更多的就业增

收机会。基于此，提出假说 H2。

H2：产业结构升级通过创造对农村劳动力的吸纳空间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一些产业因为某些因素的变化而

丧失比较优势，失去在某一地理区域生存的“土壤”而出

现产业转移。从我国实际情况来看，表现为产业由东部向

中西部地区转移 [4] 和向大城市向中小城市转移两种趋势特

征。即使在一个省域同样也存在发展梯度的巨大差距，存

在“中心—外围”，以深圳为例，近年来深圳很多低端产业

短距离下沉迁移至东莞、惠州等中小城市。同时，2018 年

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省内就业农民工占外出农民工的

56%。大量低端产业向中西部地区和中小城市下沉式转移，

一些因为参与农业生产或者照顾家庭而无法离开家乡的农

民能够获得稳定的收入来源，农民工作获得机会的增加改善

了城乡收入差距。鉴于此，提出假说 H3。

H3：产业结构升级通过低端产业下沉迁移，使农民工

作获得机会增加，进而有利于缩小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

论文使用的数据是中国 30 个省份 2006—2017 年的省

级层面数据，西藏因大量数据缺失予以删除。论文使用的原

始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

《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各省统计年鉴。在此基础上，通过

设定如下计量模型验证产业结构升级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

响机制，基准模型设定如下：

（1）

其中，i 代表地区，t 代表时间，εit 表示随机扰动项，

gapit 代表城乡收入差距，是论文的被解释变量，用城市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纯收入的比值表示，gapit 越大表

示城乡收入差距越大。isuit 是论文的核心解释变量，表示产

业结构升级，构建产业结构升级指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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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t 表示所有的控制变量，为了减少变量遗漏带来的计

量误差，根据已有的研究，论文加入的控制变量如下：①外

商直接投资。论文使用实际利用外资额占 GDP 比重予以表

示。②经济发展程度，经济增长能够对城乡收入差距带来影

响，库兹涅茨认为在经济发展初期，经济增长会拉大收入差

距，而在经济发展的中后期，经济增长能改善收入分配差

距。论文使用人均 GDP 的对数来加以衡量。③金融发展水

平，金融的发展可以有效疏解城乡居民和企业的借贷约束，

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论文使用金融机构存贷款总额与

GDP 之比表示。④财政支出城市偏向。论文使用地方政府

财政支出占 GDP 的比重作为其代理变量。⑤科技研发投入，

论文使用 R&D 经费内部支出占 GDP 比重表示。⑥互联网

普及水平。论文使用网民数量占地区的年末常住人口总数的

比重来表示互联网普及率。⑦城市商品房销售面积。以商品

房销售面积作为代理变量。

论文的中介变量选取包括：一是城镇转移劳动力规模。

根据上文假说，产业结构升级吸纳了大批农村劳动力进入城

市部门的非农产业部门就业，论文采用农业劳动力数量占就

业人员总数量的比重作为劳动力转移的代理变量。二是低端

产业下沉式迁移水平。为反映产业升级过程中的低端产业在

省内中小城市的下沉式迁移情况，我们对低端产业界定为：

①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②家具制造业；③

纺织服装、服饰业；④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

及其他制造业。论文选用产业的赫芬达尔指数来作为低端产

业在省内中小城市的下沉式迁移的代理变量。赫芬达尔指数

计算如下所示：

（3）

其中，X 表示低端产业在该省的主营业务收入，Xj 表

示该省内 GDP 排名前两位地级市的低端产业的主营业务

收入。

通过 Hausman 检验，并参考 R2 和 F 统计量的值，论文

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同时，为避免异方差问题

所带来的估计无效性问题，论文基准模型采用稳健标准误法

进行回归。相关回归结果如表 1所示：第一，在模型（1）中，

论文单独估计了产业结构升级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发现

前者对后者的影响在 1% 的统计水平上呈负相关，这表明产

业结构升级显著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第二，在模型（2）中，

论文进一步引入了相关控制变量，结果表明产业结构升级对

城乡收入差距的负向影响仍然在 5%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由

此可得，产业结构升级缩小了中国城乡收入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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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模型（1） 模型（2）

产业结构升级
-1.001***
(0.0947)

-0.313**
(0.132)

外商直接投资
-0.170
(0.115)

经济发展程度
-0.0856***
(0.00904)

金融发展水平
-0.00960
(0.00790)

财政支出城市偏向
0.0876
(0.0779)

科技研发投入
1.821***
(0.589)

互联网普及水平
0.0680***
(0.0218)

城市商品房销售面积
0.00277***
(0.000617)

常数项
5.575***
(0.516)

2.635***
(0.715)

观测值 360 360

R2 0.518 0.800

在基准回归的基础上使用中介效用模型进行机制检验，

借鉴（汪伟等，2015）研究方法。中介效应回归结果如表 2

所示：模型（3）中产业结构升级的估计系数为 -0.310，在

10% 的水平上显著。因此产业结构升级对城镇转移劳动力

规模有负向影响。随着产业结构升级不断深化，农村剩余劳

动力大量涌入城市，这与现实的情况相契合 [5]。模型（4）

加入中介变量后，产业结构升级的估计系数相比于模型（2）

有所减小到 -0.273，并在 5% 的统计学水平上显著。这证实

了产业结构升级通过对剩余劳动力的吸纳来实现城乡收入

差距的缩小的假设。

模型（5）产业结构升级的估计系数为 -0.555，在 10%

的统计学水平上显著，产业结构升级对产业下沉式迁移有负

向影响。这表明产业升级过程中一些低端制造业对产业升级

过程中租金、劳动力等要素价格的上涨敏感度较高，为追求

一定利润空间不得不从产业技术水平相对较高的大城市向

小城市转移。在模型（6）中加入中介变量后，产业结构升

级依然与产业下沉式迁移成负相关。模型（6）相比模型（2）

中的估计系数减少到 -0.302，在 5% 的统计学水平上显著，

这表明产业结构升级能够通过低端制造业转移来缩小城乡

收入差距。

但是模型（6）中的估计系数相较于模型（2）中的估

计系数的绝对值下降幅度相对较小，这表明中国的低端产业

在大城市还有一定的生存空间，中国的产业结构目前还未

优化到大量低端制造业向中小城镇转移的状态。基于以上分

析，前文中提出的假设 H1、H2、H3 分别得以证明。

变量
劳动力吸纳效应 产业下沉式迁移效应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产业结构升级
-0.310*
(0.168)

-0.273**
(0.124)

-0.555*
(0.412)

-0.302**
(0.129)

外商直接投资
-0.0652
(0.180)

-0.161
(0.115)

-0.661
(0.475)

-0.157
(0.114)

经济发展程度
-0.0688***
(0.0187)

-0.0769***
(0.0123)

-0.167***
(0.0532)

-0.0823***
(0.00892)

金融发展水平
0.000566
(0.0102)

-0.00968
(0.00701)

-0.0147
(0.0539)

-0.00931
(0.00765)

财政支出城市

偏向

0.00965
(0.100)

0.0864
(0.0721)

0.253
(0.388)

0.0826
(0.0815)

科技研发投入
-0.464
(1.099)

1.879***
(0.607)

11.77***
(4.039)

1.587**
(0.601)

互联网普及水

平

0.0109
(0.0363)

0.0666***
(0.0211)

0.0903
(0.124)

0.0662***
(0.0217)

城市商品房销

售面积

0.000113
(0.000553)

0.00276***
(0.000619)

-0.00410
(0.00539)

0.00285***
(0.000596)

中介变量
0.126
(0.100)

0.0198**
(0.00944)

常数项
2.773***
(0.862)

2.285***
(0.698)

4.749*
(0.482)

2.541***
(0.699)

观测值 360 360 360 360

R2 0.764 0.806 0.205 0.804

通过论文研究发现：第一，产业结构升级显著缩小了

城乡收入差距；第二，劳动力吸纳效应和产业下沉式迁移效

应的中介效应均显著，表明产业结构升级通过吸引农村剩余

劳动力进城就业、促进部分低端制造业向小城镇转移缩小了

城乡收入差距。由此可得，产业结构升级对缩小城乡收入差

距有着积极的影响。因此，各级政府应当因地制宜来制定产

业发展战略，及时关注本地产业升级迭代方向并引导低端产

业下沉到中小城市，从而增加当地居民的工作机会，扩展他

们的收入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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