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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利用 中 国 的 省 级 面 板 数 据 和 差 分 广 义 矩、

系统广义矩的方法实证分析了初次分配扭曲、城市偏向的财政再分配政策对城乡收

入差距的影响。研究表明，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比重的下降、城市偏向的财政再分

配政策是导致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应该通过提高初次分配中劳动者

报酬比重，扭转科教文卫、福利保障支出的城市偏向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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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L22M）认为，初次分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社会最终收入分配的基本格局，逐步扩大

的收入差距与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格局密切相关，国民收入的二次分配乃至三次分配虽然对

宏观经济的调控至关重要，但是将初次分配中的问题，以及由此产生的其他难题推到二次甚

至三次分配中去解决，在实践中困难重重。蔡跃洲 （L212）认为，初次分配及要素资源配置

环节存在的制 度 性 扭 曲 是 收 入 差 距 扩 大 的 根 源。前 文 提 到 的 陈 钊 和 陆 铭 （L22Y）、程 开 明

（L22J）在实证研究城市偏向和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时均忽略了初次分配对城乡收入差距可

能造成的影响。蔡跃洲 （L212）虽然考虑到了初次分配对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





卫生服务和资源严重不足，农村每千人平均拥有不到1张病床，而城市的平均数字均约KDR
张，农村每千人只拥有1名卫生技术人员，而城市则在R名以上；城市初中生的人均教育经

费是农村初中生的近J倍；且迄今为止，我国农村仍未能建立一套像城市那样的社会保障体

系，城市的社会保障覆盖率是JJV以上，农村覆盖率只有KDKV，城乡社会保障率的比例为

LLh1，城乡人均社会保障费的比例为LYh1。以上这些数据资料均表明，改革开放后，我

国的财政再分配政策有明显的城市偏向。

城市偏向财政再分配政策突出表现在基础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支出方

面。在这些公共服务领域，农民都无法享受到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国民待遇，保证公共服务均

等化的财政转移支付体系也远未建成。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是居民进行人力资本积累的基

础。城乡之间在这些公共服务方面的差距意味着，与城镇居民相比，农村居民在人力资本要

素的积累、配置及占有方面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在现行财政体制框架下，加大财政投入反

而可能扩大此类基本公共服务的城乡差距，并可能加剧人力资本积累和分布的不平衡，从而

加大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因此，我们预测，科教文卫、福利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的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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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下面来看一个理论模型。

假定农村地区的经济产出是政府对农村地区支出的函数，城市地区的经济产出是政府对

城市地区支出的函数。建立一个以农村和城市经济产出为基础的国民福利函数 （程开明和李

金昌，L22I）：

Ｗ [Ｗ　Ｒ，（ ）Ｕ [Ｗ　Ｒ　Ｇ（ ）Ｒ ，Ｕ　Ｇ（ ）（ ）Ｕ （1）

其中，Ｗ 为国民福利，Ｒ 为农村经济产出，Ｕ 为城市经济产出，Ｇ 为政府公共支出，ＧＲ

为农村支出份额，ＧＵ 为城市支出份额。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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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L）的约束条件是农村支出增加的边际福利贡献等于城镇支出减少造成的福利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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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问题转化为如何在农村和城市间分配政府支出，确定农村与城市支出的适当比率，

使国民福利最大化。变换式 （K）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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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经验测算可得到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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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式 （R）代入式 （Y）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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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式 （T）可见，城乡产出比 （Ｕ／Ｒ）与城乡政府支出比 （ＧＵ／ＧＲ ）成正比，城乡产出

比可转换为城乡收入差距，可知城乡政府支出比越大，城乡收入差距越大。

三、计量模型、指标选择与数据说明

为进行实证分析，本文建立如下回归方程：

初次分配扭曲、财政支出城市偏向与城乡收入差距

① 参见 S8&C9"E8=7?&　!，Q7:78A&,　#&,/7<，1MT2，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Ａｒｏｕｎｄ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Ｃａｕｓａｌｉ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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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标ｉ和ｔ （ｔ[1MMJ，…，L22T）分别代表第ｉ省和第ｔ 年，我们的样本包括了西藏以

外的K2个内地 省、直 辖 市 和 自 治 区。!ｊ、"ｋ 为 回 归 系 数，(ｉ 为 个 体 效 应，1ｔ 为 时 间 效 应，

3ｉｔ是残差项。Ｙ 是代表城乡收入差距的指标，即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

收入之比，这个变量的值越大，表示城乡收入差距越大。Ｘｊ 是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初



算偏差，本节首先运用固定效应面板模型来估算初次分配、城市偏向财政再分配制度对城乡

收入差距的影响 （见表1）。

表１ 固定效应面板模型估计结果

自变量 固定效应模型 随机效应模型

常数项



疗卫生和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支出方面的城市偏向导致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工业化显著

地扩大城乡收入差距，通过RV显著性检验，说明在我国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城乡收入差

距随经济发展还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非国有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显著为正，其系数通

过1V显著性检验；经济开放的系数为负、基本建设支出的系数为正，但二者均不显著。

五、动态效应面板数据模型估计

前文利用的固定效应面板数据模型是一个静态模型。可是，现实城乡收入差距是一个动

态过程，存在一定的路径依赖，不仅取决于当前因素还与过去因素有关，这意味着在计量分

析中考虑城乡收入差距的动态变化是十分必要的。动态模型存在着动态数据结构引发的内生

性问题，从 而 导 致 参 数 估 计 的 有 偏 和 非 一 致 性 （387<<&,9 和 S9,:，1MM1；387<<&,9 和

S9C78，1MMR；S<>,:7<<和 S9,:，1MMJ；



1，即城乡收入差距的最大滞后阶数为1。

1D仅将城乡收入差距的一阶滞后项视为内生的估计结果

首先我们考虑其余变量 （除了城乡收入差距的一阶滞后项）均为外生的情况，即认为政

府的决策不受干扰，模型的回归结果见表L。

表２ 解释变量 （除了城乡收入差距的一阶滞后项）均为外生的估计

自变量
差分 X@@ 系统 X@@

一步估计 （1） 两步估计 （L） 一步估计 （K） 两步估计 （Y）

QD城乡收入差距
2DTYK1＊＊＊

（2D1LLM）
2DTY2T＊＊＊

（2D121M）
2DIYRK＊＊＊

（2D2KMM）
2DILRY＊＊＊

（2D2LII）

工业化
2DM1I1＊＊

（2DY2JI）
2DJJM2＊＊

（2DYLLM）
"2D2LYT
（2D122Y）

"2D2TY1
（2D2JR1）

经济开放度
"2D21YT
（2D1KY1）

"2D2TLM
（2D2MYK）

"2D2TRL＊＊＊

（2D2LR2）
"2D1L2L＊＊

（2D2RKY）

初次分配状况
"2D2KLK
（1DYY1L）

2DLRR1
（1DLL2T）

"2DKT1Y
（2DKKYM）

"2DLIKK
（2DY1KI）

就业的所有制结构
2D2RTI

（2DKRYR）
2D22TT

（2D1MJM）
2DLR2M＊＊＊

（2D2JIM）
2D1M11

（2D1L1M）

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参与
LD11RR＊＊＊

（2DJYMT）
LDYIYJ＊＊＊

（2DIKMY）
LDL2TY＊＊＊

（2DYJ1M）
LDYL12＊＊＊

（2DKIRL）

基本建设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
2DYMLJ

（2DYJIR）
2DRKRT＊

（2DKLJ1）
"2D2TTL
（2DLLJL）

"2D2IRK
（2DLYTI）

科教文卫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
KDRRMI＊＊＊

（2DYJIR）
YDKT1Y＊＊＊

（2DJ22I）
1DIJJJ＊＊＊

（2DKJIR）
LD2KTI＊＊＊

（2DK1I1）

福利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
1D21KR＊

（2DT1JY）
2DMMIM＊＊

（2DYMLK）
"2D22M1
（2DLKKM）

2D11LK
（2DL2RM）

3( （L）"6值 2DY2Y　 2DKYJ　 2DJL2　 2DIKK

U&8?&,检验"6值 2D2T2　 2DKLL

N&,-7,检验"6值 2D12L　 2D11L

观察值 L12　 L12　 LY2　 LY2

　　注：QD城乡收入差距代表城乡收入差距的一阶滞后项；＊＊＊、＊＊和＊ 分别表示在1V、RV







从表Y可以看出，城乡收入差距的确具有动态效应和一定的路径依赖，且核心解释变量

的估计结果大体稳健，与我们的理论分析结果大体吻合。具体来说，初次分配中劳动者报酬

比重的下降、城市偏向的财政再分配政策 （科教文卫、福利保障等政策）是导致我国城乡收

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由于工业化、经济开放、非国有化是大势所趋，我们只能从改善初

次分配状况和扭转城市偏向财政再分配政策等方面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本文的政策建议如下：第一，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

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

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第二，适度降低地方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参与，扭转政府在

价格、财政支出等方面的城市偏向。为此，要继续深化价格体制改革，彻底 改 变 工 农 产 品

“剪刀差”的现象，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加大对农业生产的投资和贷款力度，提高

财政对农村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等社会事业的投入，构建多元化的农村金融体系，切

实增强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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