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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产业结构调整作为政府实现宏观发展战略目标的重要调控手段,具有显著的收入分配效应。本文

利用中国30个省份1998-2012年的面板数据,运用联立方程模型和内生分布滞后模型,研究了产业结构调整

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机理。结果发现:产业结构调整在即期与城乡收入差距负相关;在长期,城乡居民根据产

业结构调整重塑就业预期,通过调整人力资本投资结构、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实现职业转换,届时将出现农村居民

收入增幅将高于城镇居民的格局,形成乡城收入赶超效应,产生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正面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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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产业结构对社会总体收入分配的影响的研

究已频现于国外经典文献,以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

构模型[1]、谢尔曼·罗宾逊的两部门模型[2]、Law-
rence的部门转换与社会失业模型[3]最具影响力。
研究者们发现,在经济发展初级阶段,产业结构的变

动改变了居民的就业结构,促进了城乡之间、地区之

间收入分配变化,扩大了居民间的收入差距。但是,
他们对产业结构变动如何影响收入分配并未给出令

人信服的解释。并且产业结构变动作为一种动态演

化过程,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在不同时期或不同经济

发展阶段是否相同,他们也没有给出明确回答。近

二十年来,产业结构调整对收入分配的影响的研究

在世界范围内再掀热潮。冯素杰认为,当前我国产

业结构调整与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之间存在内在的累

计循环加速膨胀机制[4]。陈斌开等从政府金融偏向

的发展战略出发,阐释了产业结构调整对收入分配

的影响[5]。产业结构升级被认为是导致国民收入分

配结构失衡的重要因素[6],因此,政府在产业结构调

整过程中,若不顾劳动力比较优势,势必会加剧结构

性失业,收入分配状况趋于恶化,甚至会加剧两极分

化[7]。城乡收入差距作为收入分配状况变化的重要

反映,业已成为学界研究产业结构调整收入分配效

应的焦点,涉及产业结构变动与城乡收入差距的研

究呈现上升趋势,但二者之间的关联机理多为“打包

式”的间接研究,研究者们通过城市化等中介变量来

研究产业结构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如产业结构升级

有助于农村劳动力流向城镇[8],并且在产业结构升

级过程中,企业追求要素集聚的规模效应也放大了

城市集聚效应,推动城市化进程,进而对城乡收入差

距产生间接影响[9-10]。
不难看出,尽管很多文献指出了产业结构与城

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关系,但是多数文

献实际是将这种关联简单归结为产业结构调整对城

乡收入差距的直接影响来单独探讨,尚未发现有系

统研究产业结构调整对收入分配的作用机制的文

献,产业结构调整如何影响作用于城乡收入差距的

研究鲜见。有鉴于此,本文利用中国30个省份

1998-2012年的面板数据,运用联立方程模型和内

生分布滞后模型,以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互动为切

入点,实证研究了产业结构调整与城乡收入差距的

关联机理,揭示了产业结构调整的收入分配效应。

  一、理论框架与研究方法

  1.理论框架

产业结构调整作为政府实现宏观发展战略目标

的重要调控手段,在短期对城乡收入差距将产生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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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影响。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而言,政府

产业结构调整具有很大的倾斜性和政策导向性,这
种倾向性的做法虽有利于实现赶超战略,但容易脱

离国民人力资本基础,带来就业阵痛。实践证明,每
一轮产业结构调整之初都会带来突出的结构性失

业、不同程度的摩擦性失业与自愿性失业[11-12]。随

着劳动分工的深化,人力资本的专有性特性将进一

步增强[13],这不仅加大了劳动者的职业转换成本,
部分劳动者在短期内甚至无法转换职业,还会延长

就业结构转换周期,降低产业结构调整政策的预期

效率。已有的研究表明,城乡二元劳动市场分割主

要表现为,城镇居民就业通常为一级劳动力市场,农
村居民则屈居次级劳动力市场[14]。对于失业者特

别是原本在劳动市场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村居民而

言,产业结构调整之初造成的就业波动,会使其工资

性收入显著下降甚至为零。当前,我国城乡居民人

力资本水平普遍较低,并且人力资本结构与产业结

构之间耦合效率较低,产业结构调整造成的结构性

失业在短期内对弱人力资本水平的劳动者带来巨大

的就业阵痛。新千年以来大规模的“民工荒”、农村

剩余劳动力回流等经济事实,正是这种结构性失业

的典型表现。其他收入一定的情况下,产业结构调

整在短期将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由此,提出假设1。
假设1:产业结构调整在短期与城乡收入差距

负相关。
产业结构调整作为经济发展的内在必然要求,

其与居民人力资本结构的不匹配是一个短期现象。
劳动者根据产业结构调整引致的就业需求信号机

制,在利己与利他的动态博弈后产生新的就业预期,
通过选择可能的人力资本投资策略,借助人力资本

投资这一关键性的人力资本结构转换工具,实现职

业转换。而这一转换过程的成效主要取决于人力资

本投资策略的合理性以及投资的周期。事实上,就
业结构的转换与产业结构调整的动态耦合过程的往

复出现,与个体不断调整人力资本投资结构、提升人

力资本水平密切相关。在此,产业结构调整充当了

个体人力资本投资的驱动力,对增强个体就业能力、
在长期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均具有重要促进作用。由

此,提出假设2。
假设2:产业结构调整在长期与城乡收入差距

正相关。
不难看出,在短期和长期,产结构调整对城乡收

入差距的差异化影响实际上与个体人力资本结构有

密切关系。如果撇开先天的人力资本差异,个体人

力资本水平与人力资本结构均由人力资本投资决

定。并且产业结构调整的收入分配效应,主要是通

过人力资本投资机制运行来实现的,表现为人力资

本结构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变动。藉此,本文构建了

产业结构优化驱动人力资本投资机制运行,进而改

善人力资本结构、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分析框架:在
短期,产业结构调整会产生一个较为明显的扩大城

乡收入差距的效应,这种负面效应在个体重塑就业

预期、优化调整人力资本投资与投资结构后逐步减

弱,直至由负转正,显著提升居民就业能力与平均收

入,成为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长效机制的重要构件,
即:产业结构→就业结构→人力资本投资(人力资本

结构)→城乡收入差距。

2.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根据文献梳理与研究需要,本文共选取了12个

变量、2个衍生变量以及2个哑变量,其中12个主

要变量涵义如下:产业结构(ISTL)的测算方法参见

干春晖等[15]。平均受教育年限(ays)与城乡收入差

距(INEQ)计算方法分别参见杨晓锋等[16]。对外开

放度(fdi)用进出口商品总值占GDP比重来测度,
考察对外贸易对产业结构的影响;技术水平(rnd)
用各省R&D强度表示,考察技术进步对产业结构

升级的影响。政府教育投资强度(gedin)用政府当

年教育财政性支出比上当年GDP来测度,用于考察

政府城镇偏向的教育投资对产业结构、人力资本投

资及收入差距的影响;城乡人力资本投资强度比

(pedin)用城乡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支出比

测度、城乡收入增长率之比(ingr)用城镇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增长率比上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

来测算,主要用于考察对人力资本投资及城乡收入

差距的影响;人口增长率(pgr)用每年人口自然增

长率表示,用于反映劳动力市场变动及对产业结构

的影响;GDP增长率(gr)用平滑处理后的GDP增

长率表示,考察经济增长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城
市化率(ur)用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比测算,考察城

市化进程对工业化的影响;物质资本投资强度(in-
vt)用每年物质资本投资总额占GDP比例来测度,
考察物质资本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2个衍生变量涵义如下:产业结构的累积影响

(ISTLL),主要用来考察其在长期对城乡收入差距

的累积效应;城乡收入差距的累积影响(INEQL),
主要用来考察在长期对产业结构的累积效应。

04



第6期 杨晓锋 等:产业结构调整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机理———基于省际面板数据模型的分析  

2个哑变量涵义如下:西部(west)和中部(cen-
tr)地区也称之为虚拟变量,用于考察东、中、西部地

区产业结构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差异,其中西部地区

包括内蒙古、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四川、重
庆、广西、云南和贵州;中部包括黑龙江、吉林、山西、
河南、安徽、江西、湖北和湖南。

以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除西藏、台湾)为横截

面单元,以科教兴国战略全面实施以来(1998年以

来)对应的时间序列数据组成省级面板数据作为测

算模型中各变量指标的基础数据,且数据均来源于

1999-2013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

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
表1 主要变量的相关系数与统计描述

变量
观察值

全国 东部 中部 西部

均值

全国 东部 中部 西部

标准差

全国 东部 中部 西部

方差膨
胀因子

ISTL 450 165 120 165 0.2740 0.1581 0.2895 0.3773 0.1300 0.0786 0.0767 0.1064 2.145
INEQ 450 165 120 165 0.4054 0.2601 0.4054 0.5506 0.1890 0.1331 0.1299 0.1593 4.344
ays 450 165 120 165 7.9890 8.5618 8.0677 7.3589 0.9873 1.0527 0.5735 0.7672 0.785
gedin 450 165 120 165 0.0250 0.0205 0.0215 0.0319 0.0151 0.0188 0.0066 0.0125 2.240
pedin 450 165 120 165 3.9302 3.2934 3.3948 4.9563 1.3343 0.9884 0.6428 1.3864 1.448
ingr 450 165 120 165 3.1669 5.7001 2.1158 1.3981 30.1012 49.5623 3.9512 1.9957 1.697
ur 450 165 120 165 0.3394 0.4458 0.3033 0.2592 0.1597 0.1907 0.1030 0.0834 2.140
rnd 450 165 120 165 1.2130 1.7220 0.9531 0.8943 1.0040 1.4055 0.3266 0.5423 0.902
fdi 450 165 120 165 0.0410 0.0896 0.0133 0.0125 0.0530 0.0622 0.0098 0.0066 6.543
gr 450 165 120 165 0.1158 0.1195 0.1127 0.1143 0.0258 0.0218 0.0250 0.0295 1.669
invt 450 165 120 165 0.4800 0.4346 0.4557 0.5431 0.1650 0.1244 0.1951 0.1580 1.014
pgr 450 165 120 165 0.0058 0.0043 0.0053 0.0076 0.0032 0.0030 0.0022 0.0032 3.254
 注:在搜集整理基础数据的过程中,对统计数据存在出入的年份,采取了前后年份数据取均值的处理办法。

  表1给出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与相关系

数。从各项指标的均值和标准差看,1998年以来,
中国地区间发展差距仍然较为明显,如东、中、西部

地区产业结构、城乡收入差距等依次呈现梯度分明

且上升的态势,而平均受教育年限、城乡收入增长

比、城市化等依次呈现下降的态势,总体来看,我们

发现城乡收入差距呈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而产业

结构则表现出一定的波动性,其下降的趋势也并不

明显,并且东部地区在产业结构等上要优于中、西部

地区,但中、西部地区也表现出了较为强劲的经济增

长后劲。此外,各变量方差膨胀因子值均小于10,
表明本文选取的变量并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3.模型设定

根据以上分析,本文选择内生分布滞后模型和联

立方程模型,着重考察产业结构调整在即期和长期对、
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变化,城乡收入差距在即期和长

期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变化。此外,还考察了其他影响

产业结构和城乡收入差距的因素。主要模型如下:
ISTL =f3 INEQ,INEQL,ays,gedin,pedin,ingr,ur,invt,rnd,fdi,pgr,west,( )centr (1)

INEQ =f2 ISTL,ISTLL,ays,gedin,pedin,ingr,ur,gr,west,( )centr (2)

  在方程(1)、(2)中,借鉴Yang有关动态关联关系

的实证分析框架[17],将分布滞后模型设定为式(3):

Yt =a+∑
¥

i=0
βiXt-i+et (3)

其中βi 表示滞后i期的X 对Y 的影响,也即X

对Y 的第i年的即期影响,假定βi 可以表示为:

βi =∑
n

j=2

bj

i+( )1 j
,i=0,Λ,¥ (4)

其中bj 为待估参数,将(4)代入(3)中经过处理

得到式5:

Yt =a+b2 Xt+ 14Xt-1+ 19Xt-2+Λ+ 1t2X1 +b3 Xt+ 123Xt-1+ 133Xt-2+Λ+ 1t3X1 +

Λ+bn Xt+ 12nXt-1+ 13nXt-2+Λ+ 1tnX1

(5)

  显然,首先,只要确定任何一个多项式的阶数n
值,就可以估计一系列的bj(i=1,Λ,n),并得到不

同的模型;其次,根据联立方程组的估计结果,通过

式(4)便可计算出X 对Y 的第i年的即期影响βi;

最后,将βi 按年依次累加,就可以得到X 对Yi年后

的累积影响。

  二、结果分析

  采用Stata12.0软件对方程(1)、(2)作了三阶

段最小二乘法估计,估计结果见表2,其中在确定多

项式的阶数n值时,发现不同的分布滞后项存在线

性相关,当n加到6的分布滞后项,n=5的分布滞

14



  华 中 农 业 大 学 学 报(社会科学版) (总114期)

后项自动删除,表明高阶的分布滞后项间有很强的

相关性,因而将n=5作为界点,根据分布滞后项的

显著性P 值逐一去掉不显著的分布滞后项,保留到

最高阶的分布滞后项都在至少10%水平上显著为

止[18]。据此,在方程(1)中,当城乡收入差距n=3,
其余所有的分布滞后项至少都在10%水平上显著,
这便有表1中INEQ(n=3)的估计结果;同理,在方

程(2)中,产业结构n值取到4。
表2 估计结果

解释变量
方程(1)

Coef. P>∣z∣

方程(2)

Coef. P>∣z∣

ISTL(n=2) 5.6772*** 0.000
ISTL(n=3) -19.4805*** 0.007
ISTL(n=4) 13.7102** 0.018
INEQ(n=2) -2.0628** 0.012
INEQ(n=3) 2.9330*** 0.005
invt -0.3251 0.657
ays -0.0480** 0.019 -0.0781*** 0.000
gedin 1.4887* 0.073 2.6990*** 0.000
pedin -0.0216*** 0.000 0.0135*** 0.001
ingr -0.2322* 0.091 0.0073 0.493
ur 0.4468*** 0.008 -1.0909*** 0.000
rnd -0.0439*** 0.000
fdi -0.2055 0.456
pgr -3.6699 0.258
gr -0.2033 0.381
west 0.1847*** 0.000 0.0057 0.777
centr 0.0659*** 0.001 0.0434*** 0.004
_cons 0.7495*** 0.000 -0.2228** 0.037
chi2 431.1 1807.59
R-sq 0.7117 0.9199
RMSE 0.0681 0.0534
Parms 12 10
Obs 210 210
 注:由于实证分析过程中去掉8年的数据,实际进入估计的观察数

是210;***、、**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

根据表2估算出的产业结构与城乡收入差距相

互之间的即期影响系数bj,结合式(4)和式(5),便
可测算出二者在即期和长期的动态关联关系,见图

1、图2。

1.产业结构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动态关联关系

产业结构在即期和长期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动态

关联关系见图1。从图1可以看出,在即期,产业结

构调整之初对城乡收入差距将产生较为显著的负面

影响,产业结构变动1单位,当年城乡收入差距将扩

大约0.1单位,第3年这种影响由负转正;在长期,
产业结构调整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有明显的促进作

用,这与研究假设基本一致。实际上,我国人力资本

水平普遍较低,制约了产业结构调整的速度和方向。
但是政府基于经济快速增长的产业结构调整导向,
进一步拉大了产业结构与人力资本结构之间的匹配

图1 产业结构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图2 城乡收入差距对产业结构的影响

差距。因此,产业结构调整初期造成的结构性失业

问题异常突出,这也是新千年后出现的“民工荒”与
大学生就业难问题并存的根本性原因。一旦国民矫

正了就业预期,便会采取较为理性的人力资本投资

策略,通过“干中学”、职业培训等途径实现人力资本

结构转换和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达到二次就业、提
升劳动收入的目标。显然,劳动者整个职业转换周

期在4至5年,产业结构调整通过通过改变劳动市

场人力资本需求,在长期改善劳动者的收入水平。
城乡收入差距在即期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先正后

负,其累积影响始终为正,见图2。从图2可以看

出,城乡收入差距在即期对产业结构产生一个显著

的正的影响,第2年这种影响由正转负,并且逐年下

降收敛于0;在长期,城乡收入差距对产业结构的累

积影响始终为正,并且收敛于0.3。该结论表明:第
一,城乡收入差距对产业结构的调整与演进具有反

向作用,或者说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应充分考虑城

乡收入差距的变化,尽量规避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消

极作用。实际上,中央与地方政府产业结构调整历

来注重布局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做法,不单是为了发

挥人力资源优势、扩大就业,还能改善收入分配、缩
小城乡收入差距。第二,城乡收入差距在长期对产

业结构的正面影响之所以呈现减弱的趋势,与收入

差距下降到合理范围后很难继续大幅、快速下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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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随着城乡居民人力资本投资结构的调整以及强

度的加大,城乡居民的收入增长比将逐步发生逆转,
出现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率高于城镇居民的转机,城
乡收入差距扩大的态势将放缓。对此,1998年以来

中国城乡收入增长比省际面板数据的统计表现给予

了初步印证。需要指出的是,当经济发展到较高阶

段后,城乡收入差距将维持在一个相对合理的区域,
届时城乡收入差距对产业结构的影响也逐渐变弱。

显然,产业结构调整在即期会强化农村居民在

就业市场中的弱势地位,扩大城乡收入差距;在长

期,城乡居民根据产业结构调整重塑就业预期,通过

调整人力资本投资结构、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实现职

业转换,届时将出现农村居民收入增幅将高于城镇

居民的格局,形成乡城收入赶超效应,产生缩小城乡

收入差距的正面效应。

2.影响产业结构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其他因素

由表2可得出以下结论:①平均受教育年限对

优化产业结构、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均有显著的正面

影响,这也凸显了教育扩展产生的综合效应。②现

行政府教育投资对产业结构和城乡收入差距均有显

著的负面影响,这与政府城镇偏向的投资政策有关。

③城乡居民人力资本投资强度比与产业结构负相

关,可能的原因是,城乡人力资本投资差异诱发劳动

力市场供求波动,以致于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耦合

度下降,阻碍了产业升级和产业结构优化;与城乡收

入差距正相关,意味着一旦城乡居民人力资本投资

强度比下降,人力资本结构将趋于改善、城乡收入差

距将逐步缩小,这与预期一致。④城乡收入增长比

与产业结构显著负相关,测算显示,城乡收入增长比

逐年下降,这意味着城乡收入增速趋于同步,势必导

致农村劳动力流向城镇的速度放缓,阻碍城市化进

程,不利于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⑤城市化率不利

于优化产业结构,这与城市规模扩张效应产生的“城
市病”有关;城市化率的提升,有利于促进城乡一体

化进程,进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⑥技术创新对产

业结构优化有显著的正面影响,这与以往的研究结

论相吻合。⑦物质资本投资强度、对外开放度对产

业结构亦有正面影响,但是这种作用并不显著,这可

能与政府产业发展偏好、产业规制、贸易竞争等有

关。⑧人口自然增长率对产业结构有负面影响,但
影响作用并不明显,过去十余年间,除西部部分地区

人口自然增长率上升外,中、东部大部分地区人口增

长率低位运行,中国人口结构业已发生了根本性地

转换以及人口红利式微[19],劳动力结构的这种变化

在短期并不利于产业结构调整。⑨经济增长率对城

乡收入差距有显著的正面影响,意味着经济持续、快
速、稳定增长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这是否也表

明,我国经济增长的包容性正逐步增强。⑩地区哑

变量系数显示,在方程(1)中,中、西部估计系数也均

为显著的正,表明相对于东部,中、西部地区产业结

构更不合理,这与中、西部地区产业布局不合理、技
术创新能力不足、产业体系不完善等相关;在方程

(2)中,中部估计系数显著为正,意味着中部相对于

东部收入差距更大,西部地区估计系数为负但并不

显著,这与中西部地区城镇化水平较低、经济发展相

对滞后等有关。

  三、结论与启示

  产业结构调整作为政府实现宏观发展战略目标

的重要调控手段,对城乡收入差距有显著的影响。
本文以产业结构调整与就业结构转换为切入点,运
用内生分布滞后联立方程模型,揭示了产业结构调

整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产业结

构调整在即期会强化农村居民在就业市场中的弱势

地位,扩大城乡收入差距;在长期,城乡居民根据产

业结构调整重塑就业预期,通过调整人力资本投资

结构、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实现职业转换,届时将出现

农村居民收入增幅将高于城镇居民的格局,形成乡

城收入赶超效应,产生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正面效

应。此外,还发现了影响产业结构调整、城乡收入差

距的其他因素。
综合全文的研究结论,就我国当前的发展来说,

至少存在这样几个政策含义:第一,尽快完善城乡一

体的社会保障体系,特别是完善就业保障制度、职业

培训制度,缓解产业结构调整初期对居民劳动收入

造成的负面效应。第二,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一方

面应充分考虑城乡居民人力资本结构的分布特点,
发挥人力资本结构对产业结构调整的支撑作用,提
升产业结构、就业结构与人力资本结构之间的耦合

效率,为扩大就业提供机制支持;另一方面应发挥产

业结构调整对城乡居民人力资本投资的引领作用,
优化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结构和优化城乡居民人力

资本结构“两手抓”,放大产业结构调整收入分配的

正面效应。第三,进一步挖掘新一轮体制改革红利,
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建立与城市化、
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相呼应的新型户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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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生育制度,促进劳动力自由、有序流动,为产业升

级和产业结构优化提供人力资本支持,为缩小城乡

收入差距提供不竭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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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MechanismofIndustrialStructureAdjustment
onIncomeGapofUrbanandRuralAreas
———BasedonProvincialPanelDataModel

YANGXiao-feng1,ZHAO Fang2

(1.AccountingCollege,WuhanTextileUniversity,Wuhan,Hubei,430200;
2.CollegeofEngineeringandTechnology,HubeiUniversityofTechnology,Wuhan,Hubei,430068)

Abstract Industrialstructureadjustmentistheimportantregulatingmethodforgovermentsto
reachthemacroscopicdevelopmentstrategy,whichhastheobviouseffectsofincomedistribution.Based
onpaneldatasetfrom30provincesinChinabetween1998and2012,thispaperusessimultaneousequa-
tionmodelanddistribution-lagmodeltostudytheinfluencingmechanismofofindustrialstructuread-
justmentonincomegapofurbanandruralareas.Theresultshowsthatindustrialstructureadjustment
isnegativelyrelatedtoincomegapintheshortrun.Andinthelongrun,accordingtotheindustrial
structureadjustment,theurbanandruralresidentswillreshapetheemploymentexpectationsbyadjus-
tingthehumancapitalinvestmentstructureandenhancingthelevelofhumancapitaltoachieveprofes-
sionalconversion.Thenruralresidentsincomegrowthwillbehigherthanthatofurbanresidents,which
willformrural-urbanincomesurpassingeffectsoastoproducepositiveeffectofnarrowingtheincome
gapbetweenurbanandruralareas.

Keywords industrialstructureadjustment;incomedistributioneffects;incomegapbetweenurban
andruralareas;humancapitalinves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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