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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配置对农户收入及收入不均等的影响
———基于要素市场发育的视角

彭珈祺 吕之望*

(中国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国家农业农村发展研究院,北京100083)

摘 要 为厘清外部市场环境对农户收入增长以及收入分配的影响,本研究利用分位数回归,基于2020年南京农

业大学中国土地经济调查数据库(CLES),从要素市场发育的视角探究农户家庭劳动力配置对收入及收入不均等

的影响。结果表明:相对于完备的要素市场,市场发育不完备造成的劳动力配置扭曲会对农户收入有显著负向影

响;同时将农户分为不同收入组后发现,要素市场发育不完备造成的劳动力配置扭曲对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组农户

的影响更为显著,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农户收入不均等。由此提出以下建议,应当进一步加强农村要素市场建设,

优化农户家庭劳动力配置,实现农民收入增长的同时,努力缩小农户内部收入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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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ordertoclarifytheimpactoftheexternalmarketenvironmentonfarmers’incomegrowthandincome
distribution,basedontheChinaLandEconomicSurveyfoundedbyNanjingAgriculturalUniversityin2020,thestudy
usesquantileregressions,toestablishtheimpactoflaborallocationonfarmhouseholdincomeandincomeinequalityin
thecontextoftheincompletedevelopmentoffactormarkets.Theresultsshowthat:Incompletefactormarket
developmenthasanegativeimpactonfarmhouseholdincomecomparedtocompletefactormarketdevelopment.Atthe
sametime,whenfarmersaredividedintodifferentincomegroups,theincompletefactormarketdevelopmentdisplays
amoresignificantimpactonfarmersinthelow-andmiddle-incomegroups,whichexacerbatestheinequalityof
farmers’incometoacertainextent.Recommendationssuchasfurtherstrengtheningtheconstructionofruralfactor
marketsandoptimizingtheallocationoflabortofarmhouseholdsareputforwardtoachievegrowthinfarmers’income
andnarrowdowntheincomegapwithinfarmhousehol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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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中国经济蓬勃发展,农民收入大幅度提升,
但城乡之间收入不均等仍较为严峻。具体表现为虽

然农民收入得到了逐年增长,但总体而言城乡居民

收入不均等并未得到改善,并且区域间农民收入状

况差异较大。2020年,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比为

1∶2.56,与1978年的水平相当。可见经过了40多

年的努力我国城乡居民收入不均等问题并未得到明

显改善,并且一直处于一个较高的水平。与此同时,
区域间农户收入不均等问题也十分显著,2020年拥

有全国最高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上海达到了

34911元,而甘肃作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

低的地区仅有10344元,区域间农户收入差距之比

已经达到了1∶3.4。目前,农民收入增长是缩小城

乡收入不均等的有效路径,而要素的有效配置是实

现农户收入增长和缩小农户内部收入不均等的重要

途径[1]。
要素配置扭曲会降低农户家庭收入,而劳动力

配置是农户家庭要素配置的重要一环。已有研究发

现,要素市场发育状况也是造成劳动力配置扭曲的

重要因素[2-3]。然而已有文献多从宏观视角对产业

内部的劳动力配置进行分析并发现劳动力重新配置

的过程显著提高了产业的生产率[4],但较少文献基

于家庭层面从整个农业视角探讨农户家庭内部劳动

力配置问题。农户家庭劳动力配置即为家庭有效劳

动力在农业和非农部门之间的分配,而农业生产经

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作为家庭总收入的重要来

源,若农户家庭内部劳动力配置发生扭曲,将对家庭

收入产生显著负向影响。
因此在减轻城乡收入不均等以及缩小区域间农

户收入差距的现实需求下,从要素市场发育程度视

角探讨农户家庭劳动力配置对农户增收以及缓解收

入不均等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因为要素市场发育

不完备会带来家庭要素禀赋分配的扭曲,目前已知

家庭务工收入和务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超过

了75%,而这两类收入都离不开劳动力要素。由此

可以发现,当外部要素市场发育不完备带来家庭要

素尤其是劳动力要素的配置扭曲时,将对家庭收入

增长乃至收入分配产生严重负向影响。基于此,本
研究拟采用“中国土地经济调查数据库”验证要素市

场发育不完备造成的劳动力配置扭曲与农户收入增

长以及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以期通过有效运转的

要素市场,优化家庭劳动力配置状况,最终提高农户

收入并减轻收入不均等。

1 文献综述

居民的收入差距分解为3个组成部分:城乡之

间、城镇内部以及农村内部的差距,当前对收入差距

贡献最大的是城乡收入差距。在改革开放前至改革

开放初期,我国收入不均等程度很低,农村内部的基

尼系数 虽 然 略 高 于 城 镇 内 部,但 也 基 本 保 持 在

0.21~0.24,城镇内部的基尼系数均低于0.20,已
经好于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5]。而随着经济转型

进程的推进,计划经济逐步向市场经济转型,我国也

渐渐从农业经济走向工业经济。在经济转型过程

中,不论是城乡之间、城镇内部还是农村内部收入不

均等水平均处于逐步上升的趋势[6]。在2008年我

国基尼系数达到了峰值0.491,虽然从2008年后有

降低的趋势,但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

2016年我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465①,依旧

超过了联合国0.4的警戒线,并且也有学者认为

2008年后的基尼系数由于高收入人群样本的缺失

可能会出现被低估的现象[7-8]。可以发现收入不均

等已经成为我国一个较为严重的影响经济增长和社

会公平的问题,其中亟待解决的则是农民收入增长。
因此应努力提高农户收入,并注重缓解区域间农户

收入不均等的程度。
关于收入及收入不均等的影响研究,大量学者

从微观和宏观的角度进行了测算和分析。可以将影

响因素分为两类:第一类为可观测的个体因素,即农

户所拥有的要素禀赋;第二类为外部市场环境,即要

素市场发育。可以发现在市场完备的背景下人力资

本、物质资本以及社会资本是增加家庭收入的重要

因素。但是当家庭所拥有的要素禀赋存量产生差异

时,农户内部收入差距将被扩大[9-12]。但现实世界

中并不存在完备的要素市场,因此很多学者从外部

环境的角度出发,通过市场发育研究农户内部收入

不均等现象。学者们发现在市场发育不完备的情况

下,要素的非等价交换现象不可避免。价格过分偏

离价值时,相较于低收入群体,高收入人群更易从中

获利,此时要素市场环境可能会恶化由个体特征差

异所带来的收入不均等[13]。大量研究集中于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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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http:∥www.stats.gov.cn/tjsj/sjjd/201701/t20170120_145626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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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转市场,并发现土地流转市场更活跃的地区将有

利于土地要素的再配置,农户可以通过提高土地产

出效率实现收入增长并减轻内部收入不均等 [14-16]。
也有学者试图分解出要素市场发育对农户内部收入

不均等的贡献,将农户的收入简化为不同要素收入

的加总,并发现要素市场的不完备会恶化收入不均

等[17-19]。但并没有进一步分析要素市场是如何通过

禀赋分配,对农户收入乃至收入不均等产生影响。
可以发现,关于要素禀赋和要素市场对农户收

入及收入不均等的影响均有十分丰富的文献基础,
但关于要素市场不完备背景下农户要素禀赋分配的

文章还有待补足。在市场不完备的背景下,部分农

户可能无法按照家庭收入最大化原则对家庭所拥有

的要素禀赋进行分配。目前,关于家庭要素禀赋对

农户内部收入不均等的研究大多建立在要素市场发

育完备的假定下。考虑到要素市场发育不完备这一

客观现实,将农户家庭的经济行为看做家庭要素禀

赋在市场中的配置[20]。生产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

收入作为家庭收入结构中占比最高的两类收入渠

道,很大程度依赖于土地和劳动力要素的配置,同时

劳动力又是这两类收入中不可剥离的重要组成部

分。随着非农产业的迅速发展,很多学者指出亚洲

经济产业结构随着劳动力的转移也形成了资源重新

配置的特征[21]。劳动力要素在不同地区及产业间

的流动,提高了资源的配置效率,对经济增长做出了

显著贡献[22]。由此可得,家庭对劳动力禀赋在农业

部门和非农部门中的配置决策,也是家庭资源禀赋

再配置的过程,将对家庭收入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
目前文献大多集中于劳动力转移对农户收入及收入

不均等的影响,但却忽略了家庭禀赋优势和市场发

展这类因素。因此,本研究将重点验证在要素市场

发育不完备的背景下,农户家庭对劳动力配置的行

为是否会对家庭收入产生影响,而配置行为的差异

又是否会恶化农户内部收入不均等的现象。

2 理论框架

本部分将根据 Hsieh等[23]提出的方法构建家

庭收入决定方程。农户家庭收入中约有80%是由

家庭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组成,为了简化收入

决定方程,更明晰的体现劳动力配置对收入以及收

入不均等的影响,理论框架分析将农户收入来源看

作家庭经营性收入与工资性收入的加总。假定家庭

i的农业经营性生产满足柯布-道格拉斯函数:

Yi =AiLα
iKβ

i (1)
式中:Yi,Ai,Li 和Ki 分别代表农业生产的产出、农
户农业生产效率、家庭劳动力投入以及土地投入。

Yi 是用农户当年农业生产的产量来衡量;Li 是家庭

劳动力在农业生产中投入的人数(为了简化理论推

导过程,本部分简略掉家庭在农业生产中雇佣劳动

力的部分);Ki 是家庭用于农业生产的土地面积,以
上指标均采用对数形式。α和β分别代表劳动力和

土地的弹性,假定α+β=1,即生产函数保持规模报

酬不变的特点。为了简化柯布道格拉斯函数,公式

中并未放入资本变量,而是将其用土地表示。在农

业生产经营过程中,农户的信贷需求是为了扩大农

业生产经营面积,即通过借贷行为获得转入土地的

资金,以达到最优生产经营规模。因此本部分利用

土地变量来替代资本是合理的。
在模型中存在劳动力和土地两种要素,本研究

利用(1+φli)Pli和(1+φki)Pki分别来表示农户在农

业生产中的劳动力和土地流转的实际价格。其中

Pli和Pki表示在完备要素市场下的农户劳动力和土

地要素的价格,φli和φki则表示劳动力和土地的扭曲

指数。
根据Hsieh等[23]的模型以及收入最大化原则

建立农户收入决定方程。根据假定,劳动力在务农

和务工中的收入弹性保持不变,具体如下所示:

πi =pAiLα
iKβ

i +wL0-(1+φli)PliLi-
(1+φki)PkiKi (2)

式中:p为农产品价格;L0 为家庭劳动力中外出务

工人数(L=L0+Li,L 为家庭总劳动人数);w 为农

户在劳动力市场中获得的工资。由式(2)推断出,若
市场发育不完备,(1+φli)PliLi 和(1+φki)PkiKi 取

值大于0,农户收入将受到要素配置扭曲的负面影

响并低于完备市场下的收入。通过式(2)可以发现,
要素市场如果发育完备,φli和φki取值为0。完备要

素市场下,农户家庭收入将实现最大化,并高于不完

备要素市场下即现实世界里的收入水平。
在式(2)中,完备市场假定下农户收入最大化的

条件即要素的边际产出相等。在本研究的理论构建

中表现为,当1单位劳动力在农业生产领域和非农

领域中的边际产出相等时达到均衡,此时家庭收入

实现最大化。具体如下所示:

αpAiLα-1
i Kβ

i =w (3)
当劳动力要素在农业和非农领域中实现均衡时

家庭收入实现最大化,此时家庭劳动力配置状况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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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最优。因此,由式(3)可以直接求得劳动力在农业

部门的最优配置:

L*
i = w

αpAiKβ
i  

1
α-1 (4)

要素市场发育完备的特征可体现为生产要素的

自由流动,以及要素市场价格和均衡价格的一致。
当φli和φki取值不为0时,可以推断出此时要素市场

发育并不完备,农户无法按照家庭收入最大化原则

配置生产要素。
本研究的主要解释变量劳动力要素配置扭曲程

度是根据Brandt等[24]提出的ln(A*
i/Ai)要素配置

扭曲公式测量,即φli=ln(L*
i/Li)。利用家庭在农

业生产中获得的产出、投入的劳动力以及耕地面积,
取对数后进行回归,得到劳动力(α)和土地(β)的产

出弹性。按照式(4)的设置形式计算出完备状态下

家庭应配置在农业领域中劳动力L*
i ,将其与实际

做比较后可以得到劳动力要素的配置扭曲指数。当

φli等于0时,可以初步判断为该家庭并未受到市场

约束,反之则为家庭由于受制于不完备的要素市场,
劳动力配置并未达到最优。由于数据和公式的计算

限制,本研究仅能计算出家庭在农业生产领域中的

配置扭曲指数。但家庭劳动力的分配是存在于农业

和非农这两个领域,当家庭劳动力在农业领域中发

生配置扭曲时一定会影响到非农领域,因此该指数

是可靠的。根据以上理论框架,本研究提出以下

假说:
假说1:要素市场不完备会影响农户家庭劳动

力配置,而这种由要素市场所带来的约束将体现为

劳动力要素配置的不均衡,进而对农户家庭收入产

生负向影响。
假说2:由于不同收入家庭在不完备的要素市

场中受到的约束程度不一致,劳动力配置不均衡可

能对低收入家庭影响更大,进而会拉大农户间收入

不均等。

3 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3.1 数据来源

在实证分析中,本研究主要采用的数据来源于

2020年南京农业大学中国土地经济调查(China
landeconomicsurvey,CLES)。调查采取抽样的方

法,对江苏省范围内的农村要素市场、农业生产活

动、农村金融现状进行了详细的调查。该数据库基

于农村固定观察点的建立进行调查,为展现江苏省

地区的农村经济发展现状提供了全面且详细的数据

支撑。依托于本研究的研究目标,在保留了家庭特

征、农业生产特征、非农就业以及收入状况等关键变

量,最终获得分布在江苏省各地区的832户农户

数据。

3.2 变量选取

3.2.1 被解释变量

本研究选取农户家庭在农业生产经营和非农部

门就业中所获得的纯收入作为被解释变量。本研究

的核心是为了探究在要素市场发育不完备的背景

下,农户劳动力配置对收入及收入不均等的影响,农
户家庭劳动力通常被分布在农业和非农部门,因此

用农户的生产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的总和作为

被解释变量可以更好的体现出农户家庭劳动力配置

状况在收入中的作用。

3.2.2 关键解释变量

本研究根据Brandt[24]提出的要素配置扭曲公

式,测算出农户家庭在农业部门的劳动力配置扭曲

指数。家庭劳动力被配置在农业和非农部门中,若
家庭在农业部门中的劳动力发生配置不均衡,则意

味着在非农部门中家庭劳动力也未达到最优配置,
该变量能反映出要素市场发育不完备对农户家庭劳

动力配置的约束。当扭曲指数不为0时,代表家庭

受限于要素市场,即要素市场发育并不完备。

3.2.3 控制变量

本研究的控制变量如下,分别包括家庭规模以

及人力资本变量在内的家庭劳动力平均年龄、家庭

劳动力平均受教育程度、家庭劳动力健康状况。同

时还包含了家庭拥有的农业机械总价值以及家庭拥

有的耕地面积这两个变量。

3.3 描述性统计

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如下表所示:
根据表1可以发现,样本中的家庭平均规模约

为5人,也存在规模较大的家庭,其总人口数为9。
家庭平均年龄约为44岁,我们可以知道随着年龄的

增长劳动力在非农领域以及农业生产中的生产效率

可能会下降。家庭平均受教育年限约为7年,即样

本的平均受教育程度仅为小学毕业,可以发现样本

总体的受教育程度偏低,样本中存在一部分人并未

完成九年义务教育。健康作为人力资本衡量中的一

项重要指标,我们将健康自评分为1—5后可以发

现,样本中家庭的平均健康状况较为良好。家庭拥

有的农业机械总价值虽然经过了对数化处理,但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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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描述性统计

Table1 Descriptivestatistics

变量名称    
Variablename    

变量定义

Variabledefinition

平均值

Average

标准差

Standard
deviation

最小值

Min

最大值

Max

劳动力扭曲指数

Labordistortionindex
φli=ln(L*

i/Li) -0.17 0.42 -2.42 0.84

家庭规模Familymembernumber 家庭总人口 5.00 1.74 1.00 9.00

家庭劳动力平均年龄

Averageageofhouseholdlaborforce

家庭劳动力平均年龄/岁 44.00 10.96 23.75 75.50

家庭劳动力平均受教育程度

Averageeducationlevelofhousehold
laborforce

家庭劳动力平均受教育程

度/年

7.49 2.21 1.00 13.33

家庭劳动力健康状况

HealthStatusofhouseholdlaborforce
1=丧失劳动力,2=差,

3=中,4=良,5=优

4.28 0.62 2.00 5.00

家庭拥有农业机械总价值

Totalvalueofagriculturalmachinery
ownedbyhouseholds

家 庭 拥 有 农 业 机 械 总 价

值/元,ln
3.18 4.51 0.00 13.53

家庭承包的耕地面积

Cultivatedlandcontractedby
households

家庭承包的耕地面积/hm2 0.43 0.29 0.02 3.20

  注:表格数据为整理所得。

Note:Tabledataiscompiled.

以发现平均值与最大值间的差额较大,即农户间拥

有的用于农业生产的机械总价值相差甚远。根据家

庭拥有的耕地面积这一变量,可以发现每个家庭承

包的耕地面积约为0.43hm2,这一数值与我国目前

所观察的数值基本一致。
从表1中可以发现本研究的关键解释变量为劳

动力扭曲指数,其最小值为负值。根据劳动力扭曲

指数测算公式可以推断出,农户在农业生产经营中

若理论上的最优劳动力数值大于实际投入到农业中

的劳动力数量,则劳动力扭曲指数将大于0。反之,
若劳动力扭曲指数小于0,则代表家庭投入到农业

生产中的人数大于理想状态下的家庭最优劳动力数

量,即家庭劳动力未实现充分转移。将劳动力扭曲

指数区分正负值后,统计数据如表2所示。在样本

中有67.3%的家庭存在劳动力转移不充分的问题,
而农业中家庭投入的劳动力数量低于最优劳动力人

数的家庭占据了样本的一小半。通过劳动力扭曲测

算公式可知,当扭曲指数为0时,家庭劳动力达到最

优配置。即劳动力扭曲指数离0值的绝对距离越

近,则家庭劳动力配置扭曲程度越低。当家庭劳动

力在农业和非农部门之间均实现了配置均衡时,可
以初步判断此时要素市场发育处于较为良好的

状态。
本研究的被解释变量为农户家庭收入。根据前

文所示,本研究将农户的收入定义为农业生产经营

性收入以及工资性收入。分别将家庭总收入不同分

位点下的均值及中位数列于表3,可见样本中家庭

最大收入为700000元,样本整体均值为128933元,
可以发现江苏省整体收入状况较为优异。90%分位

点下的农户家庭收入约是10%分位点下农户家庭

收入的9.2倍。由此可得,样本中农村不同家庭间

的收入相差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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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劳动力扭曲指数

Table2 Labordistortionindex

组别    
Group    

变量名称

Variablename

平均值

Average

标准差

Standard
deviation

最小值

Min

最大值

Max

农业生产人数大于最优劳动力数量

Thenumberofpeopleinagricultural

productionisgreaterthantheoptimal
numberoflaborers

劳动力扭曲指数

Labordistortionindex
-0.38 0.35 -2.42 -0.01

农业生产人数小于最优劳动力数量

Thenumberofpeopleinagricultural

productionissmallerthantheoptimal
numberoflaborers

劳动力扭曲指数

Labordistortionindex

0.26 0.16 0.01 0.84

  注:表格数据为整理所得。

Note:Tabledataiscompiled.

表3 农村居民家庭收入分布的分位特征

Table3 Subdivisioncharacteristicsofruralresidents’householdincomedistribution

不同分位点 
Differentquantiles 

均值/元

Average

中位数/元

Medium

分位点所在家庭收入/元

Householdincomeatthequartile

底端5%Bottom5% 8685 8346 14455

底端10%Bottom10% 15018 14464 28270

顶端10% Top10% 381198 33500 260000

顶端5% Top5% 459323 440000 322050

整体 Total 128933 100453 700000

  注:表格数据为整理所得。

Note:Tabledataiscompiled.

4 实证分析

4.1 基准回归

本部分具体安排如下:首先分析劳动力扭曲指

数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再利用分位数回归探究劳动

力扭曲指数对不同分位点下的农户家庭收入是否存

在影响差异,即劳动力扭曲究竟是恶化了还是减轻

了农户收入不均等的状况。在分位数回归中分别选

取0.1、0.5以及0.9分位点代表低收入、中等收入

以及高收入家庭的农户。
从表4可以看出,回归结果与预期基本一致。

本研究的关键解释变量劳动力扭曲指数对农户家庭

收入显著为负(在1%水平上显著),劳动力扭曲指

数每上 升 一 个 单 位,农 户 家 庭 收 入 对 数 将 下 降

0.356个单位。通过前文的推导可以发现,在要素

市场完备的背景下,农户收入仅受要素禀赋与要素

价格的影响。但现实中要素市场往往还未达到完备

状态,要素价格通常会高于市场完备状态下的均衡

价格,即农户会面临更高的影子价格。在这种背景

下,农户在配置家庭劳动力时会受到影子价格的影

响,劳动力实际配置状况会偏离收入最大化原则下

的劳动力配置状况,此时农户收入受损。实证结果

再次验证此推论,即劳动力扭曲指数对农户家庭收

入存在显著负向影响,假说1得到验证。
本研究的控制变量包含了家庭层面。在家庭层

面中,家庭规模与家庭平均受教育程度对农户收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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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基准回归结果

Table4 Basicregressionresults

变量名称    
Variable    

回归结果

Regressionresults

劳动力扭曲指数

Labordistortionindex
-0.356***

(0.067)

家庭规模

Familymembernumber
0.179***

(0.019)

家庭劳动力平均年龄

Averageageofhouseholdlaborforce
-0.006*

(0.003)

平均受教育程度

Averageeducationlevelofhouseholdlaborforce
0.112***

(0.013)

家庭劳动力健康状况

Healthstatusofhouseholdlaborforce
0.190***

(0.047)

家庭拥有农业机械总价值(对数)

Totalvalueofagriculturalmachineryownedby
households(log)

0.017***

(0.006)

家庭承包的耕地面积

Cultivatedlandcontractedbyhouseholds
0.005
(0.005)

常数项

Constant
9.005***

(0.315)

样本量Sample 827

R-squared 0.289

被解释变量:log(农户家庭总收入)

Explainedvariable:log(totalhouseholdincomeoffarmhouseholds)

  注:括号内的数值为标准差。***、**和*表示统计结果在1%、5%和10%水平下显

著。下同。

Note:Valuesinparenthesesarestandarddeviations.***,** and * indicate

statisticalresultssignificantatthe1%,5%and10%levels.Thesamebelow.

影响显著为正。在实证结果中可以发现家庭人口每

增加一位,农户家庭收入也将增加17.9%个单位。
同时,平均受教育年限每增加一年,家庭收入也将提

高11.2%个单位。这也与以往研究结论相一致,受
教育程度在促进农户收入增长方面起正向作用。健

康作为衡量人力资本的重要因素,也将显著增加家

庭收入。同时,我们也可以发现随着家庭劳动力平

均年龄的上升,家庭收入也将受到负向影响。正如

前述所示,随着年龄的增长,劳动力在农业以及非农

领域中的生产效率都将下降,进而会影响到家庭收

入。农户家庭拥有的农业机械总价值越高,农户也

将获得更高的收入。农户拥有的农业机械总价值代

表着他们对物质资本的投入,这部分农户往往在农业

生产中更具优势,因此也会加大对农业的投入,进而

家庭总收入中生产经营收入的份额也会随之上升。
由此可见,代表家庭特征的变量验证了人力资本和物

质资本的增加将在家庭增收方面起到显著正向影响。

4.2 分位数回归

利用分位数回归,目的是探究不同要素对各个

分位点下农户家庭收入的边际贡献。如果某一类要

素有利于家庭收入的增长,并且在低收入家庭组和

中收入家庭组的边际贡献大于在高收入家庭组的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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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贡献,那么这一类要素则具有减轻收入不均等的

作用,反之则会加重农户间收入不均等[25]。分位回

归结果如下表所示,就本研究的关键变量劳动力扭

曲指数来看,其在0.1、0.5以及0.9分位点下对农

户家庭收入均显著为负(在1%水平上显著)。对

0.1分位点下的农户而言,劳动力扭曲指数每上升

一个单位,被解释变量将下降0.403个单位。这与

前述理论框架中所推导的结果相一致,即由于要素

市场的不完备,农户将无法按照收入最大化的原则

配置家庭劳动力,并会导致农户家庭收入受损。而

随着分位点的上升,虽然在0.5以及0.9分位点下

劳动力扭曲指数对农户家庭收入的影响依旧显著为

负,但系数却发生了变化。程名望等[26]在利用分位

数回归研究农户收入差距的根源时提到,不同因素

对不同分位点下的收入组影响也存在差异,作者利

用低分位组该因素的系数减去高分位组该因素的系

数得到一个“系数差”,若“系数差”显著且为正,则代

表该因素拉大了收入不均等,反之则缩小了收入不

均等。根据前述的理论推导可以发现由于“门槛效

应”的存在,相较于高收入家庭,低收入家庭在不完

备市场的环境中可能面临相对较高的影子价格,即
低收入家庭受到市场不完备的冲击更高。在分位数

回归中也可以发现,劳动力扭曲指数在0.1、0.5以

及0.9分位点之间的系数差为正且在1%水平上显

著,即随着分位点的上升劳动力扭曲指数对家庭收

入的边际贡献在不断减小。这个结果显示,在其他

条件不变的背景下,劳动力扭曲指数对0.1分位点

下的农户家庭收入影响最大,在0.9分位点上影响

最小。这代表劳动力配置扭曲主要作用于低收入家

庭和中等收入家庭,对高等收入家庭影响最小。可

以发现劳动力配置扭曲拉大了农户间收入不均等,
假说2得到了验证。

表5 分位数回归结果

Table5 Quantileregressionresults

变量名称     
Variable     

0.1分位点

0.1Quantile
0.5分位点

0.5Quantile
0.9分位点

0.9Quantile

劳动力扭曲指数

Labordistortionindex
-0.403***

(0.147)
-0.334***

(0.069)
-0.320***

(0.098)

家庭规模

Familymembernumber
0.246***

(0.043)
0.184***

(0.020)
0.119***

(0.029)

家庭劳动力平均年龄

Averageageofhouseholdlaborforce
-0.003
(0.007)

-0.004
(0.003)

-0.004
(0.005)

平均受教育程度

Averageeducationlevelofhouseholdlaborforce
0.163***

(0.029)
0.128***

(0.013)
0.096***

(0.019)

家庭劳动力健康状况

Healthstatusofhouseholdlaborforce
0.247**

(0.104)
0.194***

(0.049)
0.197***

(0.070)

家庭拥有农业机械总价值(对数)

Totalvalueofagriculturalmachineryownedbyhouseholds(log)
-0.006
(0.014)

0.010
(0.007)

0.019**

(0.009)

家庭承包的耕地面积

Cultivatedlandcontractedbyhouseholds
0.004
(0.011)

0.008
(0.005)

0.015*

(0.008)

常数项

Constant
7.023***

(0.694)
8.802***

(0.327)
10.082***

(0.465)

样本量Sample 827 827 827

被解释变量:log(农户家庭总收入)

Explainedvariable:log(totalhouseholdincomeoffarmhousehol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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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稳健性检验

在前述的计量分析中,被解释变量是基于农户

家庭总收入。而在已有研究中,一些学者经常采用

家庭人均收入作为被解释变量,并认为人均收入能

够更好的代表家庭收入状况[27]。基于此情况,本部

分采用“农户家庭人均收入对数”替换上文模型中的

“农户家庭总收入对数”,并利用同样的模型结构,以
验证模型以及结果的稳健性。

稳健性检验的结果如表6所示,采用农户人均

收入作为被解释变量后,关键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

与基准回归基本一致。进一步验证了结果的可靠

性,由此可见上文的主要结论是稳健的。

表6 稳健性检验

Table6 Robustnesstests

变量名称     
Variable     

回归结果

Regressionresults

劳动力扭曲指数

Labordistortionindex
-0.355***

(0.066)

家庭规模

Familymembernumber
-0.030
(0.019)

家庭劳动力平均年龄

Averageageofhouseholdlaborforce
-0.003
(0.003)

平均受教育程度

Averageeducationlevelofhouseholdlaborforce
0.109***

(0.013)

家庭劳动力健康状况

Healthstatusofhouseholdlaborforce
0.181***

(0.047)

家庭拥有农业机械总价值(对数)

Totalvalueofagriculturalmachineryownedbyhouseholds(log)
0.016***

(0.006)

家庭承包的耕地面积

Cultivatedlandcontractedbyhouseholds

0.005
(0.005)***

常数项

Constant
8.442***

(0.312)

样本量Sample 827

R-squared 0.171

被解释变量:log(农户家庭人均收入)

Explainedvariable:log(percapitaincomeoffarmhousehold)

4.4 进一步分析

从上述的实证分析中可以得出,劳动力配置扭

曲不仅会对农户收入产生负向影响,同时还会恶化

农户间收入不均等。而不同农户家庭劳动力配置扭

曲程度也存在差异,正如上文所示劳动力扭曲指数

离0值的绝对距离越近则代表农户家庭劳动力配置

状况越好。反之,劳动力扭曲指数离0值的绝对距

离越远则代表农户家庭劳动力配置扭曲状况越严

重。因此本部分取劳动力扭曲指数的绝对值,探究

劳动力扭曲程度的变化对农户收入的边际贡献是否

会产生影响。根据计算所得,劳动力扭曲指数绝对

值的均值为0.34。本部分选取均值为临界点,将劳

动力扭曲指数绝对值小于0.34的家庭定义为低劳

动力配置扭曲家庭,大于0.34的定义为高劳动力配

置扭曲家庭。
理论而言,随着劳动力配置扭曲程度的增加,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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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家庭总收入受到的边际影响也会随之增加。回归

结果如表7所示。从回归结果可以发现,对劳动力

配置扭曲程度较低的家庭而言,其对收入的影响并

不显著,而对劳动力配置扭曲程度较高的家庭而言,
关键解释变量对收入的影响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

负。此时劳动力配置扭曲指数每上升一个单位,家

庭总收入将下降0.454个单位。这也与上文的结论

相一致,在要素市场完备的背景下,农户收入仅会受

到自身要素禀赋的影响。而现实中由于要素市场发

育尚未达到完备状态,农户无法根据收入最大化的

原则配置家庭劳动力,当偏离程度越高时,收入受到

的负向影响也会越大。

表7 回归结果

Table7 Regressionresult

变量名称       
Variable       

低劳动力配置扭曲家庭

Lowlaborallocation
distortsfamilies

高劳动力配置扭曲家庭

Highlaborallocation
distortsfamilies

劳动力扭曲指数

Labordistortionindex
0.124
(0.162)

-0.454***

(0.087)

家庭规模

Familymembernumber
0.194***

(0.023)
0.139***

(0.036)

家庭劳动力平均年龄

Averageageofhouseholdlaborforce
-0.009**

(0.004)
0.000
(0.006)

平均受教育程度

Averageeducationlevelofhouseholdlaborforce
0.119***

(0.015)
0.087***

(0.024)

家庭劳动力健康状况

HealthStatusofhouseholdlaborforce
0.226***

(0.055)
0.157*

(0.090)

家庭拥有农业机械总价值(对数)

Totalvalueofagriculturalmachineryownedby
households(log)

0.016**

(0.008)
0.017
(0.011)

家庭承包的耕地面积

Cultivatedlandcontractedbyhouseholds
0.008
(0.006)

0.000
(0.012)

常数项

Constant
8.835***

(0.366)
9.288***

(0.595)

样本量Sample 550 277

R-squared 0.326 0.238

5 结论与评述

本研究聚焦于要素市场发育与农户家庭收入及

收入不均等之间的关系,通过构建农户在农业部门

中的劳动力扭曲指数反映要素市场对农户家庭劳动

力要素的约束状况。理论而言,在完备的要素市场

下,农户可以根据家庭收入最大化原则配置劳动力。
但现实中,要素市场往往难以达到完备状态,此时家

庭劳动力配置可能会偏离完备市场下的劳动力配置

状况。与此同时,高收入家庭劳动力配置受到的影

响低于低收入家庭,而这种劳动力配置扭曲的差异

不仅会对农户收入增长产生负向影响也会扩大农户

内部收入不均等。
从农户收入增长和收入分配的视角观察,本研

究得到了以下结论:首先,现实中由于要素市场发育

的不完备,农户家庭大部分都存在一定程度的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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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配置扭曲,并且这一现象的发生确实会对农户家

庭收入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其次,进一步将农户

家庭劳动力配置扭曲程度进行细分后可以发现,劳
动力配置扭曲程度较低的家庭其收入受到的影响并

不显著,但对于另一部分劳动力配置扭曲程度较高

的家庭而言,他们家庭总收入受到的影响显著为负。
由此可得,随着家庭劳动力配置扭曲程度的增加,家
庭收入受到的影响也会更大。第三,根据分位数回

归结果显示,将农户分为低收入、中等收入和高等收

入家庭后可以发现劳动力配置扭曲对低收入家庭和

中等收入家庭的影响更为显著,但对高等收入家庭

而言,家庭劳动力配置扭曲对收入的影响最低。此

时低收入家庭和中等收入家庭受到要素市场约束的

冲击更大,农户间收入分配不均,收入不均等被

扩大。
本研究的研究结果对提高农户收入及缩小农户

收入差距具有重要借鉴意义。正如上文所示,要素

市场发育完备的背景下,农户收入状况仅受到如要

素禀赋等自身特征因素的影响,此时农户间收入不

均等问题并不会影响社会公平。本研究考虑到要素

市场发育不完备这一客观事实,发现要素市场发育

的不完备将从生产端对农户产生约束,此时农户无

法在要素市场中根据自身优势配置家庭劳动力,收
入必然会受到影响。此外,又因为农户在市场中受

到的约束程度存在差异,随之而来的则是收入分配

的不同,即收入不均等可能会被扩大。因为与低收

入的人群相比,高收入的人群受到的市场约束通常

更低。由此可得,由要素市场发育不完备带来的可

能是“马太效应”,即穷人越穷,富人越富。因此本研

究发现不完备的要素市场,不仅会降低农户收入水

平,也很难产生降低收入不均等的作用。基于此,我
国政府应该加强对农村地区的要素市场建设。在努

力提高农户收入实现共同富裕这一目标的同时,也
应该特别关注低收入群体在市场中的状况,避免因

要素市场不完备而逐渐扩大农户内部收入不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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