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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城镇化对农民收入结构的影响效应
——基于中国省级面板的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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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解人口城镇化对农民收入结构的影响效应，基于 2002—2020 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 2SLS 回归模型，

着重探讨了中国人口城镇化对农村居民收入的作用，并对比分析不同区域的影响差异。结果表明：1）人口城镇化

能够显著提升农村居民收入并缩小城乡收入差距。2）人口城镇化主要提高了农民的工资和财产收入比重，但对经

营和转移收入比重有降低作用。3）人口城镇化对农民收入结构的影响存在区域差异，东部地区与全国情况较为一

致；中部地区主要表现出对经营收入比重的降低作用；西部地区的作用特征则与东、中部地区均有差异。本研究为

中国人口城镇化快速发展背景下，如何推动农民收入增加提供重要政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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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effect of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on the income structure of farmers， 

based on the provincial panel data from 2002 to 2020， this study uses the 2SLS regression model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China’s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on farmers’ income increase and income structure.  The 

differences in the impact of different regions are compared and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can significantly increase the income of rural residents and narrow the incom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2）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mainly increases the proportion of farmers’ 

wages and property income， but reduces the proportion of business and transfer income.  3） There are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the impact of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on the income structure of farmers.  The eastern 

region is basically the same as the national situation， and the central region mainly shows a reduction in the 

proportion of business incom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ffect in the west differ from both the east and 

central regions.  This study provides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how to ensure the growth of farmers’ in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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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different sources in the context of rapid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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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

城镇化”。这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举措，也是

为人民群众创造美好生活的重要路径。人口城镇化

是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结果，也是农业人口转变

为非农业人口的过程［1］，涉及人口城乡空间分布、经

济产业重组升级、农业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等一系列

重大战略问题。建国伊始，我国的农村人口远远高

于城镇；直到改革开放以来，城镇人口开始飞速提

升；至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城镇人口首次超过了农

村人口，这意味着我国实现了从“乡土中国”到“城镇

中国”的巨大飞跃。进入新世纪以来，尽管我国城镇

化率的增速相比改革开放初期有所放缓，但仍然保

持着上升态势。目前，人口城镇化的水平和质量已

经得到明显提升，成为了我国内需潜力和经济得以

长期平稳且较快发展的源泉。人口城镇化的发展，

势必会影响到农民收入，而促进农民增收是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的中心任务。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始终

高度重视农民增收问题，从拓宽增收渠道、开辟增收

途径、打造增收格局等方面均作出了重要部署。根

据《中国统计年鉴》［2］，2012—2021 年农村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由 8 393 元增至 18 931 元，均高于 GDP
和城镇居民收入增速，城乡居民收入相对差距已由

2. 88 倍缩小至 2. 50 倍。与此同时，农村居民收入结

构也发生了一定转变，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仍

发挥着支柱作用，但是经营性收入比重由 43. 6% 降

为 34. 7%，工 资 性 收 入 比 重 则 由 37. 2% 增 至

42. 0%，成为了农民收入的最主要来源；财产性收入

与转移性收入占比则分别为 2. 5% 和 20. 8%。

已有研究已经观察到城镇化发展是经济增长

的重要推动因素，人口城镇化更是在经济增长中同

时发挥了投资效应和消费传导等重要机制［3-4］；而城

镇化与农民收入也具有紧密关联，两者的作用关系

可以总结为以下 3 个方面。第一，人口城镇化已被

证实可以促进农民收入的提升。珠三角地区的研

究指出，人口城镇化率每增加 1 个百分点，农民收入

可提高 2 个百分点以上［5］，说明在人口城镇化过程

中，农村剩余劳动力获得了更多的非农劳动机会；

同时，人口城镇化与城乡收入差距具有相互作用，

人口城镇化的发展能够缩减城乡收入差距，反过

来，城乡收入差距也会影响人口城镇化进程［6-7］。第

二，城镇化发展对农民收入存在非线性作用。非洲

与亚洲的相关研究均指出，在城镇化率增长较快的

地区，人口城镇化进程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是非

线性的，会随着发展阶段的不同而改变［8-10］；我国西

南地区的研究得出，当农业现代化水平较高时，城

镇化发展才能缩减城乡收入差距，即两者的关系呈

现为“倒 U”型［11］；此外，城镇化类型差异对农民收

入的作用方向也不同，如就地城镇化对农民收入的

影响是先降后升，传统城镇化则是先升后降［12］。第

三，城镇化对农民收入的作用还存在着区域异质

性。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对中部地区农民收入的带

动作用最大，东部地区其次，西部地区最后［13］；区域

的劳动力流动会强化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缩

小作用，而区域的智能制造水平则会弱化上述作

用［14］；此外，城镇化发展不仅能增加本地区农民的

收入水平，还可以通过空间溢出效应促进其他地区

农民收入增长［15］。综上所述，现有研究已经观察到

人口城镇化的发展会作用于农民收入，两者之间存

在非线性关系，并且具有区域的异质性。但是，从

收入结构视角来看，农民收入可分为工资性、经营

性、财产性和转移性 4 类，目前，中国人口城镇化对

农民收入结构的影响作用尚未被详细解析。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人为核心、以提高质量为

导向的新型城镇化战略正逐步开展，推动我国城镇

化进入提质增效新阶段。并且，党的二十大报告再

次明确提出“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此，探讨

人口城镇化对农村居民收入结构产生何种影响，能

够在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型背景下，掌握农民

收入结构的变化规律，深化理解中国城镇化的新发

展阶段对农民不同来源收入的作用，有助于提供精

细化的农民增收政策。基于以上背景和研究进展，

本研究通过《中国统计年鉴》［2］ 《中国农村统计年

鉴》［16］等资料收集 2002—2020 年中国省级面板数

据，拟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分析，试图

探讨近 20 年来中国人口城镇化发展对农民收入结

构的影响作用，并对比不同地区间的影响差异，以

期为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和农村居民收入增长提

供政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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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机理分析

人口城镇化的实质是人口活动向城镇集中的

过程，包括人口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的转移，导致

城镇人口比重增加、农业产业升级转换、农村居民

生计方式转变以及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提高［17］。

刘易斯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二元经济结构［18］，分

别是传统农业为主的农业部门和现代工业为主的

现代部门，在要素自由流动的情境下，生产效率较

高的现代部门会吸收生产效率低的农业部门劳动

力；随着农业剩余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现代部门

的转移，农业人口边际劳动生产率逐渐提高，城市

人口边际劳动生产率逐渐降低，劳动力迁移最终

在市场机制作用下收敛于均衡工资率，从而实现

二元结构向一元结构的转化。但是，刘易斯模型

的假定基于要素无障碍流动与市场同质性而中国

城乡二元结构的形成，是由于历史原因和所有制

关系的特殊性；在目前城乡收入依然具有较大差

距的背景下，工资率并未成为劳动力流动的决定

性因素，其城镇化的进程与刘易斯提出的二元结

构转型过程并未完全一致［19］。随着中国人口城镇

化的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劳动力将脱离农业生

产部门，从事非农行业；在此背景下，探寻农民收

入提升途径和城乡收入差距缩小渠道，兼具理论

和现实意义。因此，本研究试图通过明确人口城

镇化发展对农民收入结构的影响，解答中国城镇

化发展对农村居民工资性、经营性、财产性和转移

性收入分别具有何种作用，从而对中国城乡二元

经济结构转型背景下，掌握农民收入结构的变化

规律提供实证经验。

1. 1　人口城镇化对农民不同来源收入的影响效应

中国快速的城镇化重新配置了城乡资源，根据刘

易斯模型，传统农业部门中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

力，而现代工业部门则会逐步去吸收这些剩余的劳动

力，这导致了近几十年来大量的农村人口涌入了城

镇。在理性小农假设的前提下，中国城镇化的快速推

进会使农户家庭生产要素变化，农户会为了家庭收入

最大化调整生产要素配置。因此，城镇化带来的农户

劳动和资本生产要素的变化，也会促发农户生产策略

的改变，从而导致农户不同来源收入发生变化。

首先，人口城镇化对农民不同来源收入会有提

升效应。在工资收入层面，农村劳动力资源向非农

产业大量转移，不仅带动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

也丰富了农民的收入来源，尤其是农民工资性收入

出现迅速增加［20］。在经营收入层面，随着人口城镇

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一方面农业生产会因农业劳动

力的减少而更加依赖于资金、技术等现代生产要素

的回流，并诱导农业技术的进步［21-22］，通过品种、管

理技术、设备资源以及生产技术的升级改良，减少

原有物料和劳动力资源的投入并提高农业生产效

率，从而可能增加农民经营净收入。另一方面，人

口城镇化会使农户家庭的生活和生产重心逐渐转

向城市，农户将家庭劳动力资源同时配置于农业和

非农就业，劳动力不足的农户可能会流出土地缩减

农业生产规模，这也为土地流入农户规模化生产提

供了可能性，伴随着生产效率的提升，增加了土地

流入农户的经营性收入［23-24］。而在财产性收入层

面，农户财产性收入一方面来源于土地入股分红和

政府征地补偿等渠道，另一方面依靠土地和宅基地

的流转收益。随着人口城镇化的逐步推进，土地需

求和价格也逐渐上涨，农民获得征地补偿的机会增

加，已在城市安家立业的农户也倾向于将宅基地流

转出去获取收益［25-26］，从而支撑了财产性收入的高

速增长。综上所述，人口城镇化可能会对农民工资

性、经营性和财产性收入有增加效应。

其次，人口城镇化对农民不同来源收入也会有

降低效应。劳动力也是农户所拥有的重要资源禀

赋之一，当农户的就业和生活向城镇转移时，农村

开始呈现出“老龄化” “女性化” “空心化”等特征，

对化肥、农药的投入以及技术采纳均产生负向影

响，不利于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27］；同时伴随着对

农业生产经营重视程度的下降，可能引发进城农户

直接缩减农业经营规模，最终导致经营性收入的减

少［28-29］。并且，农户缩减农业经营规模可能会一并

减少农户对各类农业奖补的获取［30］，从而同时引起

转移性收入也出现下降。此外，配置于农业生产的

劳动力不断进入城镇，从而导致务农的机会成本上

升，而具有经济理性的农户则会调整家庭生产策

略，更倾向于种植节约劳动力的粮食作物［31-33］。目

前中国粮食作物“耕、种、收”的综合机械化水平普

遍高于经济作物，但粮食作物的收益仍低于经济作

物，人口城镇化虽有助于促进农业种植结构的“趋

粮化”［34］，但却可能减少农户经营性收入。因此，人

口城镇化对农户经营性和转移性收入也可能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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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作用。基于上述人口城镇化对农民不同来源

收入的影响机制分析，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说。

H1：人口城镇化能提升农村居民工资性和财产

性收入。

H2：人口城镇化对农村居民经营性收入同时存

在提升和降低作用。

H3：人口城镇化会降低农村居民转移性收入。

1. 2　分析框架

基于上述人口城镇化对农民不同来源收入影

响的机制推演，构建了本研究的分析框架（图 1）。
从不同收入来源角度看，人口城镇化可能会通过农

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和土地流转等财产收益提升农

民工资和财产收入；而人口城镇化与农民经营收入

之间既存在着农业技术进步的正向机制作用，还同

时存在缩减农业生产规模和种植结构趋粮化的负

向机制作用，因此两者之间的作用方向尚无法推

测；但人口城镇化与农民转移收入之间，也会因为

农业生产规模的缩减，起到负向影响。总体来看，

人口城镇化对农民不同来源收入同时存在着正向

和负向作用机制；因此，本研究期望通过省级面板

数据，实证检验本世纪以来中国人口城镇化对农民

收入和城乡收入差距是否具有提升和缩小作用，并

着重探讨人口城镇化对农民收入结构的影响，同时

分析不同地区间的作用差异。

2　变量与模型介绍

2. 1　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和

《中国农村统计年鉴》［16］。采用中国 31 个省级行政

区（统计数据未含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

区和台湾省，下同）2002—2020 年的面板数据。

2. 2　变量解释

被解释变量。本研究被解释变量为农民收入、

城乡收入差距和农民收入结构。其中，农民收入由

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表征；城乡收入差距由城镇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比值表征［35］。农民收入结构指标分为工资收入比

重、经营收入比重、财产收入比重和转移收入比重，

分别由农村居民人均工资性、经营性、财产性和转

移性收入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值表征。

核心解释变量。本研究的核心解释变量为人

口城镇化，中国人口流动性强，户籍与居住地不统

一的情况十分常见，如果采用户籍人口估算人口城

镇化水平可能会出现较大误差，因此本研究中人口

城镇化率是通过当年城镇常住人口与年末常住总

人口的比值表征。

控制变量。参考相关研究并结合本研究实际

情况，本研究选择人均 GDP、乡村人口、消费水平、

一产比重、受灾程度和粮食主产区政策作为控制变

量，其选择依据如下。人均 GDP 是衡量经济增长的

图 1　分析框架

Fig.1　Analysis fram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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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指标，在库兹涅茨“倒 U”理论中是影响收入差

距的重要因素［36］；乡村人口是农村劳动力资源和乡

村规模的最直观体现，与农民收入程度紧密相关；

消费价格变动会对居民收入实际水平产生十分重

要的影响，导致城乡收入分配产生明显差异［14］；一

产比重通过地区第一产业产值与三类产业总产值

的比值表征，代表着区域农业的发展程度；受灾程

度通过农作物的受灾面积与播种面积的比值表征，

受灾程度的大小直接关联农民收入的高低；粮食主

产区政策会直接影响农民的种植结构，因此会影响

农户家庭的生计决策［24］。

2. 3　回归模型

为了研究人口城镇化对农民收入结构的影响，

构建基准模型如下：

Yi,n,t = α0 + α1 × Ii,n,t + ∑
2

k

αk × Xk,n,t + φt +

μn + εn,t (1)
式中：Yi，n，t为第 n个省份 t年的农村居民人均收入、

城乡收入差距和收入结构（i=1，2，…，6），Y 1，n，t 为

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Y 2，n，t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Y 3，n，t为工资收入比重，Y 4，n，t为经营收入比重，Y 5，n，t

表示财产收入比重，Y 6，n，t表示转移收入比重；In，t表
示第 n个省份 t年的人口城镇化程度；Xk，n，t表示控制

变量，本研究选择人均 GDP、乡村人口、消费水平、

受灾程度和粮食主产区政策作为控制变量（表 1）；αk
为各个控制变量的估计系数；α0 为常数项；α1 用以反

映人口城镇化对农村居民收入、城乡收入差距和收

入结构的作用；φt和 μn分别表示时间和地区固定效

应，对于面板数据而言，固定时间和地区效应不仅

能有效控制不随时间或截面变动的因素，还能降低

多重共线性的影响，使分析结果更加符合实际情

况；εn，t表示方程的随机误差项。由于被解释变量存

在偏峰厚尾分布，若直接使用很难满足模型随机扰

动项同方差的假设，因此在回归时对其进行 Box-
Cox 变换；此外，各经济变量在模型中均以 2002 年

为基期进行平减。

3　结果与分析

3. 1　人口城镇化对农民增收及城乡收入差距的作

用结果

为掌握中国人口城镇化对农村居民收入的总

体影响，本研究首先检验人口城镇化对农民人均收

入和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并与相关研究进行结果

对比。同时为减少内生性问题造成的结果偏误，本

研究在通过两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分析时，选

择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作为工具变量。城

镇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程度与核心自变量人口

城镇化程度直接相关，但与被解释变量农民收入结

构不直接相关，因此适合在本研究中作为工具变

量；并且，表 2 中第一 F值显著大于 10，说明不存在

弱工具变量问题。回归结果显示，人口城镇化对农

民人均收入具有正向作用，通过了 1% 水平下显著

性检验；同时，人口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具有负

向作用，通过了 10% 水平下显著性检验。以上结果

说明，随着中国人口城镇化的不断推进，在农村剩

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就业的过程中，农村居民劳动

和资本生产要素发生变化，农户作为理性经济人，

会为了家庭收入最大化调整生产要素配置，并改变

生计策略，从而对农民总收入起到了有效的提升作

用，并显著缩减了城乡间的收入差距，这与相关研

究的结论基本一致［7，14］。但是，在中国人口城镇化

的发展进程中，农村居民的收入结构是否发生显著

性变化，需要进一步研究。

控制变量的结果显示，人均 GDP 对农民人均收

入具有显著负向作用，对城乡差距具有显著正向作

用；这是由于收入差距是经济增长必然付出的代

价，在未完全突破库兹涅茨“倒 U 型”阶段之前，收

入差距扩大在经济发展初期是不可避免的，但随着

经济进一步发展，这种趋势将会逆转［37］。消费水平

的作用效果则与人均 GDP 相反，即与农民人均收入

显著正相关，又与城乡收入差距显著负相关。粮食

主产区政策能显著提升农民收入，说明了粮食主产

区政策能够有效保证粮农生产的积极性并提高农

民收入。

3. 2　人口城镇化对农民收入结构的作用结果

由表 3可知，人口城镇化对农民不同来源收入比

重的影响具有显著差异。首先，人口城镇化显著提

升了农村居民的工资收入比重。说明中国人口向城

镇大量迁移的背景下，城镇的非农产业大量承接了

农村转移劳动力，带动了非农就业农户工资性收入

比重的快速增加。其次，人口城镇化也显著提升了

农村居民财产收入比重。人口城镇化的快速发展，

拉动了土地的需求和价格，一方面政府征地补偿增

加了农户财产性收入；另一方面由于农业人口向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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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的转移，可使用劳动力资源的减少会促使农户流

出闲置土地和宅基地，进一步带动了农村居民财产

性收入的增长。以上结果验证了假说 1。
但是，人口城镇化显著降低了农村居民经营收

入比重。这说明迁移到城市的农户会降低对农业

的重视程度，不仅可能减少化肥、农药等物质资源

的投入导致产量下降，还可能直接缩减家庭农业经

营规模；并且随着农村劳动力逐渐在城镇非农领域

就业，滞留在乡村的家庭剩余劳动力更倾向于种植

收益不高但是机械化程度较高的粮食作物，种植结

构的“趋粮化”也会降低经营收入比重。虽然农业

劳动力资源的稀缺也会诱导农业技术的进步，存在

提高农户经营性产出的可能性，但目前中国人口城

镇化对农村居民经营性收入的综合作用总体呈现

负向效应。该结果支持假说 2 中人口城镇化对农民

经营性收入存在降低作用的假设。而人口城镇化

对农村居民转移收入比重也起到显著负向作用，这

说明进城农户缩减农业经营规模的同时，也减少了

对农业奖补的获取，从而引起转移性收入也出现下

降。该结果验证了假说 3。
3. 3　东、中、西部地区的差异性

本研究依据中国东、中、西部区域的划分标

表 1　变量描述性统计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variables

变量

Variable

农民人均收入

Per capita income of farmers

城乡收入差距

Urban-rural income gap

人口城镇化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工资收入比重

Share of wage income

经营收入比重

Share of business income

财产收入比重

Share of property income

转移收入比重

Share of transfer income

Log 人均 GDP
Log per capita GDP

Log 乡村人口

Log rural population

Log 消费水平

Log consumption level

受灾程度

Extent of disaster

粮食主产区

Major grain producing areas

单位或定义

Unit or description

元

倍

%

%

%

%

%

%

是=1，否=0

平均值

Average

8 560. 52

2. 86

51. 99

38. 10

47. 22

2. 78

11. 89

3. 69

7. 32

8. 61

21. 41

0. 38

标准差

SD

5 957. 61

0. 59

15. 43

14. 00

16. 44

1. 72

7. 67

2. 75

0. 99

0. 71

15. 12

0.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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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①，将其划分为 3 类地区，并分析各区域人口城镇

化对农民收入结构的影响差异，结果见表 4~6。
东部地区的回归结果与全国情况基本一致，即

人口城镇化对农民工资和财产收入比重具有显著

提升作用，而对经营收入比重具有显著负向作用。

东部地区是中国城镇化水平最高的地区，也是外来

人口迁入最多且就地、就近城镇化程度最高的地

区，是中国人口城镇化的引擎。已发布的“第七次

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近 20 年来东部地区吸纳

全国流动人口的比例始终保持在 45% 以上，在全国

人口流向城镇的背景下，出现了人口城镇化集中在

东部地区少数省份的区域格局；尽管近些年来东部

地区跨省流动人口份额稍有下降，但绝对规模较

10 年前仍增加了 1 598. 75 万人。由此可见，东部地

区作为全国人口城镇化发展的引领地区，对农民收

入结构的影响作用也起到了全国范围内的主导作

用。东部经济发达的沿海省份，吸引了大量农村劳

动力涌入，既拉动了土地的需求和价格，也带动了

①依据国家统计局划分标准，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

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

表 2　人口城镇化对农民收入及城乡差距的影响

Table 2　Impacts of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on farmers’ income and urban-rural gap

变量

Variable

人口城镇化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Log 人均 GDP
Log per capita GDP

Log 乡村人口

Log rural population

Log 消费水平

Log consumption level

受灾程度

Extent of disaster

粮食主产区

Major grain producing areas

Time effect

Area effect

Constant

First F-value

DWH

Observations

R-squared

农民人均收入

Per capita income of farmers

0. 732***

（3. 232）

−0. 045***

（−11. 022）

0. 047

（1. 240）

0. 092**

（2. 114）

−0. 041

（−1. 435）

0. 084***

（3. 891）

已控制

已控制

−2. 120***

（−4. 107）

23. 045***

10. 227***

589

0. 988

城乡收入差距

Urban-rural income gap

−0. 103*

（−1. 859）

0. 007***

（7. 282）

−0. 013

（−1. 397）

−0. 042***

（−3. 921）

0. 012*

（1. 671）

0. 008

（1. 483）

已控制

已控制

1. 029***

（8. 123）

23. 045***

6. 321***

589

0. 917

注：*、**、***分别表示在 10％、5％和 1％水平上显著。下同

Note： *，** and *** represent significant at 10％、5％  and 1％  levels， respectively.  The same be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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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工业化，大量农村土地被用于产业发展，不仅

为当地农民直接带来就业机会，同时也促进了土地

和宅基地等财产的出租、流转和征用，从而实现了

东部地区农民财产性收入的高速增长。

在中部地区，人口城镇化主要显示出了对农民

经营收入比重的显著降低作用。“第七次全国人口

普查”数据显示，近六成的省、市、自治区人口城镇

化程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虽然如郑州等部分中部

城市近年人口城镇化水平出现大幅上升，但是中部

地区的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 6 个省份

人口城镇化程度均较低［38］。这主要是由于中部地

区农户多迁往东部地区完成异地人口城镇化，当地

较低的人口城镇化程度无法对工资收入比重有显

著增加作用，但由于向异地迁移农户较多，因此对

本地农村居民经营收入比重有显著降低作用。

而在西部地区，人口城镇化对农民工资收入比

重有显著提升作用，对转移收入比重具有显著降低

作用。中国西部地区历来都是人口的主要流出地

区，但是“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贵州、四

川、重庆等西部省份人口流出局面开始转变，尤其是

成渝城市群，2020 年成都流动人口已达 845. 96 万，

西部地区农民的人口城镇化发展已显著提高农民

工资性收入。并且，长久以来国家惠农政策向西部

地区倾斜，导致西部地区农村居民转移收入比重一

表 3　人口城镇化对农民收入结构的影响

Table 3　Impacts of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on farmers’ income structure

变量

Variable

人口城镇化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Log 人均 GDP
Log per capita GDP

Log 乡村人口

Log rural population

Log 消费水平

Log consumption level

受灾程度

Extent of disaster

粮食主产区

Major grain producing areas

Time effect

Area effect

Constant

First F-value

DWH

Observations

R-squared

工资收入比重

Share of wage income

0. 620***

（2. 732）

−0. 011***

（−2. 641）

0. 221***

（5. 837）

0. 125***

（2. 847）

0. 018

（0. 622）

−0. 006

（−0. 266）

已控制

已控制

−3. 160***

（−6. 107）

23. 045 2***

13. 675 3***

589

0. 883

经营收入比重

Share of business income

−0. 380***

（−3. 243）

0. 013***

（6. 038）

−0. 048**

（−2. 470）

−0. 154***

（−6. 829）

−0. 023

（−1. 557）

−0. 004

（−0. 391）

已控制

已控制

1. 107***

（4. 150）

23. 045 2***

16. 009 2***

589

0. 934

财产收入比重

Share of property income

1. 014*

（1. 863）

0. 026***

（2. 589）

−0. 156*

（−1. 721）

0. 597***

（5. 696）

0. 011

（0. 157）

0. 168***

（3. 235）

已控制

已控制

−7. 080***

（−5. 709）

23. 045 2***

2. 505 4*

589

0. 705

转移收入比重

Share of transfer income

−1. 309**

（−2. 177）

−0. 042***

（−3. 800）

−0. 275***

（−2. 749）

0. 313***

（2. 700）

0. 108

（1. 437）

0. 090

（1. 576）

已控制

已控制

−2. 068

（−1. 510）

23. 045 2***

10. 979 1***

589

0. 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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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高于其他地区，因此人口城镇化发展呈现出对西

部农民转移收入比重的显著降低作用。但是，西部

地区人口城镇化对农民财产收入产生了显著负向

影响。这是由于西部与东部地区人口城镇化发展

差异导致，西部地区农村人口大量流入了东部沿海

地区，这使得流入地区对建设用地的需求增加，但

流出地区农户土地资源出现过剩，造成了西部地区

农民财产性收入与东部地区的较大差距。

4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研究基于 2002—2020 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

2SLS 回归模型，着重探讨中国人口城镇化对农民

收入结构的作用，并对比分析不同区域的影响差

异。本研究可以深化理解中国城镇化的新发展阶

表 4　东部地区人口城镇化对农民收入结构的影响

Table 4　Impacts of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on farmers’ income structure in eastern China

变量

Variable

人口城镇化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控制变量

Control variable

Time effect

Area effect

Constant

Observations

R-squared

工资收入比重

Share of wage income

0. 864**

（2. 329）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2. 643***

（−3. 011）

209

0. 563

经营收入比重

Share of business income

−0. 829**

（−2. 547）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1. 757**

（2. 281）

209

0. 843

财产收入比重

Share of property income

6. 881**

（2. 270）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45. 754***

（−6. 377）

209

0. 820

转移收入比重

Share of transfer income

−1. 429

（−1. 552）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3. 170

（−1. 455）

209

0. 733

表 5　中部地区人口城镇化对农民收入结构的影响

Table 5　Impacts of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on farmers’ income structure in central China

变量

Variable

人口城镇化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控制变量

Control variable

Time effect

Area effect

Constant

Observations

R-squared

工资收入比重

Share of wage income

0. 109

（0. 253）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0. 662

（−0. 575）

152

0. 945

经营收入比重

Share of business income

−3. 467*

（−1. 660）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7. 231

（1. 301）

152

0. 815

财产收入比重

Share of property income

7. 172

（0. 983）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21. 346

（−1. 100）

152

0. 418

转移收入比重

Share of transfer income

12. 085

（1. 494）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30. 499

（−1. 417）

152

0. 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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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对农民不同来源收入的作用，对中国城乡二元经

济结构转型背景下，掌握农民收入结构的变化规律

提供实证经验。研究结果显示，第一，人口城镇化

能够显著提升农村居民收入并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第二，从全国层面来看，人口城镇化主要提高了农

民的工资和财产收入比重，对经营和转移收入比重

有降低作用。第三，人口城镇化对农民收入结构的

影响存在区域差异，东部地区与全国情况较为一

致；中部地区主要表现出对经营收入比重的降低作

用；西部地区的作用特征则与东、中部地区均有

差异。

基于以上，本研究得到以下政策启示。第一，

鉴于人口城镇化能有效提升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应

以破除城乡户籍迁移制度壁垒为抓手，释放潜在的

农村剩余劳动力投入城镇化建设，深入推进以人为

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加速县域城镇化的快速发

展，从而促进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第二，人口城镇

化对农村居民不同来源收入具有差异化作用，应多

举措并举提高进城农民收入。首先，要保障进城农

村居民的工资性收入稳健增长，应继续完善进城务

工农民的就业服务和社会保障，拓展灵活就业渠

道，加强进城农民技能培训。其次，要持续提高进

城农民财产性收入，应稳定农村居民土地承包权、

宅基地使用权和集体收益分配权，推进农村产权流

转交易市场体系建设，切实保障进城落户农民的财

产权益。此外，要拓宽进城农民经营性收入渠道，

通过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

体系，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抓住就近城镇

化农民工这一核心主体，通过激励性奖补政策促进

其实现“亦工亦农、亦城亦乡”。第三，鉴于中国东、

中、西部人口城镇化对农民收入结构作用的不同，

应以各地区城镇化阶段和人口流动的差异性为基

础，在尊重城镇化发展客观规律的基础上，统筹推

进异地城镇化和就近城镇化两种途径，“因地制宜”

推动农民收入的持续增长，实现更高质量的新型城

镇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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