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统计与信息论坛 
Journal of Statistics and Information 

ISSN 1007-3116,CN 61-1421/C 

 

 

 

 

《统计与信息论坛》网络首发论文 

 
题目： 要素流动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机理与空间分异研究 
作者： 平卫英，李文星，罗良清 
收稿日期： 2023-06-14 
网络首发日期： 2024-04-26 
引用格式： 平卫英，李文星，罗良清．要素流动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机理与空间分异

研究[J/OL]．统计与信息论坛. 
https://link.cnki.net/urlid/61.1421.c.20240423.0949.002 

 
 
 
 
 

 
网络首发：在编辑部工作流程中，稿件从录用到出版要经历录用定稿、排版定稿、整期汇编定稿等阶

段。录用定稿指内容已经确定，且通过同行评议、主编终审同意刊用的稿件。排版定稿指录用定稿按照期

刊特定版式（包括网络呈现版式）排版后的稿件，可暂不确定出版年、卷、期和页码。整期汇编定稿指出

版年、卷、期、页码均已确定的印刷或数字出版的整期汇编稿件。录用定稿网络首发稿件内容必须符合《出

版管理条例》和《期刊出版管理规定》的有关规定；学术研究成果具有创新性、科学性和先进性，符合编

辑部对刊文的录用要求，不存在学术不端行为及其他侵权行为；稿件内容应基本符合国家有关书刊编辑、

出版的技术标准，正确使用和统一规范语言文字、符号、数字、外文字母、法定计量单位及地图标注等。

为确保录用定稿网络首发的严肃性，录用定稿一经发布，不得修改论文题目、作者、机构名称和学术内容，

只可基于编辑规范进行少量文字的修改。 

出版确认：纸质期刊编辑部通过与《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有限公司签约，在《中国

学术期刊（网络版）》出版传播平台上创办与纸质期刊内容一致的网络版，以单篇或整期出版形式，在印刷

出版之前刊发论文的录用定稿、排版定稿、整期汇编定稿。因为《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是国家新闻出

版广电总局批准的网络连续型出版物（ISSN 2096-4188，CN 11-6037/Z），所以签约期刊的网络版上网络首

发论文视为正式出版。 
 



书书书

第
!"

卷第
#

期

$%&'!"

!

(%'#

统 计 与 信 息 论 坛

)*+,(-.*/01-1201230-(42(/*,5-12*(

6768

年
#

月

)9:'6768

!经济统计"

收稿日期!

676!;7#;<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后扶贫时代中国城乡相对贫困统计测度与治理机制研究#$

67=>4<!<

%&江西省

676!

年度研究生创新专项资金项目"要素流动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机理与空间分异研究#$

?3676!@A<B#

%'

作者简介!平卫英(女(内蒙古锡林浩特人(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经济统计&

李文星$通讯作者%(女(甘肃定西人(博士生(研究方向!城乡融合发展&

罗良清(男(江西泰和人(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经济统计(国民经济核算'

要素流动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机理与
空间分异研究

平卫英C

!

D

!李文星C

!罗良清C

!

D

$江西财经大学
C'

统计与数据科学学院(

D'

应用统计研究中心(江西 南昌
!!77<!

%

摘要!城乡要素双向自由流动有利于提高要素配置效率和优化城乡关系(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现有关于

要素流动对城乡融合发展的研究主要围绕传统生产要素对城乡融合发展的研究展开讨论(鲜有文献将数据

这一新型生产要素纳入城乡要素流动范围并探索其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机理'基于
67<7

)

676<

年中国

!<

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在测算要素流动*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基础上(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地理加权回归

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要素流动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全国要素

流动总指数呈现出小幅度增长的态势(位于均值之上的地区中
#8E

是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说明城乡融合发

展政策实施具有重要的引导作用&第二(要素流动显著促进城乡融合发展(这一结论在引入城乡之间距离作

为工具变量进行内生性检验*采用删除
8

个直辖市和缩短时间窗口的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之后仍然成立&第

三(空间异质性分析中(劳动力*土地和数据要素始终表现出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土

地要素对不同地区城乡融合发展影响程度逐渐增强*影响范围逐步扩大(技术要素对城乡融合发展的促进逐

渐凸现(由华东和华南地区向东北和西南地区转移&第四(在要素流动影响城乡融合发展的过程中(电商销售

是要素流动影响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途径(农业机械化和产业结构变迁并未发挥出中介变量的作用(不同于

已有的研究结果'因此(今后持续深化城乡融合发展的内涵与外延*拓展深度与广度&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运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整体推进与试点示范相统一的指导原则(

推广实践中形成的典型经验'研究结论为城乡要素双向合理流动的机制建立*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的健

全提供了理论和经验上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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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

67<7

年城镇常住人口从
##"B]

万人增加到
6766

年的
"67B<

万人(增长了

6H7"!

万人&城区面积从
67<7

年
<B]#"<FB!

平方公里扩展到
6766

年的
<"<6<#FBB

平方公里(增加了

<6H6HF78

平方公里'

677H

)

67<B

年(政府通过增加财政支农支出这一举措引导生产要素向农村转移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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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不太显著(从金融机构流出的农村资金规模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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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增加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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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变化了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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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期以来(由于重城轻乡*重工轻农*城乡要素价格扭曲和市场差异的原因(生产要素在城镇与乡村两区域之间

流动受阻(乡村逐渐沦为城镇的附庸(致使农业农村发展严重滞后+

6

,

'随着中国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持续推

进(各类生产要素在城乡间的联系日益紧密(城乡资源要素流动通道基本打通(要素流动速度加快(城乡劳动

力*土地*资金等要素市场已由过去分割对立状态逐渐转变形成融合互动局面'随着不同类型城市要素逐渐

流向农村地区(教育*医疗和住房等基本公共服务也向农村延伸(但农村资源承接能力较弱(使得激励要素流

动的政策效应不显著'

习近平总书记立足时代前沿(深刻把握中国城乡关系的时代特征(推进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中国

化(继承和创新我党历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城乡关系的重要理论成果(结合自身多年工作实践(赋予新时代

城乡融合发展的科学内涵(即构筑城乡生命共同体*发展共同体*利益共同体+

6

,

(提出逐步实现城乡"五化#是

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的目标任务+

!

,

'乡村要素单向流往城市(农业部门要素配置不合理(要素配置效率较

低(城镇地区各种要素下乡成本高于农村地区各种要素进城成本(是当前城乡要素双向流动面临的现实问

题'因此(研究劳动力*土地*资本*技术和数据要素在城市和农村之间流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于生产要素的相关研究'主要包括不同类型生产要素*要素配置的测度以及要素配置与其他领域相

结合产生的影响'现有研究成果用劳动力流动率*人口城镇化水平*外地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和非农就业表征

劳动力要素流动+

8@#

,

&用工商用地面积比重表征土地要素流动+

H

,

&用市政建设固定资产投资*储蓄额与投资额

的差额表征资本要素流动+

H

(

B

,

&农业技术进步和外商直接投资表示技术要素流动+

#

(

]

,

&目前数据要素的研究

主要表现为定性分析(数据基础制度未健全*数据治理规则不明晰以及数据要素难以测量(因此(表示数据要

素流动的适宜指标较少'要素配置可通过地区间市场发育得分的相对差距*要素实际使用量与有效配置相

比的偏离度计算(也可以通过全要素生产率推算得出+

"@<<

,

&要素配置主要与数字经济*农地确权和劳动力配

置等联系在一起+

<6@<H

,

'

关于城乡融合发展的相关研究'由于城乡融合涉及的层面较多(其指标选取也不断更新(评价指标体系

呈现出多元化态势'目前主要采用德尔菲法*熵值法等综合评价法对全国*个别省域$浙江省*江苏省等%等

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进行测度(维度选取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五大发展理念#对应的
H

个维度+

<#@<B

,

&人

口*空间*经济*社会生活和生态环境等维度+

<]@6<

,

&"人#"地#"资本#

!

个维度+

66

,

'城乡融合是自然资源*社会

生活和政策偏向等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部分学者采用最小二乘法*面板回归和地理探测器等方法探索城

乡融合发展的影响因素(其中经济发展程度*城乡收入差距和教育支持是区域差异化发展的主要原因(可作

为全国层面城乡融合水平的驱动因素+

6!

,

&土地*劳动力*资金*产业和信息实体要素是影响城乡融合发展的

关键要素+

H

,

&财政相关指标*产业结构调整等影响城乡融合发展进程+

<]@<"

,

'

关于要素配置与城乡融合发展的相关研究'引导城镇和农村地区生产要素双向流动(提高要素配置效

率是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而现阶段城乡要素市场改革进度缓慢(导致要素双向流动效率较低(城乡融

合发展水平不高+

66

(

68

,

'打破这一局面最关键在于城乡之间要素双向流动(要素资源均衡配置+

6H@6#

,

'现有研

究将要素错配与城乡融合联系在一起研究的文献比较少(研究内容集中在农业部门*非农业部门就业比例对

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农户金融抑制对自身不同类型收入造成的损失以及要素错误配置对收入分配格局和

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6B@!7

,

'

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有!第一(数据要素流动范围广*共享成本低和边际效应递增等特性能够有效缓解

农村地区数据资源短缺和信息滞后问题(缩小城乡资源要素差距(消除数字鸿沟对城乡融合发展约束(提升

要素在城乡间流动与配置效率(推动城乡产业融合和结构升级(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然而(现有关于要素流

动影响城乡融合发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劳动力和资本等传统要素的基础之上(欠缺对数据这一新型生产要

素的探索'因此(本文将数据要素纳入城乡要素流动范围(揭示数据要素对城乡融合发展的作用机理(弥补

数据要素对城乡融合发展作用机理研究的相对滞后'第二(农业机械化*产业结构变迁和电商销售作为农村

产业发展*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作用渠道(是影响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本文从农业机械化*

产业结构变迁和电商销售三条路径出发(探究要素流动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以期为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提

供理论依据'第三(使用可以反映局部空间关系和空间异质性的地理加权回归模型(探索劳动力*土地*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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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技术和数据要素因地理位置改变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以期为优化资源结构和全面推进城乡融合发展

提供决策参考'

二'城乡融合发展的政策演变过程

借鉴方创琳$

6766

%的研究成果(将
67<7

)

67<"

年定义为城乡一体化发展阶段(

6767

至今定义为城乡融

合发展阶段(梳理
67<7

至今城乡发展方面的相关政策部署+

!<

,

'

城乡一体化发展阶段$

67<7

)

67<"

年%'城乡一体化发展是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在资源

有限*不损害城市和农村各自利益前提下(城乡之间取得最优经济效益(实现协同发展'新中国成立初期(出

于多方面考虑(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为满足当时重工业发展的特征(政府建立户籍管理制度(控制农村人口

外流(降低城市吸纳就业能力(延缓城市化进程(产生了刘易斯二元经济+

!6

,

'中国经济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

段(但传统二元结构仍存在于城乡发展过程中(主要表现为!不同地区和领域经济发展过程中仍存在唯

J4I

*重城轻乡*重工轻农的发展理念(为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忽略了区域之间*产业之间的协调发展问题&

在户籍制度方面(虽然逐渐放宽了户籍制度限制(人口城镇化速度也在逐渐加快(但农民进城后不能同等享

受各种福利(城镇和农村在社会保障*教育资源和基础设施等资源配置方面显现出的一系列问题(表现出户

籍制度改革不全面*不彻底&在土地制度方面(出于经济发展的需要(中国城乡二元土地制度经过几番调整(

仍存在城乡土地不平等交换等一系列问题'为满足这一系列现实需求(破解城乡发展的对立局面(在城乡一

体化阶段实现城乡高度融合发展(从满足国家战略需求和解决现实问题角度考虑(国务院先后印发了-关于

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

67<8

%等一系列政策(加快完善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着力在基础设

施*公共服务等方面推进一体化(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加快形成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图
<

!

67<7

年以来中国城乡政策的演进脉络

注!根据参考文献+

6!

,绘制'

城乡融合发展阶段$

6767

年至今%'随着城乡发展差距逐渐缩小(两区域之间界限逐渐模糊(仅仅依靠

城乡统筹和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难以构建新时代协调统一的城乡共同体'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坚持城乡

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实现这一目标关键在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城乡

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内容主要包括!第一(破除妨碍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和平等交换的体制机制壁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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垒(促进各类要素更多向乡村流动(在乡村形成各种生产要素集聚的良性循环&第二(健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

普惠共享*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发展的体制机制(加快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乡村延伸*公共服务和社会事业

向乡村覆盖(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标准统一(注重把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重点放在乡村(加快推动乡村基础

设施提档升级&第三(优化农民收入持续增长体制机制(促进农民工就业(抓好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推进农村

产权改革(落实农民补贴政策(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

6

,

'将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新需求作为城乡

融合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国家发展改革委先后印发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676<

)

67!H

年%.$

6766

%和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
676!

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等相关文件(加快推进国家城乡融合

发展试验区改革探索(全面推进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直接入市(以县域为基本单元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促进城乡生产要素双向自由流动和公共资源合理配置(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三'理论分析

$一%生产要素流动对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论机制分析

<'

劳动力要素流动是城乡融合发展的核心

劳动力要素是城乡融合发展不可或缺的生产要素资源'结合目前相关文献(直接涉及我国劳动力流动

影响城乡融合发展的研究居于少数(但有大量文献研究劳动力转移对城乡差距的影响(城乡差距的缩小是城

乡融合发展的一种表现形式(因此(很大程度上可以代表劳动力流动对城乡融合发展的研究'农村劳动力可

以通过外出增加边际劳动报酬率*提高农村留守农户的边际劳动生产率(缩小地区间要素报酬差异(缩小城

乡收入差距(流向农村地区的劳动力可以弥补劳动力短缺(促进农村地区经济发展+

!!

,

'户籍制度造成城乡

之间劳动力流动成本进一步加大(使得一批愿意返乡城镇户籍的人口无法在乡村落户(不利于实现城乡间资

源的优化配置+

!8

,

'

6'

土地要素流动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

土地要素是农村地区比较丰富的资源(也是推动农村地区发展的关键因素'随着城镇化不断推进(

67<7

)

6766

年城区面积增加了
<6H6HF78

平方公里(城区面积扩张带动城镇地区生产要素向农村地区流动

的渠道逐渐建成'建立城乡间生产要素流通渠道对提高农村地区公共资源使用效率(合理布局城乡之间要

素产生重要影响'符合相关规定前提下(城市国有土地交易受到的限制较少(农村土地流转必须以确保粮食

安全为前提(形成了城乡割裂的土地交易市场'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镇地区(土地权益的分配问题导致农民

进城落户瞻前顾后(使城乡劳动力要素双向流动不畅(阻碍城乡融合发展+

!8

,

'

!'

资本要素流动是城乡融合发展的保障

67

世纪以来(美国*欧盟*加拿大等出台一系列农业方面的政策表明(农业农村的发展都离不开资金的

支持和政策的引领(这一研究结论也适用中国(资本要素流动的同时(高素质金融人才流入农村(促进农村金

融发展(资金注入农村金融服务体系(给农村地区发展带来资金保障+

!H

,

'大量研究与发展实践均表明(财政

和金融是农业现代化发展的主要动力(资金投入有利于农村减贫+

!#@!]

,

'但资本的逐利性*长期二元经济体

制*现有的制度环境以及农业天然的弱质性和低效性(导致大量农村资金外流到城市(农村地区无法实现持

续发展(城乡融合发展目标难以实现+

!"

,

'

8'

技术要素流动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动力

农业现代化发展离不开技术要素推动(生产技术先进与否直接关系到产业转型升级能否顺利实现'城

镇作为技术要素集聚中心(借助劳动力*资本等要素向农村地区传播该要素(促进了农业生产技术变革(引进

批量生产设备(改善农业发展落后的现状(推动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技术要素作为城乡融合发展的动力(不

仅为农村引进高技术人才(也同样吸引了大量资本要素注入农村(重新整合城乡之间资源(提高要素使用效

率(促进城镇和农村互动式发展+

87

,

'

H'

数据要素流动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基础

数据要素作为一种全新生产要素(具有流动范围广*共享成本低和边际效应递增等特性(创造的价值不

仅在于数据要素本身(还将现有的生产要素重新整合到一起(不但丰富生产要素类型(而且促进劳动力*土

地*资本和技术要素间更密切的交互联系(提高各种生产要素配置效率+

8<

,

'数据要素流动推动农村地区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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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网发展(增强农村居民网络安全意识(提高使用和获取信息的能力(推动数字鸿沟转向数字红利(弥合城乡

之间数字鸿沟'因此(推动数据要素与土地*劳动力*资本和技术要素协同联动(激活城乡数据生产要素(提

高单一要素生产效率(赋能城乡融合发展'

$二%要素流动影响城乡融合发展的作用机理

城乡要素既指城乡之间劳动力*土地*资本*技术和数据要素(也指五种要素根据"政府先行*市场跟进#

的原则(在基本打通要素流动渠道的前提下(不同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合理配置后的总效应'要素在经济发

达的城市地区和发展凋敝衰落的农村地区高效流动(推动农业发展(促进产业结构优化&政府资本要素向乡

村地区倾斜(发展农村基础设施(使农村地区交通更加便利(为农村电商发展提供基础条件(促进农村地区经

济发展'

<'

要素流动提高要素配置效率

市场经济条件下(要素流动具有逐利性(这种特性驱动各种生产要素在不同区域间循环流动(实现资源

的再配置(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增加经济产出(从而推动城乡经济发展'劳动力*土地*资本*技术和数据要素

的双向自由流动(改变城市与乡村两区域的资源分布现状(使其分布更合理(要素得到最优配置(起到以城带

乡作用(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6'

要素流动推动农业农村发展

随着乡村振兴*城乡融合发展战略持续推进(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农林水支出占比从
67<7

年的

<<F68E

提高到
6767

年的
<6F67E

(支持农村产业发展的力度持续加大(这些举措加快了农村产业发展步

伐(农村居民收益颇丰(生活质量提高的同时(生活满意度也增加'与目前工业化发展已取得成就相比(仍存

在较大差距(主要表现为城镇对乡村发展的带动作用不足(第二*三产业对第一产业的辐射渗透不充分(一二

三产业的联结机制尚不健全等'农村发展不充分仍然是当前面临的最大不充分(加快城乡之间要素合理流

动是破解此类问题的有效举措'城乡之间要素流动为农村发展提供丰裕资本的同时(改善了农村普遍存在

的生产技术落后*生产设备不全面的境况(为农村产业发展提供了更好地条件(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实现'

!'

要素流动促进农村电商发展

互联网快速发展使农村居民随时随地通过互联网从外界获取相应的信息资源(增加网购需求'随着支

农惠农政策的实施(惠农资金不断注入农村(从政府投资角度看(资金要素流动大多作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农

村道路交通状况持续改善(为农村产业发展营造了良好环境(鼓励农民通过各种途径提高收入水平和消费能

力(更进一步提高农村居民网上购物的需求'快递业务与电商销售唇齿相依(前者作为后者的售后环节直接

影响到电商平台发展(农村道路状况的改善为快递业务快速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

乡居民收入差距(促进城乡经济融合'

8'

要素流动推动产业结构优化

产业结构优化是指以农业产业为基础(引进高素质的劳动力*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从供给和需

求两个方面干扰产业结构(拓宽产业链(满足社会不断发展过程中产业结构变迁需求'第二*三产业发展过

程中各种优质资源流向第一产业领域(改变农村产业结构(促进乡村经济发展(缩小城乡差距助推城乡产业

和经济融合发展'

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
<

!要素流动对城乡融合发展有正向作用'

假说
6

!要素流动可以通过农业机械化影响城乡融合发展'

假说
!

!要素流动可以通过电商销售影响城乡融合发展'

假说
8

!要素流动可以通过产业结构变迁影响城乡融合发展'

四'研究设计

$一%模型构建

<'

基准模型构建

建立基准回归模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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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表示省份固定效应*时间固定效应和随机扰动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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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介效应模型构建

验证农业机械化*电商销售*产业结构变迁在要素流动与城乡融合发展之间发挥是否中介效应(建立如

下的回归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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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

%中
!

<

表示要素流动对城乡融合的总效应(式$

6

%中
%

<

表示要素流动对中介变量的效应(式$

!

%中

&

6

是在控制了要素流动的影响后(中介变量对城乡融合发展的效应(

&

<

表示控制中介变量的影响后(要素流

动对城乡融合发展的直接效应'

$二%变量设定

<'

被解释变量

二元结构向一元结构转变过程中(城乡融合既表现为一种过程(也表现为一种结果'因此(在构建城乡

融合的测度体系时(既要包括过程类指标(也要有结果类指标+

<]

,

'借鉴周佳宁等$

67<"

%指标选取维度(结合

城乡融合发展的时代内涵*研究西方社会关于城乡关系的主流理论和实践经验(提出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的

科学内涵在于构筑城乡生命共同体*发展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考虑指标的科学性*数据可获得性原则(从
H

个维度测度城乡融合发展水平'$

<

%城乡人口融合是指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地位平等(打破"两栖化#的流转

模式(提供给流动人口平等福利和服务待遇+

<"

,

'本文对城乡人口融合分析主要集中在人口城镇化和专业人

才两个方面(具体表现为人口城镇化水平和第一产业就业人员占比'$

6

%城乡空间融合是马克思主义空间正

义理论对城乡发展的内在要求(在空间正义逻辑下城乡空间资源的重新分配(空间分配正义在消除城乡社会

空间界限时提到(打破城乡劳动力在空间上的分割(促进城市专业人才向农村地区流动+

86

,

'本文对城乡空

间融合的分析主要集中在交通往来和人口分布两个方面(具体表现为私人汽车拥有量和城乡人才数量等'

$

!

%经济融合是城乡居民在获取劳动报酬时(采用同工同酬的管理办法(缩小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本文对

城乡经济融合的分析主要集中在收入和消费(具体表现为城乡人均收入比和城乡居民消费比'$

8

%社会融合

强调城乡之间基础设施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城乡居民享有平等参与权力(共同分享社会发展成果+

8!

,

'随

着互联网普及以及快递业务发展(邮政业务也快速发展起来(方便寄送个人生活用品和机关等单位交寄的各

种文件(增加我国邮政行业业务收入'本文对城乡社会融合的分析体现在城乡医疗卫生和邮政业务发

展+

88

,

'$

H

%生态环境融合是在秉持"两山#发展理念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本文对城乡生态融合的分析主

要集中在森林覆盖率和城乡污染治理'结合以上选取的指标(使用
1*I020

熵权法测算城乡融合发展水平

$

3

%(客观评价城乡融合发展水平'

6'

核心解释变量

城乡要素主要包括劳动力*土地*资本*技术和数据$依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

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

6767

%%'借鉴现有关于中国生产要素流动的动态发展情况(用各要素绝对值之

和取对数后的数值表示要素流动水平$

1%&W

%

+

8H

,

'其中(劳动力作为最活跃的实体要素(在一定程度上代表

着知识*理念等的流动(其他要素需与其结合方能发挥最大效用(用人口的机械变动率$

.CD%S

%衡量城乡劳

动力流动强度'土地是农村比较丰富的生产要素资源(改变土地要素配置方式(最大限度地挖掘农村经济发

展潜力(减少农业产业支柱障碍(促进城乡融合发展(选用土地城镇化水平表示土地要素流动$

.C:Y

%'资本

的一个重要属性是作为"生命运动体#运动(不仅在于它本身投入所起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它作为"催化剂#(

多方位助推城乡融合发展'资本要素流动过程中(教育经费作为重要的一项资金也向农村地区流动(但由于

经济融合维度选取城乡居民消费比(且消费支出包含教育文化娱乐这一项目(为了避免指标之间的多重共线

性(从而采用农林水事务支出占比表示资本要素流动$

3C

Z

MV

%'技术要素作为影响农村产业发展动力因素之

一(在满足农村发展对技术需求的同时(也增加农村的各种要素存量(共同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科学技术支

出作为技术发展的重要保障(用科技支出占比表示技术要素$

1LTU

%在城乡之间的流动'数据要素作为新型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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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要素(对其他生产要素的交叉组合起到"粘合剂#作用(实现要素流动良性循环(赋能城乡融合发展(用城

乡之间移动电话交换机容量表示数据要素流动$

4CVC

%'要素流动指标体系构建中(合理区分要素来源在探

究其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相对重要(本文选取相关指标未做城乡之间的区分(原因在于!生产要素的流动

不仅包括城乡之间的流动(还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区域外(使得准确测算城乡之间这两种要素变得比较困难&

国内外学者在测算过程中使用的指标*数据和方法存在较大差异&当前涉及农村地区指标的相关数据严重

缺失'

表
<

!

要素流动与城乡融合发展的测度体系

变量 指标维度 指标名称 指标计算或说明

要素流动 劳动力要素 劳动力流动比率 区域人口机械变动率

土地要素 土地城镇化水平 建成区面积/土地总面积

资本要素 农林水事务支出占比 农林水事务支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技术要素 科技支出占比 科学技术支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数据要素 信息通信能力 移动电话交换机容量

城乡融合发展 人口融合 人口城镇化水平 城镇人口/总人口

第一产业就业人员占比 第一产业就业人员/就业人员数

空间融合 旅客周转量 旅客周转量总计

城乡私人汽车拥有量 城乡居民私人汽车拥有量/总人口

城乡人才数量 高等学校普通本*专科毕$结%业生数

经济融合 城乡人均收入比 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

城乡居民消费比 城镇居民人均消费/农村居民人均消费

生态融合 森林覆盖率 森林面积/土地总面积

城乡污染治理 污染治理完成投资

社会融合 城乡人均医疗保健支出对比系数 城镇人均医疗保健支出/农村人均医疗保健支出

城乡人均医师数比 城镇人均医师数/农村人均医师数

邮政业务发展 人均邮政业务量

!'

中介变量

农业机械化作用程度用农用机械总动力与农作物播种面积的比值表示&为避免多重共线性(电商销售用

取对数后快递业务量表示&借鉴李虹等$

67<]

%的测度方法(在考虑产业结构权重基础上测算产业结构合理化

$

1.

%和产业结构高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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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鉴韩君等$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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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

表示第
"

产业(

$

为产业部门数(式$

#

%中
'

<

*

'

6

分别表示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的

权重(

(

*

*

分别表示产值和就业人数'

8'

控制变量

为尽可能减小估计偏差(选取以下
B

个控制变量加入模型'政府在政策方面的引导机制有助于发挥"以

城带乡#的作用(地方财政支出占比会影响区域经济的发展(用地方财政支出占
J4I

比重衡量政策偏向

$

J%\

%'农村基础设施更健全(才能吸引更多要素类型流向乡村(丰富乡村要素池(改善城乡要素配置结构(

用人均道路面积表示基础设施建设$

2:W

%

+

8]

,

'金融创新发展可以改善农村地区金融供需失衡(更好地服务于

农村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以此行业产值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测算金融发展水平

$

/M:

%'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可以缩小城乡间差距(用取对数后的人均
J4I

表示经济发展驱动$

&:-JY

Z

%'对

外开放疏通了国家间*地区间要素流通的渠道(促进各种要素更加高效流动(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用进出口额

占
J4I

比重取对数表示对外贸易$

&:1SC

%'通过分析城乡居民因消费品价格变动对消费支出的影响(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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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居民收支方面的差距(用消费者价格指数$

3

Z

M

%表示'人口数量和质量是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实

现其自由流动对城乡融合发展有重要的影响(用人口出生率$

,CVL

%表示'

$三%数据说明

本文以
67<7

)

676<

年中国
!<

个省份$不含港澳台%作为研究对象(研究中涉及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

鉴.*国家统计局*

Ì0

数据库和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其中少数缺失数据用线性插补法补充'实证分析之前(

描述分析要素流动和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总体特征和省域特征'

<'

要素流动和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总体特征

图
6

!

67<7

&

676<

年中国要素流动和城乡融合

发展指数的变化趋势

图
6

是
67<7

)

676<

年中国要素流动和城乡融合发

展综合指数的变化趋势'根据测算结果(中国城乡融合

发展水平综合指数存在以下特征!一方面(城乡融合发

展水平较小(最高是
6767

年的
7F6H]7

(说明我国城乡融

合发展总体水平较偏低(存在较大提升空间(因此
676<

年"十四五规划和
67!H

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提到(健全城

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促进要素自由流动(使其更多流

向收益率比较低的地区(意味着我国持续深化城乡融合

发展的内涵与外延*拓展深度与广度&另一方面(城乡融

合发展水平综合指数从
67<7

年的
7F<#!7

变化到
676<

年的
7F68B7

(增长幅度为
H<FH!E

'

中国城乡要素流动水平指数存在以下特征!要素流动指数整体上表现出增长趋势(由
67<7

年的
]F<""!

变化到
676<

年的
]F]#7#

(增长幅度是
]F7BE

(可能原因在于
6767

年出台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

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将数据作为一种新型生产要素与其他四种传统生产要素并列(拉

开了城乡要素自主有序流动的序幕(要素流动水平得以提升'

6'

要素流动和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省域特征

鉴于
6767

年
8

月首次印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对

要素市场化配置中劳动力*土地*资本*技术和数据五种要素以后的发展提出明确方向(政策效果存在一定滞

后性(因此本文以
676<

年为例(分析中国
!<

个省份要素流动和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结果如图
!

所示'

图
!

!

676<

年中国
!<

个省份要素流动和城乡融合发展水平

676<

年中国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均值为
7F68B7

(高于均值的省份占
!HF8]E

(

]

个省份分布在东部地区*

!

个省份分布在中部地区(这些地区城乡融合发展水平高于均值原因在于!一方面(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

区所在省份占
#!E

(

!

个是经济发达的地区&另一方面(影响各地区城乡融合的发展主导因素有所差异(北

京*河北*江苏*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和广东主要归因于经济融合*人口融合(山东和河南主要受空间融合影

响(上海主要受社会融合和人口融合影响'低于均值的省份主要分布在经济发展较落后的西部*东北地区(

这些省份人口融合*空间融合维度水平都较低(从而导致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偏低'

676<

年中国城乡要素流动综合指数均值为
]F]#7#

(高于均值的区域分布特征如下!东部地区$北京*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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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和广东%占
H7E

(

!<F6HE

在中部地区$山西*安徽*河南*湖北和湖南%(西部

地区$广西和四川%占
<6FHE

以及东北地区$黑龙江%占
#F6HE

'

<#

个省份城乡要素流动水平高于均值的主

导因素有所差异!北京*浙江*上海*福建和广东地区主要归因于土地*技术和数据要素(广西*四川*安徽和湖

南受资本要素影响较大(黑龙江和山西要素流动水平高于均值主要依靠资本*技术要素'低于均值的区域分

布如下!西部地区占
H]F]7E

(东部$天津和海南%和东北$吉林和辽宁%地区各有
6

个省份以及中部地区$江

西%占
#F#BE

'由此可知(城乡要素流动水平低于均值的省份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这些省份劳动力*技术

和数据要素流动水平都较低(从而要素流动水平低于
]F]#7#

'

五'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分析

运用
67<7

)

676<

年
!<

个地区的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探讨要素流动与城乡融合发展

之间的关系'模型$

<

%表示要素流动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回归结果显示(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条件下(要素

流动对城乡融合发展有正向影响(假说
<

得到验证'

表
6

!

基准回归'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结果

模型$

<

% 模型$

6

% 模型$

!

% 模型$

8

% 模型$

H

%

变量 基准回归 内生性检验 剔除
8

个直辖市
67<7

)

67<8

年
67<H

)

676<

年

! ! ! ! !

1%&W 7F76"7

###

7F76B]

###

7F7<8H

###

7F76""

###

7F76B!

###

$

7F77H]

% $

7F77]8

% $

7F77H"

% $

7F77#<

% $

7F77"#

%

J%\ ;7F7<!B ;7F7<!]

###

;7F766!

##

;7F7677 ;7F7786

$

7F7<<8

% $

7F7<<6

% $

7F7<7B

% $

7F7<!"

% $

7F7<#6

%

2:W 7F777# 7F777#

;7F776H

###

7F776!

###

;7F77<#

#

$

7F777#

% $

7F777#

% $

7F777B

% $

7F777#

% $

7F777]

%

/M:

;7F<"66

###

;7F<"H8

###

7F7<"#

;7F<#]<

##

;7F6"B"

##

$

7F7B8<

% $

7F7B8"

% $

7F7"]B

% $

7F7]8]

% $

7F7""7

%

.:-JY

Z

7F7HB8

###

7F7H#H

###

7F7B8#

###

7F77"! 7F<7!B

###

$

7F7<!"

% $

7F7<8#

% $

7F7<88

% $

7F7<8#

% $

7F7678

%

,CVL #F8886

###

#F8!!6

###

HF"]]<

###

!F"H!6

###

#F87"7

###

$

<F<#<7

% $

<F<8"8

% $

<F<788

% $

<F68"7

% $

<FH#"]

%

.:1SC

7F7678

###

7F767"

###

7F76H#

###

7F7<#<

###

7F767<

###

$

7F778!

% $

7F77H<

% $

7F778<

% $

7F778<

% $

7F77#"

%

3

Z

M 7F77H< 7F778] ;7F7778

7F7<<7

#

7F7<78

$

7F77H"

% $

7F77H"

% $

7F77H"

% $

7F77HB

% $

7F77]"

%

常数项
;<F!#"B

##

;7F]]B] 7FB]#8

;6F!#!6

##

$

7F#6H!

% $

7F#66#

% $

7FH"6#

% $

7F"8B"

%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YLSR%:TC:%:'T%SS'.5 <#"F6667

###

3SC

OO

@4%:C&YKC&Y/ !<6F66]7

+

6

7F#B<B 7F#B<# 7FB!H6 7FB"<7 7FB7#!

, !B6 !B6 !68 <HH 6<B

!!

注!

#

*

##

*

###

分别代表在
7F<

*

7F7H

*

7F7<

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是标准误'

$二%内生性检验

为了更全面地考虑城乡融合的影响因素(检验要素流动与城乡融合发展之间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关系(选

取城乡之间距离$

4MRV

%作为工具变量$

4MRV̂

省域面积的半径
;

建成区面积$市辖区%面积的半径%进行
60.0

回归分析$表
6

中第
!

列%(并利用
3SC

OO

@4%:C&YKC&Y/

统计量*

-:YLSR%:TC:%:'T%SS'.5

统计量检验工具

变量选取是否科学'回归结果表明!拒绝识别不足假设(弱识别检验的
3SC

OO

@4%:C&YKC&Y/

统计量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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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F66]7

远远大于
<7

(

-:YLSR%:TC:%:'T%SS'.5

统计量的
-

值是
7F77

(因此选取的工具变量有效&核心解

释变量回归系数是
7F76B]

(在
<E

的水平上显著'

$三%稳健性检验

当前国内外涉及经济学实证研究的文献(几乎每一项经济学实证研究中都有关于稳健性讨论的内容(进

行稳健性检验的原因主要包括!验证控制变量是否具有合理性(样本中某个异常值的存在是否会对推断结果

产生影响(都需要做进一步检验'

<'

剔除部分样本

本文研究重点为要素流动对城市和农村两个系统融合发展的影响(因此剔除
8

个直辖市$北京*天津*上

海*重庆%的样本数据后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见表
6

中的第
8

列%(剔除
8

个直辖市后核心解释变量的

回归系数有所减小(要素流动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方向和显著性未发生改变'

6'

缩短时间窗口

以"三权分置#*户籍制度改革意见提出时间为依据(把
67<7

)

676<

年的面板数据分成
67<7

)

67<8

年和

67<H

)

676<

年两个区间(对比回归结果可知$见模型$

8

%和模型$

H

%%(

67<7

)

67<8

年和
67<H

)

676<

年期间(

要素流动对城乡融合发展均在
<E

的显著性水平下正向显著(即控制其他变量(要素流动水平提高
<

单位(

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相应提高
7F76""

*

7F76B!

个单位'

$四%空间异质性分析

传统全局回归模型假定回归参数不随空间位置发生改变(回归结果是研究区域内某种"平均值#'该假

设违背了现实地理世界的空间异质性或非平稳性规律(因此全局回归无法反映地理现象中因变量及其影响

因素之间的空间异质性'地理加权回归模型$

JK,

%可以解释变量的局部空间关系与空间异质性'因此(本

文选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分别讨论劳动力*土地*资本*技术和数据要素在空间上随地理位置变化对城乡融

合发展的影响'

在检验各变量全局空间相关的基础上(分析地理位置变化引起劳动力*土地*资本*技术和数据要素对城

乡融合发展的特征与规律'因此(为了更详细地展示不同要素在空间上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构建如下

JK,

模型!

!

-

)

(

7

$

.

-

(

/

-

%

0

"

8

1

)

<

(

1

$

.

-

(

/

-

%

2

-1

0$

-

$

B

%

其中(

!

-

是第
-

个地理单元的城乡融合发展水平($

.

-

(

/

-

%是第
-

个地理单元的空间坐标(式$

B

%中第一项是

回归方程的截距项(

2

-1

为第
-

个地理单元的第
1

个解释变量(系数表示
-

个地理单元上第
1

个解释变量的

回归系数(最后一项是回归残差'

等间隔选取
67<7

*

67<#

和
676<

年要素流动和城乡融合发展的相关数据(采用
JK,

模型(分析劳动力*

土地*资本*技术和数据要素随空间位置变化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回归系数在空间上的分布如表
!

)表
B

所示'

劳动力要素对城乡融合发展的空间分异'劳动力要素在城乡之间的流动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是正向

$除上海和浙江%(表明劳动力要素流动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从回归系数的空间分布来看(

67<7

年劳动力要

素回归系数分布在+

;7F7H6B

(

7F##BH

,(系数绝对值高值区域集中在华南地区(低值区域集中在东北和华

东地区'

67<#

年劳动力要素影响城乡融合发展的估计系数分布在+

7F!"7H

(

7FB<66

,(与
67<7

年相比(劳动

力要素对城乡融合发展的作用强度增大(低值区域包括西北地区部分省份(高值主要分布在华东和华中地区

$除河南地区%'

676<

年劳动力要素影响城乡融合发展的估计系数分布在+

7FH8<H

(

7FB]]!

,(从空间分布来

看(低值区域包括东北省份(高值主要分布在华南地区'与
67<#

年相比(劳动力要素系数最值之间的差距变

小(促进作用强度更大'总体来说(劳动力要素对城乡融合发展表现出促进作用(且随着时间推移(作用强度

在增加(进一步体现了劳动力要素是影响城乡融合发展的核心'从劳动力要素回归系数的空间分布来看(表

现出"南方高*北方低#的特点(形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可能在于!一是南方地区对外开放环境优越*金融市场发

展程度较高以及资源凝聚能力较强(有大量劳动力从事各种行业(拉动相关领域经济发展&二是随着基本公

共服务制度等各种体制机制健全(劳动力要素正经历由量的扩张向质的提升转变(从而劳动力要素对城乡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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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发展的推动作用更加显著'

表
!

!

劳动力要素地理加权回归估计系数空间分布

年份 北京 天津 河北 山西 内蒙古 辽宁 吉林 黑龙江

67<7

年
7F<BH] 7F<8H8 7F<"]" 7F68"# 7F6"]6 7F7"HH 7F<<!] 7F<6"7

67<#

年
7FHB<6

#

7F8!<!

#

7F8<]8

#

7F8<<8

#

7F87!#

#

7F#7]!

#

7F#<86

#

7F#<8!

#

676<

年
7F#!]H

#

7F##]#

#

7F#B##

#

7F#BB7

#

7F#H8]

#

7FH"H8

#

7FH##"

#

7FH8<H

#

年份 上海 江苏 浙江 安徽 福建 江西 山东 河南

67<7

年
;7F7H6B 7F7!B" ;7F77]" 7F7"<" 7F7""] 7F<"#! 7F<<B7 7F67HB

67<#

年
7F8B87

#

7F#H"6

#

7F#"78

#

7F#8#8

#

7FB<66

#

7F#H!#

#

7F#7<8

#

7FH]BB

#

676<

年
7FB6H"

#

7FB7B#

#

7FB6<6

#

7FB<<"

#

7FBH#H

#

7FB!"!

#

7F##]!

#

7F#"6H

#

年份 湖北 湖南 广东 广西 海南 重庆 四川 贵州

67<7

年
7F667]

7F!6]B

#

7FH7<<

#

7FH"H#

#

7F##BH

#

7F87"B

#

7F!B"<

7F8]77

#

67<#

年
7F#666

#

7F#<#H

#

7F#8H8

#

7FH#6]

#

7F#<8!

#

7FH<HB

#

7F8]<8

#

7FH6!#

#

676<

年
7FB6#6

#

7FB88H

#

7FBBH!

#

7FBBH<

#

7FB]]!

#

7FB!#"

#

7FB!7!

#

7FBH8]

#

年份 云南 西藏 陕西 甘肃 青海 宁夏 新疆

67<7

年
7F8H]] 7F6!8]

#

7F!6]#

#

7F!B8# 7F!B66 7F!B]7

#

7F6<<B

67<#

年
7F8##7

#

7F8786

#

7FH!H"

#

7F8B!!

#

7F8H!H

#

7F8"67

#

7F!"7H

676<

年
7FB#6!

#

7FB6#B

#

7FB7<H

#

7F#"<6

#

7F#]B8

#

7F#B77

#

7F#6]!

#

!!

注!

#

表示
HE

的水平下显著'下同'

表
8

!

土地要素地理加权回归估计系数空间分布

年份 北京 天津 河北 山西 内蒙古 辽宁 吉林 黑龙江

67<7

年
7FH<H7

#

7F8"<"

#

7FH8#!

#

7FH]BB

#

7F#7!H

#

7F!]8" 7F!#"" 7F!#7]

67<#

年
7F]87"

#

7FH88H

#

7FH66H

#

7FH7H8

#

7F8BHH

#

7F"<H"

#

7F]"7H

#

7F]H7#

#

676<

年
7F#"!"

#

7F#8B6

#

7F#8!#

#

7F#!B6

#

7F#<"7

#

7F#]]H

#

7F#B7]

#

7F#H!7

#

年份 上海 江苏 浙江 安徽 福建 江西 山东 河南

67<7

年
7F668#

7F!H88

#

7F6#67

7F8<6!

#

7F6B<7

7F8H<]

#

7F8B8B

#

7FHH8"

#

67<#

年
7F##"8

#

<F76!8

#

<F<7!]

#

7F""7!

#

<F677!

#

<F7<H]

#

7F"776

#

7F]H#!

#

676<

年
7FB<66

#

7FBB87

#

7FB"]6

#

7FBB77

#

7F]!]B

#

7FB"!B

#

7FB686

#

7FB!7<

#

年份 湖北 湖南 广东 广西 海南 重庆 四川 贵州

67<7

年
7FH67]

#

7FHBB6

#

7F#!!!

#

7FB""8

#

7F]<]#

#

7FB!"#

#

7FB#7"

#

7FB#"8

#

67<#

年
7F"!!"

#

7F"!68

#

<F78<<

#

7F]H]!

#

7F"B"!

#

7FB8!<

#

7F#]8"

#

7FBB<"

#

676<

年
7FB#]]

#

7FB]6H

#

7F]6B8

#

7FB"8]

#

7F]6"6

#

7FB!]!

#

7FB<"6

#

7FBH"7

#

年份 云南 西藏 陕西 甘肃 青海 宁夏 新疆

67<7

年
7F]!76

#

7FBB!H

#

7F##!"

#

7FB<B!

#

7FB68#

#

7F#]7"

#

7F#8HH

#

67<#

年
7F#"""

#

7FH8#H

#

7FBH8!

#

7F#!]B

#

7F#77H

#

7F##<!

#

7F868<

#

676<

年
7FB8#7

#

7F##<6

#

7FB<H6

#

7F#]!7

#

7F#B<8

#

7F#BH8

#

7FH]8"

#

土地要素对城乡融合发展的空间分异'经济发展比较薄弱的地区(土地要素对城乡融合发展作用强度

更大(

67<7

年土地要素回归系数分布在+

7F668#

(

7F]!76

,(表明土地要素在城乡之间流动对城乡融合发展

的影响是正向'从回归系数的空间分布来看(土地要素在城乡之间流动对云南*海南*广西*西藏和贵州地区

影响较大(对上海*浙江*福建和东北地区的影响较小'

67<#

年土地要素影响城乡融合发展的估计系数分布

在+

7F868<

(

<F677!

,(从回归系数的空间分布来看(土地要素流动对华东地区影响较大(华北和西北地区地

区影响较小'

676<

年土地要素影响城乡融合发展的估计系数集中在+

7FH]8"

(

7F]!]B

,(估计系数的区间范

围缩小(对沿海地区影响程度较大(华北地区影响较小'随着时间的推移(土地要素对不同地区城乡融合发

展影响程度逐渐增强(影响差异逐渐缩小(影响范围逐步扩大(西南地区*东北地区土地要素还未充分发挥关

键效用(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资本要素对城乡融合发展的空间分异'资本要素在城乡之间流动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是负向$除上

海和江苏%(表明资本要素流动抑制城乡融合发展'

67<7

年资本要素回归系数集中在+

;7FH]7"

(

7F<#H]

,(

H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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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资本要素对大多数省份城乡融合发展在
HE

水平上不显著'从回归系数的空间分布来看(系数绝对值高

值区域集中在华南和西南地区(低值区域集中在东北地区'与
67<7

年相比(

67<#

年资本要素影响城乡融合

发展的估计系数分布在+

;7F]<HH

(

;7F!#7"

,(对城乡融合发展仍表现为抑制作用(对所有省份的城乡融

合发展在
HE

水平上显著'从空间分布来看(低值区域包括华北和西北地区部分省份(高值主要分布在华东

地区(

676<

年资本要素影响城乡融合发展的估计系数分布在+

;7FB]B7

(

;7FH#H"

,(抑制城乡融合发展的

效应有所减弱(在
HE

的水平上对全国
!<

个省份城乡融合发展影响均显著'从空间分布来看(低值区域包

括东北地区的部分省份(高值主要分布在华南和西南地区的部分省份'从回归系数绝对值的空间分布可以

看出(资本要素流动对城乡融合发展表现出从东部地区向西部地区转移的特征(可能原因在于!政府向西部

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带动其他社会资本向西部地区转移(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城乡要素流动渠道基本形

成(要素流动更加顺畅(吸引经济发达地区资本要素流向西部地区&城乡差距逐渐缩小(城镇和农村互动式发

展都离不开金融支持(西部地区作为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主战场(拥有大量土地资源的同时(需要与资本要

素结合才能发挥最大效用'

表
H

!

资本要素地理加权回归估计系数空间分布

年份 北京 天津 河北 山西 内蒙古 辽宁 吉林 黑龙江

67<7

年
;7F<!7# ;7F7"8" ;7F<#<" ;7F666" ;7F6B6H ;7F7!6B ;7F78#! ;7F7H66

67<#

年
;7F#76#

#

;7F8]B"

#

;7F8BHH

#

;7F8#7B

#

;7F86<H

#

;7FH!"B

#

;7F8"8<

#

;7F8HH7

#

676<

年
;7F#!"7

#

;7F#H]H

#

;7F##8!

#

;7F##87

#

;7F#8H#

#

;7F#7#7

#

;7FH]8#

#

;7FH#H"

#

年份 上海 江苏 浙江 安徽 福建 江西 山东 河南

67<7

年
7F<#H] 7F7H8< 7F<7!! ;7F7<8< ;7F7"B8 ;7F<H"8 ;7F7HB8 ;7F<#<8

67<#

年
;7F#66]

#

;7FB8<6

#

;7FBB77

#

;7FB87#

#

;7F]<HH

#

;7FBB<B

#

;7F##<<

#

;7F#]<8

#

676<

年
;7FB<7"

#

;7F#"8"

#

;7FB7#H

#

;7F#""7

#

;7FB8<]

#

;7FB6H!

#

;7F##66

#

;7F#]66

#

年份 湖北 湖南 广东 广西 海南 重庆 四川 贵州

67<7

年
;7F<B7" ;7F6"B# ;7F8]<7

#

;7FH7"7

#

;7FH##!

#

;7F!#]#

#

;7F!#"8

#

;7F8<B"

#

67<#

年
;7FB!"B

#

;7FBH<B

#

;7FB"H7

#

;7FB8#7

#

;7FB]#B

#

;7F#B<B

#

;7F#!HB

#

;7F#""#

#

676<

年
;7FB<6#

#

;7FB!<7

#

;7FB#B6

#

;7FB#B"

#

;7FB]B7

#

;7FB66B

#

;7FB<H8

#

;7FB866

#

年份 云南 西藏 陕西 甘肃 青海 宁夏 新疆

67<7

年
;7F86H8 ;7FH]7" ;7F!787 ;7F!#B" ;7F!B6# ;7F!H"] ;7F66B8

67<#

年
;7F#B#!

#

;7FH8]"

#

;7F#8#"

#

;7FHB67

#

;7FH8!!

#

;7FH#BH

#

;7F!#7"

676<

年
;7FBH7B

#

;7FB7]!

#

;7F#]"!

#

;7F#B"7

#

;7F#BH<

#

;7F##<"

#

;7F#66"

#

技术要素对城乡融合发展的空间分异'

67<7

年技术要素回归系数分布在+

;<F6"#H

(

7F<#6B

,(大多数

地区技术要素在
HE

的水平上对城乡融合发展的抑制作用不显著(系数高值区域集中在华东(低值区域集中

在西南地区'

67<#

年技术要素影响城乡融合发展的估计系数分布在+

;7F#"B7

(

;7F<""#

,(

#<F6"E

的地

区在
HE

的水平上技术要素对城乡融合发展的抑制作用显著(从技术要素绝对值空间分布来看(高值区域包

括华南地区(低值主要分布在华东和华北地区'

676<

年技术要素影响城乡融合发展估计系数分布在

+

;<F67H6

(

;7F<8#"

,(

<"F!HE

地区的技术要素在
HE

的水平上对城乡融合发展的抑制作用不显著(从技

术要素回归系数绝对值空间分布来看(低值区域包括东北地区(高值主要分布在华南地区'

67<7

*

67<#

和

676<

年相比(技术要素估计系数空间上实现由负转为正的转变(反映出技术要素流动影响城乡融合发展的

非平稳性'随着时间推移(技术要素对城乡融合发展的促进逐渐凸现(由华东和华南地区向东北和西南地区

转移(出现此现象的原因可能有!乡村振兴*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战略的持续推进(城乡要素流通渠道

逐渐建立(技术要素逐步向欠发达地区转移&城市人才入乡激励机制的建立(吸引高水平劳动力和先进技术

要素流向农村地区(解决乡村基层农业技术人员短缺的难题'广东*海南和江苏等地区资源丰裕(技术要素

流动过程中带动其他类型生产要素向四川*贵州等地区转移(充分发挥技术要素在城乡融合发展中的推动

作用'

数据要素对城乡融合发展的空间分异'

67<7

年数据要素回归系数分布在+

7F88!#

(

7F"B!8

,(对城乡融

合发展起到显著促进作用'从回归系数的空间分布来看(系数高值区域集中在北京*天津*河北*山西以及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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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与信息论坛



东地区(低值区域集中在西藏*新疆*云南和华南地区'

67<#

年数据要素影响城乡融合发展的估计系数分布

在+

7F!"H#

(

7FB!BB

,(与
67<7

年相比(数据要素回归系数区间缩小(从回归系数的空间分布来看(低值区域

包括西部省份(高值主要分布在中部和东部地区'

676<

年数据要素影响城乡融合发展的估计系数分布在

+

7FH766

(

7FH7]"

,(从空间分布来看(数据要素对华北地区影响程度较小(华南和华东地区促进作用较大'

随着时间推移(数据要素对城乡融合发展促进作用在华东*华北地区凸显(可能原因在于!数据要素回归系数

的高值集聚地区经济发展基础较好(更好地服务于
HJ

通讯*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推广应用(推动传

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和数据要素产生&广东*浙江和江苏等地区传统生产要素比较丰裕(数据要素与其结合

成倍提高了要素配置效率(在
HE

的显著性水平上对城乡融合发展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

表
#

!

技术要素地理加权回归估计系数空间分布

年份 北京 天津 河北 山西 内蒙古 辽宁 吉林 黑龙江

67<7

年
;7F7"B" ;7F7#!7 ;7F7"!7 ;7F<!]8 ;7F6677 ;7F7H!8 ;7F7"68 ;7F<68!

67<#

年
;7F6<<H ;7F86#7

#

;7F88!]

#

;7F888H

#

;7F!]B< ;7F6#8# ;7F6"H" ;7F!7BH

676<

年
;7F<#B6 ;7FB76!

#

;7FB7]<

#

;7F#HB<

#

;7F8H7"

#

;7F<H77 ;7F<H7] ;7F<8#"

年份 上海 江苏 浙江 安徽 福建 江西 山东 河南

67<7

年
7F<#6B 7F<7#H 7F<H7< 7F7B]6 7F<<86 7F78]B ;7F77]7 ;7F78]<

67<#

年
;7F8#!<

#

;7F6#BB ;7F!!6H ;7F6B76 ;7F8"!6

#

;7F!#"!

#

;7F<""# ;7F6886

676<

年
;<F7]8#

#

;7FH8B7

#

;7FB<8#

#

;7FHBH6

#

;7F"87H

#

;7F]!66

#

;7F688H ;7F8B6]

#

年份 湖北 湖南 广东 广西 海南 重庆 四川 贵州

67<7

年
7F7<!< ;7F78H] ;7F6#8# ;7F8]7< ;7F#86# ;7F!7#H ;7F8"#6

#

;7F!8]B

67<#

年
;7F!<7! ;7F!]8!

#

;7FH"H"

#

;7FHHH7

#

;7F#"B7

#

;7F868<

#

;7F8HB"

#

;7F8#!#

#

676<

年
;7FB8<8

#

;7F"<6]

#

;<F7"!8

#

;<F<8]6

#

;<F67H6

#

;<F7#7"

#

;<F7"<8

#

;<F<7"]

#

年份 云南 西藏 陕西 甘肃 青海 宁夏 新疆

67<7

年
;7FB<"#

#

;<F6"#H

#

;7F<"B] ;7F8#]]

#

;7FH]]<

#

;7F!8]] ;7FB76B

67<#

年
;7FH68B

#

;7FH"HB

#

;7F!!78 ;7F867H

#

;7F88<H

#

;7F!#H"

#

;7F!<H]

#

676<

年
;<F<B<<

#

;7F"#HB

#

;7FBB##

#

;7F]"6"

#

;7F]]<!

#

;7F#B7"

#

;7F67H!

表
B

!

数据要素地理加权回归估计系数空间分布

年份 北京 天津 河北 山西 内蒙古 辽宁 吉林 黑龙江

67<7

年
7F"#78

#

7F"#B7

#

7F"H!"

#

7F"!"]

#

7F"6]7

#

7F"B!8

#

7F"H]]

#

7F"8<"

#

67<#

年
7FB!BB

#

7FH878

#

7FH<#8

#

7F8"]"

#

7F8B<7

#

7FBBB<

#

7FB8"H

#

7FB78"

#

676<

年
7FH7#7

#

7FH786

#

7FH787

#

7FH7!]

#

7FH7!!

#

7FH7#!

#

7FH7#<

#

7FH7HB

#

年份 上海 江苏 浙江 安徽 福建 江西 山东 河南

67<7

年
7F"B<7

#

7F"H]]

#

7F"8!"

#

7F"8#]

#

7F]!8"

#

7F]]86

#

7F"B7!

#

7F"88B

#

67<#

年
7FH"B6

#

7FBBH!

#

7FB]#!

#

7FBHH6

#

7FB!8"

#

7FB<]#

#

7FBH#H

#

7FB<]8

#

676<

年
7FH7H]

#

7FH7BB

#

7FH7]!

#

7FH7B#

#

7FH7]"

#

7FH7B"

#

7FH7#B

#

7FH7##

#

年份 湖北 湖南 广东 广西 海南 重庆 四川 贵州

67<7

年
7F"<<B

#

7F]#<#

#

7FB!BH

#

7FB67!

#

7F##!#

#

7F]!<8

#

7F]7#8

#

7FB"78

#

67<#

年
7FB<6H

#

7F#]<8

#

7F#!B!

#

7FH"<!

#

7FH]6<

#

7F#6<]

#

7F#7<8

#

7F#7B!

#

676<

年
7FH7B8

#

7FH7B#

#

7FH7]H

#

7FH7BB

#

7FH7]8

#

7FH7#H

#

7FH7#7

#

7FH7#"

#

年份 云南 西藏 陕西 甘肃 青海 宁夏 新疆

67<7

年
7FB6H#

#

7FH""6

#

7F]""7

#

7F]!!H

#

7F]778

#

7F]B!#

#

7F88!#

#

67<#

年
7FH#]#

#

7FH!8]

#

7F##6]

#

7F#7!!

#

7FHB]#

#

7F#6]B

#

7F!"H#

#

676<

年
7FH7#H

#

7FH78!

#

7FH7#<

#

7FH7H6

#

7FH78]

#

7FH7H<

#

7FH766

#

六'机制分析

为进一步探究要素流动对城乡融合发展的作用机理(采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农业机械化*电商销售和产

业结构变迁在此过程中的机制作用(回归结果如表
]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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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变量
模型$

#

% 模型$

B

% 模型$

]

% 模型$

"

% 模型$

<7

%

5LT 3

<

P̀

Z

3

6

10 3

!

1. 3

8

0. 3

H

1%&W ;7F7B#B

##

7F7!<!

###

7FHBHB

###

7F77#< ;7F688!

###

7F76]H

###

7F7688

##

7F7!77

###

;7F<<<!

###

7F76]!

###

$

7F7!6<

% $

7F77H]

% $

7F7H8"

% $

7F77#6

% $

7F7#<6

% $

7F77H"

% $

7F7<7H

% $

7F77H]

% $

7F7!7#

% $

7F77H"

%

5LT 7F76"6

###

$

7F77"H

%

P̀

Z

7F7!"]

###

$

7F77H6

%

10 ;7F7767

$

7F77H7

%

1. ;7F787#

$

7F76"!

%

0. ;7F77#H

$

7F7<7<

%

常数项
6FH68# ;<F88!H

##

;#F!7]B ;<F<<]#

#

HF6<7# ;<F!H"7

##

!F!"!8

###

;<F66""

#

8F!!7" ;<F!8<#

##

$

!F8#]<

% $

7F#<]!

% $

HF"6B!

% $

7FH]7]

% $

#F#<!#

% $

7F#6##

% $

<F<!#"

% $

7F#!6<

% $

!F!7B6

% $

7F#6B!

%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0%DL&

检验
7FHH76 7F7""H

#

7F"8]"

A%%VRVSC

Z

检验 +

;7F76<6

(

7F7<6!

, +

;7F7<"<

(

7F7<B#

, +

;7F76!<

(

7F7<!!

,

, !B6 !B6 !B6 !B6 !B6 !B6 !B6 !B6 !B6 !B6

!!

注!

#

*

##

*

###

分别代表在
7F<

*

7F7H

*

7F7<

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

A%%VRVSC

Z

中共随机抽取
H77

次'

根据温忠麟等$

67<8

%关于中介效应的检验步骤+

8"

,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如表
]

'模型$

#

%回归结果表明!

控制农业机械化变量后(要素流动对城乡融合发展回归系数为
7F7!<!

(大于要素流动对城乡融合发展的总

效应(因此(农业机械化不能作为要素流动影响城乡融合发展的中介变量'可能原因在于农业机械化对城乡

融合发展的影响并非存在于要素流动影响城乡融合发展的过程中(与要素流动这一变量扮演相同角色(作为

驱动变量影响城乡融合发展(假说
6

不成立'电商销售变量$模型$

B

%%直接效应不显著(只有中介效应(即电

商销售可通过要素流动提高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假说
!

成立'产业结构高级化$模型$

]

%%*产业结构合理化

$模型$

"

%%和产业协调发展$模型$

<7

%%的回归系数表明间接效应不显著(利用
0%DL&

*

A%%VRVSC

Z

检验法得到

一致的结论'即产业结构变迁在要素流动影响城乡融合发展过程中没有起到中介变量作用(与已有研究结

果$龚新蜀等(

67<]

%存在出入+

H7

,

(与假说
8

相悖(可能原因在于!第一(

!<

个地区中大部分区域以第一*二产

业为主(产业结构处于较低的发展水平&第二(不同文献中产业结构变迁对城乡融合发展相关机制的理论分

析存在差异&第三(与研究选取数据时间区间*指标以及实证分析方法存在差异有很大关系(例如(现有文献

选用产业结构层次系数*结构变迁效应等指标反应三次产业之间相对结构的变化'

七'结论与建议

本文结合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的科学内涵(在要素流动影响城乡融合发展理论分析基础上(对全国
!<

个地区
67<7

)

676<

年的相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得到的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全国要素流动和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描述性分析中(

676<

年全国
<<

个省份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处于

均值之上(其中
B

个是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低水平区域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人口融合和空间融合是导致

其低于均值的主要原因&

67<7

)

676<

年全国
!<

个地区城乡要素流动总指数呈增长态势(从
]F<""!

增加到

]F]#7#

(变化幅度较小'

第二(基准回归分析中(基础设施*经济发展驱动*对外贸易和人口出生率均能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基础

设施发展有利于农村地区引进先进的生产要素(改变农村衰落的现状&经济发展驱动不仅能改善居民生活质

]6

统计与信息论坛



量(还能优化城乡公共资源配置(提高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发展水平(激活农村发展的内生动力&对外开放为求

职者提供了更广阔的就业市场(增加求职者的经济收入(有利于实现城乡经济融合'

第三(要素流动对城乡融合发展的作用机理分析中(电商销售可通过要素流动提高城乡融合发展水平(

农业机械化和产业结构变迁在此过程中未发挥中介变量的作用'可能原因在于农业机械化与要素流动在这

一过程中扮演的角色相同(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影响城乡融合发展'

第四(空间异质性分析中(

67<7

*

67<#

和
676<

年劳动力*土地和数据要素随地理位置变化对
!<

个省份

城乡融合发展表现出促进作用(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土地要素对不同地区城乡融合发展影响程度逐渐增强*

影响范围逐步扩大(技术要素对城乡融合发展的促进逐渐凸现(由华东和华南地区向东北和西南地区转移'

与
67<7

*

67<#

年相比(

676<

年劳动力和土地要素估计系数总体上表现出上升趋势(数据要素估计系数逐渐

减小且集中在
7FH7#6

附近'资本和技术要素流动抑制城乡融合发展(主要原因在于!资本和技术要素流动

对提高城乡要素流动综合效应的贡献比较小(需要与其他要素相结合才能发挥最大效用&资本要素的逐利性

使其流向经济发展较好地区(技术要素一般集中在城镇地区(资本和技术要素单向流动使得城乡之间差距越

来越大'

基于以上结论(提出如下政策建议'一是坚持整体推进和试点示范相统一的指导原则(在实践中形成一

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先进做法和典型经验(适时在各地各领域全面推开(最终实现城乡协同发展的良好局面'

始终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持续深化城乡融合发展的内涵与外延*拓展深度与广度(增

强城镇和乡村地区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的良好氛围(加快要素双向自由流动'二

是重视影响城乡融合发展的驱动因素(合理引导经济高质量发展(确保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主导作用(地区

开放有利于城乡吸引利用国外要素的流入(扩展了城乡发展的空间(有力推动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

三是为进一步发挥电商销售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需要充分重视农村地区居民的信息获取能力(提高

网上购物技能(进一步提高农民消费能力(利用便捷的交通设施带动农村电商业务的发展(缩小城乡居民消

费差异(促进城乡经济融合发展'在城乡要素自由流动过程中(促进农业机械化发展(增加农机总动力带动

农业发展(持续稳定地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更加充分发挥农村地区土地要素资源丰裕的优势'

四是政府部门出台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相关政策时(在充分考虑共性问题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分类施策(避免

出现"一刀切#的现象&全面发挥政府宏观调控和管理作用(加快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乡村延伸*公共服务和

社会事业向乡村覆盖(把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重点放在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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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À 1

(

>a+ b'/CTV%SXCScLVYMRV%SVM%:RCTS%RRVMXL

(

R

Z

CTLC:YRLTV%SRM:3UM:C

+

)

,

',L\ML[%W

LT%:%XMTY

N

:CXMTR

(

67<!

(

<#

$

<

%!

!"@H]'

+

<6

,

J*.4/-,A-

(

1+3d̀ ,3'4M

O

MVC&LT%:%XMTR

+

)

,

')%9S:C&%WLT%:%XMT&MVLSCV9SL

(

67<"

(

HB

$

<

%!

!@8!'

+

<!

,许庆(刘进(钱有飞
'

劳动力流动*农地确权与农地流转+

)

,

'

农业技术经济(

67<B

(

!#

$

H

%!

8@<#'

+

<8

,李江一(仇童伟
'

农地确权与农业生产结构调整!来自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证据+

)

,

'

财贸研究(

676<

(

!6

$

"

%!

HB@#"'

+

<H

,马俊凯(李光泗
'

农地确权*要素配置与种植结构!"非粮化#抑或"趋粮化#+

)

,

'

农业技术经济(

676!

(

86

$

H

%!

!#@8]'

"6

平卫英(李文星(罗良清!要素流动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机理与空间分异研究



+

<#

,李豫新(尹丽
'

基于复合系统协同度模型的西部省区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研究+

)

,

'

新疆大学学报$哲学0人文社会科学

版%(

676<

(

8"

$

#

%!

<7@67'

+

<B

,王欣亮(张家豪(刘飞
'

大数据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吗1 )))基于数据基础设施与技术应用的双重效应解释+

)

,

'

统计研究(

676!

(

87

$

H

%!

<7!@<<"'

+

<]

,周佳宁(秦富仓(刘佳(等
'

多维视域下中国城乡融合水平测度*时空演变与影响机制+

)

,

'

中国人口0资源与环境(

67<"

(

6"

$

"

%!

<##@<B#'

+

<"

,张新林(仇方道(朱传耿
'

时空交互视角下淮海经济区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演化+

)

,

'

自然资源学报(

6767

(

!H

$

]

%!

<]#B@<]]7'

+

67

,张爱婷(周俊艳(张璐(等
'

黄河流域城乡融合协调发展!水平测度*制约因素及发展路径+

)

,

'

统计与信息论坛(

6766

(

!B

$

!

%!

!8@8!'

+

6<

,张子珍(邢赵婷
'

数字经济下城乡融合系统高质量协调发展核心内涵及动态演化研究+

)

,

'

统计与信息论坛(

676!

(

!]

$

!

%!

]8@"#'

+

66

,刘明辉(卢飞
'

城乡要素错配与城乡融合发展)))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

,

'

农业技术经济(

67<"

(

!]

$

6

%!

!!@8#'

+

6!

,罗婉璐(王武林(林珍(等
'

中国城乡融合时空演化及驱动因素+

)

,

'

地理科学进展(

676!

(

86

$

8

%!

#6"@#8!'

+

68

,郭冬梅(陈斌开(吴楠
'

城乡融合的收入和福利效应研究)))基于要素配置的视角+

)

,

'

管理世界(

676!

(

!"

$

<<

%!

66@8#'

+

6H

,

5+,-1-?',9SC&@9SDC:M:VLSYL

Z

L:YL:TLC:YM:Y9RVSMC&MeCVM%:

+

)

,

')%9S:C&%WYL\L&%

Z

XL:VLT%:%XMTR

(

6776

(

#]

$

<

%!

<@!8'

+

6#

,任迎伟(胡国平
'

城乡统筹中产业互动研究+

)

,

'

中国工业经济(

677]

(

6H

$

]

%!

#H@BH'

+

6B

,袁志刚(解栋栋
'

中国劳动力错配对
1/I

的影响分析+

)

,

'

经济研究(

67<<

(

8#

$

B

%!

8@<B'

+

6]

,李锐(朱喜
'

农户金融抑制及其福利损失的计量分析+

)

,

'

经济研究(

677B

(

86

$

6

%!

<8#@<HH'

+

6"

,杨志才(柏培文
'

要素错配及其对产出损失和收入分配的影响研究+

)

,

'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67<B

(

!8

$

]

%!

6<@!B'

+

!7

,刘贯春(张晓云(邓光耀
'

要素重置*经济增长与区域非平衡发展+

)

,

'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67<B

(

!8

$

B

%!

!H@H#'

+

!<

,方创琳
'

城乡融合发展机理与演进规律的理论解析+

)

,

'

地理学报(

6766

(

BB

$

8

%!

BH"@BB#'

+

!6

,陈斌开(林毅夫
'

发展战略*城市化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

)

,

'

中国社会科学(

67<!

(

!8

$

8

%!

]<@<76'

+

!!

,

1-?.*,- 5'IL%

Z

&M:

O

VUL

Z

CX

Z

C

!

%:VULMX

Z

CTV%WXCRRXM

O

SCVM%:V%VULSM\LS

Z

&CVL

(

<]B7

)

<"<8

+

)

,

'̀P

Z

&%SCVM%:RM:

LT%:%XMTUMRV%S

N

(

<""B

(

!8

$

<

%!

<77@<!6'

+

!8

,罗明忠(刘子玉
'

要素流动视角下新型工农城乡关系构建!症结与突破+

)

,

'

农林经济管理学报(

676<

(

67

$

<

%!

<7@<]'

+

!H

,温铁军
'

农村改革要解决农业三要素流出问题+

)

,

'

农村工作通讯(

67<!

(

67

$

<

%!

!#'

+

!#

,

a+-(J)

(

,*>̀ ..̀ 0

(

K-(Ja'/%RVLSM:

O

%SRVSM

ZZ

M:

O

S9SC&3UM:C

!

5%YLS:MeM:

O

C

O

SMT9&V9SLC:YS9SC&V%9SDC:TC

Z

MVC&

W&%[R

+

)

,

'1ULYL\L&%

Z

M:

O

LT%:%XMLR

(

677#

(

88

$

<

%!

<@6#'

+

!B

,

/-(0J

(

a->̀ ..I

(

1a*,-10d'2X

Z

CTV%W

Z

9D&MTLP

Z

L:YMV9SL%:

Z

%\LSV

N

M:S9SC&2:YMC

+

)

,

'̀T%:%XMTC:Y

Z

%&MVMTC&

[LLc&

N

(

6777

(

!H

$

87

%!

!H]<@!H]]'

+

!]

,

/-(0

(

>a-(J.

(

>a-(Jb',LW%SXR

(

M:\LRVXL:V

(

C:Y

Z

%\LSV

N

M:S9SC&3UM:C

+

)

,

'̀T%:%XMTYL\L&%

Z

XL:VC:YT9&V9SC&

TUC:

O

L

(

6778

(

H6

$

6

%!

!"H@86<'

+

!"

,周振(伍振军(孔祥智
'

中国农村资金净流出的机理*规模与趋势!

<"B]

)

67<6

年+

)

,

'

管理世界
67<H

(

!<

$

<

%!

#!@B8'

+

87

,

>a-(J K'1ULMX

Z

CTV%WVUL

Z

&CVW%SXLT%:%X

N

%:9SDC:

)

S9SC&M:VL

O

SCVM%:YL\L&%

Z

XL:V

!

L\MYL:TLWS%X3UM:C'.C:Y

(

676!

(

<6

$

B

%!

<8@<B'

+

8<

,杨俊(李小明(黄守军
'

大数据*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大数据作为生产要素的一个内生增长理论+

)

,

'

经济研究(

6766

(

HB

$

8

%!

<7!@<<"'

+

86

,

023+.-,

(

1̀ ,,?

(

LVC&'1UL9SDC:

)

S9SC&M:T%XL

O

C

Z

C:YM:L

Q

9C&MV

N

M:3UM:C

+

)

,

',L\ML[%WM:T%XLC:Y[LC&VU

(

677B

(

H!

$

<

%!

"!@<6#'

+

8!

,刘彦随
'

中国新时代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

)

,

'

地理学报(

67<]

(

B!

$

8

%!

#!B@#H7'

+

88

,

>a-* K

(

)2-(J3'-:C&

N

RMR%WVULR

Z

CVMC&C:YVLX

Z

%SC&TUCSCTVLSMRVMTRC:YY

N

:CXMTLWWLTVR%W9SDC:@S9SC&M:VL

O

SCVM%:

YL\L&%

Z

XL:VM:VUL

N

C:

O

VeLSM\LSYL&VCSL

O

M%:

+

)

,

'.C:Y

(

6766

(

<<

$

B

%!

<7H8'

+

8H

,

?-(J?

(

A-* K

(

K-(J?

(

LVC&'5LCR9SLXL:V%W9SDC:@S9SC&M:VL

O

SCVM%:&L\L&C:YMVRR

Z

CVMC&YMWWLSL:VMCVM%:M:3UM:CM:

VUL:L[TL:V9S

N

+

)

,

'aCDMVCVM:VLS:CVM%:C&

(

676<

(

<<B

$

#

%!

<76867'

+

8#

,李虹(邹庆
'

环境规制*资源禀赋与城市产业转型研究)))基于资源型城市与非资源型城市的对比分析+

)

,

'

经济研究(

67<]

(

H!

$

<<

%!

<]6@<"]'

7!

统计与信息论坛



+

8B

,韩君(张慧楠
'

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区域能源消费的测度+

)

,

'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67<"

(

!#

$

B

%!

86@#<'

+

8]

,宁志中(张琦
'

乡村优先发展背景下城乡要素流动与优化配置+

)

,

'

地理研究(

6767

(

!"

$

<7

%!

667<@66<!'

+

8"

,温忠麟(叶宝娟
'

中介效应分析!方法和模型发展+

)

,

'

心理科学进展(

67<8

(

66

$

H

%!

B!<@B8H'

+

H7

,龚新蜀(张洪振(王艳(等
'

产业结构升级*城镇化与城乡收入差距研究+

)

,

'

软科学(

67<]

(

!6

$

8

%!

!"@8!'

*+,+$(-.%&#.+/&012+&-+3+-.$&",)$&45

6

$#"$17"00+(+&#"$#"%&%0'$-#%('1%8%&

9(:$&;*2($1/&#+

<

($#+47+=+1%

6

)+&#

I2(J KLM

N

M:

O

(

.2KL:PM:

O

(

.+*.MC:

OQ

M:

O

$

C'0TU%%&%W0VCVMRVMTRC:Y4CVC0TML:TL

(

D',LRLCSTU3L:VLSW%S-

ZZ

&MLY0VCVMRVMTR')MC:

O

PM+:M\LSRMV

N

%W/M:C:TLC:Y

T̀%:%XMTR

(

(C:TUC:

O

!!77<!

(

3UM:C

%

>:,#($-#

!

1ULV[%@[C

N

WSLLW&%[%W9SDC:C:YS9SC&L&LXL:VRMRT%:Y9TM\LV%MX

Z

S%\M:

O

VULLWWMTML:T

N

%W

WCTV%SC&&%TCVM%:C:Y%

Z

VMXMeM:

O

VULSL&CVM%:RUM

Z

C:Y

Z

S%X%VM:

O

VULM:VL

O

SCVLYYL\L&%

Z

XL:VDLV[LL:9SDC:

C:YS9SC&CSLCR'1ULLPMRVM:

O

SLRLCSTU%:VULMX

Z

CTV%WWCTV%SW&%[%:9SDC:@S9SC&M:VL

O

SCVM%:YL\L&%

Z

XL:V

XCM:&

N

W%T9RLR%:VULSLRLCSTU%:VULYL\L&%

Z

XL:V%W9SDC:@S9SC&M:VL

O

SCVM%:D

N

VSCYMVM%:C&WCTV%SR%W

Z

S%Y9TVM%:

(

C:YWL[&MVLSCV9SLRM:T&9YLYCVCCRC:L[WCTV%S%W

Z

S%Y9TVM%:M:VULRT%

Z

L%W9SDC:@S9SC&WCTV%S

W&%[C:YLP

Z

&%SLMVRMX

Z

CTVXLTUC:MRX%:9SDC:@S9SC&M:VL

O

SCVM%:YL\L&%

Z

XL:V'ACRLY%:VUL

Z

C:L&YCVC%W

!<

Z

S%\M:TLRM:3UM:CWS%X67<7V%676<

(

%:VULDCRMR%WXLCR9SM:

O

VULWCTV%SW&%[C:YVUL&L\L&%W9SDC:@

S9SC&M:VL

O

SCVM%:YL\L&%

Z

XL:V

(

CV[%@[C

N

WMPLY@LWWLTVX%YL&

(

CJL%

O

SC

Z

UMTC&&

N

KLM

O

UVLY,L

O

SLRRM%:X%YL&

C:YC:M:VLSXLYMCS

N

LWWLTVX%YL&CSLT%:RVS9TVLYV%LX

Z

MSMTC&&

N

VLRVVULMX

Z

CTVLWWLTVC:YXLTUC:MRX%W

WCTV%SW&%[%:9SDC:@S9SC&M:VL

O

SCVLYYL\L&%

Z

XL:V'2VT%:T&9YLRVUCV

!

/MSRV

(

VULV%VC&M:YLP%W:CVM%:C&WCTV%S

W&%[RU%[LYCR&M

O

UV

O

S%[VUVSL:Y

(

#8E %WVULCSLCRCD%\LVUL XLC: [LSL9SDC:@S9SC&M:VL

O

SCVM%:

YL\L&%

Z

XL:V

Z

M&%VCSLCR

(

M:YMTCVM:

O

VUCVVULMX

Z

&LXL:VCVM%:%W9SDC:@S9SC&M:VL

O

SCVM%:YL\L&%

Z

XL:V

Z

%&MTMLR

UCRC:MX

Z

%SVC:V

O

9MYM:

O

S%&L

(

0LT%:Y

(

1ULWCTV%SW&%[RM

O

:MWMTC:V&

NZ

S%X%VLRVULM:VL

O

SCVLYYL\L&%

Z

XL:V%W

9SDC:C:YS9SC&CSLCR

(

C:YVUMRT%:T&9RM%:MRRVM&&\C&MYCWVLSM:VS%Y9TM:

O

VULYMRVC:TLDLV[LL:9SDC:C:Y

S9SC&CSLCRCRC:M:RVS9XL:VC&\CSMCD&LW%SVULL:Y%

O

L:LMV

N

VLRV

(

C:Y9RM:

O

VULXLVU%Y%WYL&LVM:

O

W%9S

X9:MTM

Z

C&MVMLRC:YRU%SVL:M:

O

VULVMXL[M:Y%[V%TCSS

N

%9VVULS%D9RV:LRRVLRV'1UMSY

(

2:VULC:C&

N

RMR%W

R

Z

CVMC&ULVLS%

O

L:LMV

N

(

&CD%S

(

&C:YC:YYCVCL&LXL:VRC&[C

N

R

Z

&C

N

CS%&LM:

Z

S%X%VM:

O

VULM:VL

O

SCVLY

YL\L&%

Z

XL:V%W9SDC:C:YS9SC&CSLCR'-RVMXL

O

%LR%:

(

VULM:W&9L:TL%W&C:YL&LXL:VR%:9SDC:@S9SC&

M:VL

O

SCVM%:YL\L&%

Z

XL:VM:YMWWLSL:VSL

O

M%:RUCR

O

SCY9C&&

N

M:TSLCRLY

(

C:YVULRT%

Z

L%WM:W&9L:TLUCR

O

SCY9C&&

N

LP

Z

C:YLY

(

C:YVUL

Z

S%X%VM%:%W9SDC:@S9SC&M:VL

O

SCVM%:YL\L&%

Z

XL:VD

N

VLTU:MTC&WCTV%SRUCR

O

SCY9C&&

N

DLT%XL

Z

S%XM:L:V

(

RUMWVM:

O

WS%X C̀RV3UM:CC:Y0%9VU3UM:CV%(%SVULCRVC:Y0%9VU[LRV3UM:C'

/%9SVU

(

2:VUL

Z

S%TLRR%WWCTV%SW&%[CWWLTVM:

O

9SDC:@S9SC&M:VL

O

SCVM%:YL\L&%

Z

XL:V

(

L@T%XXLSTLRC&LRMRC:

MX

Z

%SVC:V[C

N

W%SWCTV%SW&%[V%CWWLTV9SDC:@S9SC&M:VL

O

SCVM%:YL\L&%

Z

XL:V

(

C:YC

O

SMT9&V9SC&XLTUC:MeCVM%:

C:YM:Y9RVSMC&RVS9TV9SLTUC:

O

LY%:%V

Z

&C

N

VULS%&L%WXLYMCVM:

O

\CSMCD&LR

(

[UMTUMRYMWWLSL:VWS%XVUL

LPMRVM:

O

SLRLCSTUSLR9&VR'1ULSLW%SL

(

M:VULW9V9SL

(

[L [M&&T%:VM:9LV%YLL

Z

L:VULT%::%VCVM%:C:Y

LPVL:RM%:

(

YL

Z

VUC:YDSLCYVU%W9SDC:@S9SC&M:VL

O

SCVM%:YL\L&%

Z

XL:V'-&[C

N

R

O

9MYLYD

N

bM)M:

Z

M:

O

1U%9

O

UV

%:0%TMC&MRX[MVU3UM:LRL3UCSCTVLSMRVMTRW%SC(L[ S̀C

(

C

ZZ

&

N

CRTML:VMWMT[%S&Y%9V&%%cC:YXLVU%Y%&%

ON

(

CYULSLV%VUL

O

9MYM:

OZ

SM:TM

Z

&L%W9:MW

N

M:

O

%\LSC&&

Z

S%X%VM%:C:Y

Z

M&%VYLX%:RVSCVM%:

(

C:Y

Z

S%X%VLV

NZ

MTC&

LP

Z

LSML:TLRW%SXLYM:

Z

SCTVMTL'1ULT%:T&9RM%:R%WVUMRRV9Y

NZ

S%\MYLCVUL%SLVMTC&C:YLX

Z

MSMTC&SLWLSL:TL

W%SVULLRVCD&MRUXL:V%WVULXLTUC:MRX%WV[%@[C

N

SCVM%:C&W&%[%W9SDC:C:YS9SC&L&LXL:VRC:YVUL

MX

Z

S%\LXL:V%WVULM:RVMV9VM%:C&XLTUC:MRX%W9SDC:@S9SC&M:VL

O

SCVLYYL\L&%

Z

XL:V'

?+

@

8%(4,

!

L&LXL:VRW&%[

&

R

Z

CVMC&ULVLS%

O

L:LMV

N

&

9SDC:@S9SC&M:VL

O

SCVLYYL\L&%

Z

XL:V

&

Z

%&MT

N

L\%&9VM%:

&

9SDC:@S9SC&SL&CVM%:RUM

Z

$责任编辑#姚树俊%

<!

平卫英(李文星(罗良清!要素流动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机理与空间分异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