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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富裕背景下公共服务均等化对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作用机制与实践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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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基于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了公共

服务均等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作用机制及空间差异。结果表明：第一，公共服务均等化

水平的提升能够有效降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第二，公共服务均等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存

在空间异质性，在西部地区、人口净流出较多的地区，公共服务均等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更为显著；第三，公共服务均等化可以通过促进劳动力流动与人力资本积累两个渠道影响城乡

收入差距。研究结论为国家和政府在新时期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全面推

动社会建设、促进共同富裕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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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加快实现城乡融合发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需要经济、生态、人才等多方面的资源整合，城乡

公共服务融合发展既是带动资金、技术等生产要

素双向流动，促进乡村振兴的关键环节，又是推进

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有效路径。长期以来，城

乡制度、服务、福利的二元机制严重阻碍了城乡间

各要素的双向流动，使得农村公共服务资源配置

严重劣于 城 市，造 成 了“农 村 人 口 外 流—经 济 贫

困—公共服务落后”的恶性循环。我国当 下 最 主

要的不平衡就是城乡发展的不平衡，最主要的不

足就是农村发展的不足，城乡差距已经成为影响

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突出壁垒。２０２１年，我国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已达３５　１２８元，但城乡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仍为２．５０，城镇居民收入比

农村居民高了２８　４８１元。值得注意的是，公共服

务领域的相关制度具有普惠性，不仅能够保障民

生、改善人民的生活品质，也能长足性地提升人的

发展能力，且单位公共服务供给对乡村、偏远地区

等公共 服 务 劣 势 地 区 居 民 的 福 利 效 应 更 大。因

此，提升乡村、偏远地区公共服务水平、推进公共

服务均等化是解决城乡发展不均衡问题的首要选

择之一。《“十四五”公共服务规划》中，国家发改

委更是将“建标准、补短板、提效能”作为“十四五”

期间的重要工作内容，党的二十大报告也明确指

出，到２０３５年中等收入群体比重明显提高，基本

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这为以公共服务均等化促

进城乡融合发展带来了新机遇与新挑战，公共服

务均等化已成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必然要

求。然而，现实生活中由于经济、制度等 原 因，城

乡间公共服务水平与收入差距依旧较为明显，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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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公共服务均等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直接影响并

明确其作用机制，不仅对降低城乡收入差距具有

重要意义，同时对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与共同富裕

具有积极影响。
现有研究均显示公共服务均等化与城乡收入

差距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学者们认为基于

城乡二元理论，城镇化水平、产业结构、税收结构

等结构性因素在公共服务均等化对城乡收入差距

的影响中发挥着中介效应。部分学者从多项公共

服务项目出发，建立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探讨其对

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１］，目前有两种主流观点：一
种认为，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呈

线性关系，即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的提升能够促

进城乡收入差距下降［２］；另一种则认为，受城乡发

展软环境影响，公共服务差距与城乡收入差距的

关系为非线性的［３］。综合来看，“人”作为 公 共 服

务的享受主体与城乡收入差距缩小的贡献主体，
在相关研究中常常被忽略，人力资本与劳动力流

动在此过程中发挥的具体作用值得进一步探索：
一方面，城乡人力资本差异是城乡收入差距扩大

的主要原因［４］，教育对城乡收入差距的贡 献 高 达

４３．９％［５］，教育回报率的“马太效应”证明，人力资

本投资多向穷人倾斜能显著缩小收入 差 距［６］；另

一方面，劳动力迁移流动能够带动城乡要素资源

双向流动［７］，无论劳动力迁移的动机如何，迁移结

果均有利于平衡城乡居民收入水平［８］，农 村 居 民

向城市的迁移可以通过增加城乡间技能、信息流

动［９］，改善城乡收入不平等现状。为此，本文构建

公共服务均等化测度指标体系，测评公共服务均

等化指数，探究公共服务均等化与城乡收入差距

的关系及具体作用机制，为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与

乡村振兴提供参考。

二、理论机制与研究假设

福利经济学第二定理指出，在完全竞 争 的 市

场条件下，自由市场可以使资源配置达到帕累托

最优状态，每个人的福利则取决于其初始资源禀

赋，政府如果想要调节社会成员间的福利水平，就
必须对个人的原始资源配置状态进行干预调整。
因此，公共服务均等化本质上是政府在考虑资源

配置与个人需求的基础上使用“看得见的手”对资

源禀赋配置失当现象进行的调解与纠正，最终目

的是将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调整到帕累托最优状

态，实现社会总体福利最大化。公共服务均等化

程度越高，社会资源配置失效现象越少：一方面，
其可以提 高 社 会 成 员 总 收 入 进 而 增 加 社 会 总 福

利；另一方面，在政府调控过程中，社会成员内部，
包括城乡居民之间的初始资源禀赋不均等现象能

够得到一定调整，反映在个人效用上即会使社会

成员 的 收 入 均 等 化 程 度 提 升，由 此，提 出 研 究 假

设１。
假设１：公共 服 务 均 等 化 能 够 缩 小 我 国 城 乡

居民收入差距。
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核心是机会均等，公 共 服

务均等化水平的提升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我国社会

流动性，带动不同地区间要素的流动［１０］。劳动力

流动有利于缩小部门间的要素差异，随着低产出

部门劳动力前往高产出部门，低产出部门劳动力

的边际产出即工资水平将得到提升，同时也会增

强低产出部门要素资源建设，进一步达到缩小部

门间经济与收入差距的作用［８］。人口迁移理论认

为，人口流动的根本目的是改善其生活条件，提升

自身生活水平。我国城镇地区就业机会更多、薪

酬水平更高，因此劳动力将会由乡村地区向城镇

地区迁移流动，这种合理的迁移流动能够推动我

国经济发展，缓解区域间居民收入差异过大的现

象。已有研究表明，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提升人口

流动意愿的最重要因素之一［１１］，公共服务均等化

水平的提升，意味着城乡融合发展障碍的减少，能
够为城乡要素资源双向流动提供基础条件，进而

实现人口与生产要素耦合协调发展，提升劳动力

资源配置效率，为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提供外部支

持。因此，提出研究假设２。
假设２：人口 合 理 有 序 流 动 在 公 共 服 务 均 等

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中发挥着中介作用。
目前，个人及家庭努力与公共服务供 给 是 我

国人力资本积累的两个主要路径，依靠个人及家

庭努力进行人力资本积累的过程较为缓慢，容易

形成人力资本差距［１２］，最终反映为经济机会不平

等［１３］，同时，依靠 个 人 努 力 的 人 力 资 本 积 累 容 易

产生“马太效应”，加剧社会分化。公共服务在此

时能够发挥关键的调节作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

化水平的提高意味着区域间教育、医疗等基本保

障分布的均等、普及与共享。这种调节作用可以

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公共服务均等化能够有效

提升乡村 与 偏 远 地 区 居 民 所 享 受 的 公 共 服 务 水

平，提高该地区居民的生活质量，激发经济发展潜

能；二是教育、医疗卫生、人居环境等公共服务的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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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能够促进农村地区人力资本积累，强化人力

资源开发潜力，提升劳动生产率，为缩小城乡收入

差距提供内生动力。因此，提出研究假设３。
假设３：人力 资 本 积 累 在 公 共 服 务 均 等 化 对

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中发挥着中介作用。

　　三、研究设计

（一）变量选取

　　１．被解释变量

本文 的 被 解 释 变 量 是 城 乡 居 民 收 入 差 距

（ｇａｐ），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借鉴钱力等［３］的

做法，使用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值来衡

量，比值越大，城乡收入差距越高，反之越低。

２．解释变量

本文关注公 共 服 务 均 等 化 对 城 乡 收 入 差 距

的影 响，以《国 家 基 本 公 共 服 务 标 准（２０２１）》为

依据，综合考虑指 标 的 科 学 性、系 统 性 与 可 得 性

等原则，从公共教 育、公 共 卫 生、公 共 文 化、社 会

保障、基础 设 施５个 维 度 构 建 公 共 服 务 均 等 化

测度体 系。公 共 教 育 维 度 选 取 生 师 比、学 校 密

度等７个三级指 标，幼 有 所 育、学 有 所 教 是 人 力

资本积累、收入增 加 的 重 要 基 础；公 共 卫 生 维 度

选取公 共 卫 生 财 政 支 出 等４个 指 标，预 防—诊

治—康复—健康促进 服 务 水 平 提 升 是 健 康 人 力

资本积累 和 收 入 增 加 的 前 提；公 共 文 化 维 度 选

取博物馆、图书馆 密 度 等３个 指 标，文 化 服 务 是

人口素质提升、思 想 观 念 转 变、技 能 水 平 提 升 的

重要保 障；社 会 保 障 选 取 基 本 养 老 保 险、工 伤

保 险 等５个 指 标，老 有 所 养、住 有 所 居、弱 有 所

扶 是 提 升 居 民 应 对 各 种 社 会 风 险 能 力，保 障 劳

动 力 再 生 产，居 民 增 收 的 重 要 支 撑；考 虑 到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的 增 收 作 用 体 现 在 公 共 服 务 的 方

方 面 面，因 此 将 人 均 公 路 里 程 等５个 三 级 指 标

加 入 指 标 体 系，指 标 选 择 与 赋 权 结 果 如 表１
所 示。

表１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指标选取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方向 权重

基本公共服务

均等化指数

公共教育维度

（０．２５７　９）

公共卫生维度

（０．１７６　７）

公共文化维度

（０．２８９　７）

社会保障维度

（０．１５１　２）

基础设施维度

（０．１２４　５）

小学生师比 － ０．０１７　２

初中生师比 － ０．０１０　９

每平方公里小学数目（所） ＋ ０．０６１　６

每平方公里初中数目（所） ＋ ０．０８８　９

人均地方教育支出（元） ＋ ０．０２５　５

每十万人口小学平均在校生数（人） ＋ ０．０３１　４

每十万人口初中平均在校生数（人） ＋ ０．０２２　４

每十万人执业医师和全科医生数 ＋ ０．０２８　８

每十万人床位数 ＋ ０．０１３　３

人均公共卫生财政支出 ＋ ０．０２８　５

专业公共卫生机构密度 ＋ ０．１０６　２

人均图书藏量（册） ＋ ０．０４５　１

博物馆密度 ＋ ０．１７４　３

公共图书馆密度 ＋ ０．０７０　３

基本养老保险覆盖率 ＋ ０．０３２　７

工伤保险参保率 ＋ ０．０１７　２

城镇基本医疗保险覆盖率 ＋ ０．０３６　０

生育保险参保率 ＋ ０．０４２　１

失业率 － ０．０２３　２

人均公路里程 ＋ ０．０７２　３

燃气普及率 ＋ ０．００３　２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 ０．０１７　０

互联网接入率 ＋ ０．０２４　７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 ０．００７　４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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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调节变量

经济发展水平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地区

发展的先进程度，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公共

服务供给标准也会相应较高，缩小了城乡发展软

环境差 异，从 而 降 低 城 乡 差 距，本 文 采 用 人 均

ＧＤＰ的对数值表征经济发展水平，并以此作为调

节变量。

４．中介变量

理论分析表 明 公 共 服 务 均 等 化 能 通 过 畅 通

劳动力流 动 渠 道、提 升 人 力 资 本 积 累 两 种 途 径

降低城乡 收 入 差 距，故 选 择 以 上 两 指 标 作 为 中

介变量。考 虑 到 数 据 的 连 续 性 与 可 获 得 性，参

照黎昊［８］的 研 究，以 劳 动 力 流 动 率 表 示 劳 动 力

流动，劳动力流动 率＝（乡 村 从 业 人 员 数 与 乡 村

第一产 业 从 业 人 员 数 之 差）／乡 村 从 业 人 员 数。
参照伍 薆 霖［１］的 研 究，以 人 均 受 教 育 年 限 代 表

人力资本积累。

５．控制变量

城镇化水平 越 高，意 味 着 工 业 化 水 平 越 高，
城乡居民 均 能 够 获 取 更 高 收 益，从 而 降 低 城 乡

收入差距，所以需 要 将 城 镇 化 率 纳 入 回 归 模 型，
采用城镇人口占 总 人 口 之 比 表 示。产 业 结 构 升

级是一个 长 期 的 过 程，其 对 收 入 差 距 的 影 响 表

现出双面 性，一 方 面 产 业 结 构 升 级 更 多 围 绕 中

心城市展开，扩大 了 收 入 差 距；另 一 方 面 产 业 结

构升级吸 引 农 村 剩 余 劳 动 力 向 非 农 岗 位 转 移，
提高农村居民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所以，模
型 中 需 要 考 虑 产 业 升 级，采 用 第 三 产 业 总 值 占

ＧＤＰ的比重 表 示 产 业 结 构 升 级 情 况。对 外 贸 易

一方面主要在城镇地区进行，其占比的提升能够

增加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另一方面由于对外贸易

的加工制成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行业，因此其对

我国农村地区剩余劳动力的吸纳作用较强，能够

提升我国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降低收入差距，以
各省份进出口总额占ＧＤＰ的比值代表对外贸易。
转移支付具有明显的再分配效应，对我国城乡收

入差距具有重要影响，以中央对地方财政一般性

转移支付的人均数额表示。

（二）模型设定

公共服务均等化与城乡收入差距间存在相关

性，构建模型如下：

ｇａｐｉ，ｔ ＝α０＋α１ｅｑｕｉ，ｔ＋α２ＧＤＰｉ，ｔ＋

α３ＧＤＰｉ，ｔｅｑｕｉ，ｔ＋∑βｎＸｎｉ，ｔ＋εｉ，ｔ＋μｉ
式中，下 标ｉ与ｔ分 别 表 示ｉ省 份 与ｔ年（ｔ＝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ｇａｐｉ，ｔ为 被 解 释 变 量，代 表ｉ省

份在ｔ年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ｅｑｕｉ，ｔ为本文的核

心解释变量，代 表ｉ省 份 在ｔ年 的 公 共 服 务 均 等

化程度；ＧＤＰｉ，ｔ为ｉ省 份 在ｔ年 人 均ＧＤＰ 的 对

数；ＧＤＰｉ，ｔｅｑｕｉ，ｔ为交叉项；Ｘｎｉ，ｔ为可能对我国城乡

收入差距产生影响的控制变量，分别为城镇化率、
产业结构、对 外 贸 易 与 转 移 支 付；μｉ 为 地 区 固 定

效应；εｉ，ｔ为随机误差项。
考虑到公共服务均等化会影响城乡劳动力流

动与人力资本积累，从而影响到城乡收入差距，使
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公共服务均等化对城乡收入

差距的影响机理，设定模型如下：

Ｌｉ，ｔ ＝β０＋β１ｅｑｕｉ，ｔ＋∑ϑｎＸｎｉ，ｔ＋εｉ，ｔ＋μｉ
ｇａｐｉ，ｔ ＝γ０＋γ１ｅｑｕｉ，ｔ＋

∑χｎＸｎｉ，ｔ＋γ２Ｌｉ，ｔ＋εｉ，ｔ＋μｉ
Ｈｉ，ｔ ＝φ０＋φ１ｅｑｕｉ，ｔ＋∑ξｎＸｎｉ，ｔ＋εｉ，ｔ＋μｉ

ｇａｐｉ，ｔ ＝τ０＋τ１ｅｑｕｉ，ｔ＋

∑ωｎＸｎｉ，ｔ＋τ２Ｈｉ，ｔ＋εｉ，ｔ＋μｉ
式中，Ｌｉ，ｔ表 示 劳 动 力 流 动 率；Ｈｉ，ｔ为 人 力 资 本 水

平，控制变量与前文保持一致。

（三）数据说明与描述性统计

选取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中国３１个省（市、区）面

板数据分析公共服务均等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

响。公共服务均等化指标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

统计年鉴》《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及各省份统计

年鉴，转移支付数据来源于国家财政部。由于经

济发展、转移支付数值较大，因此对其取对数缩小

指标尺度，便于分析。
从各个变量 整 体 情 况 来 看（见 表２），城 乡 收

入差距的最小值为１．８４５，对应的省份是２０１５年

的天津；城乡收入差距最大的是３．６７２，对应２０１１
年的甘肃。就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而言，其最大

值是最小值的５．５８倍，可见城乡间的公共服务差

距与收入差距均显著存在，政府应采取相应措施

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推动共

同富裕进程。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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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收入差距 ｇａｐ　 ２.６０４　 ０.３８２　 １.８４５　 ３.６７２

公共服务均等化 ｅｑｕ　 ０.２４３　 ０.０９７　 ０.１３０　 ０.７２５

经济发展水平 ＧＤＰ　 １０.８２７　 ０.４３９　 ９.７０６　 １２.０１３

城镇化率 Ｕｒｂａｎ　 ０.５８１　 ０.１３１　 ０.２２８　 ０.８９６

产业结构 Ｉｓｔ　 ０.９０３　 ０.０５１　 ０.７３９　 ０.９９７

对外贸易 Ｔｒａｄｅ　 ０.２６４　 ０.２９５　 ０.００８　 １.５４９

转移支付 Ｔｒｐ　 ８.４９９　 ０.６８１　 ７.０８７　 １０.９１９

劳动力流动 Ｌ　 ０.６８０　 ０.５０１　 ０.１９９　 ０.８３８

人力资本积累 Ｈ　 ８.７８３　 ０.７９７　 ４.７８３　 １１.０３６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基准回归分析

　　在进 行 回 归 之 前，分 别 使 用Ｐｅｓａｒａｎ、Ｗｏｏｌ－
ｄｒｉｄｇｅ和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ｗａｌｄ检验对模型的截面相关

性、异方差和序列相关性进行检验，结果均显示ｐ

值为０．０００，即无法排除面板数据截面相关、异方

差与序列相关的可能，Ｄａｎｉｅｌ研究发现，如果面板

数据存在以上问题，则尽管固定效应模型与随机

效应模型 等 传 统 估 计 方 法 能 够 得 到 一 致 的 估 计

量，但其基于标准差的统计推断失效，因此本文使

用“Ｄｒｉｓｃｏｌｌ－Ｋｒａａｙ标准 误”固 定 效 应 模 型 检 验 公

共服务均等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见表３。
表３　基准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固定效应

模型（１） 模型（２）

“Ｄｒｉｓｃｏｌｌ－Ｋｒａａｙ标准误”固定效应

模型（３） 模型（４）

ｅｑｕ －１.１５９　６＊＊＊ －０.５３０　０＊＊＊ －１.１５９　６＊＊＊ －０.５３０　０＊＊＊

ＧＤＰ －０.２６３　４＊＊＊ －０.２１０　１＊＊＊ －０.２６３　４＊＊＊ －０.２１０　１＊＊＊

ＧＤＰ×ｅｑｕ　 ０.８４５　３＊＊＊ ０.４０１　６＊＊＊ ０.８４５　３＊＊＊ ０.４０１　６＊＊＊

Ｕｒｂａｎ －０.８５４　４＊＊ －０.８５４　４＊＊

Ｉｓｔ　 １.７８７　８＊＊＊ １.７８７　８＊＊＊

Ｔｒａｄｅ －０.０５８　１＊＊＊ －０.０５８　１＊＊＊

Ｔｒｐ －０.０７２　２＊＊ －０.０７２　２＊＊

常数项 ５.７１１　５＊＊＊ ４.５０６　０＊＊＊ ５.７１１　５＊＊＊ ４.５０６　０＊＊＊

Ｎ　 ３１０　 ３１０　 ３１０　 ３１０

Ｒ２　 ０.２８４　 ０.４９９　 ０.３５７　 ０.５１１

　　　　　注：＊＊＊、＊＊ 和＊ 分别表示１％、５％和１０％的显著水平。

　　表３中，模型（１）和模型（２）分别报告了使用传

统固定效应模型仅考虑核心解释变量和加入所有控

制变量后的回归结果，显示公共服务均等化对城乡

收入差距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模型（３）和模型（４）
为“Ｄｒｉｓｃｏｌｌ－Ｋｒａａｙ标准误”固定效应回归结果，模型

（３）的回归系数仍显著为负，表明公共服务均等化水

平的提升能够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人均ＧＤＰ
在公共服务均等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中具有显

著的调节作用，其与公共服务均等化指数的交乘项

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人均ＧＤＰ在公共服务影响城乡

收入差距过程中起正向调节作用，即在人均ＧＤＰ更

高的地区，公共服务均等化带来的城乡收入差距缩

小效应更加明显，这与钱力等的研究结论一致。在

加入一系列控制变量后（见模型（４）），公共服务均等

化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的负相关关系依旧成立，假
设１得验。从控制变量来看，城镇化率（Ｕｒｂａｎ）的回

归系数显著为负，即城镇化水平越高，城乡收入差距

越小，因此在未来要全面推进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

展，不断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产业结构（Ｉｓｔ）对城乡收

入差距的影响显著为正，这可能是因为产业结构升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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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更多发生在中心城市，产业集聚带来的收入提升

效应对城镇居民的影响更加直接；对外贸易（Ｔｒａｄｅ）
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也显著为负，这主要是因为

我国对外贸易多集中于劳动密集型行业，对我国农

村地区剩余劳动力的吸纳作用较强，对农村居民的

收入提升效果强于城镇居民，因此对外贸易水平的

提高能够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转移支付（Ｔｒｐ）的回归

系数显著为负，即转移支付水平越高城乡收入差距

越小，转移支付具有明显的再分配作用，转移支付水

平的提升能够促进城乡发展与收入分配均等，因此

能够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二）稳健性检验

为保证研究结果的稳健性，选择替换 被 解 释

变量、剔除异常值、增加控制变量、剔除部分样本

四种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具体如下：模型（１）替

换被解释变量，以城乡收入的泰尔指数来衡量城

乡居民收入差距；模型（２）剔除异常值，在测算出

的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中剔除最高与最低两个省

市（上海与贵州）；模型（３）增加控制变量，增加失

业率（Ｕｎｅｍｐ）与金融结构（Ｆｉａｎｃｅ）两个控制变量

以剔除两者影响；模型（４）剔除部分样本，受新冠

疫情影响，我国２０２０年整体收入水平受到了较大

冲击，因此剔除２０２０年数据进行再次验证。估计

结果如表４所示，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的回归系

数在四种稳健性检验下均显著为负，意味着公共

服务均等化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的负向影响是稳

健的，同时，各控制变量的正负与显著性与基准回

归结果没有太大差异，进一步验证了基准回归结

果的稳健性。

表４　稳健性检验

变量
模型（１）

替换被解释变量

模型（２）

剔除异常值

模型（３）

增加控制变量

模型（４）

剔除部分样本

ｅｑｕ －０.１０６　８＊＊ －０.５４６　２＊＊＊ －０.５６１　１＊＊＊ －０.８１５　３＊＊＊

ＧＤＰ －０.０３０　８＊＊＊ －０.２２２　９＊＊＊ －０.２１７　１＊＊＊ －０.２３１　０＊＊＊

ＧＤＰ×ｅｑｕ　 ０.１０２　５＊＊＊ ０.３１５　７＊＊ ０.０４２５　３＊＊＊ ０.６０３　６＊＊

Ｕｒｂａｎ －０.１９０　６＊＊＊ －０.７６１　３＊＊ －０.８８７　９＊＊ －０.５８８　１＊

Ｉｓｔ　 ０.１０７　０＊＊＊ １.７６４　７＊＊＊ １.８２１　０＊＊＊ １.４００　０＊＊＊

Ｔｒａｄｅ －０.０２１　０＊＊＊ －０.１２２　９＊＊＊ －０.０６３　４＊＊＊ －０.０４２　５＊＊

Ｔｒｐ　 ０.０００　２＊ －０.０８４　５＊＊ －０.０５８　６＊＊＊ －０.００５　３＊

Ｕｎｅｍｐ －２.０２１　５＊＊＊

Ｆｉａｎｃｅ －０.０２０　２＊＊

常数项 ０.４６８　５＊＊＊ ４.７３２　８＊＊＊ ４.５４５　１＊＊＊ ４.４２３　７＊＊＊

Ｎ　 ３１０　 ２９０　 ３１０　 ２７９

Ｒ２　 ０.２１４　 ０.４９３　 ０.２４９　 ０.５６３

　　　　　注：＊＊＊、＊＊ 和＊ 分别表示１％、５％和１０％的显著水平。

　　（三）异质性分析

以上基于 全 国 各 省 份 的 平 均 效 应 进 行 了 研

究，得出了公共服务均等化与城乡收入差距负相

关的初 步 结 论。由 于 我 国 不 同 地 区 存 在 政 策 条

件、资源禀赋、发展阶段等方面的差异，无论是公

共服务水平还是城乡收入差距都表现出明显的区

域差异性，因此公共服务均等化对城乡收入差距

的影响也可能存在区域异质性，故进一步进行异

质性分析。

１．地区异质性分析

按照国家统计局的做法，将全国划分为东部、
中部、西部与东北地区，分别检验各个地区公共服

务均等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如表５模

型（１）～（４）。分析回归结果发现，公共服务均等

化对城乡 收 入 差 距 的 影 响 存 在 明 显 的 空 间 异 质

性，除东北地区和东部地区回归结果显著性较小

外，中部、西部地区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的提升均

对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对西部地区

城乡差距的影响最为显著，中部次之。这可能是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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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我国西部地区公共服务基础较差，公共服务

的可及性弱，公共服务的增收效应还有很大的释

放潜力；而对我国东部地区而言，公共服务均等化

水平主要表现为其内部省市发展差异，整体上东

部地区公共服务的水平与可及性已经较高，因此

提升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

用较西部地区略显薄弱。在接下来的发展中，要

首先保证公共服务可及性问题，优先提升中西部

地区公共服务整体水平，结合我国中西部发展战

略统筹规划公共服务供给，对东部地区而言，则要

进一步提升省份之间的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减

少区域差异带来的城乡收入差距。

２．人口流动异质性分析

人口是国家发展的基础性、全 局 性、长 期 性、
战略性要素，是重要的社会物质条件，因此以第七

次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按照净流入率的大小排

序，将各省份划分为人口净流入地区与人口净流

出地区，分别检验公共服务均等化对城乡收入差

距的影响，结果如表５模型（５）和模型（６）。回归

结果表明，公共服务均等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

用存在人口流动产生的空间异质性，尽管无论是

在人口净流入地区还是人口净流出地区，公共服

务均等化皆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此作用

在人口净流出地区表现得更加明显。这可能是因

为人口流出较为严重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公共

服务水平较低，在该类地区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

不仅能够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更多工作岗位，
还能够吸引外流要素向农村回流，带动资本等生

产要素的省域、城乡双向流动，从而缩小城乡收入

差距。因此，在未来应着重推动人口净流出地区

公共服务均等化，以公共服务吸引人才回流，平衡

城乡收入差距。
表５　异质性检验结果

解释变量
模型（１）

东部

模型（２）

中部

模型（３）

西部

模型（４）

东北

模型（５）

人口净流入

模型（６）

人口净流出

ｅｑｕ －０.３３２　２＊ －０.４８７　４＊＊ －１.６５７　７＊＊＊ ２.１９１　１＊ －０.４３３　９＊ －０.５１４　２＊＊

ＧＤＰ －０.０９８　８＊＊ ０.０３１　０＊＊ －０.２６５　７＊＊＊ ０.０２９　１＊ －０.１８４　３＊＊＊ －０.１３６　７＊＊＊

ＧＤＰ×ｅｑｕ　 ０.１１０　０＊＊＊ ０.４５５　３＊＊＊ １.０５４　３＊＊＊ －４.７０２　７＊＊ ０.３１６　２＊＊ １.３８３　３＊＊＊

Ｕｒｂａｎ －０.６７２　７＊ －２.４４８　４＊＊＊ －０.１９０　５＊ －３.０１６　７＊＊ －０.５６４　６＊＊ －１.６２７　２＊＊＊

Ｉｓｔ －０.８５４　９＊＊ ２.３９５　１＊＊＊ ２.４９２　３＊＊＊ １.５３０　７＊ ０.９９５　２＊ １.７３１　８＊＊＊

Ｔｒａｄｅ　 ０.０１０　１＊＊ －０.４０９　６＊＊ －０.１５５　５＊＊ ０.２０８　５＊＊ －０.０７３　８＊＊ －０.１１１　８＊＊＊

Ｔｒｐ －０.０２９　１＊＊＊ ０.０１０　３＊ －０.１５１　９＊ －０.０９６　０＊ －０.０９７　１＊ ０.００３　０＊

常数项 ５.０５５　２＊＊＊ １.３６３　１＊＊ ５.３６７　１＊＊＊ ２.９２７　５＊ ４.９３２　９＊＊＊ ３.５５６　５＊＊＊

Ｎ　 １００　 ６０　 １２０　 ３０　 １２０　 １９０

Ｒ２　 ０.８３７　６　 ０.９０５　８　 ０.８７９　３　 ０.７８０　９　 ０.７３８　９　 ０.８６５　６

　　　　注：＊＊＊、＊＊ 和＊ 分别表示１％、５％和１０％的显著水平。

　　（四）作用机制分析

为进一步探 究 公 共 服 务 均 等 化 对 城 乡 收 入

差距的影 响 机 制，使 用 中 介 效 应 模 型 检 验 劳 动

力流动 与 人 力 资 本 积 累 在 此 过 程 中 发 挥 的 作

用，表６为回归 结 果。观 察 回 归 结 果 可 知，公 共

服务均等化对劳 动 力 流 动 与 人 力 资 本 积 累 的 影

响系数均显著，中 介 作 用 存 在，具 体 而 言：第 一，
劳动力 流 动 效 应，模 型（１）结 果 表 明，公 共 服 务

均等化对 劳 动 力 流 动 有 显 著 正 向 影 响，即 公 共

服务均等 化 水 平 的 提 升 促 进 了 劳 动 力 的 流 动，
模型（２）中公 共 服 务 均 等 化 与 劳 动 力 流 动 的 系

数均显著 为 负，表 明 公 共 服 务 均 等 化 水 平 的 提

升能够有效缩 小 城 乡 收 入 差 距。劳 动 力 流 动 发

挥了部分中介效应，这是因为劳动力的迁移流动

畅通了地区、城乡间的要素流动渠道，在一定程度

上缓解了制度障碍、劳动力结构性矛盾等问题造

成的不均等，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研究假设２得

证。第二，人力资本积累效应，模型（３）结果表明，
公共服务均等化对人力资本积累具有显著正向影

响，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的提升使得居民在人居

环境、医疗条件、教育水平等方面得到有效改善，
有利于农村及偏远地区人力资本积累，缩小了城

乡间的不均等程度。模型（４）中公共服务均等化

系数与人力资本系数均显著为负，证明公共服务

均等化水平的提高能够降低城乡收入差距，人力

资本在 此 过 程 中 起 部 分 中 介 效 应，研 究 假 设３
得证。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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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作用机制检验结果

变量
模型（１）

Ｌ

模型（２）

ｇａｐ

模型（３）

Ｈ

模型（４）

ｇａｐ
ｅｑｕ　 ０.０８２　５＊＊＊ －０.３９９　３＊＊ １.５８３　６＊＊＊ －０.３７４　２＊＊

Ｕｒｂａｎ　 ０.３９７　４＊＊＊ －１.５４８　９＊＊＊ －０.３６６　３ －１.８５０　０＊＊＊

Ｉｓｔ　 ０.０５５　５＊＊ １.１３８　８＊＊＊ １.７６６　８＊＊＊ １.２２５　３＊＊＊

Ｔｒａｄｅ　 ０.００９　０＊ －０.０１６　１ －０.３３１　９＊＊＊ －０.０３７　５＊＊

Ｔｒｐ　 ０.００１　８＊＊ －０.０８４　７＊＊ ０.２４７　５＊ －０.０６４　３＊

Ｌ －０.５７８　０＊＊

Ｈ －０.０４８＊＊＊

常数项 ０.１８１　９＊＊＊ ３.５８４　８＊＊＊ ４.９９９　３＊＊＊ ３.６３７　１＊＊＊

样本量 ３１０　 ３１０　 ３１０　 ３１０
Ｒ２　 ０.７５６　３　 ０.７９７　６　 ０.３７７　６　 ０.７９９　５

　　　　　注：＊＊＊、＊＊ 和＊ 分别表示１％、５％和１０％的显著水平。

　　五、结论与建议

基于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 省 级 层 面 数 据 构 建 公 共

服务均等化指数，运 用 固 定 效 应 与 中 介 效 应 模 型

进行了实证分析与 异 质 性 讨 论，多 维 度 检 验 了 公

共服务均等化对城 乡 收 入 差 距 的 影 响，主 要 得 出

以下结论：第一，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的提升能够

有效降低我国城乡 居 民 收 入 差 距，这 一 结 论 在 一

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第二，公共服务均等

化对城乡收入差距 的 影 响 存 在 空 间 异 质 性，在 西

部地区、人口净流出 地 区 公 共 服 务 均 等 化 对 城 乡

收入差距的影响最为显著；第三，劳动力流动与人

力资本积累在公共服务均等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

影响中发挥部分中 介 作 用，二 者 都 有 利 于 城 乡 收

入差距的缩小。
基于理论与实证的研究结果，提出以下对 策

建议：
（１）优化公共服务资源空间配置，稳步推进我

国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持续补齐农村公共服务

短板，扭转乡村公共服务供给劣势，以优质公共服

务供给 助 推 城 乡 公 共 服 务 均 等 化 水 平 提 升。为

此，一方面要进一步 把 握 乡 村 振 兴 与 振 兴 中 西 部

契机，提高中央对偏 远 及 经 济 发 展 落 后 地 区 的 转

移支付，加强以 上 区 域 公 共 服 务 供 给；另 一 方 面，
加速新型城镇化建 设，在 提 高 农 业 转 移 人 口 市 民

化程度的同时，持续优化城镇化空间布局，带动公

共服务均 等 化 水 平 的 提 升，降 低 城 乡 收 入 差 距。
研究结果表明，公共 服 务 均 等 化 水 平 的 提 升 能 够

有效降低我国城乡 居 民 收 入 差 距，然 而 目 前 我 国

公共服务均等化水 平 整 体 依 旧 较 低，区 域 间 公 共

服务均等化程度差 别 较 大，严 重 影 响 到 我 国 社 会

公平。为此，一 方 面 要 进 一 步 把 握 乡 村 振 兴 与 区

域协调发展契机，提 高 中 央 对 偏 远 及 经 济 发 展 落

后地区的转移支付，有 重 点 地 加 强 区 域 公 共 服 务

供给；另一方面，加 速 新 型 城 镇 化 建 设，在 提 高 农

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的 同 时，持 续 优 化 城 镇 化 空 间

布局，带动城乡公共服务融合发展，降低城乡收入

差距。
（２）健全公共服务共享共建发展机制，推动区

域公共服务协同发展。要逐步打破行政区域带来

的公共服务壁垒，将 国 家 政 策 与 地 区 实 际 情 况 结

合，推进公共服务协同发展改革，消除制约要素流

动的制度障碍，合理 规 划 公 共 服 务 供 给 与 基 础 设

施建设布局，提升公共服务供给效率。同时，持续

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升公共服务建设投入，增强

地区吸引力，助 力 城 乡 收 入 差 距 缩 减。优 先 提 升

西部、人口净 流 出 地 区 公 共 服 务 可 及 性。公 共 服

务均等化对城乡收 入 差 距 的 降 低 作 用 在 西 部、人

口净流出地区更加 显 著，因 此 未 来 应 更 注 重 西 部

地区公共服务可及 性 问 题，坚 持 效 率 与 公 平 相 结

合的原则，以 尽 可 能 少 的 投 入 获 得 最 大 的 效 益。
考虑到西部地区地 广 人 稀 的 特 征，应 合 理 规 划 公

共服务供给与基础 设 施 建 设 的 布 局，提 升 公 共 服

务供给效率，而对东部与中部地区而言，要注重区

域协调发展，增加先 进 省 份 对 于 落 后 地 区 的 带 动

作用与财政支持，从 而 保 障 区 域 均 等 化 水 平 的 提

升。对于人口净 流 出 地 区 而 言，要 持 续 深 化 财 税

体制改革，提升公共服务建设投入，增强地区吸引

力，吸引外流人才回流，助力城乡收入差距缩减。
（３）畅通城乡 要 素 流 动 渠 道。人 口 是 最 重 要

的社会物质条件，同样是技术、资源等要素流动的

载体，公共服务均等 化 可 以 促 进 城 乡 劳 动 力 流 动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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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人力资 本 水 平 提 升，从 而 缩 小 城 乡 收 入 差 距。
因此，要构建城乡人口自由流动、合理分布的公共

服务均等化机制，促进农业剩余劳动力非农转移，
吸引优质人才回流 建 设 农 村，推 进 城 乡 间 人 口 双

向流动，促进城市技术向农村转移。同时，要注重

教育资源的转移，提 升 农 村 与 偏 远 地 区 教 育 水 平

与人力资本积累，以 劳 动 力 流 动 与 人 力 资 本 积 累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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