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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城 乡收入差距问题一直是学者研究的热点，但鲜有文献从流通视角来探讨城 乡收入差距问题。本文 

从物流、商流和信息流方面考察流通溢出效应，从理论上探讨流通溢出效应对城 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机理和渠道． 

并基于中国 1980～2011年 30个省域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认为增强物流溢出效应能够显著降低城乡收入差 

距，城市地区商流溢出效应的提升可能扩大城乡收入差距，信息流对城 乡收入差距的实际作用不明显，流通影响 

城乡收入差距的产业结构渠道较畅通。为此，应提升物流水平和优化产业结构，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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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问题提出 为物流、商流和信息流，并分析和比较三者的影响 

力，充实了现有流通问题研究的内容。 

流通产业作为联系生产和消费活动的中间环 

节，在各国经济发展和资源配置中扮演着愈来愈 

重要角色。国内外学者对流通产业进行了多角度 

研究，其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从企 

业经营层面研究流通企业的功能；二是从国际贸 

易角度，研究流通中介在国际贸易中发挥的作用；三 

是研究流通产业对经济增长【 】及其他行业I 】的 

溢出效应。这三方面研究中，前两者主要围绕流通 

产业的生产服务性展开，第三个则强调流通产业 

的先导性和基础性。但这些研究尚未考虑到流通 

产业作为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经济活动可 

以直接或间接影响一国城乡经济结构和就业分 

布，从而引起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变动。另外，现有 

的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文献鲜有从流通视角来 

展开的。 

鉴于上述原因，本文首先从理论上探析流通 

溢出效应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和渠道，然 

后对其进行验证。其意义在于一方面拓展了现有 

城乡收入差距研究的视角，另一方面有别于多数 

研究将流通产业视为一一个整体，本文将流通细化 

二、流通溢出效应与城乡收入差距：界 

定与作用机理 

1．流通溢出效应的界定 

本文借鉴中国人民大学流通研究中心定义流 

通辐射效应的思想，将流通溢出效应定义为城市 

地区的流通体系对其他地区的促进、拉动和流通 

支撑作用，反映城市地区流通产业水平和能力。鉴 

于流通产业涵盖行业较多，不同行业的溢出效应 

作用渠道可能存在差异，本文将流通溢出效应细 

化为物流溢出效应、商流溢出效应和信息流溢出 

效应三个部分。 

2．流通溢出效应对城 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机理 

流通产业能够实现消费领域和生产领域问信 

息传递与反馈，带动和促进其他产业实现自我调 

整，【 1这种调整必然反映到地区产业结构和劳动 

力供求变化上。 

流通溢出效应可通过改变地区产业结构影响 

城乡收入差距。具体而言，流通溢出效应的三个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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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部分对产业结构的影响机理不同，其传导给城 

乡收入差距的作用也不尽相同。其中物流溢出效 

应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机理为：物流水平越高，物 

流溢出效应越强，城市与农村地区问商品流通的 

成本越低，企业区位选择越可能偏好土地租金较 

低的农村地区，进而改善农村地区非农产业结构， 

增加农村居民的工资和财产性收入，从而缩小城 

乡地区收入差距。[ 1商流溢出效应对城乡收入差 

距的影响机理为：城市地区商流溢出效应越强，城 

市对农村地区人口的吸引力越大，人口越可能向 

城市集聚，由于本地市场效应 (Home Market Ef- 

fects)的存在，企业为降低运输成本，其区位选择倾 

向于靠近市场更大的城市地区，导致非农产业向 

城市周围聚集，农村地区沦为外围，【8】这可能进一 

步恶化城乡非农产业分布，并影响城乡收入差距。 

但其影响方向取决于劳动力流动是否受限，如果 

劳动力流动受到限制，商流溢出效应增强可能继 

续扩大城乡收入差距，反之，可能缩小城乡收入差 

距。 信息流溢出效应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机 

理为：信息流溢出效应越强，信息技术与农业结合 

越紧密，越有利于提高农业集约化程度和农产品 

流通效率，增加农村居民收入；信息技术与非农产 

业结合，可能强化制造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提升制 

造业国际地位，缓解区域产业结构同构现象，ll0]为 

城乡居民提供更多高收入岗位。因此，信息流溢出 

效应可同时改善城乡居民收入。 

流通溢出效应通过调整劳动力市场供求影响 

城乡收入差距。其影响机理为：一是信息流溢出效 

应越强，城乡之间劳动力供给和需求信息传递速 

度越快，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劳动力市场供求信息 

不对称现象和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现象，促进城 

乡问劳动力流动，提高农业、工业和服务业间劳动 

力供给调整速度，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二是物 

流溢出效应越强，越能够促进城市集聚外部性向 

农村地区扩散，提高农村地区产业结构中非农产 

业比重，增加农村非农产业劳动力需求量，增加农 

村居民工资性收入，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三 

是城市商流溢出效应越强，城市地区商业流通产 

业越发达，城市地区吸引力越强，非农企业越可能 

向城市集聚，城市地区非农产业的劳动力需求越 

旺盛。其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有两种可能：当农村 

劳动力可低成本地 自由向城市流动时，在城市获 

得非农工作岗位的农村居民收入增加，城乡收入 

差距可能缩小；当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受限时， 

城市居民受益更多，城乡收入差距程度可能进一 

步恶化。 1 

三、模型设定和数据选取 

1．模型设定 

从产业集聚和扩散角度看，流通溢出效应对 

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分为两个渠道：产业结构和 

劳动力需求。按照上述机理和渠道分析，本文引入 

流通溢出效应与两个渠道的交叉项，构建了如下 

计量模型： 

ineq~ =Ol + 1龟 +卢2lfr +卢3imf + s + + 

卢6bfri Xle +卢7lfr, Xlei +卢8ins ×fe + 6／ xis + 

1olfr Xis +卢11inf ×is + + (1) 

在模型(1)中， i为截面个体效应， 为随机 

误差项，ineq 表示城乡收入差距，为被解释变量， 

6 、lfr imfi 分别表示商流溢出效应、物流溢出效 

应和信息流溢出效应，is 表示产业结构，le 表示 

劳动力需求，置 表示其他控制变量。模型(1)中流 

通溢出效应与劳动力需求的交叉项 6 Xle × 

le inf Xle 表示劳动力需求渠道，流通溢出效应 

与产业结构的交叉项 ~is ×is Xis 表 

示产业结构渠道。 

本文对模型(1)采用面板固定效应(FE)、随机 

效应(RE)和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 (FGLS)等方法 

进行估计。考虑到各省经济发展存在的异质性可 

能导致组问异方差，本文采用稳健 Hausman检验 

进行模型选择诊断。 

2．变量选取与数据处理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ineq)：目前多数文献采用 

两类指标表示省级城乡收入差距：一是使用各地 

城镇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 

之比表示；二是采用各地城镇与农村居民人均消 

费支出比来度量。这两类指标各有特点。第一种方 

法能够反映当前收入 (即包括永久性收入和暂时 

收入)情况，易受暂时收入冲击，波动性大；第二方 

法主要反映永久性收入，波动性小，比第一种方法 

结果稳定，缺点是未考虑暂时收入。本文城乡收入 

差距采用收入衡量法来进行模型(1)估计，使用消 

费衡量法对模型(1)估计结果进行稳健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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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通溢出效应：物流溢出效应(1fr~用于反映各 

省在物流方面的优势，计算公式为：各省物流溢出 

效应=(各省货运周转量他 区生产总值)／(全国货运 

周转虽倡 内生产总值)，其数值越大，溢出效应越 

强。商流溢出效应 (bfr~衡量了各地区商品流通体 

系的优势服务对其他地区消费的吸引力，计算公 

式为：各省商流溢出效应=各省城市消费品零售总 

额／各省居民消费支出，其数值越大，代 

表城市对周边地区的吸引力越大，溢出 

效应越强。信息流溢出效应 用于反 

映各地区信息技术水平，信息化程度越 

高，其信息流溢出效应越强，本文使用 

邮电业务总量表示。 

产业结构( )：第二和第三产业 占 

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越大，非农产业吸 

纳农村剩余劳动力能力越强，越可能改 

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本文使用各省非 

农产业产值占其生产总值的比重作为 

产业结构( )的代理变量。 

劳动力需求 ( )：由于劳动力需求 

无法直接观测，以各地区的从业人数作 

为劳动力需求的代理变量。 

其他控制变量 )：由于影响城乡 

收入差距的因素较多，依据目前相关研 

究，本文引入的控制变量包括教育发展 

水平(edu)、经济开放度 (opn)、金融发展 

水平 )和人均 GDP(agdp)等变量。按 

照国内外文献的通常处理方法，教育发 

展水平用各地科教文卫支出占该地区 

生产总值的比重代表，经济开放度用各 

地区贸易进出口总额 占该地区生产总 

值之比代表，金融发展水平用各地区金 

融机构人民币贷款余额 占该地区生产 

总值之比代表。 

以上变量涉及的 1980～2008年数 

据来源于 《新 中国 60年统计资料汇 

编》，2009～201 1年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 

余额和贸易进出口总额数据来源于各 

省相应年份的统计公报，2009～2011年 

其余数据来源于国研网、中经网和各省 

统计年鉴。西藏地区由于相关数据缺失 

较多，未将其纳入考察范围。其余省份 

和自治区少量的缺失数据使用线性插值法进行填 

补，除从业人数外，其他数据均使用各省消费价格 

指数 CPI进行调整。 

四、模型计量结果及稳健性分析 

表 1显示了模型(1)使用 OLS、OLSC(聚类稳 

表 1流通溢出效应对城 乡收入差距的影响①② 

Vaffable 0LS 0LSC FE RE FGLS 

0．053 0．053 -0．512$ -0．353** 一0．5O5 
lfr 

(0．258) (0．454) (0．152) (0．166) (0．015) 

- 0．017 -0．017 0．203* # 0．188轴 { 0-203 { 
bfr 

(0．038) (0．072) (0．024) (0．026) (0．002) 

0．OH07 { 0．007* B -0．001 0．000 -0．oo1 { 
imf 

(O．001) (0．002) (0．001) (0．001) (0．000) 

1．O23 } 1．023 5．797} 5 065％ } 5．804** 

(0．359) (0．887) (0．263) (0．279) (0．027) 

O．O00 0．000" 0．000 O．000 -0．000'* 
】e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 0．066 -0．O66 0．565 }} 0．396** 0．559}} 
]frxis 

(0．263) (0．472) (0．156) (0．170) (0．015) 

- 0．008 -0．008 -0-249 -0．239** -0．250* 
bfrxis 

(0．047) (0．100) (0．033) (0．035) (0．002) 

- 0．OO6 { —0．006*$ 0．002** 0．001 0．0O2 { 
imfxis 

(0．001) (0．0O2) (0．001) (0．001) (0．000) 

O．0H0O 0．000 0．000 0．000 0．000" 
i l xle 

(0．000) (0m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OO0 
bfrxle 

(O．000) (0．000) (O．o0O) (0．0oo)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O．00H0$$ 
imfxle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451 0．451 —1．995** —1．7O4 -3．723 $ 
C0nS 

一  

(O．302) (0．557) (O．195) (0．219) (0．044) 

地区哑元 yes n0 yes 

N-ohs 960 960 960 960 960 

rho O．914 0．662 

120．31 F值 34
．27 19．79 $ ② 

Wald值0 l6077．41 

Hausman值 164．37* 

注：① 、 、 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 
数值为估计系数标准差。②此表中未列出控制变量估计结果，读者若感兴趣， 

可向作者索取。③该F值为检验个体效应是否存在的F检验值，原假设为：不 
存在个体效应 ④此处Wald检验的原假设为：流通溢出效应与产业结构、劳动 

力需求的交叉项全部为0。⑤此处F／ausman值为稳健t／ausman检验结果。 
资料来源：据收集数据回归整理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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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 OLS)、FE、RE和固定效应的 FGLS等方法进行 

估计的结果。比较表 1中OLS和 OLSC估计的各 

系数标准差，可以看出OLSC估计的聚类稳健标准 

差约为 OLS估计普通标准差的两倍，这反映了模 

型扰动项可能存在异方差或 自相关，不满足独立 

同分布的经典假定。同时，FE模型的 rho值高和 F 

统计量显著，可看出模型存在个体效应，使用混合 

模型的OLS估计和 0LSC估计都不适合，需要使 

用能够反映个体效应的模型。本文对 FE模型进行 

组问异方差检验、组问截面相关检验和组内自相 

关检验，其结果显示存在组间异方差、组间截面相 

关和组内自相关(结果略)。鉴于模型扰动项存在 

异方差时，传统 Hausman检验结果不可靠，本文采 

用稳健 Hausman检验，其值为 164．37，在 1％水平 

下拒绝原假设，说明采用同定效应估计方法比随 

机效应模型更合适。考虑到固定效应模型存在组 

问异方差、组间截面相关和组内自相关时，使用 

LSDV方法估计的固定效应模型参数有效性不高， 

参数检验不可靠，因此，使用 FGLS方法估计的固 

定效应模型结果更准确。 

从模型 (1)的 FGLS估计结果来看， 的系数 

为负，并且在 1％的显著水平下显著；6 的系数符 

号为正，同样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imf的系 

数符号为负，其影响同样显著。上述结果进一步分 

析如下： 

物流溢出效应的系数估计值为一0．505，表明如 

果不考虑其与产业结构、劳动力需求的交互影响， 

物流溢出效应增加 10％，将使城乡收入差距降低 

5．05％，说明物流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无论在统 

计上还是实际上都非常显著，这与中国当前实际 

状况相符，物流已经成为影响中国区域经济协调 

发展的重要因素。 I商流溢出效应系数的估计值 

为 0．203，意味着如果不考虑其与产业结构、劳动 

力需求的交互影响，商流溢出效应增加 10％，将使 

城乡收入差距扩大2．03％，其原因可能在于城市的 

商流溢出效应会吸引周边农村地区消费者进城消 

费，繁荣城市商业零售行业，使城市居民获利更 

多；信息流溢出效应系数的估计值趋于 0，统计意 

义上并不显著。其原因一方面可能是近年来中国 

城乡信息化程度都得到大幅提升，信息化拓宽了 

农村和城市居民收入来源渠道，其受益程度并无 

明显差别；另一方面可能是当前中国城市和农村 

地区的三次产业与信息化结合程度不高，所以其 

对城乡居民收入影响有限。 

产业结构变量 ( )的系数为 5．804，且在 l％的 

水平 卜显著，表明提高各地区非农产业比重不利 

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该结果看起来与直觉似乎 

不相符，其原因可能在于：一是本文产业结构指标 

使用各省非农产业产值比重替代，而中国各地区 

的非农产业主要集中在城市地区，所以非农产业 

比重提高很大程度意味着城市非农产值份额增 

加，这将使城市居民相对农村居民获利更多；二是 

当前 中国各省产业结构同构和恶性竞争现象普 

遍，导致中国整体产业结构布局的不合理，不仅阻 

碍了第二产业的升级，而且也阻滞了第三产业的 

发展，降低了非农产业吸纳农村劳动力的能力。人 

社部的就业服务机构供求分析报告显示：2001年 

至2011年期间，中国第二产业的用人需求比重上 

升了 13．6％，第三产业反而下降了 13．6％，这从侧 

面佐证了产业结构不合理导致中国第二和第三产 

业劳动力吸纳能力增长不平衡。 

劳动力需求变量( )的系数符号为负，其数值 

趋于 0，尽管其在统计上显著，但是在实际上并不 

显著。这说明劳动力需求增加影响城乡收入差距 

效果并不显著，其原因可能是：一是 自20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劳动要素分配份额持续下降，_l4】 

而劳动要素收入一直是中国城乡居民的主要收入 

来源，这导致中国居民整体劳动收入增长缓慢；二 

是中国整体制造业产品技术含量偏低，导致企业 

劳动力需求主要集中在中低技能水平，而且中国 

城乡劳动力技能水平普遍偏低，这些都制约了城 

乡居民工资性收入增加。 

表 1中产业结构渠道和劳动力需求渠道 的 

wald检验显示，统计上两个渠道作用整体是显著 

的。具体来看，产业结构渠道中lfrxis的系数为 

0．559，在统计和实际意义上都显著，反映了当前物 

流溢出效应和产业结构的共同作用不仅无法改善 

城乡收入差距，而且显著恶化城乡收入差距。该系 

数符号与理论预期不符，其原因可能为：一是中国 

当前产业结构布局不合理，制造业及服务业在城 

市地区分布更广，中国大部分农村地区缺乏支柱 

性的非农产业发展；二是中国城乡流通体系发展 

不均衡，各地区流通体系规划和发展中城市倾向 

严重，因此，各地区物流水平提升更多表现为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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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物流水平提高；三是中国多数农村地区交通 

基础设施落后，使城市地区非农产业集聚效应难 

以扩散到这些地区。6，}x 的系数为一0．25，其数值 

较大，在统计和实际意义上显著，商流溢出效应与 

产业结构的复合作用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该结 

论与中国当前农村家庭收入中工资性收入比重持 

续增加的现实情况基本相符，意味着商流溢出效 

应与城市非农产业集聚程度可相互促进，导致城 

市相对农村可提高更多的非农就业机会，吸引大 

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进入城市工作，进而显著增 

加这部分进城务工的农村居民收入。imfxis的系数 

在统计上显著，但实际意义上不显著，其原因可 

能：一是近年来中国大力推动信息化进程，使城乡 

居民广泛受益；二是信息技术与中国农业、工业和 

服务业中结合程度仍然偏低，其对传统三次产业 

改造并未完成，从而对城乡居民收入影响有限。 

劳动力需求渠道中 ×fe、6 xle、imfxle的系 

数在统计上显著，但其数值较小，在实际意义上并 

不显著。这表明物流溢出效应、商流溢出效应和信 

息流溢出效应通过劳动力需求渠道传导给城乡收 

入差距的复合作用实际上并不明显，其原因可能 

是：在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下，大量农村劳动力 

需要向城市转移，导致在很长时间劳动力市场供 

给超过需求，压制了工资水平上升，【l5 从而抑制了 

劳动力需求渠道作用发挥。 

本文还使用了两种方法对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进行了检验。①一是使用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比替代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作为因变量，重新估计模型 

(1)，再进行前面一系列检验；二是随机去掉 3年 

数据，重新估计模型 (1)进行上述检验和估计。这 

两种方法重新估计模型(1)进行的各种检验结果 

与前面检验结论相同，各变量系数的 FGLS估计结 

果仅数值有小的差异，但符号完全一致，得出的结 

论与前面仍然类似，进一步印证了上述模型(1)的 

估计结果在统计上是稳健的。 

五、结论 

本文从理论上探讨了流通溢出效应对城乡收 

入差距的影响机理和渠道，并基于中国 1980 201 1 

年 3O个省域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 

表明： 

(1)增强物流溢出效应，能够显著降低城乡收 

入差距。中国中部和西部地区没有沿海地区发达， 

农村地区没有城市地区发达，原因是多方面的，其 

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物流成本问题。 

(2)城市地区商流溢出效应的提升，可能扩大 

城乡收入差距。中国目前城市化水平不高，其城市 

化进程更多表现为吸引农村地区人才和资金向城 

市地区集中，使城市地区居民受益更多。 

(3)当前信息化改善城乡收入差距的实际效 

果不明显。近年来中国城乡信息化程度都得到大 

幅提升，农村和城市居民都平等受益于信息化。 

(4)流通溢出效应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劳动力 

需求渠道并不通畅。这与中国自20世纪 80年代 

以来劳动要素收入在国民收入中份额下降有密切 

关系。 

(5)产业结构渠道对城乡收入差距发挥了显著 

的负面效应。其中物流溢出效应与产业结构渠道交 

互作用的负面效应甚至抵消并超过物流溢出效应对 

城乡收入差距产生的正面效应，商流溢出效应与产 

业结构的交互作用能够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以上研究结果的政策含义显而易见。 

(1)发展中国物流产业、提升物流水平的政策 

措施能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扩 

大。具体而言这些政策和措施包括鼓励与支持本 

土大型优势物流企业通过兼并重组等方式整合现 

有分散的物流基础设施资源，提高中国物流基础 

设施的综合利用效率和投入的产出率；继续深化 

支持物流企业成长的财税政策、金融政策和土地 

支持政策改革；支持物流企业加强与制造企业合 

作，服务制造化和制造服务化，共同提升中国流通 

产业和制造业产品的技术与价值含量；加强农村 

流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鼓励物流先进技术的推 

广应用，支持物流新技术的研发等等。 

(2)改善农村商品流通体系，增加农村居民收 

入，降低城乡收入不平等程度。中国当前城乡流通 

体系建设不均衡，农村流通体系发展滞后，既抑制 

农民消费，也影响农民收入。相关措施应包括鼓励 

连锁经营企业到农村建立营销网络；支持农村商 

品配送中心新建和改建；加强农村流通基础设施 

建设，构建农村现代流通网络等等。 

(3)优化中国整体产业结构布局，畅通流通产 

业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渠道。流通产业既是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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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也是先导产业，其发展水平制约着第二、第 

三产业的发展。反过来，产业结构是否合理也同样 

制约着流通产业的发展。产业结构合理化，有利于 

促进流通产业发展，提升中国制造业产品核心竞 

争力，改善城乡居民收入状况。优化产业结构的具 

体措施包括通过财政政策引导和支持传统产业通过 

信息化实行产业改造和升级，提升其行业竞争力；通 

过合理规划引导企业形成产业集群，确保各地产业 

集中性与多样性的协调发展；利用财税和金融政策 

支持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研究，培养创新人才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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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趣，可向作者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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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pillover Effects of Distribution and Urban-rural Income 

inequality： Channels and Evidences 

Li Xian-Ling 。 and Tong Guang—Rong 

(1．South 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Wuhan， Hubei430074，China； 2．Wuhan University， Wuhan， Hubei430072， 

China) 

Abstract：Tho ught the problems about urban—rural income inequality are always the focus in research，there age few 

researchers who had done research on urban—rural income inequality from the point of distribution．This paper considers that the 

spillover effects of distribution are composed of logistics，business flow and information flow．Then it explores the mechanism 

and channels of the spillover effects of distribution on urban-rural income inequality，and does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30 provinces from 1980 to 2011．The result can be concluded as：(1)improving the spillover effects of logistics 

may decrease the level of urban—mral income inequality；(2)increase the spillover effects of business flow may broaden the 

income inequality；(3)the information flow has few effects on the income inequality；(4)industrial structure，one channel that 

distribution affects urban—rural income inequality，is unblocked；(5)it is suggested to take measures to improve the level of 

logistics and optimize industrial structure in order to reduce urban-rural income inequality． 

Key words：distribution；urban—rural income inequality；spillover eff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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