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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开放和产业结构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

文荣光，颜　冬
（深圳大学经济学院，广东深圳　５１８０６０）

摘　要：运用１９９５—２０１４年３１个省（市）的样本数据研究贸易开放、产业结构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
响。实证结果表明：一方面，贸易开放与城乡收入差距存在负相关，产业结构优化是促进城乡收入

差距扩大的积极因素；贸易开放与产业结构优化的交互项是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负向因素；受教育

程度、失业率、金融发展水平是促进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积极因素；外商直接投资和经济发展水平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另一方面，通过东部、中部和西部的对比研究显示，东部地区贸易开放水平的

提高促进收入差距的扩大，中部和西部地区的贸易开放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东部和中部地区的产

业结构优化与收入差距负相关，西部地区产业结构优化水平的提升将扩大城乡收入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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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国际贸易的快速发展，贸易对熟练劳动力
和非熟练劳动力的需求不同，熟练劳动力和非熟练

劳动力在行业之间的流动、收入差距的扩大亦受影

响。中国从２０１３年起成为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
进出口量不断增长，随着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提高，中

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不断上升、产业结构逐步调整与

优化。根据商务部的统计数据显示，２０１５年中国货
物贸易量是２４．５５万亿元，继续保持世界第一货物
贸易大国的地位

［１］；根据《２０１５年中国统计年鉴》的
数据显示，２０１４年中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
总值的比重为４８．１％，其所占比重最大［２］。与此同

时，中国城镇居民收入与农村居民收入存在较大差

距，东部地区尤为明显。贸易开放和产业结构对城

乡收入差距具有怎样的影响？笔者试图对此进行

探讨。

一、文献综述

Ｗｅｉ等的研究发现，中国东部地区的贸易对城
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具有推动作用，出口贸易对收入

差距的影响比较显著，中间贸易和一般贸易扩大了

城乡收入差距
［３］；Ｗａｎｇ等运用１９６１—２０１２年８８个

国家的数据研究金融因素对收入不平等的长期效应

和短期效应，结果发现金融发展在长期内将缩小收

入差距，但短期内金融发展促进了收入差距的扩

大
［４］；Ｃｏｒｏｒａｔｏｎ运用ＣＧＥ模型分析降低关税对贫穷

和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分析结果认为关税降低能促

进进出口贸易的增加、改善贫困现象、加剧收入不平

等
［５］；Ｃｈｉａｒａ等以１９９０—２００６年１７个转型国家的

数据为样本考察贸易、ＦＤＩ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实
证结果发现发达国家进口贸易短期内加剧收入不平

等、长期内进口贸易与收入不平等之间存在负相关，

而外商直接投资对收入不平等没有显著影响
［６］；李

清如等以１９９８—２００７年中国制造业企业的数据为
样本考察贸易自由化对行业内工资不平等影响，实

证结果表明贸易自由化水平的上升能降低工资不平

等程度，外资的进入加剧工资不平等现象
［７］；戴枫

等运用３２个发展中国家１９６０—２００５年的样本数据
研究对外开放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系，认为对外

开放加剧收入不平等现象、贸易依存度对亚洲发展

中国家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小于其对拉美发展中国家

的影响
［８］；张志明等的研究发现，服务业贸易提高

中国服务业的工资水平，服务业 ＦＤＩ与服务业工资
水平之间负相关，服务业贸易与 ＦＤＩ对集体企业工
资水平的影响最显著、对国有企业的影响最小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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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畅等以２００７—２０１０年中国５４个国家级高新区的
数据为样本考察贸易开放对产出和收入结构的影

响，实证结果表明贸易开放对收入结构差距的扩大

具有促进作用，同时贸易开放不利于高新区产出的

增长
［１０］；卢晶亮等通过１９９２—２００９年城镇住户的

微观调查数据研究贸易开放对性别工资差距的影

响，实证结果表明贸易开放加大性别工资差距，贸易

开放对性别工资差距的正向影响在制造业和低技能

劳动者中更显著
［１１］；余官胜认为贸易开放对居民收

入差距的影响与人力资本因素有关，门槛效应检验

结果发现当人力资本低于门槛值时，贸易开放会扩

大居民收入差距，当人力资本高于门槛值，贸易开放

水平越高、居民收入差距越小
［１２］；朱晶等认为贸易

开放促进农民非农收入的增加，贸易开放与地区间

非农收入差距之间存在负相关
［１３］；李振等运用

２００２—２００８年３１个省（市）数据为样本考察贸易开
放与劳动力迁移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实证结果发

现贸易开放度与居民收入不平等之间正相关，贸易

开放度的提高加剧收入不平等、人口迁入有利于减

小收入不平等、人口迁出则加剧收入不平等
［１４］。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取得丰富成果，但还存在着

一些不足，如主要关注贸易开放对城乡收入差距的

影响，而较少涉及产业结构这一因素，因此，笔者试

图将产业结构这一因素纳入进来研究，以期扩充该

领域的研究内涵。

二、实证模型

笔者选取１９９５—２０１４年中国３１个省（市）的样
本数据研究贸易开放和产业结构与城乡收入差距之

间的关系。

１．指标选取
（１）城乡收入差距
为确保稳健性，采用两种方法衡量城乡收入差

距：第一种是城镇居民平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

人均收入之比；第二种是泰尔指数，借鉴孙文杰

等
［１５］
对泰尔指数的研究，将泰尔指数定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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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ＰＯｉｔ指ｔ年ｉ省（市）总人口；ＰＯ
１
ｉｔ指 ｔ年 ｉ省

（市）农村人口，ＰＯ２ｉｔ指ｔ年ｉ省（市）城镇人口；Ｙ
１
ｉｔ指

ｔ年ｉ省（市）农村收入，Ｙ２ｉｔ指ｔ年ｉ省（市）城镇收入，
Ｙｉｔ指ｔ年ｉ省（市）总收入。各地区城镇居民可支配
收入、农村人均收入数据、城镇人口和农村人口数据

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和中经网统计数据库。

（２）贸易开放水平
目前学术界关于贸易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两

种观点：一种认为贸易开放缩小了收入差距，另一种

则认为贸易开放扩大了收入差距。贸易开放水平以

出口额和进口额之和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衡

量，各地区进出口额和国内生产总值数据均来自于

《中国统计年鉴》，国内生产总值数据运用ＧＤＰ平减
指数进行相应折算。

（３）产业结构
参考徐敏等

［１６－１７］
的做法，运用产业结构层次系

数来衡量产业结构，产业结构层次系数公式为

ＩＳｉｔ＝Ｙ１ｉｔ·１＋Ｙ２ｉｔ·２＋Ｙ３ｉｔ·３ （２）
式中ＩＳｉｔ表示第ｔ年ｉ省产业结构层次系数；Ｙ１ｉｔ指
第ｔ年ｉ省第一产业产值与ＧＤＰ之比，Ｙ２ｉｔ指第ｔ年
ｉ省第二产业产值与ＧＤＰ之比，Ｙ３ｉｔ指第 ｔ年 ｉ省第
三产业产值与ＧＤＰ之比。对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
第三产业产值比重分别赋予权重１、２、３，产业结构
层次系数在１～３之内，越接近１、产业结构层次越
低，越接近３、产业结构层次越高。

（４）控制变量
结合理论与实证研究，选择５个影响城乡收入

差距的因素作为控制变量，分别为失业率、受教育程

度、外商直接投资、金融发展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

①失业率是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失
业率的上升代表失业人数的增加，失业人数的增长

有可能对工资收入差距的扩大造成影响。失业率数

据来自《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②受教育程
度与工资水平具有直接关系，一般来说，受教育程度

与工资水平正相关，劳动力受教育水平越高、企业提

供的工资水平将越高。受教育程度以高中在校生人

数与总人口数之比来衡量，各地区高中生在校人数

和总人口数据来自于中经网统计数据库。③外商直
接投资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有两种观点：第一种

认为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促进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

提高、促进技术水平的上升、扩大熟练劳动力和非熟

练劳动力之间的工资差距，对城乡收入差距扩大有

一定促进作用；第二种认为外商直接投资流入中国

看重的是中国的劳动力优势，许多外资企业都属于

劳动力密集型行业，外资企业的设立提高中国劳动

力的工资水平、缩小收入差距。外商直接投资数据

来自各省（市）统计年鉴。④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
有利于促进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流动效率的提高、有

利于促进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优化行业资金配

置、促进金融市场对工资收入调节作用的发挥。金

融发展水平以各地区年末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与人民

币之比进行衡量，各地区金融机构贷款余额来自历

年中国金融统计年鉴和各地区统计年鉴。⑤经济发
展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尚不确定，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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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经济发展水平上升有利于促进城市和农村经济

的发展、提高城市和农村企业经济活力、促进收入水

平的上升、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另一方面，经济发展

水平的上升加剧“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现象，进一

步拉大收入差距。经济发展水平以各地区人均国内

生产总值来衡量，为了提高准确性，运用ＣＰＩ指数对
各地区人均生产总值数据进行折算，各地区的人均

国内生产总值和ＣＰＩ数据来自各地区统计年鉴。
２．模型构建
为避免多重共线性问题，并将影响收入差距的

因素纳入实证模型中，笔者构建的实证模型为

ＬｎＧＡＰｉｔ＝α０＋β０ＬｎＯＰｉｔ＋β１ＬｎＩＳｉｔ＋β２ＬｎＩＳｉｔ·ＬｎＯＰｉｔ＋
β３ＬｎＥＤＵｉｔ＋β４ＬｎＦＤＩｉｔ＋β５ＬｎＵＮＥｉｔ＋
β６ＬｎＦＩｉｔ＋β７ＬｎＰＧｉｔ＋ｕｉ＋εｉｔ （３）

式中 ＬｎＧＡＰｉｔ指第 ｔ年 ｉ省（市）城乡收入差距，
ＬｎＯＰｉｔ指第ｔ年ｉ省（市）贸易开放，ＬｎＩＳｉｔ指第ｔ年ｉ
省（市）的产业结构，ＬｎＩＳｉｔ·ＬｎＯＰｉｔ指产业结构与贸
易开放的交互项，ＬｎＥＤＵｉｔ指第ｔ年ｉ省（市）的劳动
力受教育程度，ＬｎＦＤＩｉｔ指第ｔ年ｉ省（市）外商直接
投资，ＬｎＵＮＥｉｔ指第ｔ年ｉ省（市）失业率，ＬｎＦＩｉｔ指
第ｔ年ｉ省（市）金融发展水平，ＬｎＰＧｉｔ指第ｔ年ｉ省
（市）经济发展水平。表１为数据的描述性统计。

表１　数据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数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ＬｎＧＡＰｉｔ ６２０ ０．６９４７４４ ０．２５３６４８ －０．０６９２７４ １．４９１１６７

ＬｎＯＰｉｔ ６２０ ２．８３２９２２ １．００４７５４ １．１５１７４９ ５．３２３６６９

ＬｎＩＳｉｔ ６２０ ０．７９５２８５ ０．０７０９５３ ０．５４６９１４ １．１１５６４８

ＬｎＥＤＵｉｔ ６２０ ０．２３２４３８ ０．５３２９７８ －１．７８１５７５ ０．９８８４７４

ＬｎＦＤＩｉｔ ６２０ ６．８８９４８４ １．９７７４８０ ０．５２４７２９１０．４８４５７０

ＬｎＵＮＥｉｔ ６２０ ５．８０６５１１ ０．３０４５９０ ３．８２８６４１ ６．４７６９７３

ＬｎＦＩｉｔ ６２０ ０．００７１３７ ０．２９２３２４ －０．６２１３６７ ０．９３８１１４

ＬｎＰＧｉｔ ６２０ ７．３２０３０２ ０．９６２７６５ ５．２９８２８６ ９．３２３６０６

　　由表１可知，各地区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差异较
大，说明各地区吸收外商直接投资金额并不均衡，各

地区贸易开放度也有很大差别；同时，各地区产业结

构层次之间差别较小，且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之间存

在较大差异，这与当前中国各省（市）经济发展程度

差距较大紧密相关。

３．实证检验及结果
解释变量系数相关检验和多重共线性检验结果

见表２。各解释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很小，说明解
释变量之间相关性不大；多重共线性检验结果显示，

最大ＶＩＦ值是３．８７，没有超过５，各变量之间存在严
重多重共线性的可能性较小。

样本数据可能存在异方差、组内自相关和截面

相关问题，运用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ＦＧＬＳ）解决此
类问题，结果见表３。
　　实证结果表明：①贸易开放与城乡收入差距之
间负相关，说明贸易开放程度的提高有利于缩小城

乡收入差距。进一步可知，贸易开放水平是促进城

乡收入差距减小的积极因素，贸易开放水平上升

１％，城乡收入差距将缩小０．０３％。②产业结构优
化是促进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积极因素，产业结构

层次水平提高１％，城乡收入差距将扩大０．２７％，产
业结构层次的提高促进劳动力跨地区流动、促进熟

练劳动力和技术工人工资水平的上升、扩大城市地

区与农村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③贸易开放与产业
结构优化的交互项是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负向因

素，说明贸易开放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受产业结

构的影响。④受教育程度、失业率、金融发展水平和
经济发展水平是促进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正相关因

素。其中，受教育程度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最大，

受教育程度提高 １％，城乡收入差距水平将扩大
０．７９％；失业率的上升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失业率
水平上升１％，城乡收入差距将扩大０．３８％；金融发
展水平的上升是促进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积极因素，

表２　各变量相关系数检验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ＬｎＧＡＰｉｔ １．００００

ＬｎＯＰｉｔ －０．１９９７ １．００００

ＬｎＩＳｉｔ －０．００４２ ０．２７４９ １．００００

ＬｎＥＤＵｉｔ ０．１５８７ ０．１１２２ ０．３１１５ １．００００

ＬｎＦＤＩｉｔ －０．３０５８ ０．２７３８ ０．３９３８ ０．３６３９ １．００００

ＬｎＵＮＥｉｔ ０．１７４２ －０．３１４９ －０．１９１４ ０．２４９４ －０．１００６ １．００００

ＬｎＦＩｉｔ ０．１０２８ ０．３４４６ ０．３３３８ ０．０３２３ －０．０３９７ －０．２４４７ １．００００

ＬｎＰＧｉｔ －０．０４２２ ０．３００１ ０．３７２９ ０．２６４９ ０．２６８３ －０．０１１３ ０．２２６６ １．０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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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实证检验结果

变量
（１） （２）

固定效应 ＦＧＬＳ回归 加入交互项 固定效应 ＦＧＬＳ回归 加入交互项

ＬｎＯＰｉｔ ０．０１２９６４４ －０．０１１２７４１ －０．１０３２２４５ ０．１０５１６８２ －０．０２８１７５ －０．２１７８７６１

（０．８８） （－５．２９） （－１１．５９） （１．１９） （－５．１３） （－８．５８）

ＬｎＩＳｉｔ －０．００８８６３８ ０．２４５６２７１ ０．３９７０１４ ０．９３７５１８２ ０．２７０３４２１ ０．３３９７４３

（－０．１０） （１１．６７） （１２．２６） （１．８３） （１４．９６） （１５．５８）

ＬｎＩＳｉｔ·ＬｎＯＰｉｔ －０．１１３７８８１ －０．２３５１６４９

（－１０．９５） （－７．２０）

ＬｎＥＤＵｉｔ ０．１０４９４５７ ０．１１４４２６ ０．１２０２６５４ ０．６０８７８９ ０．７９１８５９８ ０．８０６３０７７

（７．５０） （２５．１１） （２３．７２） （７．２１） （４８．８５） （４９．２９）

ＬｎＦＤＩｉｔ －０．０３３４９４４ －０．０５１４９５１ －０．０５１８５９８ －０．１６６１５７５ －０．１４９４９８６－０．１５０２７２４

（－３．９０） （－６２．７１） （－６４．１３） （－３．２１） （－５５．１１） （－５６．６７）

ＬｎＵＮＥｉｔ ０．２９０７４９６ ０．０７６００４９ ０．０８０８０８４ １．１７７０５１ ０．３８２１３６２ ０．３９１８７８４

（１２．０３） （２０．７６） （１９．２１） （８．０７） （３３．７８） （３４．０２）

ＬｎＦＩｉｔ ０．０１２９１１３ ０．０７４１１３３ ０．０６８７００３ －０．３０４３２４ ０．１３２３４３９ ０．１２４７２８

（０．５０） （１３．２６） （１１．７１） （－１．９５） （９．９５） （８．７４）

ＬｎＰＧｉｔ ０．０２７３８０９ ０．００７２７２６ ０．００６８１９９ ０．０３７０７０８ ０．１６０７０３８－０．１６１５９５７

（２．３２） （２．１４） （１．９１） （０．５２） （１６．４７） （－１６．５８）

常数项 －０．９５７６３４３－０．３６３８７１５ ０．１６２４５４３ －９．７９８８３７ －４．２００１１６ －４．５０８７２６

（－５．５２） （－９．８０） （３．２３） （－９．３６） （－３９．３７） （－４０．９１）

样本数 ６２０ ６２０ ６２０ ６２０ ６２０ ６２０

Ｒ２ ０．８５５３　　 ０．８２７９　　

Ｆ（７，５８２）
＝６９．５０

　　 （０．００００）

Ｗａｌｄ
ｃｈｉ２（７）＝８
７１３．１５

　　（０．００００）

Ｗａｌｄ
ｃｈｉ２（８）＝１５
７９９．６４

　　（０．００００）

Ｆ（７，５８２）
＝４０．５６

　　 （０．００００）

Ｗａｌｄｃｈｉ２（７）
＝９４２４．２８

　　 　（０．００００）

Ｗａｌｄ
ｃｈｉ２（８）＝９
４４０．４２

　　（０．００００）
　　注：模型（１）以城镇居民平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之比为被解释变量，模型（２）以泰尔指数为被解释变量；括号内为 ｔ值或 ｚ
值；表示通过了１％的显著性检验，表示通过了５％的显著性检验，表示通过了１０％的显著性检验。

金融发展水平上升１％，收入差距将扩大０．１３％；经
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与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之间正相

关，经济发展水平的上升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经济

发展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系数是０．１６；外商
直接投资水平的上升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外商直

接投资增加１％，城乡收入差距水平将缩小０．１５％。
为考察贸易开放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是否因

地域而存在差异，将３１个省（市）划分为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实证结果见表４～５。
　　从表４可以看出，不同地区贸易开放、产业结构
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存在明显差异：第一，东

部地区贸易开放水平的提高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

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贸易开放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

负相关，说明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贸易开放缩小

了城乡收入差距。第二，东部和中部地区产业结构

层次对城乡收入差距具有负向影响，说明产业结构

优化促进东部和中部地区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西

部地区产业结构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正相关，说明

西部地区产业结构优化推动了城乡收入差距的扩

大。第三，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扩大了３大地区城乡
收入差距，外商直接投资是促进东部地区、中部地区

和西部地区城乡收入差距缩小的积极因素；失业率

的上升推动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金融发展水平的

上升促进东部地区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缩小中部

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经济发展水平与

东部地区城乡收入差距之间正相关，经济发展水平

上升１％，东部地区城乡收入差距将扩大０．０３％，经
济发展水平提高缩小中部和西部地区城乡收入

差距。

表５以泰尔指数衡量城乡收入差距，运用样本
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的结果说明表４的实证结果比较
稳健，研究结果表明东部地区贸易开放水平与城乡

收入差距之间呈正相关关系，中部和西部地区的贸

易开放有利于收入差距的缩小，东部和中部地区产

业结构优化促进了城乡收入差距缩小，西部地区产

业结构优化促进城乡收入差距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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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分地区实证检验

变量
东部 中部 西部

固定效应 ＦＧＬＳ回归 固定效应 ＦＧＬＳ回归 固定效应 ＦＧＬＳ回归

ＬｎＯＰｉｔ ０．１６１７５１８ ０．０６０５９３５ －０．１９７７９８５ －０．１３１３６５７ －０．０６９９４７５ －０．０９７２４３１

（７．２５） （６．３９） （－５．２１） （－８．３） （－３．４６） （－２０．９８）

ＬｎＩＳｉｔ －０．０４８００８９ －０．２２０５８５４ －０．５４３４１８７ －０．３７２０１９４ －０．７１３２２８２ ０．７１３５１８３

（－０．５０） （－３．８３） （－２．２５） （－５．２６） （－４．２５） （９．６７）

ＬｎＥＤＵｉｔ ０．１１１７６２７ ０．０９７６９２６ ０．５３０６２０７ ０．４９７９９４７ ０．１５３５０６１ ０．０４４４４９３

（５．８９） （３．６６） （５．８９） （２４．１１） （６．７７） （３．６０）

ＬｎＦＤＩｉｔ －０．０２３２２０７ －０．０１１０２７７ －０．０２８１２５２ －０．００２０６７７ －０．０２７８５６９ －０．０１５４４２３

（－１．５２） （－２．０１） （－１．５８） （－０．３３） （－２．５２） （－７．８８）

ＬｎＵＮＥｉｔ ０．１３７２０８７ ０．０３４７０８５ ０．２２９１５４６ ０．１２９４１３８ ０．２０９７５３５ ０．０５２５１４１

（５．１０） （２．０６） （３．９８） （５．９７） （４．２５） （３．１９）

ＬｎＦＩｉｔ －０．００７２０６３ ０．１１９０７２６ ０．０６９３０１５ －０．０１８２３２６ －０．０７９６４４２ －０．０７０５００７

（－０．２１） （６．００） （１．３０） （－０．８０） （－１．８５） （－５．７８）

ＬｎＰＧｉｔ ０．０７６９５５ ０．０３３１６１９ －０．１３１４４１５ －０．１１８９７０８ －０．０１１８４１ －０．０５０５２６２

（４．６５） （２．０１） （－４．０２） （－９．６３） （－０．６３） （－５．９４）

常数项 －０．４６９００９９ ０．４０８７９２８ ２．１７３６９３ ２．０５０７８９ ０．２０５７８４４ ０．１８６５６８２

（－２．４４） （２．６８） （４．３４） （１３．８２） （３．５７） （４．４０）

样本数 ２２０ ２２０ １６０ １６０ ２４０ ２４０

Ｒ２ ０．８１０７ ０．８２５８ ０．８０６６

Ｈａｕｓｍａｎ
检验

　　　　　固定效应
（０．００００） 　　　　　固定效应

（０．００００） 　　　　　固定效应
（０．００００）

Ｆ（７，２０２）
＝７０．８９

　　 （０．００００）

Ｗａｌｄｃｈｉ２（７）
＝１９３．３９

　　 （０．００００）

Ｆ（７，１４５）
＝４５．３１

　　 （０．００００）

Ｗａｌｄｃｈｉ２（７）
＝９３１．５２

　　 （０．００００）

Ｆ（７，２２１）
＝２１．６３

　　 （０．００００）

Ｗａｌｄｃｈｉ２（７）
＝８１８．６３

　　 （０．００００）

　　注：括号内为ｔ值或ｚ值；表示通过了１％的显著性检验，表示通过了５％的显著性检验，表示通过了１０％的显著性检验。

表５　分地区实证检验：以泰尔指数为被解释变量

变量
东部 中部 西部

固定效应 ＦＧＬＳ回归 固定效应 ＦＧＬＳ回归 固定效应 ＦＧＬＳ回归

ＬｎＯＰｉｔ ０．８３３８２４５ ０．３１５６３８５ －０．４８７２９４４ －０．８２６１４９９ －０．１９０２９９１ －０．２６８００８３

（５．６７） （１６．３４） （－１．６０） （－８．４１） （－２．５３） （－２１．６７）

ＬｎＩＳｉｔ ０．２７３４６４８ －１．２４８４６７ ２．３５６００２ －０．５０５４８１ －２．０３６９５７ １．８５８２５１

（０．４３） （－６．０２） （１．７４） （－１．１７） （－３．２６） （９．２７）

ＬｎＥＤＵｉｔ ０．９２０１５８２ ０．９７０９２７１ ０．９０５３６０７ ２．１６０３６７ ０．５６７２８４１ ０．２７８９７０４

（７．３５） （１８．４１） （２．６７） （１４．３４） （６．７１） （１１．０７）

ＬｎＦＤＩｉｔ －０．０２５０８９９ －０．１０８８６８７ －０．４０７５５６９－０．１５７０５２８ －０．０８７２２６５ －０．０２８４３５

（－０．２５） （－６．７０） （－２．３７） （－３．６９） （－２．１１） （－６．０７）

ＬｎＵＮＥｉｔ ０．３７８２３３５ ０．１９２１４５７ １．５７０８５ －０．３４８５１０７ ０．４０４３９８２ ０．０９７２８９４

（２．１３） （５．７１） （２．８３） （－２．８７） （２．２０） （２．４９）

ＬｎＦＩｉｔ －０．０２８９１９ －０．１３９９５２ －０．８６２７５７３ －０．６１８３３２５ －０．５１０５１０９ －０．０７１６３４４

（－０．１３） （－３．６４） （－１．６８） （－３．５６） （－３．１９） （－２．９２）

ＬｎＰＧｉｔ －０．００６２２１３ ０．０１２４６２４ ０．２２２６３６２ －０．３８７５０２７ －０．０３４５２６２ －０．１８７０８２３

（－０．０６） （０．３４） （０．９５） （－４．４９） （－０．４９） （－１０．９８）

常数项 －５．２５５６６９ －２．７２８９３５ －１４．７１５８１ ０．１７２９７４９ －３．２２２１２３ －３．８２５１０５

（－４．１４） （－７．３４） （－３．８９） （０．１９） （－２．３９） （－１１．３３）

样本数 ２２０ ２２０ １６０ １６０ ２４０ ２４０

Ｒ２ ０．８１６６ ０．８１０３ ０．８４６１

Ｈａｕｓｍａｎ
检验

　　　　　　　固定效应
（０．００００） 　　　　　　　固定效应

（０．００００） 　　　　　　　固定效应
（０．００００）

Ｆ（７，２０２）
＝３０．８４

　　 （０．００００）

Ｗａｌｄｃｈｉ２（７）
＝９５６．３２

　　 （０．００００）

Ｆ（７，１４５）
＝１５．５９

　　 （０．００００）

Ｗａｌｄｃｈｉ２（７）
＝３９４．２２

　　 （０．００００）

Ｆ（７，２２１）
＝１６．７１

　　 （０．００００）

Ｗａｌｄｃｈｉ２（７）
＝１４９８．０６

　　　 （０．００００）

　　注：括号内为ｔ值或ｚ值；表示通过了１％的显著性检验，表示通过了５％的显著性检验，表示通过了１０％的显著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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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　语

运用１９９５—２０１４年３１个省（市）样本数据研究
贸易开放、产业结构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实

证结果表明：第一，贸易开放与城乡收入差距负相

关，产业结构优化是促进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积极

因素，产业结构与贸易开放的交互项贸易开放对城

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受产业结构的影响；受教育程度、

失业率、金融发展水平是促进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

积极因素，外商直接投资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的上

升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第二，将３１个省（市）分为
东部、中部和西部３个地区进行对比研究，结果显示
东部地区贸易开放水平的提高促进收入差距的扩

大，中西部地区的贸易开放有利于收入差距的缩小，

东中部地区的产业结构优化与收入差距负相关，西

部地区的产业结构优化水平的提升扩大城乡收入

差距。

此次研究具有重要政策意义：①加快中西部地
区对外开放，促进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当前地区

经济发展不平衡，各地区城乡收入差距比较明显，政

府在制定相关政策时一方面要提高中西部地区贸易

开放水平、促进中西部地区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促

进中西部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要结合

东部地区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现实，促进东部

地区产业结构继续转型与升级、提高东部地区产业

结构层次。②继续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合理引导外
资投资方向，促进对外开放与产业结构升级相结合，

发挥外资在产业结构优化中的作用，吸收外资企业

的先进技术溢出，提高本土企业的技术水平，促进产

业结构优化。③鼓励自主创业，加强职业培训与教
育，提高劳动者的受教育水平，注重高素质人才的培

养，降低失业率，提高就业人数，鼓励中小企业和城

镇企业的成立和发展，增加就业机会。④加快中西
部地区经济发展，缩小东中西部地区之间的经济发

展差距，注重创新因素的作用，促进技术、人才和创

新等要素在生产中的合理配置，加快中西部地区基

础设施建设，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促进中西部地

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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