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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人力资本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
———以小西北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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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由甘肃、青海、宁夏三个西北地区落后省、区组成的小西北经济区１９９０～２０１０年的相关数据

为基础，分析农村人力资本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采用平均受教育年限法测算农村人力资本水

平，用组间方差法测算城乡收入差距，经过比较得出二者存在周期性倒“Ｕ”型曲线关系，与人们的普遍猜想

不一致。这说明农村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并没有自始至终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进而提出从人力资本的角

度提出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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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城乡收入差距问题在经济研究领域备受关注，
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因素有很多，综观大量相关文

献，涉及的影响因素包括自然因素、社会因素和制度

因素等，经济学者们或是研究多个因素对城乡收入

差距的影响，或是研究某一因素对城乡收入差距的

影响，而且，大多数经济学者从全国层面来谈城乡收

入差距的影响因素。本文选择经济落后的小西北①

地区进行分析，并以农村人力资本水平为影响城乡

收入差距的因素来探讨二者之间的关系，目的是要

证实地理位置偏远、经济落后的小西北地区，农村人

力资本水平的提高是否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农村

人力资本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方向是（否）自
始至终。进而从人力资本的角度提出该地区缩小城

乡收入差距的对策建议。选择农村人力资本水平这

一影响因素来做此分析也是基于从这一角度分析该

问题的研究很少，即便有用农村人力资本来分析城

乡收入差距的也是从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的角度来分

析的。

二、城乡收入差距影响因素综述

参考大量相关文献，关于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

因素分析，综述如下：

侯风云、徐慧（２００４）认为农村人力资本具有外

溢性特征，而城镇人力资本具有內溢性特征，农村人

力资本长期支持着城镇经济的发展，无论是在人力

资本投入还是在人力资本形成后的作用发挥方面都

存在城镇对农村的剥夺，进而产生了城乡收入差距

的扩大［１］。刘文忻、陆云航（２００６）研究发现，高水平

人力资本向城市聚集带来的劳动力流动会显著扩大

城乡收入差距［２］。贺建风、刘建平（２０１０）利 用 广 东

省１９７８～２００６年的数据分析了对外开放对城乡收

入差距的影响。他们认为在改革初期对外开放有助

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是随着对外贸易中农产品

的比重逐渐下降，工业加工品的比重不断上升，对外

开放程度的加深使得城乡收入差距加剧扩大。但从

长期趋势来看，对外开放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拉动效

应呈小幅的正向收敛状［３］。罗序斌、胡德龙（２０１１）
用科技三项费作为反映科技进步的指标，用城镇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作为反映

我国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指标进行定量分析，发现城

乡科技进步 差 异 与 城 乡 收 入 差 距 存 在 长 期 稳 定 关

系，并呈正向变动关系［４］。
众多学者对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因素进行了多

方面的研究，有定量分析也有定性分析，有的从全国

层面谈问题，也有以某一省区为例来分析。本文另辟

蹊径，采用受教育年限法测算小西北的农村人力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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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然后从统计方法出发运用组间方差法测算小西

北城乡收入差距，分析小西北农村人力资本水平与该

地区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以求有所创新。

三、小西北农村人力资本水平测算

目前常用的测算人力资本水平的方法为教育存

量法，本文借鉴杨文举（２００６）［５］的方法，将小西北农

村从 业 人 员 所 受 不 同 的 教 育 程 度 赋 予 不 同 的 权

数②。文盲半文盲、小学、初中、高中和中专、大专及

以上分别为１、６、９、１２、１６。则小西北的农村从业人

员１９９０～２０１０年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Ｅｉｔ ＝∑
５

ｉ＝１
ｅｄｕｉｔＰｉｔ （１）

公式（１）中，ｅｄｕｉｔ、Ｐｉｔ 分别表示各教育层次的权

重和不同教育程度的从业人员比重。采用霍尔和琼

斯（１９９９）［６］所提出 的 方 法 来 构 建 小 西 北 农 村 从 业

人员的人力资本水平时间序列数据，以消除不同人

力资本水平拥有者之间的劳动力替代并非完全和对

称带来的边际报酬差异，如公式（２）。

Ｈｉｔ ＝ｅφ（Ｅｉｔ） （２）
其中，φ（Ｅｉｔ）呈分段线 性 形 式，它 的 斜 率（教 育

回报率）为：最初４年教育为１３．４％，接下来的４年

为１０．１％，超过这８年则为６．８％。具体计算公式如

公式（３）：

φ（Ｅｉｔ）＝

０．１３４×Ｅｉｔ，Ｅｉｔ ≤４
０．１３４×４＋０．１０１×（Ｅｉｔ－４），

　　４＜Ｅｉｔ ≤８
０．１３４×４＋０．１０１×４＋０．０６８
　　×（Ｅｉｔ－８），Ｅｉｔ ＞

烅

烄

烆

烍

烌

烎８
（３）

表１　 小西北农村从业人员人力资本水平测算表

年 　 份

甘肃农村从
业人员平均
受教育年限
（年）

青海农村从
业人员平均
受教育年限
（年）

宁夏农村从
业人员平均
受教育年限
（年）

小西北农村
从业人员平
均受教育年

限（年）

甘肃农村
劳动力人数
（万人）

青海农村
劳动力人数
（万人）

宁夏农村
劳动力人数
（万人）

小西北农村
劳动力人数
（万人）

小西北农村
从业人员的

人力资本水平

１９９０　 ５．１７　 ４．１５　 ５．２１　 ５．０５　 ８２１．１０　 １３５．９０　 １４０．７０　 １０９７．７０　 １．９０
１９９１　 ５．５７　 ４．６０　 ５．３８　 ５．４２　 ８３４．５０　 １３９．８０　 １４５．５０　 １１１９．８０　 １．９７
１９９２　 ５．６８　 ４．６３　 ５．４２　 ５．５２　 ８４８．５０　 １４３．７０　 １４９．２０　 １１４１．４０　 １．９９
１９９３　 ６．７５　 ４．７９　 ５．６１　 ６．３５　 ８５７．５０　 １４６．００　 １５４．００　 １１５７．５０　 ２．１７
１９９４　 ５．８９　 ４．８５　 ５．６７　 ５．７３　 ８６８．００　 １５０．００　 １５７．００　 １１７５．００　 ２．０４
１９９５　 ６．００　 ４．９０　 ６．００　 ５．８６　 ８７６．００　 １５２．７０　 １６２．５０　 １１９１．２０　 ２．０６
１９９６　 ６．２１　 ５．２９　 ６．２０　 ６．０９　 ８８６．９０　 １５８．３０　 １６８．７０　 １２１３．９０　 ２．１１
１９９７　 ６．３２　 ５．３２　 ６．２４　 ６．１８　 ９００．４０　 １６１．４０　 １７６．７０　 １２３８．５０　 ２．１３
１９９８　 ６．５２　 ５．３５　 ６．６１　 ６．３８　 ９０６．７０　 １６２．４０　 １８１．２０　 １２５０．３０　 ２．１７
１９９９　 ６．４２　 ５．４６　 ６．８２　 ６．３５　 ９１９．４０　 １７３．３０　 １９２．１０　 １２８４．８０　 ２．１７
２０００　 ６．９０　 ５．５３　 ６．８８　 ６．７１　 ９３４．５０　 １７２．００　 １９７．９０　 １３０４．４０　 ２．２５
２００１　 ６．９０　 ５．５３　 ６．９９　 ６．７３　 ９４２．２０　 １７４．００　 ２００．４０　 １３１６．６０　 ２．２５
２００２　 ７．０３　 ５．６０　 ７．０８　 ６．８６　 １００８．２０　 １７７．３０　 ２０３．２０　 １３８８．７０　 ２．２８
２００３　 ７．０６　 ５．６８　 ７．１３　 ６．９０　 １０５０．５０　 １８０．６０　 ２０８．５０　 １４３９．６０　 ２．２９
２００４　 ７．１３　 ５．６７　 ７．２２　 ６．９６　 １０５７．９０　 １８４．６０　 ２０９．９０　 １４５２．４０　 ２．３０
２００５　 ７．２０　 ６．１３　 ６．４０　 ６．９５　 １０８４．３０　 １８６．００　 ２１２．００　 １４８２．３０　 ２．３０
２００６　 ７．３５　 ６．２３　 ６．６８　 ７．１１　 １０９０．００　 １８７．７０　 ２１３．８０　 １４９１．５０　 ２．３４
２００７　 ７．４４　 ６．２１　 ６．７９　 ７．１９　 １０９５．６０　 １８９．４０　 ２１４．６０　 １４９９．６０　 ２．３６
２００８　 ７．５２　 ６．２２　 ６．９０　 ７．２４　 １３８９．００　 ２７７．００　 ３０４．００　 １９７０．００　 ２．３７
２００９　 ７．５９　 ６．４５　 ７．０１　 ７．３６　 １１０６．００　 １９６．００　 ２１８．００　 １５２０．００　 ２．４０
２０１０　 ７．６９　 ６．５２　 ７．０８　 ７．４５　 １１１３．９９　 １９８．３４　 ２１８．０３　 １５３０．３６　 ２．４２

　　 数据来源：１９９１～２０１１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甘肃统计年鉴》、《青海统计年鉴》、《宁夏统计年鉴》。

四、小西北城乡收入差距的测度

目前，在众多的衡量城乡收入差距方法中，学者

们使用较多的方法有２种：（１）基尼系数法。用基尼系

数测度收入分配差距源于基尼对洛伦兹曲线的量化

改变，基尼系数的取值范围在０～１之间，是国际上通

用的反映收入差距的重要指标，其数值越小，表明收

入分配 状 态 越 趋 于 平 均；反 之，则 收 入 分 配 越 不 平

等③。（２）城乡收入比法。众多研究者在使用此方法时

直接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

纯收入”进行对比，用比值的大小来描述城乡收入差

距的大小，比值越大，说明城乡收入差距越大，反之，
则越小。关于城乡收入比，不同的学者在实际测算中

选择的城乡收入指标会有不同：李实，岳希明（２００５）
使用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

入的名义比率来计算城乡收入比进而衡量城乡居民

收入差距［７］；曾国安，胡晶晶（２００５）以城镇居民的人

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的名义比率

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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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衡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８］；蔡昉，杨涛（２０００）以城

镇居民的人均实际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的人均实

际纯收入的比率来衡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９］；郭兴方

（２００５）以城乡居民的消费和储蓄之比来衡量城乡居

民收入差距［１０］。
这些方法的优点是操作简单，容易理解，缺点是

该方法有一个“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人数相等”的假

设前提，城镇人口和农村人口数的差异越大，误差就

会越大。按照我国目前的人口城乡分布现状来看，不

管是整个国家，还是某一个省区或是某一个大的经济

区，农村人口很明显地多于城镇人口。故从方法论角

度来说，该方法用来测度城乡收入差距存在系统性

误差。
本文采用以１９９０年为基期的可比价来计算城镇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称

为城镇居民实际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实际人

均纯收入。使用王永瑜，刘会勇（２０１１）［１１］ 的组间方差

法测算小西北的城乡收入差距，设定小西北居民分为

ｍ组，由于分析的是城乡收入差距，在此取ｍ＝２。小
西北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就是这两个组之间的组间方

差，其数值大小是由城乡居民平均收入（组平均数）和

城乡居民人口数（组权数）两个因素共同决定的。

表２　 小西北１９９０～２０１０年收入、人口数据以及城乡收入差距系数测算表

年 　 份

小西北城镇居
民实际人均
可支配收入
（元）

小西北农村
居民实际人均

纯收入
（元）

小西北城镇
人口（万人）

小西北农村
人口（万人）

小西北总
人口（万人）

小西北实际
人均收入
（元）

城乡居民组
间方差（元２）

城乡居民组
间标准差
（元）

城乡居民
收入差距

系数

１９９０　 １２５９．３６　 ４６８．００　 ７６９．２２　 ２３９８．６５　 ３１６７．８７　 ６６０．１６　 １１５１４１．２５　 ３３９．３２　 ０．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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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１　 ２６１１．６３　 ７２６．０１　 １００８．８６　 ２６５２．４８　 ３６６１．３４　 １２４５．５８　 ７０９７５９．５６　 ８４２．４７　 ０．６８
２００２　 ２７９５．６８　 ７６０．５８　 １０６７．６６　 ２６２５．５２　 ３６９３．１８　 １３４８．９１　 ８５１１７５．００　 ９２２．５９　 ０．６８
２００３　 ２９９５．２６　 ７９１．３４　 １１３０．８２　 ２５８６．３２　 ３７１７．１４　 １４６１．８１　 １０２８１３３．６０　 １０１４．００　 ０．６９
２００４　 ３２４５．４２　 ８４１．０７　 １１９５．３５　 ２５５０．０３　 ３７４５．３８　 １６０８．４３　 １２５６１５７．２０　 １１２０．８０　 ０．７０
２００５　 ３５３８．２７　 ８８５．２２　 １２４４．１１　 ２４８９．４５　 ３７３３．５６　 １７６９．２８　 １５６３８９２．１０　 １２５０．６０　 ０．７１
２００６　 ３９７２．１７　 ９５０．２０　 １２８４．６６　 ２４７３．２９　 ３７５７．９５　 １９８３．２６　 ２０５４６６７．５０　 １４３３．４０　 ０．７２
２００７　 ４２０８．３６　 ９９１．６０　 １３１６．３０　 ２４６２．４６　 ３７７８．７６　 ２１１２．１３　 ２３４８８９０．５０　 １５３２．６０　 ０．７３
２００８　 ４３６８．０８　 １０５３．５０　 １３４９．２５　 ２４５１．１７　 ３８００．４２　 ２２３０．２６　 ２５１５７０４．８０　 １５８６．１０　 ０．７１
２００９　 ４７００．１６　 １１３０．８０　 １３８２．２０　 ２４３５．５６　 ３８１７．７６　 ２４２３．０７　 ２９４２６１３．２０　 １７１５．４０　 ０．７１
２０１０　 ４９７６．８２　 １２４５．００　 １３８１．４６　 ２３７４．５４　 ３７５６．００　 ２６１７．５７　 ３２３８２３２．４０　 １７９９．５０　 ０．６９

　　 数据来源：根据１９９１～２０１１年《甘肃统计年鉴》、《宁夏统计年鉴》、《青海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消胀后计算得出。

　　 总体总方差、组内方差、组间方差的关系式为：

σ２ ＝ １Ｎ∑
ｍ

ｉ＝１
∑
Ｎｉ

ｊ＝１

（Ｘｉｊ－珡Ｘ）２ ＝

１
Ｎ∑

ｍ

ｉ＝１
∑
Ｎｉ

ｊ＝１

［（Ｘｉｊ－珡Ｘｉ）＋（珡Ｘｉ－珡Ｘ）］２ ＝

１
Ｎ∑

ｍ

ｉ＝１

∑
Ｎｉ

ｉ＝１

（Ｘｉｊ－珚Ｘｉ）２

Ｎｉ
Ｎｉ＋１Ｎ∑

ｍ

ｉ＝１

（珚Ｘｉ－珚Ｘ）
２
Ｎｉ＝

１
Ｎ∑

ｍ

ｉ＝１
σ２　Ｎｉ＋１Ｎ∑

ｍ

ｉ＝１

（珚Ｘｉ－珚Ｘ）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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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σ２ 表示总体方差，σ２ｉ 表示第ｉ组的组内方

差，σ２ｉ 表示组内方差的加权平均数，σ２珡Ｘｉ 表示组间方

差，Ｎ为小西北总人口数，Ｎ１ 为小西北城镇人口数，

Ｎ２ 为小西北农村人口数［１１］。为 了 剔 除 各 年 城 乡 居

民收入差距 大 小 和 居 民 人 均 收 入 总 水 平 的 不 利 影

响，采用各年城乡居民收入组间标准差的变异系数

代表城乡收入差距的程度，其计算公式如下：

Ｖ ＝
δ珡Ｘｉ
珡Ｘ

（５）

式（５）中，Ｖ 表 示 城 乡 居 民 收 入 组 间 标 准 差 系

数，即“城乡 居 民 收 入 差 距 系 数”；δ珡Ｘｉ表 示 城 乡 居 民

组间标准差；珡Ｘ 表 示 小 西 北 城 乡 居 民 平 均 收 入，为

了使各年数据具有可比性，珡Ｘ 等于城镇居民实际人

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实际人均纯收入的加权平

均数。

五、小西北农村人力资本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

根据表１和表２绘制出１９９０～２０１０年间小西

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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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农村人力资本水平变化趋势图和小西北城乡收入

差距走势图，如图１和图２。

图１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年小西北农村人力

资本水平变化趋势图

图２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年小西北城乡收入差距走势图

从图１可发现１９９０～２０１０年２１年间小西北的

农村人力资本水平整体趋于提高，但提高的幅度很

小。根据周云波等（２０１０）［１２］的研究成果，西部省份

大多处于低水平—低增长的“纳克斯模式”④，由图１
看，由甘肃、青海、宁夏三个西北地区落后省份组成

的小西北正处于低水平—低增长的“纳克斯模式”的
陷阱中。

由图２可知，１９９０～２０１０年间小西北的城乡收

入差距呈现出明 显 的２段 周 期 性 倒“Ｕ”曲 线，１９９０
～１９９８年为第一段倒“Ｕ”曲线，１９９８～２０１０年为第

二段倒“Ｕ”曲线。１９９０～１９９８年的倒“Ｕ”曲线相对

陡峭，表明在１９９０～１９９８年小西北的城乡收入差距

经历了迅速扩大和迅速缩小两个阶段；１９９８～２０１０
年的倒“Ｕ”曲线相对平缓，表明在１９９８～２０１０年小

西北的城乡收入差距即便是扩大的趋势，但是这一

趋势比较稳定，甚至从２００７年开始已经出现了下降

的趋势。
利用小西北农村人力资本水平及城乡收入差距

系数的测算结果，做出二者的关系图，如图３。从图

３可以发现：小西北农村人力资本水平与城乡收 入

差距之间存在两段周期 性 倒“Ｕ”型 曲 线 关 系，虽 然

该曲线不是 十 分 规 整。１９９０～１９９９年 为 第１段 倒

“Ｕ”曲线，该曲线相对陡峭，表明在其他影响城乡收

入差距的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小西北农村人力资本

水平的提高引发城乡收入差距的迅速扩大和迅速缩

小２个阶段；１９９９～２０１０年为第２段倒“Ｕ”曲线，这
一段倒“Ｕ”曲线相对 平 缓，表 明 小 西 北 农 村 人 力 资

本水平的提高依然引起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但是

扩大趋势平稳，在到达２００７年的时候甚至是引起城

乡收入差距开始缩小。

图３　小西北农村人力资本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图

六、结论与对策建议

以上方法表 明：（１）１９９０～２０１０年 小 西 北 的 农

村人力资本水平虽有所提高，但是提高缓慢且整体

水平不高，正处于“纳克斯模式”阶段。（２）小西北城

乡收入差距呈２段周期 性 倒“Ｕ”型 曲 线 状，城 乡 收

入差距整体是扩大的，但其扩大趋势趋于平缓。（３）
小西北的农村人力资本水平在提高的过程中引发城

乡收入差距呈２段周期 性 倒“Ｕ”曲 线 状，虽 然 曲 线

特征不是十分规整，也有小的迂回（这可能是数据统

计误差造成的），但农村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确实没

有达到我们普遍预想的结果———使城乡收入差距不

断缩小。也就是说小西北农村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

并没有使城乡收入差距自始至终的下降，而是有升

有降，故小西北农村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对城乡收

入差距的影响方向是不确定的。
为此，我们从人力资本的角度提出缩小城乡收

入差距的对策：

１．通过政府财政支持以及当地农村居民自建等

方式改变基础设施落后及生产生活环境条件恶劣的

现状，通过入乡宣传，电视节目、广播、网络等现代信

息工具或真人现身说法等方式让该地区的农村居民

意识到知识真的能够改变命运，可以改变落后的现

状。同时要加大教育投资力度，普及义务教育，深化

高等教育，鼓励继续教育，推进干中学及在职培训，
进而大幅提高小西北农村人力资本水平，使其摆脱

“纳克斯模式”，逐步进入到“目标模式”。⑤

２．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为农村人力资本的

“內溢性”作用创造条件，实现其城乡人力资本流动

的“循环效应”，促进小西北农村居民增收，进而缩小

小西北城乡收入差距。［１３］

注释：

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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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西北地区中经济发展明显落后 于 陕 西、新 疆 两 省 份，地 理 上 相 连

的甘肃 省、宁 夏 回 族 自 治 区、青 海 省 三 省 份 被 简 称 为“小 西

北”［１４］。

② 本文的权数和杨文举文中所用 权 数 有 区 别：本 文 将 文 盲、半 文 盲

统称文盲半文盲，将其受 教 育 程 度 权 数 统 一 定 为１，把 中 专 和 高

中列在一起，其受教育程度权数也是统一的为１２。

③ 在计算过程中，计算出的基尼系数往往是一个近似值，计算基 尼

系数时的分组对其近似的程度有重要影响，分组越少，误差越大，

分组越多，误差就越小。在本文 的 计 算 中，如 果 采 用 基 尼 系 数 法

把小西北作为一个整体，把这一整体分为“城镇”和“农村”两个组

来测度城乡收入差距，误差肯定 会 比 较 大，数 据 对 事 实 的 描 述 失

真。另有计算基尼系数的难度问题，所以在此不使用基尼系数法

来测算城乡收入差距。

④ “人力资本存量水平低→收入水平低→教育投入低→人力资本存

量水平提升缓慢”这一恶性循环被称为“纳克斯模式”。

⑤ 人力资本水平较高并且还表现出持续快速提高的良好势头，其未

来的任务在于继续保持和巩固既有优势，这样的模式是其他地区

学习的榜样，故称为“目标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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