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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2001~2022年度数据，利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了浙江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发现城镇化水平是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主要因素，人力资本存量是次要因素。实证结果表明：城镇

化水平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负相关，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会逐渐缩小；人力资

本存量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正相关，受高等教育人数增多会使得城乡劳动力资源分配不均匀，城乡收

入差距会因此扩大。基于此提出要进一步推进城镇化建设，合理分配劳动力资源等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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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data from 2001 to 2022, a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model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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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in Zhejiang Province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The 
study found that urbanization level is the main factor affecting the incom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and human capital stock is a secondary factor.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is a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level of urbanization and the income gap between ur-
ban and rural residents. As the level of urbanization increases, the incom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will gradually narrow; The stock of human capital i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incom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An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people receiving 
higher education will lead to uneven distribution of labor resources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and as a result, the incom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will widen. Based on this, 
suggestions are proposed to further promote urbanization construction and allocate labor re-
sources reasonab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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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on Prosperity, Incom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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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共同富裕这一目标的达成是一个持久而又漫长的过程，具有长期

性、艰巨性和复杂性，而现阶段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我们已经到了稳步推进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

共同富裕包含了“富裕目标”与“共享目标”两个方面，其中“富裕”是要使所有人的生活水平能得到

更多的改善，“共享”是要使城乡之间的贫富差距不断缩小。2021 年，浙江省被赋予高质量发展建设共

同富裕示范区的光荣使命。近年来，浙江省在大力推进经济建设的同时，城乡居民的收入正在逐步增长，

人们的生活质量也在逐步提高，但是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仍然是制约全省经济发展的瓶颈。浙江省在第

十五次党代会上，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全省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做出重要决定，

要在高质量发展中推进共同富裕和现代化。浙江省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取得显著成绩的同时伴随

着较大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该问题仍是目前浙江经济建设中迫切需要解决的课题。 
要实现共同富裕，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维度是缩小收入差距，而与收入差异相关的最重要因素就是城

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当前，由于中国正处于一个经济迅速增长的时期，城镇化的速度越来越快，城镇化

的水平越来越高，导致了城市与农村之间的收入差距日益增长。而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仅能够有效

促进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提高城乡居民生活水平，而且能够加速城乡经济结构协调发展，带动市场需求

和社会经济增长；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和社会矛盾，减少社会不公平现象的产生，促进社会公平，增

强社会凝聚力。因此，研究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因素、探索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缩小途径，对

共同富裕的实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我国城乡居民收入不平等现象的成因是多方面的，其成因与经济发展水平、政府政策等有密切关系。

但是，不同因素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程度和作用机理各不相同。那么，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异变

化的主要因素是什么？它们会怎样对城市和农村居民的收入产生影响？弄清这些问题，理清各成因之间

的相互关系，系统地认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能够为目前有关政策的改革与调整提供科学的

依据，减少城乡收入差距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同时为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社会和谐稳定，实现全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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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的共同富裕与幸福生活奠定坚实的基础。通过对可能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七大因素展开系统分析，

并对其进行了归纳和总结，探寻主要因素和次要因素，从作用机理角度对其展开了深入的分析，进而为

更有针对性地减少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相关政策制定和建议提供了理论支撑，同时也为探讨城乡融合发

展推动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提供了一定的研究启示。 

2. 文献综述 

共同富裕的内涵包含富裕程度和共享程度，城镇和农村地区收入差异是衡量共同富裕进程中共享水

平的一个重要指标。因此，对城乡居民收入问题的研究成为了全社会共同关心的焦点问题。就当前研究

来看，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分析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化趋势及其原因；二是研究居民消费差异

与城乡居民收入差异的内在联系，并探讨其影响共同富裕的机制。 
在城乡收入差距研究方面：郭如平(2011) [1]从城乡之间、农村居民内部对农村居民收入差距进行定量

及定性的分析，发现在 1990 年到 2008 年间浙江城市和农村居民收入差距有总体增大的态势，且在农村地

区居民之间收入差距也呈扩大趋势；此外，熊小林和李拓(2022) [2]利用泰尔指数，以 1949~2019 年的全国

居民收入为研究对象，量化评估居民收入分配差异情况，其调查研究表明，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存在着

一定的周期性变化，城乡收入不平衡是造成居民收入分配不平衡的主要因素，产业发展和对外开放将加剧

城乡收入不平衡，而城镇化能够积极缩小城乡收入分配不平衡；彭定赟等(2014) [3]以 1985~2010 年武汉市

的数据为例，构建了一组可以反映城镇化程度和城乡居民收入差异的指标，并实证分析了两者的动态关系，

结果表明，武汉市的城镇化程度和城乡居民收入差异呈显著的正相关；王臣钦(2022) [4]实证分析

2011~2020 年浙江省 11 地市的面板数据，结果表明浙江省开展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明显降低城镇和农村居

民的收入差异，并且数字普惠金融在覆盖范围、应用深度、数字化程度等方面，对城乡居民的收入差异具

有较大的抑制作用；龚勤林、贺培科、曹邦英等(2022) [5]选取四川省三个有代表性的少数民族自治州，从

收入总量、结构比例和区域差异三个方面对居民收入进行了多维对比，归纳和分析了少数民族地区农民收

入组成的差异特点，并发现农村居民收入差异化增长，而收入结构比例保持稳定。 
关于城乡居民收入差异和消费差异的联系：胡利平(2022) [6]在 2013~2020 年省级面板数据的基础上，

在收入结构中从水平和垂直两个角度，实证研究不同来源的收入对城乡居民消费的影响以及它们之间的差

异，其研究结果显示：人均可支配收入对城乡居民消费的影响最为重要，而且人均可支配收入对农村居民

消费的边际效应比城镇居民更大；耿源(2020) [7]以 1978~2018 年山西省城镇化水平、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和

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为基础，运用 VAR 模型，研究城镇化水平和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对城乡居民消

费水平和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的影响，结果显示：城镇化水平、城市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差异都会对城市和

农村的人均消费差异产生较大的影响，且人均可支配收入差异影响更为明显；周抒与李向东(2023) [8]以
2012~2021 年全国省级样本数据为基础，对城乡居民消费差异对收入差异的反向影响及地区差异进行了实

证分析，结果表明，随着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上升，城乡居民消费差异会与城乡居民收入差异呈同向扩大

趋势，形成更加明显的固化效应，并且具有明显的地区差异性；方小林(2023) [9]采用 2019~2021 年的数据，

从共同富裕的经济实践层面，从收入差距和消费差距双重视角，就农村电商发展对共同富裕实践的推动效

应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发展农村电商是推进共同富裕实践重要路径之一，使得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和

消费差距缩小，从经济层面上有效推进共同富裕；余乐和贾康(2022) [10]实证分析 1992~2019 年我国城乡

居民收入差距和消费差距数据，对两者动态联系进行考察，研究发现，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消费差距之间

存在着显著的动态关联性，即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会引起消费差距的扩大，而消费差距的扩大会引起

收入差距的扩大，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缩小收入差异的政策措施，如“互联互通”、都市圈建设等。 
综观当前的研究，在探讨城乡居民收入差异的变动规律和影响因素，以及对城乡居民消费差异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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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等方面，已有较多的成果，这些研究更多地是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所产生的结果为基础，但是对于导

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多种原因的实证研究却较少。基于此，研究拟从经济开放水平、城镇化水平、工

业化程度等多个层面入手，深入剖析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变化的多元成因，并在此基础上开展实证分

析，对于进一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促进浙江省共同富裕思路和途径探索，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

现实意义。 

3. 城乡收入差距现状分析 

3.1. 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变化情况分析 

研究数据来源于《浙江统计年鉴》，收集了 2001 年至 2022 年浙江省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

及指数、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及指数，并分别计算城镇居民家庭和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

入指数(环比)，采用 Mann-Whitney 检验方法对上述数据分别进行检验。 
对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指数进行 Mann-Whitney 检验时，假设城市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指数

和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指数这两个总体之间没有明显的差异。经检验，p 值为 0.9438，在 0.05
的显著性水平下，接受原假说，这表明城市与乡村居民之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没有明显的差异，即浙江

省城市与乡村居民的收入变化趋势基本一致。 
对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指数(环比)进行 Mann-Whitney 检验时，原假设是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

配收入指数(环比)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指数(环比)这两个总体之间没有明显的差异。经检验，

得出的 p 值是 0.9719，在 0.05 的显著性水平下，接受原假设，这意味着城市与农村居民家庭的人均可支

配收入指数(环比)没有明显的差别，即浙江省城市与农村居民的收入变化是一致的。 

3.2. 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差异分析 

对提取到的数据计算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差、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从浙江省城乡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趋势变化、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值变化、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变化

等方面绘制三者变化趋势图，分别见图 1、图 2、图 3。 
从图 3 中可以看到，在过去的 20 年中，浙江省的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总体上是在波动变化

的，基于浙江省的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在不同时期的变化情况，将浙江省的城乡居民收入之比

划分为以下三个时期进行分析。 
 

 
Figure 1. Trend chart of income for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图 1. 城乡居民收入趋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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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Trend chart of incom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图 2. 城乡居民收入差趋势图 

 

 
Figure 3. Trend chart of income ratio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图 3. 城乡居民收入比趋势图 

 

时期一(2001~2007 年)，其特征是城市和农村居民的平均可支配收入之比出现了波动增长。在

2001~2003 年期间，城乡居民收入都有增长趋势，同时城镇和农村的居民收入差值也在增加，并且增加

的幅度比较大，城镇和农村居民的收入之比呈现出快速增加的态势；在 2003~2004 年期间，城镇和农村

居民收入增长不大，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之比呈下降趋势；随后，浙江省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之间的可

支配收入比呈现出稳步增长的态势。这一时期，伴随着“八八战略”的提出和浙江经济的整体转型，浙

江城市经济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有所扩大。 
时期二(2008~2012 年)，这一时期的特征是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呈总体平稳的态势，比值保持

在 2.3 至 2.5 之间。在这个时期，国家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放松了货币政策[11]，并对经济发展中的

一些关键问题和薄弱环节给予了有力的支持；浙江省在发展中，通过对交通、通信和邮政等方面的投资，

社会保障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使城市和农村的居住环境得到了明显的改善。房地产业兴旺，小城镇经

济发展迅速，而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比较落后，农业生产和管理状况较差，农业产业化发展较慢，

产业结构仍很不合理。所以，在这个时期，我国的城市和农村居民的平均可支配收入比是比较高的。 
时期三(2013~2022 年)，这段时期的特征是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具有缩小的趋势，特别

是在 2012 年至 2013 年的时候，城乡居民收入比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在此之后，城乡居民收入比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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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于稳定。在此期间，城乡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都出现了较快的增长。浙江积极实施“五位一体”总

体规划，积极配合“四个全面”战略部署，以促进全省的经济社会可持续增长，并且积极增强对基础设

施的投入，使得生态环境、社会事务等方面的基础设施得到极大的改善，从而促使城市与农村的协调发

展，显著减少了城市与农村之间的经济差异。 

4. 研究设计 

4.1. 回归模型构建 

为了对浙江省城镇和农村居民之间的收入差异进行分析，建立了如下形式回归模型： 
n

0 k k
k

Y Xβ β ε= + +∑                                    (1) 

在上式(1)中，Y 代表被解释变量；Xk 代表解释变量；n 代表解释变量个数；β0 代表截距项；βk 代表

解释变量的系数；ε代表随机扰动项。 

4.2. 变量说明 

4.2.1. 被解释变量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Y)，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差距是衡量城镇和乡村发展差异的基本指标，其度量方

式有很多。在借鉴李成友等(2021) [12]方法的基础上，用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13]作为衡量指标，

该比值越大，则表明浙江省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异越大。 

4.2.2. 解释变量 
经济开放程度(X1)。外商直接投资占 GDP 的比重，即投资依存度，可以反映经济要素流动于不同区

域之间的程度，能够来衡量区域经济开放程度。外商直接投资能够通过改变商业模式、促进人口流动等

方式，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产生影响。在计算外商直接投资与 GDP 比值时，由于计量单位不一致，将以

美元单位的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总额按照年均汇率换算为人民币单位。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X2)。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指的是一种衡量消费商品及服务项目价格水平随着时间变

化的相对数，可以了解消费者的消费情况，并且可以用来评估消费者的消费行为。按照周抒等[8]的观点，

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将会对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产生逆向效应，如果城乡居民消费差距扩大的话，将会使

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所以选择了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作为一个解释变量。 
城镇化水平(X3)。城镇化是指人口从农村向城镇转变的过程，是一种城乡融合发展的进程，反映地区

内经济发展水平，揭示城镇和农村之间的发展差异。城镇化水平的高低可以用城镇居民人口与总人口的

比值来反映[14]，也就是城镇化率来表示。 
工业化程度(X4)。工业化具体表现为工业就业比重提高、工业内部结构调整和工业发展模式转变，这

些都会使农业部门的劳动力向非农业部门的转移，造成以农业为支柱的农村经济与城市经济发展的差异

性严重，城乡居民的收入不平衡加剧。参考董康等(2023) [15]采用工业增加值与 GDP 的比值来衡量工业

化程度。 
政府财政支出(X5)。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成因与财政支出甚至是财政体制密切相关，根据熊云飚

等(2022) [16]的研究，财政支出倾向于把有限的资源要素集中分配到城镇地区，这不利于合理配置资源要

素，进而不断拉大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参考张瑶等(2023) [17]使用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与 GDP 的比值

来测度政府财政支出。 
人口生育率(X6)。人口生育率对于评估一个地方的经济状况和实现其长期繁荣至关重要，也是衡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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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区域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重要指标。人口生育率的变动将引起未来劳动力的数量和就业形式的变动，而

在现代生育理念的影响下，人口生育率将成为影响城乡居民收入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选用人口出生

率来反映人口生育率。 
人力资本存量(X7)。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城乡劳动力资源不平衡导致的，而城乡之间

教育机会不平等、教育水平资源分配不均，使得人力资源流出，城乡人力资本投资回报差距明显。衡量

人力资本投资的指标一般为高等教育水平，因此，选用浙江省历年高校在校生数与年末总人口的比值来

反映。 

4.2.3. 数据来源 
研究分析使用到的数据，包括城镇和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全省生产总值、年末常住居民人口数、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外商直接投资总额、城镇人口数、出生人口数等，均取自历年的《浙江统计年鉴》。

根据这些数据测算出各个指标，对数据缺失较多的年份进行剔除，少量缺失数据用均值法插补，最终得

到 2001~2022 年浙江省的年度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在后续分析中将各变量做数据标准化处理，以便于分

析进行。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如表 1 所示。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results of variables 
表 1. 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指标 符号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中位数 最大值 

城乡收入差距 Y 22 2.2373 0.2084 1.8972 2.3267 2.4901 

经济开放程度 X1 22 0.2890 0.1081 0.1494 0.2550 0.4856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X2 22 102.1455 1.6959 98.5 102.15 105.4 

城镇化水平 X3 22 61.9155 7.5061 49.66 62.75 73.4 

工业化程度 X4 22 42.8955 4.5427 35.1 44 48.8 

政府财政支出 X5 22 12.2850 2.5381 8.6219 12.0838 16.0946 

人口生育率(%) X6 22 9.9291 1.3989 6.28 10.245 11.92 

人力资本存量 X7 22 1.5024 0.3273 0.6198 1.6272 1.9055 

5. 实证分析 

5.1. 回归模型的建立 

5.1.1. 相关性检验 
 
Table 2. Table of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表 2. 相关系数表 

 Y X1 X2 X3 X4 X5 X6 X7 

Y 1.000 0.788 0.056 −0.834 0.943 −0.882 0.399 −0.506 

X1 0.788 1.000 0.010 −0.795 0.822 −0.818 0.413 −0.558 

X2 0.056 0.010 1.000 0.189 0.047 0.081 0.010 0.358 

X3 −0.839 −0.795 0.189 1.000 −0.888 0.958 −0.400 0.866 

X4 0.943 0.822 0.047 −0.888 1.000 −0.934 0.389 −0.570 

X5 −0.882 0.818 0.081 0.958 −0.934 1.000 −0.301 0.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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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X6 0.399 0.413 0.010 −0.400 0.387 −0.301 1.000 −0.297 

X7 −0.506 −0.558 0.358 0.866 −0.570 0.774 −0.297 1.000 

 

各变量进行标准化后对其做相关性检验，根据相关系数矩阵，见表 2，发现被解释变量 Y 与 X3、X4、

X5 的相关系数的绝对值均超过 0.8，可以初步推测被解释变量 Y 与解释变量之间呈相关关系。其中 Y 与

X3、X5、X7 的相关系数为负数，说明𝑌𝑌与这些变量呈负相关。 

5.1.2. 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构建的模型形式为： 

0 1 1 2 2 3 3 4 4 5 5 6 6 7 7Y X X X X X X Xβ β β β β β β β ε= + + + + + + + +                   (2) 

运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方法对获取数据进行分析，得到的回归分析结果见表 3。 
 
Table 3. Table of regression analysis results 
表 3. 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估计值 标准差 t- value P(>|t|) 

X1 −0.0499 0.1492 −0.334 0.743 

X2 0.0131 0.0909 0.144 0.888 

X3 −0.9369 0.5885 −1.592 0.134 

X4 0.0731 0.4601 0.159 0.876 

X5 −0.4858 0.4464 −1.088 0.295 

X6 0.0831 0.0998 0.832 0.419 

X7 0.7154 0.3495 2.047 0.060 

R2 0.916 调整后 R2 0.874 

F-statistic 21.84 p−value 0.000 

 

从回归结果可知 F 检验统计量为 21.84，p 值为 0.000，模型通过 F 检验，说明回归模型显著。同时可知

R2为 0.916，调整后的 R2为 0.874，说明方程拟合效果良好。但在 t 检验中，解释变量的 p 值均大于 0.05，
没有通过检验，表明模型有待于进一步优化。结合变量间相关系数矩阵可知，回归模型各解释变量间存在多

重共线性。逐步回归法选择变量是常用的消除多重共线性的方法，接下来用该方法处理模型的多重共线性。 

5.1.3. 处理多重共线性 
根据相关系数表可以推测某些解释变量内部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尤其是 X1 与 X4、X5，X3 与 X4、

X5、X7，X4 与 X5 的相关系数的绝对值均超过 0.8，代表这些变量间具有多重共线性，需要对模型进行变

量选择，进而消除多重共线性对模型结果的影响。 
对解释变量采用逐步回归的方法进行选择，得到的最优子集为 X3、X5、X7，但在 0.05 的显著性水平下，

X5的回归系数不显著，因此该不显著变量需要被删除，最终得到的逐步回归结果如下表 4 所示。 
从回归输出结果可以看到 F 检验统计量为 84.51，p 值为 0.000，模型通过 F 检验，说明模型显著。

同时 R2 为 0.899，调整后的 R2 为 0.888，说明回归方程能解释被解释变量 Y 变化的 88.8%，回归方程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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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 Table of stepwise regression results 
表 4. 逐步回归结果表 

变量 估计值 标准差 t-value P(>|t|) 

X3 −1.6032 0.1458 −10.998 0.000*** 

X7 0.8825 0.1458 6.054 0.000*** 

R2 0.899 调整后 R2 0.888 

F-statistic 84.51 p-value 0.000 
 

较好的拟合效果。同时在 t 检验中，各解释变量均通过检验，说明模型中的多重共线性已经被消除。 

5.2. 模型检验 

5.2.1. 正态性检验 
 
Table 5. Table of Shapiro-Wilk test results 
表 5. Shapiro-Wilk 检验结果表 

W 检验统计量 p-value 

0.9636 0.5655 
 

模型残差的正态性检验采用 Shapiro-Wilk 检验，该检验的假设为： 
H0：样本来自正态总体。 
H1：样本不是来自正态总体。 
根据上表 5 中的结果可知，检验统计量为 0.9636，p 值为 0.5655，在 0.05 的显著性水平下，接受原

假设，说明残差来自正态总体，服从正态分布。 

5.2.2. 异方差性检验 
 
Table 6. Table of Breusch Pagan test results 
表 6. Breusch-Pagan 检验结果表 

BP 检验统计量 p-value 

1.8868 0.3893 
 

模型残差的异方差性检验可运用 Breusch-Pagan 检验，该检验的假设为： 
H0：异方差性不存在。 
H1：异方差性存在。 
根据上表 6 中的结果可知，检验统计量为 1.8868，p 值为 0.3893，在显著性水平为 0.05 的条件下，

原假设不可被否决，说明模型的残差项具有同方差性，不存在异方差。 
综上，可以认为模型残差项满足正态性、同方差假定。 

5.2.3. 自相关检验 
 
Table 7. Table of Durbin Watson test results 
表 7. Durbin-Watson 检验结果表 

DW 检验统计量 p-value 

1.395 0.0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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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 Durbin-Watson 检验对模型进行自相关性检验，其检验的假设为： 
H0：误差项之间不具有相关性。 
H1：误差项之间具有相关性。 
根据上表 7 中的检验结果可知，得到的检验统计量为 1.395，p 值为 0.0233，在 0.05 的显著性水平下，

拒绝原假设，说明误差项之间具有相关性，因此需要对模型进行进一步改进以消除误差项的自相关性。 
采用尼威–韦斯特稳健标准误修正参数的方差，消除自相关性带来的不良后果。该方法对参数的方

差进行修正，所得到的参数估计值与普通最小二乘法相同，因此得到的结果如下表 8 所示。 
 
Table 8. Output table of correction results 
表 8. 修正结果输出 

变量 估计值 标准差 t-value P(>|t|) 

X3 −1.6032 0.1039 −15.433 0.000*** 

X7 0.8825 0.0719 12.269 0.000*** 

R2 0.899 调整后 R2 0.888 

F-statistic 84.51 p-value 0.000 

5.2.4. 拟合优度 
对模型进行优化后，得到的最终模型如下： 

3 71.6032 0.8825Y X X= − +                                  (3) 

根据拟合优度检验可知，R2 为 0.899，调整后的 R2 为 0.888，说明回归方程能解释被解释变量 Y 中

88.8%的变异，回归方程具有较好的拟合效果。 
在此基础上，以浙江省 2001~2022 年城乡居民收入比值的真实值为例，计算出模型的拟合值与标准

化后真实值的均方误差。由表 9 可知，该模型的均方误差为 0.0312，预测结果表明，回归模型有较好的

预测精度，说明模型拟合效果较好。 
 
Table 9. Table for fitting test of multiple regression equations 
表 9. 多元回归方程拟合检验 

年份 实际值 预测值 均方误差 

2018 −0.9684 −1.1611 

0.0312 

2019 −1.0698 −1.2323 

2020 −1.3134 −1.4527 

2021 −1.4121 −1.3647 

2022 −1.6323 −1.3661 

5.3. 结果分析 

5.3.1. 城镇化水平反向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由上述优化后的模型得出，城镇化水平(X3)的回归系数为-1.6032，这表示随着城镇化程度的加深，城

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会缩小，且每提高 1%的城镇化水平，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就会减少 1.6032%。并且该

系数的绝对值最大，这说明影响乡居民收入差距的主要因素是城镇化水平。 
我国的经济结构是一种城乡二元结构[18]，城镇与乡村同时存在，这就造成了城乡之间发展的不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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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缓解矛盾，我国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把农村和城市的二元结构转

化为现代化经济结构。这一进程中使农村向城镇转变，一方面，乡村中的剩余劳动力被转移到城市[19]，
农民可以得到更多的收入；另一方面，通过乡村振兴与城镇化的深度融合，发挥了农村土地与劳动力的

作用，调整了农村产业结构，优化了第一产业，并承接了第二、三产业的转移，提高了农村的整体经济

效益，提高了居民的收入。因此，加快城镇化进程，有助于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5.3.2. 人力资本存量正向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根据回归分析可知，人力资本存量(X7)的回归系数为 0.8825，这就说明，当提高人力资本存量时，将

进一步扩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此过程中，人力资本存量每增加 1%，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就会扩大

0.8825%，并且其回归系数相对较小，表明人力资本存量是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产生影响的次要因素。 
高校在校生数会影响人力资本存量，高校在校生人数越多，人力资本存量指标越大，则城乡居民收

入差距越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国的人力资本存量能够反映出城乡居民受教育水平的高低。由于我

国实行“城市优先”的政策，城镇具有较高的高等教育资源。与农村相比，城市拥有更好的基础设施、

更完善的社会福利、更优越的经济环境，更能吸引更多的优秀人才。而人力资本存量又是衡量未来劳动

力质量的重要指标，决定着未来劳动力质量的优劣。城市与农村的产业结构不同，农村主要是劳动密集

型、资源性的工业，而城市主要是资金密集型、知识性的工业，因此，农村很难吸纳到大量的高质量的

劳动力，人才更多地向城镇集聚。这两方面的综合影响，人力资本存量提高会加剧浙江省城乡居民收入

不平衡。 

6. 结论与建议 

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项长期艰巨的历史重任，是中国式现代

化的重要特征[20]。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使命的完成

离不开共同富裕的助力。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之一是缩小收入差距，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可以推

进发展与共享统一、促进效率与公平和谐，以实现共同富裕所要求的全民共富。利用 2001~2022 年浙江

省年度数据，在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并对模型进行优化的基础上，得出以下结论：城镇化水平对城乡

居民收入差距产生主要作用，其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现抑制作用；而人力资本存量是正向影响城乡居

民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 
在此基础上，针对浙江省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以下几点政策建议： 
第一，积极推动新型城镇化进程，将城乡统筹发展与共同富裕有机结合。加快城镇化进程，能够缩

小城乡居民收入差异，对于共同富裕的实现具有积极的意义。现如今的新型城镇化是通过城乡经济发展

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实现城乡经济社会和环境的综合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相对于传统的城镇化，新型

城镇化更符合中国特色现代化特征。在乡村地区，传统的农业占有相当大的比例，这对实现共同富裕来

说，是一个困难的问题。要以新型城镇为基础，充分发挥中心城市在乡村振兴中的辐射作用，通过中心

城市来带动形成一批在产业、资金和人才等方面都有很强优势的乡村振兴示范区，以点带面，促进城乡

融合发展。构建以城市带动农村的现代工业系统，促进要素的流动，资源的整合，优势的互补，促进农

村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与城市水平相匹配，以新型城镇为基础和载体，实现城乡融合发展。 
第二，健全城乡一体化劳务市场，优化城乡劳动力资源配置，吸引优秀人才返乡创业就业。人力资

本存量的增大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其重要原因我国劳动力市场的结构不完善，高教育程度的劳动力易

向城镇转移，导致进一步扩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因此，应当构建城乡一体化劳务市场，加快推进乡村

振兴建设战略，为农村地区提供高质量的就业。这样一方面，通过产业的发展促进农村居民收入增长；

另一方面，让居民就近解决就业问题，促进高质量劳动力在城乡间的合理分布，从而平衡城乡居民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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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通过共建共富，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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