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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城乡要素双向自由流动有利于提高要素配置效率和优化城乡关系,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现有关于

要素流动对城乡融合发展的研究主要围绕传统生产要素对城乡融合发展的研究展开讨论,鲜有文献将数据

这一新型生产要素纳入城乡要素流动范围并探索其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机理.基于２０１０—２０２１年中国

３１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在测算要素流动、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基础上,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地理加权回归

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要素流动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全国要素

流动总指数呈现出小幅度增长的态势,位于均值之上的地区中６４％是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说明城乡融合发

展政策实施具有重要的引导作用;第二,要素流动显著促进城乡融合发展,这一结论在引入城乡之间距离作

为工具变量进行内生性检验、采用删除４个直辖市和缩短时间窗口的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之后仍然成立;第
三,空间异质性分析中,劳动力、土地和数据要素始终表现出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土
地要素对不同地区城乡融合发展影响程度逐渐增强、影响范围逐步扩大,技术要素对城乡融合发展的促进逐

渐凸现,由华东和华南地区向东北和西南地区转移;第四,在要素流动影响城乡融合发展的过程中,电商销售

是要素流动影响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途径,农业机械化和产业结构变迁并未发挥出中介变量的作用,不同于

已有的研究结果.因此,今后持续深化城乡融合发展的内涵与外延、拓展深度与广度;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运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整体推进与试点示范相统一的指导原则,

推广实践中形成的典型经验.研究结论为城乡要素双向合理流动的机制建立、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的健

全提供了理论和经验上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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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城镇常住人口从２０１０年６６９７８万人增加到２０２２年的９２０７１万人,增长了

２５０９３万人;城区面积从２０１０年１７８６９１７３平方公里扩展到２０２２年的１９１２１６７７平方公里,增加了

１２５２５０４平方公里.２００５—２０１７年,政府通过增加财政支农支出这一举措引导生产要素向农村转移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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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不太显著,从金融机构流出的农村资金规模从１７３０９１亿元增加到１８９９２９４亿元,变化了近１１倍[１].
长期以来,由于重城轻乡、重工轻农、城乡要素价格扭曲和市场差异的原因,生产要素在城镇与乡村两区域之

间流动受阻,乡村逐渐沦为城镇的附庸,致使农业农村发展严重滞后[２].随着中国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持续

推进,各类生产要素在城乡间的联系日益紧密,城乡资源要素流动通道基本打通,要素流动速度加快,城乡劳

动力、土地、资金等要素市场已由过去分割对立状态逐渐转变形成融合互动局面.随着不同类型城市要素逐

渐流向农村地区,教育、医疗和住房等基本公共服务也向农村延伸,但农村资源承接能力较弱,使得激励要素

流动的政策效应不显著.
习近平总书记立足时代前沿,深刻把握中国城乡关系的时代特征,推进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中国

化,继承和创新中国共产党历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城乡关系的重要理论成果,结合自身多年工作实践,赋予

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的科学内涵,即构筑城乡生命共同体、发展共同体、利益共同体[２],提出逐步实现城乡

“五化”是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的目标任务[３].乡村要素单向流往城市,农业部门要素配置不合理,要素配置

效率较低,城镇地区各种要素下乡成本高于农村地区各种要素进城成本,是当前城乡要素双向流动面临的现

实问题.因此,研究劳动力、土地、资本、技术和数据要素在城市和农村之间流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于生产要素的相关研究.主要包括不同类型生产要素、要素配置的测度以及要素配置与其他领域相

结合产生的影响.现有研究成果用劳动力流动率、人口城镇化水平、外地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和非农就业表征

劳动力要素流动[４Ｇ６];用工商用地面积比重表征土地要素流动[５];用市政建设固定资产投资、储蓄额与投资额

的差额表征资本要素流动[５,７];农业技术进步和外商直接投资表示技术要素流动[６,８];目前数据要素的研究

主要表现为定性分析,数据基础制度未健全、数据治理规则不明晰以及数据要素难以测量,因此,表示数据要

素流动的适宜指标较少.要素配置可通过地区间市场发育得分的相对差距、要素实际使用量与有效配置相

比的偏离度计算,也可以通过全要素生产率推算得出[９Ｇ１１];要素配置主要与数字经济、农地确权和劳动力配

置等联系在一起[１２Ｇ１５].
关于城乡融合发展的相关研究.由于城乡融合涉及的层面较多,其指标选取也不断更新,评价指标体系

呈现出多元化态势.目前主要采用德尔菲法、熵值法等综合评价法对全国、个别省域(浙江省、江苏省等)的
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进行测度,维度选取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五大发展理念”对应的５个维度[１６Ｇ１７];人
口、空间、经济、社会生活和生态环境等维度[１８Ｇ２１];“人”“地”“资本”３个维度[２２].城乡融合是自然资源、社会

生活和政策偏向等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部分学者采用最小二乘法、面板回归和地理探测器等方法探索城

乡融合发展的影响因素,其中经济发展程度、城乡收入差距和教育支持是区域差异化发展的主要原因,可作

为全国层面城乡融合水平的驱动因素[２３];土地、劳动力、资金、产业和信息实体要素是影响城乡融合发展的

关键要素[５];财政相关指标、产业结构调整等影响城乡融合发展进程[１８Ｇ１９].
关于要素配置与城乡融合发展的相关研究.引导城镇和农村地区生产要素双向流动,提高要素配置效

率是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而现阶段城乡要素市场改革进度缓慢,导致要素双向流动效率较低,城乡融

合发展水平不高[２２,２４].打破这一局面最关键在于城乡之间要素双向流动,要素资源均衡配置[２５Ｇ２６].现有研

究将要素错配与城乡融合联系在一起研究的文献比较少,研究内容集中在农业部门、非农业部门就业比例对

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农户金融抑制对自身不同类型收入造成的损失以及要素错误配置对收入分配格局和

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２７Ｇ３０].
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有:第一,数据要素流动范围广、共享成本低和边际效应递增等特性能够有效缓解

农村地区数据资源短缺和信息滞后问题,缩小城乡资源要素差距,消除数字鸿沟对城乡融合发展约束,提升

要素在城乡间流动与配置效率,推动城乡产业融合和结构升级,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然而,现有关于要素流

动影响城乡融合发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劳动力和资本等传统要素的基础之上,欠缺对数据这一新型生产要

素的探索.因此,本文将数据要素纳入城乡要素流动范围,揭示数据要素对城乡融合发展的作用机理,弥补

数据要素对城乡融合发展作用机理研究的相对滞后.第二,农业机械化、产业结构变迁和电商销售作为农村

产业发展、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作用渠道,是影响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本文从农业机械化、
产业结构变迁和电商销售三条路径出发,探究要素流动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以期为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提

供理论依据.第三,使用可以反映局部空间关系和空间异质性的地理加权回归模型,探索劳动力、土地、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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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技术和数据要素因地理位置改变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以期为优化资源结构和全面推进城乡融合发展

提供决策参考.

二、城乡融合发展的政策演变过程

借鉴方创琳的研究成果,将２０１０—２０１９年定义为城乡一体化发展阶段,２０２０年至今定义为城乡融合发

展阶段,梳理２０１０年至今城乡发展方面的相关政策部署[３１],详见图１.
城乡一体化发展阶段(２０１０—２０１９年).城乡一体化发展是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在资源

有限、不损害城市和农村各自利益前提下,城乡之间取得最优经济效益,实现协同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初期,出于多方面考虑,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为满足当时重工业发展的特征,政府建立户籍管理制度,控
制农村人口外流,降低城市吸纳就业能力,延缓城市化进程,产生了刘易斯二元经济[３２].目前中国经济已转

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但传统二元结构仍存在于城乡发展过程中,主要表现为:不同地区和领域经济发展过程

中仍存在唯 GDP、重城轻乡、重工轻农的发展理念,为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忽略了区域之间、产业之间的协调

发展问题;在户籍制度方面,虽然逐渐放宽了户籍制度限制,人口城镇化速度也在逐渐加快,但农民进城后不

能同等享受各种福利,城镇和农村在社会保障、教育资源和基础设施等资源配置方面显现出的一系列问题,
表现出户籍制度改革不全面、不彻底;在土地制度方面,出于经济发展的需要,中国城乡二元土地制度经过几

番调整,仍存在城乡土地不平等交换等一系列问题.为满足这一系列现实需求,破解城乡发展的对立局面,
在城乡一体化阶段实现城乡高度融合发展,从满足国家战略需求和解决现实问题角度考虑,国务院先后印发

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２０１４)等一系列政策,加快完善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着力在

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推进一体化,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加快形成新型工农城

乡关系.

图１　２０１０年以来中国城乡政策的演进脉络

注:根据参考文献[２３]绘制.

城乡融合发展阶段(２０２０年至今).随着城乡发展差距逐渐缩小,两区域之间界限逐渐模糊,仅仅依靠

城乡统筹和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难以构建新时代协调统一的城乡共同体.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坚持城乡

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实现这一目标关键在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城乡

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内容主要包括:第一,破除妨碍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和平等交换的体制机制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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垒,促进各类要素更多向乡村流动,在乡村形成各种生产要素集聚的良性循环;第二,健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

普惠共享、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发展的体制机制,加快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乡村延伸、公共服务和社会事业

向乡村覆盖,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标准统一,注重把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重点放在乡村,加快推动乡村基础

设施提档升级;第三,优化农民收入持续增长体制机制,促进农民工就业,抓好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推进农村

产权改革,落实农民补贴政策,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２].将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新需求作为城乡

融合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国家发展改革委先后印发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２０２１—２０３５年)»(２０２２)和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２０２３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等相关文件,加快推进国家城乡融合

发展试验区改革探索,全面推进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直接入市,以县域为基本单元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促进城乡生产要素双向自由流动和公共资源合理配置,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三、理论分析

(一)生产要素流动对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论机制分析

１．劳动力要素流动是城乡融合发展的核心

劳动力要素是城乡融合发展不可或缺的生产要素资源.结合目前相关文献,直接涉及中国劳动力流动

影响城乡融合发展的研究居于少数,但有大量文献研究劳动力转移对城乡差距的影响,城乡差距的缩小是城

乡融合发展的一种表现形式,因此,很大程度上可以代表劳动力流动对城乡融合发展的研究.农村劳动力可

以通过外出增加边际劳动报酬率、提高农村留守农户的边际劳动生产率,缩小地区间要素报酬差异,缩小城

乡收入差距,流向农村地区的劳动力可以弥补劳动力短缺,促进农村地区经济发展[３３].户籍制度造成城乡

之间劳动力流动成本进一步加大,使得一批愿意返乡城镇户籍的人口无法在乡村落户,不利于实现城乡间资

源的优化配置[３４].
２．土地要素流动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

土地要素是农村地区比较丰富的资源,也是推动农村地区发展的关键因素.随着城镇化不断推进,
２０１０—２０２２年城区面积增加了１２５２５０４平方公里,城区面积扩张带动城镇地区生产要素向农村地区流动

的渠道逐渐建成.建立城乡间生产要素流通渠道对提高农村地区公共资源使用效率,合理布局城乡之间要

素产生重要影响.符合相关规定前提下,城市国有土地交易受到的限制较少,农村土地流转必须以确保粮食

安全为前提,形成了城乡割裂的土地交易市场.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镇地区,土地权益的分配问题导致农民

进城落户瞻前顾后,使城乡劳动力要素双向流动不畅,阻碍城乡融合发展[３４].
３．资本要素流动是城乡融合发展的保障

２０世纪以来,美国、欧盟、加拿大等出台一系列农业方面的政策表明,农业农村的发展都离不开资金的

支持和政策的引领,这一研究结论也适用中国,资本要素流动的同时,高素质金融人才流入农村,促进农村金

融发展,资金注入农村金融服务体系,给农村地区发展带来资金保障[３５].大量研究与发展实践均表明,财政

和金融是农业现代化发展的主要动力,资金投入有利于农村减贫[３６Ｇ３８].但资本的逐利性、长期二元经济体

制、现有的制度环境以及农业天然的弱质性和低效性,导致大量农村资金外流到城市,农村地区无法实现持

续发展,城乡融合发展目标难以实现[３９].
４．技术要素流动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动力

农业现代化发展离不开技术要素推动,生产技术先进与否直接关系到产业转型升级能否顺利实现.城

镇作为技术要素集聚中心,借助劳动力、资本等要素向农村地区传播该要素,促进了农业生产技术变革,引进

批量生产设备,改善农业发展落后的现状,推动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技术要素作为城乡融合发展的动力,不
仅为农村引进高技术人才,也同样吸引了大量资本要素注入农村,重新整合城乡之间资源,提高要素使用效

率,促进城镇和农村互动式发展[４０].
５．数据要素流动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基础

数据要素作为一种全新生产要素,具有流动范围广、共享成本低和边际效应递增等特性,创造的价值不

仅在于数据要素本身,还将现有的生产要素重新整合到一起,不但丰富生产要素类型,而且促进劳动力、土
地、资本和技术要素间更密切的交互联系,提高各种生产要素配置效率[４１].数据要素流动推动农村地区互

联网发展,增强农村居民网络安全意识,提高使用和获取信息的能力,推动数字鸿沟转向数字红利,弥合城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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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数字鸿沟.因此,推动数据要素与土地、劳动力、资本和技术要素协同联动,激活城乡数据生产要素,提
高单一要素生产效率,赋能城乡融合发展.

(二)要素流动影响城乡融合发展的作用机理

城乡要素既指城乡之间劳动力、土地、资本、技术和数据要素,也指五种要素根据“政府先行、市场跟进”
的原则,在基本打通要素流动渠道的前提下,不同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合理配置后的总效应.要素在经济发

达的城市地区和发展凋敝衰落的农村地区高效流动,推动农业发展,促进产业结构优化;政府资本要素向乡

村地区倾斜,发展农村基础设施,使农村地区交通更加便利,为农村电商发展提供基础条件,促进农村地区经

济发展.

１．要素流动提高要素配置效率

市场经济条件下,要素流动具有逐利性,这种特性驱动各种生产要素在不同区域间循环流动,实现资源

的再配置,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增加经济产出,从而推动城乡经济发展.劳动力、土地、资本、技术和数据要素

的双向自由流动,改变城市与乡村两区域的资源分布现状,使其分布更合理,要素得到最优配置,起到以城带

乡作用,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２．要素流动推动农业农村发展

随着乡村振兴、城乡融合发展战略持续推进,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农林水支出占比从２０１０年的

１１２４％提高到２０２０年的１２２０％,支持农村产业发展的力度持续加大,这些举措加快了农村产业发展步

伐,农村居民收益颇丰,生活质量提高的同时,生活满意度也增加.与目前工业化发展已取得成就相比,农业

农村发展仍存在较大差距,主要表现为城镇对乡村发展的带动作用不足,第二、三产业对第一产业的辐射渗

透不充分,一二三产业的联结机制尚不健全等.农村发展不充分仍然是当前面临的最大不充分,加快城乡之

间要素合理流动是破解此类问题的有效举措.城乡之间要素流动为农村发展提供丰裕资本的同时,改善了

农村普遍存在的生产技术落后、生产设备不全面的境况,为农村产业发展提供了更好的条件,推动农业农村

现代化的实现.

３．要素流动促进农村电商发展

互联网快速发展使农村居民随时随地通过互联网从外界获取相应的信息资源,增加网购需求.随着支

农惠农政策的实施,惠农资金不断注入农村,从政府投资角度看,资金要素流动大多作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农
村道路交通状况持续改善,为农村产业发展营造了良好环境,鼓励农民通过各种途径提高收入水平和消费能

力,更进一步提高农村居民网上购物的需求.快递业务与电商销售唇齿相依,前者作为后者的售后环节直接

影响到电商平台发展,农村道路状况的改善为快递业务快速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

乡居民收入差距,促进城乡经济融合.

４．要素流动推动产业结构优化

产业结构优化是指以农业产业为基础,引进高素质的劳动力、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从供给和需

求两个方面干扰产业结构,拓宽产业链,满足社会不断发展过程中产业结构变迁需求.第二、三产业发展过

程中各种优质资源流向第一产业领域,改变农村产业结构,促进乡村经济发展,缩小城乡差距,助推城乡产业

和经济融合发展.
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１:要素流动对城乡融合发展有正向作用.
假说２:要素流动可以通过农业机械化影响城乡融合发展.
假说３:要素流动可以通过电商销售影响城乡融合发展.
假说４:要素流动可以通过产业结构变迁影响城乡融合发展.

四、研究设计

(一)模型构建

１．基准模型构建

建立基准回归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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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α０＋α１Tolfit＋αmMit＋μi＋δt＋εit (１)
其中,Cit表示i地区在t年的城乡融合发展水平,Tolfit是i地区在t年的要素流动水平,Mit代表控制变量,

μi、δt、εit分别表示省份固定效应、时间固定效应和随机扰动项.

２．中介效应模型构建

为验证农业机械化、电商销售、产业结构变迁在要素流动与城乡融合发展之间发挥是否中介效应,建立

如下的回归模型:

Zit＝β０＋β１Tolfit＋βmMit＋μi＋δt＋εit (２)

Cit＝γ０＋γ１Tolfit＋γ２Zit＋γmMit＋μt＋δt＋εit (３)
式(１)中α１ 表示要素流动对城乡融合的总效应,式(２)中β１ 表示要素流动对中介变量的效应,式(３)中γ２ 是

在控制了要素流动的影响后,中介变量对城乡融合发展的效应,γ１ 表示控制中介变量的影响后,要素流动对

城乡融合发展的直接效应.
(二)变量设定

１．被解释变量

二元结构向一元结构转变过程中,城乡融合既表现为一种过程,也表现为一种结果.因此,在构建城乡

融合的测度体系时,既要包括过程类指标,也要有结果类指标[１８].借鉴周佳宁等指标选取维度[１８],结合城

乡融合发展的时代内涵、研究西方社会关于城乡关系的主流理论和实践经验,提出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的科

学内涵在于构筑城乡生命共同体、发展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考虑指标的科学性、数据可获得性原则,从５个

维度测度城乡融合发展水平.(１)城乡人口融合是指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地位平等,打破“两栖化”的流转模

式,提供给流动人口平等福利和服务待遇[１９].本文对城乡人口融合分析主要集中在人口城镇化和专业人才

两个方面,具体表现为人口城镇化水平和第一产业就业人员占比.(２)城乡空间融合是马克思主义空间正义

理论对城乡发展的内在要求,在空间正义逻辑下城乡空间资源的重新分配,空间分配正义在消除城乡社会空

间界限时提到,打破城乡劳动力在空间上的分割,促进城市专业人才向农村地区流动[４２].本文对城乡空间

融合的分析主要集中在交通往来和人口分布两个方面,具体表现为私人汽车拥有量和城乡人才数量等.(３)
经济融合是城乡居民在获取劳动报酬时,采用同工同酬的管理办法,缩小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本文对城乡

经济融合的分析主要集中在收入和消费,具体表现为城乡人均收入比和城乡居民消费比.(４)社会融合强调

城乡之间基础设施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城乡居民享有平等参与权力,共同分享社会发展成果[４３].随着互

联网普及以及快递业务发展,邮政业务也快速发展起来,方便寄送个人生活用品和机关等单位交寄的各种文

件,增加邮政行业业务收入.本文对城乡社会融合的分析体现在城乡医疗卫生和邮政业务发展[４４].(５)生
态环境融合是在秉持“两山”发展理念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本文对城乡生态融合的分析主要集中在森林

覆盖率和城乡污染治理.结合以上选取的指标,使用 TOPSIS熵权法测算城乡融合发展水平(C),客观评价

城乡融合发展水平.

２．核心解释变量

城乡要素主要包括劳动力、土地、资本、技术和数据(依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

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２０２０)).借鉴现有关于中国生产要素流动的动态发展情况,用各要素绝对值之

和取对数后的数值表示要素流动水平(Tolf)[４５].其中,劳动力作为最活跃的实体要素,在一定程度上代表

着知识、理念等的流动,其他要素需与其结合方能发挥最大效用,用人口的机械变动率(Labor)衡量城乡劳

动力流动强度.土地是农村比较丰富的生产要素资源,改变土地要素配置方式,最大限度地挖掘农村经济发

展潜力,减少农业产业支柱障碍,促进城乡融合发展,选用土地城镇化水平表示土地要素流动(Land).资本

的一个重要属性是作为“生命运动体”运动,不仅在于它本身投入所起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它作为“催化剂”,
多方位助推城乡融合发展.资本要素流动过程中,教育经费作为重要的一项资金也向农村地区流动,但由于

经济融合维度选取城乡居民消费比,且消费支出包含教育文化娱乐这一项目,为了避免指标之间的多重共线

性,从而采用农林水事务支出占比表示资本要素流动(Capit).技术要素作为影响农村产业发展动力因素之

一,在满足农村发展对技术需求的同时,也增加农村的各种要素存量,共同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科学技术支

出作为技术发展的重要保障,用科技支出占比表示技术要素(Tech)在城乡之间的流动.数据要素作为新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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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要素,对其他生产要素的交叉组合起到“粘合剂”作用,实现要素流动良性循环,赋能城乡融合发展,用城

乡之间移动电话交换机容量表示数据要素流动(Data).要素流动指标体系构建中,合理区分要素来源在探

究其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相对重要,本文选取相关指标未做城乡之间的区分,原因在于:生产要素的流动

不仅包括城乡之间的流动,还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区域外,使得准确测算城乡之间这两种要素变得比较困难;
国内外学者在测算过程中使用的指标、数据和方法存在较大差异;当前涉及农村地区指标的相关数据严重缺

失.综上所述,本文建立的要素流动与城乡融合发展的测度体系如表１所示.
表１　要素流动与城乡融合发展的测度体系

变量 指标维度 指标名称 指标计算或说明

要素流动 劳动力要素 劳动力流动比率 区域人口机械变动率

土地要素 土地城镇化水平 建成区面积/土地总面积

资本要素 农林水事务支出占比 农林水事务支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技术要素 科技支出占比 科学技术支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数据要素 信息通信能力 移动电话交换机容量

城乡融合发展 人口融合 人口城镇化水平 城镇人口/总人口

第一产业就业人员占比 第一产业就业人员/就业人员数

空间融合 旅客周转量 旅客周转量总计

城乡私人汽车拥有量 城乡居民私人汽车拥有量/总人口

城乡人才数量 高等学校普通本、专科毕(结)业生数

经济融合 城乡人均收入比 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

城乡居民消费比 城镇居民人均消费/农村居民人均消费

生态融合 森林覆盖率 森林面积/土地总面积

城乡污染治理 污染治理完成投资

社会融合 城乡人均医疗保健支出对比系数 城镇人均医疗保健支出/农村人均医疗保健支出

城乡人均医师数比 城镇人均医师数/农村人均医师数

邮政业务发展 人均邮政业务量

３．中介变量

农业机械化作用程度用农用机械总动力与农作物播种面积的比值表示;为避免多重共线性,电商销售用

取对数后快递业务量表示;借鉴李虹等的测度方法,在考虑产业结构权重基础上测算产业结构合理化(TL)
和产业结构高级化(TS)[４６].借鉴韩君等的方法,测算产业协调发展指数(SL),用以上三个指标综合表征产

业结构变迁[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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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i表示第i产业,m 为产业部门数,式(６)中ω１、ω２ 分别表示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的

权重,Y、L分别表示产值和就业人数.

４．控制变量

为尽可能减小估计偏差,选取以下７个控制变量加入模型.政府在政策方面的引导机制有助于发挥“以
城带乡”的作用,地方财政支出占比会影响区域经济的发展,用地方财政支出占 GDP比重衡量政策偏向

(Gov).农村基础设施更健全,才能吸引更多要素类型流向乡村,丰富乡村要素池,改善城乡要素配置结构,
用人均道路面积表示基础设施建设(Inf)[４８].金融创新发展可以改善农村地区金融供需失衡,更好地服务于

农村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以此行业产值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测算金融发展水平

(Fin).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可以缩小城乡间差距,用取对数后的人均 GDP表示经济发展驱动(lnAGdp).对

外开放疏通了国家间、地区间要素流通的渠道,促进各种要素更加高效流动,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用进出口额

占 GDP比重取对数表示对外贸易(lnTra).通过分析城乡居民因消费品价格变动对消费支出的影响,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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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居民收支方面的差距,用消费者价格指数(Cpi)表示.人口数量和质量是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实
现其自由流动对城乡融合发展有重要的影响,用人口出生率(Rate)表示.

(三)数据说明

本文以２０１０—２０２１年中国３１个省份(不含港澳台地区)作为研究对象,研究中涉及数据来源于«中国统

计年鉴»、国家统计局、EPS数据库和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其中少数缺失数据用线性插补法补充.实证分析

之前,描述分析要素流动和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总体特征和省域特征.

１．要素流动和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总体特征

图２　２０１０—２０２１年中国要素流动和城乡融合

发展指数的变化趋势

图２是２０１０—２０２１年中国要素流动和城乡融合发

展综合指数的变化趋势.根据测算结果,中国城乡融合

发展水平综合指数存在以下特征:一方面,城乡融合发

展水平较小,最高是２０２０年的０２５８０,说明中国城乡融

合发展总体水平较偏低,存在较大提升空间,因此２０２１
年“十四五规划和２０３５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提到,健全城

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促进要素自由流动,使其更多流

向收益率比较低的地区,意味着中国持续深化城乡融合

发展的内涵与外延、拓展深度与广度;另一方面,城乡融

合发展水平综合指数从２０１０年的０１６３０变化到２０２１
年的０２４７０,增长幅度为５１５３％.

中国城乡要素流动水平指数存在以下特征:要素流动指数整体上表现出增长趋势,由２０１０年的８１９９３
变化到２０２１年的８８６０６,增长幅度是８０７％,可能原因在于２０２０年出台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

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将数据作为一种新型生产要素与其他四种传统生产要素并列,拉
开了城乡要素自主有序流动的序幕,要素流动水平得以提升.

２．要素流动和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省域特征

鉴于２０２０年４月首次印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对
要素市场化配置中劳动力、土地、资本、技术和数据五种要素以后的发展提出明确方向,政策效果存在一定滞

后性,因此本文以２０２１年为例,分析中国３１个省份要素流动和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结果如图３所示.

图３　２０２１年中国３１个省份要素流动和城乡融合发展水平

２０２１年中国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均值为０２４７０,高于均值的省份占３５４８％,８个省份分布在东部地区、

３个省份分布在中部地区,这些地区城乡融合发展水平高于均值原因在于:一方面,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

区所在省份占６３％,３个是经济发达的地区;另一方面,影响各地区城乡融合的发展主导因素有所差异,北
京、河北、江苏、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和广东主要归因于经济融合、人口融合,山东和河南主要受空间融合影

响,上海主要受社会融合和人口融合影响.低于均值的省份主要分布在经济发展较落后的西部、东北地区,
这些省份人口融合、空间融合维度水平都较低,从而导致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偏低.

２０２１年中国城乡要素流动综合指数均值为８８６０６,高于均值的区域分布特征如下:东部地区(北京、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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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和广东)占５０％,３１２５％在中部地区(山西、安徽、河南、湖北和湖南),西部

地区(广西和四川)占１２５％以及东北地区(黑龙江)占６２５％.１６个省份城乡要素流动水平高于均值的主

导因素有所差异:北京、浙江、上海、福建和广东地区主要归因于土地、技术和数据要素,广西、四川、安徽和湖

南受资本要素影响较大,黑龙江和山西要素流动水平高于均值主要依靠资本、技术要素.低于均值的区域分

布如下:西部地区占５８８０％,东部(天津和海南)和东北(吉林和辽宁)地区各有２个省份以及中部地区(江
西)占６６７％.由此可知,城乡要素流动水平低于均值的省份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这些省份劳动力、技术

和数据要素流动水平都较低,从而要素流动水平低于８８６０６.

五、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分析

运用２０１０—２０２１年３１个地区的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探讨要素流动与城乡融合发展

之间的关系.模型(１)表示要素流动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回归结果显示,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条件下,要素

流动对城乡融合发展有正向影响,假说１得到验证.
表２　基准回归、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结果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模型(４) 模型(５)

变量 基准回归 内生性检验 剔除４个直辖市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５—２０２１年

C C C C C

Tolf ００２９０∗∗∗ ００２７８∗∗∗ ００１４５∗∗∗ ００２９９∗∗∗ ００２７３∗∗∗

(０００５８) (０００８４) (０００５９) (０００６１) (０００９６)

Gov －００１３７ －００１３８∗∗∗ －００２２３∗∗ －００２００ －０００４２

(００１１４) (００１１２) (００１０７) (００１３９) (００１６２)

Inf ００００６ ００００６ －０００２５∗∗∗ ０００２３∗∗∗ －０００１６∗

(００００６) (００００６) (００００７) (００００６) (００００８)

Fin －０１９２２∗∗∗ －０１９５４∗∗∗ ００１９６ －０１６８１∗∗ －０２９７９∗∗

(００７４１) (００７４９) (００９８７) (００８４８) (００９９０)

LnAGdp ００５７４∗∗∗ ００５６５∗∗∗ ００７４６∗∗∗ ０００９３ ０１０３７∗∗∗

(００１３９) (００１４６) (００１４４) (００１４６) (００２０４)

Rate ６４４４２∗∗∗ ６４３３２∗∗∗ ５９８８１∗∗∗ ３９５３２∗∗∗ ６４０９０∗∗∗

(１１６１０) (１１４９４) (１１０４４) (１２４９０) (１５６９８)

LnTra ００２０４∗∗∗ ００２０９∗∗∗ ００２５６∗∗∗ ００１６１∗∗∗ ００２０１∗∗∗

(０００４３) (０００５１) (０００４１) (０００４１) (０００６９)

Cpi ０００５１ ０００４８ －００００４ ００１１０∗ ００１０４

(０００５９) (０００５９) (０００５９) (０００５７) (０００８９)

常数项 －１３６９７∗∗ －０８８７８ ０７８６４ －２３６３２∗∗

(０６２５３) (０６２２６) (０５９２６) (０９４７９)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Andersoncanon．corr．LM １６９２２２０∗∗∗

CraggＧDonaldWaldF ３１２２２８０

R２ ０６７１７ ０６７１６ ０７３５２ ０７９１０ ０７０６３

N ３７２ ３７２ ３２４ １５５ ２１７

　　注:∗、∗∗、∗∗∗分别代表在１０％、５％、１％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下同.

(二)内生性检验

为了更全面地考虑城乡融合的影响因素,检验要素流动与城乡融合发展之间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关系,选
取城乡之间距离(Dist)作为工具变量(Dist＝省域面积的半径－建成区面积(市辖区)面积的半径)进行２SLS
回归分析(表２中模型(２)),并利用CraggＧDonaldWaldF 统计量、Andersoncanon．corr．LM 统计量检验工

具变量选取是否科学.回归结果表明:拒绝识别不足假设,弱识别检验的CraggＧDonaldWaldF 统计量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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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２２２８０远远大于１０,Andersoncanon．corr．LM 统计量的p值是０００,因此选取的工具变量有效;核心解

释变量回归系数是００２７８,在１％的水平上显著.
(三)稳健性检验

当前国内外涉及经济学实证研究的文献,几乎每一项经济学实证研究中都有关于稳健性讨论的内容,进
行稳健性检验的原因主要包括:验证控制变量是否具有合理性,样本中某个异常值的存在是否会对推断结果

产生影响,都需要做进一步检验.

１．剔除部分样本

本文研究重点为要素流动对城市和农村两个系统融合发展的影响,因此剔除４个直辖市(北京、天津、上
海、重庆)的样本数据后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见表２中的模型(３)),剔除４个直辖市后核心解释变量的

回归系数有所减小,要素流动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方向和显著性未发生改变.

２．缩短时间窗口

以“三权分置”、户籍制度改革意见提出时间为依据,把２０１０—２０２１年的面板数据分成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和

２０１５—２０２１年两个区间,对比回归结果可知(见模型(４)和模型(５)),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和２０１５—２０２１年期间,
要素流动对城乡融合发展均在１％的显著性水平下正向显著,即控制其他变量,要素流动水平提高１单位,
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相应提高００２９９、００２７３个单位.

(四)空间异质性分析

传统全局回归模型假定回归参数不随空间位置发生改变,回归结果是研究区域内某种“平均值”.该假

设违背了现实地理世界的空间异质性或非平稳性规律,因此全局回归无法反映地理现象中因变量及其影响

因素之间的空间异质性.地理加权回归模型(GWR)可以解释变量的局部空间关系与空间异质性.因此,本
文选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分别讨论劳动力、土地、资本、技术和数据要素在空间上随地理位置变化对城乡融

合发展的影响.
在检验各变量全局空间相关的基础上,分析地理位置变化引起劳动力、土地、资本、技术和数据要素对城

乡融合发展的特征与规律.因此,为了更详细地展示不同要素在空间上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构建如下

GWR模型:

Cp ＝φ０(up,vp)＋∑
４

q＝１
φq(up,vp)xpq ＋εp (７)

其中,Cp 是第p 个地理单元的城乡融合发展水平,(up,vp)是第p个地理单元的空间坐标,式(７)中第一项是

回归方程的截距项,xpq为第p 个地理单元的第q个解释变量,系数表示p个地理单元上第q 个解释变量的

回归系数,最后一项是回归残差.
等间隔选取２０１０、２０１６和２０２１年要素流动和城乡融合发展的相关数据,采用 GWR模型,分析劳动力、

土地、资本、技术和数据要素随空间位置变化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回归系数在空间上的分布如表３至表

７所示.
劳动力要素对城乡融合发展的空间分异.劳动力要素在城乡之间的流动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是正向

(除上海和浙江),表明劳动力要素流动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从回归系数的空间分布来看,２０１０年劳动力要

素回归系数分布在[－００５２７,０６６７５],系数绝对值高值区域集中在华南地区,低值区域集中在东北和华

东地区.２０１６年劳动力要素影响城乡融合发展的估计系数分布在[０３９０５,０７１２２],与２０１０年相比,劳动

力要素对城乡融合发展的作用强度增大,低值区域包括西北地区部分省份,高值主要分布在华东和华中地区

(除河南地区).２０２１年劳动力要素影响城乡融合发展的估计系数分布在[０５４１５,０７８８３],从空间分布来

看,低值区域包括东北省份,高值主要分布在华南地区.与２０１６年相比,劳动力要素系数最值之间的差距变

小,促进作用强度更大.总体来说,劳动力要素对城乡融合发展表现出促进作用,且随着时间推移,作用强度

在增加,进一步体现了劳动力要素是影响城乡融合发展的核心.从劳动力要素回归系数的空间分布来看,表
现出“南方高、北方低”的特点,形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可能在于:一是南方地区对外开放环境优越、金融市场发

展程度较高以及资源凝聚能力较强,有大量劳动力从事各种行业,拉动相关领域经济发展;二是随着基本公

共服务制度等各种体制机制健全,劳动力要素正经历由量的扩张向质的提升转变,从而劳动力要素对城乡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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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发展的推动作用更加显著.
表３　劳动力要素地理加权回归估计系数空间分布

年份 北京 天津 河北 山西 内蒙古 辽宁 吉林 黑龙江

２０１０年 ０１７５８ ０１４５４ ０１９８９ ０２４９６ ０２９８２ ００９５５ ０１１３８ ０１２９０

２０１６年 ０５７１２∗ ０４３１３∗ ０４１８４∗ ０４１１４∗ ０４０３６∗ ０６０８３∗ ０６１４２∗ ０６１４３∗

２０２１年 ０６３８５∗ ０６６８６∗ ０６７６６∗ ０６７７０∗ ０６５４８∗ ０５９５４∗ ０５６６９∗ ０５４１５∗

年份 上海 江苏 浙江 安徽 福建 江西 山东 河南

２０１０年 －００５２７ ００３７９ －０００８９ ００９１９ ００９９８ ０１９６３ ０１１７０ ０２０５７

２０１６年 ０４７４０∗ ０６５９２∗ ０６９０４∗ ０６４６４∗ ０７１２２∗ ０６５３６∗ ０６０１４∗ ０５８７７∗

２０２１年 ０７２５９∗ ０７０７６∗ ０７２１２∗ ０７１１９∗ ０７５６５∗ ０７３９３∗ ０６６８３∗ ０６９２５∗

年份 湖北 湖南 广东 广西 海南 重庆 四川 贵州

２０１０年 ０２２０８ ０３２８７∗ ０５０１１∗ ０５９５６∗ ０６６７５∗ ０４０９７∗ ０３７９１ ０４８００∗

２０１６年 ０６２２２∗ ０６１６５∗ ０６４５４∗ ０５６２８∗ ０６１４３∗ ０５１５７∗ ０４８１４∗ ０５２３６∗

２０２１年 ０７２６２∗ ０７４４５∗ ０７７５３∗ ０７７５１∗ ０７８８３∗ ０７３６９∗ ０７３０３∗ ０７５４８∗

年份 云南 西藏 陕西 甘肃 青海 宁夏 新疆

２０１０年 ０４５８８ ０２３４８∗ ０３２８６∗ ０３７４６ ０３７２２ ０３７８０∗ ０２１１７

２０１６年 ０４６６０∗ ０４０４２∗ ０５３５９∗ ０４７３３∗ ０４５３５∗ ０４９２０∗ ０３９０５

２０２１年 ０７６２３∗ ０７２６７∗ ０７０１５∗ ０６９１２∗ ０６８７４∗ ０６７００∗ ０６２８３∗

表４　土地要素地理加权回归估计系数空间分布

年份 北京 天津 河北 山西 内蒙古 辽宁 吉林 黑龙江

２０１０年 ０５１５０∗ ０４９１９∗ ０５４６３∗ ０５８７７∗ ０６０３５∗ ０３８４９ ０３６９９ ０３６０８

２０１６年 ０８４０９∗ ０５４４５∗ ０５２２５∗ ０５０５４∗ ０４７５５∗ ０９１５９∗ ０８９０５∗ ０８５０６∗

２０２１年 ０６９３９∗ ０６４７２∗ ０６４３６∗ ０６３７２∗ ０６１９０∗ ０６８８５∗ ０６７０８∗ ０６５３０∗

年份 上海 江苏 浙江 安徽 福建 江西 山东 河南

２０１０年 ０２２４６ ０３５４４∗ ０２６２０ ０４１２３∗ ０２７１０ ０４５１８∗ ０４７４７∗ ０５５４９∗

２０１６年 ０６６９４∗ １０２３４∗ １１０３８∗ ０９９０３∗ １２００３∗ １０１５８∗ ０９００２∗ ０８５６３∗

２０２１年 ０７１２２∗ ０７７４０∗ ０７９８２∗ ０７７００∗ ０８３８７∗ ０７９３７∗ ０７２４２∗ ０７３０１∗

年份 湖北 湖南 广东 广西 海南 重庆 四川 贵州

２０１０年 ０５２０８∗ ０５７７２∗ ０６３３３∗ ０７９９４∗ ０８１８６∗ ０７３９６∗ ０７６０９∗ ０７６９４∗

２０１６年 ０９３３９∗ ０９３２４∗ １０４１１∗ ０８５８３∗ ０９７９３∗ ０７４３１∗ ０６８４９∗ ０７７１９∗

２０２１年 ０７６８８∗ ０７８２５∗ ０８２７４∗ ０７９４８∗ ０８２９２∗ ０７３８３∗ ０７１９２∗ ０７５９０∗

年份 云南 西藏 陕西 甘肃 青海 宁夏 新疆

２０１０年 ０８３０２∗ ０７７３５∗ ０６６３９∗ ０７１７３∗ ０７２４６∗ ０６８０９∗ ０６４５５∗

２０１６年 ０６９９９∗ ０５４６５∗ ０７５４３∗ ０６３８７∗ ０６００５∗ ０６６１３∗ ０４２４１∗

２０２１年 ０７４６０∗ ０６６１２∗ ０７１５２∗ ０６８３０∗ ０６７１４∗ ０６７５４∗ ０５８４９∗

土地要素对城乡融合发展的空间分异.经济发展比较薄弱的地区,土地要素对城乡融合发展作用强度

更大,２０１０年土地要素回归系数分布在[０２２４６,０８３０２],表明土地要素在城乡之间流动对城乡融合发展

的影响是正向.从回归系数的空间分布来看,土地要素在城乡之间流动对云南、海南、广西、西藏和贵州地区

影响较大,对上海、浙江、福建和东北地区的影响较小.２０１６年土地要素影响城乡融合发展的估计系数分布

在[０４２４１,１２００３],从回归系数的空间分布来看,土地要素流动对华东地区影响较大,对华北和西北地区

影响较小.２０２１年土地要素影响城乡融合发展的估计系数集中在[０５８４９,０８３８７],估计系数的区间范围

缩小,对沿海地区影响程度较大,对华北地区影响较小.随着时间的推移,土地要素对不同地区城乡融合发

展影响程度逐渐增强,影响差异逐渐缩小,影响范围逐步扩大,西南地区、东北地区土地要素还未充分发挥关

键效用,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资本要素对城乡融合发展的空间分异.资本要素在城乡之间流动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是负向(除上

海和江苏),表明资本要素流动抑制城乡融合发展.２０１０年资本要素回归系数集中在[－０５８０９,０１６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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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资本要素对大多数省份城乡融合发展在５％水平上不显著.从回归系数的空间分布来看,系数绝对值高

值区域集中在华南和西南地区,低值区域集中在东北地区.与２０１０年相比,２０１６年资本要素影响城乡融合

发展的估计系数分布在[－０８１５５,－０３６０９],对城乡融合发展仍表现为抑制作用,对所有省份的城乡融

合发展在５％水平上显著.从空间分布来看,低值区域包括华北和西北地区部分省份,高值主要分布在华东

地区,２０２１年资本要素影响城乡融合发展的估计系数分布在[－０７８７０,－０５６５９],抑制城乡融合发展的

效应有所减弱,在５％的水平上对全国３１个省份城乡融合发展影响均显著.从空间分布来看,低值区域包

括东北地区的部分省份,高值主要分布在华南和西南地区的部分省份.从回归系数绝对值的空间分布可以

看出,资本要素流动对城乡融合发展表现出从东部地区向西部地区转移的特征,可能原因在于:政府向西部

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带动其他社会资本向西部地区转移,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城乡要素流动渠道基本形

成,要素流动更加顺畅,吸引经济发达地区资本要素流向西部地区;城乡差距逐渐缩小,城镇和农村互动式发

展都离不开金融支持,西部地区作为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主战场,拥有大量土地资源的同时,需要与资本要

素结合才能发挥最大效用.
表５　资本要素地理加权回归估计系数空间分布

年份 北京 天津 河北 山西 内蒙古 辽宁 吉林 黑龙江

２０１０年 －０１３０６ －００９４９ －０１６１９ －０２２２９ －０２７２５ －００３２７ －００４６３ －００５２２

２０１６年 －０６０２６∗ －０４８７９∗ －０４７５５∗ －０４６０７∗ －０４２１５∗ －０５３９７∗ －０４９４１∗ －０４５５０∗

２０２１年 －０６３９０∗ －０６５８５∗ －０６６４３∗ －０６６４０∗ －０６４５６∗ －０６０６０∗ －０５８４６∗ －０５６５９∗

年份 上海 江苏 浙江 安徽 福建 江西 山东 河南

２０１０年 ０１６５８ ００５４１ ０１０３３ －００１４１ －００９７４ －０１５９４ －００５７４ －０１６１４

２０１６年 －０６２２８∗ －０７４１２∗ －０７７００∗ －０７４０６∗ －０８１５５∗ －０７７１７∗ －０６６１１∗ －０６８１４∗

２０２１年 －０７１０９∗ －０６９４９∗ －０７０６５∗ －０６９９０∗ －０７４１８∗ －０７２５３∗ －０６６２２∗ －０６８２２∗

年份 湖北 湖南 广东 广西 海南 重庆 四川 贵州

２０１０年 －０１７０９ －０２９７６ －０４８１０∗ －０５０９０∗ －０５６６３∗ －０３６８６∗ －０３６９４∗ －０４１７９∗

２０１６年 －０７３９７∗ －０７５１７∗ －０７９５０∗ －０７４６０∗ －０７８６７∗ －０６７１７∗ －０６３５７∗ －０６９９６∗

２０２１年 －０７１２６∗ －０７３１０∗ －０７６７２∗ －０７６７９∗ －０７８７０∗ －０７２２７∗ －０７１５４∗ －０７４２２∗

年份 云南 西藏 陕西 甘肃 青海 宁夏 新疆

２０１０年 －０４２５４ －０５８０９ －０３０４０ －０３６７９ －０３７２６ －０３５９８ －０２２７４

２０１６年 －０６７６３∗ －０５４８９∗ －０６４６９∗ －０５７２０∗ －０５４３３∗ －０５６７５∗ －０３６０９

２０２１年 －０７５０７∗ －０７０８３∗ －０６８９３∗ －０６７９０∗ －０６７５１∗ －０６６１９∗ －０６２２９∗

技术要素对城乡融合发展的空间分异.２０１０年技术要素回归系数分布在[－１２９６５,０１６２７],大多数

地区技术要素在５％的水平上对城乡融合发展的抑制作用不显著,系数高值区域集中在华东,低值区域集中

在西南地区.２０１６年技术要素影响城乡融合发展的估计系数分布在[－０６９７０,－０１９９６],６１２９％的地

区在５％的水平上技术要素对城乡融合发展的抑制作用显著,从技术要素绝对值空间分布来看,高值区域包

括华南地区,低值主要分布在华东和华北地区.２０２１年技术要素影响城乡融合发展估计系数分布在

[－１２０５２,－０１４６９],１９３５％地区的技术要素在５％的水平上对城乡融合发展的抑制作用不显著,从技

术要素回归系数绝对值空间分布来看,低值区域包括东北地区,高值主要分布在华南地区.２０１０、２０１６和

２０２１年相比,技术要素估计系数空间上实现由负转为正的转变,反映出技术要素流动影响城乡融合发展的

非平稳性.随着时间推移,技术要素对城乡融合发展的促进逐渐凸现,由华东和华南地区向东北和西南地区

转移,出现此现象的原因可能有:乡村振兴、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战略的持续推进,城乡要素流通渠道

逐渐建立,技术要素逐步向欠发达地区转移;城市人才入乡激励机制的建立,吸引高水平劳动力和先进技术

要素流向农村地区,解决乡村基层农业技术人员短缺的难题.广东、海南和江苏等地区资源丰裕,技术要素

流动过程中带动其他类型生产要素向四川、贵州等地区转移,充分发挥技术要素在城乡融合发展中的推动

作用.
数据要素对城乡融合发展的空间分异.２０１０年数据要素回归系数分布在[０４４３６,０９７３４],对城乡融

合发展起到显著促进作用.从回归系数的空间分布来看,系数高值区域集中在北京、天津、河北、山西以及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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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地区,低值区域集中在西藏、新疆、云南和华南地区.２０１６年数据要素影响城乡融合发展的估计系数分布

在[０３９５６,０７３７７],与２０１０年相比,数据要素回归系数区间缩小,从回归系数的空间分布来看,低值区域

包括西部省份,高值区域主要分布在中部和东部地区.２０２１年数据要素影响城乡融合发展的估计系数分布

在[０５０２２,０５０８９],从空间分布来看,数据要素对华北地区影响程度较小,对华南和华东地区促进作用较

大.随着时间推移,数据要素对城乡融合发展促进作用在华东、华北地区凸显,可能原因在于:数据要素回归

系数的高值集聚地区经济发展基础较好,更好地服务于５G通讯、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推广应用,推
动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和数据要素产生;广东、浙江和江苏等地区传统生产要素比较丰裕,数据要素与其

结合成倍提高了要素配置效率,在５％的显著性水平上对城乡融合发展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
表６　技术要素地理加权回归估计系数空间分布

年份 北京 天津 河北 山西 内蒙古 辽宁 吉林 黑龙江

２０１０年 －００９７９ －００６３０ －００９３０ －０１３８４ －０２２００ －００５３４ －００９２４ －０１２４３

２０１６年 －０２１１５ －０４２６０∗ －０４４３８∗ －０４４４５∗ －０３８７１ －０２６４６ －０２９５９ －０３０７５

２０２１年 －０１６７２ －０７０２３∗ －０７０８１∗ －０６５７１∗ －０４５０９∗ －０１５００ －０１５０８ －０１４６９

年份 上海 江苏 浙江 安徽 福建 江西 山东 河南

２０１０年 ０１６２７ ０１０６５ ０１５０１ ００７８２ ０１１４２ ００４８７ －０００８０ －００４８１

２０１６年 －０４６３１∗ －０２６７７ －０３３２５ －０２７０２ －０４９３２∗ －０３６９３∗ －０１９９６ －０２４４２

２０２１年 －１０８４６∗ －０５４７０∗ －０７１４６∗ －０５７５２∗ －０９４０５∗ －０８３２２∗ －０２４４５ －０４７２８∗

年份 湖北 湖南 广东 广西 海南 重庆 四川 贵州

２０１０年 ００１３１ －００４５８ －０２６４６ －０４８０１ －０６４２６ －０３０６５ －０４９６２∗ －０３４８７

２０１６年 －０３１０３ －０３８４３∗ －０５９５９∗ －０５５５０∗ －０６９７０∗ －０４２４１∗ －０４５７９∗ －０４６３６∗

２０２１年 －０７４１４∗ －０９１２８∗ －１０９３４∗ －１１４８２∗ －１２０５２∗ －１０６０９∗ －１０９１４∗ －１１０９８∗

年份 云南 西藏 陕西 甘肃 青海 宁夏 新疆

２０１０年 －０７１９６∗ －１２９６５∗ －０１９７８ －０４６８８∗ －０５８８１∗ －０３４８８ －０７０２７

２０１６年 －０５２４７∗ －０５９５７∗ －０３３０４ －０４２０５∗ －０４４１５∗ －０３６５９∗ －０３１５８∗

２０２１年 －１１７１１∗ －０９６５７∗ －０７７６６∗ －０８９２９∗ －０８８１３∗ －０６７０９∗ －０２０５３

表７　数据要素地理加权回归估计系数空间分布

年份 北京 天津 河北 山西 内蒙古 辽宁 吉林 黑龙江

２０１０年 ０９６０４∗ ０９６７０∗ ０９５３９∗ ０９３９８∗ ０９２８０∗ ０９７３４∗ ０９５８８∗ ０９４１９∗

２０１６年 ０７３７７∗ ０５４０４∗ ０５１６４∗ ０４９８９∗ ０４７１０∗ ０７７７１∗ ０７４９５∗ ０７０４９∗

２０２１年 ０５０６０∗ ０５０４２∗ ０５０４０∗ ０５０３８∗ ０５０３３∗ ０５０６３∗ ０５０６１∗ ０５０５７∗

年份 上海 江苏 浙江 安徽 福建 江西 山东 河南

２０１０年 ０９７１０∗ ０９５８８∗ ０９４３９∗ ０９４６８∗ ０８３４９∗ ０８８４２∗ ０９７０３∗ ０９４４７∗

２０１６年 ０５９７２∗ ０７７５３∗ ０７８６３∗ ０７５５２∗ ０７３４９∗ ０７１８６∗ ０７５６５∗ ０７１８４∗

２０２１年 ０５０５８∗ ０５０７７∗ ０５０８３∗ ０５０７６∗ ０５０８９∗ ０５０７９∗ ０５０６７∗ ０５０６６∗

年份 湖北 湖南 广东 广西 海南 重庆 四川 贵州

２０１０年 ０９１１７∗ ０８６１６∗ ０７３７５∗ ０７２０３∗ ０６６３６∗ ０８３１４∗ ０８０６４∗ ０７９０４∗

２０１６年 ０７１２５∗ ０６８１４∗ ０６３７３∗ ０５９１３∗ ０５８２１∗ ０６２１８∗ ０６０１４∗ ０６０７３∗

２０２１年 ０５０７４∗ ０５０７６∗ ０５０８５∗ ０５０７７∗ ０５０８４∗ ０５０６５∗ ０５０６０∗ ０５０６９∗

年份 云南 西藏 陕西 甘肃 青海 宁夏 新疆

２０１０年 ０７２５６∗ ０５９９２∗ ０８９９０∗ ０８３３５∗ ０８００４∗ ０８７３６∗ ０４４３６∗

２０１６年 ０５６８６∗ ０５３４８∗ ０６６２８∗ ０６０３３∗ ０５７８６∗ ０６２８７∗ ０３９５６∗

２０２１年 ０５０６５∗ ０５０４３∗ ０５０６１∗ ０５０５２∗ ０５０４８∗ ０５０５１∗ ０５０２２∗

六、机制分析

为进一步探究要素流动对城乡融合发展的作用机理,采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农业机械化、电商销售和产

业结构变迁在此过程中的机制作用,回归结果如表８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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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８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变量
模型(６) 模型(７) 模型(８) 模型(９) 模型(１０)

Mec C１ Exp C２ TS C３ TL C４ SL C５

Tolf －００７６７∗∗ ００３１３∗∗∗ ０５７５７∗∗∗ ０００６１ －０２４４３∗∗∗ ００２８５∗∗∗ ００２４４∗∗ ００３００∗∗∗ －０１１１３∗∗∗ ００２８３∗∗∗

(００３２１) (０００５８) (００５４９) (０００６２) (００６１２) (０００５９) (００１０５) (０００５８) (００３０６) (０００５９)

Mec ００２９２∗∗∗

(０００９５)

Exp ００３９８∗∗∗

(０００５２)

TS －０００２０

(０００５０)

TL －００４０６

(００２９３)

SL －０００６５

(００１０１)

常数项 ２５２４６ －１４４３５∗∗ －６３０８７ －１１１８６∗ ５２１０６ －１３５９０∗∗ ３３９３４∗∗∗ －１２２９９∗ ４３３０９ －１３４１６∗∗

(３４６８１) (０６１８３) (５９２７３) (０５８０８) (６６１３６) (０６２６６) (１１３６９) (０６３２１) (３３０７２) (０６２７３)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Sobel检验 ０５５０２ ００９９５∗ ０９４８９

Bootstrap检验 [－００２１２,００１２３] [－００１９１,００１７６] [－００２３１,００１３３]

N ３７２ ３７２ ３７２ ３７２ ３７２ ３７２ ３７２ ３７２ ３７２ ３７２

根据温忠麟等关于中介效应的检验步骤[４９],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如表８.模型(６)回归结果表明:控制农

业机械化变量后,要素流动对城乡融合发展回归系数为００３１３,大于要素流动对城乡融合发展的总效应,因
此,农业机械化不能作为要素流动影响城乡融合发展的中介变量.可能原因在于农业机械化对城乡融合发

展的影响并非存在于要素流动影响城乡融合发展的过程中,与要素流动这一变量扮演相同角色,作为驱动变

量影响城乡融合发展,假说２不成立.电商销售变量(模型(７))直接效应不显著,只有中介效应,即电商销售

可通过要素流动提高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假说３成立.产业结构高级化(模型(８))、产业结构合理化(模型

(９))和产业协调发展(模型(１０))的回归系数表明间接效应不显著,利用Sobel、Bootstrap检验法得到一致的

结论.即产业结构变迁在要素流动影响城乡融合发展过程中没有起到中介变量作用,与已有研究结果存在

出入[５０],与假说４相悖,可能原因在于:第一,３１个地区中大部分区域以第一、二产业为主,产业结构处于较

低的发展水平;第二,不同文献中产业结构变迁对城乡融合发展相关机制的理论分析存在差异;第三,与研究

选取数据时间区间、指标以及实证分析方法存在差异有很大关系,例如,现有文献选用产业结构层次系数、结
构变迁效应等指标反映三次产业之间相对结构的变化.

七、结论与建议

本文结合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的科学内涵,在要素流动影响城乡融合发展理论分析基础上,对全国３１
个地区２０１０—２０２１年的相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得到的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全国要素流动和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描述性分析中,２０２１年全国１１个省份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处于

均值之上,其中７个是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低水平区域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人口融合和空间融合是导致

其低于均值的主要原因;２０１０—２０２１年全国３１个地区城乡要素流动总指数呈增长态势,从８１９９３增加到

８８６０６,变化幅度较小.
第二,基准回归分析中,基础设施、经济发展驱动、对外贸易和人口出生率均能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基础

设施发展有利于农村地区引进先进的生产要素,改变农村衰落的现状;经济发展驱动不仅能改善居民生活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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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还能优化城乡公共资源配置,提高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发展水平,激活农村发展的内生动力;对外开放为求

职者提供了更广阔的就业市场,增加求职者的经济收入,有利于实现城乡经济融合.
第三,要素流动对城乡融合发展的作用机理分析中,电商销售可通过要素流动提高城乡融合发展水平,

农业机械化和产业结构变迁在此过程中未发挥中介变量的作用.可能原因在于农业机械化与要素流动在这

一过程中扮演的角色相同,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影响城乡融合发展.
第四,空间异质性分析中,２０１０、２０１６和２０２１年劳动力、土地和数据要素随地理位置变化对３１个省份

城乡融合发展表现出促进作用,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土地要素对不同地区城乡融合发展影响程度逐渐增强、
影响范围逐步扩大,技术要素对城乡融合发展的促进逐渐凸现,由华东和华南地区向东北和西南地区转移.
与２０１０、２０１６年相比,２０２１年劳动力和土地要素估计系数总体上表现出上升趋势,数据要素估计系数逐渐

减小且集中在０５０６２附近.资本和技术要素流动抑制城乡融合发展,主要原因在于:资本和技术要素流动

对提高城乡要素流动综合效应的贡献比较小,需要与其他要素相结合才能发挥最大效用;资本要素的逐利性

使其流向经济发展较好地区,技术要素一般集中在城镇地区,资本和技术要素单向流动使得城乡之间差距越

来越大.
基于以上结论,提出如下政策建议.一是坚持整体推进和试点示范相统一的指导原则,在实践中形成一

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先进做法和典型经验,适时在各地各领域全面推开,最终实现城乡协同发展的良好局面.
始终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持续深化城乡融合发展的内涵与外延、拓展深度与广度,增
强城镇和乡村地区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的良好氛围,加快要素双向自由流动.二

是重视影响城乡融合发展的驱动因素,合理引导经济高质量发展,确保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主导作用,地区

开放有利于城乡吸引利用国外要素的流入,扩展了城乡发展的空间,有力推动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
三是为进一步发挥电商销售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需要充分重视农村地区居民的信息获取能力,提高

网上购物技能,进一步提高农民消费能力,利用便捷的交通设施带动农村电商业务的发展,缩小城乡居民消

费差异,促进城乡经济融合发展.在城乡要素自由流动过程中,促进农业机械化发展,增加农机总动力带动

农业发展,持续稳定地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更加充分发挥农村地区土地要素资源丰裕的优势.
四是政府部门出台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相关政策时,在充分考虑共性问题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分类施策,避免

出现“一刀切”的现象;全面发挥政府宏观调控和管理作用,加快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乡村延伸、公共服务和

社会事业向乡村覆盖,把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重点放在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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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ontheInfluenceMechanismandSpatialDifferentiationofFactorFlowon
UrbanＧruralIntegratedDevelopment

PING Weiyinga,b,LIWenxinga,LUOLiangqinga,b

(a．SchoolofStatisticsandDataScience;b．ResearchCenterforAppliedStatistics,JiangxiUniversityofFinanceand
Economics,Nanchang３３００１３,China)

Abstract:ThetwoＧwayfreeflowofurbanandruralelementsisconducivetoimprovingtheefficiencyof
factorallocationandoptimizingtherelationshipandpromotingtheintegrateddevelopmentbetweenurban
andruralareas．TheexistingresearchontheimpactoffactorflowonurbanＧruralintegrationdevelopment
mainlyfocusesonthedevelopmentofurbanＧruralintegrationbytraditionalfactorsofproduction,andfew
literaturesviewdataasanewfactorofproductioninthescopeofurbanＧruralfactorflowandexploreits
impactmechanismonurbanＧruralintegrationdevelopment．Basedonthepaneldataof３１provincesinChina
from２０１０to２０２１,onthebasisofmeasuringthefactorflowandthelevelofurbanＧruralintegration
development,a twoＧway fixedＧeffect model,a Geographically Weighted Regression modeland an
intermediaryeffectmodelareconstructedtoempiricallytesttheimpactandmechanismoffactorflowon
urbanＧruralintegrateddevelopment．Itconcludesthat:First,thetotalindexofnationalfactorflowshowsa
slightgrowthtrend,６４％oftheareasabovethemeanareurbanＧruralintegrationdevelopmentpilotareas,

indicatingthattheimplementationofurbanＧruralintegrationdevelopmentpolicieshasanimportantguiding
role．Second,thefactorflowsignificantlypromotestheintegrateddevelopmentofurbanandruralareas,and
itisstillvalidafterintroducingthedistancebetweenurbanandruralareasasaninstrumentalvariablefor
theendogeneitytest,andusingthemethodofdeletingfourmunicipalitiesandshorteningthetimewindow
tocarryouttherobustnesstest．Third,ontheanalysisofspatialheterogeneity,labor,landanddata
elementsalwaysplayrolesinpromotingtheintegrateddevelopmentofurbanandruralareas．Andthe
influenceoflandelementsonurbanＧruralintegrationdevelopmentindifferentregionshasgradually
increased,andthescopeofinfluencehasgraduallyexpanded,andthepromotionofurbanＧruralintegration
developmentbytechnicalfactorshasgraduallybecomeprominent,shiftingfromEastandSouthareasto
NortheastandSouthwestareas．Fourth,intheprocessoffactorflowaffectingurbanＧruralintegration
development,eＧcommercesalesisanimportant wayforfactorflow toaffecturbanＧruralintegration
development,andagriculturalmechanizationandindustrialstructurechangedonotplaytheroleof
mediatingvariables,whichisdifferentfromtheexistingresearchresults．Therefore,inthefuture,wewill
continueto deepen the connotation and extension,depth and breadth of urbanＧruralintegration
development．AlwaysguidedbyXiJinpingThoughtonSocialism withChineseCharacteristicsforaNew
Era,applyascientificworldoutlookandmethodology,adheretotheguidingprincipleofunifyingoverall
promotionandpilotdemonstration,andpromotetypicalexperiencesformedinpractice．Theconclusions
provideatheoreticalandempiricalreferenceforthemechanismestablishmentoftwoＧwayrationalflowof
urbanandruralelementsandtheimprovementoftheinstitutionalmechanismofurbanＧruralintegrateddeＧ
velopment．

Keywords:elementsflow;spatialheterogeneity;urbanＧruralintegrateddevelopment;policyevolution;

urbanＧruralrelatio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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