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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城镇化影响因素的计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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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 城乡差距及其所引起的一系列问题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文章以城镇

人口占全国总人口比重为研究对象 , 探讨在相对灵活的户籍政策下其与城乡居民的收入差、失业率以及城镇

规模的大小等的相互关系, 并就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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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 , 在社会发展进程中我国大力引

入了市场机制 , 采取市场化的社会发展取向 , 以市场

机制为主导优化各种资源的配置 , 矫正计划经济的

不足。作为生产要素之一的劳动力, 也与之相适应地

通过劳务市场进行配置 , 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根据库兹涅茨对现代经济增长的分析 , 其显著特点

之一就是经济结构的转变。英国经济学家威廉·佩第

( William Petty) 在其著作《 政治算术》中指出 : 随着经

济的发展, 劳动力将由第一产业向第二、第三产业转

移。自 20 世纪 80 年代起, 我国在经济制度转型时期

逐步放松了户籍限制 , 开始允许农村的剩余劳动力

进入城镇地区务工经商以来 ,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

发展 , 经济结构的迅速转变 , 人口不断地涌入到工业

和服务业相对发达的城镇中去 , 使得城镇人口比重

不断增大。1984 年的中共中央“ 一号文件”实行农民

自理口粮到集镇落户的政策 , 这就意味着人口的流

动进入了一个相对自由的阶段。鉴于这点 , 本文将

1984 年即该文件颁布当年起至 2002 年的城镇人口

比重及相关变量作为分析对象进行探讨。

二、样本数据选取及描述性分析

本文将城镇化程度的提高归咎于两个方面 :( 1)

城镇范围的不断扩大 , 使部分农村人口“ 被动”地成

为了城镇人口 ;( 2) 农村人口“ 主动”地流动城镇 , 提

高了城镇化水平。

对于第一方面的因素 , 由于城镇面积等数据采

集困难 , 本文选取“ 市辖区数”作为城镇扩大程度的

量化指标 , 这样的选择虽不能完全体现城镇的扩张

程度, 但是也有其合理性。因为随着城市范围的不断

扩大, 新的市辖区也不断的出现 , 所以市辖区数能在

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城镇范围的扩大。

对于第二方面的因素, 一般认为社会人口流动主要

是由于三次产业之间和城乡之间比较收益差别所引

起的。这里的收益主要包括经济收益、亲情收益、环

境收益及预期收益等 , 但起主导作用的是经济性的

物质利益。而这种物质利益主要表现在收入水平上。

而城镇居民较高的可支配收入 , 农村居民较低的人

均纯收入正是引导我国人口城乡之间流动的重要因

素。所以, 选取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

民人均纯收入的差作为另一个指标。而农村居民对

于这种收入差距 , 可以根据前一期和当期的收入差

来进行判断。收入差距的拉大, 将导致农村人口加速

向城镇流动。同时, 农村人口流向城市后可能遇到的

一个较大的收益风险就是失业。农村人口在向城镇

迁移过程中付出了一定的迁移成本 , 但是却无法在

城镇中寻找到生存的空间 , 这是他们所不愿意碰到

的。失业的风险将会成为农村居民向城镇转移的障

碍 , 失业率越高 , 这种障碍就愈加显著。所以也将城

镇登记失业率作为一个考察指标。

三、计量模型与检验

根据上文的分析 , 笔者就城镇人口占全国总人

口 的 比 重 与 城 乡 居 民 收 入 差 和 失 业 率 进 行 回 归 分

析。计量模型中的 RATE 为城镇人口占全国总人口

比重, NUMB 为市辖区数, CITY 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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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我国 1984 年以来城乡的相关统计数据

资料来源由《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人口年鉴》

历年的数据资料整理而得。CITY1 为前一期的城镇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 COUN 为农村为城镇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 , CITY1 为前一期得城镇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 , COUN 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 COUN1

为前一期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 UNE 为城镇登记失

业率。

回归结果如下:

从上面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 ,

表明模型在整体的拟合得非常好。F=286.6205 显著。

NUMB、(CITY1- COUN1) 的 统 计 量 显 著 , 但 是

(CITY- COUN)、UNE 的 t 统计量都较小。

鉴于我国在城镇登记失业率在统计上的一直存

在着争议 , 它与实际城镇人口失业率存在较大的误

差, 所以这个变量无法很好的作为解释变量。所以先

剔除 UNE 即城镇登记失业率, 再进行回归得:

从上面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 除(CITY- COUN)的

t 统 计 量 外 , 其 他 的 统 计 量 都 相 当 好 。 对 于

(CITY- COUN)的 P 值 0.1157, 置信度不高。考虑到一

个迁入城市当期的收入( 多为工资性) 一般是可以预

见的, 而由于农业本身是高风险的产业 , 不仅价格对

收益有很大影响 , 而且还面对着气候 , 虫害等一系列

工业、服务业所没有的风险 , 所以当期的农业上的收

入很难预计。这个指标对城镇人口比重得影响与原

先所估计有所不同 , 对农村人口的迁移并没有太大

的相关性。剔除(CITY- COUN), 进行回归:

虽然所有的统计量多很显著 , 但是 DW 值很小 ,

表明了变量之间正相关的存在。从图 1 中也可以看

出回归残差高度正相关。

图 1 方程回归的残差分布图

为了改进模型, 我们用 Cochrane- Orcutt 方法, 经

过两次的迭代, 重新进行估计, 其结果如下:

NUMB 的 t 统计量有所下降, 其 p 值为 0.0796,

可以在 94.04%的置信度下拒绝为 0 的假设。DW 值

为 , 大于 du=1.54, 接受不存在序列相关的原假设。

再用多元对数线性模型进行回归来估计弹性系

数。

从上文的两个回归模型可以看出这些变量的相

关性: 在忽略城镇人口失业率的影响的情况下 , 市辖

区数平均每增加 1 个 , 就会使城镇人口的比重增加

0.024202 个百分点 , 城镇与农村人口收入差距平均

每扩大 1 元 , 就会使城镇人口的比重上升 0.0020018

个百分点 ; 市辖区数平均每上升 1%, 就会使城镇人

口的比重上升原来的 0.84723%, 城镇与农村人口收

入差距平均每上升 1%, 就会使城镇人口的比重上升

原来的 0.086805%。

四、结论

随着我国工业化进程的加速推进和经济的不断

发展 , 城镇居民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 , 同时城乡间的

二元经济结构却没有得到改善 , 1985 年城镇居民的

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农村人均纯收入 ( 下转第 2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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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第 41 页) 1.74 倍 , 而 2002 年这个数字扩大到

了 3.11。农村生活水平低下, 而城市则面临着人口不

断膨胀所带来的包括失业率提高、社会治安水平下

降等一系列问题。如何改变这种状况就成为一个相

当棘手的问题。由于城镇人口占全国总人口比重与

城乡居民的收入差显著相关 , 如果收入差距的继续

过大, 导致农村人口涌入城镇的速度加快 , 城市特别

是大中城市发展就会面临着更大的压力 , 不利于经

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而时下愈演愈烈的大面积

所推行的“ 地改市”、“ 县改市”、“ 乡改镇”等行政办法

只是从表面上提高我国的城镇化水平 , 并不能改变

这些人的生活方式 , 甚至还可能因拆迁、征地等等丧

失土地使得生活水平有所下降 , 同样也不利于我国

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结构的改善。因此, 在城镇化道路

的选择上, 不应该以牺牲农村居民的利益为代价 , 必

须通过加大对农村的补贴 , 进行税费改革 , 减轻农民

负担 , 切切实实的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 ; 通过加大农

村基础设施的投入 , 为实现农业的现代化打下基础;

同时, 通过各种途径拓展农村居民的就业渠道如引

导民间资本以及外资流向小城镇 , 流向与农业相关

的加工工业、服务业 , 促进农业人口向当地的第二、

第三产业转移 , 走新型的城镇化道路 , 最终实现城乡

的协调、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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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的优势 , 由于技术含量低、劳动力密集、与贸易

对象国的利益有冲突等原因 , 受限制的程度较大 , 有

78%的纺织企业受国外技术壁垒影响, 出口额减少了

19 亿美元。发达国家纷纷制定和出台一系列技术性

的规定, 如“ 生态纺织品标准”, 对纺织原料提出非常

苛 刻 的 要 求 。 目 前 我 国 纺 织 业 的 国 际 依 存 度 约 在

40%以上, 这些不确定因素也对我国纺织业的发展产

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

按照海关税则的 21 类产品统计, 2002 年, 对于

年出口额最多的第十六类( 主要是机电产品) , 受技

术性贸易壁垒限制的企业的比例达到了 80%。我国

机电类产品出口仍以劳动密集型、低技术水平、标准

化的为主, 因此经常受到受发达国家在噪声、电磁污

染节能性、兼容性、安全性等方面的技术限制。

(3) 高 新 技 术 产 品 受 到 技 术 性 贸 易 壁 垒 的 限

制 的 趋 势 加 强 。由于高新技术产品的竞争相对于初

级产品而言, 更加依赖于科技优势 , 因此许多发达国

家纷纷使用技术性贸易壁垒等新形式 , 针对高新技

术产品; 同时, 美、欧、日等国家和地区在多边和双边

场合多次质疑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 , 我国 DVD、手

机、数字电视等高新技术产品面临严峻的知识产权

纠纷。

2. 国外技术性贸易壁垒对我国产生的正面影

响。在技术性贸易壁垒对我国对外贸易造成负面影

响的同时 , 也应该看到 , 国外技术性贸易壁垒对我国

产生的正面影响。

( 1) 促进产品技术水平和质量的提高 , 一定程度

上有助于优化我国出口产品结构。我国目前出口的

产品大多还是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的初级产品 , 而

国外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实施 , 有利于提高我国出口

产品的技术水平和质量 , 提高经济效益 , 进而优化我

国出口产品的结构 , 转向高附加值的产品出口。此

外, 出口企业通过采用国际标准和获得国际认证 , 可

以进一步提高我国出口企业的竞争力。

( 2) 提高了我国公民的环保意识 , 有利于可持续

发展。经济的发展, 使人们越来越关心我们生存的环

境, 环境保护的意识也在加强。发达国家的许多技术

性贸易壁垒, 是出于保护环境而制定的。这样也相应

地促使相关部门制定相应的贸易措施 , 同时也促使

我 国 出 口 产 品 朝 环 境 保 护 和 可 持 续 发 展 的 方 向 发

展。这有助于将可持续发展理念深入我国公民的内

心, 提高公民的环境保护意识。

( 3) 有利于我国与国际标准同步 , 也有利于我国

与环境保护有关的法律法规的建立和完善。大多数

的发展中国家的法律制度是不健全和不完善的 , 缺

乏与国际接轨的商品标准 , 我们可以通过借鉴国外

的先进标准和法律法规 , 完善我国相关标准和法律

制度。从长远看来, 与国际技术标准接轨是减少国际

贸易摩擦, 冲破技术性贸易壁垒 , 促进我国对外贸易

健康发展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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