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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支农、人力资本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王文波

摘　要：缩小收入差 距 与 不 平 等 是 实 现 共 同 富 裕 的 重 要 环 节，基 于 中 国 家 庭 追 踪 调 查 （ＣＦＰＳ）２０１０—

２０１６年数据和中国家庭收入调查 （ＣＨＩＰ）２００２—２０１３年数据，本 文 从 理 论 和 实 证 两 方 面 考 察 了 财 政 支 农 支

出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并着重考察了人力资本积累在其 中 的 重 要 作 用。研 究 表 明，财 政 支 农 支 出 显

著减小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且该影响存在动态性，有利于从长期 促 进 城 乡 居 民 收 入 差 距 的 减 小。人 力 资 本

积累是财政支农支出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重要机制，财政支农支出可以通过促进农村家庭人力资本积累，

进而减小其与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从不同财政支农支出类型看，农业支 出 对 家 庭 人 力 资 本 积 累 和 城 乡 居 民

收入差距的影响更大，其次为林业支出和农林水利气象支出。财政支农支 出 对 女 性 户 主 家 庭 和 干 部 家 庭 人 力

资本积累和减小其与城市居民收入差距具有更显著影响。相比中西部地 区，财 政 支 农 支 出 对 东 部 地 区 家 庭 人

力资本积累和减小收入差距的影响更大。精准扶贫战略作为近年来帮扶 农 村 增 收 减 贫 的 重 要 方 略，其 实 施 也

有效促进了财政支农支出在减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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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既要重视效率问题，即经济

持续增长；也要重视公平问题，即收入差距与不平等［１］。近４０年以来，我国农村改革推动了农村

经济社会的深刻变革，农村居民收入持续稳定增长。然而，与城市居民相比，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增

长速度仍然缓慢，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依然比较突出［２］［３］，且远高于国际平均水平［４］。如何缩小城

乡收入差距、破解城乡鸿沟，一直是我国社会发展面临的难题。
财政支农是政府部门通过财政投入、财政补贴以及农业税收等方式实现对农业生产的帮助和管

理，进而改善农业生产效率，以期促进农村 经 济 稳 定 持 续 发 展 和 巩 固 农 业 基 础 地 位 的 一 种 政 策 手

段。２００４年以来，随着连续多年的中央政府 “一号文件”对促进农业生产发展、全力抓好粮食生

产和重要农产品供给、强化现代农业基础支撑等事关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给予重点

关注，我国财政支农的力度逐年提高。据统计①，２００４—２０１８年，人均财政支农支出由２００４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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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３．７元／人提高至２０１３年 的１　２６９．４元／人，而 到２０１８年 则 进 一 步 提 高 为３　７３８．５元／人，相 比

２００４年增长了１５．７倍。伴随我国农业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户在家庭成员人力资本上的投资也有了

大幅提高。２０００—２０１３年，农村家庭在文教娱乐上的支出由１８６．７元／人提高为４８６．０元／人；实际

医疗保健投资则 由２０００年 的８７．６元／人 提 高 为２０１３年 的６１４．２元／人，占 比 也 由５．２０％提 高 为

９．３０％。此外，在人力资本水平上，据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百个劳动力受教育结构显示，２０００年

初中毕业的比例为４８．０７％，高中和大学以上的比例分别 为９．３１％、２．３１％，而２０１２年初中毕业

的比例为５３．０３％，高中和大学以上的比例分别为１０．０１％、５．５９％。

２１世纪以来，财政支农支出和农村人力资本水平的稳步提 高 是促 进我国农村 经济发展、提高

农村居民收入的一个重要特征。那么，在致力实现共同富裕，重视收入差距与不平等问题下，财政

支农支出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人力资本积累在其中又发挥了怎样的作用？本文

将对上述问题展开深入研究。

二、文献综述

在当代贫富分化问题中，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问题最为突出［４］［５］。为此，诸多学者对我国城乡居

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探究。
一方面，相 关 研 究 聚 焦 于 财 政 支 农 支 出 与 城 乡 居 民 收 入 差 距 的 关 系 上。陆 铭 等［６］以 我 国

１９７８—２００１年的省级数据为样本，研究发现，提高我国公共支出中基建支出和支农支出的比重将

有利于减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朱牡丹等［７］采用１９７８—２００６年全国层面时间序列数据研究得到了

与陆铭等［６］相似的结论，研究表明，政府对农村的农业生产建设支出、救济支出、农业科技支出对

减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均具有重要影响。此后，赵娟霞等［８］以我国１９９２—２０１３年的全国层面数据

为研究样本，采用Ｊｏｈａｎｓｏｎ协整检验模型对财政支农资金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进行研究，也得

到了较为一致的结论，研究发现财政支农资金对减小城乡收入差距存在长期正向关系。杨晶等［９］基

于我国２００６—２０１５年３１个省市数据研究发现，财政支农支出和产业结构升级均促进了城乡居民收

入差距的减小。王烜等［１０］采用系统ＧＭＭ 法对我国２００７—２０１５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估计发现，
政府提高在财政支农和社会保障上的支出水平有利于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

此外，也有少部分学者研究发现我国财政支农支出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不存在明显关系或具有

正向关系。肖育才等［１１］基于我国１９９８—２０１３年的省级层面数据，研究发现目前我国财政支农支出

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不存在显著关系。杨思莹等［１２］以我国２０００—２０１６年的省级层面数据为样本，
并采用分位数模型进行回归的结果表明，财政支农支出对城乡收入差距拉大具有正向影响，由此强

化了城乡二元收入格局，但其上述实证结 论 与 他 们 的 理 论 推 演 相 悖，因 此 研 究 结 论 有 待 进 一 步 验

证。综合审视现有研究可知，在财政支农支出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关系上，学者们基于我国宏观层

面数据对二者间的关系进行了较多研究，且由于采用数据的时间跨度不同或实证检验方法的差异，
研究结论有所不同，同时鲜有文献对其深层作用机制进行探究。

另一方面，部分学者还对其他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因素进行了探究，主要集中于 以 下 几 个 方

面。在制度因素方面。陈斌开等［１３］利用１９７８—２００８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研究发现，鼓励资本密集

型部门优先发展的政府战略，造成城市就业需求的相对下降，延缓了城市化进程，农村居民不能有

效地向城市转移，城乡收入差距扩大。Ｓｉｃｕｌａｒ等［４］、万海远等［１４］研究指出，在剔除户籍歧视因素

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会明显下降，表明户籍歧视对城乡收入差距有显著影响。在资源要素方面。
方达等［１５］以上海松江和辽宁辽阳为例的经验研究发现，农村土地流转活跃 度 提高 可以直 接缩 小城

乡收入差距，且随着农村耕地流转面积扩大，农村土地流转通过资本有机构成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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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效应可能呈现出 “先缩小、后扩大”的非线性趋势。
综上可知，已有文献从多个角度研究了各影响因素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但从统一的框

架下研究财政支农支出、人力资本积累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影响的文献还不多见，更鲜有文献对其

深层作用机制进行分析。为此，本文基于微观层面调查数据，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对财政支农支

出、人力资本积累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进行探究。

三、理论模型

（一）模型基本假设

借鉴Ｂｌａｃｋ等［１６］、周京奎等［１７］的研究，假定全社会由农村部门和城市部门组成，农村部门主

要生产以食物、原材料或中间投入品为主的农产品，而城市部门则利用农村部门提供的中间投入品

生产最终消费品，不失一般性，假设农业生产产出商品的价格为单位价格，城市部门产出商品的价

格为Ｐ；假定农村部门中农村家庭成员面临着在农村部门从事农业生产或进入城市部门务工的职业

选择，同时为使家庭成员更好地在各部门进行工作，获得更高的收入和提高福利水平，农村家庭会

对家庭成员进行人力资本投资。

１．农村家庭决策。令代表性农村家庭将其家庭成员决策分配在农 村 部 门务农和 进入城市部门

务工的比例分别为ｚ和１－ｚ。此外，家庭还会进行人力资本的积 累，家庭总的人力资本由所有成

员共同积累，即满足ｈ＝ｚｈ１＋（１－ｚ）ｈｚ ，其中ｈ为农村家庭成员的平均人力资本水平，ｈ１、ｈｚ 分

别为农村部门务农家庭成员和在城市部门中务工家庭成员的人力资本水平。那么这个决策过程的约

束可以表示为：

Ｐｈ
·
＝ｚＩ１＋（１－ｚ）Ｉｚ－Ｐｃ－ｃｆ－ｇＰｈ （１）

其中，Ｉ１、Ｉｚ 分别代表农村部门中务农家庭成员和在城市部门中务工家庭成员的净收入，ｃ为

一般消费品，Ｐ为一般消费品的价格；ｃｆ 为家庭对食品的消费量，其价格为单位价格。此外，假定

代表性家庭 效 用 跟 家 庭 消 费 和 政 府 的 农 村 福 利 性 财 政 支 出 有 关。借 鉴 Ｄｅｖａｒａｊａｎ等［１８］、严 成 樑

等［１９］的设定，将农村福利性财政支出看作直接提高农村居民的福利水平，进入效用函数。由此设

定代表性家庭的效应函数为：

Ｕ（ｃ，ｇ１　ｗ）＝ｃ
１－σ１ －１
１－σ１

＋ψ（ｇ１　ｗ） （２）

其中，ｃ为家庭对一般消费品的消费支出，１－σ１ 代表家庭对一般消费品偏好的参数，且σ１＜
１。同时，满足ψ′（ｇ１　ｗ）＞０，即政府对农村部门的福利性公共支出ｇ１　ｗ越多，那么代表性家庭的效

用水平也将会越高。

２．农村和城市部门生产。将每位农村居民看作独立从事农业生产的单位个体，同时借鉴严成

樑等［１９］、Ｇｏｍｅｚ［２０］的研究，假定农村家庭代表性居民ｉ的农业产出为Ｘ１ｉ＝Ｄ１ｈγ１１ｉｌβ１１ｉｇω１１ｐ。其中，ｇ１ｐ
为财政支农支出；ω１ 为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村部门生产产出的影响力度；ｌ１ｉ为家庭代表性居民ｉ从事

农业生产的土地投入，β１ 为土地产出弹性；Ｄ１ 为农村生产力水平；ｈ１ｉ为家庭代表性居民ｉ的人力

资本；γ１ 为人力资本产出弹性。在对称性假设下，令农村居民为同质的，那么进而可得出农村居

民的务农收入为：

Ｉ１ ＝Ｘ１ ＝Ｄ１ｈγ１１ｌβ１１ｇω１１ｐ （３）
考虑到城市部门中人力资本水平的溢出效应和人口规模增大均会促进个体生产水平的提高，为

此借鉴周京奎等［１７］的研究，设定城市代表性企业ｊ的 生 产 函 数 为Ｘ２ｊ ＝Ｄ２（ｎδ２２ｈψ２２）ｈθ２２ｊｇ
ω２
２ｐｘ２

１－α２
ｊ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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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Ｄ２ 为城市生产力水平；ｎ２ 为城市企业数量 （人口规模），δ２ 为企业数量弹性；ｈ２ｊｈ２ 分别为企

业ｊ和城市平均的人力资本水平，θ２、ψ２ 为其对应的产出弹性；ｇ２ｐ为政府对城市部门的生产性财

政支出，ω２ 为城市生产性财政支出的产出弹性；ｘ２ｊ为企业ｊ需要的由农村部门生产的中间投入品

数量，１－α２ 为中间投入品产出弹性。
每个企业按最大化生产收入进行生产，满足Ｗ２ｊ＝ｍａｘ

ｘ２ｊ
ＰＸ２ｊ－ｘ２ｊ，求解可得最优的中间投入品

数量ｘ２ｊ ＝ （１－α２）［（１－α２）１－α２Ｄ２Ｐ（ｎδ２２ｈψ２２）ｈθ２２ｊｇ
ω２
２ｐ］

１－α２，进 而 可 得 城 市 部 门 人 口 的 工 资 水 平 Ｗ２ｊ

＝α２［（１－α２）１－α２Ｄ２Ｐ（ｎδ２２ｈψ２２）ｈθ２２ｊｇ
ω２
２ｐ］

１－α２。假定城市部门中存在农村进城务工人口和城市本地居民两

类 人口，且占城市总人口ｎ２的比例分别为η和１－η。在对称性假设下，令进城务工人口和城市本地居

民的 人 力 资 本 水 平 分 别 为ｈｚ 和ｈｒ，可 得 进 城 务 工 人 口 和 本 地 居 民 的 工 资 水 平 分 别 为 Ｗｚ

＝α２［（１－α２）１－α２Ｄ２Ｐ（ｎδ２２ｈψ２２）ｈθ２ｚｇω２２ｐ］
１－α２ 和Ｗｒ＝α２［（１－α２）１－α２Ｄ２Ｐ（ｎδ２２ｈψ２２）ｈθ２ｒｇω２２ｐ］

１－α２。由于户籍管理

制度在内的摩擦性因素带来的额外支出使得进城务工人口并不能持续地进行人力资本积累，为此假

设城市本地居民人力资本水平高于进城务工人口的人力资本水平，令ｈｒ＝ｍｈｚ，且ｍ＞１。那么城市

劳 动者最优平均工资Ｗ２＝α２（１－α２）
（１－α２）／α２［ＰＤ２Ｐｎδ２２ｈψ２２ｇω２２ｐ］

１／α２［ηｈ
θ２／α２
ｚ ＋（１－η）ｈ

θ２／α２
ｒ ］＝ＳＷｚ，其中Ｓ

＝η＋（１－η）ｍθ２
／α２ ＞１。

３．政府部 门。假 定 城 市 是 单 中 心 城 市 结 构，由 单 中 心 城 市 通 勤 成 本 和 地 租 成 本 的 计 算 原

则［１６］［１７］，可求得城市部门总通勤成本ＴＣ２ 和总地租成本ＴＲ２ 分别为ｂ２ｎ３
／２
２ 、（１／２）ｂ２ｎ

３／２
２ ，其中ｂ２

＝２τπ－１／２／３；τ为单位距离上所需支付的通勤成本。借鉴 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等［２１］的研究，假定政府部门管

理者通过在城市部门收取地租作为财政收入。在财政支出方面：一是管理者将会通过对城市劳动者

的转移支付Ｔ来补偿城市人口规模的 外 部 性；二 是 作 为 财 政 支 农 支 出ｇ１ｐ和 城 市 生 产 性 财 政 支 出

ｇ２ｐ，分别用于发展农村部门和城市部门的生产；三是作为农村福利性财政支出ｇ１　ｗ和城市福利性财

政支出ｇ２　ｗ，用于直接提高居民福利水平。
假设Ｔ２、Ｔｚ、Ｔｒ 分别代表城市人均转移支付、进城务工人口人均转移支付和城市本地居民的

人均转移支付，则满足ηＴｚ＋（１－η）Ｔｒ＝Ｔ２ 。考虑到受户籍制度的限制，城市户籍人员与非户籍

人员在就业、医疗、住房等城市福利方面的差异。为此，假设政府部门管理者对进城务工人口的转

移支付水平低于城市本地居民，即存在Ｔｒ ＝ϑＴｚ（ϑ＞１），联立ηＴｚ＋（１－η）Ｔｒ ＝Ｔ２ 进而可得Ｔｚ
＝φＴ２，其中，φ＝ ［η＋（１－η）ϑ］－

１。综上，政府部门的财政预算方程可表示为：

ＴＲ２ ＝Ｔ＋ｇ１ｐ＋ｇ１　ｗ ＋ｇ２ｐ＋ｇ２　ｗ （４）

Ｔ＝ｎ２Ｔ２ ＝ｎ２［ηＴｚ＋（１－η）Ｔｒ］ （５）
（二）一般均衡分析

１．财政支出均衡。由于政府部门管理者通过收取租金作 为 财 政 收 入，并采用转移支付的形式

返还给城市居民补偿人口规模的外部性以及用于农村部门和城市部门的其他各项财政支出。考虑到

本文主要探究财政支农支出规模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由此不失一般性，假定用于补偿人口

规模外部性的转移支付Ｔ占总的财政支出比重为κ２，那么管理者必然会通过控制城市的人口规模

ｎ２ 和城市人均转移支付Ｔ２ 进而使其收益最大化，则上述具体优化问题可表示为：

ｍａｘ
ｎ２，Ｔ２∏２ ＝

１
２ｂ２ｎ

３／２
２ －（ｇ１ｐ＋ｇ１　ｗ ＋ｇ２ｐ＋ｇ２　ｗ）－ｎ２Ｔ２ ＝κ２（

１
２ｂ２ｎ

３／２
２ ）－［Ｔｚηｎ２＋Ｔｒ（１－η）ｎ２］

（６）

ｓ.ｔ.Ｗｚ＋Ｔｚ－３２ｂ２ｎ
１／２
２ ＝Ｉｚ

由于各城市部门政府管理者间存在竞争性，那么在均衡状态下城市管理者必然获得零利润，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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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可得Ｔ２＝１２κ２ｂ２ｎ
３／２
２ 。求解 （６）式并联立Ｔｚ＝ｓＴ２、Ｗｚ＝α２［（１－α２）

（１－α２）Ｄ２Ｐ（ｎδ２２ｈψ２２）ｈθ２ｚｇω２２ｐ］
１／α２，

可得最优的城市人口规模ｎ２ ＝ ［４δ２（３－φκ２）－
１ｂ－１２ ］２α２

／ξ２（１－α２）２
（１－α２）／ξ２［ＰＤ２ｇω２２ｐｈψ２２ｈ

θ２
ｚ］

２／ξ２，其中ξ２ ＝

α２－２δ２，０＜ξ２＜１。将Ｔ２＝１／２κ２ｂ２ｎ
１
２

２、Ｔｚ ＝φＴ２、ｈ２＝ηｈｚ＋（１－η）ｈ２、ｈｒ＝ｍｈｚ 以及Ｗｚ 和ｎ２

的均衡表达式代入Ｉｚ ＝Ｗｚ＋Ｔｚ－３２ｂ２ｎ
１／２
２ ，求解整理可得进城务工人员的实际收入Ｉｚ 为：

Ｉｚ ＝ῶ２α－１２ Ｗｚ ＝ＭＰ
１
ξ２ｈγ２ｚ （７）

其中，Ｍ ＝ῶ［４δ２（３－φκ２）－
１ｂ－１２ ］２δ２

／ξ２（１－α２）
（１－α２）／ξ２（Ｄ２ｇω２２ｐ）２δ２

／（α２ξ２）［η＋（１－η）ｍ］ψ２
／η２，ῶ２＝α－１２ －

２δ２
３－４κ２

（φκ２＋３δ２），γ２ ＝
θ２＋ψ２
ξ２

。

２．劳动力市场均衡。假设农村部门和城市部门的数量 分别 为ｍ１ 和ｍ２，在对称性假设下，全

社会中进城务工人口为ηｍ２ｎ２。由于全社会包含多个代表性农村 家 庭，那么在劳动力市场均衡时，
总体上必然满足全社会中在农村部门的务农人口ｍ１ｎ１ 和进城务工人口ηｍ２ｎ２ 之比，等于代表性家

庭决策的成员职业分配比例，即满足：

ｍ１ｎ１
ηｍ２ｎ２

＝ ｚ
１－ｚ

（８）

３．中间投入品市场均衡。由农村部门生产的中间投入品数量为ｍ１ｎ１（１－ｅ１）Ｘ１ ，其中ｅ１ 为农

村部门的恩格尔系数，而每个城市居民在生产过程中会消耗掉ｘ２ 数量的中间投入品作为要素投入，

那么中间投 入 品 需 求 量 为ｍ２ｎ２ｘ２。考 虑 到 中 间 投 入 品 在 两 部 门 间 运 输 存 在 成 本，采 用Ｓａｍｕｅｌ－
ｓｏｎ［２２］的 “冰山”模型来表示该成本，假定其仅有１／μ的部分被送达城市部门 （μ≥１）。综上，在

中间投入品市场均衡时满足ｍ１ｎ１（１－ｅ１）Ｘ１／μ＝ｍ２ｎ２ｘ２ 。联立 （３）式、（７）式、（８）式以及Ｗｚ

和ｘ２ 的均衡表达式，可得家庭决策留在农村部门的家庭成员比例ｚ和进城务工成员比例１－ｚ的表

达式分别为：

ｚ＝ μＳ（１－α２）Ｉｚ
μＳ（１－α２）Ｉｚ＋ῶ２η（１－ｅ１）Ｉ１

（９）

１－ｚ＝ ῶ２η（１－ｅ１）Ｉ１
μＳ（１－α２）Ｉｚ＋ῶ２η（１－ｅ１）Ｉ１

（１０）

４．家庭最优决策。由上文结果，农村家庭效用的最优化问题可由 （１１）式的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函数方

程给出：

Ｈ（ｃ，ｚ，ｈ１，ｈｚ；ｔ）＝
ｃ１－σ２ －１
１－σ１

＋ψ（ｇ１ｗ［ ］）＋λ１Ｐ－１［ｚＩ１＋（１－ｚ）Ｉｚ－Ｐｃ－ｃｆ－ｇＰｈ］＋λ２［ｈ－ｚｈ１
－（１－ｚ）ｈｚ］ （１１）

求解 （１１）式可得ｈ１
ｈ２
＝γ１

（１－γ２）
γ２（１－γ１）

，Ｉ１
ＩＺ
＝１－γ２１－γ１

，联立 （１）式、（７）式、（９）式、（１０）式以

及ｈ＝ｚｈ１＋（１－ｚ）ｈｚ ，求解可得一般消费品的均衡价格Ｐ＝Ｅｈ（γ１－γ２）ξ２ ，其中Ｅ＝ ｛［Ｄ１ｇω２１ｐｌβ１１γξ１１
（１－γ１）１－γ１］［Ｍγγ２２（１－γ２）１－γ２］－１Λγ１－γ２}ξ２，Λ＝（Ａ－Ｂ）／Ｂ＞０，Ｂ＝μＳ（１－α２）γ１＋ῶ２η（１－ｅ１）γ２＞
０，Ａ＝μＳ（１－α２）＋ῶ２η（１－ｅ１）＞Ｂ，０＜γ１ ＜１，０＜γ２ ＜１。

５．稳态分析。求解 （１１）式，并联立约束条件Ｐｈ
·
＝ｚＩ１＋（１－ｚ）Ｉｚ－Ｐｃ－ｇＰｈ以及一般均衡

下Ｉ１、Ｉｚ、Ｐ、ｚ、１－ｚ的表达式，整理可得家庭人力资本增长率的均衡表达式为ｈ
·
／ｈ＝Φｈ－（１－γ）－

ｃｈ－１－ｇ，其中Φ＝ Ａ
Ａ－ＢΩ

，Ω＝ ［Ｄ１ｌβ１１ｇω１ｐγ
γ１
１（１－γ１）

１－γ１］１－ξ２［Ｍγγ２２（１－γ２）１－γ２］ξ２Λ－
（１－γ），γ＝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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η）γ１＋ηγ２。由于满足０＜γ＜１，求解可得在一般均衡状态下，家庭人力资本的均衡值为：

ｈ＊ ＝ （Ω／ρ）
１／（１－γ） （１２）

（三）比较静态分析

由 （１２）式对财政支农支出ｇ１ｐ求一阶导数，整理可得在一般均衡状态下满足 ∂ｈ
∂ｇ１ｐ＞

０，由此

可以得到命题１①。
命题１：该理论关系显示，在一般均衡状态下，财政支农支出与农村家庭人力资本积累呈正相

关。其经济学含义为，随着财政支农支出的增加，会促进农业部门生产效率的提高，而农业生产效

率提高是直接增加农村家庭农业收入的一个有效途径，收入得到提高的农村家庭将有更多的资金用

于家庭人力资本投资，同时财政支农支出所带来的农业生产率进步提高了农村家庭的非农化倾向和

人力资本投资倾向，这将有利于家庭人力资本水平的不断提高，促进了家庭人力资本积累。

由 （３）式、（７）式、（９）式、（１０）式以及Ｉ１
Ｉｚ
＝１－γ２１－γ１

、Ｗｒ ＝α２［（１－α２）１－α２Ｄ２Ｐ（ｎδ２２ｈψ２２）ｈθ２ｒｇω２２ｐ］１－α２、

Ｉ≡ｚＩ１＋（１－ｚ）Ｉｚ，整理可得城乡居民相对收入差距Ｉｘｄ 表达式为：

Ｉｘｄ ＝
Ｗｒ

Ｉ ＝ ［（１－γ１）－１（Ａ－Ｂ）ｚῶ２α－１２ Ａ－１＋（１－ｚ）ῶ２α－
１
２ ］－１　ｍ

θ２
α２ （１３）

联立 （１３）式、∂ｈ
∂ｇ１ｐ ＞

０、ｈｚ＝ γ２
１－γ２Λ

ｈ、ｍ＝ｈｒｈｚ
，并对财政支农支出ｇ１ｐ 求一阶导数，整理可

得在一般均衡状态下满足∂Ｉｘｄ
∂ｇ１ｐ ＜

０，由此可以得到命题２。

命题２：该理论关系显示，在一般均衡状态下，财政支农支出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负相关。其

经济学含义为，财政支农支出能够通过促进农业生产效率提高进而推动农村家庭收入增加，而随着家

庭收入的增加，也将有利于减小城乡居民相对收入差距，破解城乡鸿沟，有利于实现共同富裕。

联立 （１３）式以及ｈｚ＝ γ２
１－γ２Λ

ｈ、ｍ＝ｈｒｈｚ
，并对家庭人力资本ｈ求一阶导数，整理可得在一般

均衡状态下满足 ∂Ｉ　ｘｄ
∂ｈ ＜０。又由 ∂ｈ

∂ｇ１ｐ＞
０，进而可得在一般均衡状态下满足∂Ｉｘｄ

∂ｈ
∂ｈ
∂ｇ１ｐ＜

０，由此

可以得到命题３。
命题３：该理论关系显示，在一般均衡状态下，财政支农支出可以通过促进农村家庭人力资本

积累，进而减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其经济学含义为，财政支农支出所带来的农业生产率进步提高

了农村家庭的非农化倾向，并通过推动家庭农业收入增长为家庭成员接受更好的非农培训和教育提

供了资金支持，促进了家庭成员的人力资本积累。而随着农村家庭人力资本积累，可以使家庭成员

更好地进入非农部门工作，并追求收入水平更高的职业，进而有利于农村家庭成员的非农就业。由

此，家庭成员通过非农就业获得的收入可以反哺农村家庭，提高农村家庭收入，同时人力资本水平

较高的家庭成员更多地选择进入有着较高收入的职业，从而有效提高了家庭的相对收入，并降低了

与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

四、研究设计

（一）数据说明

采用数据来自于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实施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ＣＦＰＳ）数据，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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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已经完整公布了ＣＦＰＳ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２年、２０１４年、２０１６年、２０１８年的数据。需要说明的是，由

于该微观追踪调查数据保密的需要，数据的地域代码只开放到了省域一级。同时从本文所需要的财

政支农支出数据来看，区县级的财政支农支出数据主要通过 《全国地市县财政统计资料》这一渠道

获得，但目前 在 该 资 料 中 可 以 搜 集 到 的 财 政 支 农 支 出 数 据 仅 截 止 到２００９年。为 此，借 鉴 廖 福

崇［２３］、李晓嘉等［２４］等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ＣＦＰＳ）数据，在研究公共财政支出影响农户收入上

的相关做法，本文首先在地区层面匹配了对应年份 《中国统计年鉴》中关于财政支农支出的数据，
从宏观结构和微观行为互动角度，探究了财政支农支出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内在逻辑。

其次，为进一步保证研究结论的稳健性，本文也从基层财政视角，采用村财政中用于农业水利

建设等方面的生产性支出作为财政支农支出的代理变量，分析了村一级财政支农支出对城乡收入差

距的影响。但由于ＣＦＰＳ中社区层面的数据为每４年进行一次调查，因此目前仅有２０１０年和２０１４
年的数据，为此 本 文 在 探 究 地 区 一 级 财 政 支 农 支 出 对 城 市 居 民 收 入 差 距 的 影 响 时，采 用 了ＣＦ－
ＰＳ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２年、２０１４年、２０１６年的数据；在探究村一级财政支农支出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时，采用了ＣＦＰＳ２０１０年和２０１４年的数据。最后，样本中收入、消费等价值变量均以２０１０年为基

期进行平减处理，同时为避免缺失样本、极端值等对实证结果的影响，本文删除了无法识别样本，
并剔除了样本中处于１％和９９％分位数之外的极端值。

（二）计量模型

本文将从农户微观个体角度探讨财政支农支出、人力资本积累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由

此设定的计量模型如下：

Ｙ＿ｘｄｉｊｔ ＝β１０＋β１１Ｆｉｎａｎｃｅｊｔ＋∑
ｎ

ｋ
ｃ１ｋＸｋ，ｉｊｔ＋ｕｊ＋ｖｔ＋εｉｊｔ （１４）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ｊｔ ＝β２０＋β２１Ｆｉｎａｎｃｅｊｔ＋∑
ｎ

ｋ
ｃ２ｋＸｋ，ｉｊｔ＋ｕｊ＋ｖｔ＋εｉｊｔ （１５）

Ｙ＿ｘｄｉｊｔ ＝β３０＋β３１Ｆｉｎａｎｃｅｊｔ＋β３２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ｊｔ＋∑
ｎ

ｋ
ｃ３ｋＸｋ，ｉｊｔ＋ｕｊ＋ｖｔ＋εｉｊｔ （１６）

其中，Ｙ＿ｘｄ表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变量，具体采用农村家庭微观个体层面的城乡居民收入

差距水平测度；Ｆｉｎａｎｃｅ表示财政支农支出变量；Ｃａｐｉｔａｌ表示家庭人力资本积累变量；Ｘ 表示控

制变量；ｉ、ｊ、ｔ分别表示家庭、省份和年份；ｎ表示控制变量个数；ｕ和ｖ分别表示省份和年份的

固定效应；ε表示随机误差项。
（三）变量定义

１．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借鉴陈斌开等［１３］、李永友等［２５］的研究，本文选择取相对值的方法对城

乡居民收入差距进行度量，具体为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比值 （Ｙ ＿

ｒ）。此外，在稳健性检验中参考已有研究［５］，选取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与农村家庭人均消费支出

的比值 （ｃｏｓｔ＿ｒ）度量城乡收入差距，这一指标可以真实反映城乡间生活水平差异，且城乡收入差

距是影响消费差距的主要原因［２］，因此采用消费支出差距进行分析也能体现财政支农支出对城乡居

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在指标测算上，基于ＣＦＰＳ数据中县一级模糊代码，对城镇家庭人均可支配收

入和人均消费支出数据在县一级加权平均，然后将农户收入和消费数据与其所在县域加权平均数据

相比，由此得到农户微观个体层面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和消费差距指标数据。

２．财政支农支出。从我国统计口径看，财政支农支出主要涵盖农业支出、林业支出、农林水

利气象支出等部门事业费用，在２００７年改革财政收支分类后，该项目调整为农林水事务支出一项。
为此，本文将各地区农林水事务支出除以该地区 的 农村 人口 数 从而 得到 各地 区人均 财政支农支出

（ｆｉｎａｎｃｅ＿ｓ），并采用该指标作为财政支农支出的代理变量。此外，为保证研究结论的稳健，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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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从基层财政视角，采用村财政中用于农业水利 建 设等 方 面的 人 均生产 性支出 （ｆｉｎａｎｃｅ＿ｃ，
村财政农业水利建设等方面的生产性支出／村常住人口）作为财政支农支出的代理变量，从基层财

政角度分析财政支农支出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

３．人力资本积累。借鉴程名望等［２６］、周京奎等［２７］的研究，本文对家庭劳动力接受正规教育程

度予以度量，具体为对家庭成员受教育水平编码并在家庭层面平均，构造家庭劳动力人均受教育水

平变量 （ｃａｐｉｔａｌ）进行测度。

４．控制变量：本文对家庭特征和地区特征进行了控制，其中家庭特征包括：家庭中男性劳动力

占比 （ｇｅｎｄｅｒ＿ｒ）、家庭规模 （ｆａｍｉｌy＿ｓ）、家庭农地禀赋 （ｌｎｌａｎｄ＿ａ）、家庭抚养比 （ｄｅｐｅｎｄ＿ｒ）、
户主 年 龄 （ｈｚａｇｅ）、户 主 是 否 已 婚 的 虚 拟 变 量 （ｍａｒｒｉｇｅ）。地 区 特 征 包 括：市 场 化 水 平

（ｓｍａｒｋｅｔ）、对外开放水平 （ｏｐｅｎ）、产业结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基础设施水平 （ｉｎｆｒａ）、经济发展水平

（ｇｄｐ）。综上，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１所示。

表１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变量说明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被解释变量 ｌｎＹ＿ｒ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１８　０７３ 　１．１３７ 　１．１９５
ｌｎｃｏｓｔ＿ｒ 城乡居民消费支出差距 １７　１７８　 １．０３８　 ０．８２０

解释变量 ｌｎｆｉｎａｎｃｅ＿ｓ 地区财政支农支出对数 １７　７５２　 ７．１８６　 ０．４４１
ｌｎｆｉｎａｎｃｅ＿ｃ 村财政支农支出对数 ６　９６１　 ０．９２０　 １．７８３
ｌｎｆｉｎａｎｃｅ＿ｓｒ 地区财政支农支出占比对数 １７　７５２ －２．１９４　 ０．２６５
ｌｎｆｉｎａｎｃｅ＿ｃｒ 村财政支农支出占比对数 ６　３３７　 ０．１０６　 ０．５６２
ｌｎｃａｐｉｔａｌ 劳均受教育年限对数 １５　１８４　 １．８０１　 ０．８５８

家庭特征变量 ｇｅｎｄｅｒ＿ｒ 家庭中男性劳动力占比 １８　０７３　 ０．５１９　 ０．１７１
ｌｎｌａｎｄ＿ａ 家庭上年土地价值对数 １８　０７３　 ８．７０　 ３．５７９

ｆａｍｉｌy＿ｓ 家庭的人口规模 １８　０７３　 ４．３２１　 １．８３３
ｍａｒｒｉｇｅ 家庭户主是否已婚

（虚拟变量，是赋值为１，否则为０）
１８　０７３　 １

（占比７０．７３％）
０

（占比２９．２７％）

ｈｚａｇｅ 家庭户主年龄 １５　１３４　 ３８．７７６　 ２０．８９６
ｄｅｐｅｎｄ＿ｒ 家庭抚养比 １８　０５１　 ０．３３７　 ０．２９４

地区特征变量 ｌｎｓｍａｒｋｅｔ 市场化水平对数 １８　０９５　 １．７８２　 ０．２３６
ｌｎ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产业结构对数 １８　０９５ －０．０６７　 ０．２９６
ｌｎｉｎｆｒａ 基础设施水平对数 １８　０９５　 ３．２３　 ０．３９７
ｌｎｏｐｅｎ 对外开放水平对数 １８　０９５　 ６．７６２　 １．２８９
ｌｎｇｄｐ 经济发展水平对数 １８　０７３　 ９．８２６　 ０．７６０

五、实证分析

（一）基准回归

在探究财政支农 支 出ｌｎｆｉｎａｎｃｅ＿ｓ对 城 乡 居 民 收 入 差 距 的 影 响 时，本 文 采 用 了ＣＦＰＳ２０１０—

２０１６年的面板数据，为此首 先 基 于Ｆ检 验 和 Ｈａｕｓｍａｎ检 验 对 模 型 进 行 检 验。由 表２检 验 结 果 可

知，Ｆ检验和 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的统计值均在１％水平上拒绝原假设，表明采用固定效应 （ＦＥ）模型

回归优于混合回归 （ＯＬＳ）模型和随机效应 （ＲＥ）模型。此外，在探究财政支农支出ｌｎｆｉｎａｎｃｅ＿ｃ
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时，受数据限制，本文仅采用了ＣＦＰＳ２０１０年和２０１４年的数据，为此

直接采用混合回归 （ＯＬＳ）模型对两者间的关系进行估计。
基于 （１４）式，在表２中汇报了基准回归结果。其中，奇数列为未加入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

偶数列则为控制相关变量的回归结果。由回归结果可知，列 （５）和列 （６）中采用固定效应 （Ｆ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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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估计下财政支农支出ｌｎｆｉｎａｎｃｅ＿ｓ的系数分别为－０．１８４和－０．２５９，均在１％水平上具有显著

性；列 （７）和 （８）中采用混合回归 （ＯＬＳ）模型估计下财政支农支出ｌｎｆｉｎａｎｃｅ＿ｃ的系数分别为

－０．０４４和－０．０２５，均在１％的水平上具有显著性。由回归系数可知，不论采用省级财政支农支出

变量还是村级财政支农支出变量，回归结果均显示，财政支农支出对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具有正

向影响。产生上述结果的解释为，财政支农支出对促进农业部门生产效率提高具有重要作用［２８］［２９］，
而农业生产效率提高又能够有效推动农业部门生产绩效的提升［３０］，由此农业生产绩效提高所带来

的农村家庭收入增长将会有利于减小与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此外，财政支农支出通过提高农业生

产效率进而解放更多的农村劳动力，并转 向 从 事 非 农 产 业，为 使 家 庭 成 员 更 好 地 进 入 非 农 部 门 工

作，农村家庭的人力资本投资意愿也将会提高［３１］，而随着农村家庭人力资本积累，将有利于家庭

成员在城市部门获得收入水平更高的工作，进而减小与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综上，对理论命题２
的结论进行了证明。

表２　基准回归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ＯＬＳ　 ＯＬＳ　 ＲＥ　 ＲＥ　 ＦＥ　 ＦＥ　 ＯＬＳ　 ＯＬＳ
ｌｎＹ＿ｒ　 ｌｎＹ＿ｒ　 ｌｎＹ＿ｒ　 ｌｎＹ＿ｒ　 ｌｎＹ＿ｒ　 ｌｎＹ＿ｒ　 ｌｎＹ＿ｒ　 ｌｎＹ＿ｒ

ｌｎｆｉｎａｎｃｅ＿ｓ －０．５７１＊＊＊ －０．１６６＊＊＊ －０．４１１＊＊＊ －０．１９７＊＊＊ －０．１８４＊＊＊ －０．２５９＊＊＊

（－２８．６２） （－５．４４） （－２０．７０） （－５．６４） （－７．１３） （－３．５０）
ｌｎｆｉｎａｎｃｅ＿ｃ －０．０４４＊＊＊ －０．０２５＊＊＊

（－６．６７） （－３．５８）
ｇｅｎｄｅｒ＿ｒ －０．２６４＊＊＊ －０．２４９＊＊＊ －０．３０３＊＊ －０．１１５

（－５．４１） （－４．６２） （－２．４１） （－１．６２）
ｌｎｌａｎｄ＿ａ ０．０１７＊＊＊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７＊＊＊

（７．２４） （５．２８） （－３．７５） （４．６８）

ｆａｍｉｌy＿ｓ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５　 ０．０２０＊ ０．０１０
（０．３１） （０．８９） （１．９３） （１．２９）

ｍａｒｒｉｇｅ －０．０８０＊＊＊ －０．０６８＊＊＊ －０．０３３ －０．０４４
（－３．２１） （－２．８３） （－１．３２） （－１．１０）

ｈｚａｇｅ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４．１６） （４．０５） （０．８９） （１．４７）

ｄｅｐｅｎｄ＿ｒ　 ０．８４４＊＊＊ ０．７８０＊＊＊ ０．３５８＊＊＊ ０．８８５＊＊＊

（２９．９４） （２５．６９） （６．２６） （２０．６５）
ｌｎｓｍａｒｋｅｔ －１．０８５＊＊＊ －１．０４６＊＊＊ －１．５１０＊＊＊ －０．８７３＊＊＊

（－１１．５８） （－９．８１） （－３．３１） （－８．０４）
ｌｎ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０．１１１＊＊ －０．１２６＊＊ －０．７１２＊＊ ０．０１２

（－２．２１） （－２．１３） （－２．１６） （０．２２）
ｌｎｉｎｆｒａ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０．１７９ －０．０５３

（－０．０７） （－０．０３） （０．５６） （－１．３７）
ｌｎｏｐｅｎ　 ０．０７２＊＊＊ ０．０７１＊＊＊ ０．０３６

（６．６９） （５．７２） （０．４６）
ｌｎｇｄｐ １．０７６＊＊＊ １．０５７＊＊＊ ０．１１３　 １．０６１＊＊＊

（４０．２７） （３４．５２） （１．２０） （２８．０１）
常数项 ５．２３５＊＊＊ －６．７６０＊＊＊ ４．０９７＊＊＊ －６．３８９＊＊＊ ２．４５６＊＊＊ －１．６３６ －６．７７６＊＊＊ －７．５２８＊＊＊

（３６．４３） （－２３．４６） （２８．６５） （－１９．６１） （１３．２０） （－１．６２） （－４３．７０） （－２５．００）
Ｒ２　 ０．０４４　 ０．３６１　 ０．００５　 ０．０２０　 ０．２８３　 ０．３５１
Ｎ　 １７　７５２　 １４　８５２　 １７　７５２　 １４　８５２　 １７　７５２　 １４　８５２　 ６　７１６　 ５　７１７　
Ｆ检验 ３．３７　 １．８５　
（Ｐ值） （０．００） （０．００）
Ｈａｕｓｍａｎ　 １８１．８９　 ８１．２０
（Ｐ值） （０．００） （０．００）

　　 注：括号中的数字是ｔ值，＊、＊＊、＊＊＊ 分别表示在１０％、５％和１％水平显著，下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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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稳健性检验

本文将采用替换核心变量和考虑内生性的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从而保证本文核心结论的稳健。

１．替换核心变量。选取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与农村家庭人均消费支出的比值对数 （ｌｎｃｏｓｔ＿

ｒ）度量城乡收入差距，并替换变量ｌｎＹ ＿ｒ对基准回归做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如表３列 （１）和

列 （２）所示，财政支农支出ｌｎｆｉｎａｎｃｅ＿ｓ和ｌｎｆｉｎａｎｃｅ＿ｃ的系数均为负，且在１％水平通过显著

性检验。这表明在以消费支出比值ｌｎｃｏｓｔ＿ｒ替换收入比值ｌｎＹ ＿ｒ时，财政支农支出对减小城乡居

民收入差距依然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此外，通过引入财政支农支出占比对数ｌｎｆｉｎａｎｃｅ＿ｓｒ和ｌｎ－
ｆｉｎａｎｃｅ＿ｃｒ分别作为财政支农支出ｌｎｆｉｎａｎｃｅ＿ｓ和ｌｎｆｉｎａｎｃｅ＿ｃ的替代变量，考察财政支农支出

占比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的 影 响。如 表３列 （３）和 列 （４）结 果 可 知，财 政 支 农 支 出 占 比ｌｎｆｉ－
ｎａｎｃｅ＿ｓｒ和ｌｎｆｉｎａｎｃｅ＿ｃｒ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ｌｎＹ ＿ｒ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负，表明提高财政支

农支出占比可以显著促进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减小。综上，表明本文研究结论是稳健的。

表３　稳健性检验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ＦＥ　 ＯＬＳ　 ＦＥ　 ＯＬＳ　 ２ＳＬＳ　 ＩＶ　ＧＭＭ　 ２ＳＬＳ　 ＩＶ　ＧＭＭ
ｌｎｃｏｓｔ＿ｒ　 ｌｎｃｏｓｔ＿ｒ　 ｌｎＹ＿ｒ　 ｌｎＹ＿ｒ　 ｌｎＹ＿ｒ　 ｌｎＹ＿ｒ　 ｌｎＹ＿ｒ　 ｌｎＹ＿ｒ

ｌｎｆｉｎａｎｃｅ＿ｓ －０．４３６＊＊＊ －０．２６７＊＊＊ －０．２６７＊＊＊

（－７．６８） （－７．３０） （－７．７５）

ｌｎｆｉｎａｎｃｅ＿ｃ －０．０１７＊＊＊ －０．２８９＊＊＊ －０．２８９＊＊＊

（－３．０３） （－３．４０） （－３．５２）

ｌｎｆｉｎａｎｃｅ＿ｓｒ －０．２９２＊＊

（－２．５３）

ｌｎｆｉｎａｎｃｅ＿ｃｒ －０．０３６＊＊

（－２．４６）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常数项 ６．７２６＊＊＊ ２．７６６＊＊＊ －１．４４６ －５．８３６＊＊＊ －５．２７１＊＊＊ －５．２７１＊＊＊ －７．７０１＊＊＊ －７．７０１＊＊＊

（８．７３） （１１．５５） （－１．４３）（－１９．２７） （－１３．９５） （－１４．６３） （－３２．６６） （－３１．３４）

Ｒ２　 ０．１７１　 ０．１８３　 ０．０１９　 ０．３２３　 ０．３４９　 ０．３４９　 ０．２０３　 ０．２０３
Ｎ　 １４　１４５　 ５　３８８　 １４　８５２　 ５　２４０　 ７　８５３　 ７　８５３　 ４　９８６　 ４　９８６

　　 注：限于篇幅，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不再列出，下表同。

２．内生性分析。借鉴严成樑等［１９］、张凯强［３２］的研究，将财政支农支出ｌｎｆｉｎａｎｃｅ＿ｓ的一阶滞

后项和二阶滞后项作为当期财政支农支出ｌｎｆｉｎａｎｃｅ＿ｓ的工具变量，对基准回归中列 （６）采用两

阶段最小二乘法 （２ＳＬＳ）和工具变量广义矩估计法 （ＩＶ　ＧＭＭ）进行回归。此外，将村财政转移

支付收入作为财政支农支出ｌｎｆｉｎａｎｃｅ＿ｃ的工具变量，对基准回归中列 （８）也采用２ＳＬＳ法和ＩＶ
ＧＭＭ法进行回归，进而验证本文核心结论的稳健性。回归结果如表３列 （５）— （８）所示，财政

支农支出ｌｎｆｉｎａｎｃｅ＿ｓ和ｌｎｆｉｎａｎｃｅ＿ｃ的系数均显著为负，且通过显著水平检验。这表明在控制了

内生性后，财政支农支出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与基准模型一致，即在排除了内生性干扰后，
本文的结论仍然是稳健的。

（三）影响机制分析

基于 （１４）— （１６）式，对财政支农支出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人力资本积累机制进行分析，回

归结果如表４所示。由列 （１）和列 （４）中财政支农支出ｌｎｆｉｎａｎｃｅ＿ｓ和ｌｎｆｉｎａｎｃｅ＿ｃ的系数均显

著为正，表明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村家庭人力资本积累具有正向影响。产生上述结果的解释为，财政

支农支出对促进农业部门生产效率提高具有重要作用，而在农业生产绩效越来越依赖农业生产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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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农业生产率提高将促进农村家庭收入的增长，由此将使得农村家庭的人力资本投资能力得到提

升，进而促进了家庭人力资本积累［２８］［３０］。由此，对理论命题１的结论进行了证明。

表４　影响机制分析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ＦＥ　 ＦＥ　 ＦＥ　 ＯＬＳ　 ＯＬＳ　 ＯＬＳ

ｌｎｃａｐｉｔａｌ　 ｌｎＹ＿ｒ　 ｌｎＹ＿ｒ　 ｌｎｃａｐｉｔａｌ　 ｌｎＹ＿ｒ　 ｌｎＹ＿ｒ
ｌｎｆｉｎａｎｃｅ＿ｓ　 ０．８７５＊＊＊ －０．２５９＊＊＊ －０．２１６＊＊＊

（１３．９３） （－３．５０） （－２．７９）

ｌｎｆｉｎａｎｃｅ＿ｃ ０．０２０＊＊＊ －０．０２１＊＊＊ －０．０１９＊＊＊

（３．０１） （－２．９７） （－２．７１）

ｌｎｃａｐｉｔａｌ －０．０３３＊＊ －０．０９４＊＊＊

（－２．６３） （－６．６１）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常数项 －７．６４２＊＊＊ 　 －１．６３６　 －１．６９４　 －０．４６５＊ 　 －７．５９０＊＊＊ －７．６１１＊＊＊

（－８．４９） （－１．６２） （－１．５３） （－１．６６） （－２５．２１） （－２５．３５）

Ｒ２　 ０．２９２　 ０．０２０　 ０．０２１　 ０．２１８　 ０．３５３　 ０．３５８
Ｎ　 １４　３５２　 １４　８５２　 １４　３５２　 ５　７１３　 ５　７１７　 ５　７１３

列 （２）为财政支农支出ｌｎｆｉｎａｎｃｅ＿ｓ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ｌｎＹ ＿ｒ的回归结果，列 （３）为在

列 （２）基础上加入家庭人力资本ｌｎｃａｐｉｔａｌ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财政支农支出ｌｎｆｉｎａｎｃｅ＿ｓ的

系数依然显著为负，且变量ｌｎｃａｐｉｔａｌ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回归系数为负，表明农村家庭人力资 本积

累对减小家庭与城市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具有正 向 影响。由列 （１）— （３）的中介效应检验 （Ｓｏ－
ｂｅｌ　ｔｅｓｔ）结果显示，变量ｌｎｃａｐｉｔａｌ的检验统计值 （Ｚ值）为－２．７３，且在１％水平上具有显著性，

表明存在财政支农支出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人力资本积累机制。此外，由列 （４）和列 （６）的

回归结果，以及列 （４）— （６）中变量ｌｎｃａｐｉｔａｌ的中介效应检验 （Ｓｏｂｅｌ　ｔｅｓｔ）统计值 （Ｚ值）为

－２．７４，且在１％水平 上 显 著。综 上 表 明，不 论 基 于 哪 种 财 政 支 农 支 出 变 量 进 行 回 归，结 果 均 显

示，财政支农支出可以通过促进农村家庭人力资本积累进而减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综上，对理论

命题３的结论进行了证明。

六、扩展分析

（一）不同财政支农支出类型影响分析

从统计口径看，财政支农支出主要涵盖农业支出、林业支出、农林水利气象支出等部门事业费

用，而在２００７年改革财政收支分类后，调整为农林水事务支出一项。考虑到ＣＦＰＳ数据从２０１０年

正式开始调查，无法对２００７年之前各类型财政支农支出的影响加以判别，为此本文引入中国家庭

收入调查 （ＣＨＩＰ）数据，该数据较为全面地提供了农户生产生活和收入状况，同时该调查包含了

２００７年之前数据。为此，本文采用了ＣＨＩＰ２００２年、２００７年、２００８年、２０１３年四个年度数据，由

此可以较好地对不同类型财政支农支出的影响进行分析①。

从表５的回归结果看，列 （１）和列 （６）分别汇报了财政支农支出ｌｎｆｉｎａｎｃｅ＿ｓ对农村家庭人

力资本积累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显示财政支农支出有助于促进家庭人力资本积累，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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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考察不同类型财政支农支出 的 影 响 时 采 用 了ＣＨＩＰ２００２年 的 数 据，同 时 也 引 入ＣＨＩＰ２００７年、２００８年、２０１３
年的数据，探究财政支农支出的影响，以保证结果的稳健。限于篇幅，ＣＨＩＰ数据中各变量的统计性描述不再列出。



降低农村家庭与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这与采用ＣＦＰＳ数据的结果一致，进一步表明本文结果的稳

健性。列 （２）— （４）和列 （６）— （８）分别汇报了不同类型支出对家庭人力资本积累和城乡居民

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显示相比林业支出ｌｎｌｉｎyｅ和农林水利气象支出ｌｎｎｌｓｑｘ，农业支出ｌｎｎｏｎｇyｅ
对家庭人力资本积累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的影响更为明显。产生这一结果的解释为，在我国多

数农村地区，农业生产依然是农村家庭获取收入的重要来源，相比林业支出和农林水利气象支出，
直接的农业财政支持可以更好地促进家庭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并通过促进其人力资本积累，缩小

与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

表５　不同财政支农支出类型影响分析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ＯＬＳ　 ＯＬＳ　 ＯＬＳ　 ＯＬＳ　 ＯＬＳ　 ＯＬＳ　 ＯＬＳ　 ＯＬＳ

ｌｎｃａｐｉｔａｌ　 ｌｎｃａｐｉｔａｌ　 ｌｎｃａｐｉｔａｌ　 ｌｎｃａｐｉｔａｌ　 ｌｎＹ＿ｒ　 ｌｎＹ＿ｒ　 ｌｎＹ＿ｒ　 ｌｎＹ＿ｒ
ｌｎｆｉｎａｎｃｅ＿ｓ　 ０．０１２＊＊＊ －０．４４６＊＊＊

（２．６９） （－５０．２３）

ｌｎｎｏｎｇyｅ　 ０．２２８＊＊＊ －０．５１５＊＊＊

（９．４３） （－５．８７）

ｌｎｌｉｎyｅ ０．０３３＊＊＊ －０．２９７＊＊＊

（６．１２） （－２５．９１）

ｌｎｎｌｓｑｘ ０．０６３＊＊ －０．４３２＊＊＊

（２．５３） （－１４．９６）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常数项 ２．１４０＊＊＊ １．８４９＊＊＊ １．９２５＊＊＊ ２．１４２＊＊＊ １．２９５＊＊＊ １．６５０＊＊＊ ２．０１７＊＊＊ －０．４８３＊＊＊

（３９．５９） （４７．２８） （４４．４７） （２０．５２） （１４．１３） （１９．７２） （２１．２８） （－３．８７）

Ｒ２　 ０．１８５　 ０．１５２　 ０．１４９　 ０．１９４　 ０．２８７　 ０．２７３　 ０．２３５　 ０．２０７
Ｎ　 ２５　９０８　 ８　３１８　 ８　３１８　 ８　２１８　 １９　０６１　 ８　３４８　 ８　３４８　 ７　０００　

（二）家庭异质性分析

基于农户户主性别的差异，将样本分为男性户主家庭和女性户主家庭两类，以探究财政支农支

出对不同户主性别家庭人力资本积累和收入差距的影响。回归结果如表６列 （１）— （８）所示，相

比男性户主家庭，财政支农支出对女性户主家庭人力资本积累和收入差距的影响更大。产生上述结

果的解释为，相比男性户主家庭，女性户主家庭往往具 有 更高 的 人力 资本 投资 倾向［３３］，由此财政

支农支出通过提高家庭收入对女性户主家庭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将更为明显，并有效促进了这类家

庭与城市居民收入差距的减小。

表６　家庭户主性别差异分析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ＦＥ　 ＦＥ　 ＯＬＳ　 ＯＬＳ　 ＦＥ　 ＦＥ　 ＯＬＳ　 ＯＬＳ
ｌｎｃａｐｉｔａｌ　 ｌｎｃａｐｉｔａｌ　 ｌｎｃａｐｉｔａｌ　 ｌｎｃａｐｉｔａｌ　 ｌｎＹ＿ｒ　 ｌｎＹ＿ｒ　 ｌｎＹ＿ｒ　 ｌｎＹ＿ｒ

ｌｎｆｉｎａｎｃｅ＿ｓ　 １．１０９＊＊＊ ０．６８２＊＊＊ －０．２７４＊ －０．２７３＊＊

（９．７４） （７．５７） （－１．８７） （－２．３１）
ｌｎｆｉｎａｎｃｅ＿ｃ ０．０２７＊＊＊ ０．０１２ －０．０３１＊＊＊ －０．０１３

（２．８５） （１．３８） （－３．０４） （－１．３２）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常数项 －８．５４１＊＊＊ －７．０７６＊＊＊ －０．４５１　 －０．４３６ －０．０７６ －３．８２８＊＊ －７．６３８＊＊＊ －７．５４０＊＊＊

（－５．２１） （－５．４２） （－１．１２） （－１．１８） （－０．０４） （－２．３２） （－１７．６１） （－１７．９１）

Ｒ２　 ０．３５６　 ０．３２７　 ０．２３６　 ０．２６０　 ０．０１９　 ０．０３９　 ０．３５２　 ０．３５６
Ｎ　 ６　９０８　 ７　４４４　 ２　７５６　 ２　９５７　 ７　１２２　 ７　７３０　 ２　７５７　 ２　９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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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农户是否为干部家庭，将样本分为干部家庭和非干部家庭两类，以探究财政支农支出对不

同成分家庭人力资本积累和收入差距的影响。回归结果如表７列 （１）— （８）所示，相比非干部家

庭，财政支农支出对干部家庭人力资本积累和收入差距的影响更显著。产生上述结果的解释为，相

比非干部家庭，干部家庭通常具有更高的人力资本投资意识，由此财政支农支出的收入效应对促进

这类家庭人力资本积累和缩小收入差距的影响更显著。这也表明，在加大财政对农村居民教育、健

康、职业培训支持力度的同时，也应重点关注农村家庭特别是贫困家庭提高人力资本投资意识。

表７　是否为干部家庭差异分析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干部 非干部 干部 非干部 干部 非干部 干部 非干部

ＦＥ　 ＦＥ　 ＯＬＳ　 ＯＬＳ　 ＦＥ　 ＦＥ　 ＯＬＳ　 ＯＬＳ
ｌｎｃａｐｉｔａｌ　 ｌｎｃａｐｉｔａｌ　 ｌｎｃａｐｉｔａｌ　 ｌｎｃａｐｉｔａｌ　 ｌｎＹ＿ｒ　 ｌｎＹ＿ｒ　 ｌｎＹ＿ｒ　 ｌｎＹ＿ｒ

ｌｎｆｉｎａｎｃｅ＿ｓ　 ０．７０４＊＊＊ １．２２２＊＊＊ －０．３１５＊＊＊ －０．１７６
（７．４７） （９．９４） （－３．３２） （－１．０９）

ｌｎｆｉｎａｎｃｅ＿ｃ ０．０２２＊＊ ０．００７ －０．０２２＊＊＊ －０．００５
（２．５７） （０．７２） （－２．６３） （－０．４２）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常数项 －８．０８７＊＊＊ －６．４４３＊＊＊ －０．２２６　 －０．６１９　 －３．９７８＊＊＊ －８．１０９＊＊ －８．４４４＊＊＊ －７．６９４＊＊＊

（－６．０５） （－２．７２） （－０．６４） （－１．３９） （－３．１８） （－２．５４） （－２４．０５） （－１５．８３）

Ｒ２　 ０．２５４　 ０．３５４　 ０．１７５　 ０．２１９　 ０．０３１　 ０．０２５　 ０．３９９　 ０．３６４
Ｎ　 ３　２６３　 １１　０８９　 １　８６９　 ３　８４４　 ３　５４１　 １１　３１１　 １　８７２　 ３　８４５

（三）地区差异分析

按照东、中、西部地区划分标准，将样本划分成三个子样本，分别考察各地区财政支农支出的

影响，回归结果如表８所示。总体看，相比中西部地区，财政支农支出对东部地区农村家庭人力资

本积累和缩小收入差距的影响更为明显。产生上述结果的原因为，东部地区农业经济发展和市场化

程度较高，这使得这些地区的家庭收入对财政支农支出的敏感性较高，由此使得财政支农支出对东

部地区农村家庭人力资本积累和缩小收入差距影响更显著。

表８　地区差异分析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东部 中部 西部 东部 中部 西部

ＦＥ　 ＦＥ　 ＦＥ　 ＦＥ　 ＦＥ　 ＦＥ

ｌｎｃａｐｉｔａｌ　 ｌｎｃａｐｉｔａｌ　 ｌｎｃａｐｉｔａｌ　 ｌｎＹ＿ｒ　 ｌｎＹ＿ｒ　 ｌｎＹ＿ｒ

ｌｎｆｉｎａｎｃｅ＿ｓ　 １．１４７＊＊＊ ０．７０５＊＊＊ ０．６９７＊＊＊ －０．３８８＊＊＊ －０．０６７　 ０．００１
（１０．４３） （５．６０） （５．４１） （－３．０３） （－０．４６） （０．００）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常数项 －１１．５０４＊＊＊ －１６．０９１＊＊＊ －８．９９２＊＊＊ －５．８３６＊＊ －３．２１７　 １．４１３

（－４．７１） （－４．４２） （－３．１０） （－２．０５） （－０．８０） （０．４３）

Ｒ２　 ０．２６４　 ０．２９７　 ０．３２９　 ０．０３３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９

Ｎ ４　７９３　 ４　１９２　 ５　３６７　 ４　９３４　 ４　３４５　 ５　５７３

　　 注：限于篇幅，财政支农支出ｌｎｆｉｎａｎｃｅ＿ｃ对变量ｌｎｃａｐｉｔａｌ、ｌｎＹ＿ｒ的回归结果不再列出。

（四）动态影响分析

表９汇报了以财政支农支出ｌｎｆｉｎａｎｃｅ＿ｓ和ｌｎｆｉｎａｎｃｅ＿ｃ各滞后项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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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结果，总体看，往期财政支农支出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也存在显著影响。此外，对比不同时期

财政支农支出的回归系数发现，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仅受到当期财政支农支出的影响，而且更易受

到早期财政支农支出的影响。产生上述结果的解释为，由于财政支农支出的农业收入增长机制在家

庭人力资本投资提升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而家庭当期人力资本投资决策可能会受到往期家庭农业

收入的影响，进而使得较早期的财政支农支出促进了随后家庭各期的人力资本的长期积累，并长期

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表９　动态影响分析

（１） （２） （３） （４） （５）

ＦＥ　 ＦＥ　 ＦＥ　 ＯＬＳ　 ＯＬＳ

ｌｎＹ＿ｒ　 ｌｎＹ＿ｒ　 ｌｎＹ＿ｒ　 ｌｎＹ＿ｒ　 ｌｎＹ＿ｒ

ｌｎｆｉｎａｎｃｅ＿ｓ －０．２５９＊＊＊

（－３．５０）

Ｌ．ｌｎｆｉｎａｎｃｅ＿ｓ －０．０６９
（－０．６９）

Ｌ２．ｌｎｆｉｎａｎｃｅ＿ｓ －０．０２８
（－０．２８）

ｌｎｆｉｎａｎｃｅ＿ｃ －０．０２１＊＊＊

（－２．９７）

Ｌ．ｌｎｆｉｎａｎｃｅ＿ｃ －０．０３７＊＊＊

（－４．４４）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常数项 －１．６３６ －５．４０９＊＊＊ －６．４１３＊＊ －７．５９０＊＊＊ －８．２７３＊＊＊

（－１．６２） （－３．５３） （－２．２８） （－２５．２１） （－２０．２４）

Ｒ２ ０．０２０　 ０．０３１　 ０．０４２　 ０．３５３　 ０．３６３

Ｎ １４　８５２　 ８　０８２　 ５　０２６　 ５　７１７　 ４　１２７

（五）精准扶贫战略调节影响分析

考虑到精准扶贫战略自２０１３年正式提出以来，在提高农村家庭特别是贫困家庭收入、帮助其

脱贫方面实效突出，本文尝试对其可能在财政支农支出对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中发挥的影响进行

探究。首先对贫困家庭样本进行识别 （以２０１０年为基期，即四期数据中有一期家庭人均纯收入低

于２　３００元的家庭），并对其当年获得特困户补助等政府补助的家庭定义为精准扶贫家庭，赋值为

１，否则赋值为０，由此得到农户是否获得精准扶贫战略惠及的虚拟变量ｐｏｖｅｒｔy，并将该变量引入

（１４）式进行回归。此外，将样本以２０１３年为界限划分为战略实施前、后 样 本 两 部 分 分 别 进 行 回

归，同时还进一步引入了变量ｐｏｖｅｒｔy与财政支农支出的交互项ｌｎｆｉｎａｎｃｅ＿ｓｘ和ｌｎｆｉｎａｎｃｅ＿ｃｘ进

行探究，回归结果如表１０所示。
由列 （１）和列 （２）的结果可知，总体看，变量ｐｏｖｅｒｔy对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具有促进作

用，同时在引入变量ｐｏｖｅｒｔy后，其回归系数小于财政支农支出ｌｎｆｉｎａｎｃｅ＿ｓ和ｌｎｆｉｎａｎｃｅ＿ｃ的回

归系数，这表明财政支农支出对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效果更为显著。由列 （３）— （６）结果显

示，财政支农支出在战略实施前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更为明显；同时列 （７）和列 （８）的结

果显示，变量ｌｎｆｉｎａｎｃｅ＿ｃｘ的估计系数为正。综上表明，２０１３年后，财政支农支出在缩小城乡居

民收入差距上的综合作用有一部分被精准扶贫战略所分担，且精准扶贫战略的实施在财政支农支出

对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中存在正向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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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０　精准扶贫战略调节影响分析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ＦＥ　 ＯＬＳ　 ＦＥ　 ＦＥ　 ＯＬＳ　 ＯＬＳ　 ＦＥ　 ＯＬＳ
ｌｎＹ＿ｒ　 ｌｎＹ＿ｒ　 ｌｎＹ＿ｒ　 ｌｎＹ＿ｒ　 ｌｎＹ＿ｒ　 ｌｎＹ＿ｒ　 ｌｎＹ＿ｒ　 ｌｎＹ＿ｒ

ｌｎｆｉｎａｎｃｅ＿ｓ －０．２３９＊＊＊ －０．６３６＊ －０．３１２＊ －０．２３６＊＊＊

（－３．１７） （－１．８８） （－１．８２） （－３．１１）

ｌｎｆｉｎａｎｃｅ＿ｃ －０．０２５＊＊＊ －０．０２９＊＊＊ －０．０２４＊＊ －０．０３２＊＊＊

（－３．５８） （－３．１２） （－２．２７） （－３．４３）

ｐｏｖｅｒｔy －０．１６７＊＊＊ －０．０１８
（－７．１２） （－１．４６）

ｌｎｆｉｎａｎｃｅ＿ｓｘ －０．００６
（－１．３８）

ｌｎｆｉｎａｎｃｅ＿ｃｘ　 ０．０１６＊

（１．８５）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常数项 －２．０３７＊ －７．５２８＊＊＊ ２．２７８ －６．２８０＊＊＊ －７．７４５＊＊＊ －８．１１６＊＊＊ －２．０１７＊ －７．５３５＊＊＊

（－１．９４）（－２５．００） （０．９１） （－３．２６） （－１９．２９） （－１７．２１） （－１．９２）（－２５．０２）

Ｒ２　 ０．０２０　 ０．３５１　 ０．０４９　 ０．０３７　 ０．３８５　 ０．３２６　 ０．０２０　 ０．３５１
Ｎ　 １４　８５２　 ５　７１７　 ６　８９２　 ７　９６０　 ２　８４０　 ２　８７７　 １４　８５２　 ５　７１７

七、结论与政策建议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ＣＦＰＳ）数据和中国家庭收入调查 （ＣＨＩＰ）数据，本文从理论和实证层

面上深入分析了财政支农支出、人力资本积累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及其内在作用机制。
研究表明，财政支农支出对减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具有重要促进作用。财政支农支出对减小城

乡居民收入差距存在着长期动态影响，有利于从长期促进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减小。财政支农支出可

以通过促进农村人力资本积累，进而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同类型财政支农支出的影响有显著

差异，其中农业支出对农村家庭人力资本积累和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最大，其次为林业支

出和农林水利气象支出。在家庭异质性影响上，在女性户主家庭和干部家庭中，财政支农支出对家

庭人力资本积累和减小收入差距的促进作用更显著。在地区差异上，相比中西部地区，财政支农支

出对东部地区家庭人力资本积累和减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更大。精准扶贫战略作为近年来帮

扶农村增收减贫的重要战略，其实施对减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具有重要影响，且其实施也有效促进

了财政支农支出在减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中的正向作用。
本文的政策建议如下。
第一，应持续关注财政支农支出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促进作用，在制定财政支农政策时，应

持续扩大财政支农支出的规模，使财政支农支出能够有效促进农村家庭人力资本积累，进而减小家

庭的收入差距。同时，在未来较长期的巩固扩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中，政府在对财

政支农资金投放 “量”上继续维持的情况下，有必要重点考虑资金使用 “质”的问题，即通过提高

资金使用效率，降低成本，充分发挥财政支农支出的 “撬动作用”和协同能力，切实保障财政支农

支出真正惠及农村居民。
第二，在制定财政支农政策时，也应改变财政支农政策导向，由 “安农支出”“稳农支出”向

推动农业发展型支出转变。改变财政支农支出的方式，将以 “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作为导向的支

农支出模式，转变为以 “提高农民农地流转积极性”“提高农民多元化就业积极性”“提高农民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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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积极性”作为导向的支农支出模式。由此，在促进农村土地集约利用和高效农业发展的同时，
将农村劳动力进一步从土地上解放出来，推动其合理、有序地向非农部门流动，并在此过程中激发

农村居民参与多元化就业和创新创业的积极性，促进其收入的多元化，并减小其与城市劳动者的收

入差距。
第三，应积极改革财政制度，不断加大财政对农村居民教育、健康以及职业培训的支持力度，

将农村居民均纳入农村正规教育体系，尤其是加大对农村青年学生等下一代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投

入，由此促进农村人力资本的长期积累，有效推动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减小，进而促进共同富裕战

略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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