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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农民收入增长因素的实证研究
———基于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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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由农村居民收入过低而导致的城乡收入差距过大，是我国经济发展新常

态下面临的突出问题。通过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运用协整检验、Ｇｒａｎｇｅｒ因
果关系检验、脉冲响应与方差分解等方法，分析农业产出、城镇化率与人力资本

水平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发现：农业产出的增加对农村居民收入有负影响，

而城镇化率和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会大幅度提高农村居民收入。因此，提高农

村居民收入的根本途径是：加快城镇化建设步代，促进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

发展教育、卫生事业，提高农村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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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乡收入差距是我国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的

重要因素之一。许多学者就如何提高农村居民

收入和缩小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行了广

泛、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这些

成果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从农业生产的

角度分析农业产出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例

如，张晓山［１］、朱红恒［２］认为，由于农产品价格

与农业产出的反方向变动关系，单纯的农业产

出的增加无法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二是

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角度分析农村居民的

非农就业或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对农村居民收入

的影响。例如，张占贞等［３］主张通过城镇化水

平的提高，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向第二、三产业

转移，通过提高农村居民的非农收入提高农村

居民收入水平；李文溥等［４］利用福建省农村住

户调查年报数据研究了经济发展方式和工业

化、城市化的发展模式与农村居民收入增长之

间的关系，认为要实现农村居民收入的稳定增

长，必须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工业化和城

镇化模式入手，同时辅以其他必要的政策措施。

三是从人力资本角度分析农村居民的教育、健

康状况对其收入的影响。例如，蒲艳萍［５］运用

西部地区的调查数据和２０００—２００７年西部各

省的面板数据做了实证研究，认为农村人力资

本提高对西部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具有积

极影响；王先柱等［６］利用经验数据，通过对

Ｍａｎｋｉｗ等人所建模型的扩展，发现农村劳动力

参与市场化进程的程度对中国农村居民人力资

本的收入弹性有显著影响；李亮［７］运用向量自

回归模型对１９８１—２０１０年湖北省的时间序列

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产业结构的高

级化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谢婷婷等［８］运用贝

叶斯分位数方法对我国１９７８—２０１２年的数据

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结构转型、科技创新

显著拉大了我国城乡收入差距。

虽然学者们对于我国农村居民收入问题已

从多角度进行了研究并取得了大量的成果，但

这些研究在变量选取上缺乏理论基础，具有较

大的随意性。鉴于此，本文拟在借鉴已有研究

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对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因素

的理论、实证分析，提出提高农村居民收入的对

策建议，以期对缩小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构

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所裨益。

　　一、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因素的理论

分析

　　从统计部门公布的数据来看，我国农村居

民纯收入主要由四部分构成，即经营性收入、工

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财产性

收入与转移性收入在纯收入中所占的份额较小

且比较稳定；经营性收入中来自第一产业的收

入占绝对比重，工资性收入与第一产业经营性

收入之和一直占到农民纯收入的 ８０％左右。

所以，分析农村居民收入的变化主要是分析工

资性收入和第一产业经营性收入。

剔除价格因素的影响之后，第一产业经营

性收入主要受农业产出的影响，而农业产出的

增加与农村居民收入增加的关系在理论上具有

不确定性。因为虽然农业产出增加本身有助于

增加农村居民收入，但农业产出的增加又会引

起农产品价格的下降，即出现“谷贱伤农”的现

象。正是因为农业产出对农村居民收入影响存

在理论上的不确定性，所以需要通过计量检验

来确定农业产出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方向和

影响力大小。

工资性收入是农民的劳动报酬收入，与农

村居民的非农就业情况有关，主要受城镇化水

平与人力资本状况的影响。市场经济体制下农

村居民的非农就业情况，取决于农村劳动力需

求和供给两个方面。从需求方面看，农村劳动

力需求取决于非农产业对农村劳动力的吸纳能

力，而非农产业对农村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又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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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水平息息相关；从供给方面看，影响农村

劳动力供给的最重要因素是农村居民的人力资

本状况，对于农村居民来讲，其人力资本状况决

定了他们能否满足非农产业的技术要求。人力

资本水平越高越容易在非农产业获得就业机

会、越容易获得较高的收入。另外，农村居民的

人力资本状况也决定了其从农业生产中所获得

收入的高低，具有高人力资本水平的农民，其农

业生产效率高，从农业生产中所获得的收入

也多。

　　二、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因素的实证

分析

　　１．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根据上述理论分析，本文选取河南省农村

居民人均实际纯收入为被解释变量，河南省农

业产出、城镇化率、人力资本水平为解释变量。

１９８０年代初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制度创

新曾使这一时期的农业产出呈爆发式增长，而

１９８０年代中期以后农村的制度环境基本稳定，

为剔除制度创新对河南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影

响，本文选择１９８５—２０１４年为样本区间，分析

此区间内河南省农业产出、城镇化率、人力资本

水平对河南农村居民实际纯收入的影响。

河南省农村居民人均实际纯收入本文依据

的是《河南省统计年鉴》公布的名义收入，采用

上年＝１００的可比价格计算而得，用 Ｙ表示；河

南省农业产出是根据《河南省统计年鉴》公布

的第一产业ＧＤＰ，采用１９５２年 ＝１００的不变价

格计算而得，用ＧＤＰ１表示；河南省城镇化率来

自《河南省统计年鉴》公布的城镇化率，用 ＳＷ

表示；测算人力资本存量的方法较多，由于人力

资本水平主要取决于受教育程度，因此，本文以

平均受教育年限代表河南省农村居民的人力资

本水平。河南省农村居民平均受教育年限是根

据《中国农村统计年鉴》（１９８６—２０１５）和《河南

省统计年鉴》（２０１５）公布的农民家庭劳动力文

化状况计算而得，用ＮＸ表示（河南农村居民的

平均受教育年限的计算方法为：不识字或少识

字程度即文盲的受教育年限为０年，小学程度

的受教育年限为６年，初中程度的受教育年限

为９年，高中程度的受教育年限为１２年，中专

程度的受教育年限为１３年，大专及大专以上程

度的受教育年限为１５．５年）。

２．实证检验分析

按照目前大多数学者的通行做法，构建我

国农村居民人均实际纯收入的多元线性回归模

型，并对各变量取自然对数以削弱异方差的影

响。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为：

ｌｎＹｔ＝β０＋β１ｌｎＧＤＰ１ｔ＋β２ｌｎＳＷｔ＋β３ｌｎＮＸｔ＋μｔ①
宏观数据大多具有非平稳的特点，回归时

容易造成伪回归问题。为了避免出现此种弊

病，本文首先利用 ＡＤＦ单位根检验方法，对上

述各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然后再进行 Ｊｏｈａｎｓ

ｅｎ分析、Ｇｒａｎｇｅｒ因果检验、脉冲响应和方差分

解，分别确定我国农村居民收入与各解释变量

之间的长期、短期关系，以考察农业生产、城镇

化率和人力资本水平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

（１）单位根检验

在进行Ｊｏｈａｎｓｅｎ协整检验时，要求时间序

列数据为一阶单整过程，即 Ｉ（１）过程，所以本

文首先采用 ＡＤＦ单位根检验方法对各变量进

行检验，其结果见表１。

从表１可以看出，ｌｎＹ、ｌｎＧＤＰ１、ｌｎＳＷ、ｌｎＮＸ

的ＡＤＦ检验统计值均大于５％这一显著性水平

的临界值，各变量一阶差分的检验统计值均小

于５％这一显著性水平的临界值，故在５％这一

显著性水平上可认为它们为Ｉ（１）过程。

（２）Ｊｏｈａｎｓｅｎ协整检验

由于ｌｎＹ、ｌｎＧＤＰ１、ｌｎＳＷ、ｌｎＮＸ为Ｉ（１）过程，

所以可以利用Ｊｏｈａｎｓｅｎ协整检验法来判断变量

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再确定它们之间的符号

·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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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根据无约束ＶＡＲ模型的估计结果，滞后

２阶时ＡＩＣ值最小，所以选择滞后阶数为２进行

Ｊｏｈａｎｓｅｎ协整检验，其结果见表２。

表１　ＡＤＦ单位根检验结果

序列 （ｃ，ｔ，ｐ） ＡＤＦ值 ５％临界值 结论

ｌｎＹ （ｃ，ｔ，３） －２．８３ －３．６４ 非平稳

ΔｌｎＹ （ｃ，０，０） －８．６５ －２．９９ 平稳

ｌｎＧＤＰ１ （ｃ，ｔ，０） －３．２４ －４．３７ 非平稳

ΔｌｎＧＤＰ１ （ｃ，０，０） －６．９２ －３．００ 平稳

ｌｎＳＷ （ｃ，ｔ，１） －２．７９ －３．６１ 非平稳

ΔｌｎＳＷ （ｃ，０，０） －４．８１ －２．９９ 平稳

ｌｎＮＸ （ｃ，ｔ，０） －０．８６ －３．６０ 非平稳

ΔｌｎＮＸ （ｃ，０，４） －６．７４ －３．０２ 平稳

注：ｃ、ｔ、ｐ分别表示常数项、趋势项和滞后阶数。

表２　Ｊｏｈａｎｓｅｎ检验结果

原假设协整关系个数 迹统计量 ５％临界值
没有ａ ６３．５４２８６ ４７．８５６１３

至多一个ａ ３０．７８７５９ ３１．７９７０７
至多两个 ９．７６５３５４ １５．４９４７１
至多三个 ０．００９８６３ ３．８４１４６６

注：ａ表示在５％显著性水平上拒绝原假设。

Ｊｏｈａｎｓｅｎ协整检验结果显示：１９８５—２０１２

年，ΔｌｎＹ、ΔｌｎＧＤＰ１、ΔｌｎＳＷ、ΔｌｎＮＸ四个变量之

间在５％显著性水平上存在协整关系。

协整关系估计结果为（括号内为 ｔ检验统

计值）式②，误差修正方程为式③。

从②式的协整方程可以看出，农业产出、城

镇化率和人力资本水平均对农村居民收入具有

显著影响。农业生产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系

数为负，农业产出每增长１个百分点会引起农

村居民实际收入减少４．０２个百分点，这是因为

农产品属于需求缺乏弹性的商品，农业产出的

增加往往会引起农产品价格的下降。城镇化率

和人力资本水平对农村居民收入具有显著的正

向影响。城镇化率每提高１个百分点会引起农

村居民实际收入水平提高３．５１个百分点；人力

资本水平每提高１个百分点会引起农村居民实

际收入水平提高３．２６个百分点。城镇化率的

提高，一方面增强了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纳

能力，使农村居民非农就业渠道增加，从而使农

村居民的工资性收入和第二、三产业经营性收

入提高；另一方面，城镇化率的提高会刺激农产

品的商品化需求，从而有助于维持或提高农产

品价格，使农村居民第一产业经营性收入水平

提高。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合计占农村居

民纯收入的８５％以上，表明城镇化率的提高对

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具有很强的促进作

用。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一方面可以促进农

村居民提高素质以不断适应现代农业的技术要

求，另一方面也可以提高农村居民的非农就业

能力。因此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可以有效提升

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从③式的误差修正方程

可以看出，前一期均衡关系的偏离可以在下一

期得到约３１％的修正。

（３）Ｇｒａｎｇｅｒ因果检验

前面的协整检验结果表明，１９８５—２０１４

年，农村居民人均实际纯收入与农业生产、城镇

化率和人力资本水平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相关

性，但是它们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还需要进

一步检验。根据ＶＡＲ模型的回归结果，Ｇｒａｎｇｅｒ

因果关系检验设定滞后阶数为２，检验结果见

表３。

由表３可知：在１０％显著性水平上，可以

·５８·





式②：ｌｎＹｔ＝－５．６４－４．０２ｌｎＧＤＰ１ｔ＋３．５１ｌｎＳＷｔ＋３．２６ｌｎＮＸｔ
（－３．８９） （４．１２） （３．６７）

式③：ΔｌｎＹｔ＝０．３１εｔ－１＋０．０６－０．１２ΔｌｎＹｔ－１－０．４３ΔｌｎＹｔ－２＋０．７４ΔｌｎＧＤＰ１ｔ－１＋０．８１ΔｌｎＧＤＰ１ｔ－２＋０．１９ΔｌｎＳＷｔ－１－

（２．６７） （－０．３２） （－０．９１） （０．７６） （２．１） （０．２３）
１．２８ΔｌｎＳＷｔ－２－０．３２ΔｌｎＮＸｔ－１＋１．２８ΔｌｎＮＸｔ－２
（－１．３５） （－０．５８） （２．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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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零假设“ｌｎＧＤＰ１不是 ｌｎＹ的 Ｇｒａｎｇｅｒ原

因”；在 ５％显著性水平上，可以拒绝零假设

“ｌｎＳＷ不是ｌｎＹ的Ｇｒａｎｇｅｒ原因”和 “ｌｎＳＷ不是

ｌｎＹ的Ｇｒａｎｇｅｒ原因”。结合协整检验的结果可

得出如下结论：农业生产是我国农村居民实际

收入的Ｇｒａｎｇｅｒ原因，但农业生产的增加会导致

农村居民实际收入水平的下降；城镇化率和人

力资本水平的提高是我国农村居民实际收入增

加的Ｇｒａｎｇｅｒ原因，农村居民实际收入水平对城

镇化率和人力资本水平富有弹性，城镇化率和

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均会使我国农村居民实际

收入大幅提高。

表３　ｌｎＹ与ｌｎＧＤＰ１、ｌｎＳＷ、ｌｎＮＸ的Ｇｒａｎｇｅｒ因果

关系检验结果

　　　　零假设 Ｆ统计量 Ｐ值

ｌｎＧＤＰ１不是ｌｎＹ的Ｇｒａｎｇｅｒ原因 １．３４９２１ ０．０８２５１

ｌｎＳＷ不是ｌｎＹ的Ｇｒａｎｇｅｒ原因 ０．０４４６７ ０．０４８２３

ｌｎＮＸ不是ｌｎＹ的Ｇｒａｎｇｅｒ原因 ０．２０９６１ ０．０１３６７

（４）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

为了进一步检验我国农村居民实际收入对

农业产出、城镇化率和人力资本水平等因素冲

击的动态反应程度，以及这些因素对农村居民

实际收入变动的影响程度，有必要通过脉冲响

应函数和方差分解进行分析。

脉冲响应函数主要是刻画内生变量对系统

冲击的动态反应。本文在ＶＡＲ模型的基础上，

采用Ｃｈｏｌｅｓｋｙ分解技术，通过脉冲响应函数描

述，我国农村居民实际收入对各影响因素冲击

的动态响应情况如图１所示。从图１中农村居

民实际收入对农业产出的响应来看，对农业产

出一个正的冲击，农村居民实际收入在前８期

为负响应，到第９期转变为正响应，在第１０期

达到０．００３４６４；从农村居民实际收入对城镇化

率的响应来看，对城镇化率一个正的冲击，农村

居民实际收入在滞后３期以后有较小的负响

应，到第 ９期转变为正响应，在第 １０期为

０．００５３２８；从农村居民实际收入对人力资本水

平的响应来看，对人力资本水平一个正的冲击，

农村居民实际收入在滞后２期以后有较强的正

响应，在第６期达到峰值０．００９０４８。

方差分解是通过分析每一个结构冲击对内

生变量变化（通常用方差来度量）的贡献度来

评价不同结构冲击的重要性。通过方差分解可

以给出对ＶＡＲ模型中的变量产生影响的每个

随机扰动的相对重要性的信息，直观地把握变

量间的影响关系。农村居民实际收入对其自

身、农业产出、城镇化率与人力资本水平等结构

冲击的方差分解的结果如图２所示。图２的方

差分解结果表明，对于农村居民的实际收入而

言，来自农村居民自身的影响虽然占绝对比重，

但在逐渐减弱，从第２期的９７．４０％下降到第

１０期的９１．５１％；来自农业产出的影响呈现先

上升后下降的趋势，从第２期的２．２１％上升到

第５期达到最大值５．１０％，之后开始下降，到

第１０期下降到３．８２％；来自城镇化率的影响

基本呈上升趋势，从第２期的０．０３％上升到第

１０期的１．８６％；来自人力资本水平的影响呈明

图１　脉冲响应

·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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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方差分解

显的上升趋势，从第２期的０．３６％上升到第１０

期的１．８１％。对农业产出、城镇化率与人力资

本水平影响河南省农村居民实际收入的程度进

行比较发现，虽然农业产出的影响高于城镇化

率与人力资本水平的影响，但其影响比重呈较

明显的下降趋势，而城镇化率与人力资本水平

的影响比重呈明显的上升趋势。

　　三、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１．研究结论

从以上协整检验、Ｇｒａｎｇｅｒ因果检验、脉冲

响应和方差分解的实证分析结果可以得出以下

结论：

第一，在河南省农村居民实际收入中，第一

产业经营性收入占较大比重，但其在纯收入中

所占的比重在迅速下降，从１９８５年的６８％下

降到２０１３年的３４％，而工资性收入所占的比

重从 １９８５年的 １８％迅速上升到 ２０１３年的

４２％，对纯收入增长的贡献率达到６２％。这表

明工资性收入成为农村居民纯收入增长的第一

推动力。这一结论与前文实证检验的结果相一

致。农业产出虽然是河南省农村居民实际收入

变化的Ｇｒａｎｇｅｒ原因，但从协整检验和脉冲响应

来看，农业产出的增加不仅不会带来农村居民

实际收入增加，反而会导致农村居民实际收入

水平下降。

第二，城镇化率的提高是农村居民实际收

入增加的Ｇｒａｎｇｅｒ原因，对农村居民实际收入的

增加具有显著性影响，且影响系数很大。城镇

化率的上升会导致农村居民实际收入水平的大

幅增加，且这一影响将越来越大。这一结论与

前文理论分析的结果相一致，即一方面城镇化

率的提高可以减少农村居民数量，提高农村居

民的农业生产效率，从而提高来自第一产业的

人均经营性收入；另一方面，城镇化率的提高可

以为农村居民提供更多的非农就业机会，有助

于其工资性收入和第二、三产业经营性收入的

提高；同时，城镇化率的提高有助于增加对农产

品的商品化需求，从而通过农产品相对价格的

上升提高农村居民第一产业的经营性收入。

第三，与城镇化率一样，人力资本水平也是

农村居民实际收入增加的Ｇｒａｎｇｅｒ原因，对农村

居民实际收入具有显著性影响，且影响系数很

大。人力资本水平的上升会导致农村居民实际

收入水平的大幅增加，这一影响也将越来越大。

这一结论也与前文的理论分析相一致，即人力

资本水平的提高可以使农村劳动生产率得以提

高，从而适应经济发展对技术水平越来越高的

要求。这不仅可以提高农村居民第一产业的经

营性收入，而且有助于其获得更多的非农就业

机会，使其工资性收入和其第二、三产业的经营

性收入增加。

２．对策建议

基于前述实证分析结果，农村居民实际收

·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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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水平的提高有赖于城镇化率和农村居民人力

资本水平的提高，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第一，加快城镇化建设步伐，促进农村劳动

力的非农就业。一要树立以人为本的城镇化理

念，增加公共基础设施投入，有效推动农业、农

村、农民的现代化进程，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

一体化新格局，使城镇化能够为农村劳动力提

供更广阔的就业空间，促进农村人口不断向城

镇转移；二要贯彻落实已经实行的户籍制度改

革，同时通过其他相关制度改革，使进城的农村

居民在住房、工资、教育、劳保、社会保障、医疗

等方面与城镇居民享受同等的待遇；三要建立

覆盖城乡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为进城农村劳

动力提供及时、准确的就业供求信息。

第二，发展农村教育、卫生事业，提高农村

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水平。一要促进教育公平，

让财政资金重点投向农村地区，加大对农村基

础教育的财政投入，使农村学生与城镇学生享

有同等的教育资源；二要发挥城镇的教育与科

研优势，加强技术与技能培训，开展农村成人教

育和职业教育，增强农村劳动力的就业与创业

能力；三要增加对农村的公共卫生投入，完善农

村医疗保险制度，提高农村劳动力的身体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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