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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城乡居民收入比根据«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１９)»«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相关数据计算所得.

②　土地城镇化根据«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１９)»«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２０１７)»相关数据计算所得;人口城镇化根据«中国统计年鉴

(２０１９)»相关数据计算所得.

③　数据来源:«２０１８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土地配置扭曲与城乡收入差距

———基于城镇化不平衡发展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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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土地市场配置扭曲的视角,探究中国城镇化不平衡发展、城乡收入差距持续

扩大的原因.理论分析表明,土地市场扭曲的制度保障征地制导致农村剩余劳动力激增,大
批失地农民未能获得公平的失地补偿;土地市场扭曲在扩大城市面积的同时,并未使农村失

地劳动力有效转移入市,导致城镇化不平衡发展,土地入市后的增值收益在城乡之间分配不

均,最终拉开了城乡收入差距.利用２００３—２０１７年省级面板数据,构建土地市场扭曲的指

标,实证检验发现土地市场扭曲显著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并验证了土地市场扭曲主要通过

城镇化不平衡发展这一影响机制拉开城乡收入差距.因此,应摒弃“以地谋发展”方式,推进

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保证农民获得市场机制下公平合理的失地补偿,完善入市收益合

理分配机制.
关键词　土地市场扭曲;城镇化;不平衡发展;城乡收入差距

中图分类号:F２０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４５６(２０２１)０３０１７２１０
DOI编码:１０．１３３００/j．cnki．hnwkxb．２０２１．０３．０１９

发展经济学理论指出,经济发展就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城乡收入差距不断缩小的过程[１],
然而在经济飞速增长的背景下,中国的城乡居民收入比与人口城镇化进程却有悖于经典的发展经济

学理论.一方面,我国的城乡居民收入比从１９８３年的１．８２一路高涨至２００７年的３．１４① ,虽然此后稍

有下降,但均高于世界大多数国家１．６０的水平[２];另一方面,长期以来,城镇化是政府主导的“要地不

装人”的城镇化,即“都市圈外移的城镇化”[３].１９８２—２０００年间,按照城市建成区面积衡量的土地城

镇化增长速度是按照城镇常住人口衡量的人口城镇化增长速度的１．３６倍,２０００—２０１８年间,两者速

度差距扩大到１．５７倍② .２０１８年中国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为５９．５８％,按照户籍人口测算则只有

４３．３７％③ ,远低于发达国家８０％的平均水平[４].那么,是什么导致了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居高不下与

城镇化不平衡发展? 二者又有什么关联? 现有研究认为,经济和社会地位[５]、教育资源[６]、居民基本

权力[７]均会对城乡收入差距造成影响,提高教育回报率[８]、加大对农村居民的培训[９]、改善健康水

平[１０]等均可以避免农村居民陷入“贫穷恶性循环”.与上述文献不同,本文将从土地市场扭曲的视角

出发,探究其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机理和实现途径,并进一步分析其关键作用机制———城镇化不平

衡发展.

　　一、制度背景和研究假说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确认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自此我国走上了工业化发展道路.工业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