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农村农业和非农业增长与区域差距＊

彭　玉　生

　　内容提要:关于改革以来中国地区间的不平等是加剧了还是减缓了的问题 ,学术

界争论不休 。本文用 1985-1991年间县级有关资料 ,分析了农业与非农业发展对区

域间不平等的影响。分析表明:中国县域间非农业发展较之农业发展更显不平衡 。

因在农村总产值中非农业份额日益增长 ,导致农村基尼系数不断上升 。分析发现 ,农

业增长呈现绝对趋同的趋势 ,而非农业增长则呈发散趋势 。非农业部门的发散趋势

可由其对城市经济的依托和对人力资本的依赖得到解释。在农村就业不足的推动

下 ,非农业与农业显示互利作用 ,因此 ,农业不平等与非农业不平等互相强化。

＊　本项研究得到香港中文大学“新教员奖励基金”和“南中国计划”的资助。作者受惠于李沛良 、成露茜 、王绍光 、李宏毅 、
林辉 、威廉·帕瑞斯(William Pari sh)、莱因·祖克尔(Lynne Zucker)和米歇尔·德比(Michael Darby)的评论与帮助。我特别
要感谢党国印先生为本文中文文稿所做的大量工作。

引　　言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 ,农村工业化作为增加农民收入和创造就业机会的一种替代战略而得

到大力推广。在城市化和工业化程度低的国家中 ,农村工业对于减缓农村失业 、解决贫困问题

被认为是行之有效的 。过去十多年里 ,中国农村工业的飞速增长大大改变了农村的社会经济

面貌 。农村工业崛起之前 ,农业是农村收入的主要来源 ,也是影响农村不平衡发展和区域经济

差异的主要因素 。当非农产业的重要性日益增加时 ,也成为导致区域差异的重要因素 。本文

考察方兴未艾的非农业部门在 1985-1991年间对中国县级经济发展差异的影响。

始于 1978年的中国农村改革的成功 ,似乎印证了制度理论 。1978-1983年间实施各种

形式的生产责任制 ,通过土地承包把基本生产核算单位由生产队一级转变到了农户 ,结束了历

时近 30年的集体农业制度。农户有了经营自己承包地的权利和自由支配剩余收入的权利 ,尽

管由于土地在法律上归集体所有 ,农户不能出售土地。财产关系的变化促进了农业生产的繁

荣。图 1表现了 1984-1995年间农业和农村企业总产值的变化情况。在 11年里 ,农业生产

保持了 5.8%的(实)增长率 。

生产责任制的实施对传统农业的效用如同一次性强心剂。虽然政府在 1978-1980年 、

1987-1989年间两次提高农产品价格 ,但提价并不能从长远改变农业经营利润低下的状况

(国家统计局 ,1996 ,第 255页)。在土地短缺的条件下 ,农业投资的边际回报和劳动生产率都

趋于下降 。农业产值的持续增长主要是通过技术革新带来的 ,例如采用杂交水稻技术 ,或发展

渔林牧业多样化(Huang and Rozelle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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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中国 1984-1995年农业与农村企业总产值(1980 年不变价格)

　　资料来源:1.《中国乡镇企业年鉴》1993-1996年各卷。 2.《中国农村统计年鉴》1997年卷。

中国经济改革最切实的成就是农村非农产业部门特别是乡镇企业的崛起 。① 归因于地方

公司主义的制度安排(Walder ,1995)或者杂交组织形式(Nee , 1992;Nee and Su ,1996),乡镇企

业的业绩大大超过了国有企业 。农村地区的灰色市场环境也使得乡镇企业从城市扩张和城市

经济溢出中获取很大好处(Naughton ,1995a),这一点后文将详尽讨论。

根据图 1 ,在 1984-1991 年间乡镇企业总产值平均年(实)增长率至少不低于 20%。90

年代的增长率更高。1987 年 ,它在农村产值中的份额超过了农业所占份额(中国农业银行 ,

1993)。② 按增加值计 ,农业部门 1995年大约达到 12000亿元 ,为 GDP的 23%;同年乡镇企业

则大约达到 14600亿元 ,占GDP 的 26%(国家统计局 ,根据 1996年资料计算 ,第 42 、390页)。

因此 ,农村工业被看作中国经济增长和利润的新中心(Naughton ,1995a;Li and Wang ,1993)。

中国农村经济分化为农业和非农业部门有深远的历史意义。1978年农村经济改革前夕 ,

农村非农就业占农村总劳动力的比重不足 10%(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1997年 ,第 28页)。这个

数字不仅低于国际标准 ,亦低于中国 1949年前的水平 。其它亚洲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 ,有相

当高的非农业经济活动(Blank and Parish ,1990;Ho ,1994)。传统的中国农村经济在工商业方

面有较高的分化和发展(Ho , 1994;Zhang ,1991)。与国家对农村经济的高度控制同步的农业

集体化实际上抑制了农村的工业化(Naughton ,1995a ,p.145;Fei , 1989)。虽然国家对农村工

业活动的限制在 60年代末和 70年代初有所放松 ,但直到 1984年农村工业只是作为农业的附

属 ,而不是一种替代发展战略(Ho , 1994;Wong ,1988)。在 80年代初期 ,决策部门还就乡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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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依 1980年不变价计算 ,图 1显示:非农业产值在 1986年提早一年超过了农业产值。国家统计局 1995年开始报告
净产值。按照官方定义 ,社会总产值是指农业 、工业 、邮电和运输业以及商业(包括饮食业 ,但不包括金融和法律服
务业)。

根据本项研究所利用的县级统计资料 , 93%的非农业总产值是由乡镇企业创造的。人均非农业产值与人均乡镇企
业产值的对数相关系数是 0.887。



业的增长是否“盲目”以及它与农业争夺资源(土地 、资本和劳动)、挤占国有企业的市场等问题

争论不休。直到 1984年后政府才承认和支持乡村工业的发展并允许城市技术下乡(Wong ,

1988 ,pp.9-11;Ho ,1994 , pp.23-27)。到 1996年 ,农村非农产业的就业人数占到了农村总

劳动力的 34%(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 1997 ,第 28页)。黄宗智(Huang , 1990 , pp.244-246)指

出 ,在改革期间中国农村劳动力由农业向非农产业的转移 ,逆转了几个世纪以来中国农村的产

量增而劳动生产率和收入降的增长格局 ,并第一次带来真正革命性的转变 。

本文研究的问题是:这个革命性的变化对区域差别有什么影响? 从横切面来看 ,非农产业

的地区分布是什么状态? 它与农业发展在布局上有什么关系 ? 从纵向观察 ,农村工业的集中

与分散的决定机制是什么 ?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前 ,我们首先回顾一下有关文献。

文献回顾

对区域收入差异的研究出于两种理论传统。一种是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 ,这个模型预测

较落后地区和较发达地区在发展过程中会趋同于一稳定状态 。基于资本回报递减的假设 ,索

洛-斯旺模型预测 ,落后经济 ,即资本-劳动比率较低的经济 ,资本回报率较高 ,因而也产生较

高的经济增长率 。罗默(Romer , 1986)对此提出异议 ,认为如果增长容纳人力资本和技术扩

散 ,则资本回报递减假设并不成立 。若以人力资本投资和技术扩散为前提条件 ,落后与发达经

济仍可趋同 。在新古典经济模型中 ,要素流动至关重要 。劳动者为追求高工资从贫穷地区流

向富裕地区 ,资本为追寻高回报率由富裕地区流向贫穷地区 ,因而加快趋同过程。索洛-斯旺

模型引发了大量关于地区间和国家间收入差异的经验研究 。增长模型中的趋同性可以由初始

水平的人均 GDP 或人均收入对增长率的负的回归系数得到反映 ,因而亦被称为 β-趋同 。例

如 ,巴罗与马丁(Barro and Sala-i-Martin ,1995 ,pp.11-12)证明美国各州与日本各县人均收入

呈趋同增长。

另一种理论以库兹涅茨假说为核心 ,这种理论认为经济发展与收入差距二者之间的关系

表现为倒 U型曲线: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 ,收入差距会扩大;而在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 ,收

入差距会缩小。库兹涅茨分析的主要依据 ,是工业化过程中人口从传统农业部门向现代非农

业部门转移。其逻辑很简单:假设现代非农业部门有较高的劳动生产率 ,因此与传统部门相比

可以产生较高的收入 ,当非农业人口由少数变成多数时 ,收入差异的倒 U 型曲线就成了数学

上的必然结论。尼尔森(Nielson , 1994)以及尼尔森与阿尔德孙(Nielson and Alderson , 1995)的

研究表明 ,收入差异与发展之间的非线性关系 ,主要由农业部门与非农业部门收入差异对基尼

系数的正效果和农业部门劳动力比重对基尼系数的负效果来决定。尽管库兹涅茨假说本来只

涉及个人收入的不平等。但倒 U曲线已经被广泛用来描述地区和国家之间人均收入的差异 。

威廉姆森(Williamson ,1965)发现 ,伴随经济发展 ,国家内部地区间和国家之间的不平等也表现

了倒 U曲线。不过这个曲线背后的机制是什么 ,并不像个人收入差异倒 U 曲线那样清楚 。

从概念上讲 ,增长模型中的 β-趋同指贫穷经济以更快的速度赶上富裕经济这一趋势 。如

果没有新的干扰 ,β-趋同将会缩小横切面上的收入差异 。增长模型提供收入差异的纵向动态

分析 。库兹涅茨则强调了农业与非农业二元机制的重要性 。

关于中国区域差别的研究也遵循了这两种理论传统 ,环绕的中心问题是 1978年以来经济

改革与市场化是增强或减缓区域间收入差距。翦天伦 、萨克斯和瓦尔纳(Jian , Sachs and

Warner , 1996),以及陈和费莱希尔(Chen and Fleisher ,1996)分析了省际资料的增长模型 ,发现

41



省级经济在改革前呈发散 ,而在改革后的 80年代呈趋同。尽管沿海省份和内陆省份的差别在

90年代开始扩大 ,但沿海省之间和内陆省之间的趋同趋势并未停顿。翦天伦 、萨克斯和瓦尔

纳(1996 , p.12)把趋同趋势归因于原农业省有大批乡镇企业进军轻工业 、建筑业和服务。

中国经济在地域上的差别包括三部分:城乡差别 、农村间的差别和城市间的差别 。崔启源

(Tsui ,1993 ,p.617)分析 1982年县市资料发现 ,按人均工农业总产值计算 Theil指数的构成 ,

城乡差别为 52%,农村间差别为 40%,而城市间差别为 8%。既然城乡差别巨大 ,如果不把城

市经济和农村经济分开 ,估计区域差异就有缺陷。蔡 (Cai ,1994)对省级数据的分析表明 ,即

使 1967-1989年间总的基尼系数呈倒 U型 ,从 70年代中期开始下降 ,农村人均 GDP 基尼系

数在整个 80年代还是上升的 。罗泽勒(Rozelle ,1994)发现 , 1983-1988年间江苏省县际基尼

系数有显著上升 ,原因是农村工业的基尼系数很高而其在整个农村经济中的比例迅速扩大。

本文不以省为分析单位 ,亦不局限于分析一个省内部的差异 ,而是分析 25个省的详细的

县资料 。综合强调动态过程的增长模型和强调二元结构的库兹涅茨收入分析 ,本文比较农业

和非农业部门的增长机制 ,并分解其各自在中国农村区域差异中的贡献。

农业和非农业增长率的决定因素

非农业部门与农业部门有完全不同的增长机制 。中国农业的投资回报递减为众所周知 ,

并根据索洛-斯旺模型的预测应该有一个趋同性增长趋势 。但乡镇企业的发展有两个重要特

征 ,使其进入发散型增长的轨道。首先 ,乡镇企业有赖于城市经济辐射 ,特别是技术辐射 ,因而

聚集大城市周围 。第二 ,乡镇企业受惠于人力资本的推动 。虽然多数乡镇企业是劳动密集型

的 ,而不是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 ,反映了中国廉价劳动力供应的比较优势(Lin 、Cai and Li ,

1996 ,pp.179-181),但非农业部门的增长比农业部门更依赖教育。下面详细考察农业和非农

业增长与城市距离 、人力资本及农村失业的关系。

城市距离。乡村工业在改革期间的崛起与城市经济发展的新模式密不可分。诺顿

(Naughton ,1995b)和帕金斯(Perkins ,1990)指出 ,乡村工业紧紧环绕城市而发展 ,并非散落在

广大农村 。很大程度上 ,农村工业化实际上是市郊工业化。与亚洲其他国家很相似 ,环绕城市

中心地带的“城市化农村”呈现出工厂与农田错落有致的景观。彭玉生 、祖克尔和德比(1997)

把乡镇企业对城市的依托主要归结为技术人员由城市向近郊转移所导致的技术溢出 。① 在交

通可及的半径内 ,大量技术管理人员(包括兼业者和退休人员)转到了快速发展的乡镇企业 ,既

享受市场体系的高工资收入 ,又不至于丢失配偶所在城市的国有单位提供的住房 、医疗和子女

教育等福利(Li and Wang , 1993 ,pp.122-131)。估计在 90年代早期约有 300万城市人在乡

镇企业任职(China Daily ,2 ,9 ,1993)。②

但对农业来说 ,地处市郊可能弊多利少。城市的工业知识对传统农业几乎没有什么用处 。

城市扩张提高土地价格和农村劳动力的机会成本 ,这样对农业产生的负作用可能抵销了蔬菜

种植 、禽畜养殖和渔业因接近城市市场而得到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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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劳顿(Naughton , 1995b , pp.82-83)分析说 ,城市邻近效果不仅来自城市居民流动产生的技术溢出 ,还与国有企业
为利用廉价土地 、廉价劳动以及农村地区政府控制相对薄弱的环境 ,便于实现业务扩张有关。丘海雄(Qiu , 1997)
注意到 ,国有企业的经理经常与乡镇企业开展业务合作 ,并使之成为把公家财产装入个人腰包的一个途径 ,这与前
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形有惊人的相似(Stark , 1996)。 90年代乡镇企业蒸蒸日上 ,而国有企业利润直线下降 , 不
完全是巧合。城市向农村究竟溢出了什么东西需要另文分析。

一份中国专家调查报告称:73%的专家认为乡镇企业的技术主要来自城市工业企业 , 18%的专家则认为主要来自
大学和研究机构 ,没有人认为乡镇企业靠自己的努力获得技术(Lu , 1995 , p.201)。



人力资本。人力资本因提高吸收技术的能力而与经济增长有密切相关 。贝克尔(Becker ,

1964 ,p.25)强调 ,人力资本主要通过技术进步而推动经济发展。许多研究者(例如:Ho , 1994;

Sengupta and Lin , 1993)指出 ,教育对于中国乡村工业发展具有极端重要性 。农村企业之所以

能够生存是借助管理和生产技术进行竞争的结果。正规学校教育孕育企业家和管理人才 ,帮

助农民获得工业技能和专业技术。另一方面 ,小规模家庭经营限制了中国农业的技术更新 ,因

而教育在农业增长中不具有重要意义。

土地紧缺和农村劳动力剩余。何(Ho ,1994 ,p.60)指出 ,土地短缺和乡村劳动力过剩是中

国乡镇企业发展的主要推动力 。土地与劳动供应量之比对农村工业和农业有截然不同的影

响。土地和劳动是农业生产的主要投入因素 。如果有足够的土地 ,劳动投入的增长将直接导

致产量的增长。但如果土地短缺 ,且其他因素不变 ,劳动投入的增长将会降低劳动生产率 。因

此 ,土地短缺将促成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业部门转移 。

中国农村的人地矛盾十分尖锐 。在 1949-1989年的 40年里 ,中国人口由 5.4亿增长到

11亿 ,翻了两番。虽然中国政府在 40年里基本实现了工业化 ,但她的国有企业部门走上了资

本密集型的重工业发展模式 ,而不是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发展模式 ,因此不能有效吸收农村剩

余劳动力(Lin ,Cai and Li ,1996)。中国农村劳动力(没有城市户口)的总量 1991年达到 4.78

亿 ,1996年达到 4.9亿 ,占总劳动力的比重已超过 70%(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 1997 ,第 9 页)。①

就全国来讲 ,平均每个农民只有 3亩(半英亩)土地 。据陆学艺(Lu , 1993 ,p.236)估计 ,据中国

目前的农业劳动生产率计 ,农业部门需要的劳动力不超过 1.5亿 。因此 ,在官方所界定的农民

中 ,超过 2/3的是剩余劳动力需要转向非农业部门 。在集体经济时代 ,“以粮为纲”政策把农民

束缚在了有限的土地上(Huang , 1990;Lu ,1995)。农村剩余劳动力被困于“无进化增长模式”

中 ,即在边际生产力递减的情况下单靠增加劳动投入取得经济增长(Huang ,1990)。集体农业

的解散暴露并释放了农村剩余劳动力 ,把他们转变成了潜在的雇佣劳动力。因而有大批农民

涌进城市寻找临时工作 ,或在服务业从事个体经营(Cheng and Selden , 1994;Wu , 1994)。但这

些流动人口没有城市户口 ,不能融入城市生活(Solinger ,1995)。国家政策鼓励农民“离土不离

乡” 。

乡村工业与农业的关系。农业积累因提供消费品市场和建立乡镇企业的初始投资而支持

了乡村工业化(Anderson and Leiserson ,1980)。在形成乡镇企业初始资本投资时的农业储蓄

所发挥的作用已得到充分考察(Ho , 1994 ,p.60;Byrd and Gelb , 1990 ,p.364;Wang ,1990 , pp.

222-223;Peng ,1995)。尽管在发达地区非农业储蓄已经超过了农业储蓄 ,后者在乡镇企业的

发展初期的作用十分关键 。农业储蓄转化为乡镇企业的投资主要通过两个渠道来实现:私人

储蓄和地方金融机构 。新的私人企业倾向于从私人储蓄中筹集资金 ,因为他们在获取银行贷

款时受到歧视。村办和乡办企业可以从那里集资 ,有时把集资缴款作为进入企业就业的一个

条件 。

乡镇企业如何影响农业发展 ,学术界颇有争论 。一方面 ,根据 199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乡

镇企业条例(中国乡镇企业年鉴 ,1997 ,第 85页),乡镇企业有义务给农业提供补贴 。事实上 ,

乡镇企业的一小部分利润的确投进了农业:这个数值在全国 1990年是 77.8亿元(约占总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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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城市与乡村劳动力或“居民”的官方区别并非城乡居民的自然区别。这种区别实际上是涉及“商品粮”和其他
特权的行政分类。例如 ,一些乡政府干部有城市户口是因为他们吃“商品粮” 。 近几年 ,越来越多的农村打工者进
入城市而没有城市户籍 ,他们在新出现的自由市场上买粮吃(Lu , 1995;Solinger , 1995)。



的13%),1991年是86.5亿元(约占12.6%),1992年是 105亿元(约占10%)(中国农业银行 ,

1993 ,第 336页)。农村工业化还通过农业和非农业工资收入的再分配而帮助了农业 。例如 ,

在集体经济仍很大的苏南一些乡村 ,农业和非农业的工资报酬是一样的 ,这成了一种隐蔽的农

业补贴(Wang et el 1995 , p.50)。另一方面 ,乡镇企业对农业的影响作用可能是消极的。首

先 ,建立乡镇企业占用甚至滥用了农田 。由于集镇的发展 、乡镇企业的建立 ,以及建造私人住

房 ,中国的可耕地在以惊人的速度减少(Orleans , 1992;Lu ,1995)。其次 ,对劳作辛苦而收入微

薄的农业生产活动 ,乡镇企业提供了一种替代。在比较发达地区 ,农民找到了非农业工作 ,便

抛荒了肥沃的农田(Lu , 1995)。如果农业和非农业工作的报酬存在差距 ,农民就会从农业生

产转向乡镇企业 。

东部沿海地区。中国沿海和内地的经济发展差距受到广泛关注(Jian 、Sachs and Warner ,

1996;Chen and Fleisher ,1996;Yang and Wei ,1996)。翦天伦 、萨克斯和瓦尔纳(1996)指出 ,90

年代沿海和内地各省之间的人均GDP 的增长趋势是发散的 ,而沿海地区内部和内陆地区内部

的经济增长趋势是趋同的 。一个被人们广泛使用的“梯度”理论把中国经济划分为三个台阶:

东部沿海地区 、中部地区和西部高原地区 ,相应地在经济上是发达 、中等发达和不发达地区

(Wang et el ,1995)。是什么特别因素导致沿海经济增长更快 ,人们的答案很不一致。一些外

在因素可能包括沿海“开放”城市与世界市场接近(Fan ,1992),以及政府的政策倾斜(Yang and

Wei , 1996)。

东北三省作为中国粮仓而著名 。新疆以养畜业发达而产生了很高的人均农业产值。乡村

工业在中国极不协调地集中在中国东部沿海地区 ,特别是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 。1995

年 ,这些地区以其占中国农村约 1/6的劳动力 ,创造了超过中国乡镇企业产值 1/3 的业绩(国

家统计局 ,根据 1996年资料计算 ,第 345 、389页)。

假　　说

现在 ,我把上述分析概括为关于区域差距的动因与趋势的三种假说。假说 1和假说 2涉

及增长的动态分析。假说 3是有关产值的横向分布。

假说 1:农业增长与非农业增长有不同的动因。非农业(主要是乡镇企业)增长依赖城市

工业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技能 ,其中城市居民的技术传播和地方人力资本起极为重要的作用 。

另一方面 ,城市工业技术几乎与农业不相关 ,城市扩张对农业增长有消极作用。小规模农户经

营限制了技术的运用 ,也限制了教育在农业增长中的作用。

假说 2:所以 ,农业增长呈现出趋同趋势 ,而非农业增长则呈现发散趋势。因为资本投入

在农业生产中的边际报酬递减 。索洛-斯旺模型所预测的绝对趋同性可以成立 。另一方面 ,非

农业部门增长得益于知识溢出和人力资本 ,所以 ,新增长理论预测的有条件趋同应该成立 。

假说 3:非农业生产的地理分布比农业生产的地理分布更不平衡。因此 ,随着非农业部门

产值在总产值中的比重日益扩大 ,中国农村总的地区经济差异应随之扩大 。

资料与变量

科乃和宋(Knigh and Song , 1993)认为 , 中国的县很像一个小王国 ,是理想的分析单位 。

中国有 2300多个县和县级市。1991年 ,平均每个县的人口规模为 474000人。最大县的人口

略超过 2百万 ,而最小县只有 75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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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用县级资料有四个来源:(一)国家统计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为评价小康县而进行

的一项对 1991年县级社会经济状况的联合调查(1992)。(二)《中国分县农村经济统计概要》

提供的产量历史资料(国家统计局 1989 ,1991 , 1993)。(三)《中国县情大全》1-6卷提供的地

理分布资料(民政部 ,1992)。(四)《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 ,1992)、陈和王(Chen and

Wang ,1991)提供的 195个地级以上城市的地理分布资料(包括香港与澳门)。有关城市的资

料用来估计县与城市的距离。

1992年的小康县调查收集了 24个省区(未包括辽宁 、海南和西藏)、3个直辖市和 2044个

县(包括县级市)1991年的情况。因为资料的质量问题 ,我从两个省区(内蒙古和青海)剔除了

123个县;又因为缺值 、殛值或数据矛盾 ,剔除了另外 38个县。最后有 1883个县用于分析。

如果没有特别说明 ,下述每一个变量或者取自 1991年小康县调查资料 ,或者取自《中国分

县农村经济统计概要》1980-1987年卷 、1989年卷提供的 1985 、1987和 1989年的资料。

农村人口是样本县农村户籍居民的年末人口总数(没有包括城市户籍居民)。所以“人均”

值据此计算。

农业产值指在一个县里种植业 、林业 、畜禽业 、渔业和农户家庭副业(狩猎 、采集和家庭手

工业)各方面产值的总和 。

非农业产值是指一个县里个体农户和企业在工业 、建筑业 、运输业和商业各方面产值的总

和。从农村社会总产值中减去农业产值得出了这个数值。

土地与农村户籍劳动力之比是指以亩为单位的农地总量(国家统计局 ,1993)除以(被调查

的小康县的)农村总劳动力。农村总劳动力包括了样本县农村户籍的劳动力 ,但没有包括在县

域以外工作和生活的人 ,还排除了县域里那些没有当地户口的人 。

人力资本供应根据县域内有初中或与之相同学历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计量。彭

(Peng ,1992)和杰尔伯(Gelb ,1990)的研究报告表明 ,在乡镇企业的雇员中 ,初中教育带来的回

报最高。

城市距离指标是根据斯特渥德和瓦尔茨(Stew ard and Warntz , 1985)的公式 ,通过计算包

括香港 、澳门在内省地级以上城市的人口/距离比数的总和而得到的。距离是每一个县到 195

个大城市中每一个城市的孤距离 ,计算依据标准公式(Robinson et al , 1995 ,p.50)。县域的地

理坐标依据《中国县情大全》1-6卷 ,城市的地理坐标则依据陈和王提供的资料 。城市居民只

包括城市户籍居民 ,数据出自《1992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 , 1992)。这个指数通

过减去平均数 、除以标准差而得以标准化。①

沿海地区按官方定义包括黑龙江 、辽宁 、河北 、山东 、江苏 、浙江 、福建 、广东 、广西 、海南 。

城市包括北京 、上海和天津三个直辖市 。

增长分析

为了估算人均农业产值和人均非农业产值的趋同性或发散性 ,我采纳巴罗和马丁(1995 ,

pp.387-388)的方法 ,估计了下列基本增长模型。

(1/ T)· log(yT/y 0)=α-[(1 -e
-βT)/ T] · log(y 0)+γX +ε, (1)

其中起始年度(1985)log(y 0)的人均总产值是一个关键的自变量 , X是一个辅助变量集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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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稳态的位置和技术水平等。[(1-e
-βT)/ T ]是初始产值的回归系数 , β是趋同率 , T 是年数 。

若该回归系数为负值且具显著性 ,则代表趋同 ,即落后县增长速度高于富裕县。通过控制辅助

变量诸如沿海地区 、城市距离 、教育等因素 ,可以检验条件趋同。我总共运用了 4对 8个回归

方程 。每对回归方程同时估算 ,允许其残项相互关联。结果如表 1所示。

　表 1 农村人均农业和非农业产值(对数)年均增长率的回归模型(1985-1991) N=1883 县

农业

(1)

非农业

(2)

农业

(3)

非农业

(4)

农业

(5)

非农业

(6)

农业

(7)

非农业

(8)

常项
0.187＊＊＊ 0.181＊＊＊ 0.230＊＊＊ 0.188＊＊＊ 0.240＊＊＊ 0.314＊＊＊ 0.222＊＊＊ 0.181＊＊＊

(11.4) (16.8) (14.1) (17.4) (15.0) (26.1) (13.8) (6.43)

1985年人均农 -0.012＊＊＊ -0.020＊＊＊ -0.027＊＊＊ -0.030＊＊＊ 0.029＊＊＊

　业产值对数(-4.39) (-7.42) (9.58) (-9.88) (5.47)

1985年人均非 0.002 -0.002 -0.043＊＊＊ 0.009＊＊＊-0.049＊＊＊

　农业产值对数 (1.11) (-0.83) (15.7) (5.20)(-16.5)

沿海地区
0.023＊＊＊ 0.044＊＊＊ 0.026＊＊＊ 0.030＊＊＊ 0.027＊＊＊ 0.029＊＊＊

(9.96) (10.6) (11.8) (7.90) (12.0) (7.38)

北京 、天津、上海
0.078＊＊＊ 0.067＊＊＊ 0.100＊＊＊ 0.022 0.095＊＊＊ 0.026

(8.30) (3.75) (10.6) (1.30) (10.0) (1.59)

城市距离指数
-0.013

＊＊＊
0.035

＊＊＊
-0.016

＊＊＊
0.032

＊＊＊

(-11.8) (15.9) (-12.5) (14.6)

初中教育人(%)
0.001

＊＊＊
0.003

＊＊＊
0.0007

＊＊＊
0.0034

＊＊＊

(8.84) (13.9) (4.89) (13.7)

地-劳动比对数
0.001 -0.015

＊＊＊

(0.52) (-5.99)

加权 R-squares 0.006 0.068 0.198 0.217

　　方程(1)表明 ,1985年初始人均农业产值对于农业增长率具有负作用 ,表示绝对趋同 。方

程(2)表示 ,1985年人均非农业产值对非农业增长率具有正作用 ,表示发散 。因此 ,对农业生

产来说 ,初始落后县以很快的增长速度追赶着初始发达县;对于非农业生产来说 ,富裕县可能

更加富裕 。

方程(3)和(4)表明 ,在把沿海地区以及三个直辖市与内陆省份区分开的情况下 ,农业和非

农业生产都呈现趋同性增长趋势 ,但非农业生产的趋同性在统计上不显著。沿海和大城市的

系数显著 ,表示这些地区的增长快于内地。与翦天伦 、萨克斯和瓦尔纳的分析相一致 ,农业生

产在 80年代有趋同性趋势 ,我相信 90年代也是如此。但与他们的分析相反 ,农村非农产业不

仅在沿海与内陆地区之间是发散的 ,在它们内部也是发散的 。①

方程(5)和(6)包括了城市距离和教育。首先 ,这两个因素的存在导致了非农业生产的显

著性极强的趋同趋势 。通过控制城市距离和教育两个变量 ,1985年人均非农业产值的回归系

数从-0.0002变到-0.0043 ,增长 20倍。很明显 ,城市经济溢出和人力资本是非农业部门趋

同性增长的主要决定因素 。如果保持城市距离 、教育和沿海区域几个变量不变 ,总趋同的半周

46

① 这里的结论不足以反驳翦天伦 、萨克斯和瓦尔纳(1996)关于沿海地区内部和内陆地区内部趋同性的研究结论。他
们的分析以包括城市产值 、农业产值和农村非农业产值的省的人均 GDP 为基础。但我的分析揭示了那种忽视城
———乡二元结构和农业———非农业二元结构的区域差异理论的局限性。



期只是 13-14年。①一般而论 ,边远贫困县的农村工业很难起飞 ,更谈不上赶超 。但如果距城

市的距离相同(即获得相同的近水楼台效果)和人力资本相同 ,工业后起步的县可以在短时间

里赶上相对发达的县 。

第二 ,城市距离对农业和非农业增长率的作用是相反的 。保持其他因素不变 ,城市距离对

非农业增长率的影响是正的 ,而对农业增长率的影响是负的。非农业活动的发展很大程度上

得益于城市经济的溢出 ,这一结论与帕金斯(1990)和诺顿(1995b)的观察是一致的 ,即乡村企

业增长是城市扩张过程的一部分 。城市距离指数的一个标准差可使非农业增长率至少增加

3.5个百分点 。②另一方面 ,城市扩张因增加了土地的市场价格和劳动的机会成本 ,从而挤压了

农村部门的扩张机会 。城市距离指数的一个标准差降低农业增长率约 1-2个百分点。

第三 ,人力资本对非农业增长率的影响明显大于对农业增长率的影响。初中教育的比例

每增长 10%,会导致非农业增长率产生增量 3个百分点以上 ,见方程(6),但只导致农业增长

率发生约一个百分点的增量 ,见方程(5)。

方程(7)和(8)考察了农业生产与非农业生产之间的相互作用。尽管有许多怀疑 ,农业和

非农业生产之间仍似乎存在互利关系。滞后的(1985)农业产出对非农业增长率有较大影响 ,

证明农业积累为乡镇企业发展提供了启动资金和产品市场。另一方面 ,滞后的非农业产出对

于农业增长率的影响尽管较小 ,但统计显示 ,反映了以工补农的积极作用。因为农业投资的利

润水平远比非农业投资的利润水平低 ,非农产业利润转为农业投资便受到阻滞 ,而由农业到非

农业的资本转移则大大加强。由此自然容易理解 ,滞后的农业产出对非农业增长的影响远远

超过滞后的非农业产出对农业增长的影响。

农业发达县的非农业增长也快这个事实暗示着非农业发展的差异强化而不是缓减农业发

展的差异。这个事实还说明 ,人们观察到的乡村企业对农业的不利影响可能反映了城市距离

所产生的一种虚假联系:城市经济溢出使乡镇企业围绕城市而发展 ,但城市扩张提高了土地的

市场价格 ,并给农民提供进城就业的机会 ,从而抑制了农业的发展。换句话说 ,农业生产在城

市郊区的衰落 ,不是因为乡镇企业的发展 ,而是因为城市扩张。

土地与劳动力之比对非农业活动有明显的负面影响 ,见方程(8)、表 2 ,这与何(Ho ,1994)

的观察一致 ,即土地短缺和劳动力过剩推动了中国乡村工业化。土地广袤会产生较强的农业 ,

但似乎于农业增长率无益 ,这也许反映 80年代后期农业增长主要依赖多种经营和非种植业发

展。土地与劳动力之比对非农业增长率的负面影响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土地肥沃的中国东北各

省 ,尤其是黑龙江省 ,乡镇企业发展缓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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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由于因变量是对数增长指数而不是增长率 ,所以回归系数可被解释为增长指数的增长百分点。设π为非农业增长
率且较小, U 为城市邻近指数 ,则有:

 ln(1+π)
 U =

 π
(1+π) U = 0.035

or　 π
 U

=0.035(1+π)≈ 0.035.

-0.043的回归系数导出年均 β趋同率为 5%。总趋同的半周期借助下面的公式计算:
(1-β)N = 1/ 2

因此 , N = ln(1/ 2)/ ln(0.095)= 13.5



分解基尼系数

增长模型中的 β-趋同通常可导致横向差距的缩小 ,但并不绝对 。因此直接分析区域差异

指标是必要的。本文计算基尼系数 ,因为根据勒尔曼和逸晴(Lerman and Yitzhaki ,1985;亦见

Rozelle ,1994)提供的方法 ,基尼系数是可以分解的 。假设 Y是 K个分量的总和 ,YK 为第 K个

量 ,则 Y的基尼系数可以用下列方法进行分解:

G =∑
K

k=1
[ cov(Y k , F)/cov(Y k , Fk)] ·[ 2cov(Y k , Fk)/Mk] ·[ Mk/ M] =∑

K

k=1
RkGkSk , (2)

　　公式中 F 和 Fk(值域从 0到 1)为总收入的累计分布(即它的秩)和某个 K分量的累计分

布。M 和 Mk是中数。RK 是总量与 K分量之间的“基尼相关系数” 。GK 是 K分量的基尼系

数。Sk则是某个 K分量占总量的份额。每个分量对总基尼系数的影响不仅决定于它自己的

基尼系数 ,还决定于它在总量中所占份额以及它与总量的关系。这样 ,总的基尼系数便可以看

作是各分量基尼系数的加权平均值 ,而权数为各分量的份额及其基尼相关系数 。

我们现在考察的农村产值仅仅包括两个分量:农业产值和非农业产值。表 2 列出了

1985 、1987 、1989和 1991年中国县级人均产值的基尼系数及其分解 。让我们先考察各分量对

总基尼系数的作用强度。

　表 2　 中国县未加权基尼系数以及分解 (N=1883)

1985 1987 1989 1991

人均农业总产值 Gini coefficient 0.211 0.260 0.256 0.253

Gini correlation 0.854 0.859 0.828 0.794

Share of mean 62% 57% 52% 49%

Share of total G ini 37% 37% 31% 26%

人均非农业总产值 Gini coeficient 0.532 0.535 0.549 0.575

Gini correlation 0.927 0.929 0.943 0.950

Share of mean 38% 43% 48% 51%

Share of total G ini 63% 63% 69% 74%

人均农村社会总产值 Total Gini 0.300 0.341 0.360 0.378

　　由表 2可以看出 ,人均农村社会总产值的基尼系数在 1985-1991年间由 0.300 上升到

0.378 ,此期间非农业的贡献由 63%上升到 74%。人均非农业产值的基尼系数始终超过人均

农业产值基尼系数的两倍 。1985-1991 年间总产值中非农业产值的份额由 38%增长到

51%。因基尼相关系数相对稳定 ,非农业产值份额增大导致总基尼系数增长。

表 2中基尼系数的时间变化趋势可以在图 2中得到更清楚的反映。可能由于多种经营向

非农产业方向发展 ,农业基尼系数从 1985年到 1987年有所增长 ,然后开始下降 ,基本与前面

的增长分析所确定的农业产值趋同性结论相一致 。在 7年里 ,非农业基尼系数由 0.532 增长

到 0.575 ,也与前面的增长分析确定的非农业产值非趋同性结论相一致。两个分量加权平均

所确定的总基尼系数在 1985-1991年间呈稳定趋势。

总结与结论

二元经济结构对于理解区域差别十分重要 ,库兹涅茨曲线也以此为出发点 。80年代前 ,

48



图 2　中国农村各县人均基尼系数分解　N=1883

中国经济作为一个整体 ,其二元结构表现为制度化的城乡差别 ,壁垒分明。1978年中国经济

改革开放后 ,充满活力的非农业部门开始与传统农业部门分道扬镳 ,并产生了农村的二元经

济。与传统农业部门不同 ,以乡镇企业为主的非农业部门与城市经济密切相关 ,并因此被赋予

明显不同于农业部门的增长机制。

本文证明了农业部门的绝对趋同趋势和非农业部门的发散趋势 。由城市经济溢出(辐射)

推动非农业部门增长但却与农业增长无关这个事实揭示了两部门增长的不同动因。乡镇企业

环绕城市发展得益于城市技术溢出和城市的扩张 。教育因提高技术吸纳能力而加速了非农业

增长 。在地理位置和人力资本禀赋相同的条件下 ,非农业部门增长是趋同的 ,即落后县有赶上

先进县的趋势。但大城市的郊区县比偏远县在乡镇企业发展上占绝对优势 。

新增长理论强调 ,如果增长过程包含知识溢出和人力资本的作用 ,投资回报不一定是递减

的。中国乡村工业化受到城市知识溢出和教育的推动 ,因此显示非趋同性增长 。聚集经济似

乎适用于环绕城市的乡镇企业的增长。

与增长分析一致 ,农村基尼系数的分解显示 ,非农业基尼系数在 1985-1991年间稳定增

长 ,同时 ,农业基尼系数尽管很小却趋于稳定 。因为非农业产值比重增长迅速 ,农村总基尼系

数持续增长。虽然本文资料的时间段有限 ,我估计农村基尼系数至少在短时期里会继续上升 ,

仅就非农业部门在 90年代的快速增长也会导致这个结果 。但我不造成套用库兹涅茨所赞成

的倒 U 型曲线来描述农村发展道路 ,也不会将日益扩大的农村区域差异推及太远的未来 ,因

为非农业部门的长期增长趋势可能发生变化 。乡镇企业正在迅速更新技术 ,城市技术的优势

并不能永远维持 。增长使中国经济在 90年代脱离开国家计划 ,国有企业在所有权改革中步履

蹒跚 ,笼罩在破产的阴影之下 。这种情形一方面加速了技术由国有企业向乡镇企业的流动 ,另

一方面也意味着国有工业部门在迅速丧失它相对于乡村工业的技术优势。随着技术差别的日

益缩小 ,乡村非农业部门将可能产生新的增长机制 。外部因素也将可能发生作用 ,例如人口迁

移的制度性障碍(户口制度)将完全被取消 ,这将影响资本与劳动要素的区域分布 ,并最终缩小

地区差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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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智(Huang , 1990)指出 ,中国近年的乡村工业化为实现真正的结构性转变创造了一种

可能性。这项研究的资料说明 ,那些距离城市最近的地区会率先实现结构转变 ,而广大乡村地

区将继续以农业为本 。长江三角洲与珠江三角洲享有高水平的城市化和充裕的人力资本供

应 ,因此 ,这些地区的乡镇企业将进一步发展 ,并使沿海与内地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 。这些

分析证明 ,乡村工业向内陆落后地区的扩散如果可能的话 ,其过程也将十分缓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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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知识:传承 ,挑战和展望

　　第 14届世界社会学大会(World Cong ress of Sociology)于 1998年 7月 26日-8月 1日在

加拿大蒙特利尔市召开。来自世界 100多个国家的 4132 名社会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参加了大

会。我国华中理工大学社会学系周长城和上海社会科学院苏颂兴等应邀参加。

大会的主题是“社会知识:传承 ,挑战与展望”(Social Knowledge:Heri tage ,Challenges ,Per-

spectives)。各国社会学家在 1000个分会中宣读了 5000多篇论文。其中最为热门的论题是全

球化对个人和国家的经济影响 ,种族问题以及工作和闲暇时间问题也是热点话题。

今年适逢国际社会学协会成立 50周年 ,大会为此专门组织了三个论坛 ,一是庆祝国际社

会学协会成立 50周年国际社会学协会第 14届主席 、著名的美国社会学家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讲话;二是关于“社会科学与语言文化的多重性”的圆桌论坛;三是关于“二十一

世纪社会科学的将来”的圆桌论坛 。

最后 ,大会选举了意大利著名经济社会学家马蒂尔利(Alberto M artinlli)为国际社会学协

会第 15届主席 ,决定 2002年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召开第 15届世界社会学大会 。

(周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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