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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发展乡村非农产业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乡村经济繁荣的前提条件。论文以中国乡镇企

业数据代表乡村非农产业，探讨2000—2013年各省份乡村非农产业发展水平及其全局和局部空间演化特征。在

乡村非农产业时空特征分析的基础上，从空间角度和时间角度分别进行回归分析，研究乡村非农产业对乡村居民

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① 中国乡村非农产业变化巨大，时间上发展迅速，但内部差异呈扩大态势；空间分布上东

部与中西部存在明显的差距，东部集聚仅在山东、浙江、江苏三省；产业类型构成上，工业占主导地位，批发零售业

和建筑业次之，东部地区较中西部地区对工业依赖度更高。② 乡村非农产业对农民收入具有明显的正向促进效

应，在空间上具有异质性，东部地区非农产业发展对居民收入的促进作用较中西部地区更高；时间维度上，乡村非

农产业对居民收入促进作用逐渐减弱。根据研究结论提出重点支持中西部地区发展、完善乡村制度改革、发展多

种产业类型等建议。

关 键 词：乡村非农产业；时空格局；居民收入；乡村振兴；中国

2017年“乡村振兴战略”正式被写入党的十九

大报告中，在 2018年 2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中，要求按照产业

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

总要求，促进乡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拓宽乡村

居民增收渠道，这标志着“三农”问题成为中国党和

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战

略”的第一要务，加快推进乡村地区构建多种产业

类型对实现城乡一体化、吸收乡村剩余劳动力、实

现乡村经济繁荣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是解决三农问

题的重要手段，更是实现社会稳定、国家兴旺的必

要前提。完善乡村产业不仅可以增加乡村居民就

业、提高收入，同时能够促进乡村整体经济实力提

升，增加乡村经济活力，真正实现中国特色乡村发

展道路的目的。

发展乡村非农产业部门(rural non-farm sector,

RNFS)是完善和构建新型乡村产业的重要举措，也

是促进乡村居民收入的关键因素。乡村非农产业部

门主要指乡村地区除农业之外的工业和服务业[1]，

来自于非农产业的非农收入逐渐超过纯农收入成

为乡村居民增收的主要来源[2-6]，这种现象在发展中

国家尤其明显，由此引起国内外学者对乡村非农产

业的重点关注和研究。基于实证研究发现，乡村非

农产业可以增加乡村就业、促进乡村居民收入[7-9]，

但在不同地区对贫富差距作用表现不同。例如，

Adams[10]发现乡村非农收入可以显著缩小巴基斯坦

和中国的贫富差距；但是在厄瓜多尔，Lanjouw[11]却

发现尽管非农产业可以减少贫困，但由于非农就业

机会有限，反而拉大了乡村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

不同案例地的结论说明乡村非农产业的作用因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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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情况不同而表现各异，需分析具体现象和原因[1]。

另外，乡村非农产业对劳动力的转移有促进作用，

基于巴格内提出的劳动力迁移“推拉理论”，乡村居

民受到农业收入低下的推力，和非农产业收入高的

拉力，乡村劳动力表现明显的“农业—非农业”转移

现象[12]。乡村非农产业的发展还对人口非农化[13]、

乡村土地流转、农业生产效率提高产生积极的正向

溢出效应[14-16]。影响乡村非农产业发展的因素包括

土地非农化、乡村金融、人力资本特征、贸易开放程

度等[17-26]。

整体来看，目前关于乡村非农产业和非农收入

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不足：第一，在研究视角上，多从

经济学和社会学角度着手，较少从空间视角出发，

对于非农产业的空间特征及演化分析较少；第二，

由于乡村非农产业数据不易获得，对于非农产业和

非农收入关系的梳理，多从乡村居民收入构成类型

来倒推其与非农产业之间的关系，没有考虑非农产

业本身的发展对于乡村居民收入的时间和空间影

响。基于此，本文使用空间分析方法，对 2000—

2013年中国31个省份(因资料所限，未包括台湾、香

港和澳门地区)乡村非农产业的时空动态特征进行

分析。建立乡村非农产业对居民收入影响模型，基

于乡村非农产业时空发展特征，利用相应回归模型

深入研究乡村非农产业对居民收入作用的空间异

质性以及时间变化过程，并根据研究结果提出乡村

振兴政策建议。

1 研究数据与方法

1.1 研究数据说明

本文研究对象为乡村非农产业，目前中国没有

针对乡村非农产业专门进行的统计数据，基于实际

情况，借鉴学术界专家研究共识[5,27-31]，认为中国乡

村非农产业的主体由乡镇企业构成。乡镇企业起

源于“社队企业”，代表了乡村工业的发展历程，是

中国乡村就地城镇化、工业化的主导力量，与以城

市为中心的城镇化过程形成鲜明对比，为促进乡村

居民就业、提高乡村居民收入做出巨大贡献，先后

经历了初创、兴起、快速发展、转轨改制和新面貌等

发展阶段[32]。随着政策和经济环境的变化，乡镇企

业的内涵发生较大改变[33]，其在初期受到政策倾斜

发展迅速，之后逐渐陷入政企不分导致的困境，再

到经过转轨改制后迎来崭新面貌。本文使用

2000—2013 年的乡镇企业数据，除去第一产业数

据，取乡镇企业中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之和作为乡

村非农产业数据，通过梳理乡村非农产业历史发展

脉络，分析非农产业发展对乡村居民收入作用的时

空变化规律，对中国当前以“乡村振兴战略”为中心

的乡村产业转型政策和规划提供建议。

1.2 研究区域和单元

由于目前乡村产业、人口、设施等相关数据缺

乏市、县级层面统计数据，仅能收集到省级单位的

统计数据，考虑到统计数据的可获取性和行政单元

空间完整性，本文以中国31个省级行政区为研究单

元(不包括台湾、香港和澳门地区)，若干年份数据缺

失采取插值法补充完整。选取的省级面板数据主

要来自历年《中国农业统计资料》《中国农村统计年

鉴》《中国乡镇企业及农产品加工工业年鉴》《中国

统计年鉴》和各省地方统计年鉴。为与乡村非农产

业数据即乡镇企业数据统计年份相吻合，各类统计

数据收集年份为2000—2013年。

1.3 研究方法

1.3.1 空间分析方法

为准确分析乡村非农产业的整体时空差异及

变动态势，本文采用变异系数(coefficient of varia-

tion)、全局空间自相关指数、局部空间自相关指数

分析等方法进行研究。

变异系数为各区域指标的标准差与平均值的

比值，可以反映出区域间某指标与其总体平均水平

的偏差，计算公式为：

CV = S
X

= 1
X

∑
i = 1

n

( )Xi - X̄
2

n - 1
(1)

式中：CV为变异系数；Xi为 i地区某指标数值，X̄ 为

该指标平均值，S为该指标的标准偏差；n表示研究

单元的数量。变异系数越大，说明区域间不均衡程

度越大。

全局空间自相关是指地理上具有相邻性的经

济现象或者属相，受经济地理的空间依赖或者空间

关联影响而存在相关性，是对属性值在整个区域的

空间特征的描述。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常用 Mo-

ran's I指数表示，其计算公式为：

I = n

∑
i = 1

n ∑
j = 1

n

Wij

×
∑

i = 1

n ∑
j = 1

n

Wij(xi - -x)(xj - -x)

∑
i = 1

n

(xi - -x)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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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I表示整个研究区域范围内空间相关性的整

体趋势，值越大表示空间分布的相关性越高，值越

小代表空间分布的相关性越低；n为地理单元数；xi

和 xj表示某现象在地理单元 i和 j处的属性值；
-
x 为

算术平均值；Wij表示空间单元相邻权重，当地区 i和

地区 j相邻时，Wij取值为1，若地区 i与地区 j不相邻

时，Wij取值为0。I值大于0，表示正相关，且取值越

接近1表示集聚效应越强；I值小于0，表示负相关，

且取值越接近-1表示越分散；当 I值等于0时，表示

空间随机分布。

为进一步分析数据的空间异质性，采用局部空

间自相关分析来识别不同空间位置上的局部不平

稳性。使用局部空间关联指标(Local Indicators of

Spatial Association, LISA)来进行乡村非农产业局部

空间自相关分析。计算公式为：

Li =
xi - -x

Zi
∑

j = 1

n

Wij Zj (3)

式中：Li代表位置 i上的局部自相关指数；Zi、Zj为区

域 i和 j的考察变量的标准化值，表示各区域考察变

量与均值的偏差程度；Wij为空间权重矩阵。

LISA统计量对应 4种不同的区域空间差异类

型：高-高、高-低、低-高、低-低。

1.3.2 回归分析模型

为较为精确全面地分析乡村居民收入受乡村

非农产业的影响，梳理其他影响乡村居民收入的控

制变量，主要选取城市化进程[34]、乡村居民受教育

水平[35]、农业机械化水平[36]、耕地面积[37]、乡村基础

设施[38]、地区差异[39]等指标，东中西部地区按照东中

西 3 大经济地带划分，其他指标具体含义如表 1

所示。

为考察乡村非农产业对居民收入作用的空间

格局及时间演变特征，本文以乡村居民收入作为因

变量，乡村非农产业产值作为自变量，构建乡村非

农产业对居民收入作用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ln incomeit = β0 + β1 ln nonfarmit +∑βi Xi + uit (4)

式中：β0代表各省份的特定截面效应；β1，β2，…，βi分

别表示不同变量的系数；Xi为一系列控制变量；uit为

随机误差项。

当进行乡村非农产业对居民收入作用的空间

格局分析时，分别对东部、中部和西部进行回归分

析，则式(4)可以转化为：
ln incomeit = β0 + β1 ln nonfarmit + β2 ln urbit +

β3 ln eduit + β4 ln powerit +

β5 ln landit + β6 lninfrait + uit

(5)

当进行乡村非农产业对居民收入作用的时间

演变分析时，分别对各年份数据进行截面回归分

析，则式(4)可以转化为：
ln incomeit = β0 + β1 ln nonfarmit + β2 ln urbit +

β3 ln eduit + β4 ln powerit + β5 ln landit +

β6 lninfrait + β7eastit + β8midit + uit

(6)

2 结果分析

2.1 乡村非农产业时空格局演化特征

2.1.1 时序演化特征

2010—2013年间，中国乡村非农产业得到迅速

发展和提升，但空间差异同时呈现扩大态势(图1)。

在这期间，中国各省乡村非农产业产值均值由

3705.96亿元增加至 20552.12亿元，增加了 4.5倍之

多。其中 2000—2007年乡村非农产业总体基本保

持稳定增长水平，其年均增长速度是11.9%，但2007

年产值为 8149.18 亿元，低于 2006 年；2008—2013

年，乡村非农产业呈快速增长态势，年均增长速度

16.1%，高于 2000—2007年非农产业增长速度。分

析其原因，自 20世纪 90年代中国乡镇企业开始改

制，到 2005年左右在全国范围内改制基本完成，乡

镇企业的生产能力得到大幅度提升。同时，2005—

2009年国家相继出台《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

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关于支持中

小企业技术创新的若干政策》《关于进一步促进中

小企业的若干意见》等政策文件，重点扶持中小企业

的发展，促进了以中小企业为主体的乡村非农产业

发展；分析2007年非农产业产值下降的主要原因为

国际金融危机给中国东南沿海外向度较高和劳动密

集型中小企业带来较大冲击。此外，2000—2013年

表1 变量基本情况

Tab.1 Basic information of the variables

变量

非农产业水平

乡村居民收入

城市化进程

乡村居民受教

育水平

农业机械化

水平

耕地面积

乡村基础设施

东部

中部

缩写

nonfarm

income

urb

edu

power

land

infra

east

mid

变量含义

乡镇企业第二、三产业产值

乡村居民纯收入

城镇人口占比

乡村居民家庭劳动力初中

及以上文化程度占比

农用机械总动力

耕地面积

乡村用电量

东部地区为1

中部地区为1

单位

亿元

元/人

%

%

万kW

万hm2

亿kWh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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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乡村非农产业变异系数总体呈现上升态势。其

中 2000—2010年，乡村非农产业变异系数快速增

加，由1.04增加到1.48，但2008年变异系数为1.40，

较2007年数值略微下降，究其原因：2007年国际金

融危机中国及时实施“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惠

民生”计划，略微减少了内陆同沿海之间的差距；

2010—2013 年，乡村非农产业变异系数持稳定态

势，说明中国非农产业空间差异较大，且这种态势

保持稳定。

中国乡村非农产业的全局空间自相关系数

Molan's I 值变化分为 2 个主要阶段(图 2)。其中，

2000—2007 年乡村非农产业全局 Molan's I 值总体

保持波动上升态势，2007年达到最高值(0.1477)，虽

然空间集聚程度达到历史最高，但其值说明集聚度

较低，这与中国乡村面积广分布散的实际情况相关

联。2008—2013年全局Molan's I值总体波动下降，

呈均衡发展态势。全局Molan's I接近 0，说明全国

范围内乡村非农产业集聚状态不明显。

2.1.2 空间格局演化特征

为厘清乡村非农产业空间格局演化特征，本文

对 2000、2007 和 2013 年乡村非农产业空间格局进

行分析，试图在同一标准划分下分析乡村非农产业

空间格局演化过程，借鉴焦敬娟等[40]对全国各省创

新能力划分方法，分别以6%、4%和2%将31个省份

乡村非农产业发展水平划分为4个等级(图3)，同时

结合乡村非农产业发展空间格局及局部空间自相

关分析，得到乡村非农产业空间格局演化特征：

(1) 中国乡村非农产业发展水平总体呈现东高

—西低的空间格局，区域差异明显。乡村非农产业

发展水平较高的省份主要集中于东部发达地区。

其中，2000年乡村非农产业发展水平处于第一等级

的省份包括河北、辽宁、江苏、浙江、山东、湖南和广

东，其乡村非农产业产值总量的全国占比达到

59.3%；2007年河北和辽宁退出第一等级，处于第二

等级，湖南退出第一等级，处于第三等级，江苏、浙

江、山东和广东仍然处于第一等级，第一等级乡村

非农产业产值总量全国占比达到 54.02%；2013 年

河北和辽宁再次进入第一等级，广东退出第一等

级，处于第二等级，第一等级乡村非农产业产值占

全国总量的 61.18%。2000年处于第二等级的省份

包括福建、河南，2007年河北、辽宁、上海进入第二

等级，福建和河南退出第二等级，2013年仅广东位

于第二等级。乡村非农产业产值处于第三、第四等

级省份包括众多中西部地区。

(2) 2000—2013 年，中国乡村非农产业呈现出

东部集聚、中西部均衡的态势。从图4可以看出，东

部地区乡村非农产业发展明显快于中西部地区，主

要集中在辽宁、河北、山东、浙江、江苏和广东，尤其

以山东、浙江和江苏非农产业产值增长幅度巨大，

2000—2013年 3省乡村非农产业产值平均增长 8.2

倍。广大中西部地区普遍涨幅不大。乡村非农产业

仅在山东、江苏和浙江3个省份表现出高值集聚，其

余省份均为不显著状态。结合以上分析可知，乡村

非农产业在整体上呈均衡发展，在局部空间上表现

出东部地区小范围高值集聚。

2.1.3 细分产业构成演化特征

乡村非农产业的细分产业构成中(图5)，工业占

乡村非农产业产值绝对比重，其次是批发零售业和

建筑业，交通运输仓储业和住宿餐饮业次之。具体

分析，工业对乡村非农产业的贡献率从 2000 年的

71%增加到 2007年的 82.5%，2007—2013年略微减

少至 79.3%。建筑业对乡村非农产业的贡献率从

2000年的 7.8%下降至 2013年的 5.3%，批发零售业

对乡村非农产业的贡献率从2000年的8.9%下降至

2013年的 6.5%。这表明乡村工业对于乡村非农产

图1 中国各省乡村非农产业平均发展水平及变异系数

Fig.1 Statist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ural non-farm

sector (RNFS) in China

图2 乡村非农产业全局空间自相关系数

Fig.2 Moran's I of the rural non-farm sector (RNF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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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发展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其余产业类型中建筑

业和批发零售业对乡村非农产业作用次之，但其重

要性在逐渐下降。从省区分析，2013年工业对各省

乡村非农产业贡献率均为60%以上，其次为建筑业

(各省平均占比 7%)和批发零售业(各省平均占比

6%)，其他产业类型占比较低。另外，按各省区乡村

非农产业产值从高到低排列可以发现(图6)，东部地

区经济越发达、乡村非农产业发展越好的省份，对

工业依赖程度越高，中西部地区经济越落后、非农

产业发展越差的省份，对工业依赖程度较经济发达

地区低，其他产业类型占比有所增加。

针对工业、建筑业和批发零售业三类主要乡村

非农产业类型进行空间分布分析，工业、建筑业和

批发零售业在空间分布上均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

性(图 7)。在乡村工业占比空间分布上，2013年河

北、山东、江苏和浙江工业产值占比最高，位于第二

等级的省份包括广东和辽宁，全部属于东部地区，

第一等级和第二等级省份工业产值全国占比

66.7%。在乡村建筑业占比空间分布上，辽宁、山东、

江苏和浙江占比最高，位列第一等级，重庆、湖南和

四川位于第二等级，第一等级和第二等级省份建筑

业产值全国占比70.2%。在乡村批发零售业占比空

间分布上，辽宁、河北、山东、江苏和浙江位列第一

等级，广东位于第二等级，其余省份位于第三、第四

等级，第一等级和第二等级省份批发零售业产值全

国占比 59.5%。通过对工业、建筑业和批发零售业

3类主要乡村非农产业的空间分布分析可以发现，

东部地区非农产业的发展一直处于全国领先地位，

尤其以山东和江苏 2省排名最高。值得注意的是，

北京、上海和天津这些经济发达的直辖市，由于乡村

非农产业体量较小，均没有进入第一和第二等级。

2.2 乡村非农产业对居民收入的影响

2.2.1 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

首先对因变量、自变量以及控制变量进行描述

性统计分析，主要包括变量的均值、最大值、最小值

以及标准误差等指标。具体数据如表2所示。

2.2.2 乡村非农产业对居民收入影响空间格局

根据上文对乡村非农产业时空格局演化特征

的分析，基于两方面因素：① 乡村非农产业在全国

空间分布上表现为整体发展较为均衡的态势，仅在

东部地区有局部高值集聚；② 不包含城市的情况

下，仅对乡村地区之间进行空间联系的测算不准

确，故不采用地理加权回归或空间面板模型，而采

用固定效应模型分别对东部、中部和西部省份分别

进行面板回归分析，试图分析不同区域乡村非农产

业对居民收入作用的差异。

从模拟结果来看，回归方程拟合较好，东部、中

部、西部以及全国整体的调整 R2 分别为 0.9353、

0.9584、0.9123和0.9347，P值全部小于0.01，说明模

型设定较为合理。由表 3可知，在东部、中部、西部

注：本图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下载的审图

号为GS(2016)1570号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无修改。下同。

图3 乡村非农产业空间格局及演化特征

(2000、2007和2013年)

Fig.3 Spatial patterns of the rural non-farm sector

(RNFS) in China, 2000, 2007 and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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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以及全国整体中，乡村非农产业产值对乡村居

民收入的弹性系数均为正，且均在 1%的显著水平

显著，说明乡村非农产业明显促进乡村居民收入。

具体表现为，乡村非农产业产值每增加1个百分点，

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和全国整体的乡村居民收入

分别相应增加 0.49、0.23、0.20 和 0.37 个百分点，说

明乡村非农产业对居民收入作用具有明显的空间

差异，表现为东部高于中部、中部高于西部的整体

态势。这与乡村非农产业发展的空间格局相吻合，

乡村非农产业发展水平越高，提升乡村居民收入促

进作用越强，尤其在东部发达地区，乡村非农产业

发展水平高，城乡差距不断缩小，促进了乡村居民

收入多样化，非农产业成为乡村居民收入提升的主

要因素。

图4 2000—2013年乡村非农产业增长分布及2013年局部空间LISA集聚图

Fig.4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rural non-farm sector (RNFS) growth during 2000-2013

and local indicators of spatial association (LISA) agglomeration in 2013

图5 2000—2013年乡村非农产业构成

Fig.5 Proportion of each subsector of the rural non-farm

sector (RNFS), 2000-2013

图6 各省份乡村非农产业构成(2013年)

Fig.6 Proportion of each subsector of the rural non-farm sector (RNFS) by province,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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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其他影响因素来看，农业机械化水平、乡村

基础设施对乡村居民收入具有明显的正向作用，耕

地面积、城镇人口占比和居民受教育水平对乡村居

民收入没有促进作用。农业机械化水平在东部地

区、西部地区以及全国整体范围内，对乡村居民收

入具有促进作用，且在1%的显著水平显著，说明随

着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升，乡村居民收入逐渐增

加。分析其具体影响机理，首先农业机械化代表农

业技术的改善，可以有效提升农业效率，降低农业

成本，促进农业收入增加。更为重要的是，农业机

械化释放了大量被束缚在土地上的农业劳动力，促

进了劳动力的转移，使得大量劳动力进入非农产业

中，带来非农收入的增加。乡村基础设施在东部地

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以及全国整体范围内，对乡

村居民收入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在 1%的显著水平

显著，说明随着乡村乡村基础设施的提升，乡村居

民收入逐渐增加。乡村用电量是乡村基础设施发

展情况的一个表征，其对乡村居民收入影响机理表

现为：从宏观角度来看，基础设施作为项目投资本

身会直接促进经济增长，通过经济提升进而促进个

图7 全国各省工业、建筑业、批发零售业空间分布格局

(2013年)

Fig.7 Spatial patterns of industry, construction business, and

wholesale and retail trade in China, 2013

表2 主要变量描述统计

Tab.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the main variables

变量

非农产业水平

/亿元

乡村居民收入

/(元/人)

城市化进程/%

乡村居民受

教育水平/%

农业机械化

水平/万kW

耕地面积

/万hm2

农村基础设施

/亿kWh

东部

中部

均值

9795.3

4930.2

43.2

64.1

2475.3

400.64

166.9

0.4

0.3

最大值

120810.1

21191.6

89.6

94.7

12739.8

1183.84

1801.9

1

1

最小值

3.6

1330.8

11.0

0.6

95.3

22.99

0.3

0

0

标准误差

16626.6

3298.5

17.7

15.8

2538.7

274.11

272.8

0.5

0.4

注：样本量为434。

表3 不同区域乡村非农产业对居民收入作用的弹性系数

Tab.3 Elasticity coefficient of the impact of the rural non-

farm sector (RNFS) on residents’income in different regions

变量

常数

非农产业水平

城市化进程

乡村居民受教育

水平

农业机械化水平

耕地面积

农村基础设施

R2

调整 R2

P值

东部

2.42

0.49***

-0.03

0.57

0.47***

-0.66***

0.18***

0.9421

0.9353

<0.01

中部

3.05*

0.23***

-0.15**

-0.78*

-0.02

0.09

1.55***

0.9532

0.9584

<0.01

西部

3.67***

0.20***

0.08

-0.07

0.75***

-0.48***

0.46***

0.9216

0.9123

<0.01

全国整体

3.85***

0.37***

0.04

-0.02

0.57***

-0.55***

0.38***

0.9401

0.9347

<0.01

注：***、**、*分别代表在1%、5%、10%的显著水平下通过显著

性检验。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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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收入增加。其次，从微观角度来看，乡村居民的

基础设施可获得性可以促进个人收入，例如，乡村

居民通过电力消费，提高了畜牧、种植等生产活动

的效率，进而提升个人收入。基础设施的改善对农

民收入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这个结果与以往研究结

果吻合[38,41]。相较于其他因素，乡村非农产业、农业

机械化水平与乡村基础设施3项为促进乡村居民收

入提升的重要因素。

2.2.3 乡村非农产业对居民收入作用时间变化

为分析乡村非农产业对居民收入作用随时间

的变化情况，利用式(4)对 2000—2013 年进行截面

回归分析。从模拟结果来看，根据各年份截面回归

判定系数R2以及P值，可知方程拟合效果较好，模

型设定较为合理。根据表 4结果可知，乡村非农产

业对居民收入具有正向促进效应，整体具有逐渐下

降的趋势，从 2000 年的 0.11 下降至 2013 年的

0.01。说明随着时间发展，居民收入对乡村非农产

业的依赖程度逐年递减。

从其他因素来看，城市化水平对乡村居民收入

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表现为逐年上升的态势，弹性

系数从 2000 年的 0.27 上升至 2013 年的 0.83，且效

果显著。从变量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来看，东部、

中部和西部地区乡村居民收入差距有逐年缩小趋

势，且在大部分年份中为显著。乡村居民受教育水

平、耕地面积、乡村基础设施和农业机械化水平在

时间变化中对乡村居民收入没有起到明显促进

作用。

通过上述分析，说明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

快，城乡二元结构逐渐破除，城乡要素流动加快，越

来越多的乡村居民选择进入城市就业，而乡村非农

产业则主要作用于解决本地就业[42]。因此，在乡村

非农产业解决本地就业逐渐趋于稳定之后，乡村居

民收入表现出更加依赖城市化水平的提升。

3 讨论与结论

发展乡村非农产业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组

成部分，是乡村产业兴旺的前提条件，也是促进乡

村居民收入增长的重要手段。为此，本文对2000—

2013年中国乡村非农产业发展进行评价，并探究其

对乡村居民收入的溢出效应。通过研究发现：

(1) 全国乡村非农产业总体增长体量巨大，在

空间上呈现出明显的东、中、西地带性。第一等级

的省份位于中国经济发达的山东、江苏和浙江等省

份，到 2013年这种集聚效应被进一步强化，呈现出

高—高集聚态势；第二等级的省份包括河北、辽宁、

广东等省份，这些省份拥有较强的经济发展水平。

其他省份乡村非农产业的增长和总量体积较小，在

中西部地区有逐渐均衡的态势。

(2) 乡村非农产业构成类型中，工业占总产值

绝对比重，2000—2013年持续保持在 70%以上；其

次为批发零售业，对乡村非农产业贡献率从2000年

表4 2000—2013年各变量对乡村居民收入的弹性系数

Tab.4 Elasticity coefficient of the effect of variables on residents’income, 2000-2013

年份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常数

7.50***

7.81***

7.69***

7.75***

7.80***

6.21***

6.05***

5.96***

5.97***

6.13***

6.17***

5.79***

5.52***

6.54***

非农产业

水平

0.11***

0.09*

0.10

0.11**

0.15**

0.08*

0.07

0.09*

0.08*

0.05**

0.05

0.01*

-0.02

0.01*

城市化

进程

0.27***

0.20**

0.22***

0.25***

0.19**

0.69***

0.77***

0.79***

0.82***

0.86***

0.92***

1.09***

1.21***

0.83***

乡村居民受

教育水平

-0.12

-0.05

-0.04

-0.11

-0.06

-0.17**

-0.21***

-0.21**

-0.22***

-0.23***

-0.29***

-0.33***

-0.35***

-0.12

农业机械化

水平

0

-0.01

-0.01

-0.01

-0.01

0.02

0.05

0.04

0.03

0.03

0.04

0.08

0.13

0.07

耕地

面积

-0.18**

-0.19***

-0.19***

-0.19***

-0.18***

-0.14**

-0.14**

-0.12*

-0.10

-0.11*

-0.10

-0.11

-0.14*

-0.13

农村基

础设施

0.06

0.08

0.09

0.07

0.02

0.04

0.04

0.01

0.01

0.04

0.03

0.05

0.07

0.06

东部

0.27**

0.26**

0.24**

0.24**

0.22*

0.15

0.16

0.17

0.17*

0.16

0.18*

0.18*

0.16

0.10

中部

0.13

0.15**

0.14**

0.13*

0.15*

0.11

0.13*

0.13*

0.14**

0.14*

0.17**

0.16**

0.15*

0.11

R2

0.91

0.93

0.93

0.93

0.91

0.93

0.93

0.93

0.93

0.92

0.91

0.91

0.90

0.88

调整R2

0.88

0.90

0.91

0.90

0.87

0.91

0.90

0.90

0.90

0.89

0.88

0.88

0.87

0.83

P值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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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8.9%下降到2013年的6.5%；建筑业次之，对乡村

非农产业贡献率从2000年的7.8%下降到2013年的

5.3%。东部地区对工业依赖程度较中、西部高，中、

西部地区其他产业类型占比较东部地区高。在乡

村非农产业类型的空间分布上，表现出明显的东、

中、西差异性，东部经济发达地区位于第一、二等

级，除湖南和四川的建筑业位于第二等级外，中、西

部地区的工业和批发零售业均处于第三、四等级。

(3) 乡村非农产业对居民收入具有明显的促进

作用。在空间分布上，乡村非农产业对居民收入的

影响作用与乡村非农产业本身的空间分布具有一

致性，同样表现出明显的东、中、西地区差异。乡村

非农产业发展水平越高，对提升对居民收入的促进

作用越强，尤其以东部发达省份最为明显，非农产

业成为促进乡村居民收入的主要途径。在时间维

度上，乡村非农产业对居民收入的正向促进作用表

现为逐渐降低的趋势，而城市化水平对乡村居民收

入的正向效应则逐渐增强，说明随着城市化进程的

不断提升，乡村居民就业选择更加自由并且多元

化，不仅仅依赖于乡村非农产业。

根据乡村非农产业及其对居民收入的具体分

析，针对未来“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提出以下政策建

议：① 重点推动中、西部地区发展。改革开放以来，

东部沿海地区受惠于国家各项优惠政策，率先得到

发展，城乡间差距不断缩小。乡村非农产业发展较

中西部地区水平高，对居民收入促进作用更强。部

分沿海发达地区开展城乡一体化工作，从政策层面

保障城乡统筹发展，一些地区甚至实现了户籍制度

改革，取消乡村户籍，并对城乡户籍进行统一管

理。对比而言，中、西部地区乡村非农产业发展水

平较低，对居民收入促进作用也较弱，政府应积极

出台更多针对中、西部地区发展的利好政策，促进

中西部地区乡村经济发展、产业转型，提升中、西部

地区乡村居民收入，以尽快实现全面小康的目标。

② 促进多种乡村非农产业类型发展，提升乡村非农

产业附加值。目前，工业在乡村非农产业中占比极

高，批发零售业和建筑业次之，但均属于劳动密集

型和附加值较低的产业类型，应不断促进休闲旅

游、互联网等高附加值产业进行一、二、三产业融

合，提高产业价值链。未来中国政府应通过政策创

新，不断激活乡村经济，减轻乡村非农产业发展负

担，为乡村非农产业发展打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充

分促进乡村非农产业的转型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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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otemporal pattern of rural non-farm s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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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non-farm sector (RNFS)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a's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and the prerequisite for the prosperity of rural economy. Based on the data of Chinese township and

village enterprises, this study examined the development of RNFS and its spatial pattern during 2000-2013 in

China. On the basis of spatial and temporal analyses on RNFS, the spillover effects of RNFS on rural residents'

income was studied by regression analysis from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perspectiv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RNFS changed greatly. Temporally, the RNFS increased rapidly in China, but

differences within the sector were enlarged. Spatially, there was an obviously east-central and west gap, and the

agglomerations were mainly found in Shandong, Jiangsu, and Zhejiang Provinces. With regard to the structure of

RNFS, industry took the dominant position, followed by wholesale and retail trade and construction. The eastern

region relied more on industry tha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2) The rural non-farm sector had positive

spillover effects on rural residents' income, which showed heterogeneity in space. The impact of RNFS on rural

residents' income in the eastern region was stronger than that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Over time, the

impact of RNFS on residents' income is gradually weakening. Accordingly, some recommendations are put forward,

including suppor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improving the reform of the rural system,

and developing various types of industries.

Keywords: rural non-farm sector; spatiotemporal pattern; residents' income; rural revitalizatio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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