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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西部城乡一体化与东部的差距
!

———以重庆和上海为例

唐 国 芬

（重庆工商大学，重庆 ?>>>C"）

摘( 要：根据重庆与上海的比较，西部地区城乡一体化水平落后于东部地区的最主要原因是西部地区的

城市化进程远远慢于东部地区的城市化进程，城乡居民收入差异和恩格尔系数的差异也是西部地区城乡一

体化程度低于东部地区的原因。因此，大幅度提高城市化水平、调整产业结构、建立城乡统一的市场等，是今

后西部地区加快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几个主要切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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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存在着典型的二元经济

结构，而且各个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别，城乡

一体化也体现出不同的阶段差异性。本文主要依据

城乡一体化实现程度的五级划分，采用城市化率、二

元对比系数、城乡居民收入差异系数、城乡居民恩格

尔系数的差异度这四个指标，对重庆和上海的城乡

一体化进行比较。

一’ 分析方法

参考有关学者的研究成果及世界各国的实践，

根据城乡一体化进程的阶段性特征中各个指标所体

现出来的不同阶段的差异，可将城乡一体化的实现

程度作五个级别的划分，如表 ! 所示。

在这一区间等级划分中，城市化率、二元对比系

数、城乡居民收入差异系数和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

差异程度这四个指标分别只是城乡一体化的实现程

度的必要条件，并不是充分条件。例如，当某一地区

的城市化率已经达到了 E>X ，但其他指标并未达到

城乡一体化完成的目标要求时，我们不能仅仅因该

地区的城市化率很高而认为该地区已经完成了城乡

一体化。只有当四个指标同时满足时，我们才能有

理由认为该地区已经完成了城乡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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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表 "：城乡一体化实现程度的五级划分

级别 城市化率 # 二元对比系数 $ 城乡居民收入

差异系数 %
城乡居民恩格尔

系数差异程度 & 城乡一体化的实现程度

! ##’() $#(* + % , (* " & , -* .) 城乡一体化完成

" /()(# ,’() (* 0($ , (* + (* "(% , (* - -* .)(& , .) 城乡一体化基本完成

# .()(# ,/() (* 1.($ , (* 0 (* -(% , (* 2 .)(& , /* .) 二元结构向城乡一体化过渡后期

$ 2()(# ,.() (* 2($ , (* 1. (* 2(% , (* . /* .)(& , "() 二元结构向城乡一体化过渡前期

% # ,2() $ , (* 2 %#(* . &#"() 城市化发展速度缓慢，二元结构显著

! ! 注：# 3 城镇人口数 4 总人口数；$ 3 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 4 非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其中，比较劳动生产率 3 某部门的收入

比重 4 该部门劳动力数量比重；% 3 " 5（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 4 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 3 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

数 5 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

! ! 二* 重庆与上海城乡一体化的比较

（一）-((. 年重庆与上海城乡一体化发展现状

的静态比较

从表 -（本文数据均由《重庆统计年鉴》和《上海

统计年鉴》数据整理计算）我们可以得出基本的判

断：（"）以重庆为代表的中国西部地区目前城乡一体

化还处于低级的阶段。尽管城市化水平（城市化率）

并没有落入最低等级区间，但其余三项指标的结果

均在最低水平，显示出西部地区城乡二元经济结构

显著、城乡市场分割严重。（-）从城市化率、恩格尔

差异系数两个指标看，上海的城市化水平已经达到

了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但从二元对比系数和城乡

收入差异系数看，在东部地区上海这样发达的城市

同样存在着二元经济结构。

表 -：-((. 年重庆与上海城乡一体化发展现状比较

城市化水平二元对比系数
城乡居民收入

差异系数

城乡居民

恩格尔系数

的差异程度

重庆 1.* -) (* "’2 (* /2 "0* 1)
上海 ’+* (+) (* "2 (* .. (* +)
全国 1-* ++) (* "/’ (* 0+ ’* ’)

! ! （ 二）"++/ 6 -((. 年重庆和上海城乡一体化发

展的动态比较

"* "++/ 6 -((. 年重庆与上海城市化水平比较

图 " 给我们展示了两条走势大致一致的数据点

折线图，但重庆的城市化率曲线明显低于上海，两条

曲线之间的间隔差了 .( 个左右的百分点。由此可

见，西部地区的城市化进程滞后于东部地区的城市

化进程是导致西部地区城乡一体化水平落后于东部

地区城乡一体化水平的原因之一。

-* "++/ 6 -((. 年重庆与上海二元对比系数变化

情况及对比

图 - 表明，"++/ 年至 -((. 年重庆与上海的二元

对比系数总体上是两条接近的曲线，尽管在 "+++ 年

二者的二元对比系数重合，但其余年份上海的二元

对比系数均低于重庆。二元对比系数越小，表明农

业部门与非农业部门的比较劳动生产率的差异越

大，二元结构也越强。但我们不能就此认为目前上

海的二元经济结构程度比重庆严重。因为上海非农

产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速度远远大于农业部

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速度，导致在城市化水平提高

的同时，二元对比系数不升反降，农业部门与非农业

部门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差异出现恶化趋势；而重庆

第三产业的比重较低，高新技术产业并不是很发达，

以工业和制造业为代表的非农产业的劳动生产率的

提高速度比不上上海地区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代表的

非农产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造成重庆二元劳

动生产率的差异比上海的差异小。由此可见，无论

是东部还是西部，都存在着较强的农业部门与非农

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的差异，这并不是造成西部地

区城乡一体化水平落后于东部地区的原因。

图 "：重庆与上海城市化率比较

图 -：重庆与上海二元对比系数比较

2* "++/ 6-((. 年重庆与上海城乡居民收入差异

系数对比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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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显示，重庆的城乡居民收入差异系数曲线

位于上海的城乡居民收入差异系数曲线的上方，重

庆整体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要大于上海的城乡居民

收入差距，但上海的城乡居民收入差异系数在波动

中上升，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速度和幅度大于

重庆。从上海二元对比系数的下降和城乡居民收入

差异系数上升的对应关系看，可以认为农业部门与

非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差异是造成上海城乡居民

收入差距的原因之一。但从重庆城乡居民收入差异

系数的曲线看，重庆在 "##$ 年的城乡收入差异系数

就已经达到了 %& ’(，在当时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

就只是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 ，尽管重庆

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也受到了二元劳动生产率差异

的影响，但更多的是由于重庆的收入分配体制从上

个世纪 (% 年代中期开始就主要向城市居民倾斜。

正是由于长期以来西部地区都存在着较大的城乡居

民收入差距，使得西部农民的消费水平一直落后于

城市居民的消费水平，城乡市场长期分割。因此，长

期以来的较大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西部地区城乡

一体化水平落后于东部地区城乡一体化水平的原因

之一，但不是主要原因。

图 !：重庆与上海城乡居民收入差异系数比较

+& "##$ , )%%- 年重庆与上海城乡居民恩格尔系

数差异对比

从图 + 我们可以看出，重庆的城乡居民恩格尔

系数差异程度明显高于上海。上海的城乡居民恩格

尔系数差异有渐渐趋于零的趋势，表明上海的城乡

居民消费结构已经基本相近，城乡居民生活融合程

度较好；重庆的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差异则在波动

中略有上升，呈现出明显的二元性。城乡居民生活

水平差异较大，这既是城乡不协调的表现，也是城乡

不协调的原因。

图 +：重庆与上海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差异程度比较

三& 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西部地区的城乡一体化还处于低级阶段，城乡

一体化程度整体上仍然低于全国平均水平。造成西

部地区城乡一体化水平与东部地区存在较大差距的

主要原因是西部地区的城市化进程过于缓慢，远远

落后于东部地区的城市化速度。城乡居民收入差异

和恩格尔系数的差异也是西部地区城乡一体化程度

低于东部地区的原因。因此，仅有经济增长是不足

以使欠发达地区走出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状况的，必

须要有其他因素的共同作用，大幅度提高城市化水

平、调整产业结构、建立城乡统一的市场等，是今后

西部地区加快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几个主要切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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