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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快速且稳定，但是巨大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中国经济急迫需要解决的

问题。互联网作为新时代的产物，打破了传统信息传递的壁垒，使得城乡居民能够更加快速获得市场信

息和资源。但对于互联网的发展是否缩小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尚需得到验证。基于2014~2021年31个省

市和自治区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互联网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互联网的发展

能有效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从地区异域性研究看中部地区内互联网发展对城乡居民收入起到的缩小

作用最大，其次是西部地区，东部地区内互联网发展对城乡居民收入起到的缩小作用最小。因此，加速

普及互联网，对于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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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China’s economic growth has been rapid and stable, but the huge 
incom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is an urgent problem that China’s economy needs 
to solve. As a product of the new era, the Internet has broken the traditional barriers of informa-
tion transmission, enabling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to obtain market information and resources 
more quickly. However, whether the popularization of the Internet has narrowed the incom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still needs to be verified.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31 prov-
inces and autonomous regions from 2014 to 2021, this paper uses the panel regression model to 
empirically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ternet and the incom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can effectively narrow the in-
com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From the study of regional heterogeneity, the Inter-
net development in the central region has the largest shrinking effect on the income of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followed by the western region, and the Internet development in the eastern re-
gion has the smallest shrinking effect on the income of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Therefore, ac-
celerating the popularization of the Interne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narrowing the incom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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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高速发展，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比较明显，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宏观

上不利于城乡之间的融合发展，微观上会导致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差距过大。城乡收入差距大会导致农村

人口流失，青壮年背井离乡前往城镇生活，企业和资本等生产要素也会偏向于城镇，生产要素的偏向会

导致城乡二元结构的失衡[1]，进而导致城乡优势资源和潜在市场的浪费。因此，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对城乡融合发展、实现共同富裕具有很好的推动作用。2022 年的互联网上网人数为 10.67 亿，互联网的

普及率 75.6%，而 2000 年的互联网上网人数为 2250 万，电脑、智能手机等数字技术极大地改善了人们

的生活。因此，互联网的普及及其应用为学者探究缩短城乡收入差距提供的新思路。2018 年中国家庭追

踪调查(CFPS)数据进行基准回归与分位数回归考察移动互联网使用分别对城镇与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大

小，从而证明互联网能增加农村居民收入[2]。可见，互联网普及尽管由于城乡居民之间的个体差异，以

至于他们对信息接受程度、学习程度等有着很大的不同，但互联网技术的普惠性、共享性仍为缩小城乡

收入差距提供了可能[3]。由此可见，互联网的发展为解决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提出了新的可能性，有助于

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拉近城乡之间的距离，进一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因此，本文基于

我国的实际情况，将试图从互联网的发展的角度探讨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 

2. 文献综述 

互联网对城乡居民收入的影响是一个很受关注的话题及研究领域。许多学者和专家对这个问题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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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深入研究和探讨，并发表大量的文献表明他们的看法。一方面认为互联网的发展会加大城乡居民收入

差距。文小洪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基础上，采用倾向得分匹配(PSM)模型实证出城镇居民使用

互联网的工资回报要高于农村居民，从而扩大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4]。刘欢从劳动力转移视角研究发现

工业互联网化会降低农村居民收入和工作稳定性，从而扩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5]。 
另一方面认为互联网的普及能有效地缩短城乡居民收入差距。Saverul and Klii 选取了欧盟成员国

公布的互联网数据，并与收入之间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率越高，促进了消费者的消费能

力，降低了生产者的成本，从而促使城乡居民收入的提高[6]。DiMaggio and Bonikowski (2008)在研究中

发现互联网的普及能够提高个体收入[7]。程名望和张家平采用系统 GMM 估计方法研究发现互联网普及

对城乡收入差距具有“倒 U 型”影响趋势，在微观层面上互联网的使用使农村居民收入大于城镇居民

收入，从而缩短了城乡居民收入[8]。孙孟哲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下，利用面板数据模型得

出互联网对居民收入的影响越过了“倒 U 型”的拐点，使得互联网的普及对于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越

发显著[9]。 
综合相关研究所知，一是国内外相关文献对于互联网的发展是否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没有明确的

定义，互联网的发展是缩小还是扩大城乡居民收入存在一定的争议。二是对于此类研究以单一的互联网

普及率作为核心指标，以多种因素作为指标变量直接研究互联网的发展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文献较

少。三是对于此类研究时间跨度问题，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本文选取 2014~2021 的 31 个省市和自治区面

板数据，剔除了台湾、香港、澳门，选取的时间跨度长，基本覆盖全国具有一定的可比性。由于各地区

互联网发展不平衡，进一步选取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分析互联网发展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因此本

文提出假设： 
假设 1：互联网普及率与城乡居民收入成正相关。 
假设 2：不同地区互联网的发展对城乡居民收入影响具有差异性。 

3. 模型构建 

3.1. 变量选取及来源 

考虑到国家统计局于2013年后才分别统计大陆地区的城镇与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本文采用2014~2021
年 31 个省市和自治区面板数据，研究对象为剔除台湾、香港、澳门外的 31 个省市和自治区。选取数据

均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CSMAR 数据库、CNRDS 数据库。对于变量中存在的极少数缺失值，本文

采用线性插值的方法予以补齐。此外，为了避免变量中可能存在的异常值对估计结果造成偏误，本文对

所有的变量进行了上下 1%的缩尾处理。 
1) 被解释变量。当前主流文献中衡量收入差距的方法包括基尼系数法、比值法、泰尔指数法[10] [11] 

[12]。考虑到泰尔指数满足可分解性且更能度量观测数据的重要程度[13]，因此本文计算各省份各年度的

泰尔指数作为城乡收入差距的代理变量。同时，在稳健性检验中，本文采用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比重作

为收入差距的稳健性检验代理变量。泰尔指数的具体计算方法为： 
2

1
lnijt ijt ijt

it
j it it it

I I P
Gap

I I P=

   
=    

   
∑                                (1) 

其中， 1,2j = 分别代表城镇地区与农村地区。 ijtI 和 jtI 分别代表省份 i 地区 j 在第 t 年的总收入以及省份

i 在第 t 年的总收入； ijtP 和 itP 则分别表示省份 i 地区 j 在第 t 年的总人口以及省份 i 在第 t 年的总人口。

泰尔指数取值越大，则说明该省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越大；反正，则说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越小。 
2) 核心解释变量。考虑到数据可获得性，本文借鉴赵和楠和李智慧[14]的做法，采用互联网宽带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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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端口数与省份年末常住人口的比值(Internet)作为该省当年的互联网发展程度的代理变量。 
3) 控制变量。借鉴相关理论及已有研究，城乡收入差距还会受到省份经济发展水平、贸易开放程度、

政府调节、金融发展水平和基础建设水平的影响。因此，本文分别采用省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per)、
进出口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Trade)、政府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Gov)、年末金

融机构贷款余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Fin)、以及省份人均道路拥有面积来衡量上述因素(Roadper)，具

体变量解释见表 1 所示。 
 
Table 1. Explanation of the variables 
表 1. 变量的解释说明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代码 计算方法 

被解释变量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GAP 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比重 

核心解释变量 互联网的发展程度 Internet 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数与省份年末常住人口的比值 

控制变量 

省份经济发展水平 GDPper 省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贸易开放程度 Trade 进出口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政府调节 Gov 政府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金融发展水平 Fin 年末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基础建设水平 Roadper 省份人均道路拥有面积 

3.2. 模型构建 

基于上文分析，本文分别从当期影响和滞后影响两个维度出发探讨互联网发展对于城乡居民收入差

距的影响。此外，为了得到纯粹的互联网发展所带来的影响，我们进一步控制了可能对城乡居民收入差

距造成影响的其他因素。对于当期影响而言，本文构建如下的基准方程(1)进行检验，对于滞后期影响，

本文构建模型(2)进行检验。 

0 1 2 3 4 5 6it it it it it it it i itGap Internet GDPper Trade Gov Fin Roadperα α α α α α α µ ε= + + + + + + + +       (2) 

0 1 , 1 2 3 4 5 6it i t it it it it it i itGap Internet GDPper Trade Gov Fin Roadperβ β β β β β β µ ε−= + + + + + + + +      (3) 

其中，下标 i、t 分别代表省份和年份。GAP 和 Internet 分别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以及各省份互联网发展

程度的代理变量，GDPper (省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Trade (进出口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Gov (政
府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Fin (年末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Roadper (省份人均道路拥有面积)为一系列控制变量， iµ 为个体固定效应(不同地区之间存在不同的个体

效应，固采用个体固定效应)， ε 为模型残差项。 

4. 实证分析 

4.1. 描述性统计 

表 2 汇报了被解释变量、核心解释变量以及一系列控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就城乡收入差距来

看，我国各省份各年度间的平均泰尔系数为 0.0767，其中最大值为 0.1691，最小值为 0.0154，这表明各

省份各年份之间的城乡收入差距程度存在较大不同，说明部分省份存在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存在空间

分异特征。就互联网发展水平而言，其均值为 0.5621 个/人，对应最大值为 0.9850 个/人，同样也体现出

我国互联网发展水平的不平衡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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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Results of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variables 
表 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中位数 最大值 
Gap 248 0.0767 0.0350 0.0154 0.0739 0.1691 

Internet 248 0.5621 0.1937 0.1579 0.5647 0.9850 
GDPper 248 6.3182 2.9286 2.6437 5.4195 16.4889 
Trade 248 0.2294 0.2293 0.0102 0.1360 1.0488 
Gov 248 0.2861 0.2042 0.1198 0.2349 1.3337 
Fin 248 1.9702 0.7989 1.1190 1.7375 5.2096 

Roadper 248 16.9981 4.8850 4.3700 16.6121 26.2340 

4.2. 基准回归 

进一步地，本文采用固定效应估计方法对模型(1)和模型(2)分别进行了估计，具体结果汇报在表 3 中。

其中，列①、③只考虑了个体固定效应下互联网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列②、④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引

入了控制变量可能带来的影响。无论在何种控制情况下，从估计结果中都可以看出，城乡收入差距对互

联网发展程度回归的估计系数都为负数且均在 1%的水平下显著，说明互联网的发展有效地降低了省份的

泰尔系数，即缩小了城乡居民收入间的差异。此外，从估计系数来看，互联网发展对当期的城乡居民收

入差距的缩小力度为 0.0343，而对后一年收入差距的缩小作用为 0.0216，这进一步表明了互联网发展对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具有时滞递减效应。此外，控制变量层面上，我们发现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地

区贸易开放程度都、政府调节、以及省份金融化水平都有利于缩短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而地区的金融化

水平却会加大城乡收入的不平衡，这与孙君和张前程[15]的研究结果一致。 
 
Table 3. Results of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variables 
表 3. 基准回归结果 

 当期影响 滞后影响 
 ① ② ③ ④ 

Internet −0.0514*** −0.0343***   
 (−13.84) (−6.24)   

L.Internet   −0.0437*** −0.0216*** 
   (−10.27) (−3.35) 

GDPper  −0.0029***  −0.0035*** 
  (−3.76)  (−3.78) 

Trade  −0.0537***  −0.0639*** 
  (−3.74)  (−3.44) 

Gov  −0.1265***  −0.1316*** 
  (−5.78)  (−5.65) 

Fin  0.0117***  0.0128*** 
  (3.38)  (3.27) 

Roadper  −0.0013***  −0.0012*** 
  (−4.58)  (−3.85) 

常数项 0.1056*** 0.1622*** 0.0980*** 0.1566*** 
 (48.84) (17.91) (41.63) (14.63) 

个体固定 是 是 是 是 
N 248 248 217 217 
R2 0.4700 0.6014 0.3633 0.5194 

注：括号内汇报了估计系数对应的 t 统计量；***、**、*分别表示估计系数在 1%、5%、10%的水平下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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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地区异质性回归 

考虑到我国面积辽阔，不同区域间的自然资源、社会结构、经济水平等方面差异也会使得互联网发

展对当地的收入差距影响存在异质性。由此，本文将研究对象依照东中西部进行划分，并分别检验互联

网发展在不同区域内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造成的影响，具体结果如表 4 所示。就回归估计结果来看，中

部地区内互联网发展对城乡居民收入起到的缩小作用最大，其次是西部地区，东部地区内互联网发展对

城乡居民收入起到的缩小作用最小。产生这一结果的原因在于东部地区互联网发展程度已经相对较高，

因此在效用递减的理论框架内，东部地区此时的互联网水平进一步提升带来的城乡收入差距缩小作用也

就相对不够明显；而西部地区尽管互联网发展水平相对最落后，但受制于地区互联网配套产业链不完备

的影响，其对于收入差距的影响也就随之降低；中部地区一方面互联网发展仍存在较大潜力，另一方面

具有较为完备的互联网产业链，由此城乡收入差距受互联网发展的影响作用最大。 
 
Table 4. Regional heterogeneity regression results 
表 4. 地区异质性回归结果 

 东部 中部 西部 

Internet −0.0182*** −0.0376* −0.0220** 

 (−4.54) (−2.00) (−2.11) 

GDPper −0.0010** 0.0002 −0.0122*** 

 (−2.19) (0.08) (−5.73) 

Trade −0.0011 −0.0910 −0.0624** 

 (−0.14) (−1.29) (−2.15) 

Gov −0.1137*** −0.0138 −0.1731*** 

 (−4.19) (−0.17) (−6.75) 

Fin 0.0033 0.0093 0.0029 

 (1.40) (0.85) (0.43) 

Roadper −0.0014*** −0.0032*** −0.0002 

 (−5.17) (−2.74) (−0.65) 

_cons 0.1086*** 0.1389*** 0.2518*** 

 (11.41) (7.94) (15.77) 

N 80 72 96 

R2 0.7682 0.5739 0.7912 

注：括号内汇报了估计系数对应的 t 统计量；***、**、*分别表示估计系数在 1%、5%、10%的水平下显著。 

4.4. 稳健性检验 

本文分别采用替换变量和更改研究区间的方式对本文主要回归进行稳健性检验，具体结果汇报在表

5 中。首先本文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值作为城乡收入差距的代理

变量，其取值越大则说明差距越大，反之则说明差距越小。由第一列中结果可以看出，互联网发展对于

城乡收入差距的估计系数仍然为负且在 1%的水平下显著，说明互联网发展能够缩小这一差距。其次，考

虑到疫情发生对居民生产生活带来的重大影响，本文剔除疫情发生时间段内的样本后重新对模型进行估

计，第二列中结果显示在剔除疫情带来的影响后，互联网的发展仍然能够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因此，本

文的结论是稳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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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5. Robustness test results 
表 5. 稳健性检验结果 

 替换被解释变量 剔除疫情影响 

Internet −0.1963*** −0.0533*** 

 (−4.88) (−12.45) 

GDPper −0.0193*** −0.0004 

 (−3.45) (−0.52) 

Trade −0.4084*** −0.0396*** 

 (−3.89) (−3.51) 

Gov 0.3506** 0.0116 

 (2.19) (0.44) 

Fin −0.0419 0.0022 

 (−1.64) (0.75) 

Roadper −0.0158*** −0.0014*** 

 (−7.42) (−5.87) 

常数项 3.1090*** 0.1330*** 

 (46.93) (14.50) 

N 248 186 

R2 0.6672 0.7886 

注：括号内汇报了估计系数对应的 t 统计量；***、**、*分别表示估计系数在 1%、5%、10%的水平下显著。 

5. 结语 

本文基于 2014~2021 年 31 个省市和自治区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互联网的发展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

影响，得到如下结论：一是随着互联网的高速发展，且普及率越来越高，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能有效的缩

小，且影响具有时滞递减效应。二是由于互联网的发展的不平衡，中部地区内互联网发展对城乡居民收

入起到的缩小作用最大，其次是西部地区，东部地区内互联网发展对城乡居民收入起到的缩小作用最小。

本文研究与多数学者研究结论相同，认为互联网能有效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且互联网的红利特征逐

步显示出来。但是囿于数据问题，少数数据是采用线性插值的方法予以补齐，存在一定的误差。且互联

网对城乡居民收入的影响是多变的，对影响收入的机制考虑可能不是很全面，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但

并不会对本文结论造成实质性影响。 
根据本文的研究结论，提出相关的建议。在我国高速发展的背景下，应充分考虑我国各地区的互联

网的发展和城乡居民收入的实际情况，加强高速宽带、5G 技术等信息类基建项目建设，增加高互联网宽

带接入端口，提高互联网覆盖率和普及程度，加快推进数字城市的发展，注重发挥互联网缩短城乡居民

收入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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