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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推动城乡高质量融合既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领域，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本文在系统阐释城乡

高质量融合发展内涵和影响因素的基础上，从城乡经济融合、城乡公共资源融合、城乡生态融合和城乡

富裕融合这四个方面构建城乡高质量融合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盐城市2014~2020年各区县的面板数

据对盐城城乡高质量融合水平的影响因素及发展路径的实证研究发现，盐城城乡高质量融合水平从2014
年到2020年提高了44.91%，盐城各区县城乡高质量融合水平均呈现上升趋势且各区县间的差异在逐步

缩小；财政支持、金融发展、产业结构和人才引进对盐城城乡高质量融合水平的提升均具有显著的促进

作用。进一步研究显示，财政支持和金融发展主要通过提高城乡公共资源融合和富裕融合水平来助推盐

城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而产业结构和人才引进则通过推动城乡生态融合、城乡经济融合提高盐城城乡

高质量融合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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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omoting high-quality integration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area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but also the only way to achieve common prosperity. Based on the syste-
matic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notat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development of high-quality 
urban-rural integration, this paper constructs an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high-quality urban-rural 
integration level from four aspects, including urban-rural economic integration, urban-rural public 
resources integration, urban-rural ecological integration and urban-rural affluence integration. 
Using the panel data of Yancheng from 2014 to 2020, the empirical study on the influencing fac-
tors and development path of high-quality urban-rural integration in Yancheng found that the 
high-quality urban-rural integration level in Yancheng increased by 44.91% from 2014 to 2020. 
The level of high-quality urban-rural integration in all districts and counties of Yancheng shows an 
upward trend, and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districts and counties are gradually narrowing. More-
over, fiscal support, financial development,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talent introduction all have a 
signific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high-quality integr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in Yancheng. Fur-
ther research shows that fiscal support and financial development mainly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urban-rural integration in Yancheng by improving the integration level of urban-rural public re-
sources and wealth, while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talent introduction improve the high-quality 
urban-rural integration level of Yancheng by promoting urban and rural ecological integration 
and economic inte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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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握发展阶段新变化，把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共同富裕目标，“到 2035 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城

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共同富裕明确了城乡融合发展新目标的同时，也对城乡融

合发展提出了新要求。城乡融合又称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其内涵是在社会发展战略上把农村与城市视

为一个整体，使城乡协调发展、共同繁荣，城乡差别逐渐消失，最终融为一体的过程。城乡融合是城市发展

的一个新阶段，是生产力发展的同时，城乡居民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不断改变的过程，是城乡人口、技术、

资源、资本等要素相互融合，互为资源，互为市场，互相服务，统筹谋划、综合研究，改变长期形成的城乡

二元经济结构，逐步实现城乡在经济、社会、文化、生态上的融合发展。同时为了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城乡融合应是“人口–经济–社会–环境”的多维融合。由此可见，推动城乡高质量

融合发展既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领域，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盐城作为唯一加入长三角城市群的苏

北城市始终保持先进的经济发展思路，通过持续推进城市化进程和乡村振兴政策，盐城城乡发展水平均得到

显著提升，但与长三角城市特别是苏南城市相比，盐城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仍面临着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矛盾

较突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较大、城乡公共资源配置失衡等问题。因此，测度盐城城乡融合水平并探讨其发

展路径，对进一步推动盐城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质量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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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 2019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这一纲领文

件，国内学者从两方面对城乡融合展开研究：一方面从理论上分析城乡融合发展的逻辑与路径等，如陈

丹和张越(2019) [1]提出要通过构建新型社会治理体系、构建要素双向配置互动机制、打造特色小镇等具

体路径推进城乡融合；张克俊和杜婵(2019) [2]辨析了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与城乡融合发展的内涵与关

系，并提出应从推进城乡空间布局一体化、城乡产业融合、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等七个方面着力推进城

乡融合发展；唐琼(2021) [3]在分析我国城乡融合协同治理所面临挑战的基础上，提出了促进城乡资源优

化配置、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等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路径；刘合光(2022) [4]等从共同富裕角度分析城乡融

合发展的逻辑与路径，为观察和理解中国的共同富裕问题和城乡发展问题提供了一种思路；周德等(2021) 
[5]从内涵辨识、理论任职和体系重构三个方面对现有城乡融合相关文献展开综述研究，提出了加强微观

尺度细节挖掘和创新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等研究展望。另一方面，通过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指标体系

对我国城乡融合发展情况进行定量分析，如赵德起和陈娜(2019) [6]在分析城乡融合发展的演进过程和内

在机制的基础上从城乡融合的前提、动力和结果这 3 个维度构建了中国全国总体及 30 个省市的城乡融合

发展综合水平指标体系，得出了中国城乡融合发展综合水平的空间分布状况及区域间的差异；杨飞虎等

(2020) [7]运用熵权法和均值标准化法从城乡要素融合、治理融合、产业融合等五个维度构建城乡融合发

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刘荣增(2020) [8]从经济发展动力、交通信息网络、生态承载能力和居民生活

水平 4 个维度构建了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综合水平指标体系并对中国总体、分区域、分省份的城乡高质

量融合水平进行了测度分析，随后杨阿维(2021) [9]、解安和侯启缘(2022) [10]、李艳等(2022) [11]、张宇

雄和邵喜武(2022) [12]等均基于五大新发展理念提出各类分析城乡融合发展程度的测度方法。新发展理念

是高质量发展的根本支撑，由此可见，研究学者对城乡融合的理解正向城乡高质量融合转变。 
综合现有学术研究成果可以发现，城乡融合是共同富裕目标下经济发展研究的前沿热点问题，但研

究文献多集中于宏观的理论层面，微观的定量研究十分有限。此外，城乡融合发展研究内涵与高质量经

济发展理念结合得不够紧密，对影响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驱动因素的分析还相对匮乏。鉴于此，本文从

县域角度出发，选取盐城市 2014~2020 年各区县的面板数据，基于高质量发展内涵构建区县城乡高质量

融合水平评价指标体系，通过实证检验盐城城乡高质量融合水平的影响因素及其发展路径，从而为地方

经济发展提供数据参考和政策建议。 

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城乡融合的本质是通过城乡之间的开放与融合，形成“共建共享共荣”的城乡生命共同体(魏后凯，

2020) [13]，因此城市发展与农村发展应互为支持、相互依赖。地方政府作为城乡资源配置的主体，财政

支出是支撑政府推进城乡融合最为重要的资源。一方面，“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财政是公共资源、

基础设施建设等最主要的资金来源，共同富裕目标下的城乡融合发展不仅仅是城乡经济融合发展，更是

人口、环境、资源等多维融合，因此财政支持是推动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的第一源动力。另一方面，财

政支出政策具有较强的政策引导效应，加大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的财政支持，会加快城乡人口、技术等

其它资源要素的流动速度，从而进一步促进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但同时，也有研究学者(靳涛和李明昕，

2014；迟诚和马万里，2015) [14] [15]认为政府为了短期经济发展可能会将财政支出向回报率更高的城市

部门倾斜，从而导致农村经济发展进一步落后于城市，不利于城乡融合发展。基于以上两方面的分析，

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1： 
H1a：财政支持有利于提升城乡高质量融合水平； 
H1b：财政支持不利于提升城乡高质量融合水平。 
金融规模的扩大和服务能力的提升可以有效促进资源流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特别是近年来普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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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政策的实施，有效引导金融服务业务下沉，使得农村地区需求小但数量多的“长尾”客户更易集聚，

从而增加金融服务可得性；同时，数字金融技术的发展可以降低金融服务成本和服务门槛，有效缓解由

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农村信贷约束等问题(曹洁，2022) [16]。由此可见，金融发展可以提高农村资本积累，

从而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但城乡内部不同个体对金融资本获取能力始终存在差异，城市的虹吸效应可能

导致包括金融在内的各类资源更加集中(张彤进和任碧云，2017) [17]。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2a：金融发展有利于推动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 
H2b：金融发展不利于推动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 
产业结构优化是经济发展转型升级的重要举措，而生产力的持续提升是实现城乡融合、共同富裕的

基础。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家庭作为要素供给方对产业结构调整具有一定的敏感性，产业结构

调整会使得家庭要素在不同地区的不同部门之间流动，有助于城乡融合发展。同时，为了适应高质量发

展要求，产业结构优化会使得产业从能耗高、技术含量低的产业向能耗低、技术含量高的产业转换，从

而使得第三产业占比不断提升，这将有可能压缩以第一产业为主的农村经济发展空间(孔祥智和谢东东，

2022) [18]。故而，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3a：产业结构有利于提升城乡高质量融合水平； 
H3b：产业结构不利于提升城乡高质量融合水平。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而人才更是当今社会的第一资源。在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无论是创新发展、

绿色发展还是协调发展、共享发展，都离不开人才这一要素。人才引进不管对于城市还是农村都是高质

量发展的关键因素。打破城市与农村之间的人才壁垒、建立农村吸引高层次人才回流机制是实现城乡融

合发展的重要路径，这不仅有利于农村经济发展，而且有利于将高质量发展理念代入农村，增加人们对

地方的认同感，提升人民生活幸福感。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4：人才引进有助于推动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 

3. 测度方法与研究设计 

3.1. 城乡高质量融合水平的测度方法 

城乡融合又称为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1 年中

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中提出要“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由此可见，在高质量发展阶段的

城乡融合不仅仅是单纯发展城乡生产力，而是城乡在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方面多维、全面融合发

展的过程。首先，城乡经济融合是城乡高质量融合的基石，通过实现城乡之间人口、科技、产业等要素

互动加快城乡经济融合，从而为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其次，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目

标是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要让全体人民共同分享社会发展成果，因此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要让

城乡居民实现对教育、医疗、交通、通讯等公共资源的共享。再者，城乡高质量融合必然是绿色发展，

绿色发展是城乡社会经济可持续性发展、社会生态和谐发展的前提，城乡生态融合是城乡高质量融合发

展的重要内容。在共同富裕目标下，城乡高质量发展最终要落实到城乡富裕融合，要在收入、消费等方

面不断提高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 
因此，本文在阐释城乡高质量融合内涵的基础上，综合现有研究成果，从城乡经济融合、城乡公共

资源融合、城乡生态融合、城乡富裕融合这四个方面构建了 4 个一级指标、14 个二级指标组成的城乡高

质量融合水平测度指标体系，具体如表 1 所示。 
为了保证指标赋权的客观性和科学性，本文使用熵权法来确定各二级指标的权重。首先采用极值法

对各二级指标进行归一化处理；然后利用熵权法合成 4 个一级指标的分值，即城乡经济融合水平(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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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公共资源融合水平(PR)、城乡生态融合水平(EF)和城乡富裕融合(RF)；最后再次利用熵权法将 4 个一

级指标合成一个总指标，即城乡高质量融合水平(URI)。 
 
Table 1.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high-quality integrated development level of urban-rural areas 
表 1. 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计算方法 指标属性 指标权重 

城乡经济融合 

人均 GDP GDP/常住人口 正向 0.0514 

非农与农业产值比 非农产值/农业产值 正向 0.1218 

第二、三产业贡献度 第二、三产业增加值/GDP 正向 0.1330 

研发支出占比 R&D 经费支出/GDP 正向 0.0428 

城镇化率 − 正向 0.1152 

城乡公共资源

融合 

城乡交通通讯对比系数 城镇人均交通通讯支出/农村人均交通通讯

支出 负向 0.0528 

城乡文教娱乐对比系数 城镇人均文教娱乐支出/农村人均文教娱乐

支出 负向 0.0773 

城乡医疗保健对比系数 城镇人均医疗保健支出/农村人均医疗保健

支出 负向 0.0490 

城乡生态融合 

资源消耗效率 能源消费总量/GDP 负向 0.0235 

人均能源消费量 能源消费总量/常住人口 负向 0.0439 

绿化率 绿地面积/行政区域面积 正向 0.1447 

城乡富裕融合 
城乡人均收入比 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家

庭人均可支配收入 负向 0.0552 

城乡人均消费比 城镇家庭人均消费/农村家庭人均消费 负向 0.0425 

3.2. 变量选取 

1) 被解释变量：城乡高质量融合水平(URI)。在本文构建的城乡高质量融合水平测度指标体系基础

上，运用熵权法确定各指标权重，最终合成一个综合指标用来定量测度盐城各区县城乡高质量融合水平，

该综合指标的数值越大，表明城乡高质量融合水平越高。 
2) 解释变量。为了探究盐城城乡高质量融合的发展路径，检验其对盐城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的作用

效果，本文基于理论分析引入以下四个解释变量：a) 财政支持(GOV)，财政支出是地方经济发展最直接

的资金来源，因此选取各区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自然对数作为地方财政支持的代理变量。b) 金融发展

(FD)，考虑金融发展的普惠性，本文选取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编制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作为刻画

盐城各区县金融发展程度的指标。c) 产业结构(IS)，城乡高质量融合水平测度指标体系中的大部分指标

都源于第三产业数据，由此可见第三产业的发展程度对提高城乡融合发展质量具有重要作用，因此采用

第三产业生产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作为地区产业结构的代理变量。d) 人才引进(PI)，高层次人才的

引进是提高地方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举措，但高层次人才引进数量区县缺少统计数据且人才引入的效果

具有时滞性，故而本文选取每万人拥有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授权数作为人才引进的代理变量。 
3) 控制变量。为了准确判断盐城城乡高质量融合的发展路径，本文还控制了以下变量：a) 地区生产

总值(GDP)，地区经济规模是实现地区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的重要前提，本文利用地区生产总值的自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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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来衡量地区经济规模。b) 人口规模，人口是经济发展最重要的要素之一，人口越充足，经济发展活力

越高、潜力越大，从而为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因此本文分别选取城镇常住人口(CP)和农

村常住人口(NP)来反映地区人口规模。c) 城镇人均收入(CI)和农村人均收入(NI)，人均收入是地方经济发

展情况、劳动力素质和人才吸引力的综合体现，是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的重要条件，故而本文分别选取

地区城镇和农村人均收入作为控制变量。 
本文以 2014~2020 年盐城市亭湖区、盐都区、大丰区、阜宁县、建湖县、射阳县、滨海县、响水县

和东台市共九个区县为研究对象，选取相关面板数据，其中金融发展(FD)来自《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

指数(2011~2020 年)》，其余数据均来源于《盐城统计年鉴 2015~2021》。 

3.3. 模型设定 

为了检验盐城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效果，本文构建如下计量模型： 

0 1 2 3 4 5 6URI X GDP CP NP CI NIit it it it it it it i t itα α α α α α α λ µ ε= + + + + + + + + +          (1) 

其中，i 表示盐城市各区县，t 表示年份，X 表示可能促进盐城城乡高质量融合的影响因素，包括财政支

持、金融发展、产业结构和人才引进情况，即 GOV、FD、IS 和 PI， 0α 为模型截距项， 1α 为解释变量系

数， ( )2,3, 4,5,6i iα = 为控制变量系数， λ 为区县固定效应， µ 为区县固定效应， ε 为随机扰动项。 
为了进一步研判盐城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路径，本文将城乡高质量融合水平测度指标体系中的 4 个

一级指标纳入计量模型中，即 

0 1 2 3 4 5 6Y X GDP CP NP CI NIit it it it it it it i t itα α α α α α α λ µ ε= + + + + + + + + +            (2) 

其中，Y 表示盐城城乡经济融合水平、城乡公共资源融合水平、城乡生态融合水平和城乡富裕融合水平，

即 EC、PR、EF 和 RF，其他变量的含义同模型(1)。 

4. 实证分析 

4.1. 盐城城乡高质量融合水平测度结果分析 

根据本文构建的城乡高质量融合水平测度指标体系，利用熵权法对 2014~2020 年盐城市 9 个区县的

14 个二级指标数据进行处理，得出了各二级指标的权重(见表 1)，从而得出盐城城乡高质量融合水平及城

乡经济融合水平、城乡公共资源融合水平、城乡生态融合水平和城乡富裕融合水平 4 个一级指标的变化

情况，如表 2 所示。 
 
Table 2. The high-quality integrated development level of urban-rural areas in Yancheng 
表 2. 盐城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水平 

年份 城乡高质量 
融合水平 

城乡经济融合 
水平 

城乡公共资源 
融合水平 

城乡生态 
融合水平 

城乡富裕 
融合水平 

2014 0.3369 0.2313 0.5698 0.2860 0.4626 

2015 0.3513 0.2454 0.6122 0.3007 0.4792 

2016 0.3789 0.2583 0.6602 0.3069 0.5234 

2017 0.3999 0.2745 0.6853 0.3265 0.5570 

2018 0.4490 0.3817 0.6834 0.3165 0.5694 

2019 0.4662 0.4123 0.6828 0.3237 0.5798 

2020 0.4882 0.4155 0.7060 0.3316 0.5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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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2 可知，总体来看，盐城城乡高质量融合水平从 2014 年的 0.3369 上升到 2020 年 0.4882，提高

了 44.91%；分内容来看，盐城城乡经济融合水平、城乡公共资源融合水平、城乡生态融合水平和城乡富

裕融合水平从 2014 年到 2020 年分别提高了 79.64%、23.90%、15.94%和 25.23%。由此可见，城乡经济

融合水平提升的速度最快，对盐城城乡高质量融合水平的提升贡献最大，而城乡生态融合水平发展最为

缓慢。 
观察图 1 可以看出，2014~2020 年间盐城各区县城乡高质融合水平整体上均呈现上升趋势且各区县

之间的差异在逐步缩小。亭湖区和大丰区一直维持相对领先的位置；东台市和建湖县在 2018 年开始表现

出强劲的增长势头，特别是在受疫情影响 2020 年，在大部分区县表现出放缓发展速度的迹象下，东台市

与建湖县的城乡高质量融合水平的提升依然显著，表现同样抢眼的还有射阳县。 
 

 
Figure 1. The change trend of high-quality integration level of urban-rural areas in all districts and counties of Yancheng 
图 1. 盐城各区县城乡高质量融合水平变化趋势 
 

为了进一步分析盐城各区县城乡高质量融合水平的差异性，图 2 分别绘制了 4 个一级指标的变化

趋势。观察图 2(a)可以发现，盐城市 9 个区县之间的城乡经济融合水平差异明显，但均呈现逐年增加

的趋势，特别是 2018 年盐城积极响应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各区县城乡经济融合水平大幅提升，尽管

亭湖区城乡经济融合水平一直遥遥领先，但其它区县的梯队性明显减弱。由图 2(b)可知，除阜宁县和

射阳县外，盐城其它各区县的城乡公共资源融合水平差异性并不显著且均处于较高水平，说明盐城在

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卫生建设、农村义务教育普及、交通信息网络承载等方面成效显著；但在很多

年份，各区县城乡公共资源融合水平出现此消彼长的现象，说明不同区县之间可能存在公共资源分配

不均。从图 2(c)可以看出，随着盐城对“两山理论”践行的不断深入，盐城各区县城乡生态融合水平

在不断提高，但相比于城乡公共资源融合水平仍存在较大提升空间，是今后进一步提升盐城城乡高质

量融合水平的重要途径；此外，还要重视 2018 年后大丰、滨海和响水是否存在拿环境换经济的问题。

由图 2(d)可知，尽管大丰区的城乡富裕融合水平在疫情后的 2020 年出现小幅下滑，但大丰区的这一

指标仍远远领先于盐城其它各区县，表明其在城乡居民共同富裕方面成绩突出；其它各区县的城乡富

裕融合水平整体差异性较小，且处于不断提升的趋势下，但城乡经济融合水平最高的亭湖区在近两年

里，城乡富裕融合水平处于各区县最低水平，如何将经济发展转化为人民生活幸福度的提升将是亭湖

区面临的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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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盐城城乡经济融合水平 

 
(b) 盐城城乡公共资源融合水平 

 
(c) 盐城城乡生态融合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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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盐城城乡富裕融合水平 

Figure 2. The change trend of first-level indicators of high-quality urban-rural integration in all districts and counties of Yancheng 
图 2. 盐城各区县城乡高质量融合一级指标变化趋势 

4.2. 盐城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通过 Hausman 检验选择固定效应模型估计模型(1)以分析盐城城乡高质量融合水平的影响因素，

各影响因素的系数估计值及其显著性检验结果如表 3 所示。 
 

Table 3. Regression estimates result of influencing factors 
表 3. 影响因素的回归估计结果 

变量 (1) (2) (3) (4) 

财政支持 1.0383*** 
(0.3849) − − − 

金融发展 − 0.0029* 
(0.0017) − − 

产业结构 − − 2.5090* 
(1.3466) − 

人才引进 − − − 31.5241** 
(13.4548) 

地区生产总值 0.1860*** 
(0.0459) 

0.8865** 
(0.3656) 

1.3304*** 
(0.3921) 

0.1711*** 
(0.0462) 

城镇常住人口 0.0014 
(0.0008) 

−0.0049* 
(0.0028) 

−0.0028 
(0.0028) 

0.0005 
(0.0008) 

农村常住人口 0.0083*** 
(0.0011) 

0.0025 
(0.0016) 

0.0028* 
(0.0016) 

0.0040*** 
(0.0010) 

城镇人均收入 −0.0589 
(0.0404) 

−0.0055 
(0.0318) 

−0.0224 
(0.0310) 

−0.0852** 
(0.0394) 

农村人均收入 0.2221*** 
(0.0527) 

0.0760 
(0.0502) 

0.06215 
(0.0495) 

0.2106*** 
(0.0539) 

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R2 0.8098 0.9530 0.9536 0.8036 

注：括号中的数值为 t 统计量，***、**和*分别表示参数在 1%、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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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盐城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路径分析 

为了进一步分析盐城城乡高质量融合的发展路径，分别对财政支持、金融发展、产业结构和人才

引进对盐城城乡经济融合、城乡公共资源融合、城乡生态融合和城乡富裕融合这四个维度的发展情况

进行分析，同样基于 Hausman 检验结果选择固定效应模型估计模型(2)中各解释变量的系数，估计结果

如表 4 所示。 
 

Table 4. Regression estimation results of development paths 
表 4. 发展路径的回归估计结果 

变量 城乡经济融合 城乡公共资源融合 城乡生态融合 城乡富裕融合 

财政支持 −0.2697 
(0.3586) 

3.1443** 
(1.4635) 

−0.7607 
(1.0922) 

3.4430*** 
(0.7408) 

金融发展 0.0016 
(0.0014) 

0.0097* 
(0.0055) 

0.0083 
(0.0057) 

0.0063** 
(0.0031) 

产业结构 0.5593** 
(0.2788) 

2.3114 
(4.5773) 

12.6057*** 
(4.1519) 

2.8193*** 
(0.5903) 

人才引进 34.1135*** 
(11.4304) 

105.2616** 
(50.4772) 

−50.0584 
(44.5658) 

46.8400* 
(25.1067)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变量 城乡经济融合 城乡公共资源融合 城乡生态融合 城乡富裕融合 

注：括号中的数值为 t 统计量，***、**和*分别表示参数在 1%、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观察表 4 可以发现：第一，产业结构和人才引进对盐城城乡经济融合水平提升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但财政支持和金融发展对其没有显著影响，表明在现阶段盐城市可以通过升级产业结构和引进高层次人

才进一步推动城乡经济融合发展，从而促进盐城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第二，除了产业结构，其它三个

因素对盐城城乡公共资源融合发展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通过加大财政支持、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和引

进人才可以改善城乡公共资源融合情况，进而提升盐城城乡高质量融合水平；第三，只有提升第三产业

占比这一条路径能够提高盐城城乡生态融合水平；第四，财政支持、金融发展、产业结构升级和人才引

进均有利于提高盐城城乡富裕融合水平，从而有利于盐城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此外，通过横向对比可

以看出，财政支持对于城乡公共资源融合和富裕融合水平提升具有正向作用，对于城乡经济融合和生态

融合的作用并不显著，说明单纯依托财政推动经济发展的模式已不适用于当下高质量发展阶段，财政支

持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更多的体现为政策引导，而在改善民生方面，政府财政功能具有更大的发挥空间；

数字普惠金融促进盐城城乡富裕融合发展的效果最为显著，但对城乡经济融合和生态融合的影响较弱，

说明金融在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特别是绿色发展的参与程度与服务能力还有待进一步提高；产业结构升

级对盐城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的各个方向具有较好的助推作用，从系数大小可以看出其对城乡生态融合

发展的推动作用最强；引进人才对盐城城乡经济融合具有相对突出的积极作用，由此可见近年来盐城“黄

海明珠”人才计划的效果正逐步显现，同时其对城乡公共资源融合水平的提升也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说明教育、医疗等是盐城吸引人才的重要领域。 

4.4. 稳健性检验 

为了检验财政支持、金融发展、产业结构和人才引进这四个影响因素对盐城城乡高质量融合水平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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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发展路径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文以解释变量的滞后一期作为工具变量，采用差分 GMM 方法分别对

模型(1)和模型(2)再次进行回归，检验结果如表 5 所示。从表 5 中可以看出，模型回归结果的正负与显著

性情况均未发生变化，因此本文构建的计量模型及其检验结果具有良好的稳健性。 
 

Table 5. Robustness test results 
表 5.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 城乡经济融合 城乡公共资源融合 城乡生态融合 城乡富裕融合 

财政支持 1.0476*** 
(0.3905) 

−0.2713 
(0.3601) 

3.2258** 
(1.4832) 

−0.8207 
(1.1034) 

3.4862*** 
(0.7483) 

金融发展 0.0027* 
(0.0016) 

0.0016 
(0.0015) 

0.0093* 
(0.0049) 

0.0084 
(0.0061) 

0.0062** 
(0.0031) 

产业结构 2.5123* 
(1.4209) 

0.5824** 
(0.2472) 

2.6337 
(4.9621) 

13.1042*** 
(4.4217) 

2.7354*** 
(0.5887) 

人才引进 32.2387** 
(13.5182) 

34.4813*** 
(11.4556) 

102.8439** 
(48.8764) 

−49.8214 
(42.2591) 

46.2783* 
(25.0002)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5. 结论与建议 

本文在阐释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内涵和影响因素的基础上，从城乡经济融合、城乡公共资源融合、

城乡生态融合和城乡富裕融合这四个方面构建城乡高质量融合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盐城市 2014~2020
年各区县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盐城城乡高质量融合水平的影响因素及发展路径，得出的主要结论有：

第一，盐城城乡高质量融合水平从 2014 年到 2020 年提高了 44.91%，其中城乡经济融合贡献度最高，而

城乡生态融合发展最为缓慢；第二，盐城各区县城乡高质量融合水平整体上均呈现上升趋势且各区县之

间的差异在逐步缩小，其中亭湖区和大丰区一直维持相对领先的位置，东台市和建湖县在 2018 年以后发

展速度最快；第三，财政支持、金融发展、产业结构和人才引进这四个因素对盐城城乡高质量融合水平

的提升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第四，财政支持和金融发展主要通过提高城乡公共资源融合和富裕融合

水平来助推盐城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而产业结构和人才引进可推动城乡经济融合从而提高盐城城乡高

质量融合水平，同时产业结构升级还是改善城乡生态融合的重要路径。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的政策建议：1) 重视人才引进，助力城乡经济融

合。城乡经济融合发展是推动盐城城乡高质量融合的第一要素，而高层次人才对城乡经济融合具有最为

显著的积极作用，因而要坚持乃至扩大人才引进的力度与范围，充分发挥人才优势，重视科技创新与技

术成果转化，同时引导高层次人才向第一和第二产业流动。2) 升级产业结构，推动城乡生态融合。发挥

第三产业对盐城城乡生态融合发展的积极作用，引导产业向绿色生态领域转型，补齐盐城城乡高质量融

合水平在生态融合这一维度的短板，从而让产业结构优势成为推动盐城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的强劲动力。

3) 推动数字金融发展，提升精准服务能力。大力推进全市 5G 网络、数据中心、云计算等数字基础设施

建设，鼓励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为现代金融业的提质增效提供必要保障；同时还要提升金融机构服务

实体经济的能力，重视绿色金融、普惠金融业务的开展，为盐城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保驾护航。4) 增强

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意识，优化财政支持领域。要充分认识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

阶段，充分理解共同富裕和城乡融合发展理念，不要用环境、质量换取经济增速，要充分发挥财政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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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功能，加大财政在城乡公共资源融合、生态融合和居民富裕融合等领域的支持力度，从而有效推动

盐城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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