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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富裕背景下农业保险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吗？
———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中介效应

郑　 军　 易焕欢

（安徽财经大学 金融学院， 安徽 蚌埠 ２３３０３０）

　 　 ［摘　 要］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是实现共同富裕的要求。 首先构建一个同时包含农村

和城市两个地区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阐释农业保险对城乡收

入差距的作用渠道和影响效应；其次采用中介效应模型考察农业保险对城乡收入差距的

影响效果及作用机制。 结果表明：农业保险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动力，农业劳动力

转移是农业保险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机制；农业保险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因农业

规模化水平和农地流转程度不同表现出明显差异。 进一步研究发现：相较于粮食主产区，
农业保险在非粮食主产区对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更显著的影响效应；城市就业机会越多，农
业保险通过农业劳动力转移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效果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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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党的二十大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２０２２ 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要“在缩小城

乡收入差距中助推共同富裕”。 原银保监会《支持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工作方案》支持农业保

险发挥风险保障职能以保障农民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并助推共同富裕。 ２０２１ 年我国城乡收入比

为 ２ ５①，同期美国城乡收入比为 １ ３②，城乡收入差距过大仍是制约我国实现共同富裕的难题［１］。
农业保险可以分散风险、保障收益，刺激农业技术进步和规模化种植，创新农村人力资本提升路

径［２－３］。 农业保险的“技术进步效应”和“农地整合效应”引致农村劳动力富余，“人力资本效应”提
升农村人口非农就业能力，进而加速农业劳动力转移［４］；农业保险还可以提升农村居民农业收益和

非农收益，最终缩小城乡收入差距［５］。 那么，农业保险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效果如何？ 影响机制又

如何？ 本文拟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展开研究。
本文将农业保险、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城乡收入差距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旨在解决以下问题：农

业保险是否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农业劳动力转移是否为农业保险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中介

机制？ 本文希望通过理论和实证研究，全面认识农业保险和农业劳动力转移问题，并为缩小城乡收

入差距并助推共同富裕提供农业保险领域的解决方案。

二、文献综述与理论分析

已有关于农业保险对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影响的研究大致可归纳为三方面。 一是农业保险通过

“技术进步效应”促进农业劳动力转移。 参与农业保险相比于风险自留具有更高收入预期，进而会增

加机械投入，促进农业技术进步［６］，并通过市场机制释放农业劳动力，引致农村劳动力富余，为农业

劳动力转移增添动力［７－８］。 二是农业保险通过“农地整合效应”促进农业劳动力转移。 农业保险分



散了风险，保障收益，激励农户扩大生产并促进农地流转［９］；规模生产降低劳动力需求，农地流转弱

化了农村人口对土地的依附，均能促进农业劳动力转移［１０－１１］。 三是农业保险通过“人力资本效应”
促进农业劳动力转移。 农业保险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强化职业培训，创新农村人力资本提升路

径，增强农业人口非农就业能力，加速农业劳动力非农就业并促进农业劳动力转移［１２］。
农业劳动力转移通过增加农村居民“经营收益”“财产收益”和“工资收益”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关于农业劳动力转移增加农业经营收益，李谷成等［１３］认为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非农收入反哺农业，促
进技术进步、提升农业效率；宋璐等认为农户根据利益最大化匹配最佳数量的农业劳动力，提升了农

业劳动效率和农业经营收益［１４－１５］；Ｒｏｃｈａ 等提出农业劳动力转移倒逼农民采用先进技术，促使农业

减投增收，也能提升农业经营收益［１６］。 关于农业劳动力转移增加农村居民财产收益，赵思诚等［１７］和

Ｗａｎｇ 等［１８］认为农业劳动力转移加速农地流转，增加农村居民土地收益；沈坤荣和赵倩［１９］ 认为农业

转出人口可通过农业机械租赁获取财产收益；刘淑清［２０］和钱龙等［２１］认为，针对部分地区农业转出人

口开展“以房生财”模式，通过盘活农村宅基地达到增收目的。 关于农业劳动力转移增加农村居民工

资收益，樊轶侠等［２２］认为解决农民低收入问题不能仅靠农业收益，而是要增加非农收益；Ｙｕ 等认为

农村人口非农就业突破城乡生产效率差异，能缩小劳动报酬差距和城乡收入差距［２３］。
关于农业保险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相关研究主要围绕两方面展开。 一是农业保险直接缩小

了城乡收入差距。 Ｇｏｏｄｗｉｎ［２４］根据庇古福利标准研究了农业部门与国民经济的关系，认为农业保险

通过保费补贴和灾后赔付增加农民转移性收入，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Ｙｅ 等［２５］通过构建农村居民福

利函数研究发现，相较于其他转移支付，农业保险的保费补贴更有利于改善农村居民福利水平；
Ｚｈａｎｇ 等认为，农业保险通过分散风险激励农民种植高收益作物，增加农业“超额”收益［２６］；徐婷婷等

认为，农业保险通过保障农业收益降低农村因灾致贫率，从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２７］。 二是农业保险

通过农业劳动力转移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农业保险分散风险、保障收益并对灾后进行赔付，通过技

术进步效应、农地整合效应和人力资本效应加速农业劳动力转移［２８－２９］；农业保险可以提升农业效率

和农村人力资本水平并加速农地流转，增加农村居民农业收益、财产收益和非农收益，进而缩小城乡

收入差距［３０］。
虽然已有文献对农业保险与农业劳动力转移及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已做了深入研究，但城乡收

入差距存在的难题是农村人力资本水平较低、农民职业技能匮乏，加上非农部门就业歧视，这些难题

使得农村地区既存在劳动力剩余，又面临转移受阻的困境，在此背景下，农业保险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的效果存在不确定性。 此外，现有文献鲜有在统一的框架下研究农业保险、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城乡

收入差距的关系。 据此，本文拟构建一个同时包含农业保险和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城乡两部门柯布道

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系统阐释农业保险、农业劳动力转移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渠道和影响效应；
利用 ３１ 个省区市 ２００７—２０１９ 年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农业保险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效果及机制。

三、理论模型与研究假设

本文借鉴 Ｖｉｌｃｕ 等［３１］、董先安［３２］的研究，构建包括农业保险和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城乡两部门柯

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分析农业保险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渠道和影响效应。 将经济体分为农

村 Ｒ 和城市 Ｕ 两个部门，具体分析如下。
（一）农业保险对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影响

１ 城乡居民效用与需求函数

本文构造由农产品和非农产品组成的双渠道供应模型，该模型下居民既可选择农产品也可选择

非农产品。 假定居民可支配收入为 Ｉ ，在效用最大化条件下消费者效用函数为：
Ｕ ＝ Ｃμ

ＵＣ１－μ
Ｒ ，０ ＜ μ ＜ １

ｓ ｔ ＰＲＣＲ ＋ ∑
ｎ

ｉ ＝ １
ｐｉｑｉ ＝ 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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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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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Ｒ 和 ＣＵ 为农产品和非农产品消费数量， μ和 １ － μ为农产品和非农产品消费比例， ＰＲ 为农产品

价格， Ｐ ｉ 为第 ｉ 类非农产品价格， ｑｉ 为第 ｉ 类非农产品消费数量， ｎ 为非农产品种类。
设 ＣＵ 为常替代 ＣＥＳ 效应函数，则有：

ＣＵ ＝ ［∑
ｎ

ｉ ＝ １
ｑ
σ－１
σ

ｉ ］
σ

σ－１ （２）

σ 为替代弹性，效用最大化条件对 ＣＵ 求解：

Ｍｉｎ∑
ｎ

ｉ ＝ １
ｐｉｑｉ

ｓ ｔ ［∑
ｎ

ｉ ＝ １
ｑ
σ－１
σ

ｉ ］ ＝ ＣＵ

（３）

构造拉格朗日函数并求一阶偏导：

ＣＵ ＝ ［∑
ｎ

ｉ ＝ １
ｑ ｊ（

ｐｉ

ｐ ｊ
）

σ－１
σ ］ ＝ ｑ ｊｐ ｊ

σ∑
ｎ

ｉ ＝ １
ｐ１－σ
ｊ

ｑ ｊ ＝ ｐ ｊ（∑
ｎ

ｉ ＝ １
ｐ１－σ
ｊ ）

１
１－σ

（４）

令 ＰＵ ＝ （∑
ｎ

ｉ ＝ １
ｐ１－σ
ｊ ）

１
１－σ 为非农产品价格指数，则效用最大化时第 ｉ 类非农产品的需求函数为：

ｑｉ ＝ ｐｉ
－σＰＵ

σＣＵ （５）
为简化运算，令 ＰＵ

σＣＵ ＝ ａ ，则第 ｉ 类非农产品的需求函数为：
ｑｉ ＝ ａｐｉ

－σ （６）
２ 城乡产出函数

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反映技术水平确定条件下要素投入与产出关系，被广泛应用于经济研

究。 本文参考张军等［３３］的研究，假设农村和城市均存在农业和非农两大部门，劳动力能在农业与非

农部门自由流动。 则城乡产出函数可表示为：
ＹＲ ＝ （ＡＲθηＬＲ） αＫ１－α

Ｒ （７）
ＹＵ ＝ ｛Ａ

Ｕ
［θ（１ － η）ＬＲ ＋ ＬＵ］｝ αＫβ

Ｕ （８）
ＹＲ 和 ＹＵ 为农业产出和非农产出， ＡＲ 和 ＡＵ 为农业技术水平和非农技术水平， ＬＲ 和 ＬＵ 为农业和

非农业劳动力数量， θ 为农业与非农业人力资本水平（ ０ ＜ θ ＜ １）， η 为农业劳动力比例， １ － η 为非

农业劳动力比例， α 和 β 为劳动与资本产出弹性。
３ 农业保险影响农业劳动力转移函数

农业保险赔偿风险损失会改变农业产出函数形式，本文参考邵全权等［３４］的研究，构建包含农业

风险和农业保险的农业产出函数。 假设农业风险发生概率为 ｐ ， ｃ 为农业风险损失占比， ｍ 为农业

保险灾后赔付占比，则包含农业风险和农业保险的产出函数为：
Ｙ′Ｒ ＝ ｐ（１ － ｃ）ＹＲ ＋ （１ － ｐ）ＹＲ ＋ ｐｃｍＹＲ ＝ ［１ ＋ ｐｃ（ｍ － １）］ＹＲ （９）

本文定义包含农业风险、风险损失和灾后赔付的函数为农业保险乘子 ｚ ＝ ［１ ＋ ｐｃ（ｍ － １）］ 。 风

险发生概率和风险损失既定条件下，农业保险灾后赔付越高农业保险乘子越大。 综合考虑风险损失

和灾后赔付的农业产出函数为：
Ｙ′Ｒ ＝ ｚＹＲ （１０）

将（７）式代入（１０）式中，则同时包含风险损失和灾后赔付的农业产出函数为：
Ｙ′Ｒ ＝ ｚ （ＡＲθηＬＲ） αＫ１－α

Ｒ （１１）
将农村农业劳动力占比 η 从（１１）式中分离可得：

η ＝ Ｙ′
１
α Ｋ

α－１
α

Ｒ ｚ
－１
α ＡＲ

－１θ －１Ｌ
Ｒ
－１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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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农村农业劳动力占比 η 对农业保险乘子 ｚ 求导：
（∂η ／ ∂ｚ） ＜ ０ （１３）

（１３）式表明农业保险乘子 ｚ 越大，农村农业劳动力占比 η 越小；非农劳动占比 １ － η 越大，说明

农业劳动力转移规模越大。
本文基于（１３）式提出研究假设 １：农业保险能促进农业劳动力转移。 其经济含义是：农业保险

分散风险、保障收益，刺激农业技术进步和规模化种植，提升农村人力资本水平，通过技术进步效应、
农地整合效应和人力资本效应加速农业劳动力转移。

（二）农业保险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及机制分析

１ 农业劳动力转移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农业与非农产出对劳动力求导，可得农业和非农业的劳动边际报酬，即农业与非农业的名义工

资水平。 根据（７）（８）（１１）式，对劳动力求导：

ＷＲ ＝
∂Ｙ′

Ｒ

∂ＬＲ

＝ αｚ （ＡＲθηＬＲ） α－１Ｋ１－α
Ｒ （１４）

ＷＵ ＝
∂ＹＵ

∂ＬＵ

＝ αＡα
Ｕ ［θ（１ － η）ＬＲ ＋ ＬＵ］ α－１Ｋβ

Ｕ （１５）

上式中， ＷＲ 和 ＷＵ 为农业和非农生产的名义工资水平。
在劳动力自由流动条件下，居民可在农业和非农业中灵活就业，则短期内城乡居民从事非农生

产的名义工资水平为：

Ｗｉ ＝
（１ － ηｉ）ＬｉＲＷｉＲ ＋ ＬｉＵＷｉＵ

（１ － ηｉ）ＬｉＲ ＋ ＬｉＵ
，（ ｉ ＝ Ｒ，Ｕ） （１６）

假设城乡两地劳动力供给总量为 Ｌｉ（ ｉ ＝ Ｒ，Ｕ） ，则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水平为：

Ｗ
－

ｉ ＝
Ｗｉ［（１ － ηｉ）ＬｉＲ ＋ ＬｉＵ］ ＋ ＷｉＲηｉＬｉＲ

Ｌｉ
，（ ｉ ＝ Ｒ，Ｕ） （１７）

考虑物价变动会影响城乡居民实际工资水平，则剔除物价变动对名义工资的影响可得实际工资

水平。 假设农产品价格为单位价格，算入运输成本后的产品提价倍数为 （１ ／ Ｑ） ，即当农村产品价格

为 ＰＲ 时，从城市运输到农村的该产品价格为 （ＰＵ ／ Ｑ） 。 假定城乡劳动力供给总量为 １，非农劳动力

供给为 γ ，则均衡条件下农村和城市非农产品价格指数为：

ＰＲ ＝ ［（ＬＲ ／ γ）Ｗ
－（σ－１）
Ｒ ＋ （１ － ＬＲ ／ γ）（

ＷＵ

Ｑ
） －（σ－１）］

１
１－σ

ＰＵ ＝ ［（ＬＲ ／ γ）（
ＷＲ

Ｑ
） －（σ－１） ＋ （１ － ＬＲ ／ γ）Ｗ

－（σ－１）
Ｕ ］

１
１－σ

（１８）

结合（１６）和（１８）式可得农村和城市居民实际工资水平分别为：

ｗＲ ＝
ＷＲ

Ｐγ
Ｒ

ｗＵ ＝
ＷＵ

Ｐγ
Ｕ

（１９）

则城乡居民实际工资差距为：

ρ ＝
ｗＲ

ｗＵ

＝
ＷＲ

ＷＵ
·（

ＰＲ

ＰＵ
） －γ （２０）

考虑农业保险促进农业劳动力转移，将（１７）式代入（２０）式可得城乡居民实际工资弹性：

ξｉ ＝
∂ｌｎｗ ｉ

∂ｌｎＷ
－

ｉ

＝
Ｗｉ ＋ ＷｉＲγｉ

Ｗｉ
＞ ０ （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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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业保险 ｚ 及其他因素 Ｅ 影响下，农村与城市人力资本水平分别为 ＨＲ ＝ μＲＥＲＬＲ ＋ （１ －
μＵ）ＥＵＬＵ 和 ＨＵ ＝ （１ － μＲ）ＥＲＬＲ ＋ μＵＥＵＬＵ 。 本文借鉴 Ｆｅｒｒｅｒ 和 Ｓｗａｍｉｎａｔｈａｎ［３５］的研究，假设每种产品

生产成本相同，均为 ｌｉ ＝ α ＋ βｘｉ （ ｌ为有效劳动投入， ｘｉ 为产量， α为固定成本， β 为边际成本）。 利润

最大化的厂商决策函数为：
Ｍａｘ［ｐｉｘｉ － ｗ（α ＋ βｘｉ）］

ｓ ｔ ｘｉ ＝ ｐｉ
－σ{ （２２）

根据厂商最优决策满足“边际成本加成定价法”原则 ｐｉ ＝
σ

σ － １
βω ，

可得： ｘｉ ＝
α（σ － １）

β
（２３）

农村和城市非农产品消费种类数为：

ｎＲ ＝
ＬＲＰＲｈＲＥＲ

ｌＲ
＝
ＬＲＰＲｈＲＥＲ

α ＋ βｘｉ

＝
ＬＲＰＲｈＲＥＲ

ασ
＝
ＨＲ

ασ
（２４）

ｎＵ ＝
ＬＵＰＵｈＵＥＵ

ｌＵ
＝
ＬＵＰＵｈＵＥＵ

α ＋ βｘｉ

＝
ＬＵＰＵｈＵＥＵ

ασ
＝
ＨＵ

ασ
（２５）

假定农产品价格为 １ 单位，则农村与城市消费品价格指数为：
ｐＲ ＝ ＰＲ

πＰＲ
１－π ＝ ＰＲ

π （２６）
ｐＵ ＝ ＰＵ

πＰＵ
１－π ＝ ＰＵ

π （２７）
农村和城市单位有效劳动的实际工资水平为：

ωＲ ＝
ｗＲ

ｐＲ

＝
ｗＲ

ＰＲ
π
＝

ｗＲ

［ＬＲ（１ － ηＲ）ＥＲｗ１－σ
Ｒ ＋ ＬＵ（１ － ηＵ）ＥＢ （

ｗＵ

Ｑ
） １－σ］

π
１－σ

（２８）

ωＵ ＝
ｗＵ

ｐＵ

＝
ｗＵ

ＰＵ
π
＝

ｗＵ

［ＬＵ（１ － ηＵ）ＥＵｗ１－σ
Ｕ ＋ ＬＲ（１ － ηＲ）ＥＲ （

ｗＲ

Ｑ
） １－σ］

π
１－σ

（２９）

考虑农业保险时城乡居民实际工资差距为：

ωＲ

ωＵ

＝
ｗＲ

ｗＵ

［ＬＲ（１ － ηＲ）ＥＲ （
ｗＲ

Ｑ
）１ － σ ＋ ＬＵ（１ － ηＵ）ＥＵｗ１－σ

Ｕ ］
π

１－σ

ＬＲ（１ － ηＲ）ＥＲｗ１－σ
Ｒ ＋ ＬＵ（１ － ηＵ）ＥＵ （

ｗＵ

Ｑ
） １－σ］

π
１－σ

（３０）

将城乡工资差距
ωＲ

ωＵ
对农村农业劳动力占比 ηＲ 求导：

∂
ωＲ

ωＵ
／ ∂ηＲ ＜ ０ （３１）

（３１）式表明农村农业劳动力占比越大，城乡收入差距越大；反之，农村非农劳动力占比越大，则
城乡收入差距越小，即农业劳动力转移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本文基于（３１）式提出研究假设 ２：农业劳动力转移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其经济含义是：农业

劳动力转移增加农村居民农业收益、财产收益和非农收益，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２ 农业保险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机制分析

农业保险发展水平提升促进农业劳动力转移，农业劳动力转移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基于此，
本部分探究农业保险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中介机制。 结合（１３）和（３１）式，得到下式：

（∂
ωＲ

ωＵ
／ ∂ηＲ）·（∂ηＲ ／ ∂ｚ） ＞ ０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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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式表明农业保险发展水平的提升促进农业劳动力转移，并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即农业劳动

力转移是农业保险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中介机制。
本文基于（３２）式提出研究假设 ３：农业保险通过农业劳动力转移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其经济含

义是：农业保险分散风险、保障收益，通过技术进步效应、农地整合效应和人力资本效应加速农业劳

动力转移，并增加农村居民农业收益、财产收益和非农收益，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四、变量选取与模型设定

（一）变量选取与说明

１ 被解释变量

城乡收入差距（Ｔｈｅｉｌ）。 测度城乡收入差距的方式主要有城乡居民收入比、基尼系数和泰尔指数三

种。 城乡居民收入比无法反映收入分配状况，基尼系数统计口径不一且数据缺失严重，据此，本文参考

王少平和欧阳志刚［３６］的研究，选择泰尔指数（Ｔｈｅｉｌ）测度城乡收入差距。 泰尔指数计算公式如下：

Ｔｈｅｉｌｉｔ ＝
Ｉｉ１ｔ
Ｉｉｔ

×

Ｐ ｉ１ｔ

Ｐ ｉｔ

ＬＮ
Ｉｉ１ｔ
Ｉｉｔ

＋
Ｉｉ２ｔ
Ｉｉｔ

×

Ｐ ｉ２ｔ

Ｐ ｉｔ

ＬＮ
Ｉｉ２ｔ
Ｉｉｔ

（３３）

Ｔｈｅｉｌｉｔ 为 ｉ 省 ｔ 年的泰尔指数， Ｉｉｊｔ（ ｊ ＝ １，２） 为 ｉ 省 ｔ 年城市或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 Ｐ ｉｊｔ（ ｊ ＝ １，２）
为 ｉ 省 ｔ 年城市或农村人口数， Ｉｉｔ 和 Ｐ ｉｔ 为 ｉ 省 ｔ 年生产总值和总人口数。

２ 核心解释变量

农业保险（ＬＮａｇｉｎ）。 已有关于农业保险的实证研究中，农业保险发展水平主要通过农业保险保

费收入来反映［３７］，本文也采用农业保险保费收入（取对数）衡量农业保险发展水平。
３ 中介变量

农业劳动力转移（Ｌａｔｒａｎ）（ ｌ）。 关于农业劳动力转移，胡祎等［３８］利用农业劳动力转移率（第二产

业从业人数 ／第一、第二产业从业人数）进行测度，转移率越大表明农业劳动力转移程度越高；胡景

北［３９］则利用农劳比（农村第一产业从业人数 ／农村总就业人数）进行测度，农劳比越大表明农业劳动

力转移程度越低。 鉴于不同测度方式可能导致结果差异，本文采用农业劳动力转移率（Ｌａｔｒａｎ）和农

劳比（ ｌ）两种方式衡量农业劳动力转移。
４ 调节变量

规模化经营（Ｓｃａｏｐｅ）。 农业保险激励农地流转并引导大型农户规模化经营，对农业劳动力的需

求减少，降低农业人口对土地的依附，从而加速农业劳动力转移，即规模化经营是农业保险加速农业

劳动力转移的重要机制。 农地流转是农户规模化经营的重要前提，反映农业规模化经营程度［４０］。
因此，本文采用农地流转面积与家庭经营耕地总面积之比衡量农业规模化经营程度。

５ 控制变量

考虑其他因素也会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本文参考李永友和王超［４１］ 的研究，选取产业结构

（ ｉｓｔｒ）、社会保障水平（ ｓｓｅｃ）、对外开放程度（ｏｌｅｖ）、城镇化率（ｕｒａｔ）和农业机械化水平（ｍｌｅｖ）作为控

制变量。 产业结构利用第一产业增加值与地区总产值之比表示，社会保障水平利用农业财政支出与

财政总支出之比表示，对外开放程度利用外商实际有效投资表示，农业机械化水平利用农业机械总

动力数与农业播种面积之比表示。
（二）模型设定

本文采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农业劳动力转移在农业保险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中的中介效应。 关

于中介效应模型，Ｊｕｄｄ 和 Ｋｅｎｎｙ［４２］指出，验证中介效应的存在只需检验统计上的显著性。 温忠麟和

叶宝娟［４３］强调，中介效应模型无法识别的因果关系，可通过理论分析加以甄别，但要有科学理论支

持，如文献铺垫和经验常识等。 江艇［４４］建议使用中介效应模型时，应基于经济学理论提出显然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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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作用渠道的中介变量。 本文采用中介效应模型的有效性主要在于：（１）农业劳动力转移能增加

农村居民收入并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是一种共识，且有文献铺垫；（２）从统一的理论框架下推导了农业

保险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过程，“农业保险→农业劳动力转移→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机制具有理论

支持；（３）基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提出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中介变量，并实证检验农业保险与农业

劳动力转移的关系。 本文将中介效应模型设定为：

Ｔｈｅｉｌｉ，ｔ ＝ α０ ＋ α１ＬＮａｇｉｎｉ，ｔ ＋ ∑α ｊＣｏｎｔｒｏｌ ｊ，ｉｔ ＋ ξｉ，ｔ （３４）

Ｌａｔｒａｎｉ，ｔ ＝ β０ ＋ β１ＬＮａｇｉｎｉ，ｔ ＋ ∑β ｊＣｏｎｔｒｏｌ ｊ，ｉｔ ＋ μｉ，ｔ （３５）

Ｔｈｅｉｌｉ，ｔ ＝ γ０ ＋ γ１Ｌａｔｒａｎｉ，ｔ ＋ γ２ＬＮａｇｉｎｉ，ｔ ＋ ∑γ ｊＣｏｎｔｒｏｌ ｊ，ｉｔ ＋ δｉ，ｔ （３６）

Ｔｈｅｉｌｉ，ｔ 为城乡收入差距， ＬＮＬａｂｉ，ｔ 为农业劳动力转移水平， ＬＮａｇｉｎｉ，ｔ 为农业保险发展水平，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ｊ，ｉｔ 为控制变量， α 、 β 和 γ 为各变量系数， ξｉ，ｔ 、 μｉ，ｔ 和 δｉ，ｔ 为随机扰动项。 模型（３４）检验农业

保险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３５）检验农业保险对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影响，（３６）检验农业劳动力转

移的中介效应。 α１ 反映农业保险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总效应， β１ 反映农业保险对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影

响效应， γ２ 反映农业保险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直接效应，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中介效应大小由 β１ 和 γ２

共同决定，计算公式为：

Ｚ ＝ β
～
１ γ

～
２ ／ β

～
１

２Ｓγ２
２ ＋ γ

～
２

２Ｓβ２
２ （３７）

（３７）式中， β
～
１ 和 γ

～
２ 为 β１ 和 γ２ 的估计值， Ｓβ２ 和 Ｓγ２ 为 β

～
１ 和 γ

～
２ 的标准误。

（三）内生性问题

农业保险与城乡收入差距存在内生性问题，农业生产的外部环境构成农业保险发展的基础条

件，农业保险发展受农业外部环境影响。 参考李光勤等［４５］ 的研究思路，本文采用农业灌溉条件

（ａｉｒｒ）作为农业保险的工具变量。 风险特征决定农业保险需求偏好，因此灌溉条件在一定程度上影

响农业保险发展。 为此，本文选择农业有效灌溉面积与播种面积的比值作为工具变量来控制内生性

问题。 工具变量的选择基于两点考虑：第一，从外生性角度来看，农业灌溉条件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

较弱；第二，从相关性角度来看，农业灌溉调节旱涝灾害，影响农业保险需求偏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

农业保险发展。 可见，选择灌溉条件作为工具变量可兼顾外生性和相关性的要求。
（四）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２００７ 年后经中央和地方共同支持我国农业保险快速发展，但 ２０２０ 年的新冠肺炎疫情对农村居

民非农就业造成了不利影响，据此，本文采用 ２００７—２０１９ 年 ３１ 个省区市（港澳台除外）面板数据进

行分析，所有数据来自中国“三农”数据库、中国区域经济数据库，《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保险年鉴》
《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及各省统计年鉴。 各变量统计特征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变量描述性统计特征

变量 变量说明 观测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Ｔｈｅｉｌ 泰尔指数 ４０３ ０ １１ ０ ０５ ０ ０２ ０ ２７
ｇａｐ 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 ４０３ ２ ８１ ０ ５２ １ ８５ ４ ５０

ＬＮａｇｉｎ 农业保险保费收入（取对数） ４０３ ６ １６ １ ４４ ０ ４４ ９ ２０
Ｌａｔｒａｎ 第二产业从业人数 ／ 一二产业从业人数 ４０３ ０ ４５ ０ １９ ０ １５ ０ ９３

ｌ 农村第一产业人数 ／ 农村总就业人数 ４０３ ０ ３３ ０ １３ ０ ０２ ０ ６２
ｉｓｔｒ 第一产业增加值 ／ 地区生产总值 ４０３ ０ １０ ０ ０５ ０ ００ ０ ３０
ｓｓｅｃ 农业财政支出 ／ 财政总支出 ４０３ ０ １３ ０ ０３ ０ ０５ ０ ２８
ｏｌｅｖ 外商实际有效投资（取对数） ４０３ ６ ２１ １ ５６ １ ６１ ９ ８８
ｕｒａｔ 城市人口 ／ 地区总人口 ４０３ ０ ５４ ０ １４ ０ ２２ ０ ９０
ｍｌｅｖ 农业机械总动力数 ／ 农业播种面积 ４０３ ０ ６５ ０ ３４ ０ ２３ ２ ４６
ａｉｒｒ 有效灌溉面积 ／ 播种总面积 ４０３ １ １１ ０ ７７ ０ ３０ ４ 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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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模型估计与结果分析

（一）农业保险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１ 模型结果描述

本文基于（３４）式，采用混合回归（ＯＬＳ）和固定效应（ＦＥ）模型检验农业保险对城乡收入差距的

影响，结果如表 ２ 所示。 列（１）至列（４）显示，农业保险（ＬＮａｇｉｎ）系数均为负，且列（１）至列（３）在
１％的置信水平显著，列（４）在 ５％的置信水平显著，表明农业保险能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由此验

证了理论模型中的研究假设 ３。

表 ２　 基准回归结果

（１）ＯＬＳ （２）ＯＬＳ （３）ＦＥ （４）ＦＥ
Ｔｈｅｉｌ Ｔｈｅｉｌ Ｔｈｅｉｌ Ｔｈｅｉｌ

ＬＮａｇｉｎ －０ ００８７∗∗∗

（－３ ９４）
－０ ００９９∗∗∗

（－８ ９１）
－０ ００６１∗∗∗

（－３ ９８）
－０ ００２５∗∗

（－２ ００）

ｉｓｔｒ －０ １７３４∗∗∗

（－５ ５６）
－０ ０９１７∗

（－１ ７４）

ｓｓｅｃ
－０ ０２１８
（－０ ６２）

０ ０６９８
（１ ６２）

ｏｌｅｖ －０ ００４２∗∗∗

（－３ ７６）
－０ ００５６∗∗

（－２ １５）

ｕｒａｔ －０ ３２５３∗∗∗

（－２２ ２９）
－０ ４７９０∗∗∗

（－１２ ５６）

ｍｌｅｖ －０ ０４３７∗∗∗

（－１１ ８１）
－０ ０１８０∗∗∗

（－２ ８３）

常数项
０ １８１０∗∗∗

（１４ ５０）
０ ４１１７∗∗∗

（３４ ３０）
０ １７０１∗∗∗

（２５ １０）
０ ４２４４∗∗∗

（１８ ２４）
年份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样本量 ４０３ ４０３ ４０３ ４０３
Ｒ２ ０ ２０８９ ０ ８４９１ ０ ７１８０ ０ ８２６１
　 注：括号中的数字为 ｔ 值，∗∗∗、∗∗、∗分别表示在 １％、５％、１０％的置信水平显著，下同

　 　 ２ 稳健性检验

（１）替换变量法。 本文采用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ｇａｐ）代替泰尔指数（Ｔｈｅｉｌ）对农业保险

进行回归，结果如表 ３ 列（１）至列（２）所示。 农业保险（ＬＮａｇｉｎ）系数均在 １％的置信水平显著为负，
表明农业保险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２）样本子区间估计。 考虑改变样本期可能影响实证结果，本文用 ２００９—２０１７ 年数据估计，结
果如表 ３ 列（３）至列（４）所示。 农业保险（ＬＮａｇｉｎ）系数均为负，列（３）在 １％的置信水平显著，列（４）
在 ５％的置信水平显著，表明农业保险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３）剔除粮食主产区。 粮食主产区和非粮食主产区的农业地位不同，农业保险对城乡收入差距

的影响可能不同，剔除粮食主产区对样本重新估计，结果如表 ３ 列（５）至列（６）所示，农业保险（ＬＮａ⁃
ｇｉｎ）系数均在 １％的置信水平显著为负。 表明即使在非粮食主产区，农业保险也能显著缩小城乡收

入差距。
（４）工具变量法。 为解决内生性，本文选择农业灌溉条件（ ａｉｒｒ）作为工具变量，对泰尔指数

（Ｔｈｅｉｌ）进行回归，采用 ２ＳＬＳ 回归法检验工具变量的可行性。 一阶段回归结果显示，Ｆ 统计量为

６８ ６４ 且在 １％的置信水平显著，说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二阶段回归结果如表 ３ 列（７）所示，农业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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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ＬＮａｇｉｎ）系数在 １０％的置信水平显著为负，表明在排除内生性后，农业保险仍能显著缩小城乡收

入差距。 表 ３ 的结果与表 ２ 一致，说明表 ２ 的结果是稳健的。

表 ３　 稳健性检验结果

（１）ＯＬＳ （２）ＦＥ （３）ＯＬＳ （４）ＦＥ （５）ＯＬＳ （６）ＦＥ （７）２ＳＬＳ
ｇａｐ ｇａｐ Ｔｈｅｉｌ（１） Ｔｈｅｉｌ（１） Ｔｈｅｉｌ（２） Ｔｈｅｉｌ（２） Ｔｈｅｉｌ

ＬＮａｇｉｎ －０ １３７５∗∗∗

（－８ ９８）
－０ ０４１２∗∗∗

（－２ ９３）
－０ ０１０７∗∗∗

（－７ ８２）
－０ ００３７∗∗

（－２ ０７）
－０ ０５５７∗∗∗

（－２ ６３）
－０ ０５６２∗∗∗

（－２ ８１）
－０ ０１２３∗

（－１ ９５）

ｉｓｔｒ －２ ５０３３∗∗∗

（－５ ８１）
０ ２０９６
（０ ３５）

－０ １９５０∗∗∗

（－５ ０１）
－０ ００３７∗∗

（－２ ０７）
－２ ４１０４∗∗∗

（－５ ７４）
１ ７１６４
（１ ６０）

－０ ０４１８
（－０ ６２）

ｓｓｅｃ
－０ ４２６７
（－０ ８８）

０ ９７０１∗∗

（１ ９８）
０ ０２０８
（０ ４６）

０ ０８１７
（１ ４９）

２ ０１９７∗∗∗

（３ １１）
－０ ４５３９
（－０ ７２）

０ ０４５３
（０ ９２）

ｏｌｅｖ －０ ０５９５∗∗∗

（－３ ８１）
－０ ０３２０
（－１ ０９）

－０ ００３１∗∗

（－２ ２０）
－０ ００５５
（－１ ４６）

－０ ０００６
（－０ ０３）

０ ０１０７
（０ ３０）

－０ ００５３∗∗

（－２ １１）

ｕｒａｔ －２ ６０５７∗∗∗

（－１２ ９３）
－３ ７３４２∗∗∗

（－８ ６３）
－０ ３３３６∗∗∗

（－１９ １６）
－０ ５９６２∗∗∗

（－１０ ０４）
－３ ２４９６∗∗∗

（－１４ ２８）
－５ ２９６４∗∗∗

（－１０ ０２）
－０ ４２０９∗∗∗

（－９ ９６）

ｍｌｅｖ －０ ５３３８∗∗∗

（－１０ ４６）
－０ １２０４∗

（－１ ６７）
－０ ０４４０∗∗∗

（－１０ ２７）
－０ ０１２５
（－１ ４６）

－０ ４５９９∗∗∗

（－８ ０４）
０ ０１４６
（０ １６）

－０ ０１７１∗∗∗

（－２ ９６）

常数项
５ ９４０９∗∗∗

（３５ ８４）
５ １７０５∗∗∗

（１９ ５９ ８９）
０ ４２６３∗∗∗

（２８ ５９）
０ ５０３０∗∗∗

（１３ ６４）
５ ４４２７∗∗∗

（２６ ８５）
５ ９３０８∗∗∗

（１８ １７）
０ ４９３６∗∗∗

（９ ０６）
地区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样本量 ４０３ ４０３ ２７９ ２７９ ２３４ ２３４ ４０３
Ｒ２ ０ ７０４９ ０ ７９６５ ０ ８４１０ ０ ７６３８ ０ ８２６３ ０ ８４０１ ０ ９４８５

　 　 ３ 模型结果分析

农业保险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表 ２ 的基准回归结果显示农业保险（ＬＮａｇｉｎ）系数显著为负，分
别为－０ ００８７、－０ ００９９、－０ ００６１、－０ ００２５。 表 ３ 的稳健性检验再次显示农业保险（ＬＮａｇｉｎ）系数显

著为负，表明回归结果是稳健的。 这一结论与 ２０２２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的“积极发展农业保险与

再保险，在农业保险全覆盖中助推乡村振兴”的要求一致，也证实了农业保险保障农民收入、缓解农

村贫困、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研究结论。
农业农村部《关于做好 ２０２２ 年农业生产发展等项目实施工作的通知》指出“加强农业保险财政

投入并提高保障力度，确保农业安全生产，促进农民稳步增收”。 农业保险可以分散风险，减少损失，
保障农民收入。 鼓励农民种植高收益经济作物可以增加农业收益。 加之，农业保险促进农业规模化

与机械化生产，也能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和农业经营收益。 此外，农业保险保费补贴和灾后赔付促使

社会财富向农民倾斜分配，从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综上，农业保险可通过增加农民收入和促进分

配公平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二）农业保险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中介机制

１ 农业保险对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影响

农业保险能促进农业劳动力转移，本文基于公式（３５）并采用固定效应模型（ＦＥ）检验农业保险

（ＬＮａｇｉｎ）与农业劳动力转移率（Ｌａｔｒａｎ）及农劳比（ ｌ）的关系，结果如表 ４ 所示。 列（１）至列（２）为农

业保险（ＬＮａｇｉｎ）对农业劳动力转移率（Ｌａｔｒａｎ）的回归结果，农业保险（ＬＮａｇｉｎ）系数均在 １％的置信

水平显著为正，表明农业保险能提升农业劳动力转移率，即有利于促进农业劳动力转移；列（３）至列

（４）为农业保险（ＬＮａｇｉｎ）对农劳比（ ｌ）的回归结果，农业保险（ＬＮａｇｉｎ）系数均为负且分别在 １％和

５％的置信水平显著，表明农业保险能降低农劳比，即有利于促进农业劳动力转移，验证了理论模型

中的研究假设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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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农业保险对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回归结果

　 （１）ＦＥ 　 　 （２）ＦＥ 　 （３）ＦＥ （４）ＦＥ
　 Ｌａｔｒａｎ 　 　 Ｌａｔｒａｎ 　 ｌ ｌ

ＬＮａｇｉｎ ０ ０１０２∗∗∗

（４ ７８）
０ ００７６∗∗∗

（６ ６５）
－０ ００９４∗∗∗

（１ ８２）
－０ ００６８∗∗

（－４ ３３）

ｉｓｔｒ －０ ３０２７∗∗∗

（－３ ７０）
０ ３０９２∗∗∗

（４ ６３）

ｓｓｅｃ －０ １３７７∗∗

（－２ ０５）
０ １７９６∗∗∗

（３ ２７）

ｏｌｅｖ ０ ０１６９∗∗∗

（４ １９）
０ ００３９
（１ １９）

ｕｒａｔ ０ ２７２６∗∗∗

（４ ６０）
－０ ３９４３∗∗∗

（－８ １４）

ｍｌｅｖ －０ ０３１０∗∗∗

（－３ １４）
－０ ００１８
（－０ ２２）

常数项
０ ３４７７∗∗∗

（３６ ６３）
０ ２１０２∗∗∗

（５ ８１）
０ ４３４３∗∗∗

（５２ ７７）
０ ５２６２∗∗∗

（１７ ８０）
地区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样本量 ４０３ ４０３ ４０３ ４０３
Ｒ２ ０ ７６９２ ０ ８２４７ ０ ８６７８ ０ ９１０７

　 　 理论分析表明规模化经营是农业保险加速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机制。 本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

（ＦＥ）检验农业保险与规模化经营的交互项（ＬＮａｇｉｎ∗Ｓｃａｏｐｅ）对农业劳动力转移率（Ｌａｔｒａｎ）和农劳

比（ ｌ）的影响，结果如表 ５ 所示①。 列（２）显示交互项（ＬＮａｇｉｎ∗Ｓｃａｏｐｅ）系数在 １％的置信水平显著为

正，表明农业保险通过规模化经营提升农业劳动力转移率，即规模化经营是农业保险促进农业劳动

力转移的重要机制。 列（３）至列（４）显示交互项（ＬＮａｇｉｎ∗Ｓｃａｏｐｅ）系数为负，列（４）在 ５％的置信水

平显著，表明农业保险通过规模化经营降低农劳比，也表明规模化经营是农业保险促进农业劳动力

转移的重要机制。
农业农村部《关于加快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指导意见》指出“规模化经营是释放农业劳动

力，加速非农就业和增加农民收益的重要方式”。 农业保险通过规模化经营促进农业劳动力转移的

原因有以下两点：一是农业保险可以分散风险，刺激农户加大机械投入，提升农业效率并挤出农业劳

动力，效率提升是农业保险通过规模化经营加速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前提；二是农业保险可以保障收

益，鼓励大型农户进行规模化经营，降低劳动力需求，农地转出倒逼农村人口非农就业，并弱化农村

人口对土地的依附，加速农业劳动力向非农行业转移。
２ 农业保险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中介效应分析

本文基于（３４）式至（３６）式检验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中介效应，结果如表 ６ 所示。 列（１）至列（２）
显示，农业劳动力转移率（Ｌａｔｒａｎ）系数为负，分别在 １％和 ５％的置信水平显著，表明农业劳动力转移

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列（３）至列（４）显示农劳比（ ｌ）系数均在 １％的置信水平显著为正，也表明农业

劳动力转移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验证了理论模型中的研究假设 ２。 表 ６ 列（１）和列（３）显示，加入

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中介变量（Ｌａｔｒａｎ）和（ ｌ）后，农业保险（ＬＮａｇｉｎ）系数为－０ ００３７ 和－０ ００２５，与表 ２
列（３）的－０ ００６１ 相比，绝对值明显降低；表 ６ 列（２）和列（４）显示，加入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中介变量

（Ｌａｔｒａｎ）和（ ｌ）后，农业保险（ＬＮａｇｉｎ）系数为－０ ００１９ 和－０ ００１０，与表 ２ 列（４）的－０ ００２５相比，绝对

值明显降低，表明农业劳动力转移在农业保险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中发挥中介效应，分别解释了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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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注：由于西藏自治区农地流转数据缺失严重，“农业保险影响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机制分析”实证部分采用的是除西藏之外 ３０ 个
省区市 ２００７—２０１９ 年的数据。



保险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 ３８ ５６％、２４ １７％、５８ ６１％和 ５８ ０５％，验证了理论模型中的研究假设 ３。

表 ５　 农业保险影响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机制分析

　 　 （１）ＦＥ 　 　 （２）ＦＥ 　 　 （３）ＦＥ （４）ＦＥ
　 　 Ｌａｔｒａｎ 　 　 Ｌａｔｒａｎ 　 　 ｌ ｌ

ＬＮａｇｉｎ ０ ０１０１∗∗∗

（４ ３５）
０ ００５８∗∗∗

（２ ６９）
－０ ００７３∗∗∗

（－３ ８９）
－０ ００３６∗∗

（－２ １２）

Ｓｃａｏｐｅ
－０ ０４８３
（－０ ６６）

－０ １５５７∗∗

（９ ３２）
０ １３２２∗∗∗

（２ ２４）
０ １８７６∗∗∗

（３ ７１）

ＬＮａｇｉｎ∗Ｓｃａｏｐｅ
－０ ００８８
（－０ ０８）

０ ０１８４∗∗∗

（２ １５）
－０ ０００４
（－０ ０５）

－０ ０１４０∗∗

（－２ １２）

ｉｓｔｒ －０ ２９５９∗∗∗

（－３ ４５）
０ ２５２７∗∗∗

（３ ８０）

ｓｓｅｃ －０ １６７６∗∗

（－２ ３０）
０ １７４９∗∗∗

（３ １０）

ｏｌｅｖ ０ ０１７１∗∗∗

（４ １３）
０ ００３６
（１ １１）

ｕｒａｔ ０ ２７２８∗∗∗

（４ ３６）
－０ ３８９８∗∗∗

（－８ ０５）

ｍｌｅｖ －０ ０４７２∗∗∗

（－３ ９９）
０ ０２１３∗∗

（２ ３１）

常数项
０ ７３９１∗∗∗

（４８ ５３）
０ ４９３４∗∗∗

（９ ３９）
０ １０２７∗∗∗

（８ ３３）
０ ３２８３∗∗∗

（８ ０６）
地区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样本量 ３９０ ３９０ ３９０ ３９０
Ｒ２ ０ ９８９３ ０ ９９１９ ０ ９９５７ ０ ９８７８

　 　 农业劳动力转移能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该结论与农业农村部《关于做好农村富余劳动力转

移就业服务工作的意见》中“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坚定不移促进

共同富裕”的要求吻合。 农业劳动力转移增加农村人口非农收益，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有效方式；
同时，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非农收入反哺农业，能促进农业技术进步；此外，农业劳动力转移促进农村

劳动要素合理配置，提升农业效率，加速农地流转，促进农业规模化并提升农业经营收益，有利于缩

小城乡收入差距。
农业保险通过农业劳动力转移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农业劳动力转移是农业保险缩小城乡收入差

距的中介机制。 农业保险通过分散风险、保障收益及赔付风险损失，促进农业技术进步和农地流转，
提升农村人力资本水平，通过技术进步效应、农地整合效应和人力资本效应，加速农业劳动力转移，
并增加农村居民农业收益、财产收益和非农收益，从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正因如此，国务院《关于

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中“以农业保险带动乡村就业，增加农民收益”的政策对缩小

城乡收入差距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三）农业保险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异质性分析

１ 模型结果描述

粮食主产区与非粮食主产区农业地位不同，农业保险对农业劳动力转移及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可能不同。 本文分别对粮食主产区与非粮食主产区农业保险与城乡收入差距进行回归，结果如表 ７
列（１）至列（２）所示。 列（１）显示非粮食主产区农业保险（ＬＮａｇｉｎ）系数在 １％的置信水平显著为负，
表明农业保险能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列（２）显示粮食主产区农业保险（ＬＮａｇｉｎ）系数为正但不显

著，表明农业保险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不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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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６　 农业保险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中介效应回归结果

　 　 （１）ＦＥ 　 　 （２）ＦＥ 　 　 （３）ＦＥ （４）ＦＥ
　 　 Ｔｈｅｉｌ 　 　 Ｔｈｅｉｌ 　 　 Ｔｈｅｉｌ Ｔｈｅｉｌ

Ｌａｔｒａｎ －０ ２２８９∗∗∗

（－６ ４０）
－０ ０７８９∗∗

（－２ ３２）

ｌ ０ ３７７４∗∗∗

（９ ７６）
０ ２１０９∗∗∗

（５ ２３）

ＬＮａｇｉｎ －０ ００３７∗∗

（－２ ５０）
－０ ００１９
（－１ ４９）

－０ ００２５∗

（－１ ７９）
－０ ００１０
（－０ ８５）

ｉｓｔｒ －０ １１５５∗∗

（－２ １７）
－０ １５６９∗∗∗

（－３ ００）

ｓｓｅｃ ０ ０５８９
（１ ３６）

０ ０３１９
（０ ７５）

ｏｌｅｖ
－０ ００４２
（－１ １６）

－０ ００６４∗∗

（－２ ５６）

ｕｒａｔ －０ ４５７５∗∗∗

（－１１ ７２）
－０ ３９５８∗∗∗

（－９ ８７）

ｍｌｅｖ －０ ０２０４∗∗∗

（－３ １９）
－０ ０１７６∗∗∗

（－２ ８７）

常数项
０ ２５３９∗∗∗

（９ ４３）
０ ５３７１∗∗∗

（１５ １４）
０ ０３１７∗∗∗

（３ ５２）
０ ４１８０∗∗∗

（１１ ９９）
地区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中介效应占比 ３８ ５６％ ２４ １７％ ５８ ６１％ ５８ ０５％
Ｓｏｂｅｌ ｔｅｓｔ Ｚ
（Ｐ 值）

－３ ８３２∗∗∗

（０ ０００１）
－２ ００１∗∗

（０ ０４５０）
－４ ５０７∗∗∗

（０ ００００）
－３ ３３５∗∗∗

（０ ０００９）
样本量 ４０３ ４０３ ４０３ ４０３

Ｒ２ ０ ９３６４ ０ ９５７０ ０ ９４４０ ０ ９５９４
　 注：Ｓｏｂｅｌ ｔｅｓｔ 检验结果为 Ｚ 值

　 　 农业保险刺激机械投入并加速农业劳动力转移，机械化是农业保险加速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关键

因素。 机械化水平不同，农业保险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也可能不同。 按照中位数分组法，将机械

化划分为低、高水平，对农业保险与城乡收入差距进行回归，结果如表 ７ 列（３）至列（４）所示。 列（３）
显示机械化水平较低，农业保险（ＬＮａｇｉｎ）系数在 １０％的置信水平显著为正，表明农业保险会扩大城

乡收入差距；列（４）显示机械化水平较高，农业保险（ＬＮａｇｉｎ）系数在 １０％的置信水平显著为负，表明

农业保险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农业劳动力转移是农业保险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机制，前提是城市就业机会充足，农业劳

动力能通过非农就业获取非农收益。 城市就业机会不同，农业保险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可能不

同。 按照中位数分组法，将城镇就业机会（用城镇登记失业率反映）划分为少、多水平，对农业保险与

城乡收入差距进行回归，结果如表 ７ 列（５）至列（６）所示。 列（５）显示城镇就业机会少，农业保险

（ＬＮａｇｉｎ）系数在 １０％的置信水平显著为正，表明农业保险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列（６）显示城镇就

业机会多，农业保险（ＬＮａｇｉｎ）系数在 １０％的置信水平显著为负，表明农业保险能显著缩小城乡收入

差距。
２ 模型结果分析

农业保险在非粮食主产区能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而在粮食主产区作用不确定。 相比于粮食

主产区的规模化和机械化生产，非粮食主产区分散化、粗放型农业模式面临更多风险挑战，农业保险

分散风险、保障收益，引发农业技术进步、农业效率提升、加速农地流转和规模化生产，促进农业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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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转移，增加农民收益，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显著效应。 在粮食主产区规模化和机械化经营模

式下，农业技术和农地流转水平相对较高，农业保险难以真正发挥技术进步效应和农地整合效应，对
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城乡收入差距的效果有限。

表 ７　 农业保险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异质性回归结果

产粮大省 机械化水平 城镇就业机会

　 （１）否 　 （２）是 　 （３）低 　 （４）高 　 （５）少 （６）多
　 Ｔｈｅｉｌ 　 Ｔｈｅｉｌ 　 Ｔｈｅｉｌ 　 Ｔｈｅｉｌ 　 Ｔｈｅｉｌ Ｔｈｅｉｌ

ＬＮａｇｉｎ －０ ００４１∗∗∗

（－３ ３０）
０ ００２８
（０ ７９）

０ ００１８∗

（１ ７８）
－０ ００３０∗

（－１ ７４）
０ ００２２∗

（１ ７６）
－０ ００６２∗

（－１ ９５）

ｉｓｔｒ
－０ ０４１１
（－０ ６２）

－０ １４８８
（－１ ０９）

－０ ０１６４
（－０ ４６）

－０ １２４８
（－１ ３３）

－０ ０７５９
（－１ ３３）

－０ ２３７５
（－１ ４５）

ｓｓｅｃ ０ ０４３９
（１ １１）

０ ２７４８
（１ ３７）

０ １２２４∗∗∗

（４ ２７）
－０ ０７３８
（－１ １０）

０ ０８５６∗∗

（２ １７）
０ ０３６１
（０ ５１）

ｏｌｅｖ
－０ ００７７
（－０ ２５）

－０ ００３６
（－０ ５７）

０ ００４２∗

（１ ８７）
－０ ００５０
（－１ ２４）

－０ ００５４
（－１ ５３）

－０ ００１２
（－０ ４９）

ｕｒａｔ －０ ５２５３∗∗∗

（－１４ ５８）
－０ ４６７１∗∗∗

（－３ ５６）
－０ ２５６９∗∗∗

（－１０ ９９）
－０ ５３８８∗∗∗

（－５ ７０）
－０ ４７９９∗∗∗

（－１０ ５７）
－０ ３９０５∗∗∗

（－５ ４３）

ｍｌｅｖ －０ ０２０９∗∗∗

（－３ ４８）
－０ ００８１
（０ ４１）

０ ００６８∗

（１ ８４）
－０ ０１５２
（－１ １１）

－０ ０１９４∗

（－１ ９７）
０ ００５２
（０ ７８）

常数项
－０ ５１７６∗∗∗

（１５ ９０）
０ ３１７０∗∗∗

（５ ３２）
０ １９６２∗∗∗

（７ １１）
０ ４３５３∗∗∗

（１１ ２４）
０ ４６５６∗∗∗

（９ ９５）
０ ３９４７∗∗∗

（６ １１）
地区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样本量 ２８６ １１７ ２０１ ２０２ １７５ ０ ９４６０

Ｒ２ ０ ９７５６ ０ ８１６８ ０ ９７３７ ０ ９２８１ ０ ９８６５ ２２８

　 　 机械化水平较低地区，农业保险可能扩大城乡收入差距；机械化水平较高地区，农业保险能显著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规模化经营是农业保险促进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重要机制，机械化水平提升是规

模化经营的前提。 机械化水平较高，农业保险能通过促进农业规模化经营，发挥农地整合效应，加速

农业劳动力转移，增加农民收益并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机械化水平较低，农业保险分散风险、保障收

益，可能加剧小面积、分散化农业经营，不利于促进农业劳动力转移，难以增加农民非农收益，从而不

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城镇就业机会较少时，农业保险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城镇就业机会较多时，农业保险能显著缩

小城乡收入差距。 农业保险促进农业劳动力转移，城镇就业机会充足时，农业转移劳动力通过非农

就业增加工资收益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农村人力资本水平较低，职业技能匮乏，加上非农部门可能

存在就业歧视，城镇就业机会较少时，被农业保险挤出的农村劳动力可能面临失业情境，因而无法通

过非农收益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同时，农业保险加速农地流转使得部分农民失去农地经营权，农业收

益减少，城乡收入差距可能扩大。

六、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展开研究，结果表明：在控制了可能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特征变量后，
农业保险是促进农业劳动力转移并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动力；农业保险能有效缩小城乡收入差

距，农业劳动力转移是农业保险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中介机制；农业保险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效果，
因农业规模化水平和农地流转程度不同表现出明显差异；对农业保险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机制研究

发现，农业保险对规模化经营和农业劳动力转移均具有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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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关注农业保险对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 在制定农业保险政策时，既要

强化市场对保险资源的配置作用，又要加强政府引导，促使农业保险精准对接农业需求，强化农业保

险对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效果。 第二，加强农业保险与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政策衔接，增强农民职业技

能培训财政补贴力度。 农村居民人力资本水平较低，进入非农行业存在一定限制，要加强财政补贴

力度，探索农业保险与技能培训新交汇，为农村劳动力开展多层次、宽领域的职业技能培训，提升农

业劳动力的非农技能，释放农业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增收潜力。 第三，依托农村专项资金，建立农地流

转鼓励机制，激活农业劳动力转移活力，提高农业劳动力进城务工或自主创业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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