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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机械化对农户增收、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分析

李莉萍，王鹏程

（塔里木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新疆　阿拉尔　843300）

摘　要：  【目的/意义】农业机械化是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方式，农民增收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途径，而缩小

城乡收入差距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路径。【方法/过程】选取 2004—2020年中国 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建立固

定效应面板回归模型，深入分析农业机械化对农民增收以及城乡收入差距间的影响作用。【结果/结论】从全国来

看，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对促进农民增收及减缓城乡收入差距具有积极作用。分地区看，农业机械化对东、中、西

部三大地区作用效果不同，其中对中、西部地区提高农民收入及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有积极作用，且对西部地区的效

果较为显著；在东部地区，农业机械化发展会减少农民收入而加大城乡收入差距。最后，对如何提高农业机械化水

平提出合理建议，以提高农民收入进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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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Impact of Agricultural Mechanization on the Income of Farmers
and the Urban-rural Income Gap

LI Li-ping，WANG Peng-cheng

（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Tarim University, Arar, Xinjiang 84330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Meaning】 The  agricultural  mechanization  was  an  important  way  to  increase  the  income  of  farmers.

Increasing the income of farmers was an important way to narrow the urban-rural income gap, and narrowing the urban-rural income

gap  was  an  important  way  to  realize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Methods/Procedures】The  panel  data  of  31  provinces  in

China from 2004 to 2020 were selected to establish a fixed effect panel regression model to deeply analyze the impact of agricultural

mechanization on the increase of farmers’income and the incom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Results/Conclusions】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whole nation, improving the level of agricultural mechanization had a positive effect on promoting the income

of farmers and alleviating the incom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If viewed by regions, the agricultural mechanization had

different effects on the three regions (the eastern,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It had a positive effect on increasing the income of

farmers  and  narrowing  the  incom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and  the  effect  on  the

western region was more significant. In the eastern region,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mechanization would reduce the income

of farmers and increase the incom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Finally, the reasonable countermeasures were put forward on

how  to  improve  the  level  of  agricultural  mechanization,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income  of  farmers  and  narrow  the  incom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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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城乡收入分

配问题已成为我国重点关注的民生话题。习近平总书

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

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而如何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是

实现人民共同富裕的重点问题之一。改革开放以来，

经济高速发展，人们的收入显著提升，生活水平不断

提高。据统计，2021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5128元，比 2012年增加了 18618元；2021年城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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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可支配收入之比为 2.50，比 2012年下降 0.38，即在

过去 10年，我国农民收入逐渐提升，城乡居民收入

相对差距持续缩小。虽说目前城乡收入差距是缩小的，

但城镇居民收入水平明显高于农村，即我国城乡发展

不平衡问题依然严峻，这对于目前实现共同富裕目标

依旧有很长的距离。要解决城乡之间发展不均衡不充

分的问题，需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要实现这一目标，

须从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因素出发。因此，研究影响

城乡收入差距的原因及促进农民增收的路径显得尤为

重要。农业机械化是农业产业化水平的标志，对农业

农村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农业生产中农业机械的

应用能够提高农业生产效率，节省生产成本，增加产

出；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高对于释放农村劳动力，有

效提高农民收入以及缩小城乡差距具有重要作用[1]。

 1    文献综述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已成

为我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所在，我国学者已

对该领域的相关问题做出不少探讨。从已有文献看，

大多学者主要从基础设施[2−8]、税收政策 [9−12]、财政

支出” [13−16]、人力资本 [17−21]、产业结构 [22−24]、农村金

融[25−26]、户籍制度 [27−30]、城镇化 [31−34] 等方面去研究和

分析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因素和作用机理，从“二元

经济结构”的角度直接或间接地去分析影响城乡收入

的因素；而少有学者直接从“乡”的角度去分析其影

响因素。黄祖辉等[35] 的研究表明，城乡收入差距的扩

大对农村地区的未来发展起着消极的影响。农民作为

“乡村”的主体组成部分，实现农民增收是缩小城乡

收入差距的关键。农业机械化是直接促进农民增收的

重要方式，李谷成等[36] 通过研究农业机械化、劳动力

转移与农民收入增长之间的关系，得出农业机械化可

以直接提高农民农业收入，也可作用于劳动力转移间

接促进农民非农收入；陈涛等[37] 通过研究在农业生产

环节中农业机械化对农民增收的影响，研究可得农业

机械化主要作用于劳动力转移和提高农产品价格来促

进农民增收；陈林生等[38] 得出农业机械化对农民可支

配收入、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性收入等具有正向的

促进作用。即诸多学者已验证农业机械化对提高农民

收入起着积极的作用，但对农业机械化与城乡收入差

距之间的影响研究缺乏，且对二者关系持有不同态度。

有学者认为农业机械化发展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具有

显著作用[39]；也有学者认为农业机械化的投入并不能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40]；还有学者认为农业机械化发展

在短时间内会加大城乡收入差距，但较长时间内可以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41]。

纵观已有研究，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分析城乡收入

差距的影响因素，大多学者基于“城”的角度分析城

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而引起城乡收入差距最直接

的因素是城镇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快于农村居民，且农

村居民收入增长速度较缓慢；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最直

接的方式是提高农民收入，即需从“乡”的角度研究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因素。尽管农业机械化能够提高

农民收入的观点已成为学术界共识，但对农业机械化

与城乡收入差距二者关系存在不同观点，且鲜有学者

研究农业机械化在提高农民收入的同时对城乡收入差

距有何影响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因此，本文研究农

业机械化在促进农民增收的同时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

响作用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2    模型与数据

 2.1    模型设定

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既包含“个体效应”又包含“时

间效应”的模型。为研究农业机械化对农民收入及城

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本文选取中国 31个省份 2004−
2020年的样本数据进行研究，平衡的短面板数据一般

选择固定效应模型。不同省份经济发展状况特征不同，

可能存在不随时间而变的“个体效应”，也可能存在

不随个体特性所变化的“时间效应”。针对该问题，

尝试构建农业机械化水平对农民收入及城乡收入差距

的双固定效应模型，以下为实证计量模型。

模型 1：本文研究的城乡差距主要从“乡”的角

度进行分析，首先研究农业机械化对农民收入的直接

效应，即建立农业机械化对农民收入影响的回归模型：

ln incit =β0+β1 lnmcit +β2 ln isit +β3 lnopenit+

β4 lngovit +β5 ln f ait +β6 ln f eeit+

β7 ln tiit +µi+∂i+εit

（1）

模型 2：为研究农业机械化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

的关系，同时验证模型的稳健性，即建立农业机械化

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回归模型。

ln incrit =α0+α1 lnmcit +α2 ln isit +α3 lnopenit+

α4 lngovit +α5 ln f ait +βα6 ln f eeit+

α7 ln tiit +µi+∂i+εit

（2）

i t incit incrit

β0 α0 mcit

isit openit

govit f ait

　　式中： 表示省份， 表示年份， 和 分别表

示农民收入和城乡收入差距， 和 为常数项，

表示农业机械化水平， 表示产业结构， 表示

开放程度， 表示政府投入， 表示财政农业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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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eeit tiit β1 ∼ β7

α1 ∼ α7

µi

∂i

εit

出， 表示财政教育支出， 表示科技创新水平；

分别代表各变量对农民收入边际效应， 分别代

表各变量对城乡收入差距的边际效应， 表示各地区

农业机械化对农民收入以及城乡收入差距的个体固定

效应， 表示各地区农业机械化对农民收入以及城乡

收入差距的时间固定效应， 表示随机扰动项。

 2.2    变量选择

被解释变量：由于本文主要是从“乡”的角度研

究农业机械化对农民收入及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即

以农民收入为被解释变量 1，用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表示，记为 inc，研究农业机械化对农民收入的

直接效应；同时为了探究农业机械化对城乡收入差距

的影响效应，选取城乡收入差距为被解释变量 2，用

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表示，记为 incr。最后将 2
种效应模型的实证结果进行比较，验证回归结果的准

确性与实证结果的稳健性。

核心解释变量：农业机械化水平作为本文的核心

解释变量，以平均每公顷播种面积的农业机械动力

（kW/hm2）表示，利用农业机械总动力与农业总播种

面积比值计算，记为 mc。
控制变量：参考已有文献[42]，本文选取 6个控制

变量。产业结构，用二三产业的 GDP之和（亿元）

与 GDP总量（亿元）的比值表示，记为 is；对外开放

程度，用对外进出口总额（亿元）与 GDP总量（亿

元）的比值表示，记为 open，其中将其对外贸易总出

口额根据同期的平均美元汇率折算成人民币数额进行

计算；政府投入，用地方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亿

元）与 GDP总值（亿元）的比值表示，记为 gov；财

政农业支出，用地方农林水事务财政支出（亿元）与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亿元）的比值表示，记为 fa；财

政教育支出，用教育财政支出（亿元）与一般公共预

算支出（亿元）的比值表示，记为 fee；科技创新水

平，用国内专利申请授权数（项）表示，记为 ti。
 2.3    数据来源

本 文 选 取 的 中 国 除 港 澳 台 外的 31个 省 份

2004−2020年期间的指标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官网、

《中国统计年鉴》（2005−2021年）及各省（直辖市、

自治区）的统计年鉴等。少量缺失值采用平均值替代

法与线性插值法进行补全，为消除异方差问题增加数

据平滑性，对所有变量进行取对数处理和缩尾处理。

各变量描述性统计如表 1所示。

 
  

表 1　各变量描述统计结果分析

变量 观测值 平均值 标准误差 最小值 最大值

inc 527 9307.429 5862.889 1796.000 34911.000

incr 527 2.764 0.497 1.845 4.949

mc 527 6.412 3.554 1.698 26.979

is 527 0.890 0.059 0.661 0.997

open 527 0.306 0.360 0.008 1.715

gov 527 0.261 0.190 0.089 1.354

fa 527 0.106 0.035 0.021 0.204

fee 527 0.160 0.026 0.099 0.222

ti 527 37781.285 72627.534 23.000 709725.000

 

 3    实证结果与分析

 3.1    模型的确定

首先进行 OLS混合回归，用 Stata 17检验模型是

否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经过验证各个指标的 VIF
小于 5，即该模型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

为确定模型是采用固定效用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

型，运用 Stata 17.0软件对随机模型和固定模型进行

表 2　Hausman检验

解释变量 Hausman检验值 P值

农民收入（inc） 84.982*** 0

城乡收入差距（incr） 15.531** 0.0298

注：原假设为扰动项（农业机械化水平 mc）与解释变量（农民收入

inc、城乡收入差距 incr）不相关。***代表 P 值＜0.01，**代表 P
值＜0.05，*代表 P 值＜0.1；表 3、表 4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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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usman检验。如表 2所示，农业机械化水平（mc）
对农民收入（inc）检验结果的 P 值小于 0.05；农业机

械化水平（mc）对城乡收入差距（incr）检验结果的

P 值小于 0.05，表明农业机械化对二者均具有强显著

性，故强烈拒绝随机效应的原假设，选择固定效应回

归模型。

为检验该模型是否存在时间效应，加入年度时间

虚拟变量再进行固定效应回归检验，通过对回归的显

著性进行判断，时间虚拟变量较多，因此表中只展示

核心解释变量与控制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

双固定回归中的时间虚拟变量大部分是显著的，即存

在时间效应。表 3表示 OLS 混合回归、固定效应回归

以及双固定效应回归结果，双固定效应回归结果中核

心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 F 检验所对应的 P 值都

为 0，农业机械化对农民收入的拟合优度系数 R2 为

0.828，农业机械化水平（mc）对城乡收入差距（incr）
的拟合优度系数 R²为 0.995。拟合优度均强于固定效

应模型与混合回归模型，故本文选择建立带年度时间

虚拟变量的双固定效应模型是合理的。

 

  
表 3　面板回归结果

指标
OLS FE FE_TW

inc incr inc incr inc incr

lnmc 0.241*** -0.112*** 0.224*** －0.055*** 0.07*** －0.049***

（0.029） （0.013） （0.039） （0.012） （0.013） （0.011）

lnis －0.124 0.782*** 0.833*** 0.123 0.309*** 0.01

（0.326） （0.108） （0.31） （0.1） （0.102） （0.088）

lnopen 0.128*** －0.048*** －0.042* －0.032*** 0.019*** －0.037***

（0.019） （0.007） （0.021） （0.007） （0.007） （0.006）

lngov 0.573*** 0.042** 0.427*** －0.042** 0.039 －0.057***

（0.038） （0.018） （0.056） （0.018） （0.025） （0.022）

lnfa 0.181*** －0.006 0.044 0.02 －0.012 0.005

（0.057） （0.028） （0.042） （0.013） （0.015） 0.013）

lnfee －0.472*** 0.313*** －0.106 0.099*** 0.027 0.003

（0.088） （0.038） （0.071） （0.023） （0.31） （0.026）

lnti 0.339*** －0.067*** 0.401*** －0.061*** 0.042*** －0.01*

（0.009） （0.004） （0.011） （0.004） （0.007） （0.006）

常数项 6.004*** 2.451*** 5.418*** 1.785*** 7.768*** 1.081***

（0.285） （0.13） （0.245） （0.079） （0.113） （0.097）

观测值 527 527 527 527 527 527

adj.R2 0.844 0.572 0.950 0.746 0.995 0.828

F－test 446.369 87.06 1320.654 204.831 4289.353 98.712

Prob>F 0 0 0 0 0 0

 

 3.2    模型结果分析

由上述结果可知，本文选择双固定效应模型。由

表 3可知：核心解释变量农业机械化水平（mc）对被

解释变量农民收入（inc）的回归系数为正数，且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说明农业机械化对农民增

收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农业机械化水平（mc）对农

民收入（inc）的系数为 0.07，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

下，农业机械化水平（mc）每提高 1%，相应的农民

收入（inc）会增加 0.07%，即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高

能促进农民增收。可能原因有：（1）农业机械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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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是农业资本要素代替劳动力要素的过程，即减少

劳动力要素投入，增加农业资本要素投入，提高农业

产出效率，进而提高农民经营性收入；（2）农业机械

设备大量运用于农业生产中，投入劳动力要素减少，

释放出一部分农业部门劳动力从事非农业部门生产，

增加农户非经营性收入，而提高农民收入[36, 43]。由控

制变量回归结果知，产业结构（is）对农民收入（inc）
的系数为正（0.309），在 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表

明二三产业占比对农民收入促进作用呈正相关，可能

因为二三产业的发展带动农民从事非农生产而增加农

民的非农收入；开放程度（open）对农民收入（inc）
系数为正（0.019），在 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对外

开放程度每提升 1%农民收入（inc）提升 0.019%，可

能是对外开放程度提升会增加农民在非农产业的就业

机会而提高农民收入；科技创新水平（ti）对农民收

入（inc）的系数为正（0.042），在 1%显著性水平下

显著，科技水平每提升 1%促进农民增收 0.042%，可

能是科技水平提升为农业提供了更多机械化智能化设

备应用于农业生产中，减少农业投入而增加农民收入；

政府投入（gov）和财政教育支出（fee）对农民收入

（inc）的系数为正，但促进效应不显著，说明政府参

与以及财政教育支出在一定程度上能促进农民收入的

提高；财政农业支出对农民收入（inc）的系数为负

（－0.012），但抑制作用不明显，可能的原因是地方

财政农业支出的资金投入比例不协调，对于农业中农

业基础性建设、农业项目投入以及农业科技等实质建

设性的资金投入比重较低。

表 3中核心解释变量农业机械化水平（mc）对被

解释变量城乡收入差距（incr）的回归系数为负，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说明农业机械化水平（mc）
对城乡收入差距（incr）具有减缓作用。农业机械化

水平（mc）对城乡收入差距（incr）的系数为－0.049，
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农业机械化水平（mc）每提

高 1%，相应的城乡收入差距（incr）会减少 0.049%，

故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升会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可能

解释有：（1）农业机械化程度提高意味着农业部门中

资本要素的投入增加，劳动要素投入减少，资本和劳

动两要素在农业部门中相互转化，农业生产效率增加

而提高农民生产收入；（2）随着农业机械化广泛应用，

一些资本要素从非农业部门转移到农业部门，两部门

中资本和劳动要素投入结构不断优化而提高农民收入

水平，农业部门、非农部门的要素结构优化均能提高

农民收入，进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39, 44]。由控制变量

回归结果可知，对外开放程度（open）对城乡收入差

距（incr）系数为负（－0.037），说明在 1%显著性水

平下对外开放程度提升对城乡收入差距有明显的减缓

作用，可能是对外开放程度提升为农民提供了更多的

就业机会而增加农民的非农收入，从而缩小城乡收入

差距；政府投入（gov）对城乡收入差距（incr）的系

数为负（－0.057），说明在 1%显著性水平下政府参

与对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明显的减缓作用。可能是政府

参与为农户提供更多农业上的支持，以及为农户提供

更多在非农部门的生产机会，让农村劳动力在城市发

展，进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科技创新水平（it）对

城乡收入差距（incr）的系数为负（－0.01），在 10%
显著性水平下有抑制作用，说明科技水平提升会减缓

城乡收入差距；产业结构（is）、财政农业支出（fa）
和财政教育支出（fee）对城乡收入差距（incr）的系

数为正，但促进效应不显著，说明二三产业占比越高、

财政农业以及财政教育支出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会加

大城乡收入差距。

 3.3    稳健性检验

由表 3回归结果可知，OLS 回归结果、固定效应

回归结果以及双固定效应回归结果中核心解释变量农

业机械化水平（mc）对被解释变量农民收入（inc）
都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即 3种回归模型都验证出农

业机械化水平（mc）能够促进农民增收的结论；相对

应的回归结果中核心解释变量农业机械化水平（mc）
对被解释变量城乡收入差距（incr）都有显著的负向

效应，即 3种回归模型都验证出农业机械化水平（mc）
对城乡收入差距（incr）具有减缓作用的结论。经过

更换模型进行多次回归得出的回归系数和作用方向趋

于一致，故可证明本文所采用双固定效应模型估计出

的结果是稳健的。

 4    异质性检验

每个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在地理、社会、经济环境

的影响下会具有较强的区域性，故各地区的农业机械

化发展水平、农民收入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会存在一

定程度的异质性特点。为验证模型与结果的平稳性，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划分标准将我国 31个省份划分为

东部地区（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

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中部地区（山西、

内蒙、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

南）、西部地区（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

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三大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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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地区进行区域异质性检验。

对农业机械化水平（mc）、农民收入（inc）与城

乡收入差距（incr）影响的区域异质性进行回归分析，

结果如表 4所示。三大地区回归拟合优度均在 0.82以

上，说明本文所选的解释变量农业机械化水平（mc）
能较好地解释农民收入（inc）以及城乡收入差距

（incr）间的关系。

由表 4可知，三大地区的核心解释变量农业机械

化水平（mc）对农民收入（inc）的系数均具有很强

的显著性，中部和西部地区农业机械化水平系数分别

为 0.05和 0.095，均在 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表明

在中部和西部地区农业机械化水平发展能提升农民收

入，且农业机械化对西部地区农民收入促进效果更为

明显，再次证明了上文中农业机械化能够促进农民增

收的结论；东部地区核心解释变量农业机械化水平

（mc）的系数为负（－0.037），说明对于东部地区农

业机械化水平对农民收入具有负向效应，会减少农民

收入。这可能是因为东部地区经济发展较为迅速，东

部地区农业相比较中、西部地区发展较快，农业机械

化早已普遍运用广泛，且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占用了

大量的耕地，导致东部地区的耕地面积在减少，耕地

细碎化程度较高，现农民收入增加主要以非农生产为

主，即提高农业机械化只会增加农民对机械设备成本

投入，因此农业机械化的提高会减少农民收入。

东、中、西部地区中核心解释变量农业机械化水

平（mc）对被解释变量城乡收入差距（incr）均通过

显著性水平检验，中部和西部地区农业机械化水平系

数分别为－0.028和－0.115，即农业机械化对中、西

部地区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显著的缩小作用，其中农业

机械化对西部地区减缓城乡收入差距作用更为明显，

再次证明上文中农业机械化发展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具有积极作用的结论；东部地区农业机械化水平（mc）
对城乡收入差距（incr）差距的系数为正（0.039），即

农业机械化发展会加大东部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这

表 4　三大地区异质性回归结果

指标
东部 中部 西部

inc incr inc incr inc incr

lnmc －0.037** 0.039** 0.05*** －0.028** 0.095*** －0.115***

（0.015） （0.016） （0.013） （0.011） （0.034） （0.039）

lnis 0.712*** －0.169 0.004 0.148* －0.225 0.209

（0.168） （0.176） （0.096） （0.084） （0.223） （0.254）

lnopen 0.02 0.015 0.035*** －0.053*** －0.017** －0.013

（0.019） （0.02） （0.011） （0.01） （0.007） （0.008）

lngov 0.085*** －0.06** －0.102** 0.038 －0.096*** 0.005

（0.027） （0.028） （0.047） （0.041） （0.036） （0.041）

lnfa －0.003 0.048*** －0.011 －0.06*** －0.001 －0.034

（0.017） （0.018） （0.021） （0.018） （0.021） （0.023）

lnfee －0.002 0.021 －0.106** 0.087** 0.026 0.023

（0.036） （0.038） （0.045） （0.039） （0.037） （0.042）

lnti 0.015* －0.014 0.042*** －0.01 0.001 0.012

（0.009） （0.009） （0.008） （0.007） （0.011） （0.012）

常数项 8.584*** 0.939*** 7.219*** 1.144*** 7.379*** 1.347***

（0.139） （0.145） （0.176） （0.154） （0.145） （0.165）

观测值 187 187 153 153 187 187

adj.R2 0.998 0.824 0.998 0.932 0.998 0.901

F-test 3823.630 31.144 3401.008 72.325 2741.254 60.282

Prob>F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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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表 4中东部地区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高能减少农民

收入结论效应一致。这可能是由于东部地区二三产业

较中西部地区发展迅速，东部地区城市整体经济化、

机械化程度较高，而出现边际效应；又因耕地细碎化

较严重，故农业机械化水平提高会加大农民成本投入

而加剧城乡收入的差距。

 5    结论和建议

 5.1    结论

（1）由全国整体回归看，核心解释变量农业机

械化水平（mc）对农民收入（inc）呈现正效应，对

城乡收入差距（incr）呈现负效应，即农业机械化水

平的提升对促进农民增收及缩小城乡收入有积极作用；

其中二三产业占比越高、开放程度以及科技创新水平

的提高对增加农民收入有显著作用；对外开放程度提

升、政府的积极参与以及科技创新水平提高对城乡收

入差距有明显的减缓作用。（2）不同地区农业机械

化水平存在地域差异，由异质性回归结果可知，中部

和西部地区农业机械化发展水平的提高具有增加农民

收入、减缓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其中西部地区农业

机械化对促进农民增收及减缓城乡收入差距的效果更

为显著。对东部地区而言，农业机械化对农民收入呈

现负效应，对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正效应，即农业机械

化水平的提升对农民收入具有减少作用，对城乡收入

差距有加大作用。

 5.2    建议

通过以上结果分析可以看出，农业机械化对促进

农户增收、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具有积极作用。为进一

步推动我国农业机械化的发展而实现乡村振兴，提出

以下建议：（1）由于农业机械化对促进农民增收及缩

小城乡收入差距作用显著，应大力推动农业机械化，

积极推进落实“机械强农”。加大农机购置补贴，鼓

励农户在农机设备方面的投入，加大农业生产条件的

投资力度、耕地平整优化和水利建设的兴修投资；积

极落实农机具购置、报废更新及有关补贴政策，给予

农户更多扶持性政策；加强农机人才建设与教育投资，

提高农机人员队伍整体素质，同时加强高校与企业合

作平台建设，定期开展有关农机知识培训及与外界农

机技术的交流合作，提升农机人员技能。（2）农业

机械化在产业结构、对外开放程度、政府投入、财政

农支出、财政教育支出及科技创新等共同作用下促进

农民增收，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其中对外开放程度、

科技创新水平的提升对提高农民收入及减缓城乡收入

差距具有显著作用。加大对外开放程度，政府积极推

动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为农户提供更多就业机会；

加强农机设备研发与创新，及时对农机设备更新升级，

大力推动智能化农机设备应用，以促进农村农业机械

化生产由量向质、由市场驱动向技术创新带动的高质量转

变，完成低端机械设备向高端创新机械设备的转型。

（3）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机械化。在中、西部地区加

大农业机械化应用，以农业机械富农为抓手，政府加

大购机补贴力度，鼓励农户对农业进行机械化生产；

加强农机人员创新研发农机设备和提升农机人员技能

培训，强化农机人才创新理念培养，提升农机技能，

积极推动农村新型农用机械化装备的研制创新和农机

装备的生产经营。在东部地区，由于经济化发展迅速，

耕地细碎化程度较高，农业机械化的运作会加大农户

在农业上的投入，根据自身地域优势合理发展农业机

械化运作，为农业机械化长期发展奠定基础；同时，

东部地区经济较中、西部地区发达，二三产业发展较

为迅速，鼓励大型企业对农机创新和研发投入，适当

降低农业机械成本，加大农机宣传，推动农业机械化

生产和应用。

综上所述，本文研究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1）本

文数据研究的时段较短（2004−2020年），不能充分

考虑到各个地区农业机械化的动态变化对农民收入以

及城乡收入差距的动态影响；（2）本文研究的区域为

省、市、自治区级，且只从全国和东、中、西部地区

来进行研究，不能够精细地了解到每个省及县域地区

农业机械化运用对农户收入及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情

况；（3）未能考虑到各个地区农业机械化对农民收入

及城乡收入差距的空间溢出效应的影响。以上问题会

在后续的研究中进一步加强研究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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