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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来自中国 1873个县域的证据

彭凌志 敏赵 娟

摘要： 村 权农 产 制度改 是中国集体 革 村农 改革的 大 度创新重 制 ，对 村 类激活农 各 集体生产 潜要素

，能 ， 义。本实现城 素有效配 促进区 展具有重 于乡要 置 域经济发 要意 文基 2013－2020 中国年 1873个

县（ 、市 区） ， 村 权 ， 双 ，的面板数 以 国 集 产 改革 为准自 实验 运用 重差 模 考据 中 农 体 制度 试点 然 分 型

村 权 对 。 ： 一， 村 权集体产 制 改革 县域经 影响 研究 体产 改革有助于察农 度 济发展的 发现 第 农 集 制度 激

，对 一二三 了 。 二， 较地区发展 能 县域 均产生 显 效 第 在集 资产已经积累发 动 产业发展 著的促进 应 体 比

东 ， 村 权 一 了 力，对多 部 区 集 制度 进 步激 发展活 县域经 发 的 效应整体 比的 地 农 体产 改革 发 济 展 促进 上

。 三， ， 对 力 较大，中西部地 显 第 脱贫 以后 贫困县集体 发展的支 度 贫区更加明 攻坚战打响 国家 经济 持

村 权 对 。 ， 村 权困 产 制度改 济 展的促 效应比非贫困 更 明 第 农 产 制县农 集体 革 县域经 发 进 县 加 显 四 集体

， 。革有利 县域产业结构 化 产 聚水平提 有助于提高 发展质量度改 于 优 和 业集 升 县域经济

关键词： 村 权 度改农 集体产 制 革 域经济发展县 经济集体 双多期 差分模重 型

中图分类号：F301.1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共同富裕是 义 本 ，主 的 质要 是 现 征社会 求 中国式 代化的重要特 。 来， 、古 县 作 国家自 以 域 为 政治

本 ， 、经济 系 元 国 治理 和 具有重要和社会 统中最基 的单 在 家 经济发展 资源承载中 地位（ 娟斯丽 和曹昊

煜，2022）。截至 2022 底年 ， 计中 行政国内地县级 区总 2843个①
， 中 有其 县域共 1866个，总面积占

土面积的全国国 90% ， 大右 占左 总人口 中国 陆人口的 52.5%， 大地 生 总 占 国 陆 生产区 产 值 中 地区 总值

的 38.1%②
。 了 大由 国 分 积和于县域覆盖 中 部 面 人口， 村是特别 农 人口， 实现县域 和共同因此 的现代化

*本文研究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双碳’目标下农业绿色发展体系创新与政策研究”（编号：22&ZD083）

的支持。

①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2023：《中国统计年鉴2023》，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②
资料来源：《〈中国县域高质量发展报告 2023〉发布》，http://www.jjckb.cn/2023-05/13/c_131071843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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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裕 现中 共同 础是实 国现代化和 富裕的基 （何晓斌，2021）。 长要素投入 有效配置 经和资源的 是 济增

主的 要源泉（Denison，1962）。 权 来属从要素 看，在 域 围县 范 内， 村土地 为 集主要 体所有，大量资金

村 ， 力 大 村 。 来，经 组 及其 劳 农 集体经 员 改革开放 国为农 集体 济 织 成员所有 动 主要为广 济组织成 以 中

县 以快域经济之所 速发展， 民 所以快速农 收入之 增加， 一关键的 点非常 ， 村是 化就 不断优 农 要素配置，

村 力 、 、括 劳 要 流 农民 自身 累 效 业 体经 用包 农 动 素 动 利用 资金积 和土地发展高 农 集 济组织利 集体积累

村 。 来， 村 了 落落， 一资金发展 尽管改革开 农 集 经历 县和 乡 工业等 放以 体经济发展 起起 但 直是 域经济

。 村 、 、 力 ，对的基础构 经济组织 土 劳 到 效 置 域 济发 有成 农 集体 的 地 资金 动 要素能否得 高 配 县 经 展具

重要作用。 长经过 期发展， 村 体 济 织农 集 经 组 ，尤其 达是经济发 地区、 村区的农 集 织城市郊 体经济组 ，

大 。 来， 村 也 大。 村已经积累 的资 以 贫 的 资产规模 农 集体资起庞 产 脱贫攻坚 困县积累 农 集体 迅速扩 但

权一 、权 、 ， ， 力直 属 理 化 问 资 要素 置效 经产产 存在归 不明 责不清 管 僵 等 题 源 的配 率不高 济发展潜 没

（得 充 释放有 到 分 魏罗明忠和 滨辉，2022）。 村 权 ， 权、动农 集体 革 达到明晰 善通过推 产 制度改 产 完

、 力、 ， 村 来 ，也治 展动 风 的 农 集体 将迎 新局 为 济理结构 激发发 防范发展 险等目 经济发展 面 县域经 发

力。展增添新活

从 20 纪世 80 代 始年 开 ， 了 村 权国就 农 集 度中 出现 体产 制 改革的探索。90 代 后年 以 ， 些探这 索就

了 来多 起 ，并 在发达地且主要集中 区。21 后世纪以 ，北京、上海、 村 权等地 制度浙江 的农 集体产 改革

。 、 村 ， 、全 部分地区 所以具有 行 积 工 化 镇 水 快开始 面推开 部分 庄之 先 探索的 极性 主要是在 业 城 化 平

， 村 来 、 ，速 的背 集 征 物 等方 水 员普遍具提高 景下 农 体经济组织 自 地 业 面的收入 平高 集体成 有保护好

自身权益 ， 少村的主 不动性 “两委”也 、 村 。发展 级 主动性 这 区的具有抓住 机遇 增加 收入的 些先行地

改革， ， 。 ， 来 村然 的 整 上 是 于 驱型 的探 践固 有政府 支持和推动 但 体 还 属 内 它们 索性实 为后 中国农 集

权 了体 制 改革 供产 度 的开展提 经验。

党的十八大 告报 首次提出“ 小成 康社会全面建 ”的 和目标 “必须 富裕坚持走共同 道路” 求的要
①
，

对 权维护农民 分配并 依法 集体收益 、 大 力壮 集 经 出体 济实 作 部署。 势新 求顺应新形 要 ，2013年，党的

十八 三 村 权 ， 村 权 了届 全会 提出 产 务 求 农 集 改 时中 明确 农 集体 制度改革的任 要 为 体产 制度 革提供 新的

代背景。2014年， 小 议 议了面深化改革 组第中央全 领导 五次会 审 《 对极发 份 予农民积 展农民股 合作赋

权集 份 能改革 点体资产股 试 方案》
②
， 式正 拉开 村 权制 改 的 幕农 集体产 度 革 序 。2016年，《中共中央 国

村 权务 稳 产 度 革的院关于 步推进农 集体 制 改 意见》 要明确 求：“ 清晰构建归属 、权能完整、 畅流转顺 、

义 村 权 ， 村保护严格 国特 集体 护 农民作为 济组织成 的的中 色社会主 农 产 制度 保 和发展 农 集体经 员 合法

权益。”
③
到 2021年底， 村 权 本体 制 改 阶 性任 完成中国农 集 产 度 革 段 务基 ， 巩 阶并进入 固提升质量的

①
参见《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https://www.gov.cn/ldhd/2012-11/17/content_2268826.htm。

②
资料来源：《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五次会议：严把改革方案质量关督察关》，https://www.gov.cn/xinwen/2014-

09/29/content_2758791.htm。
③
参见《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意见》，https://www.gov.cn/zhengce/2016-12/29/content_

515459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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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gov.cn/zhengce/2016-12/29/content_515459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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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 划国 经济 展 规 和段 民 和社会发 第 四个五年 2035 》 ：年远 要 中明确提景目标纲 出 “ 村化农深 集

权 ， 权权 ， ， 大 村改革 将 资产量化 济组织成 发 型体产 制度 完善产 能 经营性 到集体经 员 展壮 新 农 集体经

。济 ”
①

一 村 权 ， 大 小 、阶 的 集 产 度改 很 程 围 社 朝 共同这 段 农 体 制 革 在 度上是 绕全面建成 康 会 着 富裕

， 。稳 图展开的 具有明显的 推动方向 步前进的蓝 改革过程 行政 型特征

村 权 权 权 ， ， 大体产 建 清晰的集 以市场化 形 集农 集 制度改革 立起产 体产 制度 的 式经营 体资产 使 量

村 来， 力置 农 体 源 素活 生产 升闲 的 集 资 要 跃起 得到跃 （田友和赵翠萍，2021）， 对这 村活 发展激 农 新

动能 有具 关键作用（ 池春和马 ，马华 2018）。 村 权农 集体产 制 革试经过五批 度改 点，到 2021 ，年 全

清查 账国 核实集体 面资产 7.7 ，万亿元 其 资产中经营性 3.5万亿元
②
。对 ，这 进 与些资源 行合理运营 并

，必 大 。 ， 术 少 村 权关 素 合 为县 济发 强 有 究 注农 度相 要 组 将 域经 展注入 动能 然而 学 界 研 关 集体产 制 改

对 。 村 权 村 权济的影响 农 集体产 制 革效 要集 体 改革革 县域经 已有关于 度改 应的研究主 中在农 集 产 制度

、 村 对 三 。 一， ，的收 治理效应 集 发 个 面 在 入 应方入效应 乡 和 体经济 展的促进效应 方 第 收 效 面 明忠罗

（辉和魏滨 2022） ， 村 权 了 ， 小了县 面 数据 体 促进 农民通过分析全国 级 板 发现 农 集 产 制度改革 增收 缩

。乡收入差距城 （和穆张衡 月英 2023） ， 村 权 小了观视 现 产 制度改 群则从微 角切入 发 农 集体 革缩 农民

。 二， 村 ，体的内 收 第 方部 入差距 在乡 治理效应 面 （胡 斌 黄 辉伟 和 祖 2022）通 析过分 1657户农户数

， 村 权 ， 村 。据 制 改 会促 主 高 庄治理发现 农 集体产 度 革 进农户民 参与行为 提 民主水平 马平瑞和李祖佩

（2023） 村基于 的案 出鲁西南蔡庄 例分析提 ， 村 权 村产 制度改 乡 治理优 升农 集体 革有助于 化 级。 三第 ，

对 ，集 促 效 方在 体经济发展的 进 应 面 东（张 良和应 徐亚 2019） 了 村 权从理 分 度论层面 析 农 集体产 制 改

对 村 ， 村 权 对 、对 长 、革 集体 响 产 制度改 拓宽市场 内 业链农 经济的影 认为农 集体 革通过 外 延 产 获得规

长。济等 集 的持续增模经 方式实现 体经济 （孔祥智 2020） 六过 盘水市通 等 3 ， 村个 析案例分 提出 农 集

权 权 ， 。制 改 通 确 人能 集体 织 动 体 济发体产 度 革 过 到 提高 经济组 的运行效率 推 集 经 展 和芦千文 杨艺武

（2022） 分析通过 3833 了 村 权 了 村 。户农 实 农 集体产 改革 集体户数据证 制度 明显促进 农 经济发展

， 村 权 ， 村 、梳 可知 农 集 改革的效 已 广 关 其 治 农理文献 体产 制度 应 经得到 泛关注 特别是 于 乡 理 民

村 丰 ， 大 、收入 体经 方 已 相 富 但 多 理论层面和 集 济发展 面的效应研究 经 当 已有研究 从微观视角 或通过

， 少 ， 村 权例分析的方 行研 域层 整 证研究 且 涉及农 集 产案 法进 究 尚 有在县 面开展的 体性实 鲜有文献 体

。 村 权 ， 对革 展 关 农 体 制度 是以 单 其 域 济制度改 与县域经济发 的 系 集 产 改革 县域为 位推进的 分析 县 经

对 大 义。本的 估 效应和评 作的成效具 现实 究改影响 于评 改革的整体 价改革工 有重 意 文立足研 革的县域

， 村 权 ： 一， 、经 效应 从以 面拓展农 体 改 第 要 流 产 结济发展 下几个方 集 产 制度 革的效应研究 从 素 动 业

， 村 权 对 ， 村 权构 业集 角 制 改 县域 的 察农 集体和产 聚的视 分析农 集体产 度 革 经济发展 直接影响 考 产 制

。 二，革推动县域 发展 第 以度改 经济 的作用机制 全国 1873 （ 、 ） 本，采 双市 用多期 重个县 区 为样 差

①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https://www.gov.cn/xinwen/

2021-03/13/content_5592681.htm。
②
资料来源：《全国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工作部署视频会议在京召开》，http://www.moa.gov.cn/jg/leaders/lingdhd/202109/

t20210913_6376321.htm。

https://www.gov.cn/xinwen/2021-03/13/content_5592681.htm
https://www.gov.cn/xinwen/2021-03/13/content_5592681.htm
http://www.moa.gov.cn/jg/leaders/lingdhd/202109/t20210913_6376321.htm
http://www.moa.gov.cn/jg/leaders/lingdhd/202109/t20210913_637632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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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 ， 、和比 完整 县 进 补 有 献 省 层面 存在 精分模型 的 级数据 行实证研究 弥 现 文 从 级 论证 的不够 准 案例研

在 系 性不究存 的 统 够等不足。 三第 ， 村 权 对体产 制度 经济发展整 应的在分析农 集 改革 县域 体效 基础上，

， 一 对 ， 对区域 时 效应 进 步 改革 县域 同 展 和 化考虑 异质性和 间动态 考察该项 不 产业发 的影响 以深化 细

。革 应 评估改 效 的

二、研究假说

权的产 排 以 理 置的合理 制度安 是资源资产得 合 配 逻辑起点。 村 权 对农 改革集体产 制度 县域经济发展

的促进效应， 通过 素流 集 配置效率主要 畅通生产要 动和提高 体资源 实现。 一第 ， 过通 权明晰产 构结 、重

塑 理治 机制、 价 显促使资产 值 化、促 资 要素 流动进 源 畅通 等， 村 权体 以 效农 集 产 制度改革可 有 发激 类各

生产要素的 力活 力体的创造和市场主 （涂圣伟，2021； 应良张 东和徐亚 ，2019）。 一经济集体 组织统 组

实施 利 产运营织 土地开发 用和资 ，有 土地的多 能 农利于实现 功 利用和 业规模化经营（张 宇红 等，2020），

对并 业 产性 业发 积农 生 服务 展产生 极影响（郭晓鸣和 耀张 文，2022）。 二第 ， 村农 组集体经济 织利用集

资金和相 备发展产后体 关机器设 储存、运输等产业， 村利用 地 资源发展 农盘活 农 闲置用 等集体 观光休闲

业、 村农 电 等商 新业态（梁春梅和李晓楠，2018； 孙陈 和 芬慈 素 ，2020）， 长了产 链延 业 ， 了创 的造 新

就业岗位， 了促 近 业 增收进 农民就地就 就 和 。 三第 ， 村 权 了产 进 新型经 培育农 集体 制度改革促 营主体的

和引进， 了外出 乡创吸引 务工人员返 业就业（ 行 虹张 发和徐 ，2022）， 村 来了 本为农 发 素展带 资 要 、现

才代科 和 能技 企业家 （孔祥智，2020）。 择 类营 体 返 创 人员 适的 将新型经 主 和 乡 业 选 合 产业并 各 要素聚

择所 的 业中集到 选 产 ， 村 大产 壮有利于农 业的发展和 。第四， 权 对权确 股份 能可以 农民定农民的 消除 益

顾虑被侵占的 ， 城 意愿增强其进 务工的 （肖盼晴和 凤姚玉 ，2022）。大 力量劳动 源资 的供给， 对会 城镇

二三 。 ，展 生 撑 用 时产业的发 产 支 作 同 权集 归属体产 明晰化 村 本还 的 民 成能分担农 人口 市 化 （涂圣伟，

2017）， 落 力于 移人口 户 愿和能有利 提高农业转 城镇的意 ，加速 城镇 进新型 化进程的推 （ 孙王邹和 久文，

2023）， 。从 县域经济而推动 发展 ，本文提出假据此 说H1和假说H2。

H1： 村 权集农 体产 制度改革对县 经 发 有 进效域 济 展 促 应。

H2： 村 权 了 一二三 。集体 改 业 发农 产 制度 革促进 县域 产 的 展

、 。 来 ，产业 理 是阻碍县 展的重要原 常 说 率的结构不合 集聚水平低 域经济发 因 通 资源配置效 提高

（ ，产 动的畅通 区产业结 优 生 王 华和生 要素流 有利于地 构 化和产 产业集聚效应 振 等 2019）。集 资体 源

类 。配置 的提 着 利 的 体资 为 入到各 产 素流效率 高意味 被闲置或低效 用 集 产将被作 生产要素投 业 生产要

本 ， 村 力 类动的畅 味着 动成 进 集体资产 在内的各 产通意 生产要素流 下降 会促 包括农 以及劳动 生 要素从

对较 ， 。回 业 向 报 更 的产 动县 结 济 动 空间报率相 低的产 流 回 率 高 业 推 域产业 构转型升级 经 活 的 集聚是

力现 展的重要实 地区经济发 推 （Marshall，1961）， 村 权 力、 本、体产 制度改 促进而农 集 革会 人 资 原

料 要素 地 实现资源 配置材 等 更加自由 流动和 更高效率 ，有助 县 业于 域内产 实现集聚。 来看具体 ： 一第 ，

村 权 力农 体 制 改革 培育 营 出 工 员返 县 生劳动集 产 度 通过 新型经 主体和吸引外 务 人 乡创业在 域范围内产

， 了 力 力 本 ， 术集 加 县域劳动 和人 分人 产 提供资金聚效应 增 总量 资 积累 这部 员为当地 业发展 和技 等要

， 。 二， 类 ，素 从而实 产 调 第 过 合 集 资产 将集 性现 业结构 整和产业集聚 通 整 各 体 要素 体经营 资产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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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 村 。 类商 资 合 农 得 产业链条 有效供给有 基于会工 业 融 资源要素 以衔接现代 各 要素的 利于 当地主导

， 。业产 展 相关产业 产要素供 的 应 集 效 的 成农 业全链发 上下游 以优质生 给 规模效 促进产业发展 聚 应 形

三，长 来，一 、 一 较 ，期以 域产 中 等 产 占比 利 资第 些县 业结构 传统农业 牧业 第 业 高 不注重 用当地特色

， ， 力。 村 权 类源发展 产业同质化 高 缺 体产 通 各 集体特特色产业 程度 乏竞争 农 集 制度改革 过激活 色资

， 村 ， ，素 并利用 体 地 游 特 农 等 产业 态 能 域源要 集 资金因 制宜开发乡 旅 和 色 业 新 新业 改善县 产业结构

。经 发 据此促进 济 展 ，本 说文提出假 H3。

H3： 村 权 度改革通 业结构和提 业集 路径 经农 集体产 制 过优化产 升产 聚水平两条 促进县域 济发展。

三、研究设计

（一）变量选择与说明

1. 。量被解释变 本 ， 采 、解释变量 县 发 县 实 地 生 总值文的被 是 域经济 展水平 分别 用 域 际 区 产 县域

、 一二三 来 。人均 区 产 实 增加实际地 生产总值 县域 业 际 值 衡量

2. 心 。核 释变量解 本 心 村 权 ， （ 、 ）核 解释变 体产 制度改 点 若 是农文的 量是农 集 革试 县 市 区 当年

村 权 ，度 点 取值为集体产 制 改革试 1， 为否则取值 0。

3. 。量控制变 本 了一 来 对文 有 系 控 变 控 其他 县域 展参考已 相关研究设置 列 制 量 制 因素 经济发 的影

响（ 骞骏例如伍 和 ，张 民星 2023；吴本健 ，等 2022）。 、 、变 面积 人口 覆盖控制 量包括地域 密度 通信

、 、 力 本 、 、 、 、水平 服 发展 平 农 平 政收入水 模化水平 府务业 水平 人 资 水 业发展水 政府财 平 产业规 政

、 、 、 、 。预 水 金 发 水 医疗 福利 平财政干 水平 居民储蓄 平 融 展 平 水平 设施水

4. 。中介变量 村 权 对体 制 改革 优 和提升产 平两条路径农 集 产 度 可能通过 化产业结构 业集聚水 县域

。 ，本 。经济 响 因 产 和产业集 个中介变 进 分发展产生影 此 文引入 业结构 聚水平两 量 行机制 析

5. 。稳健性检验 量变 夜 灯 数 在区 济研 应间 光 据 域经 究中的 用 来 ，越 越广泛 地 生 总值与 区 产 存在显

正著 相关关系， 为地区生 良好替换指可作 产总值的 标（徐康宁 ，等 2015）。本 采 夜间文 用县域 灯光数

来 ， 。代 实际地区 衡量县域 济 平 性 验据 替县域 生产总值 经 发展水 从而进行稳健 检 本 使 的 光数文 用 灯 据

基于 器 器 正 案进为 自编码 模型的跨传感 校 方 行修正的 2013－2020年每月的NPP-VIIRS 遥感影像夜间

数据， 对 。每年数据取 值然后 平均

（二）数据来源

本 一 ，文 覆盖 能 的平衡面 保证研究 果 性希望构造 个 中国尽可 多县域 板数据以 结 的可靠 但受限于县

数 的 获 性级 据 可 得 ， 时考同 虑到 2013年前和 2020 较有年后 多县（市、区） 关 标 据存的相 指 数 在缺失，

择后最 选 将 2013－2020 。 本 ，本 了研究时期 分数据缺失 样 的 集整年作为 在剔除部 严重 前提下 文收 理

2013－2020年中国 30个省份 1873个 （ 、县 市 区） ， （ 、 ）的 数据 试点 市平衡面板 县 区 在 2015年、

2017年、2018年、2019年、2020 村 权展 集 产 度 革年先后开 农 体 制 改 。 村 权农 产 制 试集体 度改革 点地

来点 展 间 源 展 会网站区以及试 开 时 于国家发 和改革委员 布历 革试点名单年公 的改 ；2013－2020年各

来省份 于生产指数 源 2013－2020 《 计 》； 来年 统 间灯光数历年 中国 年鉴 夜 据 源于 理遥感生 网地 态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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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统学数 注册与出版系
①
； 来余 标 据 于其 指 数 源 2013－2020 《 计 》。年 的 中 统历年 国县域 年鉴

义 计的 和 述性主要变量 含 描 统 如表 1 。示所

表 1 主要变量的含义和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义及赋值含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县域 地区实际 生产总值 域地 值 属省份以县 区生产总 除以所 2013 的年为基期

（ ）生产指 万数 元

14984 2179635 2866704

人 产 值县域 均实际地区生 总 （域 际 区生 值与 口县 实 地 产总 县总人 的比值 元/人） 14984 45442 47612

一域 产 实际县 第 业 增加值 一域 值除以所县 第 产业增加 属省份以2013年为基期

一 （ ）的 业生第 产 产指数 万元

14984 269930 207275

二县域 际第 产业实 增加值 二县域第 产 除以所属 份业增加值 省 以2013 基年为 期

二 （ ）产 数 元的第 产业生 指 万

14984 1118508 1636376

三域 产业 增加县 第 实际 值 三第 以 属 份以县域 产业增加值除 所 省 2013年为基期

三 （ ）的 指数 万元第 产业生产

14984 761494 1183758

村 权制度改革试农 集体产 点 县若 （市、区） 村 权集体 革当年是农 产 制度改 试点，

值为取 1，否则取值为0

14984 0.22 0.41

域面积地 （ 米）县 行 面域 政区域 积 平方千 14984 3607.01 8106.40

密人口 度 （总 口 行 区域 之比人 与 政 面积 人/ 米）千平方 14984 324.94 306.94

通信覆盖水平 （固 电 用户 口定 话 数与总人 之比 户/万人） 14984 1010.64 940.83

服务业发展水平 三域第 产业实 加值 生产县 际增 与实际地区 总值之比 14984 0.35 0.11

力 本人 资 水平 每万人中有 校生高中在 （数量 人/ ）万人 14984 456.66 147.19

发农业 展水平 一县域第 产 实业 际增 值加 与总人 比口之 （元/ ）人 14984 5914.56 4506.51

政府财政收入水平 一 （ ）方 政 预算地 财 般 收入 万元 14984 139801.90 242167.20

产 平业规模化水 规模以 业单位数上工业企 （ ）个 14984 122.06 198.65

政府财政干预水平 一 （ ）方财 支地 政 般预算 出 万元 14984 355742.70 269305.10

居民储蓄水平 （居民储蓄 款 总城乡 存 余额与 人口之比 元/ ）人 14984 29172.15 22082.1

金 发 水融 展 平 末 （年 融机 款余 人金 构贷 额与总 口之比 元/ ）人 14984 30206.36 39472.18

疗 平医 水 县医全 院床位数（ ）床 14984 2048.44 1601.66

平福利设施水 各种社 养性单位会福利收 数（ ）个 14984 18.07 25.08

业结产 构 二三 实际 实 生产总值县域 产业 增加值与 际地区 之比 14984 0.81 0.15

集聚水平产业 二三 （域 际 区 面 之 亿县 产业实 增加值与行政 域 积 比

元/ 米）平方千

14984 0.14 0.29

间灯夜 光数据 （年 数 像 亮度平均夜间灯光 据 元 值 DN） 14984 1.34 1.34

： 、 、 一 、 二实 总值 县域 地区生产总 域第 加值 业 加值注 县域 际地区生产 人均实际 值 县 产业实际增 县域第 产 实际增 、

三县域 际增加值第 产业实 、 域地 面积、 口人 密度、 水农业发展 平、政 财 收 水平府 政 入 、 财政 平政府 干预水 、居民储蓄水

、 、 、 、 ， 对 。金 发 水平 福 夜间灯光 中报告的是 在后 中取平 融 展 医疗水平 利设施水平 数据在表 原值 文回归分析 数值

①
资料来源：地理遥感生态网，http://www.gisrs.cn/infofordata?id=ef097906-d4f4-44fd-a889-ecae10b59ec3。

ht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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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模型设定

本 村 权 一 ，采 双 （农 制度改革 项准自然 验 分文将 集体产 试点看作 实 用 重差 模型 DID） 村评估农 集

权 对体 制 改 试 县域 发展产 度 革 点 经济 的影响， 村 权将 改 试 县农 集体产 制度 革 点 （市、区） 理作为处 组，

其他县（市、区） 对作为 照组。 一地区试点开 间不由于各 展时 致，本文参照Beck et al.（2010） 做法的 ，

采 双 。本 ：差 进行研究 型如下用多期 重 分模型 文构建模

0 1 1it it it i t itY did X     α α β μ γ ε （1）

（1）式中： itY 为 变被解释 量，表示i 县（市、区）在第t 年 实 地 生产的 际 区 总值、人均 区实际地

生产总值、一二三 实 增 值产业 际 加 、夜 据间灯光数 。 对进行取 数以上变量均 处理。 itdid 心解释变是核

量，表示i 县（市、区）在第t 为年是否 村 权农 度 点集体产 制 改革试 。 itX 是控制变量。 i 、 t 、 it
、 。是县固定 应 定分别 效 时间固 效应和误差项

了 村 权 ，为 验 集 产 度改 响县 发 和 制 考检 农 体 制 革影 域经济 展的作用路径 机 参 Baron and Kenny

（1986） ，本 ：的 研 造以下模 验中介效应 究思路 文构 型进行检

0 1 2it it it i t itM did X       θ θ β μ γ ε （2）

0 1 2 3it it it it i t itY did M X      ω ω ω β μ γ ε （3）

（2）式和（3）式中： itM 为 介变中 量， 结构 聚包括产业 和产业集 水平； 余变量其 与（1） 一式 致。

四、估计结果及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表 2 ，（中 1） （列和 2） 了 双 ， 村 权列分 报 制 加 控 变 后 集体别 告 在控 向固定效应和 入 制 量 农 产 制

对 。 ，度改 县 产 值 县域 地 的影响 结革试点 域实际地区生 总 和 人均实际 区生产总值 果表明 村 权集体产农

制度 试点改革 均在 1%的水平 ， ， 了 。上显 为 该项改革 县域经济 展著 且系数 正 说明 显著促进 发 从效应

大小 ， 村 权 对看 改 县 实 地 生产 和县 实 值 提 作用农 集体产 制度 革 域 际 区 总值 域人均 际地区生产总 的 升 分

别为 0.8%和 0.9%。（3）列～（5） 双 ， 村 权制 向固定 入控制变量 集体列分别为控 效应和加 后 农 产 制

对 一二三试点 实 值的影响度改革 县域 产业 际增加 。结果显示， 村 权农 集体产 度 点制 改革试 分别在 10%、

1%、1%的水平 ， ， 村 权 对 一二三 了上 著 系 为 即农 产 制 县 生 著显 且 数 正 集体 度改革 域 产业发展产 显 的

促进效应。 村 权 对 二三 较大体 县域 产业 值的提升作农 集 产 制度改革 实际增加 用 ， 别为分 1.3%和 0.9%，

对 一 较小，业实 的 用 为县域第 产 际增加值 提升作 0.1%。 ，综上 假说H1 说和假 H2 。得到验证

表 2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5）

实县域 际地区

值生产总

域 均 际县 人 实 地

区生 值产总

一县 业域第 产

实际增加值

二域 产县 第 业

实际增加值

三域县 第 产业

增加值实际

村 权农 度集体产 制

改革试点

0.008*** 0.009*** 0.001* 0.013*** 0.009***

（0.001） （0.002） （0.001） （0.002）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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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续）

面积地域 0.376*** −0.577*** 0.208** 0.598*** 0.334***

（0.031） （0.034） （0.097） （0.039） （0.027）

人口密度 0.394*** −0.557*** 0.000 0.636*** 0.349***

（0.028） （0.032） （0.000） （0.036） （0.024）

信覆通 盖水平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务 水平服 业发展 −1.365*** −0.813*** −2.712*** −2.387*** 0.896***

（0.047） （0.042） （0.247） （0.086） （0.044）

力 本人 资 水平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发展水平农业 0.298*** 0.344*** 0.293*** 0.476*** 0.261***

（0.026） （0.029） （0.065） （0.032） （0.021）

府 入政 财政收 水平 0.010*** 0.017*** 0.030*** 0.022*** 0.017***

（0.003） （0.002） （0.008） （0.002） （0.002）

化 平产业规模 水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府 政 预水政 财 干 平 0.017*** 0.008*** 0.014 0.006 0.008***

（0.002） （0.003） （0.014） （0.004） （0.003）

民储居 蓄水平 −0.011*** −0.012*** −0.056*** −0.012** −0.009***

（0.003） （0.003） （0.022） （0.005） （0.003）

金融发展水平 0.027*** 0.027*** 0.028*** 0.040*** 0.023***

（0.003） （0.003） （0.010） （0.004） （0.003）

疗 平医 水 0.008*** 0.008*** 0.052*** 0.008** 0.009***

（0.002） （0.002） （0.012） （0.003） （0.002）

利设福 施水平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1） （0.001） （0.003） （0.001） （0.001）

数常 项 0.008*** −0.577*** 0.208** 0.013*** 0.009***

（0.001） （0.034） （0.097） （0.002） （0.001）

应县固定效 已控制 已控制 控制已 已控制 制已控

时间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控制已 已控制

观测值 14984 14984 14984 14984 14984

R2 0.979 0.978 0.943 0.941 0.986

：注 ①***、**和*分别 示表 1%、5%和10% ；著的显 性水平 ② 是 级括号中 县 类面 聚层 的 。健标稳 准误

（二）平行趋势检验

对 势处理 组 设组和 照 满足平行趋 假 是DID 计 本估 果有 提结 效的基 前 。本 研究文参考已有 （Ferrara

et al.，2012），使用 法考察试点 前处事件研究 开展 理组和对 的照组 县 区 值和县域域实际地 生产总 人均

地区生产 值实际 总 势。 村 权有 农 体 制 改 试点 集中是否具 平行趋 考虑到 集 产 度 革 主要 在 2017 后年之 开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 120 -

， 后展 试点开展 3 本 较少， 计 ，本之 的样 致 量后估 的 足 文参考期 后 量 可能导 加入控制变 自由度不 齐秀

和琳 川（江求 2023） ， 试点的做法 将 开展后 3 之 据汇总到年 后的数 第 3 。 ，将试点开 前期 同时 展 4年

的之前 数据汇总到第−4 。 ：期 立 下 型 行检建 以 模 进 验

3
0 4-4it s s it i t its=

Y did X            σ σ β μ γ ε （4）

（4） 中式 ： sσ 计 ， 村 权 对 。是 数 制 改 试点 发待估 系 反映农 集体产 度 革 县域经济 展的影响 s 相为

对于试点开展 ，的期数当期 s（−4,−3,−2,0,1,2,3）。 0σ 是常数项， （其余变量与 1） 一 。式 致

图1 了汇 际 产总值和 实际地区 产报 县域实 地区生 县域人均 生 总值在95%置信区间下 势行 检的平 趋

结验 果， 一以 点开 期作试 展前 为基期。 ，可以看出 在 开试点 展 ，之前 试点开展 对 ，间相 时 均不显著 且

大小 ， ，系数 存在 情况 说明在 开展上下波动 试点 之前 处理 和组 对 ， 了照 著 通过 平行组没有显 差异 即 趋

势 。检验 在试点开展 ，后 试点开展 对 势，相 明 的 升 且时间的系数有 显 上 趋 在试点开展 ，当期 期和后两

试点开展 对 间相 时 在 95%置 区间信 下 本 且 正基 显著 系数符号为 ，说明处 域实际地区 总值理组的县 生产

对 。 ， 村 权实际 总 高于 照组 看到 农 集 产 革和县域人均 地区生产 值明显 同时可以 体 制度改 试点在开展的

三 对 长 了 ， ， 村 权前 县 经 增 生 持 促进 促 强 与 集体 革年 域 济 产 续的 效应 且 进效应持续增 这 农 产 制度改 试

点规定 2～3 本一 。一 ， 布 ，的改革期 面 从试点政 到地 制定 方年 限基 致 方 策发 方政府开始 改革实施 案

， 一 一 ， 、 也开始实施 程需要 定 间 产 成 和 股 化 改革再到 改革 这 过 时 而且清 核资 确认集体 员 折 量 等 内容

非短 以期内可 完成， 一应 要 段时 释改革的效 需 在 间内逐渐 放。 一另 方面， 改革的阶 完成后在 段性任务 ，

， 来 ，随着 畅通 动和 配 应不断释 革带 的有 于 因改革 城乡要素流 优化资源 置的效 放 积累改 利 发展的 素 形

成“ 积循环累 ”，对 。 ， ，区 济 展 促进 会逐 并 可 发 在试地 经 发 的 效应 渐显现 不断增强 此外 以 现 点开展

的后 第 3 ， 本 来， ，对 。度基 稳定 保健性因素 的影期之后 制 下 并成为 增量 响明显减弱

（a）县域实际地区生产总值 （b）县域人均实际地区生产总值

图1 平行趋势检验

（三）稳健性检验

1. 。剂检验安慰 本 参文 照白 红俊 （等 2022） ， 一的研 慰剂检验 步 归究 使用安 进 检验回 结果的稳健

性。利用 Stata 本软 从 有 县件 所 样 （市、区） 本随机 分中 抽取部 样 县（市、区） 处 组作为 理 ， 时随同 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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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 ， 对 双 计， 心 计 。开 重新 其进 估 得到核 解 量的 重复选 试点 展时间 然后 行 重差分 释变 参数估 结果 该过

程 500次，再将 500 计 计的系数核 以及次估 密度估 值 p 布值分 现呈 在图中，如图 2所示。其中， 机随

计理 到 系 估 值 在处 得 的 数 集中 0附近，而且 p 大值绝 多数超过 0.1。 村 权准 归 农 集 改基 回 中 体产 制度 革

对 实际地区 和县域人均 地区 系数试点 县域 生产总值 实际 生产总值的 分别为 0.008和 0.009，显 于著区别

。 一 了 计 。安慰剂 的结果 这 定 说 结 具 稳 性检验测试 在 程度上 明 基准回归估 果 有 健

（a）县域实际地区生产总值 （b）县域人均实际地区生产总值

图2 安慰剂检验

：图注 2（a）和图2（b） 对竖虚 的中 线所 应 横轴值分别为0.008和 0.009， 对虚 所 应 为横 线 的竖轴值 0.1。

2.PSM-DID。 村 权 义 ， 本产 制度改 非严格意 上 自然 在由由于农 集体 革试点并 的准 实验 可能存 样 选

择 。所 内生性问 关政策文偏差 导致的 题 根据相 件
①
， 村 权提 收 发 是 集 产高农民 入和促进经济 展 农 体 制

， ， 对 择 择度改 重要 此 中 部 困县 可 早被选 为革的 目标 因 发展相 滞后的 西 贫 地区更有 能被选 或更 试点地

， 本 择 。 ，本 一 采从而导致样 偏差 进 步区 自选 问题 因此 文 用多期 PSM-DID 。对型 健性检验模 进行稳

据使用于面板数 PSM-DID 类：一模 的 法 面 数 视 截 数据 进行型 处理方 主要有两 是将 板 据 为 面 直接 截面

PSM ，配匹 然后再使用DID 计（型 行模 进 估 魏守华 ，等 2020）；二 照是参 Böckerman and Ilmakunnas

（2009） 逐期的方式进行 PSM ，匹配 用然后再使 DID 计。 一 ，模型进行 种方 不足估 两 式都存在 定 但

较 ， 本 采方 是现行条 研究方式 此 用 行这两种 法仍然 件下 好的 因 文同时 这两种方法进 PSM 。配 体匹 具

法做 为：①选取模型（1）中的 量控制变 作为协变量， 别 照 造截分 按 构 面 PSM 匹和逐期 配的方式使用

1∶1近邻匹配进行 PSM 配匹
②
，其中， 了逐期 方法匹配 参照 白俊红等（2022）的具体做法。②将两种

法的匹配 共同支撑 分方 结果中非 部 剔除， 到 支 域 数 集得 两套满足共同 撑 的 据 。③ 用多运 期DID 新检重

村 权 对 。体 域 济 展的验农 集 产 制度改革 县 经 发 促进效应

表 3 了展示 PSM-DID 。（结果检验的 1）列和（2）列 释变量是县 际地 的为被解 域实 区生产总值

①
参见《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意见》，https://www.gov.cn/zhengce/2016-12/29/content_

5154592.htm。
②
由于篇幅原因，PSM的平衡性检验图，共同支撑假设样本的分布情况和核密度分布情况未加入文中。感兴趣的读者可

向作者索取。

https://www.gov.cn/zhengce/2016-12/29/content_5154592.htm
https://www.gov.cn/zhengce/2016-12/29/content_515459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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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结果 3）列和（4）列 。解释变量 均实际地 生 的为被 是县域人 区 产总值 检验结果 从表 3可知，

在 过通 PSM 配匹 后， 村 权农 集 制度 点体产 改革试 均在 1% 显 且 数为的水平上 著 系 正， 本结与上文 果基

一 ， 一 了 。进 步肯定 回归的结论致 由此 基准模型

表 3 PSM-DID回归结果

变量

县域 产总实际地区生 值 均 区生产总县域人 实际地 值

（1） （2） （3） （4）

截面PSM 期逐 PSM 截面PSM 逐期PSM

村 权农 制集体产 度改革试点 0.007*** 0.007*** 0.008*** 0.008***

（0.001） （0.001） （0.001） （0.001）

制 量控 变 控已 制 已 制控 已控制 已控制

定县固 效应 已控制 控已 制 已 制控 已控制

固时间 定效应 制已控 已控制 已控制 控制已

观测值 14552 13217 14552 13217

R2 0.977 0.976 0.983 0.981

：注 ①*** 示表 1%的 ；显著性水平 ②括号中是县级 类层面的聚 稳健标准误。

3. 。其他稳健性检验 一，采 。 ，用 光 发 水 与 区 产总 比 夜第 夜间灯 数据衡量经济 展 平 地 生 值相 间灯

，数 价 因 变动光 据不受地区间 格 素 的影响 能更真实地 一 。国或地区 展状况反映 的经济发 本 采文 用县域

夜间 替县 区 值进行回灯光数据代 域实际地 生产总 归， 果如表回归结 4（1）列 示所 。 村 权产农 集体 制度

改革试点在 1% ， ， 了 。水 上 著 系数 说明 论的 平 显 且 为正 研究结 的稳健性

二第 ， 本除 京 浙江剔 北 和 的样 。 村 权农 改革试点中国 集体产 制度 在 2015 开展年正式 ，但是浙江和

北京两个省份 2015 村 了 （ 村 ：之前 几 经完成 全 任务 完成 革年 在 级层面 乎就已 部的改革 改 比例 在 2014

年，北京为 100%，浙江为 75%，其 省余 份介于 0%～10%），即 两个 的实 进这 省份 际改革 度与试点开

， 本 对 。本的 度 所差 两 可能会 回 有效性产生 文将展 进 有 异 所以这 个省份的样 归结果的 影响 这两个省份

本的样 行剔除后进 回归。 归结果如回 表 4（2）列和（3） 所示列 ， 村 权农 集 产 革体 制度改 试点均在 1%

， ， 一 。平 显 且 数 正 进 明研 是的水 上 著 系 为 步说 究结论 稳健的

三， 本。 ，市 和 级市 区 属于县级 但是两者的 社会第 剔除 区 县 样 虽然市 和县级市同 行政级别 经济 形

显的态存在明 差异（ 熠 ，等陈 辉 2022）。 来 ， 对 ，相 于同区 市区和县 市 和总的 说 域内的县 级 的经济 产

， 村 长 。本更 在 革 始 前其 体经 经 文 市 区和业发展基础 好 改 开 之 农 集 济就已 有更 足的发展 将 辖 县级市样

本剔 回归除后再进行 ，回归结果如表 4（4）列和（5）列所示。 村 权体产 点农 集 制度改革试 均在 1%的

， ， 。上 系数为正 研究结论 稳水平 显著 且 再次说明 是 健的

， 扰。 本 、 子四 干 虑 在 研 时期 展的 返 商 进第 排除其他政策 考 到 文 究 内开 农民工 乡创业试点 电 务 农

村 、 对 ， 对综合 带 市和新型 设等政策 县 济发 响 从示范县 宽 中国示范城 城镇化建 域经 展会产生影 而可能

扰述 生干前 结论产 ，因此，本 政策变量 入 归 回文将这些 纳 基准回 模型再次进行 归。表 4（6） 和列 （7）

，的 果显列 结 示 村 权集体 改农 产 制度 革试点均在 1% ， ， 村 权水 上 著 且 农的 平 显 系数为正 集体产 制度

了 。改革依然 经济发展促进 县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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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其他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采 夜间用 灯光数

量县据衡 域经济

本除 浙江样剔 北京和 本剔 和市区样除县级市 除 策剔 其他政 影响

（1） （2） （3） （4） （5） （6） （7）

数夜间灯光 据 县 实域 际

地 生产区

总值

县域人均

际实 地区

生产总值

县 实域 际

地区生产

总值

县域人均

地区实际

生产总值

实际县域

地区生产

值总

县域人均

地区实际

生产总值

村 权农 制度改革集体产

试点

0.023*** 0.09*** 0.015*** 0.08*** 0.0012*** 0.08*** 0.007***

（0.007） （0.001） （0.001） （0.001） （0.002） （0.001） （0.001）

创业试点返乡 未 制控 未控制 未 制控 未控制 未控制 制已控 控已 制

子 村电 务 农 试商 进 点 未 制控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已控制 已 制控

带中 市宽 国示范城 试点 未控制 未 制控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已 已控制

城镇新型 化建设试点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变量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控已 制 已控制 制已控 控已 制 已 制控

固定县 效应 已控制 制已控 已控制 已控制 已 制控 控制已 已控制

间时 固定效应 控制已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控制已 已控制

值观测 14984 14488 14488 10312 10312 14984 14984

R2 0.636 0.978 0.981 0.982 0.983 0.982 0.984

：注 ①***表示 1%的 ；著显 性水平 ②括号中是县级 类的聚层面 稳健 准标 误。

五、进一步分析

（一）异质性分析

， 村 权 对 ， 计考 度 革 域 济 展影 地区 结首先 虑农 集体产 制 改 县 经 发 响的 差异 估 果如表 5 。所示 从表

5（1）列～（3）列和（4）列～（6）列看， 村 权产 点农 集体 制度改革试 计的估 结果 且均显著 系数为正，

不同但在 地区对 济发县域经 展的促进效应 差异存在 。其中：对 地区生产 值 人县域实际 总 和县域 均实际

产 值地区生 总 的提升作用，东部地区 别为分 1.2%和 1.0%，西部地区分别为 0.5%和 0.7%， 部中 区地 分

别为 0.4%和 0.3%。 ， 东域 值和县域 生产总值在 域与 组间同时 县 实际生产总 人均实际 部县 中部县域的

检 均在系数差异 验结果 1% ， 东水平 实际生产 值 人 值 部 域 西显著 县域 总 和县域 均实际生产总 在 县 与 部

县域 间系 检的组 数差异 验结果均在 10% 平 著水 显 。 此因 ， 村 权 对可 集 革以认为农 体产 制度改 东部县域

经济发展的促进效应 高于明显 中西部。这 要可主 能是 禀 、资 家其他政 环境的差地区 源 赋 国 策和经济 异

来导 所 不致政策 带 的效应有所 。 一，东 较 。 村第 地 有 的集 济基 最 济同 部 区 好 体经 础 中国 早的农 集体经

东 苏 ，织 革开 区 到组 改 始于 部地 的江 等省份 2019 ，东 村年 部地 体资产占全区农 总集 国 64.7%①
， 好良

。 二，东 ，大的 础有 的 部地区经 的就业机 更 纳集体经济基 助于改革 实施 第 济发达 量 会 容易吸 全国由农

村 权 村 力。 三， 村 权产 度 革 释 的农 劳动 体 要 过 进县集体 制 改 所 放 剩余 第 农 集 产 制度改革主 通 促 域二三

①
资料来源：《全国农村集体家底，摸清了》，https://www.gov.cn/xinwen/2020-07/13/content_5526193.htm。

https://www.gov.cn/xinwen/2020-07/13/content_552619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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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展 济发展产业发 推动县域经 ， 较而 部地区相 于中西 ，东部地 域有区县 更好的交通、通信 施等基础设 ，

且对 村 闲旅游等乡 休 消费 更高需求 ， 二三县域 业产 具 好有更 的发展 。条件

表 5 东、中、西部地区的异质性分析

量变

域 际 区 产总县 实 地 生 值 域人 地县 均实际 区生产总值

（1） （2） （3） （4） （5） （6）

东部 中部 西部 东部 中部 西部

村 权集农 体产

革试点制度改

0.012*** 0.004*** 0.005*** 0.010*** 0.003** 0.007***

（0.002） （0.002） （0.001） （0.002） （0.001） （0.002）

控制变量 控制已 已控制 制已控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效县固定 应 制已控 已控制 已控制 控制已 已控制 已控制

间时 固定效应 制已控 控已 制 已 制控 控制已 制已控 已控制

测观 值 4712 5264 5008 4712 5264 5008

R2 0.979 0.980 0.992 0.980 0.983 0.992

异组间系数差 东 与 部部 中 东部与西部 部中 与西部 东 中部部与 东部与西部 与西部中部

0.008*** 0.008* −0.001 0.008*** 0.004* −0.004

：注 ①***、**和* 表示分别 1%、5%和10% ；水平的显著性 ②括号中是县级 类的聚层面 稳健标准误。

次其 ， 村 权 对考虑农 体 改 展 影 在 困 和非 县之 存集 产 制度 革 县域经济发 的 响 贫 县 贫困 间是否 在差异，

计 如估 结果 表 6 。所示

表 6 是否贫困县的异质性分析

变量

地县域实际 区生产总值 县域人均 生产总值实际地区

（1） （2） （3） （4）

贫困县 非贫困县 贫困县 非贫困县

村 权体 改革试点农 集 产 制度 0.012*** 0.007*** 0.012*** 0.007***

（0.002） （0.001） （0.002） （0.001）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 制控 已控制 已控制

应县固定效 控已 制 已 制控 控制已 制已控

时 效间固定 应 已控制 制已控 控已 制 已控制

观测值 5320 9664 5320 9664

R2 0.986 0.980 0.987 0.982

组间系数差异 0.004* 0.004*

：注 ①***和*分别表示 1%和10% ；显著性水平的 ② 中是括号 县级 类聚层面的 稳健标准误。

本文 县为的贫困 2104 村 布年国 局公 的国 级家乡 振兴 家 贫困县
①
。表 6结果表明， 村 权体 制农 集 产

改 试度 革 点均在 1% 平的水 ， 。上 系显著 且 数均为正 从 应效 大小来看， 对改 贫困 区革 县实际地 生产总

人均实际值和 地区 总值的生产 提升 均为作用 1.2%，对非贫困县 提升的 作用 为则均 0.7%。 ， 域同时 县

①
资料来源：《全国832个贫困县名单》，https://nrra.gov.cn/art/2014/12/23/art_343_981.html。

https://nrra.gov.cn/art/2014/12/23/art_343_98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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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地 值和县域 均 区 困 和 贫 县 间的 系数 验区生产总 人 实际地 生产总值在贫 县 非 困 之 组间 差异检 结果均

在 10% 显水平 著。因此， 村 权可以 体认为农 集 产 制度 对贫困改革 县县域 的促进经济发展 效应更强。一

， 对方面 政府 贫困县 力 对 一 大。集体 的 相 于 般地经济发展 支持 度 区更 ， 村攻坚期间 府 体脱贫 政 为农 集

大 扶 ， 本 ， 村 权 扶量 金 贫 县 体经 资 总 更 度 革 贫政经济发展提供 资 持 困 集 济的 量增加 快 农 集体产 制 改 与

成策可以形 “组合拳”， 。 一 ， 对效地推动 发展 另 方面 县城 效率更有 地区经济 贫困 乡要素配置 通常相

， 落 ， 也 ， 村 权低 业结构更 聚水平 更 从 体 过 高 困 区更 导致产 后 产业集 低 而农 集 产 制度改革通 提 贫 地 生

，对 。产要 置水 县县 发 能 生更 应素配 平 贫困 域经济和产业 展 产 积极的效

， 村 权 对 。本集体产 制 域经济发展 响在 域的 基最后 考虑农 度改革 县 的影 不同地形区 差异 文在 准回

村 权 ，模型中加 产 制度改 试 域 交 项 行 归 探究 地形归 入农 集体 革 点与县 地形起伏度的 互 进 回 以 不同 情况

村 权 对 ， 计农 革 域 济发 应 结果如表下 集体产 制度改 县 经 展促进效 的差异性 估 7 。所示 从表 7 ， 村看 农

权 对集体产 改革 地形 交 域实际地 值的回归 数制度 试点与县域 起伏度的 互项 县 区生产总 系 在 1% 平的水

， 杂 村 权 对 。为 说 复 地 会削 集体 改 展 促 效应上显著且符号 负 明 的 形 弱农 产 制度 革 县域经济发 的 进 地形

度起伏 每提高 1%， 村 权 对 长体产 制度 实际地区生 值增 将削农 集 改革 县域 产总 的提升作用 弱 0.2%。可

， 一， 较 一 较 ， 力 势原 地形起伏 区 般经济 展 滞 地 平 地能的 因是 第 度 高的地 发 水平 为 后 地区劳动 向 更 坦

较 ， 村 本较少， 村 权外 为严 时农 济 集 产 度改 域区 流 重 同 集体经 物质资 使得农 体 制 革促进县 经济发展的

力较小。 二， ， 对较 ， 类 ，潜 第 在地 高的地区 交 件相 要素 流形起伏度 通条 差 不利于各 在区域内 动 而农

村 权 一 力 。集体产 制 进县域经 发 重 通 乡 间 素 动度改革促 济 展的 个 要驱动 就是畅 城 之 要 流

表 7 地形起伏度的异质性分析

变量
（1） （2）

域实 生县 际地区 产总值 均 际 区生县域人 实 地 产总值

村 权集 革试点农 体产 制度改 0.010*** 0.009***

（0.002） （0.002）

地形起伏度× 村 权农 集体产

制 革试度改 点

−0.002*** 0.000

（0.001） （0.565）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县 应固定效 已控制 已控制

间固定效时 应 已控制 控已 制

观测值 14176 14176

R2 0.982 0.984

：注 ①*** 示表 1% ；显 性 平的 著 水 ② 号中括 是 级县 类层面的聚 稳健标准误。

（二）作用机理检验

，本 来 ，理 分 部分 业 集聚水平 变量 构建中 应模结合 论 析 文引入产 结构和产业 两个中介 介效 型 并基

，对（介效 验于中 应依次检 的思路 2） （式和 3） ， 村 权式依 归 以探究 集 度次进行回 农 体产 制 改革促进

。 一 ， 村 权 对经 发 的 用 理 第 析农 制 业 构 产业 的县域 济 展 作 机 步 分 集体产 度改革 县域产 结 和 集聚水平 影

响。表 8 了对展示 （2）式的检验结果。表 8（1） 和列 （2） 村 权 对列分别展 集体 试点示农 产 制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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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村 权 对和 聚水平的 显示 农 集 产 革 和 业 聚 平产业结构 产业集 影响 结果 体 制度改 试点 产业结构 产 集 水

系数 为的 分别 0.002和 0.018，且均在 1% ， 村 权 对的 明 集 产 制 域水平上显著 说 农 体 度改革 县 产业集聚

。平提高和 优化存在积 用水 产业结构 极作

二第 步， 对介变 际 产总值和 实际地区 产 影分析各中 量 县域实 地区生 县域人均 生 总值的 响。（3）式

计 如的估 结果 表 8（3）列～（6） 所列 示，（3）列和（5）列是在（1）式 一基础 产上加入 业结构作为

心 ， 了 村 权核 量 行回 业 体产 制度 县域经济发 的中个 变 进 归 代表 产 结构在农 集 改革促进 展中 介作用的回

归结果，（4）列和（6） 是列 在（1）式 一 心础上加入 水平作为 核 行基 产业集聚 个 变量进 回归， 了代表

村 权 。集 水 在 集 产 制 革促 经 介 用 回归产业 聚 平 农 体 度改 进县域 济发展中的中 作 的 结果 从表 8 ，可见 产

对县域实际 总值和县域 实际 值的 为业结构 地区生产 人均 地区生产总 系数分别 0.301和 0.399， 集聚产业

对水平 地区生产 值 人 产 值 系 分 为县域实际 总 和县域 均实际地区生 总 的 数 别 0.049和 0.143， 在且均 1%

的水平 显上 著。同时，本 对文 （3）列～（6） 了的 归 果进列 回 结 行 Sobel检验，z 均值 在 1%的水平上

。 ， 了 力，显著为正 说明 产业结 化为 高质 入 业集聚水检验结果 构优 县域经济的 量发展注 新活 产 平的提

了 本 了 ， 了 ， 村 权节约 生产 并 产 县 经 发 即 集体 度改 优高 成 提高 生 效率 从而拉动 域 济 展 农 产 制 革通过 化

了对提 产 集聚 路 经济发展 应产业结构和 升 业 水平两条 径实现 县域 的促进效 。综上，假说H3 验证得到 。

表 8 作用机理检验结果

变量
构产业结 产 平业集聚水 际地区生县域实 产总值 域人均实 地 总县 际 区生产 值

（1） （2） （3） （4） （5） （6）

村 权农 集体产

度 革 点制 改 试

0.002*** 0.018*** 0.007*** 0.007*** 0.008*** 0.006***

（0.001） （0.003） （0.001） （0.001） （0.002） （0.002）

业 构产 结 0.301*** 0.399***

（0.029） （0.042）

产 聚水业集 平 0.049*** 0.143***

（0.013） （0.022）

变控制 量 已控制 制已控 控已 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效应县固定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控制已 已控制

固定时间 效应 制已控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制已控 已控制

Sobel 验检 0.029*** 0.004*** 0.037*** 0.009***

观测值 14984 14984 14984 14984 14984 14984

R2 0.284 0.319 0.979 0.979 0.979 0.980

：注 ①***表示 1% ；水的显著性 平 ②括 中号 是县级 类层面的聚 稳健标准误。

， ，由 产 集 水平 展 为因果关 致内生性问 响结于产业结构和 业 聚 与经济发 可能存在互 系 从而导 题 影

。 ，本 一 对因此 后 业结构和 水平果的稳健性 文使用滞 年的产 产业集聚 县域 际 产实 地区生 总值和县域人

均 际 区 产 值实 地 生 总 ， 。进 健回 产 集 水 促进 的 结果行稳 归 检验 业结构和产业 聚 平 经济发展 稳健性 检验

如表 9所 ， ， 一表明 滞后 年 业结 聚水示 结果 的产 构和产业集 平均在 1% 水的 平 ， ，著 且系数上显 为正

。产业结构 产 水 展 结 是 健说明 和 业集聚 平促进经济发 的 果 稳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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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产业结构和产业集聚水平影响县域经济发展的稳健性检验

变量
实际 产县域 地区生 总值 实 地 生产县域人均 际 区 总值

（1） （2） （3） （4）

一 产前 年 业结构 0.631*** 0.314***

（0.032） （0.041）

一 产业集聚前 年 水平 0.043*** 0.132***

（0.012） （0.018）

变量控制

县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控制已 已控制

控已 制 制已控 已控制 已控制

间固定效时 应 已控制 控已 制 已控制 制已控

测观 值 13111 13111 13111 13111

R2 0.977 0.975 0.976 0.977

：注 ①*** 示表 1% ；显著 平的 性水 ②括号中是县级 类层面的聚 健 准稳 标 误。

六、结论与启示

基于2013－2020年中国1873个 （ 、 ）县 市 区 ，本 了 村 权数据 文实 集体产 制度的面板 证分析 农 改革

对 ， ： 一， 村 权 了县域 影响 结 集体产 制 进 县域实 地 总经济发展的 得到以下 论 第 农 度改革促 际 区生产 值

。 二， 村 权 对实 地 生 总 的提 农 集 度 发 的 进效和县域人均 际 区 产 值 高 第 体产 制 改革 县域经济 展 促 应存在

域区 差异。 较发展水平在经济 高、 较 东产积累 多的 区集体资 部地 ，改 中西 为革的效应比 部地区更 明显；

， 村 扶 较 ， 村 权脱贫攻坚 困县农 集 经 的 集 产 度 革 效应在 战期间 贫 体 济获得 指导和 持 多 农 体 制 改 的 比非

。 三， 村 权 对 一二三 ， 对贫困 明 制 改 县域 不 进效应 其县更为 显 第 农 集体产 度 革 产业都有 同程度的促 中

二三 较 。 ， 村 权展的促进效 明显 产 制 过 区产业结 地区产业发 应 为 第四 农 集体 度改革通 优化地 构和提升

。产业 聚 推 业 发集 水平助 县域经济和产 的 展

本文 究研 的主要 包括启示 以下3 方个 面： 一第 ， 固 革 果要不断巩 改 成 ，持 革续释放改 红利。研究表

， 村 权 对 。明 农 集体 革 县域经济 业发 动效 赋 资产更加产 制度改 和产 展有显著推 应 今后要 予集体 完整的

权 ，对 权 ， 村 ， 一集体产 的 转 行 加 推 农 体 产要 市场 畅能 流 范围进 更广泛的探索 速 动 集 生 素的 化 进 步 通

， 村 。 村 权要 流 使农 组 更加高效 于不同地区 体产城乡之间的 素 动 集体经济 织要素得到 的配置 由 农 集 制

， ， 对东 、效应 的 深化改革 不仅要持 释 部 等度改革的 具有明显 差异 在 的过程中 续 放改革 地区 城市郊区

村 较 扶 较 ， ，集 经 发 基础 地区 产 地 县 经济 进农 体 济 展 好的 和 贫资 积累 多的脱贫 区 域 发展的促 效应 同时

本 禀 ， 东 ， 一西部地区 地区的资源 市场 地区 验 发展模式中 要立足于 赋和 需求 吸收 部 的改革经 和经济 进

力， 对改革促进 西 经 针 地步激发 中 部县域 济发展的潜 有 性 大加 力 。工 度作

二， 村 找 ， 。指导 体经 准 健 资 资源 机 组织在第 农 集 济组织 发展路径 建立 全 产 价值实现 制 集体经济

力 势 ， 、 、 、 也土 组织动员能 的优 经营 金 源 文化等地资源和 方面 是独特的 在 性资产 资 生态资 方面 有优

势， 力 大， 又 杂。 村发展潜 很 具 个 复 把 展 集 经济 作为 域但 体到每 组织情况 非常 要 发 农 体 组织 促进县 经

， 、 村 划、 村 ， ， 村 、要 容 地制 施 和指导 用 推动乡 振兴济发展的重 内 因 宜 因 谋 因 策 加强引导 好国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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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 ， 势 、拓展 果等 政 要在发展 业 搭建农 社 务巩固 脱贫攻坚成 方面的 持 策 不仅 特色优 农 业 会化服 平台等

，也 、 村 、 、 、 。域 步 展 在 化产 旅游 务 企 等 面做农业领 稳 发 要 文 业 乡 物业 劳 资源资金入股 业 方 好文章

三， 村 ， 力。 来以 经济组织 为抓手 激发 经济 革开第 放活农 集体 要素配置 县域 发展新活 改 放以 的实

， 村 、 ， 、践 经济快速 快速增收 与 素 关 粮 业 展 民工表明 农 发展 农民 都 放活要 和放宽限制有 非 农 发 农 就

、 、 、 力 。乡镇 展 发 等 与放 动 紧密相关 护农业 企业发 非公有制经济 展 都 活土地 劳 等要素配置 在严格保

权 、 、 ， 村 权 权民 益 让 获得 律法 下 集体经济 地使用 和 营农民 实惠 符合法 规的前提 放活农 组织的土 经 是

。 ， 、域 新 能 关 目 中国 经济 在 素 给 足以给县 经济发展注入 动 的 键 前 县域 依然存 土地 资金等要 供 不 及要

， 村 权 。 村置 等问题 深 产 制度改革 要的 活农 组素配 自由度不高 化农 集体 是重 突破口 要激 集体经济 织发

， 、 、 、 ，动能 促进 生态 文化 资 高 域 济 产 融 度和 整合展 土地 资金 等 源要素 效配置 增强县 经 的 业 合 要素

， ， 。产 产 集 水平 经 展度 优化 业结构和提升 业 聚 推动县域 济高质量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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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theReformofRural Collective PropertyRights Systemon the
CountyEconomicDevelopment: Evidence from1,873Counties inChina

PENGLingzhi ZHAOMinjuan

Abstract:The reform of the rural collective property rights system is a major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in China’s rural reform,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activating the potential of various types of rural collective production factors, realizing the effective

alloc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factors, and promoting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1,873 counties

(cities and districts) in China from 2013 to 2020,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impact of the rural collective property rights system reform

on county economic development by using the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model based on the pilot reform of China’s rural collective

property right system. The study finds that, first, the reform of the rural collective property rights system helps stimulate the

momentum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has a significant promoting effe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primary, secondary, and tertiary

industries at the county level. Second, in the eastern region, where collective assets have accumulated relatively much, the reform of

the rural collective property rights system has further stimulated the vitality of development, and the promoting effect on the county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more obvious than that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Third, after the start of the battle against

poverty, the state has supported the collectiv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poor counties more vigorously, and the promoting effect of

the reform of the rural collective property rights system in poor counties on the county economic development has been more

obvious than that in non-poor counties. Fourth, the reform of the rural collective property rights system is conducive to the

optimization of the county’s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the enhancement of the level of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which help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county economic development.

Keywords: The Reform of Rural Collective Property Rights System; County Economic Development; Collective Economy; Staggered

Difference-in-DifferencesMode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