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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城镇化建设对释放居民消费潜力的影响研究 

崔琳昊 11，冯  烽 2,3 

1.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经济学院，北京 102488 

2. 中国社会科学院 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北京 100732 

3.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国经济社会综合集成与预测中心，北京 100732 

[摘 要]利用 2007—2019 年中国 280 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在测度新型城镇化建设水平和居

民消费潜力的基础上实证研究新型城镇化建设对居民消费潜力的释放作用。研究发现：新

型城镇化建设能够在供给侧实现消费市场的扩容升级，在需求侧促进居民收入提升和消费

保障增加，从而充分释放居民消费潜力。进一步分析表明，新型城镇化建设对居民消费潜

力的释放作用在东部和东北地区更强，同时，产业集聚程度和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也对城市

居民消费潜力的释放产生了正向调节作用。据此提出应加强多样化消费场景的创造，支持

小微企业和创新创业，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实现产业发展和城镇化建设同步发展等政策建

议。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居民消费潜力；产业集聚；数字经济；供需分析 

[中图分类号] F299.21；F299.27   [文献标识码]    A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居民消费逐渐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性力量，也

直接体现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国家统计局 2023 年一季度数据显示，最终消费

支出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达到了 66.6%，其中居民消费占最终消费支出的 70.0%，居民消

费明显回升，消费对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明显增强，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增长“三驾马车”中

最为强劲的动力。在此背景下，促进消费回归成为当前经济复苏的关键性策略。与此同时，

中国正在加快建设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有效扩大

内需是其中的战略支撑和关键环节。然而，由于国际形势变化和全球新一轮产业升级，居民

家庭收入预期和消费倾向都受到了极大冲击，如何进一步提升居民消费潜力成为实现经济高

质量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 

居民消费潜力是在一定时间内居民在特定市场中可支配的消费资金总量。这一数字大小

受到居民收入、就业、储蓄、社会保障、商品价格和消费环境等一系列供给和需求侧因素的

影响，提升居民消费潜力的策略也必须在供需两端形成合力。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3 年 1 月

31 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建立和完善扩大居民消费的长效机制，

使居民有稳定收入能消费、没有后顾之忧敢消费、消费环境优获得感强愿消费。这一论述表

明，居民消费潜力的提升一方面需要在消费市场需求侧稳定居民收入预期，加强社会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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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居民有能力消费，敢于消费；另一方面，需要在消费市场供给侧实现扩容升级，以更高质

量的供给满足居民消费需求，为居民提供更多种类、更高质量的产品，增强居民消费的获得

感。 

新型城镇化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着力实施的重要战略，2014 年出台的《国家新型城镇化

规划（2014－2020 年）》对新型城镇化的具体内涵、目标路径和主要任务做出了全面系统的

规划，相比于传统的城镇化，新型城镇化不再只关注人口流动和土地利用，而是更加注重“人”

的发展，更深入地推动城乡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模式转变[1]，由此将在供需两侧的多个层面

持续刺激居民消费，成为释放居民消费潜力的关键性政策。一方面，在消费市场需求侧，新

型城镇化的过程中，农民转为市民，其消费观念和需求也随着这种身份的变化而发生转变，

更多诸如教育、娱乐、医疗等方面的需求将会随之产生，这必然会带动消费的增长。同时，

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也创造了更多的优质就业机会，社会保障水平进一步提高，在提高居民当

期收入水平的同时大大降低了居民的预防性储蓄，间接地推动消费。另一方面，在消费市场

供给侧，新型城镇化建设带来了消费市场的扩张和升级，更多高质量供给将引爆新的消费热

点，增强居民消费的获得感，居民消费潜力得以进一步提升。 

为此，本文基于 2007—2019 年全国 280 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在测度新型城镇化建设水

平和居民消费潜力的同时实证研究了新型城镇化建设对居民消费潜力释放的作用并从消费

市场供需两侧分析了其中的机制，最后在城市层面给出了进一步释放居民消费潜力的政策

建议。和既往研究相比，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研究视角上，从

消费市场供需两侧构建了新型城镇化建设释放居民消费潜力的逻辑框架，将城镇化建设和

消费增长联系起来，指出了如何依托城镇化释放居民巨大消费潜力的策略。二是测度方法

上，从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社会城镇化、资源和空间集约化、城乡一体化五个方面

构建了新型城镇化建设水平的指标体系测度了新型城镇化建设水平，从消费能力、消费意

愿和消费环境三个维度设计了居民消费潜力的指标体系测度了居民消费潜力，相比于使用

简单 0—1 变量的双重差分（DID）方法，更加直接具体。三是数据使用上，使用了城市面

板数据库、工业企业数据库、国家信息中心宏观经济与房地产数据库等多个中观和微观数

据库，数据更加丰富合理。 

一、文献综述 

（一）新型城镇化相关研究 

关于新型城镇化的概念和具体内涵，目前的研究尚未达成统一。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2014－2020 年）提出，所谓新型城镇化，是指坚持以人为本，以新型工业化为动力，以统

筹兼顾为原则，推动城市现代化、城市集群化、城市生态化、农村城镇化，全面提升城镇化

质量和水平，走科学发展、集约高效、功能完善、环境友好、社会和谐、个性鲜明、城乡一

体、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的城镇化。随后的许多研究对新型城镇化的内涵进行了进一

步深入探讨，牛文元[2]认为新型城镇化是人口、资源、环境、发展四个方面一体化的发展，

最终目的是实现社会和谐的城市化。李兰冰等[3]则进一步指出新型城镇化是提升城镇化质量、

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和谐进步的根本途径，其关键目标在于人口的

城镇化。陈进华[4]通过对比新旧城镇化过程指出了新型城镇化带来的城市空间的多维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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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强调三个方面：一是物理空间的重构，主要是指土地的城镇化；二是社会空间的重构，

主要是人民的发展保障和公共权益的均等化；三是人的精神重构，主要是指人民精神价值的

回归。张琦等[5]指出，新型城镇化是一个强调社会包容性、资源和环境可持续性的发展过程，

最终目标是形成生态宜居、城乡平衡、产城互动、土地节约、空间集约等“人”“地”“业”

和谐共生的城镇结构。以上大多侧重新型城镇化的几个侧面，新型城镇化人口、资源、环境、

发展和公平五位一体的内涵需要更为综合的表述，基于此，新型城镇化将以人为本思想为核

心，是修正了旧有城镇化的不足后达到的城市经济现代化、资源和空间集约化、社会发展、

环境友好、设施完善、城乡一体的良好状态。 

（二）居民消费潜力相关研究 

居民消费潜力是一个相对宏观的概念，它反映了一定时期内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消费市场

发展潜力和规模变化。大量研究就其内容进行了多层次的分析，与之相关的文献一部分致力

于对居民消费潜力进行测度。早期的研究大多使用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居民消费率、居民可

支配收入等单一指标对居民消费潜力进行测度[6-8]，随后的研究则意识到居民消费潜力并非

一个单一指标能够简单表述的概念，消费习惯和文化、人口结构、平均收入水平等综合因素

随之被纳入居民消费潜力的测度框架中来。但大多数研究仍然采取一两个单一指标对居民消

费潜力进行描述，建立指标体系进行测度的研究也不够综合全面，居民消费潜力的复杂性没

能被充分反映，导致分析结果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另一部分研究则致力于厘清居民消费潜力

的提升策略，其中，政府行为诸如政府的直接干预、税收政策和转移支付政策、社会保障的

健全程度等被视为是提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消费预期的关键性政策[9-11]。部分研究则强调供

给端的设计和完善，即消费市场的扩容升级和消费环境的优化才是改变居民消费行为升的持

久性政策[12]。但这些研究大多是从城市内部寻找提升居民消费潜力的路径，忽视了人口转移

对释放居民消费潜力的巨大依托作用。 

（三）新型城镇化和内需释放 

中共中央、国务院《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 年）》指出，城镇化是扩大

内需的重要支撑，要把扩大内需战略和新型城镇化战略有序衔接起来，使之成为经济发展

的重要推动力。大量研究已经关注到了新型城镇化带来的巨大内需释放潜力，甚至有学者

认为新型城镇化是中国有效扩大内需的最大动力[13]，柳汶秀等[14-15]的研究也指出，新型城

镇化能够提升消费层次和水平，激发投资需求、带动民间资本投资，促进服务业的发展、

实现产业转型，最终能够扩大全社会的生产性和生活性需求。温桂荣等[16]则指出，新型城

镇化能够带动大量当地就业，推动当地居民工资性收入的增加，促进居民消费，避免本地

消费资源的外流。此外，部分学者也指出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居民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拉大和

住房压力等则可能成为阻碍居民消费增加的因素[17]，易行健等[18]则进一步指出城镇化与居

民消费之间可能存在非线性关系和区域异质性。 

梳理既往研究可以发现，新型城镇化和居民消费潜力都并非简单的概念，其涵盖的内

容和涉及的领域都十分复杂，两者的具体内涵和定义都需要进行更加综合的界定，并非单

一指标或者简单的 0—1 变量能够表述清晰，需要建立综合的指标体系进行多维测度。此

外，既往研究也表明，新型城镇化和居民消费潜力之间也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其非线性

和不同经济条件下的异质性关系都需要进行大量深入的探讨，然而，目前在综合测度新型



4 

 

城镇化和居民消费潜力后对两者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的研究十分缺乏，为此，本文在建立指

标体系对两者进行测度的基础上构建了新型城镇化如何释放居民消费潜力的逻辑框架，并

提出了进一步依托城镇化释放内需的政策建议。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居民消费潜力是居民消费能力、消费意愿和消费环境的综合体现，其在“双循环”新发

展格局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建立扩大居民消费的长效机制需要使居民有稳定的收入能消

费、没有后顾之忧敢消费、消费环境优获得感强愿意消费。这意味着释放居民消费潜力需要

在消费市场的供需两侧协同发力，一方面在需求侧提升劳动收入，增强居民消费能力，同时

加强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增强居民消费意愿；另一方面需要在供给侧提升消费市场供给能

力，以更多更高质量产品满足消费者需求，增强消费者获得感。新型城镇化建设涉及人口、

经济、社会和资源等多方面的优化和转型，居民身份由农民向市民转变的过程也伴随着消费

市场的深刻变化。一方面，新型城镇化建设通过城市消费群体的增加和消费需求的变化直接

带动了当地消费市场的规模扩张和层次提升；另一方面，居民向城镇转移也带来了收入的提

升和社会保障的优化，居民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进一步增强。因此，本文从供需两侧构建了

新型城镇化建设释放居民消费潜力的逻辑框架。 

（一）供给侧效应：消费市场规模与层次的持续扩张 

新型城镇化建设优化了城市规模和结构，大量农民迁移到城市，转变为城市居民。这一

变化不仅直接扩大了既有消费市场的规模，也创造了一系列新的生产和消费需求，使得当地

消费市场在规模和层次上都得以充分提升。一方面，新型城镇化推进了城市的规模扩张与空

间优化，为消费市场提供了广阔的空间。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商业设施、休闲娱乐场所和

公共服务设施都随之增多，为居民提供了更为丰富和多元的消费选择。同时，随着城市的功

能和结构调整，中心区、商业区和居住区的相互衔接与整合更加紧密，形成了有机的消费网

络，便利了居民的日常生活和消费活动。另一方面，新型城镇化建设不仅带来了消费市场的

量变，还带来了质变。高品质的商场、专业化的市场和个性化的小店纷纷出现，满足了居民

对高品质、多元化和个性化消费的需求。而这种消费市场的层次提升，更是为高收入和中产

阶级居民创造了优质的消费环境，增强了居民消费的获得感，进一步释放了其消费潜力。 

（二）需求侧效应：居民收入增长与消费保障的稳固 

从需求侧看，新型城镇化的进程给居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会。一方面，新型城镇化建

设推动了就业市场的多元化和高质量化。随着城镇化的推进，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也应

运而生，为居民提供了更为广泛和高薪的就业机会。这不仅提高了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而

且还缩小了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农业转移人口在转变为市民的过程中，其收入也显著提升。

另一方面，新型城镇化建设也为居民提供了更为完善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的完

善减少了居民因疾病、意外等风险导致的预防性储蓄，为居民消费提供了更为稳固的保障，

提高了其消费意愿和能力。而公共服务的提升，如教育、医疗、公共交通等，也减少了居民

的生活成本，释放了更多的可支配收入，从而进一步促进了消费。与此同时，由于城乡一体

化的推进，农村和城市之间的资源和服务得到了更为公平的分配，从而缩小了城乡之间的消

费差距。这不仅提高了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也进一步扩大了城市居民的消费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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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新型城镇化建设从消费市场的供需两侧为居民消费潜力的释放创造了条件。

从供给侧来看，新型城镇化为消费市场带来了更为丰富多样的选择，从而优化了居民消费的

环境，增加了居民消费的获得感；从需求侧来看，新型城镇化提高了居民的收入和消费保障

水平，增强了居民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为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H1：新型城镇化建设能够充分释放居民消费潜力，成为扩大内需的有效抓手。 

H2：新型城镇化建设能够在供给侧扩大当地消费市场规模和提高消费市场层次，在需

求侧提升居民收入和加强居民消费保障，进而释放居民消费潜力。 

本文提出的新型城镇化释放居民消费潜力的影响机制如图 1 所示。 

 

 

 

 

 

 

 

 

 

 

 

图 1 新型城镇化建设释放居民消费潜力的机制 

三、实证设计 

（一）计量模型 

为了检验新型城镇化建设对居民消费潜力的释放作用，本文构建了如下双向固定效应模

型，具体设定如下： 

𝐶𝑜𝑛𝑖𝑡 = 𝛼 + 𝛽𝑈𝑟𝑏𝑎𝑛𝑖𝑡 + 𝑋𝑖𝑡
′ 𝛾 + 𝜇𝑖 + 𝜆𝑡 + 𝜖𝑖𝑡                                           (1) 

其中，下标𝑖，𝑡分别表示城市和年份。被解释变量𝐶𝑜𝑛 代表城市居民消费潜力；核心解

释变量 Urban代表新型城镇化建设水平；𝑋 
′为一系列控制变量，用于控制城市层面其他混淆

性因素的影响；𝜇 为城市固定效应，用于控制仅随城市变化不随时间变化的因素；𝜆 为年份

固定效应，用于控制仅随时间变化不随城市变化的因素，如某些特殊年份的突发事件; 𝜀 为随

机误差项，用于吸收其他混淆性因素的影响。此外，考虑可能存在的截面相关和异方差等问

题，本文将标准误聚类到城市层面。  

（二）数据来源与变量定义 

本文使用的数据主要来自于以下数据库：《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国家信息中心宏观经济

与房地产数据库、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CNRDS）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其中，用于测

算新型城镇化和居民消费潜力的数据主要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国家信息中心宏观经

济与房地产数据库，少量指标如城市能源消费总量来自 CNRDS 数据库，部分缺失数据使用

各个省份和城市统计年鉴数据补齐，个别缺失数据使用插值法进行填补。中国工业企业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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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等微观数据库主要用来计算拓展性分析中的指标，如产业集聚程度等。 

被解释变量：居民消费潜力。居民消费潜力是居民消费能力、消费意愿和消费环境的综

合体现，具体表现为居民在一定时期内在特定消费环境下持有的可用于消费的资金总量。这

一资金量的大小受到居民当期可支配收入、当期储蓄与风险预期以及外部消费环境的影响，

为此，本文从消费能力、消费意愿和消费环境三个方面构建居民消费潜力的综合测度指标体

系。其中，居民消费能力体现了居民当期消费的物质基础，是居民可用于消费的资金总量；

居民消费意愿则主要体现对居民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力度，体现了居民出于谨慎动机而持有

的资金总量，是居民基于自身长期规划而做出的审慎行为；消费环境则是供给侧因素的体现，

包括消费市场的产品种类和质量，直接影响了居民消费的获得感。以上指标使用熵权法进行

合成，具体的指标体系如表 1 所示。 

表 1 城市居民消费潜力测度指标体系 

维度 指标 单位 指标属性 

消费能力 

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正 

人均储蓄 元 正 

房价收入比 % 逆 

消费意愿 
人均财政医疗卫生支出 元 正 

人均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元 正 

消费环境 

产业结构 - 正 

城市人均道路铺装面积 M2 正 

恩格尔系数 % 逆 

核心解释变量：新型城镇化建设水平。关于新型城镇化建设水平的测度，既有研究指出，

新型城镇化建设水平是一个包含多个维度信息的综合指标[19]。为此，基于新型城镇化内涵，

参考既有研究[20]，本文认为新型城镇化将坚持以人为本思想为核心，是在修正了旧有城镇化

的不足后达到的城市经济现代化、资源和空间集约化、社会发展、环境友好和设施完善的良

好状态，兼顾了人口、资源、环境、发展和公平。本文从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社会城

镇化、空间和资源集约化、城乡一体化 5 个维度选取 20 个指标对地级及以上城市新型城镇

化建设水平进行了综合测度。指标合成方法采用熵权法，具体指标体系如表 2 所示。 

表 2 新型城镇化建设水平测度指标体系 

维度 指标 单位 

人口城镇化 

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 % 

城市人口密度 人/平方千米 

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占比 % 

经济城镇化 

人均收入 元 

第三产业增加值 亿元 

固定资产投资 亿元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支出 元 

社会城镇化 

城镇人均道路铺装面积 平方米 

每万人公共汽车数量 辆 

常住人口基本医疗保险覆盖率 % 

教育科研经费占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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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和空间集约化 

单位土地面积产值 亿元 

单位 GDP 能耗 万吨标准煤 

空气质量达标率 % 

城市污水处理率 % 

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 

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 

城乡一体化 
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 - 

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比 - 

本文测算的 2007—2019 全国及分地区新型城镇化建设水平和居民消费潜力结果如图 2

所示。新型城镇化水平和居民消费潜力近年来在全国平均以及分地区层面一直处于提升的态

势，并且两者的平均趋势和波动大致吻合，初步表明新型城镇化建设水平和各地居民消费潜

力之间的强相关关系。分地区来看，2015 年后，东部地区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居民消费潜

力的平均水平最高，其次是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东北地区的新型城镇化水平和居民消费潜

力水平相对较低。这一结果基本符合预先的经济预期，东部地区经济发展程度较高，产业集

群也多下沉于城镇一级，人民收入相对较高，因此其城镇化建设水平和居民消费潜力相对较

高。值得注意的是，东北地区情况相对特殊，2015 年之前其新型城镇化建设处于全国最高

水平，2015 年之后虽然也有一定程度的增长，但整体水平则被其他地区赶超，居民消费潜

力也有类似的情况，2015 年前后出现了分化，这可能与东北地区近年来出现的人才外流和

产业困境具有一定的关系。 

 

  

        （a）新型城镇化建设                    （b）居民消费潜力 

图 2 全国及分地区新型城镇化建设水平和居民消费潜力测度结果 

其他控制变量：为了尽可能减少遗漏变量偏误，本文还控制了一系列城市层面可能影响

居民消费潜力和新型城镇化建设水平的控制变量。经济发展：以城市 GDP 增长率表示，用

于控制不同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外资水平：以城市实际利用外资金额表示；工业化

水平：以第二产业增加值在 GDP 中的比例表示，用于控制不同城市制造业水平的固有差异；

人口密度，用城市建成区每平方千米人口数表示，用于消除不同人口规模城市的差别；交通

可达性，用城市人均公路里程数表示，用于控制城市地理位置的差别；科教水平，使用每万

人在校大学生数表示。以上控制变量均取对数处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 3 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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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含义 观测值数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Con 居民消费潜力 3 314 0.257 0.143 0 0.923 

Urban 新型城镇化水平 3 314 0.456 0.208 0.032 0.946 

Gdp 经济增长 3 314 16.306 0.918 13.706 19.411 

Fdi 外资水平 3 314 0.098 0.019 -0.010 0.182 

Sec 工业化水平 3 314 3.628 0.247 2.152 4.372 

Pop 人口密度 3 314 9.403 0.498 4.559 11.396 

Tran 交通可达性 3 314 2.676 0.440 -0.942 4.096 

Stu 科教水平 3 314 5.417 0.062 5.210 5.616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本文构建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对居民消费潜力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测度结果如表 4 第（1）

~（4）列所示，其中第（1）列为不加入任何控制变量的结果，第（2）~（4）列为逐步加入

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新型城镇化水平的系数始终为正，

且在 1%的水平上显著，在加入全部固定效应和控制变量之后，新型城镇化建设的系数稳定

在 0.14，表明新型城镇化建设能够显著促进当地居民消费潜力的释放，新型城镇化建设每提

高 1 个单位，居民消费潜力将提升 0.14。 

表 4 基准模型回归结果 

变量 
OLS IV 

(1) (2) (3) (4) (5)第一阶段 (6)第二阶段 

Urban 0.151*** 0.134*** 0.138*** 0.140***  0.906*** 

 (0.024) (0.025) (0.025) (0.025)  (0.301) 

Gdp  0.014 0.013 0.034*** 0.187*** -0.105* 

  (0.011) (0.011) (0.011) (0.018) (0.056) 

Fdi  0.202* 0.200* 0.154 0.228 -0.033 

  (0.116) (0.116) (0.109) (0.222) (0.142) 

Sec  0.006 0.007 0.087*** 0.068* 0.035 

  (0.014) (0.014) (0.021) (0.039) (0.030) 

Pop   -0.004 -0.007 0.050*** -0.044*** 

   (0.006) (0.006) (0.010) (0.016) 

Tran    -0.013** 0.013 -0.022*** 

    (0.006) (0.008) (0.006) 

Stu    -0.523*** 0.033 -0.559*** 

    (0.124) (0.224) (0.117) 

常数项 0.071*** -0.186 -0.136 2.131*** -3.726*** 4.670*** 

 (0.005) (0.184) (0.196) (0.591) (1.050) (1.134) 

观测值数 3 314 3 314 3 314 3 314 3 314 3 314 

R2 0.930 0.931 0.931 0.933 0.941 0.882 

注：1.***、**和*分别表示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 

2.（）内为聚类稳健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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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城市和年份固定效应已控制。 

（二）内生性问题讨论 

考虑到可能存在的遗漏变量问题和反向因果带来的内生性问题，本文使用工具变量法对

这一问题进行处理。一方面，由于可能存在某些因素同时影响了新型城镇化建设水平和居民

消费潜力，导致即便本文基准模型结论是显著的，也不能轻易做出两者具有前后因果的判断，

比如可能是当地长久以来的消费习惯和文化传统同时影响了城镇化水平和消费选择，也即遗

漏变量问题；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居民消费潜力越高的地区越倾向于聚集以形成更大规模的

消费市场，从而带来城镇化的加速，也即反向因果问题。因此，本文使用城市地形起伏度作

为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工具变量来处理可能的内生性问题。一方面，城市地形起伏度和当地城

镇化水平密切相关，地形越平坦的地区越适合农耕的经济方式，与之相关的则是众多利于耕

作的村落的形成，城镇化程度相对较低，比如华北地区，与之相反，地形崎岖的地区不适宜

大规模耕作，居民往往更倾向于聚集，比如浙江“八山两水一分田”的地理格局影响下，2021

年城镇化水平达到了 72.7%，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约 8 个百分点，因此，地形起伏度作为工具

变量满足了相关性条件。另一方面，地形起伏度和当地居民消费潜力的关系不大，就现实来

看，并非地形起伏度越大消费潜力就越大或者越小，比如重庆作为中国地形起伏度最大的城

市之一，其居民消费的增长却十分强劲，处于东北平原的七台河市地形起伏度非常小，居民

消费却难以有很大提升。因此，改地形起伏度作为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工具变量满足无关性条

件。工具变量的两阶段最小二乘回归结果如表 4 第（5）（6）列所示，工具变量第一阶段回

归结果的 F 值达到了 421.88，远大于经验值 10[21]，第二阶段回归结果仍然在 1%的水平上

显著为正，表明本文基准回归结论，新型城镇化建设能够释放居民消费潜力这一结果是稳健

的，不存在明显的内生性问题。 

（三）稳健性检验 

第一，仅考虑普通地级市。考虑到中国 4 个直辖市、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具有较高

的行政级别，可能在政策条件、经济发展、消费环境、人才流动等方面具有一定程度的优

势，为此，本文排除掉这些城市，仅使用普通地级市重新进行回归，相应的回归结果如表

5 第（1）列所示。结果显示，新型城镇化水平的系数仍然在的 1%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

本文基准部分的回归结论是稳健的，新型城镇化建设能够释放居民消费潜力。 

第二，排除异常值。为了排除可能的异常值干扰，本文将居民消费潜力进行双侧 1%缩

尾处理后重新进行回归，缩尾后的回归结果如表 5 第（2）列所示。结果显示，新型城镇化

建设水平的系数仍然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新型城镇化建设能够释放居民消费潜力

这一结论是稳健的。 

第三，控制高维固定效应。考虑到中国大量政策是在省份层面以时间为单位实施的，比

如某些省份在某些年份出台的鼓励消费的政策，由此可能导致本文的回归结果并非来自新型

城镇化建设而是某种鼓励消费的政策因素，为此，本文控制了省份和时间的联合固定效应用

于排除这些可能的政策干扰，相应的回归结果在表 5 第（3）列展示，结果仍然在 1%的水平

上显著为正，表明居民消费潜力的释放确实是由新型城镇化带来的而并非其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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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1)普通地级市 (2)双侧1%缩尾 (3)高维固定效应 

Urban 0.123*** 0.140*** 0.069*** 

 (0.025) (0.026) (0.011) 

省份时间联合固定效应 否 否 是 

观测值数 3 038 3 314 3 291 

R2 0.937 0.933 0.974 

注：1.***表示1%的显著性水平。 

2.（）内为聚类稳健标准误。 

3.城市和年份固定效应已控制，控制变量估计结果留存备索。 

五、进一步分析 

（一）机制检验 

前文基本回归部分结果表明，新型城镇化建设能够充分释放当地居民的消费潜力，为了

分析产生这种影响的作用渠道，下面进行机制检验。根据本文理论分析，新型城镇化建设对

居民消费潜力释放的作用主要来自于其在消费市场供需两侧产生的效应，一方面，新型城镇

化建设促进了当地消费市场规模的提升和层次的优化，从而优化了当地消费环境，增加了居

民的消费获得感。新型城镇化带来了城市规模的扩张，大量商场、购物中心、休闲娱乐场所

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张应运而生，城市消费市场规模得以快速扩张，同时，人口的集聚带来了

专业化分工的加强，各种满足居民个性化和高层次需求的商家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居民消

费层次随之提升。另一方面，新型城镇化建设水平的提高增加了居民收入，加强了居民的社

会保障，进而提升了居民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新型城镇化建设带来了当地产业的升级，由

此为当地居民提供了更多高薪就业机会，提高了当地居民的劳动收入。同时，市民身份的转

变便于当地居民更好享受更高质量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这加强了居民消费保障，提升了

居民消费意愿。因此，本文将新型城镇化建设释放居民消费潜力的途径总结为供给侧效应，

即消费市场规模扩大和层次提升以及需求侧效应，即居民收入的提升和消费保障的加强。 

本文使用当地消费市场规模和消费结构衡量新型城镇化建设带来的供给侧效应，其中消

费市场规模使用城市社会零售品销售额表示，社会零售品销售额越大，代表消费市场规模越

大；消费结构使用居民恩格尔系数表示，构造方式为当地居民人均食品消费支出除以人均可

支配收入，恩格尔系数越小代表当地居民在食品以外的消费支出越多，消费层次越高。使用

居民劳动收入和消费保障程度衡量新型城镇化带来的需求侧效应，其中，居民劳动收入使用

当地职工平均工资表示，当地职工平均工资越高，代表居民劳动收入越高。使用居民平均消

费倾向表示消费保障程度，居民谨慎性储蓄是影响其平均消费倾向的重要因素，当地对居民

提供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越健全，居民谨慎性储蓄越少，平均消费倾向越高。平均消费倾

向使用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性支出与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计算得到。 

机制检验的回归结果如表 6 第（1）~（4）列所示。结果显示，消费市场供给侧方面，

新型城镇化建设水平的提高能够显著增大当地社会零售品销售额和降低恩格尔系数，表明新

型城镇化建设水平的提高能够显著扩大当地消费市场规模和提升消费层次。消费市场需求侧

方面，新型城镇化建设水平的提高显著提升了当地职工平均工资，表明新型城镇化建设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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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当地居民收入。同时，新型城镇化建设也带来了居民平均消费倾向的提升，代表当地消

费保障的加强。因此，新型城镇化建设优化了当地消费环境，提升了居民消费的获得感，在

需求侧提升了居民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从而充分释放了居民消费潜力。 

表 6  机制检验估计结果 

变量 
供给侧效应 需求侧效应 

(1)社会零售品销量 (2)恩格尔系数 (3)平均工资 (4)消费倾向 

Urban 961.350*** -0.057*** 12292.833*** 0.044*** 

 (132.328) (0.020) (1451.637) (0.014) 

观测值数 3 304 2 940 3 293 2 956 

R2 0.457 0.609 0.949 0.150 

注：1.***表示1%的显著性水平。 

2.（）内为聚类稳健标准误。 

3.城市和年份固定效应已控制，控制变量估计结果留存备索。 

（二）不同经济区域的异质性 

中国幅员辽阔，不同区域之间的地形地貌、文化传统、历史习惯、经济发展状况等差异

极大，由此可能使得本文结论存在一定的区域异质性，为此本文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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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划分方式将全国所有城市划

分为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部四大经济区域进行分组回归，相应的回归结果如表 7 第（1）

~（4）列所示。新型城镇化建设对居民消费潜力的释放在全国各个经济区域均显著为正，但

在东部地区的系数最大，东北地区次之，最小的是中部地区的城市，这一结果和各个经济区

域的城镇化水平基本一致，东部地区城镇化水平相对较高，其进一步城镇化带来的边际效应

较大，中部地区城镇化水平相对较低且人口密集，新型城镇化带来的边际效应相对较小。这

是由于新型城镇化影响居民消费潜力的路径主要是供给侧的消费市场扩容升级和需求侧的

收入和社会保障提升，而这两条机制发挥作用的条件是当地良好的产业基础和财政支持。 

表 7  分经济区域的异质性分析结果 

变量 (1)东部地区 (2)中部地区 (3)西部地区 (4)东北部地区 

Urban 0.223*** 0.032** 0.052*** 0.141** 

 (0.034) (0.014) (0.019) (0.062) 

观测值数 994 957 599 239 

R2 0.917 0.973 0.967 0.843 

注：1.***和**分别表示1%和5%的显著性水平。 

2.（）内为聚类稳健标准误。 

3.城市和年份固定效应已控制，控制变量估计结果留存备索。 

（三）产业集聚程度调节作用 

前文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东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建设带来的居民消费潜力提升作用最

大，这不免让人怀疑这种作用是由于东部地区有更好的产业基础，与之相对应的，东北地

区也是老工业基地，其产业基础也相对完善，因此东北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带来的居民消费

潜力释放作用也相对较强。同时，新型城镇化建设释放居民消费潜力的供给侧和需求侧作

用机制都需要当地有良好的产业支撑，这样才可以有更强的消费品生产和热点创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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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也能及时依据城镇化水平进行产业转型升级，以此提高居民收入。为此，本文使用当

地产业集聚程度衡量当地产业基础，产业集聚程度使用工业企业数据库计算的赫芬达尔指

数表示，将赫芬达尔指数高于平均值的城市视为产业集聚程度较高的城市，否则视为产业

集聚程度较低的城市。赫芬达尔指数的构造方式为： 

𝐻𝐻𝐼 = ∑ (
𝑋𝑖

𝑋
)

2

  

𝑁

𝑖=1

                                                                (2)    

其中，分母𝑋  
代表城市各行业总产值，分子中𝑋𝑖表示城市产值排名第𝑖的行业的产值，此

处𝑁取值为 5。 

按城市产业集聚程度进行分组回归的结果如表 8 第（1）（2）列所示。从中可见，产业

集聚程度更高的地区新型城镇化建设带来的居民消费潜力释放作用更大，在产业基础相对较

薄弱的地区新型城镇化的作用相对较弱，这一结果初步印证了分经济区域异质性分析的结果

以及理论分析的预期，启示地方政府进行城镇化建设时不能只注重人口流转和基础设施建

设，而需要使新型城镇化建设和产业发展同步，使两者相互支撑。 

（四）数字经济的调节作用 

数字经济是当前各个地区和经济领域面对的现实问题，数字经济的发展打破了既有的经

济边界，带来了经济范围和经济形式的极大扩展，众多产业因为数字化转型而发生了革命性

的变革，比如数字金融等领域。与此同时，数字产品的产业化进程也为居民消费带来了更加

多样化的选择。为了验证数字经济在新型城镇化释放居民消费潜力的过程中发挥了怎样的作

用，本文参考既有研究的构造方法[22]，选取百人中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计算机服务和软

件业从业人员占城镇单位从业人员比重、人均电信业务总量、百人中移动电话用户数、数字

普惠金融指数 5 个指标，从城市互联网发展程度和数字金融水平两个维度构造城市数字经

济发展水平指标体系，并使用熵权法进行合成，将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高于平均值的城市视为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反之视为较低的城市进行分组回归。按照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进行分组回归的结果如表 8 第（3）（4）列所示。从中可见，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的

新型城镇化建设释放居民消费潜力的作用要高于数字经济发展较低地区，表明数字经济在新

型城镇化发挥作用的过程中发挥着正向调节作用。 

（五）非线性分析 

前文分经济区域的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在城镇化水平较高的东部地区和东北地区，新

型城镇化建设带来的居民消费潜力释放作用更大，这使得本文猜想新型城镇化建设与居民消

费潜力的之间的关系是非线性的，一些研究的观点也支持了这一猜想[18]。为此，本文将新型

城镇化建设的二次项加入模型重新进行回归，结果表明，新型城镇化建设对居民消费潜力的

释放作用是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而不断加大的。这一结果和分经济区域的异质性分析结果

一致，表明在良好城镇化基础或者城镇化水平较高地区，进一步加大新型城镇化建设力度对

居民消费潜力的释放作用更强，也从侧面为进一步加大新型城镇化建设力度提供了支持，表

明新型城镇化建设是符合当下消费支撑的经济发展趋势的，是未来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重要支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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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调节作用和非线性分析结果 

变量 
产业集聚 数字经济 

(5)非线性分析 
(1)较高 (2)较低 (3)较高 (4) 较低 

Urban 0.167*** 0.099*** 0.189*** 0.060*** 0.089*** 

 (0.017) (0.015) (0.019) (0.021) (0.032) 

Urban2     0.049* 

     (0.029) 

观测值数 1 808 1 461 1 494 1 820 3 314 

R2 0.927 0.946 0.932 0.958 0.933 

注：1.***和*分别表示1%和10%的显著性水平。 

2.（）内为聚类稳健标准误。 

3.城市和年份固定效应已控制，控制变量估计结果留存备索。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要坚持扩大内需这

个战略基点，充分发挥强大国内市场优势，培育完整内需体系，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基

础性作用。一方面，居民消费潜力的释放是其中的重要因素，新型城镇化建设一方面在供

给侧扩张了当地消费市场的规模，提升了消费市场层次；另一方面，提升居民收入和健全

社会保障增加了居民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从供需两侧充分释放了当地居民消费潜力。为

此，本文基于全国 280 个地级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新型城镇化建设对居民消

费潜力的影响途径，并探讨了不同经济区域、产业集聚程度和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这种影

响的调节作用。研究得出如下结论：整体上看，新型城镇化建设对居民消费潜力释放产生

了显著正向影响，一系列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保证了这一结论的稳健性。机制分析结果表

明：新型城镇化建设不仅在消费市场的供给侧扩大了消费市场规模和提升了消费层次，优

化了当地消费环境，提升了居民消费获得感，同时也在需求侧提升了居民的劳动收入和消

费保障程度，从而激发了居民的消费意愿和扩大了居民消费能力。进一步分析结果表明，

新型城镇化建设对居民消费潜力的释放作用在不同经济区域之间存在着异质性。东部地区

在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作用下，居民消费潜力的释放效应最显著，其次是东北部地区，中部

地区的释放效应最小。这与各地区的城镇化水平和产业基础密切相关，进一步凸显了城市

发展和产业支撑在居民消费潜力释放中的重要性。此外，产业集聚程度和数字经济发展水

平也对城市居民消费潜力的释放产生了影响。较高的产业集聚程度有助于提升居民消费潜

力释放作用，而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能够进一步加强全球价值链在释放居民消费

潜力中的正向作用。非线性分析结果表明，新型城镇化建设对城市居民消费潜力的释放作

用是逐渐放大的，在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初期，其对居民消费潜力的释放作用较小，随着新

型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其对居民消费潜力的释放作用也逐步增大。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为进一步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释放居民消费潜力，本文提出以下

政策建议： 

第一，创造多样化的消费场景，提升城市消费吸引力。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建议政

府鼓励商业地产的合理布局，打造多元化、特色化的消费场所。例如，结合当地文化、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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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和地理特点，打造主题街区、文化创意园区等，吸引市民和游客前来消费。政府可以提

供土地和税收优惠等政策，吸引国内外知名品牌入驻，进一步丰富消费场景。此外，可以

通过举办文化艺术节、展览、演出等活动，加强城市文化氛围，激发居民消费热情。 

第二，扶持小微企业和创新企业，推动就业和收入增长。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政府应

加大对小微企业、新创企业的支持力度，可以通过设立专项基金、提供低息贷款和创业补贴

等措施帮助创新创业者启动和扩展业务。同时，政府还应鼓励建立创新创业孵化基地，为创

业者提供培训、导师指导和市场对接等服务，以此促进城市居民的创业精神，创造更多就业

机会，提高居民收入水平。 

第三，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增强居民消费信心。新型城镇化建设中，政府应着力提升

社会保障的覆盖范围和质量。一方面，政府应推动医疗保障制度的改革，扩大保障范围，

提高医疗服务的质量和可及性，确保农民进城后能够平稳过渡至城市社会保障体系，充分

享受医疗、养老、失业等保障；另一方面，应进一步加强社会保障资金的投资运营，提升

资金稳定性，同时引导金融机构推出与社保相关的创新产品，为居民提供更多选择。 

第四，优化产业结构，促进产业发展与城镇化有机融合。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当地

政府应着力促进当地产业链的延伸和完善，提高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供给侧效应，应大力鼓

励企业进行研发创新，提高产品的质量和技术含量。同时，应建立产业协同发展的机制，

鼓励不同产业间的合作，形成产业生态圈，提供更多丰富多样的产品和服务，刺激居民消

费。此外，政府可以通过设立产业培训基地，提供技能培训，提升居民在新产业环境中的

就业竞争力，以此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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