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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收入分配看我国经济增长

夏若江

　　中国经济在持续 20 年高速增长之后进入一个低速增长的

阶段, 而 1998 年以来经济增长速度进一步下降, 并出现了通货

紧缩, 经济增长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需求约束。造成我国目前

需求不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许多学者认为收入分配差距的扩

大也是造成国内需求下降, 经济增长受阻的一个重要原因。

1981 年我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为 0. 288, 而 1995 年则为

0. 388, ①个人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 1995 年已达 0. 445, 比

1998 年增加了 7% , ②收入不平等的差距正在扩大。收入差距的

扩大首先体现在个人收入差距的拉大上, 据测算, 中国目前有

亿万富翁 1000 多人, 百万富翁 300 万人, 最富有的 20% 的家庭

占有了全部收入的 50. 24% , 而最贫穷的 20% 家庭仅占有社会

全部家庭收入的 4. 27% , 我国仍有近 5 000 万人没有解决温饱

问题, 这方面的差距甚至超过了居西方国家贫富差距之首的美

国。同时, 我国地区之间、所有制之间、行业之间以及城乡之间

的收入差距也在扩大。对于不同地区而言, 我国东部地区和西

部地区的居民收入差距已接近或超过 4∶1, 东南沿海地区与贵

州、甘肃等省份的差距更是超过 7 倍以上。③对于不同所有制而

言, 如果以城镇集体职工人均工资收入为基数 100, 1984 年国

有制就为 128, 其他经济为 129, 1997 年变为国有 150, 其他

195。对于不同行业而言, 工资最高与最低行业之比, 1978 年为

2 ∶ 1; 1985 年为 1. 81 ∶ 1; 1994 年为 2. 28 ∶ 1; 1996 年为

2. 18∶1; 在私营企业 (包括外资) 中, 雇主收入一般是普通雇工

的 10 倍, 有的高达 100 倍④。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看, 城镇居民

收入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人均纯收入之比 1992 年时为

2. 33∶1, 1998 年上升为 2. 54∶1, 农民收入的消费水平大约比

城镇居民落后 10 年左右。⑤以上数据的确显示出我国收入分配

的差距正在进一步拉大, 但是, 我国目前经济增长受阻和收入

差距的扩大的确存在必然的联系吗?

一、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收入分配与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关系密切, 一定程度的

收入差距有利于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 有利于资本的积累, 对

经济增长会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但是如果收入差距过大, 就

会导致社会不稳定, 有效需求不足, 经济发展受阻。从理论和实

际两方面看, 在经济增长过程中, 收入分配会经历一个随着经

济增长的加速而出现由逐步扩大到缩小的过程, 因此, 只要利

用得当, 收入差距扩大时, 不一定导致经济增长受阻。

首先, 从理论上看, 对倒U 模型的理论论证可以用来证实

以上论点。库兹涅茨根据大量的经验数据得出收入差距会随着

经济发展程度的提高呈现出一种从逐步扩大到逐步缩小的规

律性变化趋势。这种规律可以得到很大程度上的实证。例如发

达国家的收入差距小于发展中国家, 而且许多发展中国家在经

济增长的过程中也曾经历过一个收入差距由逐步扩大到逐步

缩小的过程。库兹涅茨认为经济增长是储蓄和积累的函数。因

此, 收入不平等的加剧既是经济增长早期的必然结果也是促进

经济进一步增长的原因, 收入差距的扩大使得储蓄和积累集中

在少数富有阶层, 使之有能力进行扩大再生产, 从而推动经济

进一步增长, 当经济增长达到一定水平之后, 收入分配状况将

会改善。对此刘易斯用两部门理论也作了解释, 他把经济分为

现代部门和传统部门, 现代部门的工资高于传统部门, 传统部

门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 工资水平为接近维持生存水平的制度

工资, 经济增长取决于现代部门的持续扩张。资本家和工人收

入差距的扩大有利于资本的集中, 从而推动现代部门的扩张和

经济增长, 使传统部门中的剩余劳动力逐步被现代部门吸收,

使收入分配状况逐步得到改善。虽然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不一定

采取劳动密集型的方式, 但在劳动力比较廉价的情况下也绝不

可能出现资本对劳动的完全替代, 资本扩张必然会带来城市化

水平的提高, 为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创造需求市场。并且不平衡

增长理论也认为正是由于收入差距的扩大才为经济增长提供

了一种激励与示范效应, 经济的快速增长是同极大的意外收益

的前景和结果相联系的。

从经验上看, 当今也的确有许多国家其收入差距的扩大并

没有阻止经济的高速增长, 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还起到了对经济

增长的推动作用。美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美国经济近年来

的持续增长除了由于技术创新起到了降低成本的作用以外, 对

最低工资管制的放松以及工资增长滞后于经济增长也是一个

重要原因, 美国收入差距的扩大并没有阻碍经济增长, 反而在

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推动总供应曲线向外推移的作用。同时, 由

于美国高技术产品在世界市场上垄断地位的确立, 经济增长的

实现就成为了必然。再如W eiskoff 对墨西哥、玻多黎各、阿根廷

的实证研究也证实了它们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经济增长与

不平等是正相关的。

但是, 也应该看到收入差距扩大对经济增长的积极推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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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是在一定条件下才能实现的。只有具备了这些条件, 才能实

现经济增长, 并由经济增长进一步推动收入分配差距的缩小。

当收入差距扩大时, 现有参与分配的人口的总体消费水平就会

降低, 这主要是由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的作用所致, 但是

投资的潜力也增加了。如果潜在的投资能力能够转变为现实的

投资而不是储蓄, 总需求水平并不会下降。而投资的增加则主

要取决于对未来收入的预期, 取决于新的市场和需求, 如果出

现新增消费力和市场机遇, 并且没有制度障碍, 储蓄就会转化

为投资。这种新的市场可能是新加入的具有新增消费能力的劳

动力、城市化水平的提高, 农村市场的开拓, 也可能是国外市

场。新市场的开拓就意味着需求的增加。而从供应方看, 收入差

距的扩大往往表现为工资水平的长期停滞或工资增长慢于经

济增长, 这就意味着生产成本的降低和供应能力的提高。在供

求双方力量的作用下, 只要经济还没有达到充分就业点, 经济

增长就会实现, 而且还不需以通货膨胀为代价。

正如以上分析所表明的, 收入差距扩大对经济增长的正面

效应必须建立在收入差距的扩大还没有超过社会的承受能力

以及新市场的出现这些前提条件下, 并且还必须没有制约储蓄

顺利转化为投资的制度缺陷, 但是如果不具备这些条件, 收入

差距的扩大就不能起到从正面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 相反, 它

会成为导致需求萎缩、经济增长停滞的重要导火索。收入差距

的扩大必然导致总消费水平的下降, 而如果没有新的市场来提

供需求, 在投资达到一定程度就会饱和, 并出现生产过剩, 促成

企业家和消费者形成普遍的对未来的不良预期, 进一步造成投

资和消费下降, 总需求如果没有政府的干预就会出现萎缩, 使

经济增长逐步陷入长期停滞, 储蓄如果流向银行系统, 风险就

会在银行系统不断沉积起来。

二、我国现阶段经济增长速度降低的原因

我国的收入分配差距并没有随着经济增长而逐步缩小, 而

是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而且收入差距的扩大在目前也不是

表现为和经济增长正相关, 而是负相关, 与收入差距相伴随的

则是消费的下降、储蓄的增长以及储蓄分布的高度集中。从

1981- 1997 年, 我国最终消费率每年约以 0. 6 个百分点下降,

已经由 1981 年的 67. 5% 降到 1997 年的 58. 8%。而最终消费的

国际平均水平一般在 70% 左右。而 1995- 1998 年 , 每年居民储

蓄存款增加额都保持在 7 000～ 9 000 亿元, 1998 年, 居民储蓄

存款余额已达 53 407. 5 亿元。我国目前的储蓄水平已与新加坡

达到人平年收入 8 000 美元时的储蓄水平接近。⑥并且 1995 年

时我国城市最高收入的 40% 的家庭就占有了全部居民金融资

产的 71%。⑦而我国目前的经济增长主要靠政府投资来推动, 银

行存在惜贷, 找不到好的投资项目, 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由于

缺少风险分担机制, 又难以取得贷款。因此, 由于新市场的缺位

以及制度的缺陷, 我国收入差距扩大所造成的消费下降无法以

投资的增加来弥补, 我国出现了需求对经济增长的制约。这说

明我国经济中存在严重的阻力, 阻碍了储蓄转化为投资, 并进

一步阻碍了消费的增长, 使我国经济增长的总量和质量不能达

到促进收入分配差距缩小所需的程度。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

了制约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并不是收入差距的扩大, 而是

制约储蓄转化为投资的其他力量。那么制约我国储蓄转化为投

资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国目前非政府行为的投资不足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

首先从我国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分析, 我国目前收入差距的扩

大除了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是由于收入水平的增长慢于经

济增长以外, 还有我国的一些特殊原因, 这就是政府官员的寻

租收入、各种灰色收入、不法收入的增加也是造成我国收入差

距扩大的主要原因。在我国 5 万多亿元的居民储蓄中, 属于“公

款私存”的储蓄以及各种形式的灰色收入或黑色收入就有 1 万

亿元。⑧而这些收入多属于长期不动的储蓄, 不会用于投资, 以

防公开暴露。其次, 从市场导向看, 我国国内市场开拓不足, 经

济增长长期主要依赖发达地区和大中城市的需求来支撑, 而这

些地区的市场容量是有限的, 这些地区需求结构的不断升级必

然导致产业结构向资本密集型和高技术方向转变, 我国经济的

资本密集化和技术化发展方向已在近几年充分显露出来, 这可

以从经济增长对无技能劳动力的大量排斥这种现象中得到证

实。这种经济增长方式就使得经济增长对传统产业和落后地区

的带动作用减弱, 经济增长的利益不可能被更多的人分享。城

市化的步伐放慢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例如, 1978- 1984 年我

国城市化率的年增长速度为 0. 85, 1984- 1992 年为 0. 58, 而

1992- 1996 年只有 0. 46。⑨这样一来, 在收入差距扩大的情况

下, 潜在的市场没有开拓出来, 需求必然下降, 因此存货增加,

收入预期恶化, 投资风险增大。投资的增加如果不能弥补消费

的下降, 需求就会进一步回落, 经济增长因而受阻。再加上我国

社会保障福利的市场化改革相继出台, 未来支出的预期增加,

进一步助长了储蓄倾向的提高。因此, 农村市场、西部市场的发

育滞后以及我国城市化水平的过低已成为了严重制约储蓄转

变为现实投资的市场约束, 一旦国际市场萎缩, 经济增长就会

受到明显的影响。同时, 我国资本市场的发育滞后也是影响投

资转化为储蓄的重要原因。资本市场的不完善首先体现在股市

和实物资本市场的不完善上, 投资者的利益得不到制度环境的

保障, 创业的交易费用太高, 这些都制约了直接投资和中小企

业的成长。资本市场的不完善也体现在我国缺乏投资风险的分

担机制上, 我国各种保险公司和风险投资基金的严重缺乏制约

了储蓄向投资转化。另外, 从供应方看, 由于产品创意不足和技

术创新滞后, 企业的供应已不适应现有市场具有消费能力的中

高收入阶层的需求。而在国际市场上, 这也制约了我国产品的

竞争力和创汇能力的提高。因此, 我国只有消除了制约储蓄转

化为投资的各种制度和市场因素才能保证经济的持续增长。

三、调整收入差距、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对策

虽然从理论和其他国家的发展经验上看, 收入差距的扩大

会在一定程度上和经济增长正相关, 但是, 由于我国存在制约

储蓄转化为投资的市场性和制度性障碍, 而且这种障碍的消除

又不是在短期内能够实现的, 因此, 我国目前阶段就不能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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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差距扩大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作用来解决经济增长中面临

的需求约束问题, 而应在短期内调整收入分配, 通过消费来促

进经济增长。但是, 从推动长期经济增长的角度出发, 我国还是

必须逐步消除储蓄转化为投资的各种障碍, 为经济增长创造更

广阔的空间。从以上思想出发, 我们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解决

目前的低水平生产过剩:

1. 逐步提高工薪阶层的收入水平和普通劳动者的福利, 使

总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增加。我国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1997 年为 57% , 而世界的平均水平为 78～ 79% , 美国为 84% 左

右, 我国消费率明显偏低。我国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偏

低和我国工资水平的长期偏低是有关系的, 1990 年以来, 我国

普通工薪阶层的收入增长速度长期低于经济增长速度, 1991-

1997 年, GD P 每年以 11. 2% 的速度增加, 而同期工资每年增加

6. 5% , 非工资收入每年增长 10% 左右, 居民消费按可比价格

计算年平均增长率为 8. 1%。βκ在收入水平偏低的情况下, 未来

预期支出的增加必然导致消费萎缩。因此, 我国逐步提高工资

水平将有助于提高未来预期收入, 增加消费。并且从以上数字

也可以看出我国提高工资水平是有一定空间的, 不仅不会带来

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 而且还可以通过提高消费水平来推动

经济增长。对此应首先从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入手, 逐步减少政

府直接投资的比例, 相应增加工资支出的比例, 并通过扶植企

业和私人投资作为替代, 这样一来, 经济中就会出现一个具有

较高消费能力的稳定的社会阶层, 他们是由政府公务员、教师、

科技人员、企业家、自由职业者等组成, 这个阶层就会成为支撑

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 另外, 应重视工会组织的作用, 特别

是在私营和外资企业中应大力发展能真正代表工人利益的工

会组织, 使之成为与资方权衡的制约力量。它的作用是: 避免在

劳动力供过于求的情况下工资水平被无限压低, 提高工人的福

利待遇, 改善工作条件, 在工人人身权利受到伤害时保护工人

的权益。但是也应该看到, 由消费推动的增长必须建立在收入

不断增长的基础上, 为了使收入能够持续增长, 我国必须消除

储蓄转化为投资的各种障碍, 使经济能够在扩大的基础上增

长。如果仅仅在现有市场范围内, 依靠消费和发展消费信贷、寅

吃卯粮来推动经济增长是很危险的。

21 开拓新的市场, 培育新的增长点。我国目前需求不足的

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现有市场容量的局限, 我国必须尽快开拓新

的市场。加快城市化的步伐就是一条重要的途径, 城市化速度

的提高将会培育出新的消费群体, 推动投资的增长。城市化将

会为第三产业的发展带来更大的市场容量, 创造新的投资机会

和就业空间, 并进一步增加城市吸收劳动力的能力, 使更多的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中来分享经济增长的利益。这个过

程是一个在劳动力成本不上升的情况下, 通过需求的扩大来带

动经济增长的过程。而农村市场的开拓则应把侧重点放在加快

农村和农业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上, 彻底使农民摆脱自给自足的

生产和生活方式, 增加其市场的贡献率。而且这种市场贡献不

仅体现在生活资料上, 而且体现在生产资料上。为了使农村市

场的潜在需求转变为实际需求, 农业生产方式必须进行彻底的

转变, 通过市场的引导推动农业专业化和社会化水平的提高,

从而实现增加农民收入和提高农业对市场全方位贡献率的目

的。与此同时, 还应加快农村地区的电力、通信、供水和交通设

施的建设, 为农民消费层次的提高创造环境条件。另外, 我国正

在推进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和加入世贸组织进程的加快都无疑

会为我国经济增长带来新的市场机遇和投资需求。

3. 弥补制度缺陷, 促进民间投资。我国目前居民储蓄倾向

增加, 除了市场的制约以外,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投资的

利益得不到制度的保证。我国缺乏对私有和公有财产权益的完

善的保障制度。这种情形体现在多方面: 首先, 我国企业的市场

进入成本和交易成本十分高昂, 这主要是由政府行为不规范以

及法制不健全所致, 政府官员的寻租、市场管理人员和税务人

员的以权谋私、社会治安得不到保障等都使得潜在的投资者望

而生畏, 这是极不利于中小企业的产生和发展的。而企业发展

受阻又会进一步影响就业和消费水平的提高。同时, 占我国经

济近 50% 的国有企业其现代企业制度都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

民营经济的企业治理结构也不规范, 所有者的权利缺乏制度环

境的保障, 股东的合法利益常常受到侵犯。这就使得进入股市

的多为短线投机者, 股票不能成为长线投资的手段。并且, 我国

能够分担投资风险的各种保险机构和风险基金还没有发育成

熟, 这也是制约储蓄转变为投资的重要原因。由于我国投资环

境的不确定性很大, 这就增加了对未来收益预期的不明确程

度, 增加了投资的风险, 而如果没有适当的机构来充当这种风

险的担保人, 投资就会受到制约。我国目前国有商业银行对中

小企业和民营经济的歧视, 出于缺乏安全保障, 这是实践中的

教训使之理性化的结果。因此, 我国必须尽快弥补这一缺陷, 减

少投资中的风险。

总之, 从收入分配入手进行分析, 我们发现制约我国经济

增长的关键原因是由于制度缺陷和市场开拓和发育不足而造

成的储蓄沉淀、投资不足。在前无市场拉力, 后有制度阻力的情

况下, 储蓄无法转变为现实的投资, 经济因此表现为需求不足、

生产过剩。我国只有从根本上解决了这种制度障碍和培育新的

市场, 经济增长才能避免萎缩, 而是在扩大的基础上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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