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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来中国居民收入
差距的演变趋势、现状评价与调节政策选择

曾国安

　　摘要: 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来, 中国居民收入差距呈现出扩大的趋势。到 20 世纪 90 年代末, 与国际比

较, 居民整体的收入差距处于中等水平, 城市居民之间、农村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处于低水平, 但城乡居民

之间和不同行业的职工之间的收入差距偏大。对于居民收入差距的调节需要根据收入性质、类型的不同采

取不同的政策, 收入的调节应该循序渐进, 应该同经济增长、反垄断、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及区域经济战略

和政策的调整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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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0 年代末中国开始进行经济体制改革, 中国经济开始

进入快速增长的时期。从 1980 年代开始, 中国经济始终保持

高速增长的势头, 1980- 1990 年间国内生产总值 (GD P)年平

均增长率达 10. 1% , 1990- 1999 年年均增长率达到 10. 7% ,

位居世界各国首位, 远远超过同期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

济增长率 (1980 - 1990 年世界各国 GD P 年均增长率为

3. 2% , 其中低收入国家平均为 4. 4% , 中等收入国家为

3. 2% , 中、低收入国家平均为 3. 4% , 高收入国家为3. 1% ,

1990- 1999 年世界各国 GD P 年均增长率为 2. 5% , 其中低

收入国家平均为 2. 4% , 中等收入国家为 3. 5% , 中、低收入

国家平均为 3. 3% , 高收入国家为 2. 4% ) ①, 伴随着中国经济

的高速增长, 居民收入水平也不断提高, 1979- 2000 年间城

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率达到 6. 30% , 农村居民人

均纯收入年均增长率达到 7. 43% (均按可比收入计算)。②但

在居民收入快速增长的同时, 整体上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也

扩大了。人们对此看法各异, 有的认为已经出现了两极分化,

有的认为目前的收入差距尚属正常。不同的判断会导致不同

的政策建议, 或者不同的舆论倾向, 更重要的是会导致不同

的政策选择, 从而对经济会造成不同的影响。对居民收入差

距当采取何种政策, 既需要对居民收入差距的现状进行实证

分析和判断, 也需要对居民收入差距的形成原因及影响进行

深入分析。本文旨在对 1980 年代以来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化

进行实证性的经验分析, 对居民收入差距的现状进行评判,

并阐述对解决居民收入差距问题所应采取的政策的看法。

一、1970 年代末以来中国居
民收入差距的演变趋势

　　 (一) 1970 年代末以来中国居民收入差距演变的总体态势

以反映居民收入差距 (或收入不平等程度) 的综合性指

标基尼系数 (Gin i Coefficien t)来衡量居民收入差距的总体状

态和变化是最便利、最实用的。1980 年代以来, 中国的基尼系

数呈现出上升的趋势, 20 世纪 70 年代末、80 年代初, 基尼系

数处在 0. 3 以下, 80 年代中期以后, 基尼系数超过 0. 3, 1990

年代初在 0. 37 左右, 1990 年代中期以后上升至 0. 40 以上,

虽然 1990 年代末, 基尼系数同 1990 年代中期相比, 没有显

现进一步上升的势头, 但从长期看, 1980 年代以来, 基尼系数

的上升却是十分明显的。从收入百分比份额的演变来看, 在

1990 年代, 人均收入最低的 20% 的人口在总收入中的比重

呈下降之势, 而人均收入最高的 20% 的人口在总收入中的比

重则呈上升之势 (10 年间约上升了 5 个百分点) , 人均收入最

高的 10% 的人口在总收入中的比重上升幅度更大 (10 年间

约上升了 6 个百分点)。以上数据是按人均收入计算的, 如果

按家庭收入计算, 差别还会要大一些。这些数据表明, 1980 年

代以来, 中国居民收入差距从总体上来看呈现出长期扩大的

趋势 (参见表 1)。
(二) 1970 年代末以来中国居民收入差距的结构变化趋势

1.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演变趋势

从表 2 我们可以看出, 1970 年代末以来, 城乡居民的相

对收入差距的大小经历了一个U 型的变化过程。1970 年代

末、80 年代初, 城乡居民的相对收入差距相当大, 1978 年, 城

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 2. 57 倍,

随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 农村居民收入开始增

长, 与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开始缩小, 1980 年城市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 2. 50 倍, 此后相对差

距进一步缩小, 1983 年缩小至 1. 82 倍, 这是整个 80、90 年代

城乡居民相对收入差距最小的年份, 此后差距又开始扩大,

但到 1985 年, 尚只有 1. 86 倍, 1980 年代上半期是城乡居民

相对收入差距最小的时期。1986 年开始, 相对收入差距又扩

大到 2 倍以上, 进入 1990 年代之后, 差距进一步扩大, 到

1994 年差距达到最大, 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农村居

民人均纯收入的 2. 86 倍。其后相对差距又开始有所缩小, 到

1997 年差距缩小到 1990 年代后期的最小点, 其后又开始持

续扩大, 2000 年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农村居民人均

纯收入的 2. 79 倍。总的来看, 城乡居民相对收入差距的演变

经历了一个从缩小 (1978- 1985 年) 再到扩大 (1986- 2000

年) 的过程, 到 20 世纪末, 城乡居民相对收入差距不仅又回

复到了 1970 年代末的状态, 而且超过了 1970 年代末的水

平。不过, 虽然城乡居民的相对收入差距的大小经历了一个

U 型的变化过程, 但城乡居民的绝对收入差距 1980 年代以

来却持续扩大, 1978 年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农村居

民人均纯收入 209. 8 元, 1980 年为 286. 3 元, 1985 年为

341. 5元, 1990 年增至 823. 9 元, 1995 年增至 2 705. 3 元,

2000 年达到 4 026. 6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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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 　　1970 年代末以来中国居民收入差距的总体变化

基尼系数 收入的百分比份额

A B C D E
最低的

10%
最低的

20%
第二个

20%
第三个

20%
第四个

20%
最高的

20%
最高的

10%

1979 0. 330Ξ — — — — — — — — — — — — —
1981 0. 288Ξ Ξ 0. 2780 — 0. 2635 — — — — — — — — — —
1982 — 0. 2494 — 0. 2525 — — — — — — — — — —
1983 — 0. 2641 0. 3306 0. 2865 — — — — — — — — — —
1984 0. 297Ξ Ξ 0. 2684 0. 3399 0. 2705 — — — — — — — — — —
1985 — 0. 2656 0. 3453 0. 2875 — — — — — — — — — —
1986 — 0. 2968 0. 3595 0. 2875 — — — — — — — — — —
1987 — 0. 3052 0. 3568 0. 2924 — — — — — — — — — —
1988 0. 382Ξ 0. 3133 0. 3624 0. 2961 — — — — — — — — — —
1989 0. 349Ξ Ξ 0. 3214 — — — — — — — — — — — —
1990 0. 339Ξ Ξ 0. 3063 — — 0. 3484 0. 3334 0. 3214 6. 4 11. 0 16. 4 24. 4 41. 8 24. 6
1991 — 0. 3240 — — — — — — — — — — — —
1992 0. 376Ξ Ξ Ξ 0. 3396 — — 0. 3898 0. 3723 0. 3581 2. 6 6. 2 10. 5 15. 8 23. 6 43. 9 26. 8
1993 — 0. 3592 — — 0. 4196 0. 4018 0. 3871 — — — — — — —
1994 0. 434Ξ Ξ Ξ Ξ Ξ Ξ Ξ 0. 3621 — — 0. 4334 0. 4146 0. 3990 — — — — — — —
1995 0. 388Ξ Ξ

0. 415Ξ Ξ Ξ Ξ
0. 3515 0. 389 — 0. 4151 0. 3984 0. 3846 2. 2 5. 5 9. 8 14. 9 22. 3 47. 5 30. 9

1996 0. 4577Ξ Ξ Ξ Ξ Ξ Ξ Ξ — 0. 375 — 0. 3980 0. 3816 0. 3684 — — — — — — —
1997 — — 0. 379 — 0. 3979 0. 3821 0. 3692 — — — — — — —
1998 0. 403Ξ Ξ Ξ Ξ Ξ

0. 456Ξ Ξ Ξ Ξ Ξ Ξ
— 0. 386 — 0. 4030 0. 3870 0. 3739 2. 4 5. 9 10. 2 15. 1 22. 2 46. 6 30. 4

　
1999 — — 0. 397 — 0. 4164 0. 3997 0. 3857 — — — — — — —
　　说明: ①基尼系数数据来源: A 栏带Ξ 者数据来源: 世界银行,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课题组, 转引自冒天启主笔, 1997; 带Ξ

Ξ 者数据来源: [世界银行 ]《共享增长的收入: 中国收入分配问题研究》编写组, 1998; 带Ξ Ξ Ξ 者数据来源: 世界银行, 1996; 带Ξ Ξ
Ξ Ξ 者数据来源: 世界银行, 1997; 带Ξ Ξ Ξ Ξ Ξ 者数据来源: 世界银行, 2001; 带Ξ Ξ Ξ Ξ Ξ Ξ 者数据来源:《中国宏观经济信息网》
(h ttp: ööwww. m acroch ina. com. cn) , 2001; 带Ξ Ξ Ξ Ξ Ξ Ξ Ξ 者数据来源: 李强, 1999。B 栏数据来源: 向书坚, 1998a。C 栏数据来源:
1983- 1988 年数据来源于: 刘晓东、卢青, 1991; 1995- 1999 年数据来源于: 国家统计局, 2001。D 栏数据 (人口—收入基尼系数) 来
源: 陈宗胜, 1994。E 栏数据来源: 陈绍华、王燕, 2001 (E 栏第 1 列数值为假设城镇和乡村的生活成本差异为 0 的条件下的数值, E 栏
第 2 列数值为假设城镇生活成本高于乡村地区 10% 的条件下的数值, E 栏第 3 列为假设城镇生活成本高于乡村地区 20% 的条件下
的数值)。
②收入的百分比份额数据依次来源于: 世界银行, 1993; 世界银行, 1996; 世界银行, 1997; 世界银行, 2001。

　　城乡居民相对收入差距变化的直接原因是农村居民收

入增长与城市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变化的不同。1979- 1985 年

农村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远远快于城市居民收入的增长速

度, 从而使得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缩小, 1986- 1994 年, 则

是城市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快于农村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

因此, 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到 1990 年代后期, 城乡居民收入

增长速度相当, 收入差距未再继续扩大, 且略有缩小 (见表

2)。城乡居民之间的绝对收入差距的扩大在于城市居民的绝

对收入在 1970 年代末就大大超过农村居民的绝对收入, 而

且城市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又长期超过农村居民收入的增

长速度, 即使在农村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快于城市居民收入增

长速度的时期, 农村居民收入的增长也远不足以消除过去业

已存在的差距。中国还要经历一个比较长的工业化时期, 城

乡居民绝对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还会延续。

2. 城市居民之间收入差距的演变趋势

表 3 汇集了关于中国城市居民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计

量分析结果。从表 3 我们可以发现, 虽然学者们所计算出来

的基尼系数的具体数值并不相同, 但有一个共同点, 即基尼

系数呈现出长期上升的趋势。在 1970 年代末, 基尼系数只有

0. 16, 1980 年代上半期, 基尼系数均未超过 0. 16, 且出现了

下降, 这说明直到 1980 年代中期, 城市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

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 到了 1980 年代下半期, 基尼系数则开

始不断上升, 到 1989 年, 基尼系数达到 0. 23 (表中A 栏) , 进

入到 1990 年代之后, 基尼系数继续上升, 平均每年上升近 1

个百分点, 到 1999 年, 基尼系数达到了 0. 3。1978 年以来, 基

尼系数共上升了约 14 个百分点 (按 1999 年为 0. 3 计算)。基

尼系数的长期上升趋势反映了中国城市居民之间收入差距

呈现出长期扩大的趋势, 从基尼系数来看, 城市居民之间的

收入差距自 1970 年代末以来, 扩大了约 1 倍, 而且进入 1990

年代之后, 城市居民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有加快的趋势。

3. 农村居民之间收入差距的演变趋势表 4 列出了国内

外学者关于中国农村居民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的估算结果。

从表 4 我们可以看到, 虽然学者们所计算出来的农村居民收

入分配的基尼系数的具体数值并不相同, 不过同表 3 相比,

有两个不同点, 一是农村居民的基尼系数始终高于城市居民

的基尼系数, 这说明农村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一直比城市居

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大; 二是农村居民的基尼系数呈现出典型

的直线上升趋势, 年度之间的起伏变化小, 这主要是因为政

府对农村居民收入的直接干预小。但也有两个共同点, 一是

同城市居民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一样呈现出长期上升的趋

势, 这表明 1970 年代末以来中国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呈现出

长期扩大的趋势; 二是从 1970 年代末到 1990 年代末, 农村

居民的基尼系数也上升了 14 个百分点, 虽然基尼系数上升

的相对幅度不同, 但绝对幅度相同。农村居民收入分配的基

尼系数的上升说明 1970 年代末以来农村居民之间的收入差

距扩大了。按表 4A 栏数据, 1983 年以前, 基尼系数处在 0. 21

以上, 0. 25 以下, 1984- 1987 年, 基尼系数处在 0. 25 以上,

0. 30 以下, 1988 年越过 0. 30, 此后逐年上升, 1994 年基尼系

数超过 0. 33, 1995 年超过 0. 34, 到 2000 年, 基尼系数已经超

过 0. 35 (见表 4K 栏)。农村经济结构正处在急剧变化的过程

中, 农村经济的发展很不平衡, 而且由于农村居民之间的财

产价值的差别越来越大, 农村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在短期内

还不会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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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 　　1970 年代末以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演变

城市居民家庭人均
可支配收入 (元)

农村居民家庭人均
纯收入 (元)

城市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
收入比上年增长率 (% )

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
入比上年增长率 (% )

城市居民家庭人均可
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

家庭人均纯收入之比 (倍)

1978 343. 4 133. 6 — — 2. 57
1979 387. 0 160. 2 12. 70 19. 20 2. 42
1980 477. 6 191. 3 12. 69 16. 61 2. 50
1981 491. 9 223. 4 0. 47 15. 40 2. 20
1982 526. 6 270. 1 4. 94 19. 89 1. 95
1983 564. 0 309. 8 5. 00 14. 20 1. 82
1984 651. 2 355. 3 12. 45 13. 62 1. 83
1985 739. 1 397. 6 1. 45 7. 77 1. 86
1986 899. 6 423. 8 13. 78 3. 23 2. 12
1987 1 002. 2 462. 6 2. 41 5. 19 2. 17
1988 1 181. 4 544. 9 - 2. 35 6. 40 2. 17
1989 1 375. 7 601. 5 0. 16 - 1. 61 2. 29
1990 1 510. 2 686. 3 8. 37 1. 80 2. 20
1991 1 700. 6 708. 6 7. 22 1. 99 2. 40
1992 2 026. 6 784. 0 9. 65 5. 92 2. 58
1993 2 577. 4 921. 6 9. 53 3. 18 2. 80
1994 3 496. 2 1 221. 0 8. 51 5. 04 2. 86
1995 4 283. 0 1 577. 7 4. 88 5. 30 2. 71
1996 4 838. 9 1 926. 1 3. 89 8. 99 2. 51
1997 5 160. 3 2 090. 1 3. 31 4. 59 2. 47
1998 5 425. 1 2 162. 0 5. 77 4. 44 2. 51
1999 5 854. 0 2 210. 3 9. 31 3. 66 2. 65
2000 6 280. 0 2 253. 4 6. 40 2. 11 2. 79

1979- 1985 — — 6. 98 15. 18 —
1986- 1990 — — 4. 31 2. 97 —
1991- 1995 — — 7. 94 4. 28 —
1995- 2000 — — 5. 74 4. 73 —
1979- 2000 — — 6. 30 7. 43 —
　　说明: 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率系按可比收入计算, 1979- 1985、1986- 1990、1990- 1995、1996- 2000、1979- 2000 年增长率为年均增长率。

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率、城市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之比系作者根据原始资料计算而得。
资料来源: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 (2001)》,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1。

表 3 　　1970 年代末以来中国城市居民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

A B C D E F G H I J

1978 0. 16 0. 1653 0. 16
1979 0. 16
1980 0. 16 0. 16Ξ Ξ

0. 185Ξ Ξ Ξ
0. 16
　

1981 0. 15 0. 176Ξ Ξ Ξ Ξ 0. 15 0. 1589
1982 0. 15 0. 15 0. 1576
1983 0. 15 0. 15 0. 1529 0. 1510
1984 0. 16 0. 18 0. 1650 0. 1599
1985 0. 19 0. 19 0. 1506 0. 1633 0. 1660
1986 0. 19 0. 19 0. 1408 0. 192 0. 1658 0. 19 0. 1595
1987 0. 20 0. 20 0. 1499 0. 191 0. 1665 0. 20 0. 1627
1988 0. 23 0. 23 0. 1588 0. 211 0. 1750 0. 1650
1989 0. 23 0. 23 0. 218 0. 1803
1990 0. 23 0. 23 0. 2342 0. 204 0. 1771 0. 23
1991 0. 24 0. 1221Ξ Ξ Ξ Ξ Ξ 0. 24 0. 203 0. 1675
1992 0. 25 0. 25 0. 2418 0. 221 0. 1848
1993 0. 27 0. 1427Ξ Ξ Ξ Ξ Ξ 0. 27 0. 2718 0. 227 0. 2045
1994 0. 30 0. 2754Ξ Ξ Ξ Ξ Ξ Ξ 0. 30 0. 2922 0. 258 0. 2155 0. 370
1995 0. 28 0. 275Ξ Ξ Ξ Ξ

0. 1535Ξ Ξ Ξ Ξ Ξ
0. 28 0. 2827 0. 251 0. 2085 0. 28

　
1996 0. 28 0. 2852 0. 251 0. 28 0. 4003
1997 0. 1497Ξ Ξ Ξ Ξ Ξ 0. 29 0. 2935 0. 29
1998 0. 30 0. 2994 0. 30
1999 0. 3015Ξ Ξ Ξ Ξ Ξ Ξ

0. 295Ξ Ξ Ξ Ξ Ξ Ξ Ξ
0. 295 0. 2971 0. 30

　
　　说明: ①空白表示无数据。

②A 栏数据来源: 任才方、程学斌, 1996。B 栏带Ξ 者数据来源: Irm a A delm en & D avid Sunding, 1987; 带Ξ Ξ 者数据来源: 世界银行,
1983; 带Ξ Ξ Ξ 者数据来源: 李成瑞, 1986; 带Ξ Ξ Ξ Ξ 者数据来源: [世界银行 ]《共享增长的收入: 中国收入分配问题研究》编写组,
1998; 带Ξ Ξ Ξ Ξ Ξ 者数据来源: 杜荣川, 2000; 带Ξ Ξ Ξ Ξ Ξ Ξ 者数据来源: 苏海南、徐振斌, 2000; 带Ξ Ξ Ξ Ξ Ξ Ξ Ξ 者数据来源:
龚红娥, 2000; C 栏数据来源: 国家统计局, 2001。D 栏数据来源: 刘晓东、卢青, 1991。E 栏数据来源: 陈绍华、王燕, 2001。F 栏数据来
源: 王潼, 1998。G 栏数据来源: 向书坚, 1998。H 栏数据来源: 国家统计局, 2000a。I栏数据来源: 世界银行, 转引自李强、洪大用、宋时
歌, 1995; 李强, 1999。J 栏数据来源: 陈宗胜, 1994 (陈宗胜按照不同方法计算了 8 种基尼系数值, 这里所取数值为其根据人数—全部
收入—等分法计算出来的基尼系数值。陈宗胜计算的 8 种基尼系数值期末都超过期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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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1970 年代末以来中国农村居民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
A B C D E F G H I J K

1978
0. 212
　
　

0. 2373

0. 2223 3

0. 213 3 3 3 3
0. 2124 0. 2124 0. 2124

1979 0. 237 0. 313 3 3 0. 2245
1980 0. 238 0. 2407 0. 2366 0. 2366 0. 24
1981 0. 239 0. 2423 3 3 3 0. 2406 0. 2256 0. 2388 0. 24
1982 0. 232 0. 2317 0. 22 0. 2333 0. 2318 0. 23
1983 0. 246 0. 2461 0. 3015 0. 25 0. 2554 0. 2459 0. 25
1984 0. 258 0. 2439 0. 3102 0. 27 0. 2697 0. 2577 0. 26
1985 0. 264 0. 2267 0. 3157 0. 30 0. 2635 0. 2785 0. 2635 0. 26
1986 0. 288 0. 3042 0. 3216 0. 31 0. 2884 0. 2884 0. 29
1987 0. 292 0. 293 3 3 3 3 0. 3045 0. 3097 0. 2916 0. 2798 0. 2916 0. 29
1988 0. 301 0. 303 3 3 3 3 0. 3026 0. 2868 0. 34 0. 3014 0. 2898 0. 3014 0. 30
1989 0. 300 0. 3099 0. 3100 0. 30
1990 0. 310 0. 3099 0. 2987 0. 3099 0. 2940 0. 31
1991 0. 307 0. 3072 0. 3072 0. 3072 0. 31
1992 0. 314 0. 3134 0. 3203 0. 3135 0. 3135 0. 32
1993 0. 320 0. 3292 0. 3370 0. 3300 0. 3300 0. 33
1994 0. 330 0. 3210 0. 411 0. 3400 0. 3200 0. 34
1995 0. 340 0. 3333 3 3 3

0. 333 3 3 3 3 0. 3415 0. 3398 0. 3415

1996 0. 3229 0. 43227 0. 3298
1997 0. 3293 3 3 3 3 3 0. 3255 0. 3312 0. 3285
1998 0. 343 3 3 3 3

0. 3373 3 3 3 3 3
0. 3369 0. 3307

　
1999 0. 3361 0. 3391
2000 0. 3536

　　说明: ①空白表示无数据。
②A 栏数据来源: 赵人伟、李实、卡尔·李思勤主编, 1999, 48 页。B 栏数据来源: 带3 者数据来源于: 李成瑞, 1986; 带3 3 者数据来
源于: Irm a A delm en & D avid Sunding, 1987; 带3 3 3 者数据来源于: 世界银行, 1983; 带3 3 3 3 者数据来源于: [世界银行 ]《共享
增长的收入: 中国收入分配问题研究》编写组, 1998; 带3 3 3 3 3 者数据来源于: 沈卫平, 2000; 吴群芳, 2001。C 栏数据来源: 国家统
计局, 2001。D 栏数据来源: 刘晓东、卢青, 1991。E 栏数据来源: 世界银行, 转引自: 李强、洪大用、宋时歌, 1995; 李强, 1999。F 栏数据
来源: 陈绍华、王燕, 2001。G 栏数据来源: 唐平, 1995。H 栏数据 (人口—收入基尼系数)来源: 陈宗胜, 1995, 233 页。I、J 栏数据来源:
南开大学收入分配课题组 (1990) , 刘扬 (1998) , 转引自陈宗胜、陈晓东:《关于中国农村居民收入差别的研究》, 载《环渤海经济 望》,
1999 (6) ; K 栏数据来源: 国家统计局, 2000b。

　　4. 不同行业之间职工收入差距的演变趋势

1970 年代末以来, 各行业职工的绝对工资和相对工资都

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各行业职工的工资水平都有了很大的提

高, 但各行业工资增长的速度和幅度并不相同, 总体来看, 各

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了。职工平均工资最高的行业的职

工年人均工资对职工平均工资最低的行业的职工年人均工

资的倍数 1978 年是 1. 81 倍, 1980 年缩小至 1. 68 倍, 1985 年

有扩大到 1. 81 倍, 此后呈缩小趋势, 1987 年降至 1. 58 倍, 此

后又开始扩大, 但到 1992 年才达到 1. 86 倍, 此后倍数迅速

扩大, 1993 年增至 2. 12 倍, 达到 1970 年代末以来的最高值,

1994 年再增至 2. 38 倍, 1995、1996 年连续下降, 但 1997 年

开始, 又开始持续扩大, 2000 年增至 2. 63 倍, 是 1970 年代末

以来的最高水平。由此来看, 虽然 1970 年代末以来各行业职

工相对工资的变化并不稳定, 时高时低, 但从长期来看, 行业

之间的收入差距呈现出明显的扩大的趋势。而且, 从 1990 年

代初开始, 行业之间的差距呈现出明显加快的趋势。

在高低收入行业的排行上, 各行业在 1970 年代末以来

也经历了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1978 年收入最高的行业依

次为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地质勘察和水

利管理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电通信业、采掘业、科学研究

和综合技术服务业, 收入最低的行业依次为社会服务业、农、

林、牧、渔业、教育、文化艺术和广播电影电视业、房地产业、

批发零售贸易和餐饮业; 1980 年收入最高的行业依次为电

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地质勘察和水利管理业、采掘

业、建筑业、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和交通运输、仓储和

邮电通信业, 收入最低的行业依次为社会服务业、农、林、牧、

渔业、房地产业、批发零售贸易和餐饮业和教育、文化艺术和

广播电影电视业; 1990 年收入最高的行业依次为采掘业、电

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地质勘察和水利管理业、交通

运输、仓储和邮电通信业、科学研究、综合技术服务业和建筑

业, 收入最低的行业依次为农、林、牧、渔业、批发零售贸易和

餐饮业、制造业、金融、保险业和教育、文化艺术和广播电影

电视业; 1995 年收入最高的行业依次为电力、煤气及水的生

产和供应业、地质勘察和水利管理业、金融、保险业、房地产

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电通信业、科学研究、综合技术服务

业和其他行业, 收入最低的行业依次为农、林、牧、渔业、房地

产业、批发零售贸易和餐饮业、制造业、教育、文化艺术、广播

电影电视业和国家机关、政党机关、社会团体行业; 1999 年收

入最高的行业依次为金融、保险业、科学研究、综合技术服务

业、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供应业、房地产业、交通运输、仓

储、邮电通信业和其他行业, 收入最低的行业依次为农、林、

牧、渔业、批发零售贸易和餐饮业、采掘业、制造业和建筑业;

2000 年收入最高的行业依次为科学研究、综合技术服务业、

金融、保险业、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供应业、房地产业、交

通运输、仓储、邮电通信业和其他行业, 收入最低的行业依次

为农、林、牧、渔业、批发零售贸易和餐饮业、采掘业、制造业

和建筑业。直到 1980 年代中期, 工资收入最高的行业和最低

的行业变化都不大, 但此后, 高收入行业和低收入行业的格

局开始发生较大的变化, 最大的变化就是金融、保险业、房地

产业由低收入行业成为收入最高的行业之一, 采掘业、建筑

业由收入最高的行业之一变成收入最低的行业之一。从表 5

我们也发现, 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交通运输、仓

储、邮电通信业、科学研究、综合技术服务业一直位居前六大

高收入行业之中, 而农、林、牧、渔业、房地产业、批发零售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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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和餐饮业、制造业在各时期基本上都位居低收入行业之

中, 特别是农、林、牧、渔业、批发零售贸易和餐饮业职工的相

对工资收入持续下降, 与高收入行业的差距越来越大。

5. 地区之间居民收入差距的演变趋势

1970 年代末以来, 无论是在不同的农村地区居民之间,

还是在不同的城市地区居民之间, 收入差距都呈长期扩大之

势。1978 年,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最高的地区 (上海)是最低

的地区 (河北)的 3. 15 倍, 1990 年增至 4. 42 倍 (最高为上海,

最低为甘肃) , 2000 年仍达 4. 21 倍 (最高为上海, 最低为西

藏)。绝对收入差距也大幅度扩大, 1978 年, 东部与中西部收

入差距在 100 元左右, 1990 年扩大到 400 元左右, 1999 年,

东部地区人均纯收入基本都在 3 000 元以上, 中部地区在

2 000 元左右, 西部地区在 1 500 元左右。③1990 年, 城镇居民

人均收入最高的省份 (广东) 与最低的省份 (内蒙古) 的人均

年收入的绝对差距是 1 154 元, 1995 年增至 4 576 元 (最高

的是广东, 最低的是内蒙古) , 2000 年增至 6 994 元 (最高的

是上海, 最低的是山西) , 相对差距则由 1990 年的 2. 00 倍,

增至 1995 年的 2. 60 倍、2000 年的 2. 48 倍。④不同地区的居

民之间的收入差距的扩大特别反映在东部和中西部地区之

间差距的扩大上 (参见表 6)。

　　表 5 1970 年代末以来不同行业之间职工工资收入差距的演变

1978 1980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1979-
2000

全部行业职
工年平均工
资 (元ö人)

615 762 1 148 1 329 1 459 1 747 1 935 2 140 2 340 2 711 3 371 4 538 5 500 6 210 6 470 7 479 8 346 9 371 13. 18

农、林、牧、
渔业 0. 76 0. 81 0. 76 0. 79 0. 78 0. 73 0. 72 0. 72 0. 71 0. 67 0. 61 0. 62 0. 64 0. 65 0. 67 0. 61 0. 58 0. 55 11. 53

采掘业 1. 10 1. 12 1. 15 1. 18 1. 14 1. 12 1. 23 1. 27 1. 26 1. 18 1. 10 1. 03 1. 05 1. 04 1. 06 0. 97 0. 90 0. 89 12. 10
制造业 0. 97 0. 99 0. 97 0. 96 0. 97 0. 98 0. 98 0. 97 0. 98 0. 97 0. 99 0. 94 0. 94 0. 91 0. 92 0. 94 0. 93 0. 93 12. 98

电力、煤 气
及水的生产
和供应业

1. 38 1. 36 1. 08 1. 13 1. 15 1. 13 1. 16 1. 24 1. 25 1. 25 1. 28 1. 36 1. 43 1. 42 1. 49 1. 40 1. 38 1. 37 13. 13

建筑业 1. 16 1. 12 1. 19 1. 16 1. 15 1. 12 1. 12 1. 11 1. 13 1. 13 1. 12 1. 08 1. 05 1. 01 1. 03 1. 00 0. 96 0. 93 12. 06
地质勘察和
水利管理业 1. 15 1. 17 1. 22 1. 21 1. 21 1. 16 1. 14 1. 15 1. 16 1. 19 1. 10 1. 20 1. 08 1. 06 1. 11 1. 06 1. 06 1. 03 12. 59

交通 运 输、
仓储和邮电
通信业

1. 13 1. 09 1. 11 1. 11 1. 11 1. 11 1. 14 1. 13 1. 15 1. 15 1. 27 1. 25 1. 26 1. 27 1. 33 1. 31 1. 32 1. 31 13. 97

批发零售贸
易和餐饮业 0. 90 0. 91 0. 88 0. 86 0. 87 0. 89 0. 86 0. 80 0. 85 0. 81 0. 79 0. 78 0. 77 0. 75 0. 75 0. 78 0. 77 0. 77 12. 38

金融、保 险
业 0. 99 0. 94 1. 01 1. 02 1. 00 1. 00 0. 96 0. 98 0. 96 1. 04 1. 11 1. 45 1. 34 1. 35 1. 50 1. 42 1. 44 1. 44 15. 11

房地产业 0. 89 0. 91 0. 90 0. 91 0. 91 0. 98 0. 99 1. 05 1. 07 1. 15 1. 28 1. 39 1. 33 1. 34 1. 42 1. 38 1. 38 1. 35 15. 32
社会服务业 0. 64 0. 62 0. 67 0. 74 0. 74 0. 98 1. 00 1. 01 1. 04 1. 05 1. 06 1. 11 1. 09 1. 09 1. 17 1. 11 1. 10 1. 10 16. 04
卫生体育和
社会福利业 0. 93 0. 94 0. 98 1. 01 0. 99 1. 00 1. 01 1. 03 1. 01 1. 04 1. 01 1. 13 1. 07 1. 09 1. 17 1. 14 1. 16 1. 17 14. 34

教育、文 化
艺术和广播
电影电视业

0. 89 0. 92 1. 02 1. 00 0. 97 1. 00 0. 97 0. 99 0. 96 1. 00 0. 97 1. 08 0. 99 0. 99 1. 04 1. 00 1. 02 1. 01 13. 86

科学研究和
综合技术服
务业

1. 09 1. 12 1. 11 1. 08 1. 11 1. 11 1. 09 1. 12 1. 10 1. 15 1. 16 1. 36 1. 24 1. 30 1. 40 1. 37 1. 39 1. 45 14. 68

国家 机 关、
政党机关和
社会团体

1. 07 1. 05 0. 98 1. 02 1. 01 0. 98 0. 97 0. 99 0. 97 1. 02 1. 04 1. 09 1. 00 1. 02 1. 08 1. 04 1. 08 1. 07 13. 21

其他 — — — — — — — — — — 1. 00 1. 15 1. 14 1. 16 1. 06 1. 13 1. 21 1. 18 18. 56
最高为最低
的倍数 1. 81 1. 68 1. 81 1. 64 1. 63 1. 58 1. 71 1. 76 1. 78 1. 86 2. 12 2. 38 2. 23 2. 18 2. 26 2. 35 2. 49 2. 63 —

　　说明: ①表中最后一列为平均工资 (货币工资)的年均增长率 (单位: % ) , 其中其他行业为 1994- 2000 年的年均增长率。其他各列数据除注
明者外, 均为所在行业当年职工平均工资与同年全部行业职工平均工资之比。
②表中最后一行系当年职工年平均工资水平最高的行业的职工的年平均工资与同年职工年平均工资水平最低的行业的职工的年平
均工资之比。
③原始资料来源: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 (1999)》,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1999;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 (2000)》, 北京, 中
国统计出版社, 2000;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 (2001)》,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1。

　　6. 不同所有制职工之间收入差距的演变趋势

表 7 反映了不同所有制单位职工工资收入差距的变化。

从不同所有制单位职工工资收入的相对差距来看, 从 1980

年代初开始直到 1990 年代初, 非公有制经济单位 (其他单

位)职工的工资收入与公有制经济单位职工的工资收入的相

对差距呈不断扩大之势, 但到了 1990 年代中期, 差距开始不

断缩小。国有单位职工的相对工资收入基本稳定, 从 1980 年

代中期直到 1994 年, 国有单位职工的工资一直是平均工资

水平的 1. 05～ 1. 07 倍, 1990 年代后半期则略有下降; 城镇集

体单位职工的相对工资收入则呈长期下降之势, 与平均工资

水平相比, 2000 年城镇集体职工工资水平比 1978 年下降了

15 个百分点; 1980 年代中期到 1994 年, 非公有制单位与国

有单位职工的工资收入差距呈不断扩大的趋势, 1985- 1993

年差距提高了 13. 35 个百分点, 但此后直到 1990 年代末, 国

有单位职工工资收入的增长幅度持续超过非公有制单位, 这

样国有单位与非公有制单位的工资收入差距就缩小了, 2000

年与 1993 年相比, 差距缩小了 15. 84 个百分点, 相对差距又

回复到了 1980 年代中期的水平, 而且 1990 年代下半期以

来, 国有单位与非公有制单位的绝对工资收入差距也不断缩

小, 到 1999 年, 两者的差距已减至 1 286 元。但集体单位职工

的工资收入与国有单位、非公有单位职工工资收入的差距却

相当大, 其与国有单位、非公有单位职工工资收入的绝对差

距从 1990 年代初期开始持续扩大, 1990 年, 集体单位职工的

年均工资收入与非公有单位和国有单位职工年均工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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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绝对差距分别是 1 306 元、603 元, 到 2000 年则分别扩大

到 4 722 元、3 290 元。从目前各种类型所有制单位职工的工

资水平来看, 非公有制单位仍高于公有制单位, 在公有制单

位中, 国有单位职工又高于集体单位职工。这一状态在今后

一段时期还不可能根本改变, 但国有单位职工与非公有制单

位职工的工资收入差距会进一步缩小, 而集体单位职工与非

公有制单位、国有单位职工的工资收入差距会进一步扩大。

需要说明的是, 以上收入并不包括福利收入, 如果包括

福利收入, 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会比上述收入差距还要大,

因为收入越高的部门和地区、收入越高的阶层, 所能享受的

福利 (单位福利和社会福利) 项目越多、福利水平越高。目前

中国的福利体制不是倾向于缩小, 而是倾向于扩大居民之间

的收入差距。因此, 若考虑进福利因素, 不是改变上述结论,

而是会导致居民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

表 6 　　1970 年代末以来不同地区之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演变

农村省际间
基尼系数

(1)

农户人均收入地
区差异基尼系数

(2)

农村居民收入地
区差异基尼系数

(3)

城镇居民人均年收入 (元) 东、中、西部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年收入之比

东部地区
(4)

中部地区
(5)

西部地区
(6)

东部: 中部
(7)

东部: 西部
(8)

1980 0. 14 — — — — — — —
1981 0. 13 — — — — — — —
1982 0. 13 — — — — — — —
1983 0. 14 — — — — — — —
1984 0. 15 — — — — — — —
1985 0. 15 — 0. 091 — — — — —
1986 0. 18 — 0. 107 — — — — —
1987 0. 18 — 0. 109 — — — — —
1988 0. 18 — 0. 113 — — — — —
1989 0. 19 — 0. 118 — — — — —
1990 0. 20 — 0. 108 1 757 1 287 1 394 137∶100 126∶100
1991 0. 20 — 0. 122 — — — — —
1992 0. 21 — 0. 125 — — — — —
1993 0. 22 0. 1992 0. 139 — — — — —
1994 0. 22 0. 2233 0. 148 — — — — —
1995 0. 23 0. 2297 0. 162 5 218 3 546 3 668 147∶100 142∶100
1996 — — 0. 160 — — — — —
1997 — — — — — — — —
1998 — — — — — — — —
1999 — — — 7 146 4 837 5 124 148∶100 139∶100

　　说明: (1)栏资料来源: 张平, 1998; (2)栏资料来源: 林毅夫、蔡日方、李周, 1998; (3)栏资料来源: 万广华, 1998; (4) (5) (6) (7) (8)栏资料来源:
龚红娥, 2000。

表 7 　　1970 年代末以来中国不同所有制职工之间收入差距的演变

平均货币工资
(元ö人)

与平均工资之比
(倍)

与城镇集体单位
平均工资之比

(倍)

平均 国有
单位

城镇集
体单位

其他
单位

国有
单位

城镇集
体单位

其他
单位

其他
单位

国有
单位

非公有单
位与国有
单位职工
平均工资
之比 (倍)

超过城镇集体单位
平均工资的绝对数

(元)

其他
单位

国有
单位

1978 615 644 506 — 1. 05 0. 82 — — 1. 27 — — 138
1980 762 803 623 — 1. 05 0. 82 — — 1. 29 — — 180
1985 1 148 1 213 967 1 436 1. 06 0. 84 1. 25 1. 49 1. 25 1. 18 469 246
1986 1 329 1 414 1 092 1 629 1. 06 0. 82 1. 23 1. 49 1. 29 1. 15 537 322
1987 1 459 1 546 1 207 1 879 1. 06 0. 83 1. 29 1. 56 1. 28 1. 22 672 339
1988 1 747 1 853 1 426 2 382 1. 06 0. 82 1. 36 1. 67 1. 30 1. 29 956 427
1989 1 935 2 055 1 557 2 707 1. 06 0. 80 1. 40 1. 74 1. 32 1. 32 1 150 498
1990 2 140 2 284 1 681 2 987 1. 07 0. 79 1. 40 1. 78 1. 36 1. 31 1 306 603
1991 2 340 2 477 1 866 3 468 1. 06 0. 80 1. 48 1. 86 1. 33 1. 40 1 602 611
1992 2 711 2 878 2 109 3 966 1. 06 0. 78 1. 46 1. 88 1. 36 1. 38 1 857 769
1993 3 371 3 532 2 592 4 966 1. 05 0. 77 1. 47 1. 92 1. 36 1. 41 2 374 940
1994 4 538 4 797 3 245 6 303 1. 06 0. 72 1. 39 1. 94 1. 48 1. 31 3 045 1 552
1995 5 500 5 625 3 931 7 463 1. 02 0. 71 1. 36 1. 90 1. 43 1. 33 3 532 1 694
1996 6 210 6 280 4 302 8 261 1. 01 0. 69 1. 33 1. 92 1. 46 1. 32 3 959 1 978
1997 6 470 6 747 4 512 8 789 1. 04 0. 70 1. 36 1. 95 1. 50 1. 30 4 277 2 235
1998 7 479 7 668 5 331 8 972 1. 03 0. 71 1. 20 1. 68 1. 44 1. 17 3 641 2 337
1999 8 346 8 543 5 774 9 829 1. 02 0. 69 1. 18 1. 70 1. 48 1. 15 4 055 2 769
2000 9 371 9 552 6 262 10 984 1. 02 0. 67 1. 17 1. 75 1. 53 1. 15 4 722 3 290

1979- 2000 年
年均增长率(% ) 13. 2 13. 0 12. 1 15. 8 — — — — — — — —

　　说明: ①国有单位、城镇集体单位和其他单位的平均工资与平均工资之比、国有单位和其他单位的平均工资与城镇集体单位平均工资之
比、国有单位和其他单位职工的平均工资超过城镇集体单位平均工资的绝对数系根据原始数据计算而得。其他单位职工平均工资年
均增长率系 1985- 2000 年年均增长率。
②原始资料来源: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 (1999)》,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1999;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 (2000)》, 北京, 中
国统计出版社, 2000;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 (2001)》,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1。

　　以上分析表明 1970 年代末以来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化具 有多样性的特征, 从中可得出以下几点简要结论: 1970 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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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以来, 居民整体之间的绝对收入差距和相对收入差距都呈

现出长期扩大的趋势, 但也存在一些类型的居民之间的收入

差距缩小的变化趋势; 城乡居民之间的相对收入差距呈现出

先缩小、后扩大的趋势, 但到 1990 年代末, 城乡居民之间的

相对收入差距与 1970 年代末相当; 城市居民之间、农村居民

之间的相对收入差距均呈扩大趋势, 但收入差距并不大; 全

国居民整体的收入差距要比城市居民之间、农村居民之间的

收入差距大得多; 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呈长期扩大的趋势,

特别是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差距不断扩大; 垄断性行业

和新兴行业职工工资收入增长快于其他行业, 收入差距呈扩

大趋势, 一些行业职工的工资收入长期居高不下, 另一些行

业职工的工资收入长期居低不上; 国有单位与非公有单位职

工的绝对和相对工资收入差距呈现出先扩大、后缩小的变化

趋势, 但集体单位职工与国有单位与非公有单位职工的绝对

和相对工资收入差距则呈长期扩大的趋势。分析也昭示不同

时期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及其变化是存在着差别的, 甚至是

性质相反的差别, 因此, 研究涉及的时期越长, 得出理性结论

的可能性越大。

二、对当前居民收入差距的评价

对居民收入差距的现状的判断理论界有不同的看法。有

的认为出现了两极分化, 有的认为当前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

过大, 有的认为当前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并不大, 有的认为

当前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虽然较大, 但可以接受。对居民收

入差距现状的判断会对收入调节政策的性质的看法产生影

响。在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之前, 需要做出的说明是, 居民收

入差距的大小, 并不是决定收入调节政策的唯一依据, 甚至

不是最主要的依据, 应该实行何种收入调节政策, 还取决于

造成收入差距的原因、居民收入差距的实际与可能的影响以

及其他多种因素。要对居民收入差距的现状进行客观的评

判, 既需要进行横向的比较 (国际比较) , 也需要进行纵向的

比较 (历史比较)。

现在对居民收入差距的比较流行或通行的看法是, 认为

基尼系数处在 0. 2 以下为绝对平均, 处在 0. 2～ 0. 3 之间为

比较平均, 处在 0. 3～ 0. 4 之间为比较合理, 处在 0. 4～ 0. 5

之间为差距较大, 处在 0. 5 以上为差距悬殊。有人据此认定

0. 4 是警戒线, 基尼系数若超过了 0. 4, 政府就应该采取严格

的收入调节政策, 来缩小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应该说, 要确

定出一个普遍适用的居民收入差距的绝对不可逾越的数量

界限是很困难的, 处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 处于不同的历

史背景、文化、宗教背景, 处在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的不同阶

段, 处在不同的国际政治、经济背景下, 相同程度的居民收入

差距对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所造成的影响并不相同; 如果造

成居民收入差距的原因不同, 相同程度的居民收入差距对经

济发展、社会稳定所造成的影响就更会不同。这就是说, 不同

的国家, 同一个国家在不同的时期, 收入差距的“警戒线”是

不同的, 不存在绝对的分界线。在对居民收入差距的大小进

行评判时, 应该谨慎。
(一)居民收入差距的国际比较

1. 从整体上来看, 中国居民收入差距处于中等偏上水平

为了对居民收入差距从总体上进行评判, 本文列出了世

界 112 个国家 1990 年代的基尼系数 (G) (见表 8)。表 8 所列

112 个国家 (包括中国) 中, G≥0. 6 的国家有 4 个, 占全部国

家数的3. 6% , 0. 5≤G< 0. 6 的国家有 16 个, 占全部国家数

的 14. 3% , 0. 4≤G< 0. 5 的国家有 31 个, 占全部国家数的

27. 7% , 0. 3≤G < 0. 4 的国家有 43 个, 占全部国家数的

38. 4% , 0. 2≤G < 0. 3 的国家有 17 个, 占全部国家数的

15. 2% , 基尼系数处在 0. 2 以下 (G< 0. 2) 的国家只有 1 个,

占比为 0. 9%。基尼系数处在 0. 3～ 0. 4 之间的国家最多, 其

次是处在 0. 4～ 0. 5 之间的国家, 它们合占全部国家数的

66. 1% , 由此可见, 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基尼系数处在

0. 3～ 0. 5 之间 (0. 3≤G< 0. 5) , 中国的基尼系数也处在这一

区间内。从表 8 我们也发现, G≥0. 4的国家共有 51 个, 占到

全部国家数的45. 5% , 也就是说, 有近一半的国家基尼系数

在0. 4以上。表中基尼系数值超过中国的国家共有 45 个, 占

到全部国家数的40. 2%。由此来看, 认为目前中国已经出现

了两极分化及认为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并无充分的理由或者

说站不住脚。世界银行的一份研究报告称, 1980 年代以来中

国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了, 但收入不平等的程度按国际

标准衡量仍属中等。

由于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

经济结构呈现出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的特征, 因此, 居民整

体的收入差距要大于城市居民之间、农村居民之间的收入差

距, 反映在基尼系数上就是居民整体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大

于城市居民之间、农村居民之间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 从而

也使得居民整体的收入差距显得偏大。

2. 从城市居民之间、农村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来看, 中

国的居民收入差距处于低水平

表 3 显示, 大部分计量分析认为中国城市居民之间收入

分配的基尼系数 1990 年代大部分时期处在 0. 28 以下, 1990

年代末处在 0. 29～ 0. 30 之间, 按通行标准这属于收入比较

平均的水平; 农村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比城市居民之间的收

入差距大, 但在整个 90 年代, 基尼系数都处在 0. 30～ 0. 35

之间, 按通行标准, 这属于收入差距比较合理的水平。因此,

尽管 1970 年代末以来城市居民之间、农村居民之间的收入

差距呈现出长期扩大的趋势, 但与国际水平相比, 目前仍处

于较低的水平。

3. 与经济发达国家相比, 中国居民收入差距偏大, 与发

展中国家相比, 中国居民收入差距适中

表 8 显示发展中国家的基尼系数普遍高于经济发达国

家的基尼系数。表 8 所列自澳大利亚起的后 22 个国家属经

济发达国家, 在这些国家中, 除新西兰和美国外, 所有国家的

基尼系数都在 0. 4 以下, 其中 11 个国家处在 0. 3～ 0. 4 之间
(0. 3≤G< 0. 4) , 占比为 50. 0% , 9 个国家处在 0. 2～ 0. 3 之

间 (0. 2≤G< 0. 3) 之间, 占比为 40. 9%。中国的基尼系数只

比新西兰和美国低, 而且中国的基尼系数值远高于经济发达

国家基尼系数的平均值 (0. 310) , 因此与经济发达国家相比,

中国当属收入差距大的国家之列, 中国居民收入差距偏大。

但同发展中国家相比, 中国居民收入差距并不大。发展中国

家中有 49 个国家的基尼系数达到或超过了 0. 4, 占表列发展

中国家数的 54. 4% , 且其中有 20 个国家的基尼系数超过了

0. 5 (经济发达国家则没有超过 0. 5 的) , 占表列发展中国家

数的 22. 2%。也就是说, 经济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绝大部分

小于 0. 4, 而发展中国家的基尼系数绝大部分大于 0. 4。表中

所列发展中国家有 43 个国家的基尼系数值超过中国, 44 个

发展中国家的基尼系数值低于中国, 与中国相同的有 3 个,

且中国的基尼系数略低于发展中国家基尼系数的平均值
(0. 414)。因此, 与发展中国家相比, 中国居民收入差距是适

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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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8 1990年代世界各国基尼系数及其他经济指标

序号 国家 年份 基尼
系数

(1)
(美元)

(2)
(% ) 序号 国家 年份 基尼

系数
(1)

(美元)
(2)

(% )

1 中国 1998 (c, d) 0. 403 780 10. 7 57 拉脱维亚 1998 (c, d) 0. 324 2 470 - 4. 8
2 阿尔及尼亚 1995 (a, b) 0. 353 870 2. 3 58 莱索托 1986- 1987 (a, b) 0. 560 550 4. 4
3 孟加拉国 1995- 1996 (c, d) 0. 336 370 4. 8 59 立陶宛 1996 (a, b) 0. 324 2 620 - 3. 9
4 玻利维亚 1990 (c, d) 0. 420 1 010 4. 2 60 马达加斯加 1993 (a, b) 0. 460 250 1. 7
5 巴西 1996 (c, d) 0. 600 4 420 2. 9 61 马来西亚 1995 (c, d) 0. 485 3 400 6. 3
6 保加利亚 1995 (a, b) 0. 283 1 380 - 2. 7 62 马里 1994 (a, b) 0. 505 240 3. 6
7 布基纳法索 1994 (a, b) 0. 482 240 3. 8 63 毛里塔尼亚 1995 (a, b) 0. 389 380 4. 1
8 布隆迪 1992 (a, b) 0. 333 120 - 2. 9 64 墨西哥 1995 (c, d) 0. 537 4 400 2. 7
9 柬埔寨 1997 (a, b) 0. 404 260 4. 8 65 摩尔多瓦 1992 (c, d) 0. 344 370 - 11. 5

10 中非共和国 1993 (a, b) 0. 613 290 1. 8 66 蒙古 1995 (a, b) 0. 332 350 0. 7
11 智利 1994 (c, d) 0. 565 4 740 7. 2 67 摩洛哥 1998- 1999 (a, b) 0. 395 1 200 2. 3
12 冈比亚 1992 (a, b) 0. 478 340 68 圣卢西亚 1997 (a, b) 0. 426 3 770 ⋯
13 哥伦比亚 1996 (c, d) 0. 571 2 250 3. 3 69 莫桑比克 1996- 1997 (a, b) 0. 396 119 6. 3
14 哥斯达黎加 1996 (c, d) 0. 470 2 740 4. 1 70 尼泊尔 1995- 1996 (a, b) 0. 367 220 4. 8
15 科特迪瓦 1995 (a, b) 0. 367 710 3. 7 71 尼加拉瓜 1993 (a, b) 0. 503 430 3. 2
16 克罗地亚 1998 (a, b) 0. 268 4 580 - 0. 4 72 尼日尔 1995 (a, b) 0. 505 190 2. 5
17 捷克共和国 1996 (c, d) 0. 254 5 060 0. 9 73 尼日利亚 1996- 1997 (a, b) 0. 506 310 2. 4
18 多米尼加共和国 1996 (c, d) 0. 487 1 910 5. 7 74 巴基斯坦 1996- 1997 (a, b) 0. 312 470 4. 0
19 厄瓜多尔 1995 (a, b) 0. 437 1 310 2. 2 75 巴拿马 1997 (a, b) 0. 485 3 070 4. 2
20 埃及 1995 (a, b) 0. 289 1 400 4. 4 76 巴布亚新几内亚 1996 (a, b) 0. 509 800 4. 0
21 萨尔瓦多 1996 (c, d) 0. 523 1 900 4. 9 77 巴拉圭 1995 (c, d) 0. 591 1 580 2. 4
22 爱沙尼亚 1995 (c, d) 0. 354 3 480 - 1. 3 78 秘鲁 1996 (c, d) 0. 462 2 390 5. 4
23 埃塞俄比亚 1995 (a, b) 0. 400 100 4. 8 79 菲律宾 1997 (a, b) 0. 462 1 020 3. 2
24 加纳 1997 (c, d) 0. 327 390 4. 3 80 波兰 1996 (c, d) 0. 329 3 960 4. 7
25 危地马拉 1989 (c, d) 0. 596 1 660 4. 2 81 罗马尼亚 1994 (c, d) 0. 282 1 520 - 1. 2
26 几内亚 1994 (a, b) 0. 403 510 4. 2 82 俄罗斯 1998 (a, b) 0. 487 2 270 - 6. 1
27 洪都拉斯 1996 (c, d) 0. 537 760 3. 2 83 卢旺达 1983- 1985 (a, b) 0. 289 250 - 1. 5
28 匈牙利 1996 (c, d) 0. 308 4 650 1. 0 84 塞内加尔 1995 (a, b) 0. 413 510 3. 2
29 印度 1997 (a, b) 0. 378 450 6. 1 85 塞拉利昂 1989 (a, b) 0. 629 130 - 4. 8
30 印度尼西亚 1996 (c, d) 0. 365 580 4. 7 86 斯洛伐克共和国 1992 (c, d) 0. 195 3 590 1. 9
31 牙买加 1996 (a, b) 0. 364 2 330 0. 1 87 斯洛文尼亚 1995 (c, d) 0. 268 9 890 2. 4
32 白俄罗斯 1998 (a, b) 0. 217 2 630 - 4. 3 88 南非 1993- 1994 (a, b) 0. 593 3 160 1. 9
33 以色列 1992 (c, d) 0. 355 — 5. 1 89 圭亚那 1993 (a, b) 0. 402 760 ⋯
34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1992 (c, d) 0. 403 4 390 ⋯ 90 几内亚比绍 1991 (a, b) 0. 562 160 ⋯
35 约旦 1997 (a, b) 0. 364 1 500 4. 8 91 澳大利亚 1994 (c, d) 0. 352 20 050 3. 8
36 哈萨克斯坦 1996 (a, b) 0. 354 1 230 - 5. 9 92 奥地利 1987 (c, d) 0. 231 25 970 2. 0
37 肯尼亚 1994 (a, b) 0. 445 360 2. 2 93 比利时 1992 (c, d) 0. 250 24 510 1. 7
38 乌干达 1992- 1993 (a, b) 0. 392 320 7. 2 94 加拿大 1994 (c, d) 0. 315 19 320 2. 3
39 乌克兰 1996 (a, b) 0. 325 750 - 10. 8 95 丹麦 1992 (c, d) 0. 247 32 030 2. 8
40 乌拉圭 1989 (c, d) 0. 423 5 900 3. 7 96 芬兰 1991 (c, d) 0. 256 23 780 2. 5
41 乌兹别克斯坦 1993 (c, d) 0. 333 720 - 2. 0 97 法国 1995 (c, d) 0. 327 23 480 1. 7
42 委内瑞拉 1996 (c, d) 0. 488 3 670 1. 7 98 德国 1994 (c, d) 0. 300 25 350 1. 5
43 越南 1998 (a, b) 0. 361 370 8. 1 99 希腊 1993 (c, d) 0. 327 11 770 1. 9
44 也门共和国 1992 (a, b) 0. 395 350 3. 0 100 爱尔兰 1987 (c, d) 0. 359 19 160 7. 9
45 赞比亚 1996 (a, b) 0. 498 320 1. 0 101 意大利 1995 (c, d) 0. 273 19 710 1. 2
46 津巴布韦 1990- 1991 (a, b) 0. 568 520 2. 4 102 日本 1993 (c, d) 0. 249 32 230 1. 4
47 韩国 1993 (a, b) 0. 316 8 490 5. 7 103 挪威 1995 (c, d) 0. 258 32 880 3. 7
48 吉尔吉斯共和国 1997 (c, d) 0. 405 300 - 7. 4 104 荷兰 1994 (c, d) 0. 326 24 320 2. 7
49 老挝 1992 (a, b) 0. 304 280 6. 4 105 新西兰 1991 (c, d) 0. 439 13 780 2. 9
50 土耳其 1994 (a, b) 0. 415 2 900 4. 1 106 葡萄牙 1994- 1995 (c, d) 0. 356 10 600 2. 5
51 土库曼斯坦 1998 (a, b) 0. 408 660 - 3. 5 107 西班牙 1990 (c, d) 0. 325 14 000 2. 2
52 斯里兰卡 1995 (a, b) 0. 344 820 5. 3 108 瑞典 1992 (c, d) 0. 250 25 040 1. 5
53 坦桑尼亚 1993 (a, b) 0. 382 240 3. 1 109 瑞士 1992 (c, d) 0. 331 38 350 0. 5
54 泰国 1998 (a, b) 0. 414 1 960 4. 7 110 英国 1991 (c, d) 0. 361 22 640 2. 2
55 突尼斯 1990 (a, b) 0. 402 2 100 4. 6 111 卢森堡 1994 (c, d) 0. 269 44 640 ⋯
56 斯威士兰 1994 (c, d) 0. 609 1 360 ⋯ 112 美国 1997 (c, d) 0. 408 30 600 3. 4

　　说明: ①少数国家基尼系数值为 1980 年代数值。
②a 指按人口百等分法划分的支出份额, b 按人均支出排列, c 指按人口百等分法划分的收入份额, d 按人均收入排列。
③本文所指经济发达国家指本表中序号 91—112 各国, 其他国家为发展中国家。
④表中 (1)为 1999 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GN P) , (2)为 1990- 1999 年 GD P 年均增长率。
⑤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 2000; 世界银行, 2001, 286～ 287、278～ 279、298～ 299 页。

　　4. 与国际比较, 中国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偏大

在经济体制改革以前, 中国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就

很大, 在 1979- 1985 年, 差距曾经缩小, 但此后又开始扩大,

进入 1990 年代后, 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不仅回复到了

改革以前的水平, 而且超过了改革以前的水平。表 9 的基尼

系数可以间接反映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的大小, 居民整

体的基尼系数越是超过城市和农村居民分开计算的基尼系

数, 说明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越大, 反之越小。中国居民

整体的基尼系数超过城市和农村居民分开计算的基尼系数

比其他国家多, 说明中国的城乡差距更大。表 9 中城乡居民

收入比率则直接说明中国的城乡差距大于其他国家。世界银

行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中国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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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的, 而且一直在扩大。”“中国的城乡差距按国际标准衡

量是巨大的。”⑤另两位学者对世界 36 个国家城乡收入差距

进行了比较分析, 发现城乡之间的收入比率超过 2 的极为罕

见, 在绝大多数国家, 农村居民收入相当于城市居民收入的

66% 或更多些。⑥而在中国, 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比率小于 2

的极为罕见, 1992 年以后, 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与城市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率一直处在 40% 以下。正是由于城乡

居民收入差距过大, 才造成居民整体收入差距偏大。世界银

行的一份研究报告认为,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 1995 年占总

体收入不均的 50% 以上, 且占 1984- 1995 年收入不均增加

的 75% (只有 9. 3% 由城市居民内部收入差距的扩大来解

释, 16. 2% 由农村居民内部收入差距的扩大来解释)。⑦国内

学者的相关研究还证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是造成中国

地区之间收入差距的主要因素。这说明从整体上缩小居民之

间的收入差距的关键是缩小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

表 9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横向比较

国家 年份
基尼系数

全国 城市 农村

国家 年份

比率(城市
居民人均
收入ö农村
居民人均
收入)

孟加拉国 1985ö
1986 0. 37 0. 37 0. 36 印度 1973ö

1974 1. 4

菲律宾 1985 0. 430 0. 430 0. 37 孟加拉国 1966ö
1967 1. 5

韩国 1971 0. 36 — 0. 325 泰国 1975ö
1976 2. 1

中国

1979 或
1980 0. 33 0. 16 0. 2124

1981 0. 288 0. 15 0. 2406
1984 0. 297 0. 18 0. 2439
1988 0. 382 0. 23 0. 3026
1990 0. 339 0. 23 0. 3099
1995 0. 388 0. 28 0. 3415
1999 0. 403 0. 295 0. 3361

巴西

哥伦比亚

韩国

中国

1976 2. 3

1970 2. 3
1965 1. 0
1980 1. 19
1988 0. 86
1978 2. 57
2000 2. 79

说明: ①韩国比率数据为家庭收入之比。韩国此项资料来源: 宋丙洛,
1994, 182 页。
②中国数据来源: 表 1 (A 栏世界银行数据)、表 3C 栏、表 4C
栏; 外国数据来源: 赵人伟、李实、卡尔·李思勤主编, 1999,
44～ 45 页。

5. 行业之间的工资差距偏大

表 10 日本、美国行业间的工资差别

国家 年份 矿业 建筑业 制造业
批发、

零售业

金融、

保险业

运输、

通信业

电气、煤

气、下水道
服务业

日本

1955 1. 0080. 796 0. 911 0. 977 1. 370 1. 189 1. 487 —
1960 1. 0770. 870 0. 928 0. 949 1. 321 1. 163 1. 484 —
1970 1. 0640. 956 0. 960 0. 922 1. 145 1. 140 1. 433 1. 113
1980 1. 0940. 978 0. 951 0. 931 1. 260 1. 095 1. 310 1. 116

美国 1977 1. 32 1. 54 1. 08 0. 82 0. 86 1. 33 — 0. 89

　　说明: ①本表数据为分产业雇工人均工资与各产业合计人均工
资之比, 日本按月均工资计算, 美国按小时平均工资计算。
②日本建筑业、服务业数据来源: 矢野恒太纪念会, 1984,
42 页; 其他数据来源: 岛田晴雄, 1988, 109 页。
③美国运输、通信业栏为运输和公用事业数据, 金融、保险
业栏包括房地产业。美国数据来源: 张一德等, 1986, 224～
225 页。

由于不同的国家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产业发展水平、

产业结构、劳动力总供求状况、劳动力的供求结构、不同部门

的工会化程度等的不同, 不同国家行业间工资水平的高低和

相对工资水平并不存在同一的唯一合理的判别标准, 但从世

界各国来看, 行业间的相对工资差距还是存在一个大致合理

的区间。表 10 表明, 日本、美国分产业与全部产业平均工资

水平之比基本上处在 0. 8～ 1. 5 之间, 工资最高的行业与工

资最低的行业工资比率在 2 倍以下。将表 5 中国的数据与此

进行比较可以发现, 中国行业间工资收入差距偏大, 虽然工

资最高的行业的工资与平均工资之比未超过 1. 5, 但工资最

低的行业的工资与平均工资之比在 1990 年代基本上都处在

0. 7 以下, 1999 年更低至 0. 58, 并且从 1993 年起, 工资最高

的行业与工资最低的行业工资比率一直在 2 倍以上。如果行

业间存在竞争, 资源能够自由地在不同的行业间流动, 应该

说这样的差距不会持续这样长的时间。
(二)中国居民收入差距的纵向比较

近几年来, 理论界及公众对居民收入差距越来越关注。

对于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 斥责、抱怨之声越来越多, 其中有

一种倾向特别令人关注。那就是认为在实行经济体制改革以

前, 中国居民之间的收入相当平等, 似乎在改革以前中国社

会是一个极端公平的社会。但从我们前面的分析来看, 我们

无法得出这样的结论。1970 年代末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典

型地反映了在经济体制改革以前居民收入差距的情况。从表

1、表 2、表 3、表 4、表 5、表 6、表 7 的数据看, 在改革以前, 居

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是普遍地存在的。在城乡居民之间、在不

同行业之间、不同地区之间、不同所有制的职工或居民之间

存在着差距, 而且在城市居民之间、农村居民之间也存在差

距。不仅如此, 城乡居民之间的差距还非常大, 超过了世界上

绝大多数国家。由此, 若把居民收入的平等作为对改革以前

居民收入差距的一般描述, 应该说是与实际不相符合的。有

人惊呼 1990 年代以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 但实际上

即使到 1990 年代末, 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只是与改

革前相当。更何况我们还看到了 1980 年代所出现过的城乡

居民收入差距缩小的过程。所以, 不应该夸大改革以来的居

民收入差距。

更重要的变化是改革以来居民获得了越来越多的经济

自由, 面临的经济机会不断增加, 同改革前相比, 经济机会的

公平性有了很大的提高, 在劳动力市场上, 个人能力的作用

越来越大。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提供了靠市场、靠个人能

力缩小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的可能性。这是在传统的经济体

制下所不可能出现的。当然同时也产生了由市场、由个人能

力导致和扩大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的可能。这是我们获得经

济自由所不得不付出的代价。但是, 我们也不能低估 1970 年

代末以来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特别是在城市居民之

间、农村居民之间、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居民之间, 20 多年

来收入差距的确拉大了, 而且行业之间的工资收入差别过

大, 1990 年代以来城乡居民之间的相对收入差距的重新扩

大, 使农民对收入的满足感下降了。虽然从国际水平来看, 中

国居民之间的相对收入差距大都还处在中等和中等偏下的

水平, 但居民之间的绝对收入差距却在持续扩大, 目前差距

已经相当大。绝对收入差距的扩大引起社会矛盾的可能性增

加了。当然, 由不同的原因造成的收入差距所产生的影响并

不相同, 但“邻居”太富造成的“相对剥夺”感引发的不满会有

增加。因此, 对待居民收入差距采取未雨绸缪的态度是可取

的。何况, 导致中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相当复杂, 居民

的怨恨、不满不仅仅只是来自于收入差距本身, 而且来自于

造成收入差距的原因, 甚至主要来自于造成居民收入差距的

原因。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 承认收入差距的扩大和判断收入差

距的合理性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问题, 收入差距的扩大与否是

一个实证性问题, 判断收入差距合理与否则既是一个实证性

问题, 又是一个规范性问题。承认收入差距的扩大并不意味

着否定收入差距的扩大, 当然也不表明收入差距越大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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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 承认收入差距的缩小并不意味着肯定收入差距的缩

小, 并不表明收入差距越小越好。

三、关于解决居民收入差距的政策选择

1. 对不同性质的收入应采取性质不同的调节政策

从居民收入来源的合法性看, 居民收入的性质是不同

的, 有的是合法收入, 有的是非法收入。无论从效率, 还是从

公平的原则出发, 都要求政府对不同性质的收入采取不同性

质的政策。对非法收入政府则应依法予以剥夺, 任何人都不

享有占有非法收入的权利; 对合法收入政府应依法予以保

护, 任何人都享有占有合法收入的权利, 而且都有要求公共

权力机构 (政府)提供保护的权利。政府对合法收入的收入差

距应按照效率优先、兼顾平等的原则进行适当的调节, 这种

调节不是收入占有权的剥夺, 而是收入调节度的选择。当前,

居民收入差距的调节应该与反腐败结合起来, 因为剥夺非法

收入、防止产生新的非法收入, 都要依靠反腐败。公众对腐败

现象十分不满, 对腐败造成的少数人的高收入不能容忍。并

且, 腐败本身就是引起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因素。因此, 解决居

民收入差距必须同反腐败结合起来, 在经济转型期, 应把反

腐败作为解决居民收入差距的重要手段。寻租、设租、内部人

控制、利用权力牟取私利等等都是经济腐败的具体形式, 腐

败得以产生, 与我国的法治水平低密切相关, 因此反腐败当

与法治发展并行, 加快法治建设是解决腐败问题的根本途

径。由此, 要解决非法收入问题, 就必须加快法治化进程。

2. 对不同类型的收入在调节的度上应采取不同的政策

居民的合法收入也是来源各异, 有的来自于劳动收入,

有的来自于资产收入, 有的来自于转移性收入。政府对劳动

收入、资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 在调节的度的选择上应该区

别对待, 对劳动收入的调节力度应该小于对资产收入和转移

性收入的调节力度。

无论何种收入, 调节的力度都要合理, 不能把收入调节

作为推行平均主义的途径。如果那样的话, 经济发展的动力

就会减退, 经济增长就会减退。同时需要注意的是, 虽然居民

之间的收入差距呈扩大之势, 但平均主义仍然是一个需要解

决的问题。平均主义在一些地方的政府部门的影响仍然根深

蒂固, 在行为上反映在对劳动者的合法劳动收益和经营者的

合法经营收益不予保护, 纵容或者不干预非法侵占劳动者的

合法劳动收益和经营者的合法经营收益的行为, 从而损害了

劳动供给的增长和投资的增长, 损害了经济的增长。因此在

目前既需要采取措施调节居民收入差距, 也仍然需要采取措

施消除平均主义。

3. 对居民收入差距的调节宜采取循序渐进的政策

政府应该采取措施调节居民收入差距, 以求起到抑制居

民收入差距扩大的作用。目前不适宜采取激进性质的调节政

策。因为中国经济正处在转型时期, 经济结构的变化很快, 收

入差距的扩大难以避免。中国经济的发展需要进一步的经济

激励, 激进性质的调节政策必然会减弱经济激励, 从而会使

经济体系内部内生的经济发展的动力衰减, 从而不利于中国

经济的发展。居民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的倒U 型变化也

使我们有理由相信 (参见表 11) , 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

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经过一个扩大的过程以后会向均等化

的方向演变, 政府应该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逐渐提高, 工业

化阶段的逐渐升级而逐渐加大对居民收入差距的调节力度,

这样, 在工业化完成之后, 使居民之间的相对收入差距回到

比较低的水平。

表 11　一些国家和地区居民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的变化
国家或
地区 年份 基尼系数 国家或

地区 年份 基尼系数

日本

中国
香港

1923 0. 536Ξ ö0. 523Ξ Ξ

1930 0. 525Ξ ö0. 477Ξ Ξ

1937 0. 563Ξ ö0. 476Ξ Ξ

1963 0. 361
1968 0. 354
1973 0. 350
1979 0. 336
1986 0. 356
1993 0. 249
1964 0. 487
1971 0. 411
1976 0. 435
1981 0. 447

韩国

1965 0. 34
1970 0. 33
1971 0. 36
1975 0. 39
1980 0. 39
1985 0. 36
1993 0. 316

新加
坡

1964 0. 499
1975 0. 452
1980 0. 455

中国
台湾

1950 年代 0. 5
1968- 1972 0. 3
1976- 1978 0. 27

　　说明: ①日本 1923. 1930、1937 年数据为日本山口县数据 (带Ξ
者为城镇数据, 带Ξ Ξ 者为农村数据) , 但同期日本全国的
计算结果“不会与上述结论有很大的差异”(南亮进, 1992,
276 页)。
②日本 1923 年至 1986 年数据来源: 南亮进, 1992, 286
页。韩国 1965、1970、1975、1980、1985 年数据来源: 宋丙
洛, 1994, 184 页。1971 年数据来源: 赵人伟、李实、卡尔·
李思勤主编, 1999, 44 页。日本、韩国 1993 年数据来源: 世
界银行, 2001, 286～ 287 页。
③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的数据来源于: F ields,
1984。

4. 政府的调节不宜预设固定的控制线

政府所应该做的是制定收入调节的法律, 并确保法律的

实施。预设收入调节的控制线既无必要, 也不适宜。中国正处
在加速工业化的时期, 而且中国各地区经济发展在历史上就

存在很大的差异, 只有加快工业化进程, 才能在不限制发达地

区和中国整体经济发展的条件下消除或缩小这种差异。居民

收入差距在不同的时期可能会有不同, 没有必要求得在任何

时期都把居民收入差距控制在同一水平上。从世界各国来看,

居民收入差距在不同时期是有变化的, 有时上升, 有时下降,

有时稳定 (参见表 12)。无论是发展中国家, 还是经济发达国

家, 都是如此。收入差距扩大和缩小的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

经济发展速度、社会稳定等方面存在着差异, 收入差距缩小

了, 社会不一定就更稳定, 经济不一定能取得更快的发展。在

收入差距缩小的国家中, 有的国家经济低速增长, 有的出现了

负增长, 在收入差距扩大的国家中也是如此, 一个有意思的现
象是在经济发达国家中, 基尼系数上升的国家经济增长速度

普遍快于基尼系数下降的国家。理想的状态是经济高速增长

与收入差距的缩小或收入分配的平等并存, 但在实践中存在

困难。根据中国的发展现状, 政府当采取抑制收入差距扩大的

措施, 防止出现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 但不应该预设一个固定

不变的控制线。

5. 居民收入差距的调节应该同经济增长相协调
没有平等, 会由内部产生反社会的力量, 而没有增长, 则

会由外部产生反社会的力量, 并进而引发内乱。历史和现实都

已经证明, 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 防御、控制外部的

反社会力量的能力就越强, 反之, 则越弱。由于中国的经济发

展水平还很低, 目前及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 都面临着外部势

力的侵扰。在经济全球化、资讯全球化的背景下, 即使收入差
距很小, 甚至经济结果绝对平等, 也不可能有制度和社会的稳

定, 经济发展是制度和社会存续、稳定的基础, 只有使中国经

济保持持续、高速的增长, 才会有制度与社会的稳定。没有发

展, 就没有稳定, 没有发展, 整个民族就没有生存的空间。当前

及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 中国所面临的最重要的任务是经济

的快速发展。居民收入差距调节本身不是目的, 而是通过调节
促进平等, 提高经济效率, 从而促进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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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收入差距的调节应该与经济增长相协调。居民收入差距
的解决应该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基础上实现, 或者说应该是在
经济快速增长的动态化的过程中解决居民收入差距问题, 在
发展中、在所有人的收入都能获得增长的条件下解决居民收

入差距是唯一现实的选择。因此, 任何一项收入调节政策的出
台都应该考虑到其对投资、生产发展的影响, 收入调节政策应
该有利于增加劳动供给, 提高劳动效率, 有利于促进投资的增
长。

表 12 　　部分发展中国家和经济发达国家基尼系数的变化

国家 年份 基尼
系数 国家 年份 基尼

系数 国家 年份 基尼
系数 国家 年份 基尼

系数

印度

委内瑞拉

菲律宾

巴拿马

孟加拉国

爱沙尼亚

肯尼亚

泰国

毛里塔尼亚

约旦

牙买加

阿尔及利亚

捷克共和国

1975ö76 0. 42

1992 0. 338

1994 0. 297

1997 0. 378

1990 0. 538

1995 0. 468

1996 0. 488

1985 0. 430

1988 0. 407

1994 0. 429

1997 0. 462

1989 0. 566

1991 0. 568

1997 0. 485

1985ö86 0. 37

1995ö96 0. 336

1993 0. 395

1995 0. 354

1992 0. 575

1994 0. 445

1975ö76 0. 47

1992 0. 462

1998 0. 414

1988 0. 424

1995 0. 389

1991 0. 434

1997 0. 364

1991 0. 411

1996 0. 364

1988 0. 387

1995 0. 353

1993 0. 266

1996 0. 254

斯洛文尼亚

巴西

立陶宛

几内亚

塞内加尔

埃及

厄瓜多尔

多米尼加

摩洛哥

哈萨克斯坦

斯里兰卡

越南

尼泊尔

洪都拉斯

罗马尼亚

俄罗斯

1993 0. 282

1995 0. 268

1989 0. 634

1995 0. 601

1996 0. 600

1993 0. 336

1996 0. 324

1991 0. 468

1994 0. 403

1991 0. 541

1995 0. 413

1991 0. 320

1995 0. 289

1994 0. 466

1995 0. 437

1989 0. 505

1996 0. 487

1990ö91 0. 392

1998ö99 0. 395

1993 0. 327

1996 0. 354

1990 0. 301

1995 0. 344

1993 0. 357

1998 0. 361

1984ö85 0. 301

1995ö96 0. 367

1992 0. 527

1996 0. 537

1992 0. 255

1994 0. 282

1993 0. 310

1998 0. 487

哥斯达黎加

墨西哥

匈牙利

波兰

拉脱维亚

秘鲁

乌克兰

哥伦比亚

萨尔瓦多

尼日利亚

尼日尔

印度尼西亚

土库曼斯坦

吉尔吉斯
共和国

赞比亚

科特迪瓦

1989 0. 461

1996 0. 470

1992 0. 503

1995 0. 537

1993 0. 270

1996 0. 308

1992 0. 272

1996 0. 329

1993 0. 270

1998 0. 324

1994 0. 449

1996 0. 462

1992 0. 257

1996 0. 325

1991 0. 513

1995 0. 572

1996 0. 571

1995 0. 499

1996 0. 523

1992ö93 0. 375

1996ö97 0. 506

1992 0. 361

1995 0. 505

1993 0. 317

1996 0. 365

1993 0. 358

1998 0. 408

1993 0. 353

1997 0. 405

1993 0. 462

1996 0. 498

1988 0. 369

1995 0. 367

白俄罗斯

马来西亚

巴基斯坦

意大利

瑞士

英国

澳大利亚

德国

荷兰

挪威

法国

美国

1993 0. 216

1998 0. 217

1989 0. 484

1995 0. 485

1991 0. 312

1996ö97 0. 312

1991 0. 312

1995 0. 273

1982 0. 361

1992 0. 331

1986 0. 326

1991 0. 361

1989 0. 337

1994 0. 352

1989 0. 281

1994 0. 300

1991 0. 315

1994 0. 326

1991 0. 252

1995 0. 258

1989 0. 327

1995 0. 327

1950 0. 369

1960 0. 353

1970
0. 353Ξ

0. 394ΞΞ

1980
0. 365Ξ

0. 403ΞΞ

1990
0. 396Ξ

0. 428ΞΞ

1994 0. 410

1997 0. 408

　　说明: ①美国数据带3 者来源于美国人口普查局《人口现状报告》, 带ΞΞ 者来源于《美国住房、家庭与个人的收入》。转引自: 李强、洪大用、
宋时歌, 1995。②其他数据来源: 赵人伟、李实、卡尔·李思勤主编, 1999, 44 页; 世界银行, 1996; 世界银行, 1997; 世界银行, 2000; 世
界银行, 2001, 286～ 287 页。

　　6. 居民收入差距的调节应该与反垄断相结合
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与垄断密切相关, 垄断部门基本上都

属于高收入行业, 且垄断程度越高, 收入水平越高, 不解决垄断
问题, 与此相关的收入差距问题难以解决。因为行业垄断问题不
解决, 垄断部门的非公平交易问题(高定价格或“短斤少两”或寻
租等)不可能得到解决, 由此造成的垄断部门得自于垄断的高收
入问题也就无法解决。居民对于垄断行业的高收入越来越不满,

需要采取措施解决垄断部门的高收入问题。反垄断不仅是解决
由垄断引起的收入差距扩大的必要条件, 也是建立公平交易与
公平竞争的经济秩序, 促进资源在部门之间的流动, 从而促进生
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的必要条件。

7. 居民收入差距的调节应该同加快经济体制改革相结合
解决当前的居民收入差距问题必须依靠经济体制的进

一步改革, 经济体制改革越慢, 居民之间收入差距扩大的问
题会越严重。原因在于, 一方面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依赖
于经济体制的进一步改革, 现行经济体制所能提供的经济发

展空间越来越小; 另一方面消除非法收入、解决行业之间工
资收入差距过大、城乡居民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不同地区
居民之间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等都依赖于经济体制的进一
步改革, 这包括经济管制体制、就业体制、企业制度、社会保
障制度、宏观经济管理体制等的改革。因此, 仅仅依靠收入调
节政策是不可能解决当前的居民收入差距问题的, 政府应充
分重视经济体制改革在收入调节中的作用, 应当着力推进经

济体制的进一步改革。
8. 政府的区域经济战略和政策应予调整
由于政府在经济资源配置中仍然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政

府的区域经济战略和政策对地区经济发展仍然发挥着十分
重要的作用。中国历史上的政府结构使得中国历代政府基本
上都是采取不平衡发展的区域经济战略和政策, 政府的干预
成了中国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重要原因。从新中国建立以
来所实施的区域经济战略和政策来看, 可以说还是属于不平
衡发展战略和政策。这种战略和政策实施的结果是政府难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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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脱“时而东、时而中、时而西”、“时而沿海、时而内地、时而
边疆”的不平衡发展战略和政策的循环, 或者说不平衡发展
的区域经济战略和政策带来地区经济的发展差异和矛盾只
好靠新一轮的不平衡发展的区域经济战略和政策来解决, 而

由此又会带来相同的问题。迄今我们还没有摆脱这种循环。
1970 年代末以来, 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扩
大的重要原因是政府重点支持东部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发展的战略和政策, 虽然采取支持西部发展的战略和政策从
目前来看有其合理性, 但长期推行又可能造成中部地区发展
落后, 造成新的地区经济发展差距和新的居民收入差距。政
府应该逐步调整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的思路, 打破不平

衡发展战略和政策的循环, 在税负地区公平负担的原则下,

推行平衡发展的区域经济战略和政策, 使各地区公平竞争,

自求发展, 对经济落后地区宁可推行低收入保障政策。这样
才能解决由不平衡发展的区域经济战略和政策所造成的不
同地区的居民之间收入差距循环扩大的问题。

9. 政府调节居民收入差距的政策手段的选择
政府调节居民收入差距可以使用的政策手段很多, ⑧但

选择何种政策手段及何种政策手段组合来调节居民收入差
距应着眼于现实问题的解决。人们更过地谈到要用征收累进
性质的个人所得税来调节居民收入差距, 但应该说, 征收累
进性质的个人所得税虽可起到缩小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的
作用, 但目前不可能成为调节居民收入差距的主要手段。目
前面临的最重要的任务是: (1) 确保最低收入者的基本生活
保障和绝对收入增长; (2) 提高劳动力的职业适应能力、市场
竞争能力和流动能力。因此, 政府应该采取以下主要手段:

(1)增加低收入居民收入的收入转移政策; (2) 向居民提供基
本的和更多的教育服务; (3) 加快建立新的社会保险制度, 进
一步完善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制度。同时要逐步完善个人所
得税制度, 逐步建立和完善财产税制度, 并且应积极鼓励第
三种力量参与收入调节, 逐步建立起调节居民收入差距的政
策手段体系。

注释:
①世界银行:《2000ö2001 年世界发展报告: 与贫困作斗争》, 中

文版, 298～ 299 页, 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1。
②③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1)》,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1。中国统计信息网(h ttp: ööwww. stats. gov. cn) , 2001- 07- 01。
④龚红娥:《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实证分析》, 载《市场

与人口分析》, 2000 (6) ;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 (2001)》,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1。

⑤⑦[世界银行 ]《共享增长的收入: 中国收入分配问题研究》编
写组:《共享增长的收入: 中国收入分配问题研究》, 中文版, 13、13～
14 页, 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8。

⑥ Yang, D ennis T ao, and H ao Zhou, 1996. Rural - U rban
D isparity and Secto r L abo r A llocation in Ch ina. Paper p resen ted at
the annual m eeting of the A ssociation fo r A sian Studies, A p ril,
Hono lu lu, H aw aii. 转引自[世界银行 ]《共享增长的收入: 中国收入分
配问题研究》编写组:《共享增长的收入: 中国收入分配问题研究》, 中
文版, 13 页, 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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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经济评论》, 200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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