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济评论　2002 年第 6 期 ECONOM IC　REV IEW 　No16　2002

近年来中国居民收入差距问题研究综述

林幼平　张　澍　吴　艳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 我国居民收入差距呈现扩大
化的趋势。这一趋势引起了学术界强烈的兴趣。20 世纪 90 年
代以来, 从现状、成因、调节建议等侧面研究中国收入分配问
题的文章大量出现, 并形成了“两极分化论”和“未两极分化
论”的争论。①近年来, 对这方面问题的研究更加深入, 一批学
者对收入差距的变化、差距合理性与成因、经济与社会后果
以及政府的对策等方面作出了深层次的, 批判性的认识, 特
别是进行了许多实证的分析, 从而推进了对中国收入差距问

题的研究。现就其中主要研究成果作一基本综述。

一、关于 1990 年以来中国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化

11 总体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化
从不同学者采用和计算的各种基尼系数中 (详见表 1) ,

我们不难得出一致的结论: 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总体上呈现长
期扩大的趋势。有的学者所采用和计算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
0. 4, 甚至达到或接近两极分化的水平。

表 1　 中国各种居民收入分配基尼系数变动情况一览表

城镇居民基尼
系数 (a)

农村居民基尼
系数 (a)

人均国民生产
总值 (GD P ) 基
尼系数 (a)

居民正常收入
差别的基尼系
数 (b)

考虑居民非法非
正常收入后的基
尼系数 (b)

居民收入差别
的 基 尼 系 数
(c)

居民收入差距
的 基 尼 系 数
(d)

居民收入差
距的基尼系
数 (e)

1981 0115 012406 01346 — — 012635 01268 01288
1982 0115 012317 01334 — — 012525 012494 —
1983 0115 012461 01377 — — 012865 012641 —
1984 0116 012439 01337 — — 012705 012784 01297
1985 0119 012267 01329 — — 013453 012656 —
1986 0119 013042 01328 — — 013595 012968 —
1987 012 013045 01336 — — 013568 013052 —
1988 0123 013026 01331 0134976 014168 013624 013133 01382
1989 0123 013099 01326 0136965 014245 — 013214 01349
1990 0123 013099 01327 0134688 014015 — 013063 01339
1991 0124 013072 01326 0136904 01417 — 01324 —
1992 0125 013134 01335 0137719 014262 — 013396 01376
1993 0127 013292 01337 0140173 014595 — 013592 —
1994 013 01321 01344 0143561 015111 — 013621 01434
1995 0128 013415 01349 014194 015173 — 013515 01388
1996 0128 013229 01352 0140582 01499 — — 01458
1997 0129 013285 — 0140269 014932 — — —
1998 013 013369 — 014038 — — — 01403
1999 01295 013361 — 0140456 — — — —

资料来源: (a)胡日东、王卓:《收入分配差距、消费需求与转移支付的实证研究》, 载《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02 (4) ; (b) 潘胜文、欧阳国文:
《当前我国居民收入差别程度的判断及其变动趋势》, 载《经济与管理研究》, 2002 (2) ; (c)陈宗胜:《经济发展中的收入分配》, 上海, 上
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 (d) 向书坚:《全国居民收入分配基尼系数的测算与回归分析》, 载《财经理论与实践》, 1998 (1) ;
(e)曾国安:《论中国居民收入差距的特点、成因及对策》, 载《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2001 (12)。

21 城乡内部的收入差距的变化和城乡居民之间收入差
距的变化

城乡内部的收入差距也呈现扩大的趋势 (参见表 1 中城
镇、农村居民基尼系数两栏)。一般认为, 农村居民收入差距
比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更大, 体现在基尼系数上即前者的基尼
系数大于后者的基尼系数。

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随着城镇与农村人均收入增长率
的不同而逐渐扩大 (见表 2)。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已
接近农村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3 倍。

31 行业收入差距的变化
不同行业之间存在较大的收入差距 (见表 3)。从 1990 年

开始, 农、林、牧、渔业一直是年平均工资最低的行业, 而最高
年平均工资行业分别为采掘业, 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
应业, 金融、保险业, 两者工资水平之比在 20 世纪 90 年代逐
年扩大, 由 1990 年的 1. 76 倍增长到 1999 年的 2. 49 倍。

　　表 2 　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变化
城镇居民
人均可支
配收入

(元) (A )

农村居居
人均可支
配收入

(元) (B)

比率
(A öB)

城镇居民
人均收入
1978= 100

(C)

城镇居民
人均收入
增长率

(% )

农村居民
人均收入
1978= 100

(D )

农村居民
人均收入
增长率

(% )

1985 73911 39716 1186 16014 — 26819 —
1986 89916 42318 2112 18215 13178 27716 3124
1987 1 00212 42616 2117 18619 2141 29210 5118
1988 1 18114 54419 2117 18215 - 2135 31017 6140
1989 1 37517 60115 2129 18218 0116 30517 - 1161
1990 1 51012 68613 2120 19811 8137 31112 1180
1991 1 70016 70816 2140 21214 7122 31714 1199
1992 2 02616 78410 2158 23219 9127 33612 5192
1993 2 57714 92116 2180 25511 9153 34619 3118
1994 3 49612 1 22110 2186 27618 8151 36414 5104
1995 4 28310 1 57717 2171 29013 4188 38317 5130
1996 4 83819 1 92611 2151 30116 3189 41812 8199
1997 5 16013 2 09011 2147 31119 3142 43714 4159
1998 5 42511 2 162 2151 32919 5177 45618 4144
1999 5 85410 2 21013 2165 36016 9131 47315 3166
平均 — — — — 6108 — 4115
　　资料来源: (a) 曾国安:《论中国居民收入差距的特点、成因及

对》, 载《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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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 (b)胡日东、王卓:《收入分配差距、消费需求与
转移支付的实证研究》, 载《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
究》, 2002 (4) ; 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增长率、农村居民

人均收入增长率由C 栏、D 栏的数据计算得来; 最后
一行为年均增长率。

表 3 　中国不同行业职工之间的工资收入差距
行业 1978 1980 1985 1990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全部行业职业工年平均工资 (元ö人) — 615 762 1 148 2 140 5 500 6 210 6 470 7 479 8 346

年平均工资最低的行业
社会服务业 0164 0162 0167 — — — — — —
农、林、牧、渔业 — — — 0172 0164 0165 0167 0161 0158

年平均工资最高的行业

采掘业 — — — 1127 — — — — —
金融、保险业 — — — — — — 115 1142 1144
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1138 1136 — — 1143 1142 — — —
地质勘察和水利管理业 — — 1122 — — — — — —

最高为最低的倍数 — 2117 2119 1182 1176 2123 2118 2124 2133 2149
　　资料来源: 曾国安:《论中国居民收入差距的特点、成因及对策》, 载《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2001 (12) ; 表中数据除特别注明外

均表示所在行业当年职工平均工资 (货币工资) 与同年全部行业职工平均工资 (货币工资) 之比; 最后一行数据根据表中相关数
据计算得来。

　　41 地区收入差距的变化
泰尔 (T heil)指数是衡量地区不平衡的重要指标, 它为非

负值, 当它等于 0 时, 表示地区之间平均分配、无差异, 表示
每个省 (区)的经济指标份额和人口比重都是一致的。表 4 给

出了以中国大陆地区 30 个省市自治区国内生产总值或国民
收入 (Y)测算的时间序列泰尔指数, 其数值整体偏大, 表明中
国地区收入差距较大。

表 4 　中国地区收入差距之泰尔指数
1980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Ey 557 571 508 475 460 489 434 411 402 377 421 421 472 500 454 480

　　说明: Ey 表示以中国 30 个省市自治区 GD P 测算的泰尔指数。
资料来源: 宋德勇:《中国地区差距的演变趋势及原因》, 载《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2001 (2)。

　　表 5 反映了中国西、中、东部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差距, 从
中看出西部、中部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占东部居民收入的比重
呈减小的趋势, 而且下降的幅度较大, 表明收入差距的扩大。

表 5　　　中国西、中、东部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差距
西部农村
居民人均
纯收入

(元) (A )

中部农村
居民人均
纯收入
(元) (B)

东部农村
居民人均
纯收入
(元) (C)

A öC (% ) BöC (% )

1985 322157 380132 512197 62188 74114
1990 551184 649145 967172 57102 67111
1999 1 519174 2 058130 3 236155 46196 63160
　　资料来源: 杭行:《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原因及对策分

析》, 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 2002 (2)。

51 不同经济成分间的收入差距变化

表 6　　　中国不同经济成分单位职工工资收入差距

平均货币工资 (元ö人) 各项与平均
水平工资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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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5 1 148 1 213 967 1 436 1106 0184 1125
1986 1 329 1 414 1 092 1 629 1106 0182 1123
1987 1 459 1 546 1 207 1 879 1106 0183 1129
1988 1 747 1 853 1 426 2 382 1106 0182 1136
1989 1 935 2 055 1 557 2 707 1106 0180 1140
1990 2 140 2 284 1 681 2 987 1107 0179 1140
1991 2 340 2 477 1 866 3 468 1106 0180 1148
1992 2 711 2 878 2 109 3 966 1106 0178 1146
1993 3 371 3 532 2 592 4 966 1105 0177 1147
1994 4 538 4 797 3 245 6 303 1106 0172 1139
1995 5 550 5 625 3 931 7 463 1102 0171 1136
1996 6 210 6 280 4 302 8 261 1101 0169 1133
1997 6 470 6 747 4 512 8 789 1104 0170 1136
1998 7 479 7 668 5 331 8 972 1103 0171 1120
1999 8 346 8 543 5 774 9 829 1102 0169 1118
　　资料来源: 曾国安:《论中国居民收入差距的特点、成因及对策》,

载《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2001 (12)。

表 6 表明了中国不同经济成分单位职工工资收入差距,

其中各种经济成分的平均货币工资水平有明显的上涨, 但国
有单位和城镇集体单位的平均货币工资水平与平均水平的
比呈下降趋势, 而其他单位的该项数值有一段上涨时期。横

向比较可以得出, 三种经济成分平均货币工资的绝对值和相
对比较值都有一定程度的差距。

二、关于中国居民收入差距合理性的评价

11 基于基尼系数的判断及对基尼系数本身的质疑
一般认为, 基尼系数在 0. 2 以下表示比较平均, 0. 2～

0. 3之间表示较为合理, 0. 3～ 0. 5之间表示差距扩大, 0. 5以
上表示收入差距相当悬殊或两极分化。表 1 中所列的各种基
尼系数, 基本上都在0. 3～ 0. 5之间, 并都呈现上涨趋势, 其中
考虑居民非正常收入之后的基尼系数在 1997 年已达到
0. 4932, 说明中国收入差距超出合理范围, 正在扩大, 且日趋
严重。

但已有学者对目前普遍使用基尼系数这一做法产生了
怀疑和困惑: (1) 基尼系数反映的是收入分布的“均匀”程度,

或差异 (差距) 程度, 而不是收入分配的“公平”程度或“公正”
程度; (2) 如果要使基尼系数能够反映市场经济条件下收入
分配的公平程度, 则应该用实际的收入分布曲线与公平的收
入分布曲线之间所围成的曲边面积作为分子, 用公平的收入
分布曲线与绝对不平均水平线所围成的曲边面积作分母;
(3) 市场经济条件下, 一般不可能人为给出这样一条公平的
分布曲线, 市场经济只有规则的公平, 难有结果的所谓公平;
(4) 用基尼系数表示收入分布的均匀程度, 甚至用它反映公
平程度, 必须有一个重要前提: 收入必须是指全部实际收入,

必须是真实统计。以我国目前的情况, 可以说基本上无法满
足这一条件; (5) 基尼系数有数学意义 (“分布”均匀度) 不等
于有经济意义 (“分配”合理度) , 基尼系数不能反映合理分配
或公平分配的本质: 绝对贫困程度。所以, 得出结论: 市场经
济条件下不应该用基尼系数衡量收入分配的公平问题, 即使
能够, 现阶段我国也不具备使用的条件。②

21 基于倒 U 假说的判断及对倒 U 假说的质疑
库兹涅茨 (S. Kuznets) 在 1955 年发表的《经济增长与收

入不均等》著名论文中, 探讨了经济增长过程中个人收入差
距的长期变动趋势, 提出了后来经济学中著名的“库兹涅茨
倒U 假说”, 即个人收入差距的长期变动趋势是: 在经济增
长的早期阶段个人收入差距会趋向扩大, 特别是在从前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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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的时候, 这种扩大的趋势会更为迅速,

随后出现一个稳定时期。在后一个阶段个人收入差距趋向缩
小。中国目前正处于从起步阶段进入快速发展阶段的前期,

收入差距的扩大符合“库兹涅茨倒U 假说”, 因而具有合理
性。陈宗胜补充了中国体制改革对收入差距的影响, 提出了
“阶梯形倒U 曲线变异”的理论。他认为尽管中国体制上的
改革对收入差距的影响不是单方面的, 即不只是使收入差距
扩大, 但总体看来它无疑是导致收入差别阶段性扩大的一个
最重要的因素。③因体制改革而导致中国收入差距的扩大具
有一定程度的积极意义。

有的学者认为“倒U 假说”只能够部分解释中国居民收
入差距的扩大, 因为中国个人收入差距的长期变动趋势主要
不是由经济增长决定的, 而主要是由经济体制的变迁决定
的, 或者说是由制度变迁和经济增长共同决定。④有的学者利
用模型推导进一步质疑了“库兹涅茨倒U 假说”: ⑤根据刘易
斯、费—拉尼斯以及托达罗等人的二元经济模型, 不妨将经
济社会划分为工业和农业两个部门, 两部门的人口份额分别
为W 1、W 2。再假设工、农业两部门内居民收入的对数均值和
对数方差分别为 Y1、Y2 ( Y1 ≥ Y2 ) 和 Ρ2

1、Ρ2
2。很显然,

W 1+ W 2= 1。全体人口 (指工农业内部的所有人口)收入的对
数均值为: Y= W 1Y1+ W 2Y2。同理, 全体人口收入的对数方
差为: Ρ2= W 1Ρ2

1+ W 2Ρ2
2+ W 1 (Y1- Y) 2+ W 2 (Y2- Y) 2。对数方

差 Ρ2 用来测量群体内收入不平等程度。如果我们将经济发展
看成是一种工业化过程, 即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 工业部门
内的人口份额 (W 1)是不断增加的; 那么从与W 1 的 Ρ2 相互变
动情况中, 就可以检验出发展与分配之间是否存在倒U 关
系。将前两式代入第三式得出: Ρ2 = AW 2

1 + BW 1 + C, 其中

A = - (Y1- Y2) 2、B = (Ρ2
1- Ρ2

2) + (Y1- Y2) 2、C= Ρ2
2。从上式

可以看出,“假设 Ρ2
1、Ρ2

2 和 Y1、Y2 保持不变, 总体收入不平等
指数 (Ρ2) 就是变量W 1 的一个二次函数。由于参数A ≤0, 因
此 Ρ2 是一条开口向下的抛物线。也就是说, 随着W 1 的不断增
加, 不平等指数开始不断增加, 随后达到最大, 最后又趋于减
少——从而完全符合倒U 假说。然而, 我们注意到, 这条不平
等曲线包含了两个重要性质, 即方程式必须满足两个基本条
件: 0≤W 1≤1和 Ρ2≥0, 也就是说, Ρ2 曲线必须落在: 0≤W 1≤
1 和 Ρ2≥0 所确定的区间内。否则, 所推导出来的倒U 结论一
定是虚假的。那么, 就会出现三种情况, 每一种情况都是由曲
线顶点所处坐标决定的, 而倒U 现象只是其中一种。因此,

“倒U 假说”并不能描述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
31 正常收入差距和非法非正常收入差距
判别正常收入和非正常收入的依据应该是看该收入是

否是通过按劳分配或按生产要素分配途径所获得。如果是,

则为正常收入, 如工资收入、奖金收入、利息股息收入、投资
的利润收入、租金收入等; 另外, 接受赠予、遗产继承、中奖收
入等非按劳分配和非按生产要素分配所获得的收入也应该
纳入正常收入的范围。除此之外的收入即可纳入非法非正常
收入的范围。如果不考虑居民的非法非正常收入, 而以官方
提供的居民正常收入方面的数据作为研究的依据, 就会得出
我国目前收入差距基本适中的结论 (参见表 1 中居民正常收
入差别的基尼系数 (b) 列)。如果考虑非法非正常收入, 并结
合社会上贫富分化的现象, 自然会得出我国目前已出现两极
分化局面的结论 (参见表 1 中考虑居民非法非正常收入后的
基尼系数 (b)列)。⑥

41 收入差距与贫富状况
有人认为当前我国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已不能全面反

映财富占有差距。贫和富是相对于居民占有财富的多寡而言
的, 而财富的存在形态是多种多样的, 既有货币形态, 也有实
物形态, 既有收入形态, 也有动产和不动产等形态。因此, 贫
富状况是一个复合概念, 衡量指标应是多项的。目前, 我国城

镇居民的贫富差距不仅呈现扩大趋势, 而且重心开始转移,

即贫富差距不仅仅表现为收入差距, 且财富占有形态趋于多
样化。我们除选取收入差距外, 还可以选取耐用消费品拥有
量、金融资产分布和房产占有差距等项指标进行分析。1997

年有关资料显示, 我国城镇居民最高收入户中每百户拥有耐
用消费品量与最低收入户中每百户拥有耐用消费品量之比
随耐用消费品的种类差异而处于 1. 38～ 11. 38 之间; 在金融
资产方面, 我国城乡家庭户大体可划分为四个阶层: 第一阶
层占总户数的 1. 3% , 却拥有 31. 5% 的金融资产, 户均 54. 03

万元, 人均 148 447 元; 第四阶层占总户数的43. 7% , 只拥有
3% 的金融资产, 户均 0. 15 万元, 人均 421 元; 而城镇住房占
用最多户与最少户的住房面积差距至少在 2. 7 倍以上。可见
我国城镇居民的贫富差距较大。⑦

51 与世界各国居民收入差距水平的比较
与世界居民收入差距水平相比较, 中国居民收入差距水

平大约处于世界平均水平, 并且比低收入国家、下中等收入
水平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都低 (见表 7)。另外, 居民收
入差距在世界范围普遍存在, 但发展中国家的居民收入差距
大于经济发达国家。而且, 世界范围内居民收入差距呈扩大
的趋势。有研究表明, 世界个人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 1988 年
为 0. 63, 1993 年升为 0. 67, 超过任何一国国内居民收入差距
的基尼系数。⑧

表 7 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平均居民收
入差距水平与同期世界水平比较

基尼系数
阿鲁瓦
利亚指
数 (% )

库兹涅
茨指数

(% )

不良指
数 1

不良指
数 2

世界平均 01394 1712 4614 9152 18158
低收入国家平均 01413 1612 5015 10168 21112
中等收入国家平均 01426 1616 4816 10169 20127
下中等收入国家 01433 1618 5010 10172 20165
上中等收入国家 01413 1612 4612 10164 19159
高收入国家平均 01310 2019 3911 5161 11184
经济转轨国家平均 01325 2014 4017 5154 8172
发展中国家平均 01414 1613 48116 10149 20114
经济发达国家平均 01310 2019 39108 5155 12118
中国 013996 — — — —
　　资料来源: 曾国安:《20 世纪 80、90 年代世界各国居民收入差距

的比较》, 载《经济评论》, 2002 (1) ;“中国”一行中基尼
系数由表 1 中“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 (e)”一列数
据计算得来。

三、关于居民收入差距成因的分析

许多学者对中国居民收入差距的成因这一突出问题进
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 提出了许多观点。其中有些观点较
为成熟, 并且在一定范围已取得认同, 我们把它们归纳为居
民收入来源论、“公有制经济收入差异倒U 曲线”及其“阶梯
形变异”论、改革开放政策影响论、多重二元结构影响论、制
度因素论和市场机制及管理缺陷论等六种。⑨近年来, 随着对
中国收入差距问题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又有一些新的观点涌
现。

11 地下经济因素
地下经济从表现形态上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被称为“灰

色经济”或“影子经济”, 主要是指未经工商登记、逃避纳税的
个体经济, 如没有营业执照的小商小贩、家居装修、私房建筑
等; 第二类被称为“黑色经济”, 指抗税抗法的犯罪经济, 包括
走私、贩毒、洗钱、制假、色情业、贩卖人口等; 第三类是网络
犯罪, 指通过计算机网络虚设公司进行融资诈骗等。从地下
经济的性质及特点看, 地下经济的发展与收入不公的加剧有
显而易见的相关关系。收入不均的急剧增长会削弱经济主体
的信心, 进而破坏社会信用和经济主体之间的合作关系, 这
必然引起经济主体的不平衡发展和打破这种收入不公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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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强烈愿望, 不可避免地导致部分经济活动规避政府约束,

以逃税甚至更严重的破坏社会法制的经济行为来改变收入
分配格局, 从而引起地下经济的迅速增长, 其结果是税收减
少, 以税收为基础的社会保障体系遭到破坏, 社会保障体系
的公平分配作用难以发挥, 收入不公进而加剧。这样, 一种消
极的回馈得以产生, 就是收入不公与地下经济相关激发。据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 1998 年全球地下经济规模约为 9 万
亿美元, 占全球产出的 23% , 其中大部分存在于转型经济国
家。中国地下经济的比重是可以根据打击走私查获案值统计
折算出来的, 基本方法是年度查获走私案值÷20% (估计的
查获率) ÷60% (估计的走私活动占地下经济的比重) ÷当年
GD P。该比重 1993 年为 20% , 1996 年为 25%。中国的居民收
入差距与地下经济有关系。βκ

21 土地所有权不能在经济上有效实现和地租分配的不
合理

由于土地的有限性和土地经营的垄断, 肥沃土地或地理
位置优越土地的经营者, 在特殊的商品价值规定下, 可以获
得一个超额利润。而土地所有权在经济上的实现, 就是将这
部分超额利润转变地租, 归土地所有者所有。转化为地租的
超额利润, 是来自社会过多的支付, 不是土地使用者自身创
造的价值, 因而应该归全社会所有, 实际上应归作为社会代
表的国家所有。目前, 我国土地的使用基本上是无偿的, 即使
是有偿使用, 土地使用者交付的费用, 也远远低于他们获得
的超额利润。而且土地使用者交付的使用费用, 通常只是交
给农村集体、当地城市等, 并没有归入国家财政, 从而造成土
地所有权不能在经济上有效实现和地租分配的不合理。这
样, 这一部分超额利润就留在了经营单位或地方, 在不同地
区、不同单位和城乡之间的居民收入中, 就存在着由于超额
利润分配的不均而带来的差距。同时, 国家对交通通讯的投
资、对交通便利的发达地区的不断追加投资, 又会带来不同
地区间土地级差生产力的进一步扩大, 从而使构成级差地租
É 和级差地租Ê 的超额利润不断增加, 使这些地区的土地使
用者获得了更多的超额利润, 居民收入中包含着更多的超额
利润, 从而进一步加大了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另
外, 我国采取的是严格的户籍制度, 城乡之间、工农之间和各
地之间人员流动受到很大制约。这就使不同地区、城乡之间
的人们, 在经济社会中处于不平等的地位, 享受不平等的待
遇, 特别是在分配由区位优势带来的超额利润——级差地租
时, 处于非常不平等的地位, 从而维持了居民收入的差
距。βλ

31 经济全球化及知识经济的发展
经济全球化使世界各国经济和市场越来越紧密的联系

成一个整体。这一过程中的竞争规则主要由发达国家支配,

这使发达国家的经济优势更突出, 而使发展中国家的一些经
济劣势更突出, 以至于出现世界范围内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化
的趋势。同时, 发达国家已率先进入了知识经济时代, 信息技
术与信息产业的兴起使得产业发展极不平衡, 高新技术产业
逐渐取代了传统制造业而成为支柱产业。知识经济的影响已
经波及发展中国家。行业发展的不平衡, 高科技行业员工的
收入大大高于传统行业员工的收入, 教育水平高的人员的收
入大大高于教育水平低的人员的收入, 从而扩大了居民收入
差别。βµ

41 农业产值的差距和农业生产结构问题
利用分别以中国 30 个省市自治区国民收入、农业产值、

工业产值及投资测算的时间序列泰尔指数进行多重线性回
归分析可得出农业产值、工业产值和投资的泰尔指数对国民
收入泰尔指数的解释模型。从模型中发现农业产值泰尔指数
的系数比其他自变量的系数都大。这说明地区间农业产值的
差距对地区收入差距的形成贡献最大。βν农业生产结构问题

造成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缓慢, 加大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随
着人民生活水平由温饱向小康过渡, 农产品的供求矛盾已经
由总量短缺的数量问题转变为供求之间因品种、品质不适应
而造成的结构问题。目前, 农村基础设施投资不足, 农产品加
工能力较低, 加工深度不够, 农民从非农产业获得的收入较
少。据统计, 农村经济中, 第一产业的比重高达 68%。而在大
农业内部, 农业的比重达 44% , 林业、牧业、渔业的比重仍然
偏低, 分别为 24%、29% 和 3%。由于大多数农民的科学文化
素质不高, 我国市场机制仍不完善, 农民获得信息的渠道十
分有限, 仅靠自身很难在结构调整中准确有效地形成有关成
本、收益和风险的预期, 因此, 许多地区农业结构调整困难,

农村居民难以找到新的、持久的收入增长点。βο

51 行业之间的不公平交易和部分行业生产能力闲置
职工收入在行业之间的长期性的差异与各部门劳动生

产率的差异、各部门市场结构等因素有关, 但它们并不是造
成部门之间职工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 主要原因在于各部门
的垄断程度的差异。长期居于高收入行列的供电、供水、供
气、电信、邮政、投资银行、商业银行、保险公司、铁路运输等
都是垄断程度很高的部门, 其中供电、供水、供气、电信、邮政
等长期处于独家垄断的状态。这些垄断部门各有特点, 但有
一点是相同的, 即它们无一例外地都受到政府的高度保护。
即使是那些非自然垄断部门, 如投资银行业、商业银行业、保
险业, 极其严格的许可证制度使得这些非自然垄断部门几乎
能够实现如同自然垄断部门一样的垄断。垄断部门的垄断地
位使其能够凭借其垄断势力实现同其他部门的非公平交易。
垄断部门实施非公平交易的手段有三: (1) 高定价格; (2) 提
供的商品数量少于购买量 (短斤少两) ; (3) 以拒绝供应或以
拒绝供应相威胁获取“投资”或“赞助”。需要说明的是市场结
构会影响到垄断部门实施上述行为的能力, 垄断部门产品的
替代品市场竞争性程度的提高会削弱垄断部门实施上述行
为的能力, 但由于政府严格的市场准入管制以及这些部门中
的多个部门的自然垄断性质, 商品供应的长期不足, 使得这
些垄断性部门能够长期维持其垄断地位, 从而能够长期凭借
其垄断势力实施上述各种非公平交易行为, 使这些部门的职
工能够长期获得较其他部门为高的收入。βπ

另外,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曾出现了几次投资膨胀, 并形
成了巨大的生产能力。但是, 巨大的投资主要集中在产业层
次低、技术含量低的传统制造业和服务业, 投资扩张并没有
推动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这种低水平的投资及重复建设的
后果, 在最近几年明显地暴露出来: 部分产业生产能力的大
量闲置。其直接的后果是造成成千上万的职工失去就业岗
位, 成为贫困人口。从而形成过大的收入差距。βθ

61 私人资本参与分配
私人资本在我国城镇已初具规模, 它的形成及规模扩

大, 不仅加快了我国所有制结构调整的步伐, 促进了国民经
济的发展, 扩大了城镇就业, 而且也拉大了贫富差距。党的十
五大提出, 要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 允许
和鼓励资本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应当看到, 资本参与
分配的作用是双重的, 它一方面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 促进
经济发展, 另一方面会对城镇居民贫富状况产生深刻的影
响。是否拥有私人资本, 已成为引起城镇居民收入分层的重
要因素。βρ

四、关于居民收入差距的经济与社会后果

11 收入差距对有效消费需求影响
有学者认为在国民收入总量相同的情况下, 分配关系能

否合理处理, 直接影响整个社会的消费倾向。一般来说, 高收
入阶层的边际消费倾向低于低收入阶层的边际消费倾向。因
此, 收入差距越小, 收入分配越均等, 消费倾向越高; 反之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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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由于中国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影响了中国整体消费水平
的提高。βσ为定量研究收入差距和收入增长对消费需求的影
响, 可以选取城、乡居民基尼系数、人均 GD P 基尼系数以及
城、乡人均收入增长率对居民消费率建立模型进行实证分
析。回归结果表明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和城镇居民收入的增
加确实引起了居民消费率的下降, 从模型系数看, 收入分配
差距的扩大又明显比收入增长对消费率的下降作用要大。βτ

有学者认为城乡收入差距对有效总需求有重要影响。在
二元经济结构中, 由于农业生产技术落后, 农业的资本有机
构成大大低于工业, 也就是说, 农业劳动力人均占用的固定
资本额大大低于工业。这样, 同样价值的工业品与农产品相
交换, 出卖工业品的一方获得的收入较多。所以, 在城乡产品
交换过程中, 农民是吃亏的。这就在农民和城镇居民之间产
生了收入差距 (在这里, 我们把因垄断、集体化而产生的价格
剪刀差扩大问题撇开不谈)。从城镇居民的角度看, 城乡收入
差距刺激了工业品相对于农产品的过剩供给, 间接导致工业
品过剩; 从农民的角度看, 工业品过剩表现为城镇可以轻松
地买下与工业品价值相等的农产品, 而农村则无力购买与农
产品价值相等的工业品, 即城乡收入差距直接导致了工业品
的过剩。这使农村居民对城镇工业品的需求, 低于城镇居民
对农产品的需求。而由于二元经济结构中资本有机构成的差
异, 这种差额不但不能提高农民收入, 反而使农民在收入分
配中的地位更加恶化, 从而进一步加剧上述需求差额, 使城
镇工业品的实现变得更加困难, 有效需求不足。χκ

21 收入差距的正负效应
有学者认为我国现阶段在质上存在两种不同的收入差

距, 其发生的效应也根本不同。一种是伴随改革的深化, 实行
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体制, 并允许一部分人
先富带后富, 逐步拉开社会成员的收入差距。这种收入差距
能通过激励和推动效应、先富带后富效应、兼顾公平和稳定
社会效应等途径对经济发展、社会稳定起着积极的推动与促
进的效应。另一种是由于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制度、法规的
不完善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 出现的非法非正常收入所导致
的收入差距。这种收入差距通过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公平
竞争、伤害诚实劳动者积极主动性、滋生不公平感和不满情
绪的负效率效应、反公正反公平效应、贫富悬殊效应等负效
应对经济发展、社会稳定起着消极的负面效应。χλ

五、关于政府调节居民收入差距应采取的政策

在政府调节收入差距的政策建议方面, 有学者认为应采
取多种手段: (1) 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 如打破行业垄
断、建立平等竞争自由流动的统一开放的劳动力市场、完善
市场规则、培养市场竞争主体等。(2)发挥政府政策制度的调
节作用, 如制订扶贫性质的区域经济政策、实行城乡平衡发
展战略、完善税收制度、建立社会保障体系、改革工资制度、
提供教育服务和教育改革等。(3)发挥第三种力量 (非市场非
政府组织)的调节作用, 如各种基金会、慈善组织、民间团体
等。χµ

近年来, 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又出现了一些有新意
的观点。

11 关于政府调节居民收入差距的原则。有学者提出:
(1) 政府调节居民收入差距的目标是双重的, 即既要促进居
民之间在经济上的平等, 也要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如果认
为经济平等是政府调节居民收入差距的唯一目标, 就会使平
等目标与效率目标对立起来, 这样, 要么会只考虑居民之间
的经济平等而过度地消减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 要么因为要
提高经济效率而放弃对居民收入的积极调节。 (2) 政府调节
居民收入差距既需要机会平等, 也需要结果的平等。(3)政府
调节只能以相对平等为目标, 实现相对平等。因此, 如果现实

中存在严重的不平等, 政府则应进行较大程度的调节, 如果
现实中的不平等程度较轻, 则政府只需进行微调。(4)平等与
效率并不必然是相互替代的关系, 绝对平等与效率是相互替
代的, 但相对平等与效率则不是相互替代的关系。因此, 不要
担心政府采取促进平等的政策会损害效率, 所应重视的是把
握好调节的度。 (5) 平均分配 (绝对平等) 和绝对不平等都会
对经济效率造成损害, 因此政府既不能对收入差距的扩大听
之任之, 也不能过度消减居民收入差距, 以至于造成绝对平
等的局面, 而应对收入差距进行调节, 同时把调节控制在一
定的幅度内, 形成适度收入差距的局面。(6)政府调节居民收
入差距所运用的合理的、唯一具有现实性的政策选择效率优
先、兼顾平等, 且在总原则不变的情况进行相机抉择。χν

21 缩小区位优势, 改革户籍和土地使用制度。有学者指
出对于由区位和地租制度不合理的因素带来的居民收入差
距, 应该采取如下措施: (1) 适当放松户籍和人口流动限制,

增强人们在城乡、地区之间的流动。 (2) 对土地实行有偿使
用, 并根据土地的级差生产力和区位优势的不同收取不同的
使用费。该使用费 (地租) 归国家财政所有, 由国家财政调配
使用。(3)加快各地区和城乡之间公路、铁路、航空、水运等交
通及其他基础设施建设, 使区位优势差距缩小, 从而可以缩
小由超额利润不合理分配带来的收入差距。χο

31 进行农业结构调整, 增加农民收入, 实现城乡经济的
协调发展。针对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有学者提出应采取
如下对策: (1) 加速城市化是解决农村和农民问题的根本出
路。城市化是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城市中人口、资金、技术、
信息等要素高度集中, 交通便利, 基础设施利用率高, 规模效
益明显。快速城市化才能大规模增加公用设施的投资和建设
规模, 带动一大批相关产业的发展。城市是区域经济增长的
核心, 城市化不仅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 而且为
农村经济提供市场, 通过积聚和辐射作用带动农村经济发
展, 缩小城乡差别, 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2)进行结构调整,

推动乡镇企业二次创业, 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乡镇企业发展
要同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结合起来, 强化其为农业产前产后
服务的功能; 乡镇企业发展要同城市化进程统一起来, 相互
配合, 相辅相成。 (3)有计划、有组织的转移农村劳动力。 (4)

在农村发展非农产业, 提高农产品加工深度。 (5) 面向市场,

调整农业结构, 发展优质高效的现代农业。 (6) 采取坚决措
施, 减轻农民负担。χπ另外, 控制农村人口过快的增长也很必
要。在家庭所得收入已定的条件下, 家庭人口规模的大小直
接影响到家庭中的人均收入水平。目前, 我国农村居民家庭
人口多于城镇居民家庭, 而且农村人口的增长速度快于城镇
人口的增长速度, 因此, 要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必须采取
多种措施控制农村人口的过快增长, 提高农村人口的素质,

逐步缩小农村居民家庭的人口规模。χθ

41 消除或放松经济管制, 促进行业间的竞争, 减小行业
间的收入差距。有学者认为垄断行业的高度垄断依靠的是严
格的经济管制制度提供的保护, 要解决垄断行业职工收入过
高的问题, 就必须改革经济管制制度。政府应该放弃对部分
行业的管制, 特别是要放弃对垄断行业投资的管制制度, 放
松对部分行业的管制, 同时改革管制方式, 建立起公平竞争
的机制, 从而消除或减轻行业之间的非公平交易, 缩小垄断
行业与非垄断行业职工之间的收入差距。χρ

51 在住房、医疗和子女教育等方面建立对贫困家庭的社
会救助体系。对贫困家庭的社会救助体系, 包括政府举办和
社会组织承办两类, 他们的侧重点应有所不同, 政府主要负
责向贫困家庭提供廉价租房, 按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发放最低生活费, 在部分公立大学设立专项奖学金资助贫困
学生完成学业等。社会组织则通过个人特别是富人的捐赠,

建立面向贫困人口的专科医院, 或资助公立医院设立专门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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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贫困人口的病区等; 同时还应建立面向贫困家庭子女的奖
学金, 资助贫困学生完成学业, 并鼓励贫困学生在获得稳定
收入后积极向非营利机构捐款。χσ

61 完善转移支付制度。转移支付是经济的“自动稳定
器”, 通过政府对低收入者进行直接的财富转移, 实现收入的
再分配, 可以起到缩小贫富差距的作用。利用转移支付 (社会
保障+ 价格补贴) 在 GD P 的比例分别对居民消费率和城镇
居民基尼系数进行回归分析, 结果得出转移支付占 GD P 的
比例与居民消费率正相关, 与城镇居民基尼系数负相关, 即
增加转移支付可以起到减小收入分配差距并增加居民消费
需求的作用。目前, 我国转移支付水平极低, 并且占 GD P 的
比例还呈逐年下滑之势, 1999 年转移支付 (社会保障+ 价格
补贴)仅占 GD P 的 1. 1% , 而 20 世纪 90 年代初, 美国仅社会
保障支出就占财政支出的 30% 左右, 德国则达到 50%。我国
转移支付水平不足与我国转移支付经费来源不足有关。转移
支付的来源是社会保障税以及累进的个人所得税、遗产税、
赠予税等。我国要在加强对个人所得税的征管力度的同时,

应尽快开征遗产税、赠予税和财产税等税种, 为转移支付提
供稳定的收入来源。χτ

71 加强法制建设, 运用法律手段规范分配行为。法律对
个人收入分配的调节具体表现在立法调节和司法调节两个
方面。(1)立法对个人收入分配的调节主要包括工资立法、最
低工资立法、公务员工资立法、各种社会保障立法等。针对当
前个人收入立法不健全不完善问题, 今后应采取积极稳妥的
措施, 加快立法步伐。 (2)司法是法律实施的保障。收入分配
司法主要是监督检查收入分配方面已制定法律法规的执行
情况, 解决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中发生的争议, 调解裁决有
关案件。有人认为针对个人收入分配方面存在的问题, 当前
收入分配司法的重点应是打击和取缔非法收入。从执法的角
度看, 当前我们对经济领域内的犯罪打击过轻, 这不利于遏
制非法收入的滋生。从监督的角度看, 当前应健全分配监督
体制, 在加强国家对个人收入监督的同时, 动员社会各个方
面对个人分配活动实行监督, 形成包括国家监督、社会监督、
群众监督和党的监督的、上下联动的分配监督体制。δ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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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闭幕式上的讲话:《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 团结一致向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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