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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收入差距也呈现逐渐扩大趋势。

“九五”期间，居民之间、行业之间、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较快，成为一个日益引起社会关注的热

点问题。 权据江泽民同志关于如何认识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实践过程对人的思想的影响这一指示，有必要从理

论和实践相联系的角度，对我国收入差距扩大化作深入分析．给出合理的觯释和相关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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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中国收入差距扩大的实际状况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中国收入差距呈现加速扩大的态势，这不仅

表现在城镇居民之间，也突出地表现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收入差距的加速扩大。

经济学中衡量收入分配差距的基本工具是基尼系数。 基尼系数越大，收入差距就越大。

根据国际一般标准，基尼系数在 0.2 以下表示收入绝对平均；在 0.4 以上表示收入绝对不平

均。 据测算，我国居民个人收入的基尼系数］ 996 年为 0.424, 1997 年为 0.425, 1998 年为

0.456（刘文斌，2000)，已进入绝对不平均区间·且有逐年扩大和加速之势 据统计，到 1999 年

末，我国居民金融资产达到 84940 亿元。 其中储蓄存款 59622 亿元，债券 8984 亿元，居民手持

现金 5717 亿元，股票及其他股权 4900 亿元．保险准备金 5717 亿元 约 6 万亿元储蓄存款，全

国人均可摊到 5000 元。 但在 6 万亿元存款中立0 ％的高收入者拥有了 80%，即4.8 万亿元；

而 80％的人口只拥有 20%，即1. 2 万亿元。 另据资料．中国目前最富裕的 20 ％家庭的收入占

有社会全部家庭收入的 50.24% ；而最贫穷的 20 ％家庭的收入仅占有社会全部家庭收入的

4. 27%。 我国现在仍有约 5000 万人口没有解决温饱问题（夏若江， 2000)。

收入差距扩大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城乡居民之间收入差距扩大。 199fi- 1998 年我国城

镇居民人均收入分别为 4840 元、5160 元和 5425 元：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 1926 元 、

2090 元和 2161 元。 城镇居民收入分别 是农村居民收入的 2.52 倍 、 2.47 倍和 2. 51 倍。 按国

际一般情况，当经济发展水平在人均 GDP800— 1000 美元阶段令其他国家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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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上是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 1.7 倍（刘文斌，2000) 。 另据国家统计局资料，自 1997 年以来，我

国农民收入增长速度连年下滑。 1997 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速度是 4.6% 、比上年

下降了 4.4 个百分点。 1998 年增长速度回落到 4. 3%, 1999 年进 一步回落到 3.8% 。 2000 年

上半年农民现金收入只增长了 1.8%，预计全年增长速度可能继续低于上年（见表 1) 。

表） 城乡居民收入与消费(1978-1999) 单位：元人，％

年份
农民人均 相当千城市居 农民人均生 相当于城市 农民消 城市居民

纯收入 民可支配收入 活费支出 居民消费支出 费倾向 消费倾向

1978 133. 6 42.3 116.06 0.87 

1985 397.6 53.8 317.42 47. 15 0. 80 0.91 

1990 686. 3 45.4 584.63 45. 71 0.85 0.85 

1995 1577. 7 36.8 1310.% 37.04 0. 83 0.8� 

1996 19261 39.8 1572.08 40. 11 0.82 0. 81

1997 2090. 1 40.5 1617. 15 38.64 0. 77 0.81 

1998 2162.0 39.9 1590.00 o. 74 

1999 2210.0 37.8 1577. 00 o. 71 

资料来源：课题组：《增加农民收人，推动经济回升》．《中国证券报》2000年8月3日。

另外，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存在扩大趋势 1998 年东部地区城镇居民收入最高的省份

相当于西部地区收入最低省份的 2.25 倍。 用反映地区收入差距的威尔逊系数来衡量，1995

年这一系数为 0.46,1998 年上升到 o. 57（刘文斌，2000)。

二、收入差距扩大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

国民收入分配是一个宏观经济学概念，表述居民、企业、政府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和分配

关系。 国民收入分配与居民可支配收入、企业税后收入、政府财政收入、国民储蓄、居民储蓄、

消费、投资等宏观经济变量密切相关，因此对国民经济运行发生重要影响 更为深刻的是．国

民收入分配格局是社会经济利益关系的体现，因此它又与生产关系及整个牛产方式的变革相

联系。 事实上，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从分配格局的变化开始启动的；而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

过程及国民经济的运行质量也是与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相互影响的。 所以，从收入分配格局

变化的角度，可以从深层次把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济利益关系的变化，从本质上说明经

济体制改革所代表的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以及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所在。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1978-1998 年期间的GDP年平均增长率达 16. 69% （根据《 1999 中

国统计年鉴》有关数据计算）。 这一高增长率是与高的居民储蓄率相关的；而高的居民储蓄率

又是与收入增长相关。 据统计，1978 年中国居民的实际收人（实际值为 1978 年价格）是 1962

亿元，1997 年是 14087 亿元，增长 6.18 倍。 1978 年．居民储蓄对GDP的比率为 5.6%.1997 

年这一比率上升为 17. 4%。 1978 年．居民储蓄占国民储蓄的比重为 14.7%,1997 年这一比重

为 42. 5%。 另据统计，从 1980 年到 1999 年．居民储蓄存款增长了 148.24 倍，名义的平均增

长率为 30. 14% ，远高千其他存款种类的增长 国民储蓄的这种结构件变化正是由经济增长

而引致的居民收入水平提高的直接反映．居民储蓄日益成为国民储蓄的主要部分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展开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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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产与分配、积累与消费关系上，改变了计划经济时期的重生产、轻分配、重积累、轻消费的

不合理做法，将新增国民收入的大部分用千提高个人收入，使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从政府——企

业、事业单位—一居民序列转变成居民－�企业、事业单位——政府序列。 这一分配格局的变

化反映了社会经济利益关系的重大调整，深刻表明了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转变以及对社会

主义生产目的的重新认定。

据统计， 从1978年到1991年，政府、 单位、个人的最终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构成

中， 政府收人比重从31. 6％下降到14.0%， 下降了17.6个百分点；个人收入比重从50.5％上

升到65.4%，上升了14.9个百分点； 单位收入比重从17. 9％上升到20.6%，上升了2.7个百

分点。 另据统计，1992年，政府、企业、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21. 0%、12. 7%、66. 3%； 到1998年，这一比例分别是21.9%、11.4%、66.7%。 在这一宏观分

配格局中，居民的收入份额基本稳定，维持在66％以上·说明居民收入占宏观分配主要份额的

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巳成为一种常态，居民收入总董已不成为收入分配关系中的主要矛盾。

另据资料，“九五
”

计划期间，城镇居民收入年平均增长为5. 6%， 农村居民为5.4%。 1999

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5854元，比1995年增长1571元；农民人均纯收入为2210

元，比1995年增加632元。 1999年，城镇居民消费水平达到6651元，比1995年增加1777元；

衣村居民消费水平1973元．比1995年增加539元。 收入增长使得我国 人民生活水平逐年提

高。 联合国粮农组织用恩格尔系数作为判定生活发展阶段的一般标准：60％以上为贫困；50%

-60％为温饱；40%-50％为小康；40％以下为富裕。 目前欧美等发达国家的恩格尔系数一般

为20%-30%。 我国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1990年为54. 2%, 1995年为49.9%, 1999年为

41. 9%。 1999年，衣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为52. 6%，比1995年降低6个百分点。

以上数据和分析表明， 收入分配关系的变化与社会经济的发展是有内在联系的。 社会经

济发展引致收入水平提高，进而引起收入分配格局和国民储蓄格局的变化。 收入分配向个人

倾斜， 国民储蓄以居民储蓄为主体，不仅反映了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 同时也构成收入差

距扩大的重要经济条件。

三、收入差距扩大与分配理论转变的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 的分配理论和分配方式经历了从单一的按劳分配， 到按劳分配为主、

其他分配方式为辅，再到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的演变过程。 改变了计划经济时期以

行政手段为主的平均主义分配管理体制， 引入了市场经济的激励和竞争机制，特别是按要素分

配的观念的确立，使生产要素市场的供求关系逐渐成为个人收入分配的基础性调节机制。 经

过 这种理论、观念、 方式的变革．我国居民收入来源呈现多元化，收入差距也逐渐扩大。

收入分配是追求平均主义，还是允许有差距，首先涉及的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公平与效率问

题。 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允许 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 一 部分工人、衣民， 由于辛勤努力， 成绩

大而收入先多起来，生活先好起来的政策，正是为了通过有效的激励， 提高生产活动和经济活

动的效率。 事实表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政策，鼓励先进，强调竞争．有利于激发人们的主

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

化事业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前，城镇居民之间和农村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是相当小的。 据国家统计局的

估计，1978年中国城镇基尼系数是0. 16 ，衣村基尼系数是0.21。 这种由平均主义分配体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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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的收入差距趋小化严重压抑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和创新意愿，而且掩盖了许多实际上

的不平等分配现象。 改革开放以后，城镇基尼系数从 1978 年的 0. 16 上升到 1995 年 0. 34，上

升了 60 ％左右。 研究表明．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主要原因是农村经济的持续发展，

尤其是农村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 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既有经济长期高速发展的原

因，又有经济体制改革所导致的奖惩机制的建立和收入来源多样化等原因。 由千切实贯彻了

按劳分配原则，改变了干多干少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的
”

奖懒罚勤
＂

的绝对平均主义做法，

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和创新意愿，使得不同能力的劳动者获得了不同的收

入；由于财富和生产要素也作为分配依据，所以财富收入和要素收入越来越成为个人收入的重

要部分，使得有财富优势和要素优势的个人可以获得更高的收入。 此外，有研究表明，受教育

程度的高低也成为影响个人收入水平的重要因素，受过大学以上教育的居民的收入明显高于

未受过高等教育居民的收入。 人力资本对收入分配的影响还表现在专业技术人员与一般工人

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 据资料，在工资函数中，专业技术人员变昼的估计值与一般工人的比率

由 1988 年的 0.094 上升到 1995 年的 o. 168。

1997 年 12 月，中共十五大报告提出，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坚持效率

优先、兼顾公平，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发展，保持社会稳定。 依法保护合法收入．允

许和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

收益分配。 1998 年 12 月，江泽民同志在纪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2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中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决定了我国必须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

种分配方式。 要把按劳分配、劳动所得，同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结

合起来，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两级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 允许

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并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和其他群众，

最终达到全国各地区的普遍繁荣和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这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一个大政

策。 它符合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要求，是社会主义优越性在经济上的重要体现。

从邓小平的
“

先富起来
“

政策到江泽民的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的政策，鲜明地体

现了
＂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

的原则。 中国的实践证明，从平均主义的公平观到效率优先的公平

观是一种历史的进步。 平均主义其实是分配上的不公平，它排斥因个人能力不同和要素生产

率不同所要求的合理的收入差别，扼杀了劳动者的积极性，抑制了经济活动效率的提高。 效率

优先的公平观并不追求分配结果的平均化．而是强调不同能力、不同生产率作为收入分配的依

据，允许合理范围内的收入差距的存在。 效率优先，就是要通过收入增加的激励，提高经济活

动的效率，增加社会财富，增大社会福利。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效率优先不仅表现为
“

多劳多

得
“

，更重要的是表现为资源的优化配置。 经济资源、生产要素的流动是为了追求更高的报口心

由市场竞争法则所规定，要获得高报酬．就必须提高效率。 所以，经济资源、生产要素流向报酬

高的地方，同时也就是配置在效率更高的使用上。 在这样一种机制下，社会经济活动的效率得

以提高，社会财富得以增长。 但是，效率优先的分配机制会引致收入差距扩大，甚至会引起贫

富两级分化，这又是与社会主义原则相违背的 为了防止收入差距过分扩大而引起两级分化，

又必须
＂

兼顾公平
＂

，即政府运用经济手段对收入分配进行调节，使贫富差别不致于过分悬殊。

四、收入差距扩大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收入差距扩大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主要是分析收入差距扩大对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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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 现在经济学界有许多观点认为收入差距扩大抑制了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是总需求不足

的根本原因。 例如有学者提出，收入差距日益拉大，平均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逐渐下降，

制约了消费需求的增加。 而消费需求不足又制约了投资需求的增加。 因此，收入差距扩大是

导致有效需求或总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刘文斌，2000；宾建成，1999；康静萍，2000)。 我认为

这种分析在理论上不甚准确。 根据绝对收入理论，消费是收入的递增函数。 当收入增加时，消

费也随之增加，但消费增加的幅度要小于收入增加的幅度，即当收入水平提高时，平均消费倾

向趋千下降，平均储蓄倾向趋于上升。 也就是说，收入越多，平均消费倾向越低，但这并不意味

着消费绝对量的减少，消费绝对董是随着收入水平的上升而待续增加的。 所以．平均消费倾向

下降并不是由收入差距扩大所引致的，而是由收入水平上升所引致的；平均消费倾向下降也不

与消费需求下降相联系，相反倒是与消费需求绝对量增加相对应的。 其实，与实际消费水平有

更直接联系的是边际消费倾向（指在收入增量中消费增董所占的比例）。 当收入增加时，收入

增量中的多大份额用于增加消费，决定了消费需求有多大幅度的增长。 而边际消费倾向与可

支配收入绝对水平和财富持有绝对水平正相关 c 另外，影响边际消费倾向的主要因素并不是

收入差距，而是收入水平及收入预期、消费习惯等等，收入差距只是通过收入预期对边际消费

倾向发挥一些间接影响。 具体说，收入差距扩大使相对低收入阶层的收入预期趋于悲观，导致

其边际消费倾向下降。 但影响收入预期的因素是复杂多样的，收入差距对其的影响只是间接

的、不确定的。 一般说，收入差距扩大并不直接引致社会总体消费水平下降，它只会引起消费

结构的变 化。 199 3年到1998年，全国居民 消 费水 平 （绝对 数）各年增长率为 24.39%、

31. 18%、28.0 6%、 18.11%、7. 31%、 4.87%。 同期农村居 民 人 均纯收 入 各年增 长率为

17. 54%、32.49%、29.21%、22.08%、8.51%、3.44%；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各年增长率为

27. 81%、3 5. 65%、22. 50%、12.98%、6. 64%、5.1 3%。 可见，居民消费水平增长率下降是由收

入增长率下降所引起的，而收入增长率下降主要是与经济增长率下降相联系的。 199 3一1999

年，各年的 经济增长率（按当年价格计算）分别是30.02%、35.01%、25.06%、16.09%、

9. 69%、6.62%。

收入差距扩大也不直接对投资需求形成抑制。 富裕阶层的平均消费倾向较低，平均储蓄

倾向较 高。 高收入阶层的储蓄一般不会出于预防性动机，因此，这部分储蓄大部分可以用于投

资。 事实上，根据库兹涅茨的倒u模型和刘易斯的两部门模型，在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收人

差距扩大与经济增长是正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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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逐步缩小的规律性变化趋势。 这种理论在相当程度上

可以被经验所证实。 我国改革开放前后经济增长与基尼系数的比较也可以证明这一理论。 库

兹涅茨认为经济增长是储蓄和积累的函数。 收入差距扩大使得储蓄集中并加速积累，从而使

投资规模扩大，推动经济进一步增长。 刘易斯将经济分为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经济增长取决

于现代部门的持续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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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被现代部门吸收。 随着现代部门的扩张和经济的增

长，收入分配状况也逐渐改善。

但是，如果持续增长的储蓄不能顺利转化为投资，宏观经济流程就会受到梗阻。 从市场经

济要求看，要使储蓄顺利转化为投资，必须具备三个基本条件： 一是对经济有乐观的预期；二是

要有一个运作规范、高效率的资本市场；三是要有严格保护财产权的法律制度。 如果这三个条

件不具备，富裕阶层的储蓄就不能顺利转化为投资，这些储蓄或是积淀在银行系统，或是流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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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 这就是我国近几年在高储蓄率条件下发生投资需求不足和资本短缺并存的原因。 这种

情况在20 世纪90年代末显得日益突出，因为一则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大幅度增加．二则经济中

的投资结构发生了重要变化。 1998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28406.2亿元，国有经济投资

15369.3亿元，占全部投资额的54.11%，另有45.89％是非国有经济投资（根据八999 中国统

计年鉴》有关数据计算）。 非国有经济投资占了全部固定资产投资的将近50%，对GDP的贡

献率在60％以上。 这部分投资所遵循的是市场经济原则。 而且，随着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逐

渐展开，国有经济投资也越来越市场化。 所以，全社会的投资需求越来越依赖于上述的市场条

件和制度条件。 从我国情况看．这些市场条件和制度条件的供给仍是短缺的．尤其是严格保护

财产权的立法和执法滞后．严重压抑了非国有经济投资的增长。

以上分析说明，收入差距扩大并不直接引致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下降，因而与经济增长下

降也不直接关联。 解决目前宏观经济难题的关键环节应是打通储蓄顺利转化为投资的梗阻，

使投资需求增加。 投资增加会推动经济增长，经济增长能提高绝对收入水平，收入水平提高进

而带动消费水平上升，使整个经济进入景气循环。

五、收入差距扩大化的政策治理

收入差距扩大虽然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必然现象，且具有激励效率、促进增长的积极意

义，但也不能一概而论。 首先，收入增加的手段要正当，要通过诚实的劳动和经营致富。 如果

是凭借不公平的竞争条件和不正当的经营手段获取不合理的收入，甚至以权谋私、权钱交易、

侵吞国有资产而致富，则会危及社会和经济的正常发展。 其次，过分悬殊的收入差距会引致两

极分化，影响社会秩序的稳定。 我国现在的收入差距加速扩大，基尼系数已超过了世界上其他

同等发展阶段的国家，因此有必要进行某种治理。

江泽民同志在1997年9月12日所作的《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的报告中以及1998年12月18日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召开二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高度概括地提出了我国现阶段收入分配原则及治理方针。 在

收入分配上，要完善 分配结构和分配方式。 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

要把按劳分配、劳动所得 ，同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结合起来．坚持效

率优先，兼顾公平，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发展．保持社会稳定。 另一方面，要取缔非

法收入．对侵吞公有财产和因偷税漏税、权钱交易等非法手段牟取利益的，坚持依法惩处。 整

顿不合理收入双t凭借行业垄断和某些特殊条件获得个人额外收入的．必须纠正 调节过高收

入，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开征遗产税等新税种。 规范收入分配，使收入差距趋于合理，防止两极

分化。

根据这一原则和方针，对我国收入差距扩大化的政策治理提出以下思路。

1. 要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对收入差距扩大化要有科学的认识。 奉行效率优

先，必然会产生收入差距；而收入差距的激励又会进一步促进资源配置和使用上的高效率，推

动经济增长。 所以，从经济增长的规律看，一定阶段、一定程度的收入差距扩大是经济增长的

必要条件和必然结果。 从我国改革开放20多年的社会经济变化看，收入差距扩大与经济增长

确实存在着正相关的关系。 如果没有以收入分配为表象的利益关系和分配关系的调整，中国

经济的长期持续增长是不可能的。 既然收入差距扩大在根本上是与经济发展过程相联系的．

那么，缩小收入差距的根本办法是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遵循市场经济规律，通过生产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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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劳动、技术等）的自由流动，形成全国统一市场，提高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 而这同时

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育成熟过程。

2. 建立健全财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合法收入。 一个经济的长期增长需要有财富和储

蓄积累的支持，而财富和储蓄的积累来自于社会富裕阶层的形成和扩大。 在收入正当的前提

下，富裕阶层越大越好，这也符合社会主义生产的本质和目的。 中国有着长期的小农经济平均

主义的社会心理和文化观念的积淀，平均主义浪潮很容易冲刷掉财富和储蓄的积累，使经济增

长难以达到
｀

起飞
＂

的临界点，进入不了持续稳定增长的轨道。 所以，应当在理论上、文化上合

理解释靠合法收入致富的富裕阶层的社会功能，并在制度上切实有效地保护所有公民的财产

权。 这是建设一个民主、富强国家的基础条件。

3. 为防止收入差距过分扩大而引致严重的两极分化，政府应透过有效的宏观调控合理调

节全社会的分配关系和分配格局，用经济手段适当限制过高收入，提高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和福

利。 在适当限制过高收入方面，主要是运用合理有效的税收工具，使高收入者的可支配收入适

当降低。 此项操作的要点一是调节手段一定要是经济性的，透明度要高，要合法而规范；二是

调节力度要适度．因为维持一个靠合法收入致富的高收入阶层对经济、社会的发展是有利的。

在提高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和福利方面，主要是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保证低

收入阶层的基本生活条件并努力提高其收入和福利，将贫富差距限制在一定范围内，保漳社会

的稳定和安全。

4. 依靠法制来治理以不正当或非法手段（包括权钱交易、不公平竞争、不正当经营等）攫

取财富的行为。 第一．通过深化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加强廉政建设，减少
＂

权钱交易
”

和

寻租活动的空间；第二，进一步完善打击经济犯罪的法律法规，并提高执法效率，取缔非法收

入；第三，制定反垄断法，打破行业垄断（包括自然垄断和行政垄断），整顿不合理的垄断收入，

构建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要达到收入公平．首先要求机会公平｀即市场主体在同一起点上开

展公平、公正、公开的竞争。 公平竞争是市场机制的灵魂，是市场经济的效率源泉。 公平竞争

的市场环境不仅是收入公平的重要条件，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能否建立的重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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