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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分化、制众僮谛马外未的挑战

魏风春
（南开大学经济系，天津 300071)

摘 要：偏重于效率的经济改革导致了收入分化的加剧，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中国目前制度僵滞的状态。
在不同利益集团的博弈过程中，短期内富人集团不会主动放弃既得利益，但从长期内可能出现的公共悲剧的结
果来看，富人集团不得不改变现存的规则。富人集团内部的博弈由于投票权的不明确以及惩罚和激励的不完备
而不得不借助于政府力量的推动。由于短期内政府受富人集团的影响较大、政府管制的加强和寻租活动的广泛
存在，政府对收入分化的政策可能会因为对所有制的歧视而发生“厨房的悲剧”，同时财政支出的刚性特征也制
约着税制改革，个人所得税和转移支付制度这一公平分配的工具难以施展。在外部的竞争压力下，较长时期内，
中国制度的僵滞状态可能会打破，从而在市场化扩大的过程中穷人与富人的谈判更加对等，收入分化加剧的趋
势将会得到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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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和效率是切蛋糕和做蛋糕的关系，中国20年的市场化进程，坚持的是先把蛋糕做大的
策略。 如果说市场化是以资源配置优化为终极目标的话，这应该是最优的选择。福利经济和新
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表明，市场的不完备决定了以帕累托最优为目标的市场化是一种理想化的行
为，收入分配对经济效率的影响至关重要。 许多学者对中国20年来收入分配研究的结论是中国
收入分化严重。 以此为前提，本文旨在分析收入分化与制度变迁周期的关系，阐明当内部制度陷
入僵滞状态时，外部冲击对收入分化调整以及提升整个社会福利水平的作用机理。

一、收入分化现状及公平与效率的替代关系

一般来说，收入分化程度主要由两个指标来说明： 一是基尼系数，二是财富（金融资产）的集

中程度。 虽然二者在使用上还存在着需要进一步完善之处，但是它基本上可以反映市场化初期
中国收入的分化程度。(1)基尼系数总体呈上升趋势，表明收入分化在加剧。 从 1980 年的 o. 32

上升到 1999年的 0.4164，升幅达 30.13%。 基尼系数变动还具有阶段性特点，1984 年后一直稳

步上升，1990 — 1994年间快速增加，1994 年达到顶点 1995 —1997年略有下降，1998 年后又开始

回升（毕先萍，2002)。（2)从拥有金融资产的规模来看，城乡家庭可以分为四个层次，其中，第一

层次和第四层次的金融资产差距，户均相差 360. 2 倍，人均相差 371. 0 倍（刘福恒，2001) ，进而推
论，城镇的富裕阶层和贫困阶层的金融资产差距，户均相差 31.2 倍，人均相差 30.9 倍气

据此，可简单地描述目前公平与效率的一般关系，在此隐含着三个假定：第一，公平与效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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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不可兼得；第二，中国目前的收入分化尚未达到完全恶化的地步；第三，此处的公平并不是指机

会的均等，而是指结果的均等，因为收入分化问题关注更多的是结果。一般认为，公平与效率是
一组替代品，这是指收入分化程度并没有达到极端的状态。若收入分化极度恶化，二者则是一组

互补的关系。在公平与效率关系处理不恰当的时候，等福利线处于较低的水平，如果对二者的关

系施行制度改进，则会使等福利线向右偏移，从而社会的总体福利水平得以提高（见图1)。

图1中，lo, 11、I2分别表示不同的等福利线。其中山是

目前的形态，表现为牺牲公平， 保证效率的取向，此时，二者
还是相互替代的关系，不过是公平对效率的边际替代率大于
1而已。l1描述的是收入分化处于极端的状况，无论是走向

哪一个极端，都表现为一种互补的关系，社会福利受到极大

的损害，呈现出偏向效率的趋势。l2是对当前收入分配不当

效率X 进行有效的制度调整后的等福利线，公平对效率的边际替代

率下降，社会分化程度减轻，等福利线向右偏移，社会总福利
图1 公平与效率关系图 增加。理想化的政策选择是，采取措施，尽量使等福利线由

最初的I。向l2移动，并防止滑向福利水平恶化的I!。而现实往往正好相反，等福利线正越来越

快地与后者的变动相耦合，反映出该曲线保持理想化的右移状态还存在着巨大的制度障碍。

Y

公
平

二、收入分化与制度僵滞

制度变迁由制度僵滞、制度创新和制度均衡三个阶段组成。中国的渐进性改革经历了上述
三个阶段，并重新进入了制度僵滞阶段。程虹(2001)认为，现时期中国具有制度僵滞阶段所共有
的一些特征气在这一时期，社会对创新的愿望远低于在现有社会分配中去争取更大份额的愿

望，也就是创新成本太大，人们缺乏创新的愿望，也很少有获得创新收益的可能。人们不是努力

去寻求创新的机会，而是追求社会分配中更大的份额。形成制度僵滞的原因很多，如交易规则的

不完善、政府的行政干预的过多等，其中收入分化严重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一个例证就是近
期的消费不足。收入决定了消费，收入的分化又造成了消费断层，消费决定着投资，需求低迷决

定了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社会的福利曲线左移。推动制度变迁的动力是潜在收益与成本的比

较，当潜在利润的不足降低了创新的动力时，制度便陷入了僵滞状态。

收入分配的重新划分是打破这一僵滞状态的路径之一。这里借用一个基本的博弈模型，分

析在没有外部冲击的背景下打破这一状态的可能性。基本假设：（1）社会分为两大集团，富人集
团与穷人集团；（2 ）富人集团属于小集团，穷人集团属于大集团；（3）集团与集团之间、 不同集团内

部都存在着博弈；（4）政府行为短期内受富人集团策略影响较大，长期内由穷人集团决定；（5）不

存在国际化的制度竞争。博弈的全过程如下：

1. 不同集团之间的博弈

利益集团是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由个入组成并采取集体行动的组织。在此假定，同
一利益集团有着共同的行为准则和目标。富人集团属于强势集团，与穷人集团相比较，存在着交

易成本、行动、信息等方面的优势，在与弱势集团的智猪博弈中处于谈判的优势地位。同时，由于

富人集团人数少，属于小集团，因而“

具有较强的组织集体行动的能力” （奥尔森，1997)。相反，穷

人集团由于人数众多，属于大集团，组织成本太高，难以较快地采取一致的行动。在短期内，依靠

与富人集团谈判达到收入均分的目的是不现实的。从中国的改革进程看，在改革初期，由于资源

配置极其不合理，要素的重新配置只会增加全体国民的福利，效率的提升对公平没有很大的影

响，制度由人民公社时期的僵滞走向创新。随着资源配置的逐步优化，帕累托改进使得增加一个
人的福利必然要求减少另 一人的福利。收入分化问题的解决实质上就是

“

杀富济贫“，而要求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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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主动分割自己的利益是与理性人的假设不相符合的气

但是，公平对效率的替代关系表明，如果富人集团无视穷人集团福利的进一步恶化的现状，

可能造成公共的悲剧。 当穷人采取集体行动的边际成本接近于零时，穷入集团与富人集团的谈

判不再依赖于市场的规则，而转变为游离于土地、资本和劳动力之外的强取了。 历史上农民起义

即是明证。 另一方面，小型集团迅速地组织集体行动这一优势随着社会稳定时间的延长而递减。

从长期来看，穷人集团在与富人集团的博弈过程中，优势地位逐步明显，在稳定的社会中是如此，

在一个动荡的时期更是如此。 因此，出千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富人集团会在一个制度稳定的框架

内做出一些让步，而穷人集团也会在市场化扩大的同时，增强自身的谈判能力，从而，收入分配的

改变有助千打破制度僵滞的状态。 前者的让步取决于富人集团内部的博弈，而后者谈判能力的

增强主要表现为在要索分配中原始占有的增加。 穷人集团的博弈因其人数的众多而面临巨大的

组织成本与微小的个人收益之间的冲突，选择性激励难以做到，再加上普遍的搭便车现象，因此

本文在此不对穷人集团内部的博弈做进一步的分析，而将重点放在富人集团内部的利益分配上。
2. 富人集团内部博弈

虽然，根据Robert Axelrod创建的多次重复的囚徒困境模型，富入集团与穷人集团都采取

合作态度（投桃报李），困境便可以突破。 但是，只有在制度长期稳定的条件下二者才可能合作。

目前中国的收入分化已经对制度稳定造成了严重的冲击，问题的解决需要一个短期内有效的措

施。 这依赖千富人集团内部的谈判。 出于长远的考虑，富人集团为了避免由于穷人集团的“无

理“行为而形成的双败局面，应该主动地放弃部分权利而将之转移到穷人手中。 但这未必是富人

集团的一致行为，因为个入理性是集体行动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在这个集团内部仍然存

在着搭便车现象。 为了达到集体行动的一致，富人集团内部需要进行谈判。

富人内部的博弈，类似于一个俱乐部内的斗争，可以定义为一个斗鸡博弈。 集团成员之间的

行为以内部规则加以规范，并对那些试图不参与集体行动的成员实行惩罚，如逐出这个集团并在

以后的交易中不再与之进行合作等。 或者对参与集团统一行动的人给予激励，如捐款的道德说

教等。 但这是一些非正式的规则，由于集团内部是依靠财富的多少说话，现实情况下，由于产权

的不明确，大量的准富人出千对自己利益的担心而不会以此投票。 因此，这种内部的表决需要借

助超越财富的一种强制力才能施行。
3. 加入政府影响的富人集团的博弈

富人集团借助于政府，可以强制地推行有利于本集团
”义理性最大化”的策略，当然，政府并

不必然受富人控制。 从短期来看，政府行为受富人集团影响较大，但长期内仍由穷人集团决定，

同时，政府行为还会在全球一体化过程中受到国际竞争的影响，因此，政府考虑的还是长治久安。

由于政府在建立外部规则方面具有许多优于建立内在规则的地方见富人集团通过院外活动等

手段对政府施加影响，促使政府采取一系列的经济手段加速富人集团内部的分化。 通常，借助于

超额累进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和转移支付制度可以纠正市场失灵带来的公平问题。

中国的经济运行状况并不允许以增加税收收入为目标的税收制度改革的推行。 鉴于当前通

货紧缩的存在，可以预料，将要进行的税制改革会以减轻税负为主旨。 在
“

费改税”改革受限的前

提下，政府经常性收入必然会由于宏观税负的下降而减少。 由千支出刚性的存在，收入的真空会

由千外源资金不能及时补足而影响到财政的正常运行。 一般来讲，税制改革对财政收入的影响

将会产生“

J曲线效应”（见图2)。

税制改革初期，在征管等因素维持税制改革前的状态以及政府不借债等假定下，由于减少了

征税额，微观主体因而获利，政府税收收入减少，财政赤字较以前增大。 由于经常性收入的下降，

政府开支如果减少，投资乘数作用便会加剧经济的收缩，需求会更加不足。 结果与希望通过税制

改革来改善财政窘境的目标相背离，能否正确应对财政状况恶化的局面是对政府税收改革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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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考验。 随着时间的推移，微观主体认识到政府对税

D 制的调整并不是暂时的行为，税收的乘数效应产生。

民间投资和消费需求的增加开始抵消政府支出减少造

成的需求萎缩，经济开始增长，产出增加，相应地，政府
税收收入

收入与支出的差额开始减小，在可能的情况下，还会出

现财政平衡的局面。 最终，税制改革对财政条件的改

酰
， 善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经济决定财政，财政反作用于

经济的良性循环开始形成。 如果政府在税收收入下降
图2 税制改革的“J曲线效应＂

的同时借助公共债务的增加而不减少公共支出，税制

改革的成功也会从根本上减轻政府对债务的依赖，减少财政危机转化为金融危机的可能性。 根

据
“

李嘉图等价定理
”

，公债是延期的税收，因此，在这种政策选择下，“J曲线效应
”

同样会出现。

从图 2可以看出，由于公共支出为优等品，以减税为主旨的税制改革对财政条件的改善可分

为AB、BC、CD三个不同的阶段。 其中在AB段，财政收入急剧下降，财政赤字加大；在B点，财

政恶化到了极点。 随后，财政赤字不再扩大，并有减少的趋势，但直到C点，财政收支才恢复到

税制改革前的局面。 在CD段，终于达到税制改革的目的。 当前，税制改革的财政约束，即存在

于AB、BC段。 概括起来说，就是在财政支出扩大化的同时，如何寻找到合理的外部资金，以确

保财政的正常运行。 由于中国财政存在着潜在的财政危机（魏凤春、于红鑫，20 02)，可以具体操

作的资金流并不存在。 即使出售部分国有资产暂时解决了社会保障等影响收入分化的一部分问

题，税制改革流千空谈也在所难免。

同时，政府也是理性人，其中一 大部分就是富入俱乐部的成员。 分化收入意味着管制的减

少，这在相当程度上会加重改革的难度，因为制度僵滞的另 一个特征就是行政权力的复归。 再

有，富人内部的权力斗争可能会转化为对非公有制经济的压制。 中国经济是以混合所有制经济

为特征的，非国有经济成员经济地位与政治地位并不相称，在与掌握权力的富人阶层进行谈判的

过程中，这部分成员处于不平等地位。 而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与壮大却是蛋糕做大的基础，如果将

做蛋糕的厨子打死，结果是所有的人都会饿死。 走出目前制度僵滞状态的关键是重新分配那部

分依靠权力、凭借对公有资源的垄断而不是按市场规则行事获取利益的富人的财富。 在不引入

外部力量的限定条件下，所有的努力都不会从根本上阻止收入分化程度加速、等福利线向左偏移

的趋势。

财政收入
支出

财政赤字 财政支出

。

A B

 

三、外来的挑战：制度竞争与社会福利的提升

在内部制度陷入僵滞状态时，有足够力量的外部冲击是打破这一锁定状态的惟一途径。 中

国开放的市场经济带来了私人产权和竞争市场，从而保证了中国 20年的持续经济增长。 在制度

变迁完成了一个周期并重新开始的时候，新的制度僵滞仍然需要外部的挑战。 中国加入世界贸

易组织不仅有对国际贸易和要素流动的被动反应，而且还有为更好地竞争市场份额和动员生产

要素而对现有制度进行的主动询整。 通过引入外部的竞争因素，原有的制度必须得到相应的改

变，权势集团在某种程度上会失去一定的舞台。 中国目前富人中阻碍制度变迁的特殊利益集团

就必须放弃对公有资源的占有，减少寻租活动。 跨国贸易和要素流动中较低的运输成本、通讯成

本和交易成本在总体上加快了开放的进度，削弱了院外游说并缓和了制度僵滞。 这样，市场化的

扩大有力地激励了人们的信息投入，同时，在一般性的竞争中，穷人集团也增加了土地、资本和劳

动的占有，从而改进 了与富人集团的谈判地位，缓合收入分化的不利局面。

在外部冲击下，也可能会出现与我们增进公平的目标相反的结果。 如果外部势力与国内的

特殊富入阶层合谋，收入分化的程度可能会加大。 不过从历史上一些国家的开放经验来看，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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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气做出这样一个判断的基本理由是开放促使市场化程度加深，资源配

置更加合理，蛋糕继续做大，因为我们的目标是在效率提升的前提下公平分配。 经过较长的一段

时间，民众谈判实力的加强具有极强的外部性，在一定程度上给富人集团从公共悲剧的悬崖边上

退到安全地带准备了时间和空间，这也再次验证了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即合作是最优的选择。

注释：
。《中国经济时报》1999年6月23 日。

＠这三个特征分别是：社会对创新的愿望远低千在现有社会分配中去争取更大份额的愿望；产权制度不能成为
人们交易行为的基本规则，产权的成本收益不对称；在 基础制度方面，行政权力有复归的趋势。

＠当然，现实生活中，有不少富人通过慈善会、希望工程等手段扶助贫人，这可以归结为道德的感化。 通过这种
方式，财富的转移程度对公平失衡的纠正程度可以忽略不计。

＠政府建立规则的优势在于：节约交易 成本、强化监督、惩治手段、契约承认的可依赖性、保证合作以及解决搭便
车、公共悲剧问题和保证公平的规模经济等(Wolfgang Kasper &. Manfred E. Streit, 1999)。

＠例如马来西亚1970年代和1980年代的改革和日本明治维新之前的日本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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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ome Split, Institution Rigidity and Challenge from Outside 

WEI Feng-chun 
(Economics DepartmenJ, Nankai Uni 仅rsity, Tianjin 300071,China) 

Abstract: The economic reform which put more emphasis on efficiency has led to an in

creasing income split and in greater degree caused institution rig吐ty. In the process of game be

tween different profit groups, the rich group will not give up their gained benefits voluntarily in 

the short time, however, in the long run they have to change the current regulation, for they will 

face a result of public tragedy. The game inside the rich group has to get aid from the govern

ment to promote the process because of the problem of uncertainty of vote right and imperfect 

punishment and motivation. In the short run, the rich can mostly affect the government. With 

the strengthening of government regulation and the universal existence of rent-seeking, the gov

ernment policy of income split will probably induce the kitchen tragedy because of discirmina

tion to the system of ownership. In the mean time, the rigid characteristics of fiscal expendi

ture constrains tax system reform, which makes it difficult for the utility of tools, that is, indi

vidual income tax and transfer payment, to distribute income fairly. Under the pressure of com

petition from outside, it is possible to break through the situation of institutions rigidity in the 

long run, and thus equalizing the negotiation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in the process of 

market expansion, and relieving the tendency of the intensification of income split. 

Key words: income split; institutions rig吐ty; game; challenge from outs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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