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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元经济结构是我国国民经济体系的典型特征，是制约其经济发展

主要障碍。虽然我国的经济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失衡的二元经济

问题仍然很突出，成为制约我国经济进一步增长的瓶颈。针对社会经济

发展面临的这一问题，党的十六大在描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蓝图

的同时，明确提出要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这既是解决农业、农村和

农民问题的重大战略，又是增强城市发展后劲的必然选择。通过对稀缺

性资源的充分利用和有效配置，从而最大可能地增进人类豹福利，这是

人们进行经济活动的目的，也是经济学家们为之进行经济理论研究的目

的。收入分配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个突出问题，它对市场经

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以及社会稳定都具有

重要意义。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问题早已存在?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

深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引起了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客观地认识和评

价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对城乡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以及未来的经济发

展都具有重大的意义。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分别从宏观和中观的

角度对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行了实证分析，并深入剖析了造成这种

差距的成因。最后针对如何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和提高农村居民的收

入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本文共分六章：第一章主要对本文研究的背景及意义作了说明；第二

章回顾了前人已有豹研究成果，介绍了发展经济学家和学者的二元经济

理论及收入分配问题的研究成果，以及该理论的发展趋势和最新进展；

第三章运用了大量统计数据及图表，描述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现状；

第四章深入剖析了造成这种差距的成因；第五章结合现实情况提出了加

快二元经济转型的几点建议：第六章对全文进行了综述。

关键词：二元经济结构 收入分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农业剩余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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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ual economy s仉lcture is tlle t)甲ical fbature ofthe Cllinese system of

national economy，and is tlle m面or obstacle of Chiilese economic growtll．

Ekonomic refom of our colll柚呵made the enonnous achievement，but the

out—of-balallce dual economy question is still very outstanditlg，become the

bottleneck restIailling tlle economy of ollr countr)r f如m increasing fhnllcL

Faced to this pmblem of social economic d州elopmeInl the 16m NatioIlal

Congress of Comm疵st Pa啊of Ch吣础k d酗biIlg the舯nd
bh嘲埘nt of蜥ld协g tlle wdl巾fr soci啊抽锄all-rollnd wa弘propose

wantillg the socio—economic deVelopI玳斌in ufb{m and nHal are勰of重he

poo王cle缸ly．This鲫t g缸疵gy of sol谛培a两c11ltIlre，c0咖sidc砌
pc狐ant’s problern is姐in州招ble choice of舶吲瑁《he缸ng the urb蛐矗妇，蝴
e任bct of devel叩ment．Wb c眦improVe}luman‘s welfhre to出e粤髓把吐

ex蛔吐if we can utilize tlle scare resource e衢ciently It is me object we go

in for趾d alsoⅡle purpose economists dan四e aft乩Economic growm aIld

income dis仃ibudon are tlle ways and me柚s for tllat puIp6se．Economic

growm ensures啦e H啪an‘s welfare in a whole and e舾cient Hq弘aⅡd

income distribu60n en飘lres也c Human’s啪渤舶抽aIl individllal柚d缸
way．The pefs0艇I抽come dis虹iblItion always iS an outstarj商ng topIc during

me ecOnomic developillg iIl today‘s ChiIla，which could doeply硪酝the
髑劬lishman of the m戤k吐o∞nomic巧s担n，t量砖ccm豳硼毫nce勰d妇
grow吐l af nati伽Ial econo删c，and social s徜li黯tion．It h鹪been a l∞g
tiIIle sillce tlle income disp撕够be柳een urb柚蛆d mral residems cxisted．

舢ong、vitll the矗ln：hcr developmem 0f the oconomy refom，tlle妣ome

disp鲥晦b出桃眦urball andmm residents，∞used people t0 pay more and

more attendolls．n is imponant to understaⅡd觚d evaIuate the income

disparity objectiVely，a11d to choice tlle deVel叩iIlg s廿ategy of mfal a11d

岫an，姐ditis alsoirnponantto deVelopdle觚I鹏econOmy．Intllispap盯，
b船ed 0n也e fonner research，we made a posme锄alysis of income

dis叫ty betwe吼urban孤d rⅢm rcsid盯船，孤ld姐alyzed the reaso那nlat



北京交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cause the eXpanding i11come gap between di娲Tem resid吼ts．At last，we put

forward our own policy recommendations to shorten the income dis叫ty
bctween urball aIld mralTesidents andto improve rural income．

According to t11is miI止ing of rese砌，血is papcr divides fiVe chapter

altogether：Chapter 0ne proved to the back舒ound，and the me越ng that

smdies of this text；Chapter“vo reviewed foref缸hcrS existiIlg research

reslllts， recoInmended devcloping dual economic tlleor)r fese缸ch re“ts of

the economist觚d schol“s，deveIopmem订cnd a11d me newest progress of

dllal economic theory；Ch蛳r恤僦have 11Sed a la唱e锄mb甜of StatiStics

and ch蜀In，have analyzed in dcptll the pI璐ent situ撕衄and probl锄s of

incame diSparjq betwecn珈[baIl aIld n砌，Chap吨er four analyzed me

fea90ns也at cauSe tlle exp锄ding income gap b．mveen di饪brent resi出：ms．

Chapter fiVe aimed at the queStion of me iI啪me dispad移be椭懒ufban
arld ruralin our country to propose the policy suggested，naInely in profits

fmm吐Ie westem nation in the success empirical．A summary is provided in

the last ch印ter ofthis p印eL

Key words： dual economy s纳lcturc ir'come di蹦bu主沁n．m00mc
diSp撕ty bet、veen urban a11d唧1 residents surplus agdcIlltural laboL



绪论

1．绪论

1．1．研究背景及意义

经济利益是社会生产发展的动力之一。收入分配实质上是经济利益

的分配，收入分配的状况不仅影响生产效率，而且影响人们的切身利益，

从而影响社会的协调与稳定。一个国家在经济增长和财富积累的过程中，

必然会产生收入差距。过大的差距不仅会阻碍经济发展，而且会引发新

的社会问题。中国的收入差距主要体现在城乡收入差距上，从全国范围

看，城乡收入差距解释了全国牧入差距的6096”。随着经济体制模式的转

换、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收入渠道的多元毛￡促进了城乡居民收入格局

的多样化，带来了经济利益在不同群体间的重新调整和社会收入分层的

加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逐年扩大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发震和社会稳定

的重要问题。造成这种状况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我国的城乡二元制经

济结构。发展中国家的显著特征，就是其经济结构是二元的，经济全球

化的发展使发展中国家试图通过经济结构转换实现现代化的愿望更加迫

切了。发展中国家要摆脱社会生产力的落后状态，成为经济发达的国家，

就要通过工业化、市场化、社会化、城市化，走出二元经济结构状态，

形成现代经济结构，实现现代化。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结构转换一直是经济发展的一条主线，其任务十分艰巨与复杂。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通过的《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挤体制的决

定》，更加明确地提出要逐步打破城乡二元结构，这些提法在党的文件中

都是第一次提出。过去25年来，尽管没有明确提出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

构问题，但在实际生活中我们己经做了大量工作，并且取得了不小的成

绩。近年来，许多学者以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模型为基础对我国的

经济结构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研究，也提出了～些新的理论模型，

对经济结构的调整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农村苦，农民穷，农业真危险”是对我国“三农”问题的形象描

述。加入WrO对我国各个经济部门既是机遇又是挑战，而农业部门是

遭受冲击最大的部门。目前，我国入世后，农业部门的就业机会将会大

国繇宗胜、周云波著，再论改革与发展中的收入分配，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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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减少，必须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实现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顺利转移，

这是促进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核心。可以说，在新的发展环境下，关于

二元经济结构中的研究就成了经济研究中的重中之重。打破城乡二元结

构，实现城乡协调发展，这既是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重大战略，

又是增强城市发展后劲的必然选择。客观地认识和评价城乡居民收入差

距，对城乡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以及未来的经济发展都具有重大的意

义。

1．2．国内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述评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刘一费一拉模型”被引入中国后，逐步受到中

国经济学界的重视。

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1964一1978年长达15年的时间里，基本上

保持了稳定。这期问，理论界对收入分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功能性分

配理论”，重点讨论“收入分配的原则”，其中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行

实证性研究的文献很少。从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对城乡居民

收入分配状况的定量研究主要见于统计部门的统计报告。经济学界也开

始关注和重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动，但主要着眼点是分配体制与社

会性质之间的关系。在这一时期，城乡统计数据正逐步健全起来，为以

后的研究创造了条件。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状况，陈宗胜开始以1978年

和1984年农村居民和职工的收入和消费支出及增长速度的不同为依据，

分析工农之问日趋缩小的差别。1985年，张晓光比较系统的介绍了国外

二元经济发展历程。80年代中后期和90年代初，由于西方现代经济学

的广泛传播，洛仑兹曲线、基尼系数等现代分配理论和方法被引入，关

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等收入分配理论的研究也进一步深入。实证分析方

法的采用，使收入分配的研究由“功能性分配理论”的单线研究，进入

“功能分配”和“规模分配”的双线研究。现在，“二元经济结构”论在

中国学术界关于经济结构的研究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并成为政府对国家

经济结构的基本判断和一系列政策制定的出发点。我国理论界对二元经

济的一般理解就是落后的农业与现代化工业这种相对分离的状态。把我

国经济由于建国以来所推行的优先发展重工业发展战略导致的结构状况

视为一种典型的二元结构状况，并把这种结构的失调以及它所导致的经

2



绪论

济的波动视为二元经济运行的一种基本特征。二元经济本身有着特定的

性质和内涵，特别是它具有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阶段性。二元

经济绝不只是农业和工业数量上的对比，而是区别于农业社会和现代工

业社会的一个特定的发展阶段。自90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我国国民体

系的逐步完善，可供研究的统计数据大大增加，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

研究更进一步深化，其主要的进展是：(1)使用的指标和方法更加多样化：

除使用城乡人均收入比率、洛仑兹曲线及十等分分组分析法、基尼系数

外，还使用结构相对系数、泰尔指数和计量模型法等进行研究。(2)实证

分析更严谨，力求描述现实更科学。多数研究者已不满足粗线条的研究，

对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及其变动的各种因素考虑更全面，并且通过数

据的“分解”、“重组”和“修正”等方法，分析各种因素的影响程度。

赵人伟、李实根据抽样调查结果，通过城乡居民人均年收入比值及其变

动，对体制改革过程中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化作了初步研究。另外，

陈宗胜通过两部门转换对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的研究，提出了城乡

居民收入差距的一般理论，并且通过对影响城乡关系诸变量的分析，对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行了静态和动态研究。由于数据可比性的提高，黄

泰岩、王检贵还进行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国际比较研究。

1．3．研究思路及内容

本论文分别用了实证和规范的分析方法来研究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分

配差距的问题，重点在于对造成城乡巨大的收入差距的原因的深入剖析，

以试图探索适合我国国情豹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解决思路。全文分

为以下六个部分：

第一部分阐述了本文研究的背景及在现实条件下的意义，回顾了目

前国内就这一问题研究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并解释了本文的写作思路。

第二部分是理论综述和评价。对论文中所涉及的一些基本概念、二

元经济理论及收入分配基本理论做了说明，并进一步对该理论的发展趋

势和最新进展做了介绍。

第三部分利用数据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对此进

行了国际比较。然后对这种现状做了价值判断，深入揭示了此现状对我

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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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对当前我国城乡收入差距问题的形成原因进行了深入剖

析。原因涉及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宏观经济调整、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滞

后以及人力资本投资等方面。

第五部分对缩小城乡收入分配差距提出了政策建议，包括打破城乡

壁垒促进劳动力流动、加大农村人力资本的投资以及建立健全社会保障

制度。

第六部分主要对本论文进行综述，并提出论文的不足之处及有待于

深入研究的问题。

●



基本概念和理论

2．基本概念和理论

2．1．基本概念

收入分配一般指社会产品或国民收入在一个社会内部的不同集团之

间、不同的社会成员之间的分割或占有，它是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定

的社会经济制度或社会经济体制条件下，根据收入分配方式、收入分配

原则和收入分配机制实行的经济运行过程，是社会经济活动系统中必不

可少的一个重要环节。按照收入分配依据和结果，收入分配可分为功能

性收入分配和规模性收入分配。

功能性收入分配(Functional毗stribution of Income)，又称按生

产要素分配或要素贡献收入分配。它源于李嘉图．研究的是各种生产要

素所有者的生产要素投入(贡献)与其所得收入之间的关系，是从收入来

源角度来研究一个国家中资本、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所有者按投入

要素数量和贡献获得相应的收入份额的有关问题。它主要反映的是生产

资料和财产所有者与劳动力所有者等不同生产要素所有者作为分配主体

之间的收入分配差别和对比关系。

规模性收入分配(Size Distribution of Income)，又称个人(家庭)

收入分配。它源于帕累托(v Pareto)，研究的是国民收入在一个国家(或

地区)的不同社会阶层、不同家庭以及居民个人之间的分配状况，它是从

收入分配的最终结果来研究其中各个阶层的家庭或人口所得到的最终收

入在社会总收入中所占的份额及变动情况、变动趋势等。它主要反映韵

是收入所有者的规模与其所得收入的规模之间关系，说明社会收入分配

的差距和公平程度。

功能性收入分配侧重于研究不同的生产要素所获得的不同的收入份

额是如何确定的，而不关注于究竟是谁得到这些收入，因而经济效率的

相关问题的研究将更多涉及的是功能性收入分配。规模性收入分配侧重

于研究某人或某些人所得的收入是多少，而不关注于这个人或这些人获

得这些收入的来源和方式，因而社会公平的相关问题研究将更多涉及的

是规模性收入分配。功能性收入分配与规模性收入分配之间存在着密切

联系。通常，功能收入分配决定规模收入分配，即功能收入分配差别越

联系。通常，功能收入分配决定规模收入分配，即功能收入分配差别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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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收入分配差别越大。本文重点研究的是中国当前城乡居民个人

收入分配状况，所以更多地关注规模性收入分配。这是因为规模性收入

分配能更直接地反映出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能更直接地反映出先富和

共富、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关系。

在一定的社会中，收入分配结构、收入分配机制、收入分配功能三

位一体，构成分配总格局。收入分配结构，是指收入分配关系的总和，

它包括收入分配的基本结构和体现这种结构的具体模式体系。前者构成

社会收入分配结构的基本框架和基本分配制度：后者是指具体的分配形

式，是由一个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所形成的经

济体制决定的。收入分配机髑，实质上是分配实现的机铺，它是社会再

生产过程中，各种经济因素相互关联作用，最终使分配得以实现的运行

机制。它主要有：与较为封闭的小规模再生产过程联系在一起的自我分配

机制；与计划经济相联系的计划分配机制和与市场经济相联系舶市场分

配机制。由于受生产方式的影响，一个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

经济发展阶段存在一种或同时存在几种收入分配机制。收入分配功能，

则是分配机制在社会经济运行的各环节中所起的作用和带来的效应。

二元经济，通常是指在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经济里，存在着以农业为

代表的传统经济部门和以工业为代表的现代经济部门，在这两个部门之

间，无论从生产资源和技术条件，还是从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来看，都

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出于研究的需要，本文以农村农业部门为一元，非

农业部门为一元。

2．2．二元经济及收入分配的理论

2．2．1．西方经济学有关二元经济和收入问题的经典理论

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经

济现象的一种描述。“二元”一词通常是用来描述发展中国家经济体系或

国际间的经济性和社会性的分化的，最初由伯克(Booke，1933)提出。在

对印度尼西亚社会经济的研究中，伯克把该国经济和社会划分为传统部

门和现代化的荷兰殖民主义者所经营的资本主义部门，当时也仅限于对

二元结构的一种单纯的描述。之后，本杰明·霍华德·希金斯从“技术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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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主义的角度”，用生产函数的异质性来表示原有部门和先进部门的区

别，从而进一步描绘了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结构的特征。

刘易斯模型 二元结构学说的创立者是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刘易斯

(Lewis)。1954年，他发表了《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一文。

在文中他认为：发展中国家一般存在着由传统农业部门和现代工业部门

构成的二元经济结构。在一定的条件下，传统农业部门的边际生产率为

零或成负数，劳动者在最低工瓷水平上提供劳动，因丽存在无限劳动供

给。城市工业部门工资比农业部门工资稍高点，并假定这一工资水平不

变。两部门的工资差异使得农业剩余人口向城市工业部门转移。经济发

展的关键是资本家利润即剩余的使用，当资本家进行投资，现代工业部

门的资本量就增加了，从农业部门吸收的剩余劳动就更多了。当剩余劳

动力消失，劳动边际生产率也提高了，两部门的收入增加，二元结构逐

步走向趋同，过渡到了刘易斯所说的现代经济增长。刘易斯模型包含了

以下两种含义：(1)现代城市部门的资本积累能带来固定比例的劳动力就

业的增长，意味着不存在劳动力节约型的技术进步，资本积累越快，刨

造的就业机会增长也越快：(2)农业只是工业化中的一个消极部门，忽视

了农业发展的重要性，忽视了农业发展与工业发展之间的关联。这两点

大大地削弱了该模型的现实意义并且也是后人对其批判的主要依据。尽

管1979年刘易斯发表了《农业对经济发展豹重要性》一文，对忽视农业

的观点作了修正，但他在1954年发表的论文的政策含义对发展中国家农

业长期不能改变落后状况起了相当程度的消极作用。由于工业一般集中

于城市，后来韵研究者也将二元结构称为城乡二元结拘。

拉一费模型1961年拉尼斯(Rains)、费景汉(Fei)对刘易斯模型进

行了改进，他们认为因农业生产率提高而出现农业剩余是农业劳动力流

入工业部门的先决条件。因此，他们把劳动力向工业部门的流动过程划

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类似于刘易斯模型。第二阶段工业部门吸收那些

边际劳动生产率低于农业部门平均产量的劳动力。此时，劳动力的边际

产量为正值，他们向工业部门的转移导致农业部门的萎缩，从而农业向

工业提供的剩余减少，农产品供给短缺，使工农业产品间的贸易条件转

而有利于农业，工业部门工资开始上涨。第三阶段是经济完成了对二元

经济的改造，农业完成了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农业和工业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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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都由其边际生产力决定，农业与工业间的劳动力流动完全取决于边际

生产力的变动。经过改进后的模型更准确反映了二元经济发展中工农业

平衡增长的重要性及劳动力转移取决于农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等观点。

但是，拉一费模型仍停留在一个简单的结论：经济发展仅仅归结为农业剩

余劳动力向工业部门的转移。这样刘一费一拉模型就成为在古典主义框架

下分析劳动剩余问题的经典模型。

乔根森模型乔根森(Jogenson，1967)的模型对刘一费一拉模型的农

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假设提出质疑，并试图在一个纯粹的新古典主义框

架内探讨工业部门的增长是如何依赖农业部门的发展的。他认为工业部

门的工资等于边际生产力，而农业部门的工资等于劳动的平均产品，劳

动力可以在两部门之间自由流动，工业的发展取决于“农业剩余”和人

口规模，农业是经济发展的基础。乔根森认为，为了使经济持续发展和

避免陷入低水平的均衡陷阱，工业部门积累资本是必要的，但是先决条

件是正的农业剩余。由于农业剩余的出现，现代部门的发展成为可能，

即农业产出达到了人口最快增长所需的农产品数量，农业部门就会出现

剩余劳动力。这部分剩余劳动力是需要转移的，而农业劳动力向工业部

门转移的速度取决于农业剩余的增长速度。同时，还取决于工业部门的

技术进步状况。工业部门的技术进步越快，其储蓄率就越高，劳动力增

长越快，经济也就增长越快，最终完成二元经济结构的转换。

哈里斯一托达罗模型哈里斯和托达罗(Harris＆todaro，1970)发展

了发展中国家产业之间的劳动力流动理论，特别是托达罗提出的人口流

动模型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具有指导意义。托运罗认为．一个农业

劳动者，决定他是否迁入城市的原因不仅取决于城乡实际收入差距，而

且还取决于城市的失业状况。其政策含义主要包括：依靠工业扩张不可能

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失业问题：一切人为地扩大城乡实际收入差异的措施

必须消除；大力发展农村经济是解决城市失业的根本出路。伴随着大量

农村劳动力向城镇的转移，城镇失业成为可能，这种所谓的城镇“下岗”

现象在我国20世纪90年代后期己经出现了。

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给我们最重要的一个政策思想，就是提出了“剩

余劳动”的概念，也就等于指出了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关键问题是“剩

余劳动”的转换问题。刘易斯模型中的缺陷延续到费景汉一拉尼斯模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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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三者结合起来分析，他们的二元经济发展理论主要揭示经济发展

可以通过吸收传统部门的剩余劳动力而实现，这种分析方法无论在理论

上还是在政策上都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阻上的模型都把二元结构的转换置于完全的市场机制基础之上。在

发达国家，二元结构的转换是通过漫长曲折的自我演进，在市场作用下

实现的。而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早己不存在早期现代化的一些有利条件，

它们大都面临着经济起飞和加速工业化的历史使命。特别是在20世纪

80年代，一些发展中国家在没有完全摆脱劳动力过剩的特征之前，出现

了严重的有效需求不足问题。显然，这种现象是古典和新古典二元学说

无法解释的。

2．2．2．二元经济理论及收入分配理论的发展趋势及最新进展

结构主义经济学家刘易斯、费景汉、拉尼斯、乔根森和托达罗等人，

甚至于近来的Yasusada Murata，Mukesh Eswaran，Ashok Kotfal等人

所探讨的主要是现代工业部门和传统农业部门并存的二元经济结构。事

实上发展中国家除了这个最为突出的二元经济结构之外，还存在着其他

多种类型的次级二元经济结构，对于次级二元经济结构的研究成为近期

发展经济学的热点，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工业内部，二是

国际贸易。

在考察发展中国家的二元劳动力市场问题方面， Gaut蛳Bose，

(1996)延伸了刘一费一拉二元经济理论的思路，首先指出发展中国家“二

元经济”这个概念的确切含义是城乡劳动力市场豹明显分割，因而理解

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的要害是思考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内在关系。优较发展

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劳动力市场和工资结构，是深入分析发展中国家二

元劳动力市场的一个重要工具，Lars Ljungqvist(1995)观察到：发展中

国家存在着严重的劳动市场分割和工资水平差异问题，特别是由教育水

平所引致的工资差距要远远大于发达国家，换言之发展中国家的教育回

报率超过了发达国家的教育回报率。人们只有在预期收益率较高的前提

下才愿意接受教育，教育的高预期收益率反过来又进一步地强化了工资

水平的差异程度。因此，发展教育是解除二元劳动力市场的基本出路。

随着理论研究的深入推进，人们逐渐意识到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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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和收入分配差距并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存在着紧密的相关性。基

于这种背景，对于二元经济与收入分配相关性的探讨也就成为二元经济

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二元经济结构转化与居民收入分配的变化趋

势紧密相关，库茨涅兹的“倒U型”曲线表明，随着二元经济结构转化

和经济的发展，收入分配将经历一个先上升再下降的变化过程。原因是：

发展中国家农业部门的收入水平低但收入差距小，工业部门的收入水平

高但收入差距大，因此在发展初期部分人口由农业部门流向工业部门，

将会导致收入增加和经济增长，同时居民的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在最后

阶段当人口的非农化转移大致完成时，居民的收入水平继续提高但收入

差距却趋于消失。我国作为具有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特征的发展中国家，

面临着消减二元经济结构和实现新兴工业化的历史任务，就更要在借鉴

二元经济理论发展成果的基础上，处理好工农业发展和城乡居民收入分

配差距等重大问题。

10



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实证分析及价值判断

3．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实证分析及价值判断

收入分配的状况不仅影响生产效率，而且影响人们的切身利益，从

而影响社会的协调与稳定。一个国家在经济增长和财富积累的过程中，

必然会产生收入差距，过大的差距不仅会阻碍经济发展，而且会引发新

的社会问题。中国的收入差距主要体现在城乡收入差距上，从全国范围

看，城乡收入差距对全国收入差距的贡献度是6096。随着经济体制模式

的转换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收入渠道的多元化促进了城乡居民收入

格局的多样化。带来了经济利益在不同群体间的重新调制和社会收入分

层的加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逐年扩大成为影响我国社会稳定和经济

发展的重要问题。

3．1．从统计姿料看城乡差距

3．1．1．改革前的中国城乡收入差别状况

表3—1改革开放前(1957～1978年)中国城乡居民的人均收入(元)及比率(％)

年 份 1957 1958 1959 1960 196l 1962 1963 1964 1965 1966 1967

城镇人均收入 235 234 233 232 231 229 228 227 232 238 2“

农村人均收入 73 77 80 84 88 93 97 102 107 109 H1

城乡收入比率 3．23 3．06 2．g 2．75 2．6l 2．47 2．34 2．22 2．17 2．18 2．20

年 份 1968 1969 1970 197l 1972 1973 1974 1975 1976 1977 1978

城镇人均收入 250 256 262 268 274 28l 288 294 30l 309 316

农村人均收入 113 115 儿7 119 12l 123 125 127 129 131 134

城乡收入比率 2．21 2．23 2．24 2．26 2．27 2．29 2．30 2．32 2．33 2．35 2．37

资料来源：陈宗胜、周云波著，再论改革与发展中的收入分配，经济科学出

版社，2002

从表3一l中以城乡收入比率为指标反映的城乡差别数据中可以得

知，从1957～1978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别具有两大特点：首先，城

乡收入差别比较大，比值始终保持在2以上，50年代甚至超过了3(远高

于后面计算出的改革之后的城乡收入比率)。其次，收入差别总体上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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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小的趋势。1957～1965年问，农村人均收入从73元增加到107元，

而同期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却从235元减少至232元。1965～1978

年间，城镇居民牧入有较快的增长，年均增长率为2．39％，超过农村居民

人均纯收入1．72％的年均增长率。于是，城乡居民收入差别开始缓慢扩

大，幅度尚不大。

虽然城乡收入比率由1957年的3．23降至1978年的2．37，但城乡

收入比率缩小的原因不是农民收入增长快，而是城镇居民的收入被长期

控制在低水平。1957年城市职工年平均工资为624元，而1978年仅为

615元，在经济发展了21年之后职工工资反而降低了9元。。另一方面，

在城乡收入差别总体上呈现缩小趋势豹背后，城乡分割体制导致了城乡

社会结构的失衡和社会关系的矛盾。这种城乡分割的体制实际上蕴涵了

城乡居民和农村居民之间巨大的不平等的工业化，农村只是为城市提供

积累但被排除在工业化过程之外，因此从工业化过程享受到计划经济“优

越性”的只是城镇居民而不包括农村居民。城镇居民的低工资政策是以

城镇居民的生活福利保障制度为基础的。在计划供给制度下，城镇居民

可以在衣食住行等方面享受低价或免费的定量供应，享受医疗、教育、

就业、劳保和退休等方面的福利保障。但农村居民不享受这些权利。60

年代，户籍制度和对户籍的管理进一步加强，严格控制人口流动，特别

是控制农民进城。这样，城乡分割的体制被固化和强纯，市民和农民被

人为地分割为两个完全不周地社会群体。这种城乡关系的失衡放大了城

乡收入差别，对城乡社会发展造成了较大地负面影响。

3．1．2．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差距

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居民之间由于改革的时间、发展的力度、政策的

支撑以及人口状况不同，其差距经历了不小的变化。由以上资料分析可

看，其波动情况可分四个阶段(如表3—2和图3—1、图3-2)：

①陈宗胜、周云波著，再论改革与发展中的收入分配．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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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2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差距

农村居民家庭人 城镇居民家庭人 农村居民
城镇居民

城乡收

均纯收入 均纯收入 家庭恩格 入差距
年份 家庭恩格

绝对数
上年

绝对数
上年 尔系数

尔系数(％)
倍数关

增幅 增幅 “) 系

1978 133．6 } 343．4 f 67．7 57．7 2．57

1979 160．2 19．91 387．O 12．70 64，O 57．2 2．42

1980 191．3 19．4l 477．6 23．4l 61．8 56．9 2．50

1981 223．4 16．78 491．9 2．99 59．9 56．7 2．20

1982 270．1 20．90 526．6 7．05 60．7 58．7 1．95

1983 309．8 14．70 564．D 7．10 59．4 59．2 1．82

1984 355．3 14．69 65l-2 15．46 59 2 58．O 1 83

1985 397．6 11．91 739．1 13．50 57．8 53．31 1．86

1986 423．8 6．59 899．6 21．72 56．4 52．辱 2．12

1987 462．6 9．16 1002．2 11．41 55．8 53．5 2．17

1988 544．9 17．79 1181t 4 17．88 54，O 51．4 2．17

1989 601．5 10．39 1375．7 16．45 54．8 54．4 2．29

1990 686．3 14．10 1510。2 9．78 58、8 54，24 2 20

1991 708．6 3．25 1700．6 12．6l 57．6 53．82 2．40

1992 784．0 10．64 2026．6 19．17 57．6 52．86 2．58

1993 921．6 17．55 2577．4 27．18 58．1 50．13 2，80

1994 1221．0 32．49 3496．2 35．65 58．9 49．89 2．86

1995 1577．7 29．21 4283 22．50 58．6 49．92 2．7l

1996 1926．1 22．08 {踮8．9 12+98 56．3 48．6 2，5l

1997 2090．1 8．5l 5160．3 6．64 55．1 46．4 2．47

1998 2162．O 3．44 5425．1 5．13 53．4 44．5 2．5l

1999 22lO．3 2．23 5854．02 7．9l 52．6 41．9 2．65

2000 2253，4 1．95 6280 7．28 49．1 39．2 2．79

200l 2366．4 5．01 6859．6 9．23 47．7 37．9 2．90

2002 2475．6 4．61 7702．8 12．29 46．2 37．7 3．1l

2003 2622．4 5．93 8472．2 9．99 45．6 37．1 3．23

数据来源：杨宜勇等著，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攻坚，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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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3屯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倍数关系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4年》资料整理。

1978～1985年，城乡居民收入均增幅较高，差距明显缩小。自1978

年开始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大幅度地提高农民收入，使城乡人均收入差

距在20世纪80年代前期出现了不断缩小的变化，到1984年，城乡之间

名义收入比率降低到1．84。城镇居民实际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为

6．6％，由1978年的一2．4％上升到1984年的12．4％，提高了14．8个百分

点。农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率高达16％，由1978年的6．796上升到198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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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13．6％，呈明显提高态势。1979至1984是改革的起始阶段，国家宏

观经济政策和农业政策都发生了重大转变。一是自1979年初，开始了以

农村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开放部分农产品经营，压缩固定资产投资

规模，控制城镇货币收入过快增长。二是实行了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为基础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由于经营方式的变革而形成了一种

激励机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从事农业生产地积极性，释放了过去长期

被压抑的生产潜力，使农产品产量大幅度提高。三是国家采取了有利于

农业发展的财税政策。农副产品的收购总额从1978年的557．9亿元增加

为1984年的1440亿元，年均增长7．4％。农村家庭人均收入增幅豹波动

与嗣肉生产总值增幅的波动大体上是一致的，年均增长15．7％，是改革

开放以来最快的时期。

1985～1994年，城乡居民收入人均增幅下降，差距逐年扩大。这十

年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为3．7％，城镇屠民实际人均可支配收入增

长率为4．9％，城乡之间个人收入差距出现了近乎十年不断扩大的过程，

到1994年达到最高，差距比率达2．86。这大概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

农产品价格下跌；二是各种负担越来越多；三是受国民经济宏观调控的

影响，乡镇企业效益降低，剩余劳动力转移速度放慢且有回流，使农民

收入下降。

1994～1997年。城乡居民收入缓慢增长，城乡收入差距逐渐缩小．

1993年以后，政府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扶持农业生产和农村发展的政策措

施，如延长土地承包期，较大幅度提高粮棉收购价格、依法加强耕地保

护，稳定粮棉种植面积，切实解决农业生产饔科价格高、定购榱价低、

农民负担重等问题，保证了农业和农村经济继续稳定发展。1994和1995

年农产品的平均价格分别提高了40％和2096，粮食平均价格分别提高了

47％和29铲。相应地，从1995年起，城乡收入差距连续几年下降，城乡

个人收入比率在1997年下降为2．2l，相对于1994年下降了38个百分

点。

从1997年至今，城镇居民收入不断增长，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城乡

居民收入差距持续增大。几年来我国农民收入陷入近20多年来和第二个

o《中国统计年鉴(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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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速增长期。各地相应调低了粮食收购价格和保护价，农产品的市场价

格持续走低；乡镇企业对农民收入的贡献水平下降：农产品结构不舍理，

不能满足市场需求而影响了收入的提高；农民不合理的负担过重，使得

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增长幅度虽有所提升，但其幅度及绝对值远远

低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增长幅

度1997年为8．51％，2000年降为1．95％，2001年开始好转为5．01％，到

2003年为5．94％。而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近年来是另外一种

情况，1998年为5．13％，此后每年递增，到2003年为9．99％。由此，城

乡收入差距逐年加大。1997年差距比率为2。47；l，到2∞3年拉大到

3．23： l。

由表3—3和表3—4(见附录)可以看到：一是农村屠民的牧入比重严

重低于人口比重，20世纪90年代以来，收入分配结构明显在向城市倾

斜。在过去的

十几年里，农村人口所占收入比重由1990年的62．2％下降到2001

年的48．5％，而城市居民所占收入比重由37．8％上升到51．5％。就是说，

按照我国居民户口所在地统计．当前有城市户口的居民占全国人口的比

重为26．8％，其收入却占去了全国的一半以上。相反，占全国人口73．2％

的农村居民收入比重不足全国的一半。二是以各年份处于中间收入组的

平均收入为界限(见3—4表中黑体字)，可以发现农村屠民的绝大部分都

处于其下，而城镇居民绝大部分处于其上，即按统一的标准，城镇居民

都处于中上阶层，而农村居民刘处于中下阶层，中间交叉的部分很少。

裘3—3城乡居民分配不平等程度变化表

农村人均 城镇居民可 乡村人口 城市人口 城市收入 农村收入
年份 城乡比

纯收入 支配收入 比重 比重 比重 比重

1990 686，3 1510．2 2，20 78．4 21。6 37．8 62，2

1995 1577．7 4283．O 2．7l 75．7 24．3 46．6 53．4

2000 2253．4 6280．0 2．79 73．2 26．8 50．5 49．5

200l 2366．4 6859．6 2．90 73．2 26．8 51．5 48．5

2002 2476．0 7703．O 3．1l

资料来源：相应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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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如此之大，在世界上很难找到相应的国家。

那些以财富分配不平等著称的国家，如巴话、哥伦比亚、菲律宾、泰国、

印度和孟加拉国。其城乡之间财富分配的不平等程度都远远低于中国。

据世界银行的测算，中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的比率是2．5，明显高于亚

洲其他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1．5，也高于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值2．20。

即使按货币收入比较，城乡收入差距比中国大的国家只有南非和津巴布

韦两个，但如果把实物性收入和补贴都算入个人收入的一部分，那么中

国的城乡收入差距也许可算世界第一。而且在大致相同的时问内，与其

他国家相比，其扩大的速度可以说是最抉的。

我们所掌握的城乡收入差距的统计数据都是|三I嗣家统计局的城镇居

民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数据为基础的，但这并不能

宾实反映城乡居民生活的实际差距。一方面农民纯投入中不仅包括现金

收入，还有实物折算，扣除生产资料费用后生活费用只剩下2／3固：丽城

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只包含了工资收入，并未包括大量的非货币

收入(如福利性收入)。所以，如果把城镇居民的福利性收入也考虑进去，

城乡间居民收入差距将会更大。例如，2001年，农村居民人均年收入2366

元人民币，这其中包括养鸡鸭和蔬菜等40％的实物收入，实际的现金收

入在1800元左右。在这1800元当中，还有20％的现金要备来年之需，

为第二年的生产购买农药、化肥等农业生产资料。这么算下来，农村居

民手中真正可支配的现金只有1500元左右。而城市居民人均年收入是

6860元人民币，是农村居民当年可支配现金收入的5倍多。如果再考虑

到城市居民能享受到社会福利，城乡之伺真实的差距大约在6：1左右。

邱晓华也认为2002年的城乡问居民收入之比实际已经高于5：1。丑前，

农村居民初步解决了温饱问题，收入的增长幅度有限，仅仅只有5％的年

增长率，这大大滞后于中国经济总体的增长，而且增收难度加大。要想

跟上城市居民生活发展步伐，享受经济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成果，还有很

大差距。

。周文兴，中国：收入分配不平等与经济增长——公共经济与管理的制度创新基础，北京丈学
出版社．2005

。国家发改蚤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与低收入群体问题研究．‘经济学动
态)，20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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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城乡收入差距对经济和社会的影晌

收入分配具有手段性和目的性。收入差距的合理、适度拉开，是计

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必然结果，具有激励作用，但超过社

会可以承受的合理区间的收入差距则会严重影响资源配置的效率和生产

效率。收入高、有积蓄的人，收入增加和财富积累的速度就快；收入低、

无积蓄的人，增加收入的机会就少。是否拥有金融资产、拥有多少金融

资产，已成为影响居民收入分配的重要因素。“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

“马太效应”已经出现。可以想见，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收入

差距扩大的趋势将持续下去，收入差矩日趋扩大带来的危害也会在很长

时间内存在下去，如果不掌握好收入差距中“度”的问题，将会带来一

系列的负面效应。

3．2。1．导致有效需求不足

西方经济学理论和经验证明，收入分配差距过大，会导致居民储蓄

率上升、消费倾向下降并最终导致消费需求不足。同时，消费需求不足

又会产生投资引诱不足，最终有效需求下降，经济增长缓慢。其作用机

制如图所示：

我国近几年居民新增储蓄额一直居高不下和消费倾向不断下降的问

题也说明了这一点。主要表现在：

a．农村市场难以启动

扩大内需其中一个重要的支撑点就是扩大农民消费，启动最广阔的

农村市场，拉动国内需求。然而，就目前状况看，农村市场启而不动，

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消费数量没有得到有效扩大。2003

年，在全社会1036亿元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年底余额中，农村约占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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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约占83％，城镇居民人均储蓄是农村居民人均储蓄的4．88倍。2003

年的全体居民最终消费中，城市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消费性支出为

65lO．94元，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生活消费支出为1284．74元，

前者是后者的5．07倍。这说明农村购买力水平低于实际储蓄的水平。另

一方面，农村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呈下降趋势，由1984年的33．3％降

到1998年的22．3％，再降到2003年的8．42％：而城市居民的消费比重呈

上升趋势，由1984年的18．o％上升至1998年的24．2％，再上升至2003

年的29．08％。而且，这种低收入制约了有效需求，反过来导致就业不足，

进丽廉价劳动力局面得以维持。这说明农村有效需求不足，是影响经济

发展的重要因素。

b．不同收入层次的人具有不同豹需求结构

根据Murphy，Schleifer和Vishny(1989)提出的收入分配通过市

场规模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发现，经济发展总是伴随着人们需求结构的

变化和产业结构的升级，即各种商品需求的收入弹性是不同的。农业国

工业化的过程中，人们的需求结构有这样的特点：人们对每种商品的消费

有一个限度，随着人们收入的增加，人们偏好于扩大消费品的种类而不

是某种商品的数量。这样，在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农业国，富人需求是国

外时髦的高档消费品，而穷人的购买力有限，需要的是低档品和日用品，

这就导致了消费韵断档，造成国内生产的工业品需求不足。换句话说。

不平等导致国内工业品的市场狭小，经济会因消费需求的不足而疲软，

从而制约了经济增长。

就我国韵消费结构而言，广大农民还没有摆脱生存消费豹模式，食

物和住房占了消费支出的很大比例。1998年，城市居民的恩播尔系数为

44．5％，而农村的恩格尔系数为53．4％，相当于1983年城市居民的恩格

尔系数。1990年，农村恩格尔系数达到城市居民改革前(1978年以前)

的水平。1990一2000年农村恩格尔系数仅下降9。7％，而同期城市居民下

降15％。由于收入上的城乡差距，农民收入虽有显著增长，但消费水平

远低于城市居民。以1999年为例，农民拥有高档消费品如洗衣机、电冰

箱、电视机和照相机的数量虽有增加，但比例很小，远低于城市居民。

日用品的品牌和等级也有很大差距。据估计，在10年内我国2．3亿个农

民家庭所拥有的洗衣机、冰箱、彩电数量能达到1999年城市家庭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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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平均每年需要的数量分别为1544万台、1543万台、1687万台”。农村

市场有如此巨大的潜力，如果这些需求转变为实际购买的话，将会拉动

经济更快地增长。

c．不同收入层次的人具有不同的消费倾向

随着经济发展和城乡居民收入增长，一部分人收入增长很快，他们

的消费虽然也增长，但消费增长慢于收入增长，即边际消费倾向递减。

另一部分人的边际消费倾向虽高，但收入增长慢乃至零增长或负增长，

他们的消费意愿虽强却设有能力消费。城乡居民消费倾向的不同可以通

过消费函数表现出来，根据李振明(2001)利用生命周期假说推导出的城

乡居民的消费函数，对1992一1999年我国居民消费行为进行检验得出的

结果：农村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大于城镇居民的边际消费颓向，而农村

居民为了保持原有的消费水平，不得不动朋过去的储蓄来实现现期的消

费。这显然是农村居民相对收入下降郫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拉大韵结

果。近年来的市场特征表明，经济增长己走向需求约束，特别是受农村

需求不足的影响，这说明农村市场已构成对经济增长的制约。

3．2．2．对教育投资的影响

权利的平等不是无条件的，只要存在收入差距，就会损害权利平等。

社会公平是教育公平的前提。社会公平被破坏，意味着社会资源、社会

财富在社会成员闯分配不公。在一个贫富严重分化的社会里，无论教育

收费与否，都不可能实现真正的教育公平，因为个人对财富的占有蠢决

定了知识、信惠、社会联系等教育背景。具体表现为：

a．在教育的起点公平方面

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对教育作用的认知水平是不同的。低收入家庭

在提供子女入学水平方面取决于他对教育未来收益和现行成本的权衡，

而且受认识水平的限制，后者将会被赋予更大的权重。即使在教育的未

来回报一致的情况下，低收入家庭现行的直接教育成本所占家庭支出的

比重将比高收入家庭对应的比重大得多，再加上低收入家庭为教育所支

付的间接成本即子女不用受教育参加劳动所获得的收入占其家庭收入的

比重将比高收入家庭对应的比重大。这两个因素导致低收入家庭对子女

。成思危，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中盈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9，P34卜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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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教育成本的高估，因而降低了对教育投资的积极性。如果考虑由于

高收入家庭所占的社会可支配资源包括人力资源等较丰富，可能致使未

来的教育收益大于低收入家庭相应的收益，则这一积极性将会更低。公

平的收入分配状况将有利于保证公平的教育，而教育资源的公平配置又

有利于公平的收入分配，二者互为促进。但是当前我国的社会收入分配

状况与教育却存在着不甚协调的一面。农村的一部分未能接受基础教育

又无任何谋生特长的农民构成的低收入阶层，由于经济方面的原因，未

能给下一代子女提供接受与富裕阶层子女相等水平的教育。根据国家统

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等撰写的《贫困监测报告(内蒙古、甘

肃)1999》显示，7一12岁学龄儿童中入学率是93％左右，13～15岁入学

率分别是74．6％和82．3％。这些数据比1999年全国小学学龄儿童平均入

学率低6％左右，比小学毕业生平均入学事低20％。这些地区大部分失学

儿童和少年的失学原因主要是家庭经济困难。由此。我国目前财政对初

等教育的投入，就都为入学的学龄儿童所占有，没能入学的儿童就得不

到这部分利益，而他们中不乏天分高者，这对于一个国家来讲是入力资源

的浪费。

b．在教育的过程公平方面

高收入家庭由于对教育未来收益的乐观估计和现行教育成本较强的

承受能力，对于教育投资具有更高的积极性。相对于低收入家庭这种积

极性不仅表现在对子女教育起点的支持上，更多地表现为追求教育过程

中的高质量。高收入家庭教育投资支出的很大部分包括为子女选择更好

教育而支付的择校费和补习费。根据李红伟豹调查回，年收入在20万元

以上的家庭，教育花费是年收入为500元以下家庭教育花费的8倍。从

具体费用看，学杂费与收入水平高低有直接影响，即家庭收入越高，为

其子女交纳的学杂费也越多，但占总花费的比重呈逆向趋势。在2喁最

高收入户家庭中，学杂费占家庭教育支出的59．7％，占家庭全部消费性

支出的5—6％。在20％最低收入户家庭中，学杂费约占家庭教育支出的

74．6％，占家庭全部消费支出的8．5％左右。20％最高收入户在学生兴趣补

习、家教支出上明显高于2096最低收入户家庭，而且占总费用的比例明

显偏大，两者教育消费相差9．8个百分点。另一方面，城市地区提供的

。季红伟，中国城镇居民家庭教育消费实证研究，t教育与经济)，2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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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物品包括教育资源将比农村地区更丰富，表现为学校的教学硬件和

软件设施更好。教育过程中资源配置的不均等现象将进一步加重城镇家

庭和农村家庭在子女教育问题上的分化。

c．在进一步获取高等教育方面

高收入家庭的子女比低收入家庭的子女更容易获得进一步良好的高

等教育。一方面，经过前两个教育阶段，不同收入家庭的子女受教育的

质量已经拉开了差距，低收入家庭的子女由于教育质量不及高收入家庭

子女受教育的质量，在又一轮的竞争上，己经是新的起点不公，很难有

能力与同样学历的高收入家庭的子女竞争。另一方面，随着教育程度钧

提高，个人受益部分将越来越多，为此也要承担更多的成本．低收入家

庭子女接受更高阶段的教育，不仅意睬着要付出更高昂的学费和更多韵

机会成本．面对生存的压力，绝大多敦低收入家庭的子女即便有继续深

造的能力，还是不得不放弃受教育的机会而进入劳动力市场。他{『】放弃

的教育机会轻易为高收入家庭的子女取得，这为后者进入收入水准较高

的高级劳动力市场打下了基础。从某种意义上说，教育，尤其是高等教

育便成为富有阶层的专业消费品，以及通向劳动力市场的“学历识别”，

同时又为维护其对社会资源的更多占有提供了便利。

由此，我国高等教育投资所形成的收益主要由高收入阶层所获得，

这是非常不公平的。另一方面，由于缺乏教育，这些低收入家庭构下一

代难以提高参与竞争的实力，因而将偏离享受较高水平教育的富裕家庭

的下一代最终形成的高收入阶层更远。如果说高收入阶层的后代由于有

更高的教育水平，享受更高韵收入，再享受更高的教育水平是—静良性

循环；那么低收入阶层由于缺乏必要的基础教育和更高等的教育，因而

收入水平更低，下一代又缺乏教育，收入水平更难以提高，由此形成的

恶性循环是更需要我们给予警惕和关注的。笔者赞成一些学者如首都师

范大学的郝如玉教授提出的“缩小我国贫富差距应该主要依靠教育”的

观点，认为对于低收入阶层来说，通过教育投资来实现社会位置的升迂

性变动是他们摆脱贫穷的恶性循环的唯一途径。

3．2．3．影响经济结构优化和国民经济循环

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对经济结构优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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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收入居民的收入支付于奢侈品消费，容易引发易有经济泡沫的房地产

等部门的过度投资， 增加高档消费品的迸口，增加储蓄形成食利阶层，

进而造成经济结构的畸形化，使经济的长期发展缺乏合理的结构；二是

城乡之间长期保持较大的收入差距，就会使农村地区因收入水平长期低

下，缺乏市场潜力，而无法对城市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支撑，这种发展

约束又会反过来制约城市地区经济发展对前者的带动和辐射作用的发

挥。农民收入水平低，对工业品的购买能力弱，工业的发展得不到农村

这个主体市场的支持，城乡差距拉大诱发并强化了一系列重大的社会经

济结构矛盾：由于城乡问豹体制分割，巨大的剩余劳动力在农村部门膨

胀，城市化道路任重道远；产业结构严重失调：城乡收入分配差距诱发

有效需求长期不足导致一段较长时期的经济紧缩；城乡居民之嗣的社会

分层日趋严重；贫困秘题难以通过扶持途径从根本上解决，成为全面建

设小康社会的重大障碍；新必科技和信息化日新月异的发展使三农日趋

边缘化；农业竞争力低下，wT0的巨大冲击指目可待。

3．2．4．影响社会安定而导致资源浪费

从历史的经验可以看出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将损害社会稳定。1995

年中国农村贫困发生率高达28．6％，城镇的贫困发生率也达到8％。据估

计，农村贫困人口高达2．46亿，城镇贫困人口勰∞万。低收入阶层的

扩大，贫困人口的增加，影响社会安定。低收入酚层的犯罪以及其他影

响社会安定的活动会直接导致资源的浪费，因为这种活动使用的资源并

非参与生产活动，同时社会为了维护法律尊严，保持社会安定．努须投

入一定的资源防止这种活动的产生：一旦社会动荡，财产权利得不到应

有的保护还会抑制投资活动。1978年至90年代初期，中国的基尼系数

还处于比较合理的水平，但从90年代中期起中国基尼系数己经超过0．4

的国际警戒线，并呈现继续扩大趋势，对社会安定的负面影响越来越大。

3．2．5．阻碍农业经济的发展和农村城市化进程

收入分配的发展变化决定于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生产关系的变化，同

时也反作用于社会生产方式。收入分配不仅制约着需求，同时也间接影

响着供给。虽说农业发展中有很大一部分属于国家投资支出，但大头还

得靠农民往外掏钱才能实现。城乡收入差距过大，农村居民收入过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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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然会导致农业投入资金的减少，农业生产水平难以提高，农业总供给

减少，农业结构调整缓慢，从而将阻碍整个农业经济的发展。在我国加

入世界贸易组织、农业科技迅猛发展的形势下，农业面临的竞争首先是

科技竞争。只有尽快提高农民的收入并进而提高文化素质和科技意识，

才能不断推广大批使用先进的农业科技成果，为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

提供有力的科技支撑。与此相联系，农村城市化的进程也将因此减慢，

那么二元经济结构将依然如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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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形成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原因剖析

目前我国人均GDP已达1000美元，在钱纳里的发展模型中，当经济

达到这个阶段，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一般为63．4％，而2002年我国

只有39．1％，城市化率滞后了24．3个百分点之多。另一方面，相对于我

国的经济发展阶段(人均GDP达1000美元)，工业化却是超前的。目前，

我国第二产业产值己占到GDP的51．1％，而按照钱纳里的标准模式，这

一比重只有39．2％，我国工业化率超前了11．9个百分点∞。综合这两方

面，我国的城市化率远远落后于工业化的发展水平，城乡结构的超强二

元性再次得到了证明。虽然，这可班都分地幽中国是世界人口第一的发

展中大国来解释，但我们认为这是不够的。这一结论可在与印度和巴西

的比较中得出。中国全社会的基尼系数很高，而城乡差巫贡献了其中的

约6096，成为导致整个社会出现分化趋势的重要甚至是主要豹因素。另

一方面，中国大城市中并没有出现过渡拥挤、大量失业以及遍布城市边

缘的贫民窟，而这些问题在孟买和里约热内卢等太城市是长期存在的。

城乡分化与农村而不是城市过分拥挤并存的现实，表明城乡之间一直以

来存在着某种超市场机制的隔离障碍。中国城乡差距在世界上是罕见的，

也同经济发展水平和阶段不相适应，超强的城乡二元结构只能归因于政

策因素人为地强化作用。

4．1．国家经济发展战略与二元经济结构

改革开放之前城乡二元体精的形成是政府推行重工业惋先发鼹战珞

的需要，或者说城乡二元体制内生于国家经济发展战略。任何一个经济

落后国家都面临着如何实现工业化的问题，建国以后，新中国领导入基

于对国内国际形势的判断，确立并推行了一条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

历经长期战乱和落后挨打之后，新中国的现代工业几乎是一片空白，要

优先发展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必然面临资金原始积累和粮食原料的来

源保障，而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国，这些条件只能来自农业部门。要

从农业顺利地汲取剩余，就需要相应的政策安排相配套，这一政策安排

就是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剪刀差”。另一方面，重工业的资金密集程度高，

o李文，城市化滞后的经济后果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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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收劳动力的能力较弱，因而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意味着牺牲大量

的就业机会，为了控制劳动力从农村流出，同时保证城市居民充分就业

以及避免其他福利的外溢，户籍制度应运而生。1958年政府颁布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确立了一套完整的户口管理制度，以法律

形式严格控制农村人口流入城市。除非政府有计划的招收，农村劳动力

不能自由进入城镇寻找工作。文革中受左倾政治路线的影响，使本来就

十分严重的农村隐性失业问题更加严重。和我们关于城乡二元结构的描

述相似，1978年劳动边际生产率在各部门分别是：农业63元，工业1027

元，建筑业452元，商业1809元。。由于能够有效地把农村人口排斥在

城市体制之_蚪，城市居民所享有的福利i曹如全面就业、住房、医疗、教

宵、幼托、养老等制度也就可以随之建立了。这样，在此一系列制度安

排下，从经济恢复后的1952年到改革之前的1978年城乡差距一直缳持

在2．4—3．2之间的高位上，除了三年农业危机时期外，差距值相当稳定。

在中国经济开始转型之后，城乡收入差距并没有随经济发展得到应

有的缓解。转型在一般意义上是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

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开始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农村，在迅速推广的承包

经营责任制下，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到极大的提高，大幅度提高了农业

劳动生产率，农业产量得阻空前增加，农民收入有了显著的增长，城乡

收入差距在八十年代前期一度也得到明显豹缩小，由1979年豹2．615倍

下降到1983年的1．82倍，同时也使农村出现大量剩余劳动力。然葡，

改革的重心很快就转移向了城市，但为汲取农业剩余以及限制农村人口

的传统政策在渐进式改革中保留下来。农业早先的制度创新潜能根快就

受限于人地关系的高度紧张，农产品价值的实现也受到城乡结构失衡的

制约，先后两次出现卖粮难，农民增产不增收，城乡差距在城市现代部

门的迅速发展中进一步拉大。

从对城乡二元结构的考察中，我们可以看出，虽然市场化改革得到

不断推进，经济发展迅速，但城乡二元结构并没有随之缓解，甚至还略

有强化的趋势，中国的市场化程度虽然在总体上在1995年就已达62—

80∥，但实际上，市场化主要是在城乡内部并行推进，而城乡之间的隔

。胡永泰，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来自农业部门劳动力再配置的首要作用，‘经济研究'，1998．3

。陈宗胜，改革、发展与收入分配，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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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并未得到相应的消除，通过人口流动拉平城乡差距的市场机制功能大

打折扣。增量的市场化改革似乎在城乡内部同时增长，但城乡之间的体

制障碍成为存量部分而改动很小，因此城乡分离政策是中国转型中最大

的计划体制堡垒，也导致了严重的城乡分化问题。

4．2．国家宏观经济调整的影响

4．2．1．产业结构调整的原因

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不断升级给高收入人群带来了增收的机会，但减

少了低收入群体的就业和收入机会。我国是一个劳动力大量过剩、许多

自然资源高度稀缺的国家，特别是在过去十几年里资本还高度稀缺。但

是．进入二十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城市工业和乡镇企业却纷纷用资本替

代劳动，进行企业改选和产业升级。替代的结果是，加剧7劳动力的过

剩和资本的短缺矛盾。以下就主要吸收农村劳动力的乡镇企业的情况进

行分析(见表4一1)。

表4—1 乡镇企业年末固定资产原值和职工人数变化情况

年份 固定资产原值 年末职工数 人均固定资产原 每万元配置职工

(亿元) (万人) 值(元／八) 数(人／万元)

1980 326．3 2999．7 1087．7 9．19

1985 823．O 羽79 1179．3 8．84

1990 2682 9262 2895．7 3．螭

1995 1284l 12861 9984．5 1．00

2000 26224 12820 20455．5 0，49

200l 29052 13086 22200．8 0．45

资料来源：陈宗胜、周云波著，‘再论改革与发展中的收入分配》，经济科学

出版社，2002

20世纪80年代是乡镇企业吸纳农村劳动力数量增长最快的时期，

而90年代则是固定资产增长最快的时期。1990年以后，由于乡镇企业

固定资产原值迅速扩张，而劳动力就业增长缓慢甚至在90年代中期还出

现了下降趋势，由此导致乡镇企业每万元固定资产原值配置的农村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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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急剧下降，从1990年3．45人减少到O．45人，下降了87％。由此可估

算出，1990年后由于我国工业和乡镇企业采取了资本替代劳动的增长方

式，使得全国减少了32000多万个就业机会。在工业以及整个非农业领

域，资本配置比例上升而劳动配置比例下降，这使的拥有资本和技术的

赚钱的机会增多，但这是以一部分劳动者丧失就业机会为代价的，就是

说一些人的工资增加是以另一些劳动者收入减少为前提的。另外，工业

及非农业用资本替代劳动，不仅加剧了社会劳动力的过剩，而且还导致

社会财富分配在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失衡，使得农业相对国民收入水平过

快下降。众所周知，我国的绝大多数剩余劳动力都滞留在农业部门，当

城市工业和乡镇企业以资本排斥劳动时，大量剩余劳动力只能朔挤在农

业部门，去分享有限的资源和财富。因为在社会财富总量增长过程中。

农业部门的财富增长最慢，如果在善农业扩张中，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

不能及时转移出去，农业部门人均占有的社会财富份额只有下降。

4．2．2．宏观财政金融政策的影响

90年代中后期以来，实施的积极的财政政策为低收入群体和高收入

群体带来机会不平等。一是全国各地兴起的城市化浪潮给低收入者特别

是农民的积极影响不大。本来，城市化有利于扩张经济发展空阊，增加

就业机会，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囱城市转移．鱼是，近几年豹城市化方

向有些走偏。它的建设与发展并不是将就业和吸引农村剩余劳动力迸城

作为主要目标，而是将大量资金投翔城市基础设施和房地产建设方面，

这大大改善了现有城市居民的就业jRl生活环境，但是，由于辘乡二元结

构体制尚未打破，农民并未从中获得多大好处。相反，在城市纯过程中，

土地被大量低价征用又高价转让，不但使农民不能得到土地增值带来的

收益，还使他们的土地资源占有状况进一步恶化，于是出现90年代中后

期以来的一个现象：城市现代化进程越来越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越

来越慢，城乡居民收入越拉越大。二是政府为国家机关事业单位涨工资。

在1998～2001年间，中央政府先后给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连

续几次大幅度增加工资，在此基础上各单位还自行为本单位职工增加一

些额外福利津贴，这使得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工资水平比前几年涨了

近一倍。受此影响，其他行业也随之响应调高职工工资。不容置疑．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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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资是在城市居民之间进行的，农民并未从中收益。相反，这一时期

农产品价格持续下跌，乡镇吸纳劳动力的能力下降，还使得农民的收入

增长速度连年下滑。三是金融政策安排。自从我国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

特别是亚洲金融危机后，各大银行从农村纷纷撤走办事机构，对乡镇企

业实行只存不贷的政策，与此同时，中央政府还撤消了农村合作基金会，

并将合作基金会连同原有的呆帐一起并入信用社。这样，乡镇企业和农

民贷款越来越难，而农村资金外流越来越多。据统计，仅1997年到2000

年，农村通过信用社和邮政储蓄渠道，就净流出资金3477亿元。金融制

度和政策安排不当致使农民贷款无门，这极大地限制了农民的发展和增

收空间。

4．3．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滞后性

4．3．1．理论描述

这里我们用刘一费一拉的两部门模型来解释：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

传统的农业部门占主导地位，经济发展主要源于城市现代部门的扩张，

扩张源于资本积累，而在农业部门存在的大量剩余劳动力使得现代部门

能够以固定工资获得劳动力的无限供给，从而保证了现代部门的高额利

润。同时，城市部门的发展不断吸收农村的剩余劳动力，丽农业的产量

不变。此时，城乡经济的二元结构不断强化，农民收入固定在基本的生

计水平，而城市居民的收入逐步增加，财富在城市一端累积，城乡差距

呈扩大趋势。当经济达到稀缺点对，髓劳动力的转移，劳动的边际生产

率由零转为正值，农产品特别是粮食产量开始下降，但农业中仍然存在

“伪装的失业”。这个过程一直要持续到全部剩余劳动力消失点(也称商

业化转折点)，农业劳动者的在城市的工资上升到在城市中的边际生产

率，资本利润率下降，同时，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进而农民收入也因

劳动力的持续减少而进一步提高，直到城乡劳动生产率完全相等时，城

乡劳动收入差别也就最终消失。所以，城乡差距主要受制于城乡二元结

构所处的状态，二元结构主要在于农村人口的城市化进程落后于城乡经

济结构的转化，进而，城乡收入差距主要源于城乡之间劳动生产率的差

异。经济学对劳动力流动的解释是根据收入均等化的理论。人们有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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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他们能够获得最高收入的职业或者地理位置流动的趋向，而流动的结

果抹平了同质劳动力劳动收入上的差距。如果在能力相同的人们之间发

现了收入的差别，那么或者他们的工作条件存在差别，或者在工作或地

区之间的流动存在某些流动成本。在国际贸易中，商品和资本的流动不

能保证各国居民收入相等，在城乡交换中也是如此，要使城乡收入均等，

劳动力流动是关键。

4．3．2．劳动力转移与结构变化的一般模式

从工业化导致的产业结构转变得过程看，非农产业的生产比重与就

业比重的上升趋势虽然相同，但是两者并不同步。钱纳里和赛尔奎在研

究各国经济结构转变的趋势时，曾概括了劳动力转移与结构变化的一般

模式(见表4-2)：

表4—2 劳动力转移与结构变化的一般变动模式

缎 人均GNP GNP结构变化(％) 就业结构变化(％) 变化差

欢 1964年美元 1997。年美元 农业 非农业 农业 非农业 距∞o

l 700 350 52．2 47．8 ’ 71．2 28．8 19．O

2 100 500 45．5 54．8 65．8 34．2 20．8

3 200 1000 32．7 67．3 55．7 “．3 数O

4 300 1500 26．6 73．4 48．9 51．1 22．3

5 400 2000 22．8 77．2 43．8 56．2 21．O

6 500 2500 20．2 挎。8 39'5 舯．5 斑3

7 800 4000 15．6 84．4 30．0 70．O 14．4

8 1000 5000 13．8 86．2 25．2 74．8 11．4

9 1500 7500 12．7 87．3 15．9 泓．1 丑2

①1997年美元与1％4年美元的换算，直接使用此期间美国GNP的缩减指数，

换算因子为5。

②为平均近似值。

③变化差距是指农业GNP比重与农业就业比重之差。

资料来源：钱纳里和赛尔奎因：‘发展的格局》，22～23页．北京，中国财政经济

出版杜，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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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无论是处于经济发展的什么阶段，非农产业就业比重都小于

非农产业的生产比重：第二，就业比重变化滞后于生产比重变化的程度，

随着经济发展、人均GDP水平的提高而不同。在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

(1997年美元，下同)之前，滞后程度不断扩大，而当人均GDP超过1000

美元之后，其滞后程度逐步缩小。

4．3．3．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滞后的特征

从总体上看，我国工业化进程中劳动力就业结构的变化也是滞后于

其生产结构的变化，而且其滞后的程度比表4—2所示的一般模式更加严

重(见表4∞)。

表4—3中国劳动力转移与结构变化

GDP结构变化o(呦 就韭结构变化(％) 变化差距。 城乡收
年份

农业 非农业 农业 非农业 ∞ 入差2铲

1952 50．5 49．5 83．5 16．5 33．0

1960 23．4 76．6 65．7 34．3 42．3

1970 35．2 64．8 80．8 19．2 45．后

19800 30．1 69．9 68．7 31．3 38．6 2．50

1985 28．4 71．6 62．4 37．6 34。0 1．86

199|o 27．1 72．9 60．1 39．9 33．0 2．20

1995 20．5 79．5 52．2 47．8 31．7 2．7l

2000 16．4 83．6 50．O s0．O 鹚．6 2，糟

200l 15．8 84．2 50．0 50．0 34．2 2．90

2002 15．4 84．6 50．0 50．O 34．6 3．1l

①GDP的结构变化以当年价格计算。

②1980年以后为第一产业与其他产业之间的比重。

③此处的变化差距指农业GDP比重与农业就业比重之差。

④城乡收入差距是指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为1时，城市居民家庭人均可

支配收入的倍数。

⑤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1)》，‘中国统计年鉴(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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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与人均GDP水平相同的级次国家相比，我国的劳动力转移滞

后程度大。2002年，我国人均GDP为8184元人民币，接近于looO美元。

而此时我国非农业GDP水平比重与劳动力就业比重的差距达到近35个百

分点，高出一般模式中相同的级次国家的12个百分点。第二，与非农业

GDP比重相同的级次国家相比，我国的劳动力转移滞后程度大。2002年，

我国非农业的GDP比重为84．6％，相当于一般模式中第七级次的水平，

而我国非农业的GDP比重与就业比重的差距为35个百分点，高出相同级

次国家约20个百分点。第三，与非农业就业比值相同的级次国家相比，

我国的劳动力转移滞后程度也很大。2002年，我国非农业就业比重为50％

左右，约相当于一般模式中第4缓次豹水平，而我瑁非农业G肿比重与

就业比重的差距为34．6个百分点，高出相同级次国家12．7个百分点。

4．3．4．农业劳动力转移滞后与城乡收入差笾

劳动力转移的滞后，形成了占有较大比重的农业劳动力创造较小比

重GDP的局面。在这种局面下，农业劳动力的劳动生产率必然低于非农

产业，从而造成从事农业的劳动力的人均收入小于从事非农业劳动力的

人均收入，即城乡收入差距的存在。也就是说，城乡收入差距的存在，

固然有制度等方面的其他原因，但是，从经济结构调整的角度看，主要

是由于劳动力转移滞后的结果．妇表4—3所示，l嘲～1985年闯，劳动
力转移滞后程度缩小，GDP比重与就业比重的差距由38．6个百分点迅速

下降到34．O个百分点，此时城乡收入差距也由2．5：l下降到1．8右：l，

是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缩小最快豹时期．丽1995年以螽，劳动力转移豹滞

后程度扩大，GDP比重与就业比重钓差距由31．7个酉分点上升到34．6

个百分点，此期间城乡收入差距也在扩大，从2．7l：1上升到3．1l：1。

4．3．5．影响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宏观因素分析

a．制度性因素

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分割劳动就业制度，曾经是农村劳动力转

移到城市的最大制度障碍。目前，虽然已经有所改革，但是并没有从根

本上得到改变。农民与市民在身份、住房、补贴、劳保、福利等方面仍

然存在明显的不平等。

b．经济增长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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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的增长，才能保证非农产业具有强大的雇用需求。这种需求不

仅来自实现经济增长的客观需求，也得益于由于人们对经济前景的乐观

预期而产生的雇用需求。

c．非农产业的技术进步类型

在非农产业相同的增长速度下，由于非农产业的技术进步类型选择

不同，则其雇用吸收能力将会有很大区别。选择劳动集约型技术或者产

业，显然不利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

4．3．6．影晌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微观因素分析

从微观层面上看，农村劳动力转移是农户决策的结果。蕊对相同的

宏观背景，不同的农户可能做出不同的选择。例如，由于备个农户追求

目标的侧重点不同，特别是对风险的态度不同，影响着农户转移农业劳

动力的决策。即使农户追求的目标都是预期收益最大化，也会由于各个

农户本身的特征不同，使得各个农户从劳动力转移中带来的收益以及需

要支付的转移成本也不相同，从而影响农户决策。例如，由于农民的受

教育程度越高的农民越容易在非农业中找到薪金较高的工作岗位，从而

具有较高的预期收益；从另一个角度看，为了满足非农业雇用劳动的需

要，受教育较高的农民的培训也较容易，从而具有较低的转移成本。所

以，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将有利于实现劳动力的转移。

4．4．人力资本对收入分配的影响

劳动素质差别的存在会导致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中竞争豹不公正．

这种不公正是居民经济机会不平等的重要方面，并且劳动力市场的不公

正竞争引起的收入差距可能产生收入分配分化的“马太效应”。根据世界

银行1999年的估算，我国人力资本储各有巨大的地区不均等，教育的分

配倾斜度提高。就教育年限来讲，九年义务教育资金来源，农村和城市

之间有很大的差异，城市比农村高5096。1995年以后，人力资本的不平

等分布代表着社会福利的巨大损失。假设每个人天生的能力分布是正常

的，如果受教育的机会分布严重不平等，这个社会就要遭受不发展入力

资本和潜在人力资本的低利用率，这将对经济增长产生消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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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理论分析

传统的经济学假定资本和劳动力作为两种基本生产要素是同质的，

在一定范围内可以相互替代；资本是同质的，物质资本是资本的惟一形

态；劳动是同质的，是劳动的数量而不是劳动的质量决定产出水平，劳

动力的价格由竞争的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决定。在这样的假定下，人们的

收入取决于其对要素拥有的先天禀赋、后天的工作努力程度以及要素在

市场上的供求关系。除工作努力是人们可支配的因素外，人们无力改变

收入分配的状况。然而，现实情况，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知识经

济的飞速发展表明。人们通过努力工作，不仅可以增加收入，还可_以使

自己在以后的收入分配中处于有剥的位置．舒尔茨等经济学家提出的人

力资本理论解释了这一现实与理论的矛盾。

人力资本理论认为资本和劳动是异质的．人力资本也是资本的一种

形式，它是投资于人身上而形成的既可以满足眼前消费更可以带来未来

收益的资本，表现为劳动者身上蕴涵的知识和技能。人力资车投资，其

中主要是教育投资，使劳动者具有不同的技能，不同技能劳动力的劳动

是有差别的，有差别的劳动在劳动力市场上具有不同的供求关系，因而

价格也是不同的。所以人们可以通过教育投资来改变自身在收入分配的

不利地位。

Galor和zeira(1993)用OLG模型在一个小型开放经济中从人力资

本投资角度研究了收入分配格局的动态演化。假定寿命为两期的个人或

者作为不熟练劳动力在两期都工圣#、或者在第一期进行人力赛本投资然

后在第二期作为熟练劳动力工作。使用不熟练劳动力的传统部门构工资

率较低，使用熟练劳动的现代部门生产效率和工资率较高。该模型的核

心是人力资本投资决策。他们假定存在人力资本投资门槛h，任何初始

财富小于h的人要想成为熟练劳动力必须从一个存在摩擦的金融市场借

款。个人通过比较效用的大小(依赖于第二期消费量和给后代留下的遗产

量)决定是否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显然初始财富大于h的人进行人力资本

投资是最优的。他们证明初始财富小于h的个人并不都会借款进行人力

资本投资，初始财富水平在菜一值f<h之下的人即使可以借到足够的钱，

他也不会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因为他作为不熟练劳动力在两期工作效用

都更高。可见教育仅限于初始财富较高的个人。个人的初始财富完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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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其人力资本投资决策，决定其收入、消费，也决定其留给后代的遗产。

据此，他们导出了穷人(初始财富小于h)、中产阶级(初始财富处于f和

h之间)及富人(初始财富大于h)各自家族财富演化的差分方程，根据这

些差分方程的收敛性，他们证明存在一个决定性的财富水平，初始财富

大于该值的家族财富水平将收敛至较高的水平：小于该值的家族财富水

平将收敛至较低的水平。这就是说，在长期经济中的家族将分为富人和

穷人两个阶层，前者世世代代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收入较高；后者则世

世代代只能作为不熟练的劳动力，收入较低。因此他们的模型表明初始

收入分配状态不同的家庭可能选择不同的发展路径，并收敛于不同的稳

定状态。

4，4．2．实证分析

教育导致的入力资本贫乏严重束缚了人们的进取精神，贫强地人口

自信心差甚至对现状麻木不仁。即使在自然条件优越的地方，例如西双

版纳，也存在着贫困。这种情况被称为“富饶中的贫困”，主要是由于人

力资本贫乏、观念落后，从而自然资源没有得到很好的开发所造成的贫

穷。陈宗胜、周云波根据天津统计局农调队1999年家庭调查数据分析，

得出下表(表4_4)：

表4-4 1999年天津农村家庭劳动力文化程度鞫各阶层收入水平的关系

户均收入等级 l 2 3 4 5

家庭中最高文纯戤 3．33 置28 3．44 3．53 复啦

家庭中文盲半文盲人数 O．11 0．03 O．05 O．06 O．05

家庭中小学文化程度人数 0．55 O．65 0．58 0．61 0．66

家庭中初中文化程度人数 1．26 1．24 1．39 l_49 1．55

家庭中高中文化程度人数 0．24 O，34 0．34 0．41 O．36

家庭中中专文化程度人数 0．06 0．09 0．12 O．1l 0．18

家庭中大专以上文化程度人数 0．02 O．00 O．03 0．04 O．08

家庭中初中以上文化程度人数 1．58 1．67 1．88 2．05 2．17

资料来源：陈宗胜、周云波著‘再论改革与发展中的收入分配'，经济科学出舨

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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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4用两种方法表示家庭文化程度：(1)以家庭成员中的最高文化

作为家庭文化程度的代表，以数值表示文化程度高低，其中文盲半文盲

为l，小学为2，初中为3，高中为4，中专为5，大专以上为6。表中第

二行数值表明，每个收入层次的平均值都为3点多，而总平均值为3．42：

这表明天津农村现阶段平均家庭最高文化程度是初中或高中(低于高

中)，(2)用平均每个家庭不同文化程度的人数作为家庭文化程度的代表。

从表中数据可以看出，各阶层都是初中文化程度的人数最多(这与国家推

行的普及9年义务教育政策有关)。从各文化程度人数同收入的相关关系

来看，初中文化程度人数同收入存在较强的正相关(相关系数为o．72)，

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入敦同收入水平也呈明显正相关(相关系数0．伪)。

这表明在天津农村，平均文化程度较高的家庭其收入也较高，反之剐反

是，即文化知识是影响牧入及收入差别的重要因素．这在全国农村也具

有普遍意义。

根据李实等人1995年对城镇居民做的典型调查，文化程度的高低与

家庭收入水平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见表4—5)在调查的样本人群中，

表4_5 1995年城镇不同学历就业者工资收入

文化程度 样本数(人) 工资收入(元)

全国平均 122t2 6042．2l

大学及平均以上 963 7870．77

大专 1875 6881．13

中专、中技、职高 蹦 6430．90

高中 2975 5700．9l

初中 3705 5464．55

小学 628 4857．77

小学以下 6l 3247．49

资料来源：李实等，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实证分析，社会文献出版社，2000

户主大学以上文化程度的家庭人均收入为7870．77元，比小学以下户主

家庭人均收入的3247．49元高4623．28元，前者是后者的2．42倍。因为

该项调查只是对城镇居民进行的，且调查的样本中小学和小学以下韵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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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又太少，所以基尼系数比较小。从实际发展情况看，近几年，各学历

水平的居民收入差距有继续拉大的趋势。因此，我们可以探讨学历水平

提高一个档次后的基尼系数变化情况。如果将小学以下学历户主人数减

少10人，并假设这10人的学历水平上升一级为小学学历，同时假设其

他各学历水平的收入和其他条件不变，这时基尼系数为O．069446，与李

实等人所调查样本的基尼系数相比下降了0．354。以此类推，每级都这

样做，得表4—6：

表4_6 1995年城镇不同学历水平增减lO人后基尼系敦的变化情况

情况 基尼系数 与原状况诧较的变化情况娼)

原状况 O．069693 0

小学以下减lO人，小学增加l。人 O．069446 一o．354

小学减10人，初中增加lO人 0．069614 —0．113

初中减10人，高中增加10人 0 069682 一O．016

高中减lO人，中专增加10人 0．069706 +o．019

中专减lO人，大专增加10人 O，06972l +0．040

高中减10人，大专增加10人 O．069734 +0．059

高中减10人，大学以上增加10人 0．069838 +o．208

资料来源：金双华，财政教育支出政策与收入分配，t财贸经济》，蝴3．1

综合以上三表可以得出：就整个社会看教育程度与家庭收入明显正

相关，而城镇居民受教育程度总体较农村为强，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

释二者收入差距。据美国经济学家D'Gale．J曲son分析，中国农民在校时

间每增加一年，其收入就可以增长3．6～5．5％。如果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受

教育水平达到城市的水平，城乡劳动力的收入差距可缩小15～20％。而

且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将最低学历水平户主的学历提高一级，在人

数相同的情况下，将比次低水平户主的学历提高一级的社会公平程度更

好一些。而当学历提高韵情况由平均水平以下提高到平均收入水平以上

时，基尼系数不减反而增加。因此，这也告诉我们，要想改变社会分配

不均的状况，当务之急是提高低于社会平均水平的教育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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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国民收入分配政策不合理

4．5．1．初次分配不公平

市场机制调节作用会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拉大。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

是实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根本性转变，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

机制调节会导致收入差距扩大。市场是按照投入生产的要素的贡献来分

配的，这就是说，在市场分配收入制度下，人们的相对收入水平取决于

人们对生产诸要素的占有水平。城乡不同的要素所有者，由于他们拥有

要素的数量和质量不同，他们的竞争机会也就不均等，从两城乡居民收

入也就不平等。

由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形成的收入差距有利于社会资源的有效配

置，促使杜会进步和经济效益的提高．但是，在现阶段的经济转轨时期，

社会初次分配的秩序还相当混乱，国民收入分配比例失调，因行业垄断、

城乡分割等不公平的非市场因素导致了巨大的收入差距，使高收入就意

味着对社会高贡献的按劳分配原则在实际操作中失去了公平性，更加深

了农民的弱势程度。从当前我国的具体情况来看，近四年来，国家公务

员工资几乎增加了一倍，比较起来，农民的收入增加不快，个别地方还

在下降，更为严峻的是农民来自农业的收入连年递减。绝大多数地方的

所谓农民入均年纯收入，只相当于城镇干部职工一个月的工费收入。

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的提出和实施，以及采

取多种收入分配方式的收入分配政策，扩大了收入来源，意味着必然扩

大城乡收入分配的差距。此外，经济发艉和改革开发程度的不平衡性，

城乡之间由于自然的、历史的和现实的因素所导致的经济发展基础和经

济发展状况的差异性，也造成了收入分配差距。

4．5．2．再分配不公平

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次分配注重公平，是我国收入分配体制的基

本原则。但事实上，初次分配没有充分体现市场效率原则，再分配调控

能力弱化。目前财政再分配手段未能充分发挥其应有的功效，不仅对收

入分配差距的调控能力弱化，甚至在某些领域还存在逆向调节问题。农

民负担过重，反映出政府、企业以及城乡居民之间的分配关系不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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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财政转移支付对低收入群体倾斜不够。农民承担的税负种类

及数量明显高于城市居民，而且不能享受住房、医疗等基本福利。在再

分配领域，国家未能通过对高收入者征税、对低收入者实行转移支付的

手段对初次分配所形成的巨大的收入差距进行有效调节，表现为一方面

对高收入群体的调节不力，且某些形式的转移支付制度明显向高收入群

体倾斜；另一方面对低收入群体缺乏有效的保护，特别是缺乏对农树弱

势群体的有效保护和援助。因此，从国民收入宏观分配的角度看，当前

农民负担过重问题的实质就是国民收入宏观分配中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

比例严重失衡，农民所占的份额过少。

从收入来源分解的分析中．揭示了转移性收入对不平等豹贡献是90

年代后期我国城乡居民收入不平等程度加尉的重要原因。城镇居民人均

转移性收入占人均纯收入的比重从1996年开始显著上升，由1996年的

16．71％上升到2001年的23．5讳，增幅达41．05％。表明政府对城镇居民

转移支付力度的加强，有效地改变了城镇居民的收入结构。而农村居民

的人均转移性收入比重基本上未随时间变动而变动。因此，城镇居民人

均转移性收入比重与农村居民转移性收入比重的差距由1996年的4．5倍

增加到2001年的6．5倍，这导致了人均转移性收入对城乡收入不平等贡

献率的上升。。

现在我国仅在部分农村发达地嚣探索建立了农村社会养老制度．据

有关统计资料，目前我国参加养老保险的农民仅占农村总人目的9．6％左

右。这意味着农村养老基本上是以传统的家庭养老为主，这种状况对农

村的计划生育工作也是及其不利豹。至于其他的失业保簿、医疗保璋、

最低生活保障等现代社会保障制度更与农民无缘。城镇屠民基本上可以

享受公费医疗或在医疗保险制度覆盖范围之内，而农村合作医疗保健制

度大部分已经解体，有合作医疗的仅占15％左右。广大农民基本上处于

一种“小病不看，大病看不起，看大病即意味着倾家荡产”的状况。根

据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2000年世界卫生报告》，在191个国家和地区

中，中国的医疗资源分配公正指数排第188位，是世界上公共卫生资源

分配最不公平的国家之一。

o黄枫辉、王敏、万广华，我舀居民收入不平等等问题：基于转移性收入角度的分析，t管理世

界'，20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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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政策建议

5．1．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经济协调发展

改变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格局的根本着眼点就是要改变城乡分割

体制，打破城乡二元结构，这也是我国收入分配中的关键问题。打破城

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关键在于加快城乡一体化。没有农村的城市化，中国

农村人口在增长的过程中产生的土地需求压力就不可能最终缓解，而中

国当前存在的城乡收入差距也就不会最终消除。

5．1．1．打破城乡分割壁垒，为农村劳动力流动创建公平环境

过去我国一直实行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并建立了一系列包括住房、

医疗保健、补贴保障在内的优惠城镇居民的城乡分割舶福；fi|制度。这种

城乡分割的发展政策极大地限制了农业劳动力向城市构转移。使得农村

沉淀积累了大量剩余劳动力，限制了农业生产力的提高。打破人口流动

壁垒，有步骤地废除隔绝城乡的户籍制度，“解放中国人的脚”，让生产

要素特别是劳动力在城乡之间充分自由流动，使城乡劳动力享有同等地

就业机会，是控制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有效途径。

要加快劳动力市场建设，在现有收入差距状况下，允许劳动力自由

流动，要充分利用市场机制自动调节作用。它的实际意义在于，作为劳

动者个人，如果不满意自己当前的收入状况，社会能够为其提供一个通

过自由流动选择和争取更高收入的机会和条件。一个无人为障碍的、合

理、有序、信息充分的劳动力市场，不仅对提高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具

有基础性作用，对缓解劳动者对收入状况的不满以致社会稳定都具有十

分重要的作用。

5．1．2．推进农村城镇化，转移剩余劳动力

二元经济理论清楚地阐明了农村贫困的根源就在于农村的过剩人口

太多。因此，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如果不能顺利转移出农业，或转移出农

村，是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农村贫困的。转移出农业，除了要发展以往

作为重点的第二产业外，更重要的是指要发展第三产业，而第三产业的

发展则要求村镇人口必须更加集中并达到一定规模。转移出农村，一部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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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是转移到现存大中小城市里，另有相当部分实际是要靠农村自身

的城镇化来解决。同时，为避免出现有的地方主要由政府推动成立的小

城镇有城无市的现象，发展小城镇应当作为一个长期战略性的措施，一

个以市场和自愿为主导的推进过程。

5．2．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

教育落后是农村地区经济落后的根本性或者基础性原因。提高农村

地区的人力资本存量，特剐是要增加基础教育的投资。只有这样才能提高

人口素质，提高农民素质，为缩小贫富打下基础。

在基础教育方面，政府最需要徽到的是保障起点公平，也筑悬每个

适龄儿童有入学机会，不因民族、性别、经济条件而有所区别：更高的

要求是使这种人均享有的教育在教育质量上尽量毙趋于水平—致，这一

切都离不开政府财力韵支持。教育既是产业。更是一项公益性的事业。

政府投资既能推动教育本身的发展又能实现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如本文

第四章所证明，在财力许可的条件下，政府对教育的投入重点应是基础

教育，特别是农村和不发达地区的基础教育。相对于发达地区来说，这

些地区的义务教育尚未得到普及，因此更需要政府的支持。

5．2．1．进一步加大中央和省级财政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支持力

度

根据教育部的数据，最近两年政府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支持力度明显

加大。2002年农村义务教育总投入皆政府预算内支出占到了7&21‘，中

央财政的投入占到了农村义务教育总投入的28％，农民个人承担的部分

约占l／5。但是，教育部公布的数据可能低估了农民对义务教育的支出。

例如：税费改革前，农村教育统筹是农民直接承担的义务教育费用，改

革前这部分费用在100亿元以上；改革后。这块资金实际上合到农业税

中了，表面上是政府算对教育的支持，实际上仍是来自农民。

我国要真正实现“政府办农村义务教育”，必须充分发挥各级政府的

力量。新推行的“以县为主”明确了县级政府的责任，但是，中央、省、

市的责任没有得到明确。义务教育是我国法律规定的基本公共物品，在

全国范围内保障全体社会成员对基本公共物品最低程度的需要，并尽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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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做到平等，这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要求。基本公共物品的

性质和供给方式决定，层次越高的政府对保障基本公共物品供给的责任

越大。中央政府能够组织全国财力，在不同地区间通过转移支付的方式

对义务教育提供必需的经费。因此，保障农村义务教育的最终责任在中

央政府。省级政府层级较高，管理区域大，对农村义务教育负有重要责

任。无论是发达国家抑或是发展中国家，农村义务教育作为基本公共物

品，一般都是由中央和省级政府为主要提供者的。这与我国农村义务教

育投入主要由县财政承担的情况大为不同。

今后，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应逐步由中央和省级政府承担，从全国

范围来看，地方财力不能保证义务教育经费的主要是农村，普及义务教

育的主要任务也是农村选区。因此，中央财政对农村义务教育的保障政

策是，根据农村义务教育的最低标准，对不能保证最低义务教育经费的

县予以补助。省级财政以平衡省内富县与穷县之闯义务教育水平为政策

目标，通过省级财政义务教育经费支出和调控县级政府间的义务教育经

费的横向转移支付，使省内各县的农村义务教育水准基本相当，差距不

至过大。

5．2．2．加快实行“两免一补”

在教育投入中，投入小学的社会收益率是最高的。国际经验表明，
政府将钱投在补贴学生的学费和课本费上，效果会更好。最近国务院关

于农村教育发展的决定提出，争取20脯年底实现农村困难家庭事受“两
免一补”(免学杂费、免课本费、补助生活费)。在免滁农村义务教育学
杂费和书本费方面走钓更快些，在农村贫困地区免除贫困学生的学杂费
和课本费。在经济发达的省份，现在就提倡各个省自主决策，全部免除
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杂费和课本费。

5．3．建立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充分发挥社会保障再分配
效应

5．3．1．我国社会保障再分配格局的形成原因

我国的二元社会、经济及政治制度结构的严重失衡，为我国社会保

障制度从其建立伊始就埋下了城乡有别的祸根。建国初期为发展经济，

我国实行的是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的发展政策，这种发展政策使得城市居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政策建议

民受以城市工业发展为重心的经济指导思想的影响，得到了大量的关注

和更多的社会保障资源分配，而农村居民从事农业，受农村土地制度、

农村生产方式以及生产关系的影响，农村居民得到了更多的是土地保障

和家庭保障，普遍意义的社会保障在农村没有得到体现。这种城乡有别

的非均衡的社会保障结构进一步加剧了城乡差别，更加突出了社会结构

的二元性。出现这种分配格局究其根源，在于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是与

创建伊始的经济基础相联系的，是与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而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社会不需要在生产系统之外再建立一套保障系统，

只需让生产系统本身承担起社会保障的功能即可。这种与社会生产系统

紧密结合的社会保障制度无法在城乡之间发挥收入再分配的“调节”功

能。因此，导致社会保障再分配格局的最根本原因就在于我凋的社会保

障制度不是一个独立的社会服务体系。

5．3．2．建立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

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最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实现公平和平等，因为社

会保障制度是通过大数法则，对全体社会成员实行统筹互济，只要是发

生在保障范围内的损失，社会保障都帮其分担损失，从而体现社会公平

和平等。针对上节所描述的局面，首要的是要逐步扩大包括广大农村地

区在内的社会保障覆盖面。只有覆盖全社会的“面”。才能在全社会范围

内对居民收入分配差距问题进行调节和修正，才能实现公平、平等的和

谐社会。

扩大社会统筹比例，缩小个人账户份额．提高社会保障统筹层次．

社会统筹是政府依据统一的标准和原则，将分散在各部门、各企业的资

金，通过统一的方式和途径集中起来，统一调节，统一分配使用。社会

保障统筹层次的高低直接影响社会保障制度对收入分配格局的调节力

度，我国目前实行的是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统筹方式。实行个

人账户虽然有利于提高劳动者参保的积极性，但因是划入个人账户不能

起到社会再分配的作用，反而会加大贫富之间的差距，因此要缩小个人

账户份额，扩大社会统筹的比例。扩大社会统筹比例虽能筹集更多为政

府统一调配的资金，能更好地调节收入分配，但是如果统筹层次不高，

也无法实现大范围内的调配，不能很好地在大范围内的发挥调节贫富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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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因此要提高社会统筹层次，将原来的市、县级统筹经济逐步提高到

省级统筹，最后过渡到全国统筹，以在全国范围内合理缩小贫富差距，

促进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提高社会效率。

逐步建立农村社会保障机制。根据农村经济社会水平和农民非农化

程度，采取由发达地区向经济欠发达地区逐步推进，保障水平逐步提高、

保障方式多层次、资金来源多元化、制度法制化、管理规范化、服务社

会化的比较健全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主要包括三个方面：～是要逐步分

地区、分步骤地进行养老保险制度的试点；二是稳步推进农村医疗保险

制度；三是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重视农村贫困群体的生活。



结论

6．结论

本文的研究目的在于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二元经济结构下缩小城乡

收入差距的解决思路。因此，从二元经济及收入分配涵义界定入手，运

用了大量统计数据及图表，深入分析了中国城乡居民收入的现状及形成

的原因。我国国民经济体系的二元经济结构特征十分明显并且其转换呈

现出一定的刚性，形成的原因在于传统的发展战略及传统的计划经济体

制。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加快二元经济转型、缩小城乡差距、

促进经济协调发展的思路：农业部门自身的发展是基础、非农业部门的壮

大是目的、城乡经济的良性互动是关键，本文对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并

结合现实情况提出了几点建议。由于锄寸伺仓促，加之作者本人对这一问

题的研究深度有限，文中有多处不尽人意，还有一些不太成熟的观点未

在文中列出，今后将继续这一问题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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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中国城乡居民在全国统一排序中的收入和人口相对格局(若干年份)

1981年 1984年

人均年收 人口比重佴) 收入比重(％) ^均年收 人口比重(％) 收入比重杠)

入(元) 农村 城镇 农村 城镇 入(元) 农村 城镇 农村 城镇

100 00 4．18 1．47 100．00 0．77 0 17

165．00 32．31 18 13 180．00 12 13 4．95

210．60 0．54 0 40 280．00 25．67 16．29

265，00 28．35 25．86 380．00 18 58 16．00

271．65 1．36 1．29 389．57 5．02 4．43

365．00 10．14 12．Bl 48乱∞ 9 75 10．6l

365．56 7．02 8 98 507．66 4 32 4．97

465．00 3．Il 5．02 592．58 4．08 5．鹤

492．96 8．0l 13．85 69互75 3．92 6．15

646．68 2．09 4 74 850．00 12．10 23 31

700．00 I．9l 4．69 921．69 3 66 7．64

804．00 0．98 2．76

各组合计 80．00 20．00 67．98 32．02 各组合计 79．00 21．00 7l 33 28．67

1988年 1991年

^均年收 ^口比重喁) 收入比重(％) 人均年收 ^口比重(％) 收^比重(吣

入{元) 农村 城镇 农村 城镇 入抗) 农村 城镇 农村 辅
148．50 4 57 O．90 218．00 7．84 1．66

250．00 10．78 3．57 350．00 8．踮 3．00

350．00 13．41 6．船 4即．∞ 10．26 4．47

5“．94 21．75 15．72 70&55 24．30 16．68

59I．68 3．24 2．55 739．77 3．3l 2．37

700．00 11．19 10．40 900．00 8 36 7．29

750．39 3．09 3．08 970．01 3．12 2．93

900．00 4．97 5 94 1250．00 8．22 9．96

991．45 5．87 7．73 1439．05 5．95 8．30

1166．03 5．52 8．54 1671．43 5．64 9 13

1373．92 5．22 9．51 1951．29 5 46 10 32

1500．00 5．67 11．29 2200．00 3．75 7．99

2015．80 2．46 6．57 2897．％ 2．57 7．22

2656 30 2．26 7．97 3776-0l 2 37 8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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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组合计 72．34 27 66 54．05 45．95 菩组合计 71．58 28 42 5l，05 48．95

1995年 1999年

^均年收 ^n比重t吣 收入比重(蝴 人均年收 人【J比重(■) 收^比重《埘

^(元) 表村 城镇 表村 塘萌 入(元) 表村 城镇 农村 城慎

440．00 7．4l 1．34 602．00 5．56 0，83

700．00 7．69 2，2l 1312．00 9．58 3．10

950'00 16．22 6．32 1769．00 14．4l 6．29

1577．74 24．6l 15．9l 22lO．00 18．39 lO．03

1654．36 3．13 2．13 2305．65 3．4l 1．94

2144．29 2．98 2．62 2876．69 3．3l 2．35

2550'∞ 9．47 9．如 4012．∞ 11．54 lL 43

3363．87 5．74 7．9l 439L58 6．40 6．94

3650．00 3．85 5．76 5t24．00 4．95 6．63

4073．88 5．52 9．2l 5543．23 6．19 8．46

49鹋．{2 5．33 lO．83 6924．03 5．髓 lO．10

5300，oo 3．12 6．竹 8464．OO 4．97 lO．39

8006．90 2．55 8．38 14鹤5．23 2．船 10．15

10966，35 2．38 10．7l 17678．36 2．6l ll_36

各组台计 72．37 27．63 48．2l 51．79 各组合计 69．40 30．60 48．70 51．30

资料来源：陈宗胜、周云波，再论改革与发展中的收入分配，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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