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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武：只有市场化才能缩小贫富差距

    陈志武 耶鲁大学管理学院教授 

  北京的发展故事告诉我们，要缩小贫富差距，必须坚持市场化改革而不是加强对经济的管制 

  为什么地区间、城乡间、社会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在日益加大？时下一种流行的看法认为是由市场化改革所致，

认为民营化改革、私有经济是其根源。 

  一些学者甚至呼吁政府反思经济改革方向，减慢国有企业民营化进程，同时以宏观调控名义重新加强对经济的管

制。有学者认为应停止民营化和市场化改革，觉得保住国有企业、国有银行、国家财政“三位一体”的体制才能制止

贫富差距的拉大。 

  当然，这种看法不是什么新鲜事。事实上，几百年来，很多思想家和普通百姓都认为私有制和自由市场交易是万

恶之源，是导致收入不平等和社会动乱的根源。但是，国有制和政府对经济的管制真的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吗？换句

话说，政府的严格经济管制会否反而增加更多的不平等呢？让我们来看看北京的故事。 

  首先我们先把北京与全国其他省市进行直接比较，然后再回到我们的核心命题。 

  这个研究角度跟以往的地区研究视角有所不同，因为以往的地区发展研究基本都喜欢把沿海省份与内陆省份进行

比较。但是，沿海地区的发展优势基本来自于它们的地理位置，是运输成本最低这个事实给了它们几百年的外贸优

势，因此将沿海与内陆地区做比较研究可以帮助我们回答一般经济学的问题，但并不能回答政治经济学的问题。因

此，为把北京跟其他省市、然后把省会跟非省会城市进行比较，我们更能看出行政权力在不同的经济制度下对各地发

展机会的影响度。 

  北京是全国的首府，是政府所有权力的中心，政府所有办公机构等都坐落在此；到了省这一级，省会城市又掌握

了那个省的所有行政权力、掌握了那个省的资源配置权；依此类推，到了地区市那一级，市又是本地区的权力中心。

这种行政权力结构对不同地方居民的收入机会有何意义呢？答案当然取决于政府和经济形态。 

  2003年，北京的人均GDP为32601元，是全国平均水平9073元的3.6倍多，在全国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中

名列第二，排在人均GDP为46718元的上海之后。以1995年的不变价格为单位可看到，自1949年至今，北京和全

国其他地方间的绝对收入差距在稳定地增长，没有放慢速度的迹象。 

  而在1952年，北京人均GDP排第九位，位于上海、黑龙江、吉林、天津、辽宁、河北、浙江和广东之后。也就

是说，建国初期，北京并不在最富有的省市行列中。但是，它的人均GDP排位在1958年时已经上升为第五位，1965
年为第四位，到1978年就名列第二(只在上海之后)。从那以后，北京一直位于第二位。 

  那么，在其他富有的省份要么发展停滞、要么越来越落后的这些计划经济年代里，是什么使北京经济经历如此大

的飞跃呢？ 

  一个关键的因素是政府通过国家计划，特别是通过国家对金融资源的绝对控制，把资源偏向北京和少数其他城

市，让各地人们的收入增长机会完全不平等。在建国初期，北京人均GDP在全国排列第九，这至少说明两点。首先，

与其他沿海省和直辖市相比，北京在自然禀赋上不一定有明显优势。清朝以及其他王朝在不同时期选北京为首都，这



并没使北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成为最富有或者第二富有的省市。 

  由于各朝皇帝不拥有太多生产性资产，不是国有制，朝廷也没有垄断全国的银行和储蓄存款，所以虽然数百年北

京是中国的首都，但这并没有使它得到特殊的发展机会。即使皇帝和朝廷想要特别扶持北京，由于经济资源不控制在

他们手中，他们也无法实施其愿望。 

  因此，每个地区的发展机会仍然主要由它的自然禀赋确定的“原始市场”情况，再加上原来的人口流动相对受限

较少，依靠自然禀赋的发展意味着各地的增长机会不至于太离谱地千差万别。那种靠自然禀赋的发展当然慢，但市场

的力量至少能促进各地区经济缓慢但相对同步地发展。 

  通过对北京这个例子的观察，我们不难发现能把资源配置留给市场去做，至少能让市场的效率原则主导资源配

置，就会给各地一个平等的竞争机会降低贫富差距。如果是这样，为了实现平衡发展，政府应该做的恰恰是要深化市

场化改革，而不是终止。现在如果停止市场化改革，中国过去的经验表明，那只会带来更长期、更广泛的不平等，让

特权当道。 

来源：http://star.news.sohu.com/20060117/n24147392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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