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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经验表明，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过程一般也是一个收入分配差距不断变化的过程；居民收入分配
不仅仅是经济增长的结果，同时又是影响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变量；在有关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关系
问题的处理上，发展中国家通常面临三种选择，而不同战略类型的抉择，往往能决定经济和社会发展
的最终结果。 
一、有关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关系的理论分析 
有关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关系的理论，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的倒U型假设。
库兹涅茨对经济发展过程中收入分配差别的变动趋势进行了形象的描述。即“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长期
趋势可以假设为：在前工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经济增长早期阶段迅速扩大，而后是短暂的稳定，
然后在增长的后期阶段逐渐缩小。” 

 

 

 

 

 

库兹涅茨曲线图 
库兹涅茨关于经济发展过程中收入分配差别“先恶化，后改进”的倒U型假设的提出，开创了发展经济
学研究收入分配问题的先河。刘易斯等人则从劳动、资本供求和两部门转换的角度在理论上较好地解
释了倒U型曲线的变化规律，他们认为劳动和资本等要素供求失衡引起的要素收入分配不均等，是个人
收入分配不均等的基本原因，且倒U型曲线的转折点（不平等转折点）与劳动供求平衡点（商业化转折
点）在时间上正好重合。即在劳动过剩的情况下，收入分配差别将持续扩大；而当劳动成为稀缺要素
时，收入分配差别则开始缩小。托达略等经济学家进一步分析认为，如果发展中国家再投资采取劳动
集约型方式，政府也注意到财产和收入再分配等制度因素对收入分配差别的影响，则在商业化转折点
到来之前（即劳动达到供求平衡之前），收入不平等就有可能改进，不平等的转折点要前移，转折点
的不平等程度也要降低，就能以较低的收入不均等程度换取较快的经济增长。 
站在不同的角度研究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以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传统的主流经济学从总供
给的角度研究分配与增长的关系时认为，劳动剩余和资本不足是发展中国家经济成长过程中普遍存在
的问题，收入分配不公，社会财富向少数人手里集中，有利于储蓄增加和投资增长，能促进经济增
长；以西斯蒙第为代表的另一派经济学家从总需求的角度研究分配与增长的关系时则认为，收入不均
等程度扩大将降低消费和投资倾向，不利于消费需求和有效需求增加，从而会阻碍经济增长。我们认
为，考察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必须兼顾供需两方面的关系，此时，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促进
或阻碍作用主要取决于一国经济增长的瓶颈因素。在卖方市场和短缺经济条件下，资本稀缺和供给不
足成为经济增长的限制因素，此时收入差距扩大将对经济增长产生一定的促进作用；而在买方市场和
过剩经济条件下，消费需求不足和投资需求下降取代资本和供给不足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制约因素，
此时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将进一步强化买方市场格局，阻碍经济顺利发展。 
二、中国20多年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格局演变历程 
在过去20多年，中国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中国经济发展呈现了历史上少有的持续繁
荣：GDP由1978年的3624亿元增长到1989年的16,909亿元，并一路猛进至2001年的95,933亿元，按可比
价格计算，年均增长率为9.4%，超出世界同期平均增长率6.1个百分点。即使是在1989～2001年间，面
对复杂的国内外经济环境，中国经济仍保持了年均9.3%的增长率，中国的经济总量也一路跃升至世界
第六位，成为世界经济体中举足轻重的一支力量。 
但是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背后，中国潜在的社会不稳定因素也在加剧，其中一项最主要的潜在危机就是
收入分配差距的迅速扩大。据世界银行专家研究，中国的基尼系数由1981年的0.281迅速上升至1995年
的0.388，是世界上同期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另外，根据长期从事中国收入分配研究的专业人士对国
家统计局资料的计算，我国居民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由1988年的0.35上升至1997年的0.40，当计入偷
税漏税、官员腐败、集团消费转化及其他非法收入之后，我国居民收入实际基尼系数由0.42上升至0.4
9，已经成为世界上收入分配不平等比较严重的国家。 
不仅整体居民的基尼系数在持续上升，而且，在过去4年间，中国城镇居民也出现了“富者愈富、贫者
愈贫”的现象，他们之间的人均收入和人均支出相对差距愈拉愈大。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1996年最
低收入困难户占城镇居民户的5%，人数达到1850万人，人均月收入187元；到2000年，人数达到2290万



人，人均月收入196元。在1996～2000年间，城镇最低收入困难户人均收入和人均支出增长率分别为
1.2%和1.6%，而同期最高收入户人均收入和人均支出增长率分别为9.7%和9.3%。它们之间人均收入和
人均支出的相对差距分别由1996年的4.12倍和2.98倍迅速扩大为2000年的5.7倍和3.99倍。若按照过去
4年的增长趋势，5年后，他们之间人均收入和人均支出的相对差距分别扩大为8.53倍和5.74倍。呈现
一种：收入水平愈低，就业面愈低，下岗失业比例愈高；收入水平愈高，就业面愈高，下岗失业比例
愈低，城镇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也在不断加大。 
三、经济增长未必促进收入的合理分配 
（一）利润和高收入者的收入不能保证用于实业性投资，而是转向奢靡型消费或转向国外 
眼下，各地办公楼越建越豪华，内部招待所纷纷升格为星级，越修档次越高，住宿、餐饮、娱乐、健
身等设施样样齐全；人工景点、景观、街心花园、城市广场兴建成风，步行街、购物城、娱乐城、美
食城、休闲街等花样层出不穷；而另一方面，我国用于研发经费严重不足，研发经费占GDP的比重不到
1%，而此比例日本为2.88%、美国为2.44%、韩国为2.29%，用于研发经费不仅低于发达国家，而且低于
新兴工业化国家。另据全国工业普查资料显示，1180种专业生产设备达到国际水平的仅为26.2%，机械
产品中达到90年代国际水平的不到5%，单位GDP的能源消耗高出世界平均水平318倍，劳动生产率低
下，如煤矿全员劳动生产率仅为美国的2.8%。 
（二）我国工业部门的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并没有创造出充分的就业机会，带来合理的收入分配 
相反，当前就业成为困扰我国经济发展的又一大难题。据统计，1992年，城镇登记失业人口为39,319
万人，登记失业率为2.3%；到了1999年，失业登记人口增长到600万人，登记失业率3.2%。2001年底，
除港澳台之外，中国人口总数为12.8亿，就业人口为7.3亿，劳动力参与率为77%，城镇登记失业率上
升到3.6%。2002年情况，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张左己预计，由于下岗职工和失业人员此消彼长，
失业总量还会增加，如果能新增就业800万人，登记失业率可望控制在4.5%左右。我国20年左右的“赶
超战略”虽然迅速实现了国家的工业化，但其结构调整时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也不容忽视。 
四、对我国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战略类型的界定与政策效应评估 
回顾二十多年的改革历程，我们在公平与效率、增长与分配的关系中始终坚持着效率至上、增长优先
的原则，诚如邓小平同志所言：“允许并鼓励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依靠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
来，以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是一个大政策，一个能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政
策。’”这一发展战略和政策指导思想的核心，就是要在经济发展的前期追求效率和经济快速增长；
在经济发展的后期再谋求公平和收入均等分配。这是一种典型的“先增长，后分配”的战略抉择。 
我国“先增长，后分配”战略的实施，一方面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增长，使市场供求格局和经济增长制
约方式发生了历史性转变。但是另一方面，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也迅速扩大，城镇和农村基尼系数
由1978年的0.16和0.21分别上升到1995年的0.28和0.34，1995年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差距比1978年分
别扩大了75%和62%。在当前买方市场和需求约束型经济增长背景下，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对消费需求和
经济增长本身的消极作用已经非常明显。 
（一）收入分配对消费倾向的影响 
消费倾向指社会消费量与生产总值之比，它反映了一定的收入水平下，社会成员消费意愿的大小。消
费倾向分为边际消费倾向和平均消费倾向两种形式，前者指消费增量与收入增量的比率，后者指现期
消费占现期收入的比率。在买方市场条件下，收入分配正是通过提高或降低消费倾向，加速或迟滞经
济增长的进程。通过对城镇不同收入阶层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大小和农村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分配弹性的
分析，可以判断收入差距扩大对消费增长和经济增长的基本作用。 
根据凯恩斯绝对收入假说下的消费函数理论，利用相关统计资料得到的1985~1997年城镇高、中、低收
入户的边际消费倾向分别为0.71、0.86和1.02，亦即较高收入户的边际消费倾向明显低于较低收入
户。因此，一定的收入水平下，收入差距扩大，社会财富不断向少数富人集中，会降低全社会边际消
费倾向的整体水平，使得消费增长明显赶不上收入增长，从而不可避免地出现消费疲软和经济增长乏
力的迹象。这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凯恩斯关于低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倾向较大，以及通过“总收入的重新
分配增加消费倾向”的论点和政策主张的合理性。 
（二）收入分配对消费结构的影响 
经济增长过程同时也是一个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不断演变升级的过程。收入分配过于均等，消费结构
雷同，容易形成排浪式消费，增加产业结构转换和升级的压力，不利于国民经济健康平稳增长；但是
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则会使消费结构产生断层和脱节现象，使市场消费热点难以形成，加剧供过于求
的买方市场的压力，同样不利于经济持续快速增长。 
2003年，我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率为2.47∶1，而同期人均消费支出比率为2.59∶1。从城乡居民消
费支出结构看，农村恩格尔系数仍高达0.55，而城镇已降为0.46；另一方面，农村用于提高生活质量
和带有消费水平升级性质的医疗保健、交通通讯、文教娱乐等服务性消费的比重仅分别为3.9%、3.3%
和9.2%，而城镇在这三方面消费支出的比重已分别达到4.3%、5.6%和10.7%。这种消费水平和结构状况
决定了我国农村居民仍以满足基本生活需求为主，而城镇居民已开始向享受与发展性需求转变。从城
乡居民家庭消费结构的实物特征来看，2003年城镇每百户家庭相机、冰箱、洗衣机、彩电的拥有量分
别为76.6、85、91.3和100.5台（架），而同年农村每百户家庭拥有量仅分别为19、17、32和43.3台
（架），从时间上看，农村居民上述耐用品的消费水平大体要落后城镇10～15年。城乡居民间存在的
巨大消费断层，使农村居民消费无法及时填补城镇居民消费升级后留下的市场空白，造成许多耐用消
费品的积压和生产能力的大量闲置，进一步强化了当前买方市场格局，使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转换陷入
进退两难的境地，使拥有70%人口的农村市场不能在国民经济增长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三）收入分配对投资需求的影响 
收入分配不但影响消费需求，还会影响企业的投资需求以及政府的财政政策效应。正如凯恩斯在其
《通论》中所说：“资本不能离开消费而独立存在，反之，如果消费倾向一经降低，便成为永久性习
惯，则不仅消费需求将减少，资本需求也必将减少。”由于企业对资本的需求具有派生性和较强的波
动性，因此，消费品市场需求疲软，势必影响到企业投资的积极性，而且这种负面影响还会产生放大
效应。另一方面，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虽然可以起到乘数效应，但乘数的大小与消费倾向呈正相关关
系，收入差距扩大，财富不断向消费倾向较低的高收入者手里集中，就会降低社会总的消费倾向，进
而减小投资乘数，削弱政府财政政策效果，不利于增加社会有效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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