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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变平中的中国经济社会贫富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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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洋人说，“世界变平坦了”。尽管这是一个令人不敢苟同的判断，但在这个多事年代中世界中，这终归是一个听上去很美说词。

中国如今并不盲从，那怕话语来头再大，也都有人出来分析分析，而且许多人都不乏说“不”的勇气。世界果真变平了？中国经济

现实给予了极大的讽刺。中国经济在追求和谐的路上非但不平坦，而且太崎岖、太荆棘。说中国经济并不平，不仅令人们想到对外

经济关系上的坎坷，诸如至今还没有得到发达国家关于市场经济地位的认账，被逼人民币升值汇，服装、皮鞋之类产品遭遇反倾

销、设限不公平待遇；而且在国内经济关系上同样坎坷，贫富差距日益拉大，基尼系数直逼0.5业已触及警戒线，城乡收入差距不

是缩小而是进一步扩大，东西部发达地区与发展地区同样不断加深鸿沟，教育、医疗改革愈改愈百姓意见愈大，等等。而其中，由

于收入分配引起的贫富差距鸿沟加深，更令世人惴惴不安。 

穷者更穷富者更富，这也是经济学家特别关注的问题。以往的经济史告诉人们，没有贫富差距的平均主义，难免导致经济萎缩停滞

不前，而贫富差距过大，势必破坏社会和谐引发动荡。寻求一条“不二法门”路径，几乎成为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的重要使命。然

而，贫富差距又是十分难以拿捏的。既顾不及，更忌过犹。因而经济学家常常都不忘盯着经济社会的基尼系数，试图从这个冷冰冰

的数据中洞悉社会的火热矛盾。当基尼系数在中国跨入0.47的界限后，在中国经济社会引起一片惊诧，于是围绕经济社会贫富差距

的争论骤然再起。一种倾向认为，当前中国经济社会贫富差距已经到了危险的边缘，必须阻止这种分化；一种倾向认为，这没有什

么大不了的，不要自己吓自己，它也是改革发展的必经阶段。 

确实，人们讨厌这个0.47。跨越一定界限的贫富两极分化绝非“无所谓”的事情，任由其发展必然要由社会动荡与经济灾难“埋

单”。目前一个接一个的收入分配关系中的量变即部分质变发生，如果还不能引起经济学家们与高管们警惕的话，这种量变累积的

后果将是什么路人皆知！ 

应该说，对于中国当前贫富差距的现状绝大多数人的看法是相近的：即认为我们已经跨入危机警戒线，至少已经到了临界点。这一

点，我们可以从党中央在2006年5月26日召开的研究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会议传递的信息得到证明。谁都知道，贫富差距日益拉

大，劳动者之间分配不公，农民工收入过低，农村贫困人口又加新都市贫民，公民未能公平分享经济改革与发展成果，等等，目前

成为严重困扰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大难题，成为深入经济改革的最大障碍。这一收入分配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生活中最重要的社会

议题。 

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告诉我们，基尼系数为零，表示收入分配完全平等，基尼系数为1，表示收入分配绝对不平等。国际公认的标

准，基尼系数若低于0.2表示收入绝对平均；0.2-0.3表示比较平均；0.3-0.4表示相对合理；0.4-0.5表示收入差距较大；0.6以上表

示收入差距悬殊。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的基尼系数在改革开放前为0.16，2003年已经为0.458，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警

戒线0.4；2004年我国基尼系数超过0.465，到了2005年逼近0.47，2006年上半年仍是有增无已的势头。请读者注意它的发展走

势，是朝着贫富差距缩小还是扩大的方向走？此前不断有人说这个基尼系数不姓“中”，不要相信它。可社会公众至今没有人抛弃

它，继续买这个百年诚信产品的账。其实，不仅仅是基尼系数给出了警示，其它口径的数据同样令人吃惊：国家统计局近日公布，

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最高达10.7倍，最富有的10%家庭与最贫穷的10%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将超过8倍。另据亚洲开发银行估

计，在中国大陆的13亿人口中，有大约５亿８千３百万人生活在国际公认的贫困线以下，每天的生活费用不到两美元。在当下的中

国，占社会20%的富人，拥有的财富占国民财富的60%，甚至更多。而对其他80%的人来说，教育、医疗、住房，“新三座大



山”是生活中每天都不能不面对的现实。 

至于媒体上不断曝光的因贫富差距引发的恶性事件，几乎天天都在发生，司空见惯。 

我想，面对如此严重的经济关系发展趋势，只要心灵没有出问题，难道能够否认中国已经跨入贫富差距的危机警戒线？在这个问题

上，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头脑是清醒的，观察是敏锐的。他认为，唤起对收入差距拉大问题的重视，促使大家去思考这个问题

并提出解决办法，是很有必要的。收入差距扩大到现在这种程度，表明我们这个社会确实是生病了。生了病不能讳疾忌医，应当把

它提出来。但仅提出问题并不等于解决了问题，还需要作理性的思考。引起政府领导的重视，认真地研究问题到底是从何而来并提

出对应措施。 

贫富差距的问题也就是“公平与效率”的问题。事实上，志士仁人们一直都在寻求平衡两者的合理支点。然而，不同社会，不同经

济条件与社会关系，两者均衡的支点大不相同。当着平均主义盛行，社会经济效益低下的时候，支点会偏向效率，从而收入差距便

拉大；反之，当贫富两极分化严重，引发社会动荡的时候，支点会偏向公平。伴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平均主义、大锅饭现象从

根本上得到改变，同时人们的收入差距被拉开了。 

差距本身并不是什么坏事，它蕴含着一种激励；收入差距从而贫富差距就是一种经济激励机制。拉开收入差距，是提高经济效率、

实现公平分配的手段，却不是最终目的。而且，这种手段的运用，必然要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如果差距拉得太大，则必然要损

害社会公正，最终也因为不公正影响经济效率。这决非心理脆弱的人自己吓自己，贫富鸿沟带来的对峙，本来就包含仇视暴力的气

味。 

有人说，贫富差距是经济发展的的必经阶段，甚至有人认为这是经济起飞必须要付出的代价。一个国家从发展阶段到发达阶段，从

人均几十美元到几千美元，确实有一个收入差距拉大的过程。但这种差距要拉到多大？这种差距应历时多长？不同国情情况可能大

相径庭。它山之石，也只是借以攻玉，必须依本国的国情制订自身战略。据我所知，并没有历史先例表明，一个国家从计划经济转

轨市场经济也有同样的必经阶段。反倒是，经历了长期计划经济的国家，它积淀了更多的自觉性。在借鉴发达国家经验教训的基础

上，我们有理由减少由于这种差距带来的负面作用，我们更有方法通过宏观经济政策来缩短其拉大差距的时限，控制贫富差距的自

发性浸染。 

那末，眼前贫富差距究竟够不够提高经济效率？穷人多穷富人多富才是个够？如果够了，我们是不是要对这种差距进行控制。如果

过了，我们是不是要千方百计地尽快缩小它。如果还不够，请给出论证！世人皆知，转轨市场经济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历年来几乎都

接近或超过10％，其发展速度在世界经济阵营中遥遥领先，以GDP总量计已经跃入全球经济强国之列。看来，贫富差距带来的激

励无疑是足够用了。在这个时候，如果还要为差距的扩大鼓与呼，是不是有些背离方向？某些人该不是要向我们讲述新南辕北辙的

故事吧？ 

我们也知道，经济发展不会仅仅靠贫富差距单项起作用的，正象运动员的成绩也不仅仅靠奖金刺激一样，它是一组函数的求解。所

以过分地用拉大差距来说事，给人理屈词穷的感觉。 

不要给中国经济社会的贫富差距浓施粉黛，让它素面朝天。居安尚且思危，何况我们已经跨入了国际警戒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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