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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工业化过程中出现城乡地区和贫富三大差距 

  出处:新华社记者高峰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副部长林家彬研究员近日在中国科协学术年会上发表报告

认为，我国已经进入工业化发展中期阶段，快速工业化使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和贫富差距拉大到了

不容忽视的水平。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达到惊人的6倍。自改革开放初期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体制改革

效应释放完毕后，城乡差距就停止缩小而转向扩大。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从1985

年的1.7倍扩大到2003年的3.2倍，是世界上最高的差距水平。按国际劳工组织发表的1995年36个国

家的资料，绝大多数国家的城乡人均收入比都小于1.6，只有包括中国在内的3个国家超过了2。若

将农民的实物收入、生产性投入和市民的隐性福利收入考虑在内，目前我国城乡收入差距达到６

倍，表现在消费领域，则是占总人口60％以上的农村居民在社会商品零售额中所占的比重只有

37％。造成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城乡之间的制度性阻隔，使农民实际上不能完全

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国民待遇，不能享受公平的迁徙权、就业权、受教育权等待遇。  

  －－地区差距最高在12倍以上。我国地区差距十分明显，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人均收入水平已

经接近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而在西北干旱地区、西南喀斯特山区还有上千万人口没有摆脱贫困。在

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人均GDP最高与最低之间的差距在12倍以上。虽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

实施减缓了东西部地区之间差距扩大的速度，但总的趋势是差距还在扩大。  

  －－城镇贫富财产差距为32倍。我国的高收入群体与低收入群体之间的差距问题已经十分突

出，根据国家统计局城调队2002年上半年调查资料显示，城镇最富裕10％家庭的财产占全部城镇居

民财产的45％，而最贫穷的10％家庭的财产只占1.4％，即二者之间的财产差距为32倍。我国反映

居民个人收入差距水平的基尼系数自1994年就达到0.434，超过0.4的临界点，而且近年来仍在缓慢

攀升，2000年达到0.458。按照国际通常标准，基尼系数一旦达到0.6，社会就进入动乱可能随时发

生的危险状态。  

  林家彬研究员说，针对目前我国目前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社会各阶层之间发展差距过大的现

状，同时考虑到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这些差距呈扩大趋势的客观规律，迫切要求国家实施

能够妥善处理城乡关系、地区关系和社会各阶层关系的协调发展战略，维持社会稳定，在保障工业

化和城市化顺利推进的同时使各地区各阶层的民众都能享受到这一过程带来的利益。  

  首先是破除城乡之间的制度性阻隔，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制度。目前城市与农村之间在产权制

度、户籍制度、就业制度、福利保障和就业制度、财税金融制度等多方面是不统一的。相比城市居

民而言，农村居民没有享受到充分的国民待遇，在多方面受到了实质上的歧视，承受更大的负担而

享有较少的权益。城乡之间的制度性阻隔是我国二元结构明显、城乡差距过大的重要根源。应对上

述各项制度逐一进行深入研究，朝向建立城乡统一制度的目标设计能够基本平稳过渡的改革方案，

尽快使农村居民能够真正享有宪法所赋予的全部公民权利，获得发展机会上的平等。  

  其次是建立规范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实现基础公共服务的普遍覆盖。由于多方面因素的作

用，地区之间经济发展存在差距是客观规律，不能企求仅靠落后地区加快发展就能够实现差距的缩

小。但中央政府可以通过建立规范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使落后地区的地方政府同样拥有为当地居



民提供包括符合卫生标准的饮水、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保健、最低生活保障等的基础公共服务的能

力。  

  再次是完善个人所得税稽征体系，强化国民收入的二次分配。虽然我国目前的贫富差距巨大，

但个人所得税稽征体系还很不完善，个人所得税还远远不能起到调节收入分配、实现税负公平的作

用。而在市场经济国家，个人所得税一般都是居于首位的主体税种，被当作实现社会公平和社会改

革的重要辅助工具。在新一轮的税制改革中，应大幅度提高对个人所得税的征管能力，使其向主体

税种演进，发挥更大的收入调节功能，以利于社会公平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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