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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来中国收入差距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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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感谢，感谢会议组织者邀请我来向大家做一个汇报。 

今天我主要讲收入分配问题。第一讲一下Background，第二，讲几个收入分配的主

要特点以及变化上的一些特点，第三，如何评价收入分配问题。第四个问题是收入分配

问题是社会发展阶段中不可避免的问题。第五是来解释一下这个收入分配的问题。 

中国的问题是一个转型的国家，转型在两个层面上，一个是体制的转型，第二是收

入分配的转型。在转型过程中，中国出现了很大的变化，这个变化就表现在收入差距不

断的扩大的过程。这个有一些负面的因素比较多。所以对收入差距问题的扩大如何解

释，是需要非常谨慎的。应该说中国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在发展战略上存在了很

大的偏差，偏差就是过多的追求了工业化，把城市的发展优（先于）农村的发展，实行

了城乡分割的管理体制，再加上我们原有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遗留下来的很多的不良资

产，造成了收入差距的问题，出现一个不断扩大压力的过程。再加上政治体制没有做出

一些相应的改革，经济体制的改革，但是政治权利和改革、市场化过程交织在一起，造

成了一些非常奇怪的现象。这是一些比较大的问题。 

现在学者分成两派，一派认为中国收入差距扩大是不可避免的过程，它是发展过程

中必然要经过的一个阶段，这是一派的观点。这一派的观点之所以有很大的影响力，就

是它对政策和决策的影响是比较大的。我们认为它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我们能做的

就不是人为的缩小收入差距，而是加快经济增长过程，怎样尽快的渡过这个阶段，所以

这样一派观点主张对收入差距扩大采取一种比较宽容的政策主张。 

第二派认为收入差距扩大和市场化改革是相关的，认为因为我们搞了市场化改革导

致了收入差距扩大。过去我写了一些相关的文章，但是对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相对做的

小一点，收集数据也受到了其他一些方面的限制。一会儿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汇报。 

大家都知道库兹涅兹假说，收入差距到了一个点以后开始下降，这和经济增长是相

关的。在这种程度，我们的收入增长多大程度能够影响到收入差距的变化，很大程度上

是一个经验研究的问题，不是一个理论上的讨论。为什么呢？因为各个国家的发展经验

是不一样的，收入差距的变化不仅仅受到经济增长阶段的影响，可能还受到各种各样政

策和其他发展制度的影响。所以这种关系是一个经验上的问题。如果没有发现这样一种

相关性，又如何解释中国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 

这是中国过去20年中变化的情况。这样一个收入差距变化发生在各个层面，我称之

为一个全面的收入差距的扩大。不管从什么样的角度、人群、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人

群组之间都发现了这种收入差距在过去20-30年间都出现了扩大的现象。88年、95年、

02年、07年我们一共做了四次全国性的调查，07年的东西还没有深入的分析，只是告诉

大家一个全国的基尼系数。城市内部的收入差距在88年的时候大概是0.23，02年的时候

是0.33，07年是0.35。不同人群组的差距都在扩大。这是国家统计局用可比收入定义做

出的城市内部从1978年-2005年收入差距的基本变化。 

1978年的时候是0.16、0.15非常低，2005年的时候接近0.35。这是统计局做出的



 

数据。农村内部：88年基尼系数0.32，2002年是0.37。扩大幅度没有城市那么大，但是

还是处在一个扩大的过程。这是国家统计局做的数据，也是同一期间农村内部的基尼系

数。78年的时候是0.21，2005年是上升到0.38。 

全国收入差距：88年是0.38，07年是0.48。最高10%的收入组和最低10%的收入组

从7.3倍上升到23倍这样一个比例，全国的收入差距也有大幅度的上升。 

对于这样一个收入差距，我们怎么来评判呢？确实应该说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世界上

收入差距过高的国家之一，不能说它是最高的，但是它是过高之一。这样一个收入差距

在亚洲是属于比较高的，估计菲律宾、马来西亚基本上和这是差不多的水平，当然和印

度不可比，因为印度收入差距计算是按照消费支出做的，比中国的基尼系数要低，但是

口径不一样，它是用消费支出而不是收入做的。 

2、这样一个收入差距扩大，确实引起了很多人民的不满，抱怨，整个社会对这样

一个收入差距确实有很多很多的议论和不满的情绪。 

2002年做的意向调查，当问到这些收入差距是合理、不合理，公平、不公平的时

候，基本有很多都认为是很不公平的。分不同城市和区域来看，对收入差距不满的人群

比例都已经超过了80%。也就是说，收入差距的问题确实成为了社会问题。 

也有很多人认为收入差距过大没有关系，因为它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应该加速经济

发展和增长，到了一定的阶段收入差距就会下来了。对这样一个观点如何看待呢？我们

做了一些相关的研究，看看经济增长和收入差距变化的一般趋势问题。当然看一般趋

势，经济增长和收入差距确实是同步的，有非常强的相关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是因果

关系。城市内部、农村内部和收入差距、经济增长确实是同步的。存在这样一个同步

性，但是它们之间是否存在了这样一个因果关系呢？到底是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解释这个

收入差距的扩大？我们做了一些相关经验性的研究，我们是按照最标准的库兹涅兹假说

验证工具来说中国的数据，看看中国不管是时间序列和横截面能否解释这个库兹涅兹假

说。 

时间序列数据：当我们用这样一个经验公式来做这样一个数据的时候，我们没有发

现它估计的结果和库兹涅兹假说是一致的，基本上这个是不显著的，或者是出现了符号

相反的情况，即收入差距反而出现了先下降后上升的过程，而不是先上升后下降的过

程，和库兹涅兹假说几乎没有相关性。 

横截面数据：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检验每个城市的收入水平和城市内部收入

差距之间的一个关系。按照库兹涅兹假说，如果收入水平比较高，如果出现一个倒U型的

话，用横截面是可以检验出来是否存在这样的关系。我们做了300多个城市，每个城市的

基尼系数和平均收入都做出来，做出来以后发觉也并不支持库兹涅兹假设。当然除了这

个收入变量之外，我们还引用了就业变量，还有城市当中外来人口比例的变量。做出以

后，发现非常有意思的是收入差距与就业、失业率存在着非常强的相关性，失业率越高

收入差距反而越大，不管用其他的控制变量带入，这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都是非常稳定

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收入差距的扩大很大程度上和失业联系在一起，而不是和所谓

的收入发展水平连在一起。 

那么如何来解释这样一个收入差距？ 

1、中国收入差距扩大有几个特点。 

1）我们有非常大的城乡收入差距的问题。2）我们这样一个存在的所谓市场改革不

完全的过程导致了地区之间、部门之间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3）这是一个存在争论的问

题，我们教育收益率在上升，这样一个上升的过程没有带来教育机会的平等化，所以这

是主要的问题。4）腐败的问题。 

1）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大家都讲了很多。 

 



这是一个绝对城乡之间变化的趋势，这种趋势在不断的扩大。相对差距也在扩大。

更重要的是如果你对全国的收入差距进行分解，分解成城乡内部和城乡之间的差距，你

感觉到城乡之间的差距在不断的扩大，它的比重在上升，95年的时候它占到38%，2002

年的时候占到了43%。当然还可以做更复杂的分解。 

2）区域间的差距，各个不同省份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的变化。90年代上半年出现

了急剧扩大的过程，这个过程和下岗失业联系在一起。 

05年1%人口抽样调查的数据，看看不同省份之间平均收入的差别。最高省份和最低

省份之间的差距是非常大的。 

340个城市人均收入的排序，大家可以看出最低的平均收入大概600元，最高接近

3000元，城市之间的差距非常明显。 

我们还做了很多关于分解的分析，都表明了区域间、部门间的差距都没有出现明显

的缩小，一定程度上还在不断的扩大。 

垄断部门和竞争部门之间的扩大，很多人认为这样一个收入差距的扩大是由于人员

结构变化带来的，也就是说垄断部门都是一些高技术行业，人员素质相对比较高一些。

对这样一些观点，应该说还是有一部分的正确性，但是更重要的是应该把这样一个总差

距，看看多大程度上由人员结构造成的，多大程度是由垄断带来的，我们也做了一些相

关的分析，最后分析的结果认为很大程度上垄断所能够解释的收入差距要比人员结构解

释的收入差距大得多，很多方面垄断部门和竞争部门这样的一种收入差距是没有办法通

过它的人员结构和人员素质的差别加以解释的。 

3）教育收益率不断的扩大，有很多这一方面的文献，当然我们的数据也在不断的显

示，90年代以后也在不断的扩大。最近两年稍微有点下降，一个是大学扩招的问题，一

个是金融危机的问题，当然会造成一些影响，但是总趋势是在不断的扩大。这样一个扩

大很大程度上没有导致教育机会公平性的增加。如果按照教育年限做城市内部和农村内

部不平等的测量，基尼系数和变异系数会发现90年代开始这样一个数字几乎没有变化，

除了数量上的差别没有出现缩小的问题，教育质量的差别问题也在扩大。 

4）腐败的问题是非常难以讨论的问题，虽然大家都很关心这个问题，但是非常难讨

论，我们试图做了一些模拟分析，但是做出来以后很多人都不认同。为什么这样呢？因

为腐败的数据得不到，即使得到也是不全面的，这样只能假定我们整个社会中有多大比

例的腐败官员，然后把腐败官员平均腐败收入做一个假设，然后把这样一个样本放到已

有样本中进行测量，看看这样一个腐败会带来多大程度上的收入差距的扩大。做出来非

常有意思，它对收入差距的影响不会特别大，可能会提高基尼系数1-2个百分点，但是问

题是腐败问题本身有失公平性，带来的社会反应要远远大于它在基尼系数上的表现，这

是比较有意思的结果。 

时间的问题，有一些结论这里不说了，刚才讲的东西都在这里面。谢谢大家！ 

    

作者简介：李实，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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