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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经济学家最为浅薄的批评莫过于他们只关心效率而不关心公平。事实上，如果你承认不公平在很大

程度上表现为（收入）不平等，那么，关于不平等的测量、成因及其影响，最重要的研究工作都是经济学家

完成的。 

  一个更为严重的误解是，人们将对于效率和平等的追求对立起来，认为只有对于平等的追求才体现了一

种公正的价值观。由此，人们认为牺牲点效率也不要紧，可以借助于政府的干预来减少不平等，这为日益增

长的带有偏向性的政策（如补贴）找到了借口。而实际的情况却是，政府干预往往会造成更多的不平等，结

果是效率与平等两者兼失。 

  当前的中国就处在这样一种状态下，政府的一些政策正在造成经济的扭曲，既不利于效率，也不利于平

等。很多人在谈收入不平等时，忘记了一个基本的事实，那就是，中国收入不平等的最重要的构成部分，以

及收入差距上升的主要来源，都是城乡间的收入差距。广为受到关注的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也主要是因为

欠发达地区农民在人口中比重更高，在计算平均收入时，欠发达地区的平均收入受此影响而被大大压低，这

本质上还是城乡收入差距问题。如果不是因为城乡收入差距，中国地区间的收入差距就会有一大半消失了。 

  城乡间收入差距难以缩小的重要原因，就是因为户籍等制度阻碍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工业部门的转移。

普通百姓只注意到政府在加大对于“三农”的补贴，并为之叫好，但是人们却忽略了一点，如果劳动力流动

更为自由，城乡间差距就不会那么大，而这个状况也是政策造成的。 

  阻碍劳动力流动的另一个严重后果是扭曲资本和劳动之间的收入分配。当中国的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在

GDP中已经占有90%的时候，中国的农村人口仍然占到一半。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不快，就会制约外出打工者

的工资增长速度，相应提高工业部门资本所得的比重。政府注意到了劳资之间的分配问题，试图通过加大工

会建设力度和推进集体工资协议来提高劳动者的地位，其实，更重要的是通过改革加快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

转移，从而提高农村部门的生产率，并进而提高进城农民的工资要求。相比建工会而言，劳动力稀缺性的提

高是更为根本的提高劳动者地位的途径。 

  上面说的道理总结起来有这样一层意思：一些政策扭曲对平等和效率均有负面影响，去除这些政策扭曲

才是兼顾平等与效率的正解。事实上，寄希望于政府干预来解决收入分配问题乃缘木求鱼。政府要做事，就

要有钱，而日益提高的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本身就是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下降的一个反映。

反过来说，当政府在国民收入中越拿越多的时候，钱是不是真的被用来缩小收入和福利的不平等了呢？也未

见得。研究发现，政府支出中的转移支付有相当的部分只是用来养了更多吃财政饭的人，这一现象在西部更

为明显。 

  请注意，到目前笔者仍然在讲“不平等”，而没有说“不公正”。经济学家谨慎地使用“不公正”这个

词，是因为“公正”本身是一个缺乏共识的概念，经济学家对此类概念之争没有太多发言权。而“不平等”

是可以测量的，相对来说，经济学家更关心收入不平等是否对于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产生了负面影响。迄今



为止，大多数的理论和经验研究都发现，收入不平等的确不利于经济增长，也不利于增进健康、信任、幸福

感等经济社会发展的指标。这样，社会就比较容易达成控制收入不平等的共识了。 

  收入差距是否会引起社会的不满，还是要看收入的流动性。收入流动性简单说来，就是穷人变成富人的

机会。美国收入差距大，社会也有不稳定因素，但是总体还是和谐的，他们就靠收入流动性高，“美国梦”

的本质就是人人都有机会。 

  中国的情况怎样呢？从数据上来看，当代中国居民的收入流动性也还是比较高的，但值得警惕的是，中

国的收入流动性正在下降。越来越多获取收入的渠道都跟一些难以改变的东西有关，比如说家庭背景、行政

权力、户籍，这些身份把普通人获取更高收入的渠道限制住了。当下流行的“富二代”、“官二代”和“农

二代”这些词，反映的就是人们对于收入流动性下降的不满。 

  只有带有不公正性质的不平等才是真正有害的。笔者最近有一项研究讨论了跟身份有关的收入差距如何

影响到人的幸福感。我们把收入差距区分为两类，一类是同一城市内部当地居民和外来移民之间的收入差

距，我们发现这个与身份有关的收入差距越大，人们越是不满。另一类是和身份无关的收入差距，它是能提

高人的满意度的，因为人人都有希望获得与身份无关的高收入。这项研究要说的道理是，不平等本身并不一

定是坏事，有害的是与身份有关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才意味着不公正，意味着高收入与特定的人群无关。

在我们身边，有些不公正恰恰与错误的政策有关。（作者单位：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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