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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收入差距看我国出境旅游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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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当前收入差距状况 

1、基尼系数过高的严峻现实 

经济学家们通常采用基尼系数来衡量一个国家的收入分配状况。一般情况下，该系数介于零到1之间，数值越小，表明收入分

配的平均程度越高。国内外大多学者和联合国等有关组织普遍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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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0.6表示收入差距悬殊；0.6以上则会出现严重的社会动

荡。 对于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没有官方的数字，一些国际机构和国内学术机构及学者所作的测算，因其数据来源或计算方

法的差异，计算结果各不相同，但普遍的共识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目前已达到警戒线。例如，根

据世界银行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的测算，1995年的中国基尼系数就达到了0.445；而国家统计局课题组测算2000年的基尼

系数为0.417，且有逐步上升之势。根据有关学者的测算，我国个人年收入和人均家庭收入的基尼系数分别达0.529和0.561。 

需要说明的是，不管是0.445还是0.561，所反映的是能够公开和衡量的部分，如果考虑到城乡居民在教育、医疗、社会保

障、公共服务等方面的差异，其实际收入差距会更大；同时，基尼系数也不包括灰色收入和黑色收入，因此高收入群体的实

际收入会被大幅度低估甚至根本无法了解，而低收入群体的收入被高估（例如农民收入中的相当一部分必须用于生产性投

入，真正可用于消费的收入更少）。考虑到这些因素，中国居民收入差距还会更大。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1988年、1995年、

2002年进行的三次全国范围的调查，中国目前的城乡收入差距、贫富差距已经达到世界最高。  

2、收入差距过大的负面影响 

（1）经济影响：消费不足 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大引擎之一，相对于投资来说，其最终需求的特性使其对经济发展而言

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近年来，我国经济在高速发展的同时，消费率却一直呈下降趋势，2003年55.5%的消费率更是达到了七

八年来的最低点。种种迹象表明，单靠投资（特别是政府投资）的攀升拉动经济的快速增长明显后劲不足，消费率持续走低

已成为我国经济平稳发展的重大隐患。 导致消费不足的因素很多，其中居民收入差距过大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具体来说，基

尼系数过高，收入差距过大对消费会造成两个方面的制约。 其一，造成总体消费率和平均消费倾向下降。根据温特劳布的研

究，由于高收入者的平均消费倾向低，低收入者的平均消费倾向高，因此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则全社会消费倾向就会下

降，消费需求就会出现疲软。张沂、李秉龙等人对过去二十多年的实证研究也证实，基尼系数和消费倾向之间呈极强的负相

关关系，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是导致城镇居民消费倾向不断下降、消费需求增长乏力的主要原因。 其二，导致

消费结构失衡、消费升级乏力。城乡之前、地区之间、城镇居民之间、行业之间等收入差距的拉大，导致居民的消费结构出

现严重的不平衡：对于少部分高收入者而言，千元级、万元级消费已基本满足，目前正在从发展型向享受型、甚至奢侈型转

变；而对于一部分乡村及城镇贫困居民而言，其基本的生存需求尚待满足。需求的两极分化给企业产业结构的逐步升级与产

品结构的有序替代造成了困难。与此同时，从世界各国经验来看，当人均收入超过1000美元以后，随收入上升而出现的消费

结构升级是极其迅猛的，然而我国由于收入差距过大以及中低收入人群数量较多，导致消费升级需要一个极为漫长的过程。  

（2）社会影响：有碍稳定 当前，在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不太健全的情况下，巨大的收入差距正在成为引发仇富心理和社会安

定问题的根源。根据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所作的调查，目前我国城镇居民对生活状况不满者近2亿人，占城镇总人口的



45%，非常不满意者约3200-3600万人，占城镇总人口的7%-8%。 如果这个问题不能得到有效解决，任由社会的不公平继续发

展下去，则可能若干年后，过大的收入分配差距不仅会伤及经济的运行效率，更会有碍社会的稳定发展。  

二、出境旅游花费分析 

1、出境旅游：快速的增长与不寻常的花费 

“九五”以来，中国出境旅游增长迅速，1995年到2003年期间出境旅游人数的年均增长率为20.60%；其中，因私出境旅游发

展更是迅速，年均增长28.04%。截至2004年底，经国务院批准的中国公民出国旅游目的地总数达90个（已经实施的为63

个）。2004年中国公民出境总人数已达2850万人次，其中因私出境2298万人次，增长了55.2%，占出境人数的79.7%。 在出境

旅游消费方面，目前国家统计局的《中国对外经济统计年鉴》中所公布的出境旅游花费，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被低估的问题。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戴学锋、巫宁等人所搜集的资料，目前中国已被认为是全球公民出境旅游人均消费最高的

国家之一：法国旅游局数据显示，中国游客在法国的平均消费额约为3000美元，是欧洲游客的三倍多；据澳大利亚旅游部门

统计，2003年7月至2004年6月间，中国内地赴澳大利亚的旅游者在澳人均消费约2200美元，是日本游客平均花费（712美元）

的三倍多；据瑞士信息网提供的数据，中国游客每人每天在瑞士的平均消费约合313美元……根据世界旅游组织发布的《2003

年中国出境旅游报告》，中国目前的出境旅游花费已名列世界第7位；根据巫宁的研究，出境旅游总体花费排名前25位的客源

国大多是人均GNI居世界前50位的发达国家，而中国是最不寻常的一个特例。 那么，如何看待我国目前的出境旅游消费？除

了我国整体经济的蓬勃发展、居民消费水平的不断提高、出境政策和外汇管理制度的逐步放松以及长假期制度的连续推行以

外，在中国公民出境旅游消费高速增长的背后是否另有原因？  

2、出境旅游：需要细分的市场[/B] 对于我国当前的出境旅游发展，学界和业界都有不同的看法。例如，有学者认为，快速

增长的出境旅游已使我国国际旅游沦为花汇行业，不仅有悖于“大力发展入境旅游、积极发展国内旅游、适度发展出境旅

游”的产业政策，而且造成了大量的外汇流失，导致国际旅游外汇逆差迅速扩大，因此政府应采取控制性的政策和措施来确

保出境旅游的“适度发展”。而有些学者则认为，我国真正意义上的以观光、休闲为目的的公民出境旅游市场刚刚开放不

久，目前所呈现出的消费热潮是长期累计需求的短期释放，属正常现象。在中国外汇储备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应摒弃仅从外

汇流失角度考量出境旅游发展的思路，而应从满足国民旅游需求和树立大国形象出发，在简化出境手续和扩大出境旅游的方

式和渠道、出境旅游目的地等方面有新的突破。 笔者认为，由于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中普遍存在的差异化现象，使得出境旅游

市场中的不同群体在出境目的、方式、支付方式、消费形式、消费规模等方面差异较大，支撑其消费的原因、对国民经济的

影响也各不相同。因此，对于中国公民的出境旅游消费，不可一概而论。  

（1）自费旅游增长迅速  

自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1997年《中国公民自费出国旅游管理暂行办法》正式出台以来，我国因私出境旅游者年均增长速度

达到35%，自费出境旅游增长迅猛（大部分因私出境旅游者是自费旅游）。根据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提供的数据，2004年我国

内地居民因私出境人数达2305.89万人次，同比增长55.43%。按出境事由分，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观光旅游占总数21.56%，

会议商务占总数17.45%，访问占总数15.40%。从全年中国公民出境整体情况来看，因私出境的增幅大大高于因公出境增幅，

而出境旅游增幅又大大高于其他目的的因私出境，到目前有近一半是因私旅游出境。 

（2）公费旅游难以估计 早在以观光、休闲等为目的的自费出境旅游出现之前，公费出境旅游就已有相当程度的发展，在一

段时间内，甚至是出境旅游的绝对主体。近年来，公费出境旅游在整个出境旅游市场中的比例有所降低，但其绝对数并没有

减少，而且发生了两个显著的变化：其一是公费出境旅游形式更加多元；其二是消费项目和消费方式也更加多样。在公费出

境旅游形式方面，原来以政府及相关机构的公务旅游为主，而目前形式则更加多元，包括了公务旅游、商务旅游、奖励旅

游、会展旅游等多种形式。在公费出境旅游消费方面，过去主要以交通、购物、游览、住宿等为主要支出项目，而目前项目

也更加多样，包括赌博、色情等消费也逐步浮出水面。 不管是哪种类型的出境旅游，从支付来源看，无非是两类：一类是企

业内部的消费，如管理层出境考察、员工海外培训或奖励旅游等；另一类是政府官员及相关人员的公款旅游。前者的具体数

额相对比较容易估算。2003年召开的首届亚洲商务旅游展览会及研讨会上所提供的数据显示，中国的商务旅游市场在42亿美

元以上，约占亚洲商旅市场的17%，而且还将以每年20%以上的速度增长。而对于后者，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加之缺乏社会

化的服务体系，很难做出估测。不过，根据媒体对各种名义的公费出境旅游的报道，我们也不能想象，这部分消费数额一定

是较为惊人的。例如，有媒体报道，在去年雅典奥运会期间，就有数批中国“奥运考察团”前去雅典，其中某市前后去了4

批，而为期4天的考察团，每人费用竟高达17万元人民币！ 



（3）中国公民海外消费畸高的市场主体 近年来，中国公民海外消费引起了国内外广泛关注，有媒体发出“中国人海外高消

费震惊世界”的感慨。实际上，并非所有出境旅游的中国人都是一掷千金的“豪客”，真正能够支付高消费的主要是两个群

体：即自费出境旅游市场中的富裕阶层和公费出境旅游市场中的公务旅游者。富人靠其巨额财富作支撑，公务旅游者靠公款

支付做后盾，从而造成了出境旅游市场的高消费，或者说超出了中国公民平均支付能力的“畸形消费”。而对于自费出境旅

游市场中的中产阶层和公费出境旅游市场中的企业消费，则会受到来自购买力和预算约束等方面的限制，不会太高。 

（4）中国公民出境旅游高消费的其他原因 另外，我国公民出境旅游消费相对较高，也有其社会历史原因：其一，对于现阶

段的中国人来说，出境旅游还属于炫耀性消费，带有一定的显示性、攀比性等社会象征意义；其二，对于很多人来说，出国

一次不容易，不少人是第一次出国，加上中国人有“穷家富路”的传统，因此这种累计式的消费往往会显示出较日常生活更

为“慷慨”甚至“挥霍”的特性；其三，购物是中国出境旅游者的主要支出，这其中除了中国人具有较高的购物倾向以外，

也因为这种购物消费往往不全是旅游者本人的，而是代人消费，是替亲戚、朋友、家人购买，如果把这些人也算作分母的

话，那么中国人均出境旅游购物消费恐怕就没有那么高了。 

三、出境旅游与收入差距的关系 

从我国出境旅游的消费主体和消费特征来看，在某种程度上，它一方面是基尼系数较高的结果，靠高收入差距来支撑；另一

方面也加剧了不同人群之间的实际收入差距。 

1、不断提高的基尼系数支撑着日益增长的自费出境旅游 

中国自费出境旅游的主体包括少数富裕阶层和正在逐步壮大的中产阶层。根据全球最大资产管理公司之一的美林集团亚太区

副总裁马蓉女士的判断，“中国的富裕人士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几个国家之一”。美林《2004年度全球财富报告》显示，中

国现在的富裕人士较前一年增长了12%，其总财富为9690亿美元。而该集团对富裕人士的定义是：不计算个人居住的房地产，

金融资产超过100万美元。对于这些富裕人士来说，出国旅游自然成为了其消费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他们不仅是马尔

代夫、欧洲等各类“贵族”旅游产品的领潮人，更是海外奢侈品牌的老主顾。 正在崛起并不断增加的中产阶层也是出境旅游

市场的中坚分子。据调查，21世纪初的10至20年间，将是中国中产阶层形成的重要时期，预计近年将有13%城市家庭步入中产

阶层。与富裕阶层相比，这部分人尽管出境旅游频率和消费有限，但由于人口基数相对较大，所产生的出境旅游需求对国外

各旅游目的地国家/地区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再加上上文所分析的出境旅游消费的特性，使得这部分市场的消费总量也极为

可观。 

总之，目前中国的自费出境旅游，所对应的是日益提高的基尼系数，正是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支撑着富裕阶层和中产阶层们

的海外旅游消费。在此，我们并非要对收入差距的合理性进行道德角度的判断，而是说，在中国数以亿计的农民和城镇贫困

人口尚在为温饱而挣扎之际，这两部分群体持续升温的出境旅游消费也是我国较高收入差距的主要表现之一。 

2、依然盛行的公费出境旅游加剧了实际收入差距的扩大 

与自费出境旅游所不同的是，公费出境旅游应视作一种投资性支出（不管是企业投资还是政府投资），而不是消费。其中企

业支付的出境旅游，主要受其财务能力以及管理制度的约束，与居民收入差距并没有太大的直接关系，而且随着社会化、市

场化的商务旅游服务体系的建立，这部分支出也将逐步走向合理化、规范化。而对于政府支付的出境旅游，估算和管理起来

难度较大。由于公费出境旅游的群体是一些掌握着政治资源和特殊权力的人，他们在境外的消费并非来自自身及家庭的收

入，而是靠所谓的“小金库”或其他公共开支。这可视作是一种隐性的收入，即“灰色收入”甚至“黑色收入”，而这恰恰

是基尼系数所不能反映的。尽管中央政府三令五申禁止以各种名目为由进行公款出境旅游，但这部分消费数额之大是难以测

算的。规模不小的公费出境旅游，进一步拉大了享有者与其他社会群体之间的实际收入差距。 

四、如何通过出境旅游管理缩小收入差距 

1、要区分不同的消费群体 

正如前文所述，对于我国出境旅游发展政策的“松”、“紧”取向，不可一概而论。原因在于，中国公民出境旅游消费的群

体比较复杂，其出境方式、支付方式等各异，与收入差距的因果关系不同，因此必须加以区分。我国自费出境旅游的市场主



体是数量不多的富裕阶层和正在壮大的中产阶层。随着我国出境旅游目的地的增加和出境旅游政策的逐步放开，由于上述群

体支付能力的增强和消费结构的升级，近年来该市场有较大幅度的增长。这部分市场实际上也是“适度发展出境旅游”的产

业政策所指向的部分。对此，有两点需要说明：其一，从行业管理的角度来看，目前该市场的发展还在“适度”范围之内，

是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和居民消费需求的；其二，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该市场的发展是建立在社会不同群体之间较大收入

差距基础上的，是应该而且能够通过适当手段加以调节的。 出境旅游市场中最为复杂也最有争议的是公费出境旅游市场。实

际上，该市场长期以来都处于相应的管理体制之外：一方面，尽管我国有ADS的限制，但体制上的漏洞使得中国旅行团得以利

用商务签证游览非“核准旅游目的地资格”国家；另一方面，以各种名目为由的公款出境旅游（主要是指政府部门相关人员

的出境旅游），是通过当地政府外事办等非市场途径开展的。因此，该市场并不在我们所说的“适度发展出境旅游”的产业

政策的行政管理范围之内。对此，我们也需要明确两点：其一，该市场长期游离于行业统计和管理体系之外，而其消费数额

居高，社会影响较大，不仅扰乱了正常的出境旅游市场秩序，而且加剧了社会不同群体间的实际收入差距，因此必须引起高

度重视；其二，未来一段时间，要尽快将其纳入到旅游行业的统计和管理范畴，从而使中国出境旅游形成一个统一的、规范

的市场服务体系和行业管理体系。 

2、经济和行政手段兼用 

（1）对自费出境旅游征收出境旅游消费税 

自费出境旅游的蓬勃发展是建立在不同社会群体之间较大的收入差距基础上的，因此从缩减过高收入差距的角度而言，应通

过课税来予以调节和管理，为此，可以考虑将出境旅游消费税列为特种消费税的一种。我国目前征收的消费税是自1994年1月

1日起全面实施的，目前已难以实现对收入分配的有效调控。近年来很多学者指出，应适度调整消费税的征税税目和应税品的

税率，以期达到对各类奢侈品的有效征税。就中国目前的居民平均收入水平而言，出境旅游仍然是一种高消费，因此，将其

列入特种消费税是合理的。具体而言，出境旅游消费税的课税对象应为出境旅游者本人，税额按其出境目的地类别、停留时

间等来征收（也可考虑一个相对合理的额度统一征收）。 需要说明的是，征收出境旅游消费税的目的，主要不是为了控制自

费出境旅游人数，而是为了实现社会公平。因为出境旅游者大都是收入比较高的人群，对其征收一定数额的税收，是完全可

以承受的，并不会对出境旅游人数有太大影响。 

（2）对于公费出境旅游应加强社会监督和行业管理 

对于公费出境旅游来说，需要尽快将其纳入旅游行业的行业统计、服务体系和管理体制之中，出台相应的管理条例，加强社

会监督和行业管理。 对于政府支付的公务旅游活动，要提高其透明化、规范化和市场化程度。为此，一是要加强对政府工作

人员职务消费的社会监督，提高透明度。二是要通过政府采购，实现服务社会化、市场化。2004年上海和北京市先后在《旅

游管理条例》中推进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的公务旅行的市场化。各地对此应有所借鉴。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

种管理的必要性已经超越了旅游活动的范畴，也超越了旅游行政管理部门的权限，需要政府各部门来共同努力。 对于国内各

种类型和所有制的企业所支付的出境旅游，也要提高其服务的社会化程度，特别是对于为数不少的国有企业，应该通过国资

委的监督、高管人事考核制度等手段来加强对其相关商务旅游活动的监督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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