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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国的城乡差距引起了社会多方面的关注 , 但对于再分配在导致城乡差距中的作用却关注不够。我国目前的城乡差距 , 虽是初
次分配造成的 ,再分配却进一步扩大了这种差距。所以应调整再分配政策 , 发挥再分配实现社会公平的作用 , 缩小城乡差距 , 构建社会
主义和谐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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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城乡差距已成为我国突出的社会问题

以1958 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为基础, 一系列相关政策和措施

共同构建起了我国独特的二元户籍制度体系, 由此形成了城

市与农村2 个相互独立、隔绝、封闭的社会群体。建国后, 为

保证工业尤其是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实施, 国家采取“挖

农补工”的办法, 人为实行工农业产品不等价交换 , 以“剪刀

差”的形式从农村源源不断地吸取巨额资金以支持工业和城

市的发展。据测算,1954～1978 年, 国家通过“剪刀差”从农民

手中获取了5 100 亿元的巨额资金[ 1] 。1978 ～1991 年,“剪刀

差”累计达12 329 .5 亿元, 相当于同期农业生产总值的22 % 。

进入20 世纪90 年代,“剪刀差”呈不断扩大的趋势[ 2] 。这种

以国家权力为后盾实行的工农产品不等价交换, 使广大农民

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由此也造成了城乡差距。改革开放以

来, 我国虽坚持了以共同富裕为目标的价值取向, 但在路径

选择上采取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模式。受多种

因素的制约 , 农民收入增长缓慢, 导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

乡差距进一步扩大( 表1、2) 。

  表1  2002～2006 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及差距状况

年份

城镇居民
人均可支
配收入
元

城镇居民
人均可支
配收入增
长速度

%

农村居
民人均
纯收入
元

农村居民
人均纯收
入增长速
度∥%

城乡居民
人均收入

差额
元

城乡居
民人均
收入比

2002  7 703  13 .4 2 476 4 .8 5 227 3 .11∶1
2003 8 472 9 .0 2 622 4 .3 5 850 3 .23∶1
2004 9 422 7 .7 2 936 6 .8 6 486 3 .21∶1
2005 10 493 9 .6 3 255 6 .2 7 238 3 .22∶1
2006 11 759 10 .4 3 587 7 .4 8 172 3 .28∶1

 注 : 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2006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表2  我国城乡居民总量金融资产与人均金融资产的比较[3]

年份

居民总量金融资产

城市

亿元

农村

亿元
总量比

金融资产总量构成∥%

城市 农村

居民人均金融资产

城市

元

农村

元
人均比

1980 542 258 2 .1 68 .8 32 .2 305 32  9 .5
1985 2 745 1 140 2 .4 70 .7 29 .3 1 276 135 9 .5
1990 9 519 3 387 2 .8 73 .8 26 .2 3 113 405 7 .7
1995 37 711 9 159 4 .1 80 .5 19 .5 12 617 1 003 12 .6
2000 83 847 20 746 4 .0 80 .2 19 .8 24 828 2 235 11 .1

  城乡差距过大已成为我国突出的社会问题, 产生了一定

的负面影响。它制约了社会有效需求的增长, 妨碍了经济的

持续发展, 造成人们价值观的扭曲, 使惟利是图的思想蔓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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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犯罪现象增加, 从而影响社会稳定。

2  再分配进一步扩大我国城乡差距

收入分配包括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两个环节。在市场经济

条件下, 初次分配主要由市场机制发挥主导作用, 坚持效率优

先的原则, 因此, 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收入差距。再分配是以政

府为主导而进行的二次分配, 是在社会收入初次分配的基础上

所进行的一种宏观调节。其主要职能和目标就是合理调节收

入差距, 弥补社会公平的“市场失灵”, 实现社会公平, 维护经济

平稳发展和社会稳定。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坚持了以市场经济

为目标的价值取向,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已初步完善。在保

证效率的前提下, 单纯依靠市场机制并不能保证收入分配的公

平, 也可能出现收入分配的贫富悬殊。但是, 再分配却进一步

扩大了我国目前的城乡收入差距。

2 .1 税收的逆向调节扩大了城乡差距 

2 .1 .1  农村居民的税务负担高于城市居民。税收是国家财

政收入的主要来源。税收的主要对象应该是高收入群体, 通

过税收和转移支付起到“抽肥补瘦”的作用。虽然我国农民

收入远低于市民, 但其税务负担却高于市民。据统计,1990～

2000 年 , 我国从农民那里征缴的各种税收总额由87 .9 亿元

迅速增加至465 .3 亿元 ; 农民人均税额高达146 元 , 而城镇居

民的人均税务负担仅为37 元。在城镇居民收入已是农民实

际收入数倍的情况下, 农民缴纳的税额却是城镇居民的 4

倍[ 4] 。由此可见 , 我国税收并没有起到“抽肥补瘦”的作用 ,

而是一种“逆向再分配”。

2 .1 .2 个人所得税未实现开征目的。市场本身不能有效解决

收入分配不公, 只能依赖于政府的宏观调控。政府调控在很

大程度上依靠税收政策, 而税收政策体系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个

人所得税。我国开征个人所得税的目的主要是通过对收入较

高者征税, 对中低收入者少征或不征, 从而把居民收入差距控

制在合理范围内。通过税收对收入分配进行调节, 这在西方

国家得到了一定证实。如, 被称为“福利国家”的瑞典, 1985 年

年薪最高的110 位大中型企业家和银行家的平均年薪与普通

工人税前相差12 .7 倍, 但税后相差只有5 倍; 英国在1994 ～

1995 年纳税年度中,1 % 的最低收入者与1 % 的最高收入者税前

收入差距为18 .5 倍, 但税后缩小到13 .2 倍[ 5] 。2003 年, 我国税

收收入的构成是: 流转税占56 .27 % , 所得税占21 .67 % , 其中个

人所得税只占7 .08 % , 财产税、遗产税、赠与税等尚未开征。由

于我国个人所得税所占比重太低, 所以这种税制实际上难以起

到调控收入差距的作用。

2 .2  转移支付扩大了城乡差距  通过财政渠道的转移支付

是指政府把收入从一个人或一个组织转移到另一个人或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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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组织 , 并没有相应的产品或劳务交换的发生。我国目前

的社会保障、义务教育等经费主要来源于转移支付。通过转

移支付 , 可以提高低收入人群的收入, 实现社会公平。但通

过对我国转移支付的分析可以发现, 我国的转移支付不仅没

有实现缩小城乡差距的作用, 反而扩大了城乡差距( 表3) 。

  表3 转移支付对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贡献[6]

年份
不含转移支付的

城乡居民差别指数

包含转移支付的

城乡居民差别指数

转移支付对城乡居民

差别指数的贡献率∥%
1993 2 .44 2 .79 12 .5

1994 2 .29 2 .70 15 .2

1995 2 .33 2 .71 14 .0

1996 2 .16 2 .51 13 .9

1997 2 .09 2 .47 15 .4

1998 2 .10 2 .51 16 .3

1999 2 .18 2 .65 17 .7

2000 2 .26 2 .79 19 .0

2001 2 .28 2 .90 21 .4

2002 2 .40 3 .11 22 .8

3  调整再分配政策, 缩小城乡差距

3 .1  提高我国宏观税负和政府的再分配能力  通过提高我

国宏观税负, 增加税收, 提高政府的再分配能力, 为实现社会

公平提供财力支持。宏观税负, 指税收收入占 GDP 的比重 ,

这个指标可以说明一国税收负担的轻重。尽管1994 年以后

我国宏观税负持续提高, 但目前宏观税负总体水平与世界相

关国家比较仍然偏低。我国宏观税负在2005 年达到最高水

平16 .18 % , 这个水平比2000 年以后工业国家30 % 左右的平

均税负水平约低14 个百分点; 与发展中国家2002 年的平均

宏观税负相比,2004 年我国宏观税负约低4 个百分点[ 7] 。这

说明我国税收水平还有相当大的提高空间。

3 .2 加大政府财政支出中满足公共需求的比例 为了改变

我国经济落后的局面, 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我国政府一直把

经济建设作为工作中心。在财政支出方面则表现为把大量

的财政投入到经济建设中, 而用于满足公共需求的财政不

足。2003 年, 我国投入经济建设的财政达7 410 .87 亿元, 占

整个财政支出的30 .1 % [ 8] , 远高于在教育、文化、卫生、社会

保障等方面的支出。所以, 政府应逐步减少国家财政对经济

建设的投入。这样既能为市场主体提供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

又可以将更多的资金用于教育、卫生和社会保障, 实现财政

支出由促进经济发展向公共财政转变, 从而实现社会公平。

3 .3  增加对农业的财政补贴 基于农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

的基础地位, 现代各国为稳定农业生产 , 增加农民收入, 大多

对农业采取补贴措施。我国也应采取措施加大财政对农业

的补贴力度。根据我国加入 WTO 的协议, 政府对农业的补

贴可达到农业总产值的8 .5 % 。按2000 年我国的农业总产

值计算, 政府对农业的补贴可达到1 208 亿元, 但实际上补贴

不足300 亿元[ 9] 。所以 , 政府应采取措施, 增加对农业的财

政补贴 , 以增加农民收入, 缩小城乡差距。

3 .4 加大对农村教育的财政支持力度  有研究表明, 个人

受教育程度和经济收入呈正相关关系。自2007 年始, 我国全

部免除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杂费, 为农村孩子接受义务教

育提供了保障。但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今天, 义务教育并不

能彻底改变农村劳动力在竞争中的不利地位。由于我国就

业政策的转变, 大学扩招, 导致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很多

农村大学毕业生不能就业, 农村家庭在支付了巨额学费后没

有得到回报, 因学致贫的实例很多。所以, 我国对农村教育

的支持应向后延伸, 对于在高中阶段和大学阶段就学的农村

学生也应实施财政补贴政策, 完善大学毕业生就业的体系 ,

从根本上改变农村教育的落后现状。

3 .5  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

既是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 又是缩小城乡收

入分配差距的必要条件。目前我国城镇的社会保障体系已基本

完善, 在养老、医疗等方面为城镇居民提供了较好的保障。而我

国在农村推行的以家庭保障为核心的社会保障体系,无论是保障

水平还是保障范围都大大低于城镇。基于目前医疗价格高、看病

贵的现状和我国已进入老龄社会的现实, 政府应将建立农村医疗

保障体系和养老保障体系作为重点, 并且尽快将农村60 岁以上

的老年人口纳入社会保障体系。

3 .6  完善农村基础设施  目前我国城市的基础设施由财政

投入, 而农村的基础设施则由农民自筹 , 从而加重了农民负

担。所以, 我国政府应改变农村基础设施的投入渠道, 由国

家投入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为农村发展奠定基础。

3 .7  减轻农民的税务负担 在城镇居民收入已是农民实际

收入数倍的情况下, 农民缴纳的税额反是城镇居民的4 倍 ,

加之农村的各种乱收费现象 , 使农民不堪重负。所以, 应加

大农村税费改革力度, 切实减轻农民负担。2004 年“两会”和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决定从2005 起, 除烟叶税外 , 取消农业特

产税, 逐步降低农业税税率 , 平均每年降低1 % 以上, 5 年内

取消农业税。到2009 年, 如果减免农民的所有税费, 仅此一

项他们的人均收入将增加5 .4 % , 他们与城镇居民之间的收

入差距将缩小13 % 。

3 .8 加大农村扶贫力度  对于农村贫困人群, 在扶贫战略

上要做出适当调整。通过对贫困群体进行甄别、细分, 可分

出具有劳动能力和丧失劳动能力2 类。对具有劳动能力的

贫困人口, 采取开发式扶贫方式, 通过资金、技术、项目扶持 ,

帮助其走向良性发展的轨道; 对丧失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 ,

应考虑采取最低限度的救济式扶贫的办法, 首先解决其温饱

问题, 然后逐步提高其生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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