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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袁随着国家经济的快速增长袁陕西省城乡
居民收入水平有了大幅度的提高袁 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不断
提高和改善遥 但是袁伴随着这种现象发生的同时袁经济利益
也不断在不同利益群体之间进行重新调整和分配袁 致使城
乡居民收入差距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遥 尽管这种差异是
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的一个客观的经济现

象袁但随着差异的不断扩大袁势必会给陕西的经济增长和发
展带来诸多负面影响遥 笔者以 5年为 1个考察期袁对 1981耀
2005年陕西省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变化规律进行了实证
分析遥
1 陕西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实证分析

1.1 城乡居民收入现状 为了能够清楚地反映陕西省城

乡居民的收入现状袁选取叶 陕西省统计年鉴曳中 1981耀2005
年的有关数据进行分析比较遥 其中袁城镇居民的收入用人均
可支配收入来代替袁 农村居民的收入用人均纯收入来代替
渊 表 1冤遥由表 1可见袁改革初期的 1981年城镇居民的人均可
支配收入为 427元袁而同期农村居民的人均收入为 177元袁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 2.41倍遥

截至 2005年末袁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到 8 272元袁
同期农村居民的人均收入也增长到 2 052元袁 两者之比为
4.03遥也就是说袁25年间城乡居民的收入相对差距不但没有
缩小袁反而扩大了 1.67倍遥在 1981耀2005年的 25年间袁城镇
居民收入平均年增长 13.1 %袁 比同期农村居民收入平均年
增长 10.7 %的速度高出了 2.4个百分点遥
1.2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评价指标的选择 为了清楚地表

达 1981耀2005年陕西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化规律袁笔
者选择以每 5年为 1个考察期袁 用考察期内城乡居民收入
差距的平均值来反映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化规律遥
1.2.1 平均绝对收入差距遥 考察期内城乡居民平均绝对收
入差距袁是指在 5年考察期内袁相对应年份城镇居民的人均
可支配收入与农民人均纯收入之差的算术平均值遥 具体表

示为院d= 1
n 撞

i=1
n
渊 ai-bi冤 遥 其中袁ai表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袁b i表示农民人均纯收入袁n表示考察期的长度渊 n=5冤遥
1.2.2 平均相对收入差距遥 考察期内城乡居民平均相对收
入差距袁是指在 5年考察期内袁相对应年份城镇居民的人均
可支配收入与农民人均纯收入比的几何平均值遥 具体表示

为院d= 仪
i=1
n
渊 ai

b i
冤

n姨 遥 其中袁ai表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袁

bi表示农民人均纯收入袁n表示考察期的长度渊 n越5冤遥
1.3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实证分析

1.3.1 考察期内城乡居民平均绝对收入差距及平均相对收

入差距的计算遥 利用考察期内城乡居民平均绝对收入差距
和平均相对收入差距这 2个指标来表示陕西省 1981耀2005
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化规律渊 表 2冤遥 为了方便分析袁笔
者以 5年为 1个考察期袁1981耀2005年共有 5个考察期袁分
别表示为第 1尧2尧3尧4尧5考察期遥
1.3.2 5个考察期内城乡居民平均绝对收入差距和平均相
对收入差距分析遥在第 1个考察期内袁陕西省城乡居民的平
均绝对收入差距为 276.0元袁 平均相对收入差距为 2.17曰但
到第 5个考察期内时袁 陕西省城乡居民的平均绝对收入差
距增加到 5 134.8元袁平均相对收入差距上升为 3.93遥 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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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 5年为 1个考察期袁对 1981耀2005年陕西省城乡居民平均绝对收入差距和平均相对收入差距进行考察和分析遥 结果发现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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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人均
纯收入

1981 427 177 1994 2 684 805
1982 452 218 1995 3 310 9631983 488 236 1996 3 810 1 165
1984 552 263 1997 4 001 1 2851985 650 295 1998 4 220 1 406
1986 814 299 1999 4 654 1 456
1987 905 329 2000 5 124 1 4701988 1 040 404 2001 5 484 1 520
1989 1 239 434 2002 6 331 1 5961990 1 369 530 2003 6 806 1 676
1991 1 498 534 2004 7 492 1 8671992 1 705 559 2005 8 272 2 052
1993 2 102 653

表 1 1981耀2005年陕西省城乡居民收入比较 元

注院2005年的数据取自中国统计信息网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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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 5个考察期内袁 其平均绝对收入差距平均每期增长速度
为 107.7 %袁平均相对收入差距平均每期增长 16.0 %遥 由图
1可见袁在 5个考察期内袁陕西省城乡居民平均绝对收入差
距非但没有下降袁反而呈指数增长趋势袁如果按照这种情形
发展下去袁 势必会造成差距的进一步扩大遥 由图 2可以看
出袁 除了第 3尧4考察期之间的平均相对收入差距增长比较

平缓渊 仅有 0.38 %冤以外袁其他各期增长速度都比较大遥
2 陕西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

2.1 经济惯性使差距继续扩大 库兹涅茨曾根据实证分

析得出袁在经济未充分发展的初始阶段袁收入分配将随着经
济的发展而趋于不平等遥其后袁经历收入分配暂时无大变化
的时期袁到达经济充分发展的阶段袁收入分配将趋于平等遥
但是由于收入分配差距的惯性效应和扩张效应袁 在一段时
期内袁 这将成为陕西省收入分配差距自发地继续扩大的一
个重要原因[1]遥
2.2 政府对农村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不够 1981耀2005
年袁无论是国家层面的宏观经济政策袁还是陕西省的经济发
展政策袁都对该省农村的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袁农民的
人均收入也确实有所提高袁 但是作为弱质产业和基础产业
的农业袁政府对农村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还不够袁在这样一
个背景下袁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还在不断扩大遥
2.3 二元经济结构的影响

2.3.1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规模小于城市遥 在二元体制
下袁地方政府对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明显少于城市袁
城镇作为政府进行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的重点袁
与其相对应的农村袁 在一定程度上只有依靠自我积累袁才
能进行相应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袁 而这 2种力
度是无法比较的袁不仅加重了农民的负担袁而且还影响了农
村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2]遥
2.3.2 二元户籍制度制约了农民工合理流动遥 自 20世纪
50年代至今袁我国一直实行二元的户籍管理制度遥 这种将
城镇人口和农村人口截然分开的制度安排袁 是影响陕西城
乡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之一遥目前袁户籍制度虽然已经有所
松动袁但仍然制约着农民工的合理流动遥在二元户籍制度基
础上衍生的二元社会保障制度袁 进一步加大了城乡居民收
入的差距遥
2.3.3 城乡二元的人力资本投资制度阻碍了农村劳动力素

质的提高遥教育是人力资本的一个有效积累过程袁它不仅可
以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素质袁 而且还可以增加农村劳动力在
城镇中寻找到自身发展的机会遥但在二元体制下袁陕西省农
村地区的学校与城市的学校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

都存在着巨大的差距袁其中 2003年陕西城镇居民教育支出
平均为 627.11元袁农村平均仅为 212.26元袁城镇是农村的
2.95倍袁 这种教育投入及教育质量的差异使得农民所掌握
的人力资本明显比城镇居民少袁即使在其他方面相同袁农民
也会因人力资本方面的劣势而间接地影响到其收入水平遥
正是由于陕西农村人力资本存量偏低袁 制约了陕西农村劳
动力的转移和职业层次的提高袁 成为影响陕西城乡居民收
入差距的又一个重要原因[3]遥
3 缩小陕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对策

3.1 国家尧地方两级政府应加大对农业的投入 政府应该

加大对农业基本建设投资的力度袁 建立对农民收入的直接
补贴制度袁完善政府财政支农资金管理体制遥在增加国家对
农业投入的同时袁要鼓励和引导农村集体尧乡镇企业和农民
增加对农业的投入袁扩大劳动积累遥 2005年中央财政用于
野 三农冶的支出达到 2 975亿元袁增长 13.3 %袁陕西省对野 三
农冶投入也有了大幅度的增加遥 同时袁应发挥政府在收入分
配上的有效调节功能袁 使国民收入分配适当向农业和农民

注院表 2的数据由表 1计算得出遥

年份
绝对收入差距椅元 相对收入差距

按年份差距 考察期平均差距 按年份差距 考察期平均差距
1981 250 276.0 2.41 2.171982 234 2.07
1983 252 2.071984 289 2.10
1985 355 2.20
1986 515 674.2 2.72 2.691987 576 2.75
1988 636 2.571989 805 2.85
1990 839 2.581991 964 1 557.0 2.81 3.16
1992 1 146 3.05
1993 1 449 3.221994 1 879 3.33
1995 2 347 3.441996 2 645 3 005.4 3.27 3.21
1997 2 716 3.111998 2 814 3.00
1999 3 198 3.20
2000 3 654 3.492001 3 964 5 134.8 3.61 3.93
2002 4 735 3.972003 5 130 4.06
2004 5 625 4.012005 6 220 4.03

表 2 1981耀2005年陕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图 1 5个考察期内陕西城乡居民平均绝对收入差距增长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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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5个考察期内陕西城乡居民平均相对收入差距增长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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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 上接第 3390页冤
特色袁依据其在石家庄产业布局中的地位与产业分工确定遥

渊 1冤主城圈综合经济区遥主要作为主城区野 退二进三冶企
业的安置地带遥正定组团院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袁以发展旅游尧
教育及商贸流通尧无污染工业为主遥 鹿泉组团院石家庄市绿
色屏障尧西花园袁以发展商贸业和旅游业为主遥栾城组团院医
药制造业基地袁以发展医药尧食品工业为主导的综合性功能
组团遥藁城组团院化工工业基地袁以发展化工尧食品工业为主遥

渊 2冤东部平原加工工业和集约农业经济区遥坚持科技兴
农袁建成以种尧养尧加为主的粮尧棉尧果尧牧高产高效农业经济
区遥 辛集市突出皮革尧毛皮尧羽绒及其制品业及皮革流通业
功能袁 建立地方性货物流通中心曰 新乐市重点发展食品加
工尧医药制造尧机械制造渊 汽车配件冤等产业曰赵县大力开发
以野 桥冶文化为主的旅游产业袁重点发展食品尧轻工尧纺织袁承
接一部分市区外迁的纺织业曰晋州市重点发展纺织服装尧五
金建材尧化学农药制造尧机械制造渊 汽车配件冤等产业曰无极
县重点发展制革尧化工尧医药产业曰深泽县重点发展农用机
械尧轻工等产业袁培育特色专业市场遥

渊 3冤西部山区资源型工业和生态农业经济区遥农业重点
发展林尧牧尧渔业遥 农业以规模开采尧加工为主袁工业重点发
展化工原料尧冶金尧高标号水泥尧陶瓷制品及新型建筑材料遥
第三产业积极开发山区旅游资源袁扩大苍岩山尧嶂石岩尧天
桂山尧驼梁等风景旅游区在全国的知名度遥井陉县依托丰富
的矿产资源袁重点发展建材和能源工业袁大力发展旅游业和

日用陶瓷产业遥元氏县重点发展旅游业尧化工尧纺织服装业尧
食品工业遥 灵寿县重点发展食品加工业尧机械制造业尧旅游
业袁 在非林区和生态保护区以外集中发展矿产品开发和加
工业遥平山县开发以西柏坡的革命圣地游为主的旅游产业袁
依托丰富的矿产资源发展建材尧冶金尧陶瓷产业遥 高邑县重
点发展建筑陶瓷业尧纺织业尧食品工业遥 赞皇县依托优质石
英砂岩矿藏建设北方玻璃生产原料基地袁重点发展旅游业尧
化工业尧建材业尧金属制品业遥 行唐县重点发展非金属采矿
及矿制品业尧食品制造业尧木材加工业遥
2.7 生态小城镇人文环境工程建设 人文环境的改善是

生态小城镇建设的重要保障遥一要全面推行科学执政尧民主
执政尧依法执政袁坚持野 以民为本冶袁建设服务型政府遥加强社
会公共建设和管理袁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袁提高政府办事
效率和服务水平袁提升政府的公信度遥二要合理规划建设城
镇图书馆尧博物馆尧文化馆尧影剧院尧体育场馆等公共设施袁
发展文化产业袁丰富文化生活袁强化城镇的文化中心功能遥
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袁 提高公民思想道德素质和遵纪守法
的自觉性袁倡导生态消费的新理念遥三要加强社区建设遥 以
满足社区居民需要为出发点袁 充实社区功能袁 改善社区管
理袁加快发展社区服务业遥创建管理有序尧服务完善尧环境优
美尧治安良好尧生活便利尧人际关系和谐的新型现代化社区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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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 6冤院32-33.

倾斜袁建立新型的农业与国民经济的关系袁形成工业反哺农
业尧城市反哺农村的新机制袁实现城乡经济一体化袁是解决
城乡收入差距问题的根本举措[4]遥
3.2 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相对于城市居民而言袁农村
居民在医疗尧养老保障尧最低生活费救济等方面都没有制度
保障袁特别是老年人尧贫困人群的社会保障问题遥 政府应考
虑在一定范围内采取最低限度的救济式扶贫办法袁 提高农
村贫困救济支出的比例袁 逐步建立一种水平不高但覆盖面
广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遥 因而袁应实现资金来源多元化尧保
障制度规范化尧管理服务社会化的社会保障体系袁从我国社
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出发袁实施多渠道尧多层次袁保障范围
不断扩大袁保障水平不断提高的社会保障制度[1]遥
3.3 增加农村教育经费的投入袁积极发展农村职业教育 政

府应重视农村地区的基础教育袁 在确保义务教育经费供给
的同时袁应该继续增加农村职业教育的投入袁强化对陕西农
村剩余劳动力的技能培训袁将财政尧劳动尧教育部门的培训
资金捆绑起来使用袁 通过杨凌示范区等正规的农民知识技
能培训机构袁 首先对陕西省条件比较好的农村劳动力进行
农业和非农业两个方面的技能培训袁 提高这些农民的实际
操作技能及农民外出务工就业的水平遥在此基础上袁扩大培
训范围袁使更多的农民通过专业技能培训袁提高自身的素质
和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存量袁以增强其就业和竞争能力袁促
进陕西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遥
3.4 改革现有户籍管理制度袁合理疏导农村劳动力向城市
流动 我国现行的二元户籍制度袁 违背了市场经济体制所

必需的公平原则袁 人为地将全体公民划分为城市人口和农
村人口袁不仅形成了劳动力市场的城乡分割袁给劳动力资源
的自由流动和合理配置造成了障碍袁 也从根本上限制了一
些地区农村居民收入的增加和生活水平的提高遥因此袁只有
对现行的二元户籍制度进行改革袁 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
剩余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袁 逐渐形成一个一体化的劳动力市
场袁 使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拥有平等的就业和获取合法收
入的权利[2]遥
4 小结

经过对 1981耀2005年陕西城乡居民平均绝对收入差
距尧平均相对收入差距的考察和分析袁结果发现院在 5个考
察期内袁无论是陕西城乡居民平均绝对收入差距袁还是平均
相对收入差距都在不断扩大袁 尤其是城乡居民平均绝对收
入差距遥 笔者认为袁 只有对二元制度进行一元化改革和调
整袁不断加大政府对农业的投入袁才能从根本上缩小陕西城
乡居民收入差距袁 缓解由城乡收入差距带来的各种社会矛
盾袁使和谐陕西早日实现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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