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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居民收入分配问题研究的一部力作
———《再论改革与发展中的收入分配》一书评介

许宪春!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体制的转变和经济的迅速发展，我国收入分配

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收入差距总体上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从而吸引

了许多经济学家投身于这一研究领域，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科研成果。南开

大学的陈宗胜教授是较早跨入这一领域，并且不断耕耘、取得较为丰硕的研

究成果的学者之一。他早在&$世纪%$年代就开始了这方面的研究工作，撰

写了许多研究论文，并于&$世纪7$年代初出版了专著《经济发展中的收入

分配》，在收入分配研究领域产生了较大影响。近些年，陈教授及其合作者就

这一研究领域承担了一系列研究项目，对前期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深化。最近，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了陈教授和周云波博士的专著《再论改革与发展中的收

入分配》（简称《再论收入分配》），对这些研究项目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汇总。

一、主要内容和特点

《再论收入分配》一书测算了#7%%—#777年全国、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

差别，测算了改革开放后的城乡间收入差别以及这种差别及其变动对全国居

民收入差别及其变动的影响，估计了改革开放后地区收入差别及其对城镇、

农村和全国居民收入差别的贡献率。上述研究得出以下重要结论：农村居民

收入差别高于城镇居民收入差别，全国居民收入差别高于农村居民收入差别；

改革开放初期城乡收入差别迅速缩小，&$世纪%$年代中后期至&$世纪7$年

代中期经历了一次长时间的扩大过程，直至最近几年，这种扩大势头也没有

得到有效的抑制；城乡之间收入差别及其变动对全国居民收入差别的形成和

变动都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在城镇、农村和城乡间收入差别三个因素中，城

乡间收入差别对全国居民收入差别的贡献最大，在城镇、农村和城乡间收入

差别变动三个因素中，城乡间收入差别变动和城镇居民收入差别变动是全国

居民收入差别变动的主要因素；地区间收入差别对全国居民收入差别具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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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影响。

作者利用计量分析的方法测算了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两大因素对居民收

入差别的影响，结果表明，改革的因素略占优势。作者分别从人口特征与收

入差别的关系和收入来源与收入差别的关系角度探讨了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

对城镇居民收入差别的影响，结果表明，各种人口特征对城镇居民收入差别

的解释率达到了!"#—$"#左右，对收入差别变动的解释率达到了$$#；收

入来源状况的变化是导致城镇居民收入差别增大的主要因素。作者分别从农

村体制改革和二元经济转换等角度研究了影响农村居民收入差别及其变动的

因素，得出以下主要结论：从体现农村体制改革的收入来源的角度看，家庭

经营性收入对农村居民收入差别及其变动的影响最大；从二元经济转换角度

看，农户的农业收入对农村居民收入差别贡献率平均超过了%"#，非农业收

入的贡献率平均为!&#，小于农业收入；农村居民收入差别的扩大有一半来

自非农业收入的变动，来自农业收入的变动占’／!强。

作者在研究导致居民收入差别扩大和缩小的因素的基础上，对居民正常

收入差别的未来趋势进行了预测：我国居民的正常收入差别大约在("")—

("’"年左右达到顶点，其中全国居民正常收入差别基尼系数最大值约为"*+&
左右，城镇约为"*!%左右，农村约为"*!)左右。作者从多个角度进行判断，

得出我国居民正常收入没有出现两极分化的结论，同时指出，居民正常收入

也出现一些问题的苗头：个别年度出现了绝对收入两极分化的趋势；制度性

的城乡差别和区域差别很大并且仍在扩大；富裕阶层为社会所尽义务太小，

等等。

近些年来，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还不完善，一部分人获得了大量

的非法非正常收入。这种类型收入势必对居民收入的差别产生影响。因此，

研究居民收入差别，仅限于居民的正常收入是不够的，还必须研究非法非正

常收入。但是，由于获得这方面的资料非常困难，详细的定量研究很少。陈

教授曾于("世纪)"年代末开始对非法非正常收入对居民收入差别影响进行

研究，并形成了一种较为实用的测算方法。当时他测算了个体和私营经济偷

税漏税收入、党政官员通过贪污受贿等途径获取的腐败性收入以及集团消费

转化为个人收入这三种收入对’,))年全国、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差别的影响

程度（陈宗胜，’,,+）。《再论收入分配》一书对陈教授以前的研究结果进行

了深化和推进。它运用我国纪检监察部门公开出版的各类年鉴，报刊文摘公

布的典型案例，纪检监察部门的工作报告，公安局、检察院、法院、税务局、

海关等执法机关的一些实际案例材料，课题组的典型调查资料等，对以下各

类主要的非法非正常收入进行了研究：（’）个体经营户和私营企业主依靠偷税

漏税等违法经营所获取的收入。（(）部分党政官员以权谋私、贪污、受贿大搞

权钱交易所形成的收入等。（!）集团消费转化为个人消费形成的收入，即公款

消费、公款送礼等。（+）大规模地违反国家禁令走私贩私及其他种类影响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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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非法非正常收入，测算了这些非法非正常收入对全国、城镇和农村居民的

收入差距的影响程度，分析了我国目前大量发生非法非正常收入的原因，揭

示了制度缺陷是转轨时期非法非正常收入大量滋生的根本原因。

《再论收入分配》一书在测算全国、城镇和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分析其

形成的原因的基础上，提出了调整居民收入分配的若干政策建议，包括打破

城乡分割壁垒、大力推进农村城镇化、加快农业产业化、大力发展农村非农

经济、大力发展农村教育事业、大力发展农村基础设施等缩小城乡差别的政

策措施，促进要素的区域间自由流动、加快落后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积极发

展落后地区的非国有经济、落后地区的税收转移与优惠、加强落后地区的交

通和教育两大基础工程建设等抑制地区差别扩大的政策措施以及规范行业间、

职业及职务间收入分配的政策措施，扶持城乡贫困居民脱贫的政策措施，打

击非法非正常收入的政策措施，等等。

综观全书，可以看出，作者搜集了大量的资料，做出了艰辛的努力，对

我国居民收入差距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作者对非法非正常收入的定量分析，体现出作者作为一名科学工作者巨大的

决心和勇气，丰富和完善了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研究内容和方法，使该书颇具

特色。该书取得的一系列研究成果对于我们了解全国、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

差距的历史、现状及未来的发展趋势具有重要的意义；在这些研究成果的基

础上提出的一系列政策建议，对于宏观经济决策和管理部门制定正确的收入

分配政策，不断缩小居民收入差距，逐步实现全体居民的共同富裕，具有重

要的参考价值。这是一部研究中国居民收入分配问题的力作。

此外，该书还具有以下重要特点：

统计资料的运用严肃认真。作为统计工作者，我非常关心作者在研究问

题时如何运用统计资料。通读全书，能够清楚地看出，作者对统计资料的运

用采取了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

随着时间的推移，统计指标的定义、口径、范围和统计分组往往会发生

变化。经济分析工作者只有深入了解与所研究问题有关的那些统计指标的定

义、口径、范围和统计分组的变化，才能正确的使用相应统计资料，得出正

确的分析结论。《再论收入分配》一书的作者较好地做到了这一点。为了使考

察期内有关统计指标的内涵、口径、范围和统计分组尽量保持一致，作者对

相应统计资料进行了适当的调整。例如，由于在考察期内，统计部门对城市

住户调查中的某些指标的口径进行了修订，为了保持数据的可比性，作者对

相应指标的有关年度数据进行了适当调整。

受某些因素的影响，统计部门在对基础资料进行加工汇总时，有时会采

取简化的处理方式，这种处理方式有时会影响到某些问题的研究结果。在这

种情况下，经济研究工作者必须深入了解有关情况，对汇总数据进行必要的

调整，使之满足所研究的问题的需要。《再论收入分配》一书的作者较好地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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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这一点。例如，经研究发现统计部门在汇总不同地区居民收入分组数据

时，由于数据处理的困难，有使富裕地区和贫困地区居民收入分组“平均化”

的现象，作者采取了适当的方法对相应的数据进行了校正。

文献综述具体详实。《再论收入分配》一书在大多数章末，都增加一个附

录，对有关研究文献进行详细综述。这种做法具有很大的益处，有利于读者

了解相关研究的进展，查找相应的文献，有利于收入分配问题研究在现有研

究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

二、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

在研究全国、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差距时，《再论收入分配》一书采用了

国家统计局或天津市统计局住户调查的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纯收

入数据。与住户可支配收入的国际标准定义相比，这两个居民收入都存在低

估或高估的问题，从而会影响到该书的研究结论；同时，农村住户调查和城

市住户调查都存在样本户的代表性的问题，这方面问题也会影响到该书的研

究结论。

（一）实物收入问题

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只限于现金形式的收入，不包括实物（包括货物和

服务）形式的收入，而城镇居民除了现金形式的收入外，还获得相当数量的

实物形式的收入。我们以福利性住房和购房、公费医疗为例，来说明这一点。

!"福利性住房和购房

在住房制度改革之前，我国的大部分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和事业行政单

位职工享受福利性住房，职工交的房租很低，大大低于房租的市场价格，国

家和企业提供了大量的房租补贴。按照国际标准，这部分补贴属于职工的实

物报酬，应计入相应的居民可支配收入。但我国住户调查中的城镇居民可支

配收入由于只限于现金形式的收入，而没有计算职工所获得的这种实物报酬，

因而被低估了。

#$世纪%$年代后期，国家进行了住房制度改革，采取了鼓励职工购买福

利性住房的政策。也就是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和事业行政单位职工可以以较

低的价格购买单位的住房。这个价格远低于市场价格，国家和企业提供了大

量的购房补贴。这些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和事业行政单位的职工获得了大量

的实物收入，这部分收入没有计入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因此，与国际标准

相比，一部分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被低估了。以北京为例，#$$$年，职工

购买福利住房的成本价只有!&’$元，而相应住房的市场价最低也在#$$$元

以上，有的甚至高达($$$元至)$$$元，是职工购买福利性住房成本价的&
倍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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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费医疗

我国城镇的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和事业行政单位的职工享受公费医疗方

面的福利待遇。按照国际标准，这些福利待遇应当作为实物报酬计入城镇居

民可支配收入。也是由于我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只限于现金收入，这种实

物报酬没有计算在内，因而被低估了。

与城镇居民相比，农村居民中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能够享受上述类型的福

利待遇，而且由于城乡价格和条件的差别，这部分人所获得的实物收入也没

有城镇职工那么多，所以，虽然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也由于没有包括相应的

实物收入而被低估，但它所受的影响远没有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那么大。

因此，可以肯定地说，上述诸多类型的实物性收入必然会对城镇居民收

入差距，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城乡居民收入差别和全国居民收入差距产生影

响。

（二）农民自产自用农产品的估价问题

农民自产自用的农产品没有经过市场交易，从而没有相应的市场价格。

我国统计制度规定，农民自产自用农产品的价值，按出售的综合平均价格计

算，这种综合平均价格综合了国家收购价格与市场价格两种因素。#$$%年以

前，作为主要农产品的粮食，国家收购价格往往低于市场价格。因此当时的

综合平均价格也就低于市场价格。#$$%年以后，为了保护农民种粮的积极性，

国家出台了保护价政策，粮食的收购价格又高于市场价格，因此，这一时期

的综合平均价格也就高于市场价格。从而与国际标准相比，在#$$%年以前，

农村居民纯收入被低估了，而在#$$%年以后，农村居民纯收入又被高估了。

这种因素既影响到农村内部居民的收入差距，也影响到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

差距，进而影响到全国居民的收入差距。

# 从!&&#年年报开始，城市住户调查对象调整为城市市区和县城关镇区居民委员会行政管理区域内的

住户，包括：（#）户口在本地区的常住非农业户；（!）户口在本地区的常住农业户；（’）户口在外地，居住

在本地区半年以上的非农业户；（(）户口在外地，居住在本地区半年以上的农业户。

（三）住户调查中样本户的代表性问题

农村住户调查和城市住户调查都存在样本户的代表性问题。例如，!&&#
年以前，城市住户调查的调查对象只限于城市和县城关镇中的非农业住户，

不包括农业住户。#而根据居住地原则，从农村流动到城镇，并在此长期居住

的农业户也应当被视为城镇住户，包括在城市住户调查的调查对象中。因为

这部分住户基本上属于城镇中收入的底层，如果把他们包括进来，城镇居民

的收入差距会更高一些。从这一角度来说，利用现有的城市住户调查资料估

计得到的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存在低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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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问题主要是统计的范围、口径和估价问题，这些问题需要政府统计

部门进行不断的努力，为从事收入分配研究的经济工作者提供更加全面、准

确的数据基础，使他们得出更加科学、可靠的研究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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