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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深入 实 施，整 个 “十 一 五”期 间，西 南 地 区 收 入 水 平 呈 快 速 增 长 趋

势。２０１０年西南地区的城乡居民收入水平进一步提高，此次调研的四个城市的人均收入名义增速几乎都超

过１０％，同比增速显著提高。然而，西南地区的收入水平仍然低于全国同期水平，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

绝对值呈现出逐步 “拉大”趋势。西部经济的快速增长 拉 动 了 居 民 收 入 水 平 的 提 高，“马 太 效 应”和 城 乡

二元结构却导致了区域收入不平衡状况、城乡收入差距拉大等问题的凸显。我国应加快西部经济增长步伐

以促进人民增收，通过政策倾斜缓解区域收入不平衡，以城乡一体化等手段缩小居民的收入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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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题研究背景、目的和方法

近年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但 同 时 居 民 收 入 差 距

则不断扩 大，由 此 引 发 的 争 议 甚 至 社 会 矛 盾 越 来 越 突

出，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阻滞我国经济发展 的 进 程 与 成

效。这种判断主要源于经济增长与社会公平 的 一 般 理 论

分析，然而，现实居民收入差距 的 国 情 如 何、造 成 收 入

差距的具体成因是什么等问题，必须经过实 地 调 研 才 能

获得实证资料。为此，中国社会科学院 研 究 生 院 成 立 了

我国西南地 区 居 民 城 乡 收 入 状 况 分 析 的 国 情 调 研 课 题

组，旨在通过对我国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居民 收 入 状 况 调

查，获得实证数据，并提供政策 建 议，力 求 对 国 家 解 决

居民收入差距问题提供科学依据与政策支持。

本课题研究策略与方法如下：

第一，确定本次国情调 研 的 主 要 省 区———我 国 西 南

区域，包括云南、四川两省。其原 因 主 要 是 基 于 该 地 区

少数民族较多，居民收入状况是少数民族地 区 影 响 民 族

团结与国家安定的重要因素。

第二，调研分别选取城市与 农 村 两 类 区 域、政 府 与

居民户两个群体作为调研对象，主要包括以 下 城 市 及 其

农村：昆明、丽江、成都、甘 孜。我 国 二 元 经 济 造 成 了

城市与农村的居民收入差距，但程度 如 何 尚 不 明 晰。选

择政府部门作为调研对象，一方面可以获得 居 民 收 入 等

方面历年的准确数据，同时也可以了解政 府 在 解 决 该 问

题时采取的政策措施。选取居民户进 行 入 户 访 谈，能 够

获得第一手资料与数据，同时了解他们对收 入 差 距 问 题

的看法。

第三，调查内容主要涉及地 区 经 济 总 体 状 况、居 民

收入构成比例、城乡居民收入构成及 原 因、政 府 为 减 少

收入差距的制度安排等。由于研究经 费、时 间 及 相 关 资

源 的 局 限，本 次 调 研 覆 盖 面 不 大，同 时 缺 省 了 问 卷

方法。

总体而言，本调研课题定 位 为 一 项 解 决 城 乡 收 入 差

距问题的初步研究，力图实现以下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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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主要为解决相对落后地区的居民收入差距问题

的研究提供实证调查数据；其次，探究造成城乡居民收入

差距的成因；最后，为相关部门制定政策提出初步建议。

二、西南地区城乡居民收入状况

（一）２０１０年西南地区城乡居民收入水平

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深入实施，２０１０年西南地区

的城乡居民收入水平进一步提高，此 次 调 研 的 四 个 城 市

的人均收 入 增 速 几 乎 都 超 过１０％，同 比 增 速 显 著 提 高。

２０１０年成都市城镇居民人均可 支 配 收 入 为２０８３５元，突

破两万元大关，同比增长１１．６６％，成都市农民人均纯收

入８２０５元，同比增长１５．０９％。而２０１０年昆明市全年城

镇居 民 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为１８８７６元，比 上 年 同 比 增 长

１４．４３％，农 村 居 民 人 均 纯 收 入 ５８１０元，同 比 增 长

１４．３７％。２０１０年丽 江 市 全 年 城 镇 居 民 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１５５２１元，比上年同比增长７．３６％，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３４１０元，同比增长１９．８６％。２０１０年甘孜 州 全 年 城 镇 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１４８８０元，比上年同比增长１２．７０％，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２７４４元，同比增长２３．１０％。①

（二）西南地区与全国收入水平的对比

２０１０年我国 城 镇 居 民 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为１９１０９元，

同比增 长１１．２７％；农 村 居 民 全 年 人 均 纯 收 入５９１９元，

实际增长１０．９％。② 从全国平均水平来看，２０１０年成都市

城乡居民收入略高于全国同期平均水平，而昆明市、丽江

市、甘孜州城乡居民收入则略低于全国同期平均水平，但

除丽江市外其他三个城市的同比增幅均高于全国水平，增

幅较大。同时，虽然除成都市之外的西南地区农村居民人

均纯收入低于全国水平，但是２０１０年的同比增速远超全国

水平，西南地区与全国之间的收入水平差距进一步缩小。

　图１　２０１０年西南地区城乡居民收入状况对比

单位：元

从全国大 中 城 市 比 较 情 况 来 看 （见 表１），２０１０年

成都市和昆明市城 镇 居 民 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分 别 为２０８３５
元和１８８７６元，在全国３０个大 中 城 市 中 名 列 第１６和 第

２１位；而成都市、昆明市的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

８２０５元和５８１０元，在全国２９个大中城市中排名第１７和

第２８位，昆明市比排名第１位的宁波市低８４５１元，相差

近２．５倍。总体 上 看，成 都 市 已 经 在 我 国 大 中 城 市 中 处

于中等发展水平，而昆明市则仍具有一定的发展空间。

　表１　２０１０年 全 国３０个 大 中 城 市 城 乡 居 民 收 入 排

位表

指标

城市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收入 （元） 排名 收入 （元） 排名

北京 ２９０７３　 ７　 １３３２６　 ３

天津 ２４２９３　 １１　 １１８０１　 ７

石家庄 １８２９０　 ２２　 ６５７７　 ２３

太原 １７２５８　 ２６　 ７６１１　 １９

沈阳 ２０５４１　 １８　 １０００５　 １２

大连 ２１２９３　 １５　 １２３１７　 ６

长春 １７９２２　 ２４　 ６６６５　 ２２

哈尔滨 １３８５７　 ３０　 ６２１１　 ２４

上海 ３１８３８　 ２　 １３７４６　 ２

南京 ２８３１２　 ８　 １１１２８　 ８

杭州 ３００３５　 ５　 １３１８６　 ４

宁波 ３０１６６　 ４　 １４２６１　 １

合肥 １９０５１　 １９　 ７１１８　 ２１

福州 ２２７２３　 １３　 ８５４３　 １５

厦门 ２９２５３　 ６　 １００３３　 １１

南昌 １８２７６　 ２３　 ７１９３　 ２０

济南 ２５３２１　 ９　 ８９０３　 １４

青岛 ２４９９８　 １０　 １０５５０　 １０

郑州 １８８９７　 ２０　 ９２２５　 １３

武汉 ２０８０６　 １７　 ８２９５　 １６

长沙 ２２８１４　 １２　 １０６４０　 ９

广州 ３０６５８　 ３　 １２６７６　 ５

深圳 ３２３８０　 １ ——— ———

海口 １６７２０　 ２８　 ６１５１　 ２６

重庆 １７５３２　 ２５　 ５２７７　 ２９

成都 ２０８３５　 １６　 ８２０５　 １７

贵阳 １６５９７　 ２９　 ５９７６　 ２７

昆明 １８８７６　 ２１　 ５８１０　 ２８

西安 ２２２４４　 １４　 ７７５０　 １８

银川 １７０７３　 ２７　 ６１６１　 ２５

　　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２０１０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

计公报。

２１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２０１２年第２期　

①

②

本次调研中２０１０年的数据均为初步统计数。

全国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２０１０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统计公报。



（三）“十一五”期间西南地区城乡居民收入变化

“十一五”期 间，西 南 地 区 收 入 水 平 呈 快 速 增 长 趋

势。此次调研的西南四个城市的城 镇 居 民 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在 “十一五”期间的年均增速均超过１０％ （数据见表

２）。其中，成都市 “十 一 五”期 间 城 镇 居 民 人 均 可 支 配

收入的年均增速约为１３％，收入水平比２００５年增加９４７６
元，增长了近８３％；昆明 市 “十 一 五”期 间 城 镇 居 民 人

均可支配收入的年均增速超过１４％，收入水平比２００５年

增加９２６０元，增长了近９６％；丽江市 “十一五”期间城

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年均增速约为１１％，收入水平

比２００５年增加６２３１元，增 长 了６７％；收 入 增 速 最 快 的

是四川省甘孜州，“十一五”期间甘孜州城镇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的年均增速超过了１６％，收入绝对水平比２００５
年增加７８８０元，较于２００５年的城镇收入水平翻了一番。

　表２　２００５年～２０１０年西南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变动 单位：元

年份 成都 昆明 丽江 甘孜

２００５　 １１３５９　 ９６１６　 ９２９０　 ７０００

２００６　 １２７８９　 １０７６６　 １０４６０　 ８０３４

２００７　 １４８４９　 １２０８３　 １１９１８　 １０１７８

２００８　 １６９４３　 １４４８２　 １３２９９　 １１４７１

２００９　 １８６５９　 １６４９６　 １４４５７　 １３２０３

２０１０　 ２０８３５　 １８８７６　 １５５２１　 １４８８０

　表３　２００５年～２０１０年西南地区农村人均纯收入变动

单位：元

年份 成都 昆明 丽江 甘孜

２００５　 ４４８５　 ３２５８　 １４５９　 １３１０

２００６　 ４９０５　 ３５２０　 １６１０　 １４８２

２００７　 ５６４２　 ４００３　 １９２２　 １６９２

２００８　 ６４８１　 ４６１０　 ２３７４　 １９２６

２００９　 ７１２９　 ５０８０　 ２８４５　 ２２２９

２０１０　 ８２０５　 ５８１０　 ３４１０　 ２７４４

同时，西南地区农民的收入水 平 在 “十 一 五”期 间

也得到了迅速的提高。其中，成都 市 “十 一 五”期 间 农

村居民人均 纯 收 入 年 均 递 增１２．８％，收 入 水 平 比２００５
年增长３７２０元，增 长 了８３％；昆 明 市 “十 一 五”期 间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递增１２．３％，收入水平比２００５
年增长２５５２元，增长幅度达到了７８．３％；丽江市 “十一

五”期间农村居民人 均 纯 收 入 年 均 递 增１８．５％，收 入 水

平比２００５年增长２５５２元，增长幅度高达１７０％；甘孜州

农村居民人 均 纯 收 入 水 平 在 “十 一 五”期 间 翻 了 一 番，

年均递增１５．９％，收入水平比２００５年提高１４３４元。

（四）西南地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变动

“十一五”期 间 西 南 地 区 城 乡 居 民 人 均 收 入 差 距 绝

对值呈现出 “拉大”趋势，但西南地区 的 城 乡 收 入 差 距

绝对值整体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反映出西南 地 区 城 乡 居

民收入分配合理的一面。从图中可以 看 出，此 次 调 研 的

四个城市的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绝对值虽然均 先 后 在

２００８年、２００９年 左 右 突 破 了 万 元 大 关，但 是 成 都、昆

明、甘孜 “十一五”期间的居民收入差 距 绝 对 值 均 低 于

全国水平，丽 江 市 在２００５年、２００６年 略 高 于 全 国 平 均

水平，但随后其居民 收 入 差 距 绝 对 值 开 始 回 落，最 近４
年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图２　２００５年～２０１０年西南地区城乡收入差距

绝对值对比 单位：元

数据来源：收入差距绝对值数据由调研组测算获得。

表４是此次调研的四个城市城乡收入 差 距 与 全 国 平

均水平的对比。从整体上看，成都市的 收 入 差 距 低 于 全

国平均水平；昆明市城乡收入比例与全国城 乡 收 入 比 例

平均水平相差无几，始终处于一个基 本 持 平 的 状 态；但

是丽江市和甘孜州的城乡收入比在 “十一五”期 间 一 直

高位运行，虽然在最近几年内其城乡居民收 入 比 呈 现 出

回落的趋 势，但 是 仍 然 不 能 轻 视 收 入 差 距 扩 大 化 的 问

题。总之，西南地区的 城 乡 收 入 差 距 问 题 在 “十 一 五”

期间并没有得到明显改善。

　表４　２００５年～２０１０年西南地区城乡收入比变动

单位：元

年份
全国

平均水平
成都 昆明 丽江 甘孜

２００５　 ３．２２：１　 ２．５３：１　２．９５：１　６．３７：１　５．３４：１

２００６　 ３．２８：１　 ２．６１：１　３．０６：１　 ６．５：１　５．４２：１

２００７　 ３．３３：１　 ２．６３：１　３．０２：１　 ６．２：１　６．０１：１

２００８　 ３．３１：１　 ２．６１：１　３．１４：１　 ５．６：１　５．９６：１

２００９　 ３．３３：１　 ２．６２：１　３．２５：１　５．０８：１　５．９２：１

２０１０　 ３．２３：１　 ２．５４：１　３．２５：１　４．５５：１　５．４２：１

　　数据来源：城乡居民收入比数据由调研组测算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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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来看，成都市 “十一五”期 间 城 乡 居 民 收 入 差

距呈现持续扩大的趋势。２００５年成都市城乡收入差距绝

对值为６８７４元，之 后 持 续 升 高，２００８年 突 破１００００元

大关达到了１０４６２元，２０１０年 更 是 高 达１２６３０元。 “十

一五”期间成都市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绝对 值 有 持 续

扩大的趋势，然而成都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比 例 却 呈 现

出不同的变动趋势。 “十 五”收 官 之 年 时 成 都 市 城 乡 收

入比例为２．５３：１，２００６年 至２００９年 经 历 了 略 微 上 升

但是还是比较 平 稳 的 状 态，到２０１０年 成 都 市 城 乡 收 入

比又有一定幅度的下降。如表５所示，２００６年城乡收入

比例较２００５年 有 所 上 升，达 到 了２．６１：１，从２００６年

至２００９年 成 都 市 城 乡 居 民 收 入 比 一 直 在２．６１：１至

２．６３：１之间徘徊，２０１０年城乡收入比回落到２．５４：１，

基本与２００５年 持 平。从 总 体 上 看，近６年 成 都 市 城 乡

收入比例基本上处于一个平稳的状 态。这 说 明，昆 明 市

城乡收入差距并没有改善。

　表５　成都市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数量及差距 单位：元

年份
城镇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

农村居民人均

纯收入

城乡收入差

距绝对值

城乡

收入比

２００５　 １１３５９　 ４４８５　 ６８７４　 ２．５３：１

２００６　 １２７８９　 ４９０５　 ７８８４　 ２．６１：１

２００７　 １４８４９　 ５６４２　 ９２０７　 ２．６３：１

２００８　 １６９４３　 ６４８１　 １０４６２　 ２．６１：１

２００９　 １８６５９　 ７１２９　 １１５３０　 ２．６２：１

２０１０　 ２０８３５　 ８２０５　 １２６３０　 ２．５４：１

　　数据来源：收 入 绝 对 值 来 自 于 成 都 市２００５年—２０１０年 统

计年鉴，收入差距绝对值、城乡收入比数据由调研组测算。

从２００５年到２０１０年的６年 中，昆 明 市 城 乡 居 民 收

入差距也呈持续扩大的趋势。２００５年昆明市城乡收入差

距 绝 对 值 为 ６３５８ 元，之 后 持 续 升 高，２００９ 年 突 破

１００００元 大 关 达 到 了１１４１６元，２０１０年 更 是 高 达１３０６６
元。从近６年的情况来看，昆明市城 乡 居 民 人 均 收 入 差

距绝对值有持续扩大的趋势。同时，２００５年昆明市城乡

收入比例 为２．９５：１，２００６年 至２０１０年 经 历 了 先 升 后

降再升的波浪式状态。如表６所示，２００６年昆明市城乡

收入比例较２００５年有所上升，达到了３．０６：１，到２００７
年则 下 降 为３．０２：１，之 后２年 则 持 续 反 弹，达 到 了

２００９年的３．２５：１，２０１０年 则 与２００９年 持 平。从 总 体

上看，近６年昆明市城乡收入比例基本上 处 于 一 个 平 稳

的状态。但应引起重视的是，昆明市城 乡 收 入 差 距 有 进

一步扩大的趋势。

　表６　昆明市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数量及差距 单位：元

年份
城镇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

农村居民人均

纯收入

城乡收入差

距绝对值

城乡

收入比

２００５　 ９６１０　 ３２５８　 ６３５８　 ２．９５：１

２００６　 １０７６６　 ３５２０　 ７２４６　 ３．０６：１

２００７　 １２０８３　 ４００３　 ８０８０　 ３．０２：１

２００８　 １４４８２　 ４６１０　 ９８７２　 ３．１４：１

２００９　 １６４９６　 ５０８０　 １１４１６　 ３．２５：１

２０１０　 １８８７６　 ５８１０　 １３０６６　 ３．２５：１

　　数据来源：收 入 绝 对 值 来 自 于 昆 明 市２００５年—２０１０年 统

计年鉴，收入差距绝对值、城乡收入比数据由调研组测算。

２００５年丽江市 城 乡 收 入 差 距 绝 对 值 为７８３１元，之

后持续 升 高，２００８年 突 破 万 元 大 关 达 到 了１０９２５元，

２０１０年更是高达１２１１１元。 “十 一 五”期 间 丽 江 市 城 乡

居民人均收入差距绝对值有持续扩大的趋 势，然 而 丽 江

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比例却呈现出回落的 变 动 趋 势。如

表７所 示，２００５年 丽 江 市 城 乡 收 入 比 例 为６．３７：１，

２００６年至２０１０年经历了平稳滑落的状态，到２０１０年丽

江市城乡收入比降低到了４．５５：１，较２００５年回落了近

２个基点。这说明，丽 江 市 城 乡 收 入 差 距 呈 现 出 改 善 的

一面，但是应看到丽江市的城乡收入比还是 高 于 同 期 全

国平均水平，处于高位运行。

　表７　丽江市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数量及差距 单位：元

年份
城镇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

农村居民人均

纯收入

城乡收入差

距绝对值

城乡

收入比

２００５　 ９２９０　 １４５９　 ７８３１　 ６．３７：１

２００６　 １０４６０　 １６１０　 ８８５０　 ６．５：１

２００７　 １１９１８　 １９２２　 ９９９６　 ６．２：１

２００８　 １３２９９　 ２３７４　 １０９２５　 ５．６：１

２００９　 １４４５７　 ２８４５　 １１６１２　 ５．０８：１

２０１０　 １５５２１　 ３４１０　 １２１１１　 ４．５５：１

　　数据来源：收 入 绝 对 值 来 自 于 丽 江 市２００５年—２０１０年 统

计年鉴，收入差距绝对值、城乡收入比数据由调研组测算。

“十一五”期 间 甘 孜 州 城 乡 收 入 差 距 绝 对 值 也 在 持

续扩大，２００５年甘孜州城乡收入差距绝对值为６８７４元，

之后持续升高，２００９年 突 破１００００元 大 关 达 到 了１０９７４
元，２０１０年更是高达１２１３６元。甘孜州的城乡收入比在

“十一五”期间 出 现 了 先 升 后 降 的 起 伏 状 态。如 表８所

示，２００６年城乡 收 入 比 例 较２００５年 有 所 上 升，达 到 了

５．４２：１，到２００７年则 上 升 为６．０１：１，之 后３年 持 续

回落至２０１０年的５．４２：１。从总体上看，甘孜州的城乡

收入差距也呈现出减缓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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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８　甘孜州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数量及差距 单位：元

年份
城镇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

农村居民人均

纯收入

城乡收入差

距绝对值

城乡

收入比

２００５　 ７０００　 １３１０　 ５６９０　 ５．３４：１

２００６　 ８０３４　 １４８２　 ６５５２　 ５．４２：１

２００７　 １０１７８　 １６９２　 ８４８６　 ６．０１：１

２００８　 １１４７１　 １９２６　 ９５４５　 ５．９６：１

２００９　 １３２０３　 ２２２９　 １０９７４　 ５．９２：１

２０１０　 １４８８０　 ２７４４　 １２１３６　 ５．４２：１

　　数据来源：收 入 绝 对 值 来 自 于 甘 孜 州２００５年—２０１０年 统

计年鉴，收入差距绝对值、城乡收入比数据由调研组测算。

三、城乡居民收入状况原因分析

（一）经济增长拉动居民收入水平提高

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深入实施，西 南 地 区 经 济 快

速增长，对西南地区的居民收入增长起到了 巨 大 的 拉 动

作用。虽然在 “十一五”期间，我 国 经 济 增 长 受 到 世 界

金融危机的影响和冲击，但是西南地区经济 依 然 以 高 于

十个百分点的增速快速增长，拉动了西南地 区 居 民 收 入

水平平稳快速提高。

其中成都 市 实 现 地 区 生 产 总 值５５５１．３亿 元，按 可

比价格计算，比 上 年 增 长１５．０％，比 全 国 ＧＤＰ增 速 平

均增幅 高４．７个 百 分 点，拉 动２０１０年 成 都 市 人 均 ＧＤＰ
上涨到４８３１０元，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１８６３２元。较于

２００９年，成都市 经 济 增 长 拉 动 人 均 ＧＤＰ上 涨８８００元，

涨幅高达２２．３％。

昆明市实现地区生 产 总 值２１２０．３７亿 元，按 可 比 价

格计算，比上年 增 长１４．０％，比 全 国 ＧＤＰ增 速 平 均 增

幅高３．７个百分点，拉动２０１０年 昆 明 市 人 均ＧＤＰ上 涨

到３３３３９元，比全国 平 均 水 平 高 出３６６１元。较 于２００９
年，昆明市经济增长拉 动 人 均ＧＤＰ上 涨４５３９元，涨 幅

达到了１５．８％。

　图３　２００６年～２０１０年成都市生产总值及其增长速度

单位：亿元，％

数据 来 源：成 都 市２０１０年 国 民 经 济 和 社 会 发 展 统 计

公报。

　图４　２００６年～２０１０年昆明市生产总值及其增长速度

单位：亿元，％

数据来源：昆明市２０１０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丽江市２０１０年实 现 地 区 生 产 总 值１４３．５９亿 元，按

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１５．２％，比全国、云南省平

均增幅高４．９、２．９个百分 点，位 居 全 省 各 州 市 第 二 位，

经济的快速增长拉动丽江市２０１０年人均ＧＤＰ上涨２０８６
元，涨幅达到了２１．８％。

甘孜州全 州 地 区 生 产 总 值１２２．８３亿 元，按 可 比 价

格计算，增长１４．１％，增 速 比２００９年 加 快５．１个 百 分

点，高于全国 ＧＤＰ增 长３．８个 百 分 点。由 此 拉 动 甘 孜

州２０１０年人均ＧＤＰ达到了１１５８１元，较２００９年提高了

１４９９元，增幅达到了１４．９％。

经济的迅速增长带来大 量 的 就 业 岗 位，提 高 了 当 地

居民的收入水平。从城镇居民人均 可 支 配 收 入 各 项 指 标

构成来看，工资收入仍然是西南地 区 城 乡 居 民 收 入 的 主

要构成部分，通过促进经济发展来 拉 动 居 民 收 入 增 长 和

推动就业已 经 成 为 西 南 地 区 政 府 的 主 要 发 展 目 标 之 一。

特别是成都、昆明这些 发 展 较 好 的 地 区，不 是 单 一 地 依

赖外出务工，而是结合 自 身 的 优 势，因 地 制 宜 地 发 展 区

域经济，以务工为主体的工资性收入或者农业生产为主体

的家庭经营收入都可以促进当地经济较好发展以及城乡居

民特别是农民收入较快地提高。例如，２０１０年，成都市农

民人均纯收入８２０５元，分 别 比 全 国、四 川 省 平 均 水 平 高

２２８６元和３０６５元，比上年增长１５．１％，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４．２个百分点。从表９可以看出，成都市农民人均纯收入四

项构成中，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纯收入仍占据了农民人

均纯收入的８０％以上。

　表９　成都 市２００６年～２０１０年 农 民 人 均 纯 收 入 情 况

对比表 单位：元

收入构成 ２００６年２００７年２００８年２００９年２０１０年

农民人均纯收入 ４９０５　 ５６４２　 ６４８１　 ７１２９　 ８２０５

（一）工资性收入 ２０８０　 ２３８１　 ２７５２　 ３２３４　 ３７７６

（三）家庭经营纯收入 ２２０９　 ２５２０　 ２７１２　 ２７６４　 ２９７５

（三）财产性纯收入 ３４０　 ４４６　 ５０９　 ５５８　 ７２２

（四）转移性收入 ２７６　 ２９５　 ５０９　 ５７３　 ７３２

　　数据 来 源：成 都 市２００７年—２０１０年 统 计 年 鉴 及 成 都 市

２０１０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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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马太效应”导致区域收入不平衡状况突出

经济学中有一个 概 念 是 “马 太 效 应”，其 反 映 的 问

题是 “贫者愈贫，富者愈富，赢家 通 吃”的 经 济 学 收 入

分配的现象。① 由 于 “马 太 效 应”的 影 响，西 南 地 区 城

乡居民收入状况越来越呈现出区域不平衡 的 态 势，并 且

这种不平衡发展的态势正在进一步凸显。成 都 市 的 工 业

资源、金融环境、市场体系及居民素质 都 较 西 南 地 区 其

他城市完善和成熟。加之西部大开发 以 来，国 家 和 四 川

省多年的政策倾斜、资金投入，使得成 都 市 经 济 发 展 上

的 “马太效应”极为突出。西部大开发 的 十 年 发 展 不 但

没缩小成都市和落后地区间的差距，相反由 于 良 好 的 经

济资源、配套的基础设施、优惠 的 政 策 等 原 因，使 得 成

都市等地区和落后地区在新一轮发展中的居民收 入 水 平

的差异越来越大。

例如，成都市城镇居民可支 配 收 入、农 村 人 均 纯 收

入等远远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然而丽 江 市、甘 孜 州 等 落

后地区城乡居民收入仍然远低于全国平均 收 入 水 平。虽

然此次调研 的 西 南 四 个 城 市 的 城 镇 居 民 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农村人均纯收入在 “十一五”期间 的 年 均 增 速 均 超

过１０％，但是由于基数的差距，成都市与其他城市的收

入水平绝对值 的 差 距 却 进 一 步 拉 大。成 都 市 “十 一 五”

期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年均增速约为１３％，收

入水平比２００５年增加９４７６元，增长了８３％；而收入增

速最快的是四川甘孜州，２０１０年甘孜州城镇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绝对水平比２００５年增加７８８０元，较于２００５年

的城镇收入水平翻了一番。虽然甘孜州在城 镇 居 民 可 支

配收入增幅方 面 高 于 成 都 市１０个 百 分 点，但 是 两 者 城

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绝对 值 差 距 却 从２００５年 的４３５９元

拉大到２０１０年的５４７２元。西 南 地 区 的 城 乡 居 民 收 入 状

况不平衡的状况正在进一步凸显。

（三）城乡二元结构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拉大

我国自１９５８年 颁 布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户 口 管 理 条

例》起，就将全国人口分成了城镇 居 民 和 农 民，在 城 乡

之间人为地筑 起 了 一 道 “壁 垒”。户 籍 制 度 的 建 立 和 固

化，构成了典型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长 期 存 在 的 二 元

社会结构导致城乡之间的制度差异，使人们 在 观 念 上 形

成了对 农 业、农 村、农 民 的 歧 视，以 致 在 就 业、收 入、

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政策制定上，对具有城市 户 籍 的 居 民

存在一定的倾斜。

新制度经济学理论认为，农民从事 的 产 业 基 本 上 是

传统农业，劳动生产率比较低，著名发 展 经 济 学 家 刘 易

斯认为其只能 “维 持 生 计”。农 民 收 入 低 是 传 统 农 业 的

产物。而城镇居民从事的产业，刘易 斯 称 之 为 “现 代 产

业”，就是现代制造 业、信 息 业 和 服 务 业。现 代 产 业 的

劳动生产率高，职工能够得到较高的工资收入。② 所以，

从这个意义上说，城乡居民收入存在差距是 二 元 经 济 结

构导致的结果。此外，舒 尔 茨 认 为，在 欠 发 达 地 区，资

本收益在个人收入中处于支配地位，人力资 本 报 酬 处 于

次要地位。在现代高收入地区，工资和 薪 金 收 入 在 个 人

收入中的地位才会越来越重要，土地与资本 的 收 入 将 会

下降。中国二元经济结构下劳动力的无限供 给 是 导 致 工

资性收入占国民收入比例持续下降的主要 原 因。在 二 元

经济结构下，劳动力市场的无限供给不仅使 得 工 资 无 法

对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进行反应，同 时，也 使 得 劳 动

生产率和物价的变化对工资的影响 不 够 敏 感，因 此，城

乡二元经济结构还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由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影响，西 南 地 区 当 前 农 民

纯收入仍远远低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十一五”

期间，西南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不但 没 有 缓 解，反 而 有

进一步扩大的 趋 势。虽 然 此 次 调 研 的 四 个 城 市 中 成 都、

昆明、丽江、甘孜整个 “十一五”期 间 城 乡 居 民 收 入 差

距绝对值均低于全国水平，但是四个城市的 城 乡 居 民 人

均收入差距绝对 值 均 先 后 在２００８年、２００９年 左 右 突 破

了万元大关。我们观察到，越是 落 后 的 地 区，其 居 民 收

入差距越大。此次调研中，虽然最近几 年 丽 江 市 和 甘 孜

州城乡居民收入比呈现出回落的趋势，但是 其 城 乡 收 入

比在 “十一五”期间一直高位运行，高 于 同 期 全 国 平 均

水平。整体上看，西南地区的城乡收 入 差 距 问 题 在 “十

一五”期间并没有得到明显改善，对由城 乡 二 元 经 济 结

构导致的居民收入差距特别是落后地区的收入差 距 需 要

给予足够重视。

四、政策建议

“十一五”期间，特别是２００９年和２０１０年西南地区

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增收效果明显。

西南地区利用自身优势，充分发挥 外 出 务 工 者 农 业 家 庭

经营的潜力，保证了家庭经营收入 乃 至 农 民 人 均 纯 收 入

较快稳定地增长。但 是，与 全 国 其 他 地 区 相 比，西 南 地

区城乡居民增收任务 相 当 艰 巨。同 时，根 据 库 兹 涅 茨 的

倒Ｕ型曲线理论，收入差距过大的态势必定会对经济增

长产生负面影响，阻碍西南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因此，

让市场充分发挥资源最优配置作 用 的 同 时，如 何 有 效 调

节居民收入实现公平分配，也是对政府职能的一种考验。

（一）加快经济增长步伐促进增收

继续大力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平 衡 西 南 地 区 与 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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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中部地区间的经济发展差异。推进 西 部 大 开 发 应 着

眼于地区城乡人民生活水平的持续稳定提 高。坚 持 从 实

际出发，充分发 挥 特 色 资 源 优 势，加 快 改 革 开 放 步 伐，

实现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

第一，不断加快产业结构调 整 步 伐。当 前 西 南 地 区

经济结构不合理，增长方式粗放、节能 减 排 任 务 艰 巨 等

体制性机制性 矛 盾 非 常 突 出。应 当 逐 步 将 农 产 品 加 工、

特色旅游等发 展 成 为 新 的 支 柱 产 业，大 力 发 展 新 材 料、

新能源、电子信息等高新技术特色产 业，提 高 第 三 产 业

的质量和水平，优化升级西南地区的 产 业 结 构。鼓 励 西

南地区做好承接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努力 吸 引 国 外 投

资者和东 部 的 资 金、技 术、人 才 到 中 西 部 地 区。第 二，

我国西南地区应加快产业集群化和园区化集聚发 展 的 步

伐，迅速发展各类产业园区和产业基 地，打 造 其 成 为 推

动地区经 济 增 长 的 发 动 机 和 增 长 极，使 其 成 为 增 加 就

业、扩大西南地 区 居 民 工 资 性 收 入 的 重 要 载 体。第 三，

打造形成一批 旅 游 特 色 产 业。西 南 地 区 自 然 风 光 独 特、

历史文化悠久、民族风情绚丽多彩，应 大 力 发 展 长 江 三

峡、香格里拉、青藏雪域高原、九 寨 沟 等 一 批 旅 游 景 点

逐步成为世界知名旅游精品。同时，应 完 善 我 国 国 内 的

转移支付制度，保证西南地区用于发展需要 的 基 础 性 资

本投入的财政资金，确保西部地区财力不足 的 状 况 得 到

稳步改善。

（二）政策倾斜缓解区域收入不平衡

针对区域内收入差距过大的状况，必 须 协 调 统 筹 西

南地区的区域经济发展，缩小区域内 的 收 入 差 距。增 强

对落后地区财政政策的扶持力度，加大国家 对 落 后 地 区

的转移支付力度。

国家政策 支 持 是 改 善 落 后 地 区 经 济 状 况 的 重 要 手

段，落后地 区 对 政 策 的 依 赖 程 度 和 政 策 效 果 也 更 为 明

显。现阶 段，我 国 应 从 中 央 对 省 级 地 方 政 府 的 财 政 支

持、区域投资倾斜政策、区域税 收 政 策、特 殊 性 转 移 支

付等政策方面给予落后地区更大的扶持力 度，激 活 和 利

用西南地区的发展优势，增强这些地区吸引 内 外 资 的 能

力。改 变 财 力 状 况，减 小 与 区 域 内 发 达 城 市 的 收 入

差距。

此外，政府应有针对性地加大对落 后 地 区 的 转 移 支

付力度。由于我国西南发达城市已经具有较 大 的 经 济 优

势和较快 的 发 展 速 度，区 域 内 的 财 力 水 平 差 距 十 分 明

显。国家应提高对落后地区的税收返 还 比 例，平 衡 发 达

城市和不发达城市的财力差距。同时完善现 有 所 得 税 分

享政策，提高中央财政的分享比例，加 大 中 央 财 政 的 财

力对落后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在增加对落 后 地 区 一 般

性转移支付资金和补助的基础上，从发达城 市 适 当 集 中

财力，建立对落后地区的特殊转移支 付 制 度，弥 补 其 财

力差距。

还应大幅度增加中央对西南地区中的生 态 脆 弱 地 区

和贫困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倾斜力度，改变 地 方 财 政 配

套能力不足的格局，尽快探讨既有助于鼓励 积 极 性 又 不

至于人为拉大区域差距的补偿办法，建立健 全 生 态 补 偿

的长效机制。

（三）城乡一体化缩小居民收入差距

西部大开发以后，西南地区 农 村 经 济 发 展 迅 速，农

民收入增长也很快，但 是 社 会 保 障、医 疗、教 育、基 础

设施等使得农村区别于城市的制度、经济因 素 并 没 有 得

到有效地改善。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 增 长，这 些 因 素 在

制约农村居民收入增长方面不断产生着消 极 的 作 用，城

乡间的差距已经发展到了令人无法不正视 的 地 步。实 现

城乡一体化，改变 “城乡分治”的 制 度 格 局，调 整 现 有

户籍、就业、医疗、交通等政 策，通 过 种 种 手 段 帮 助 增

加农民收入，为缩小城乡差距创造条 件。构 建 有 利 于 农

村劳动力就业和城乡就业协调的机制和环 境，缩 小 城 乡

居民的收入差距。

第一，加大对农业、农 村、农 民 的 财 政 投 入。尽 管

最近几年国家加大了对农业、农村、农 民 的 财 政 投 入 力

度，但支农支出在财政总支出中的比 例 在 下 降，其 比 例

甚至低于 同 期 农 业 产 值 在 国 内 生 产 总 值 中 的 比 重。因

此，要加大对农村、农业特别是西南地 区 基 础 设 施 的 投

入力度，改善农村发展环境，提 高 对 农 业、农 民 的 财 政

补贴。加大对农村基层公共支出的转 移 支 付，高 度 重 视

农村中的弱势群体，重点帮扶低收入 农 户。近 几 年 在 农

村居民收入快速增长的情况下，处于底层的 农 村 居 民 家

庭收入仍增长乏力。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缺 失 或 水 平 低

下使得农村中的弱势群体发展受限，难以分 享 到 社 会 经

济进步的成果，应适时予以提高农村的社会保障水平。

第二，要继续调整西南地区 经 济 结 构，为 农 村 居 民

提供更为广阔的就业空间，使农业劳动力不 断 从 第 一 产

业释放出来，并通过实施农村劳动力 转 移 培 训，使 农 村

劳动力逐步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拓 宽 农 村 居 民 就 业

渠道，实现农村居民收入来源多元化。

第三，加大农业科技费用的 投 入，使 其 在 农 业 增 产

和农民增收方面起到应有的作用，提 高 农 民 的 收 入。在

允许的农业补 贴 范 围 内，增 加 发 展 农 业 的 补 贴 与 支 出，

促进农业 向 产 业 化 和 科 技 化 发 展，减 少 城 乡 居 民 收 入

差距。

第四，提高农民的文化 和 科 技 水 平。由 于 历 史、经

济原因，我国农村劳动者文化素质普 遍 较 低。其 后 果 就

是影响了农业技术的运用、推广和普 及，以 及 对 卫 生 保

健知识缺乏相应了解，这不利于城乡居民收 入 差 距 的 缩

小，加剧了城乡贫富分化。因此，国 家 必 须 加 大 对 农 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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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的教育科技投入，大力推 行 农 村 九 年

义务教育，扫除青壮年文盲，扩大农村 受 教 育 人 口 的 比

例和规模，提高农村居民受教育的层 次。搞 好 科 技 兴 农

工作，加强农民实用技术培训，让科学 技 术 在 带 动 农 民

脱贫致富上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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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选萃

欧洲债务危机原因、对中国影响及对策

李永刚

上海立信会计学院财政与税务学院讲师、博士李永刚认 为：２００９年 以 来，发 轫 于 希 腊 的 债 务 危 机 逐 渐 蔓 延 至 欧

洲其他国家。欧洲债务危机不仅直接影响到了 欧 元 区 经 济 的 发 展，也 对 全 球 经 济 造 成 了 较 大 冲 击。中 国 作 为 全 球 第

二大经济体，也受到了欧洲债务危机的影响。

欧洲债务危机爆发不是一个偶然事件，而 是 由 一 系 列 原 因 共 同 导 致 的。引 发 欧 洲 债 务 危 机 的 原 因 主 要 包 括：全

球金融危机的爆发、欧元区货币制度的内在缺陷、欧元区救助机制不完善、高福利制度以及国际信用评级等。

希腊债务危机可以说是欧洲债务危机的 导 火 索，使 得 债 务 危 机 向 欧 洲 扩 散，欧 洲 经 济 下 滑，并 影 响 到 世 界 经 济

的复苏进程，进而影响到中国宏观经济的运行。

中国政府债务风险应主要是地方政府债务的 风 险，欧 洲 债 务 危 机 虽 然 不 大 会 通 过 金 融 市 场 影 响 到 中 国 地 方 政 府

债务状况，但却有可能会产生一定的示范 效 应，加 大 中 国 地 方 政 府 债 务 风 险。中 国 地 方 政 府 财 政 收 入 来 源 有 限，再

加上城市建设及医疗教育等方面的开支不断加大，地方政府负债 规 模 逐 渐 增 加。中 国 社 科 院 预 计，２０１１年 地 方 债 务

规模将达１０～１２万亿，到２０１２年，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偿债率将超过２０％警戒线，达到２６．６％。欧 洲 债 务 危 机 爆 发

后，对政府债务风险的示范效应不容忽视，应加强对中国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控制。

欧洲债务危机不仅直接影响到了欧元区经济的发展，也降低了世界经济复苏步伐，并通过世界经济的传导作用，

对中国经济也造成了较大影响。主要影响是降 低 了 中 国 对 欧 出 口 规 模、使 中 国 外 汇 资 产 缩 水、压 缩 了 中 国 货 币 政 策

空间、助长了中国通货膨胀。由于欧洲债务 危 机 余 波 未 平，中 国 应 有 的 放 矢 地 采 取 相 应 的 对 策，避 免 继 续 为 欧 洲 债

务危机埋单。

（马光　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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