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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 通过对我国城乡居民收入的两极分化演化及发展趋势进行实证分析 , 1990~ 2006年期间, 我国居民收入两

极分化与这一时期的改革历程是基本吻合的,并且总体上在震荡中上升, 但上升速度低于收入差距扩大的速度;当

前我国居民收入两极分化的程度是比较适度的,并且在一个时期内还将会在震荡中略有上升。在此基础上提出了

要减缓或降低收入两极分化上升速度的相关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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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生产力的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普遍提高,同时我国居民的收入差距

也在不断扩大, 收入差距扩大是否表明我国居民收入分配正

在两极分化或已经两极分化了呢? 学者们虽然对此进行了

许多研究, [ 1- 3]但对我国居民收入两极分化的演化过程并没

有予以实证分析。 Esteban和 Ray基于西方社会贫富不断分

化、中产阶层逐渐消失的现状,提出了极化的概念。[ 4]本文将

首先界定两极分化的概念并说明其与不平等概念的区别,然

后利用较长时期的统计数据来试图分析我国居民收入两极

分化的演化过程和发展趋势。

一 � 两极分化及其测度
结合 Esteban和 Ray的观点, 两极分化是指一个统一的

社会群体日益分裂成两个群体 (极 ), 群体内部的差距越小,

群体之间的差距越大, 群体规模越势均力敌, 两极分化现象

越严重。理解两极分化概念应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 首先,

两极分化是就一个统一的群体的分化而言的, 只要有分化,

我们就可以讨论两极分化。其次, 一个统一的群体开始分裂

成两个群体时, 不仅这两个群体之间有差异, 而且这两个群体

内部也存在着差异, 只有当群体内部的差异相对于群体之间

的差异性来说可以忽略时, 才会形成 !两个极端或对立面∀。
就我国居民收入两极分化来说,两极分化起始于收入的平均

分配,是对平均分配的打破。研究收入两极分化, 既要考虑高

低两个收入组之间的差异性, 也要考虑高低两个收入组内部

的差异性。第三,居民收入两极分化是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

和其他事物一样, 具有产生、成长、衰退、消亡的一般运动特

征。第四,两极分化以总体中的所有个体为研究对象,要按照

一定标准对他们进行聚类, 根据最后两大类之间的差异程度

和每一类内部的聚合程度来判断两极分化的程度。

(一 )收入不平等与两极分化

收入不平等与两极分化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概

念。下面是关于收入不平等和两极分化的一个直观解释。

假设一个社会的居民总体可以划分成具有相等人口份额的

a、b、c、d四个组,再假设每个组内成员的收入水平是一样的,

但组与组之间的收入水平呈等差数列排列, 如图 1所示。现

在在 a组与 c组、b组与 d组之间分别进行收入再分配,使得 a

组与 c组、b组与 d组的收入相等。这样一来, a、b、c、d四组就

只有两个不同的收入水平,如图 2所示。从图 1和图 2可以

看出, 经过收入再分配以后, 总的收入不平等程度降低了,但

中间阶层消失 ,社会更加聚集, 两极分化变得更加严重。因

此, 两极分化较严重时, 反映收入不平等的指标值可能并不

大; 而测度不平等的指标值较大时, 与之对应的两极分化可

能并不严重。

图 1� 收入再分配前 � � � � 图 2� 收入再分配后

在分组情况下,测度收入不平等通常是用洛伦茨曲线或

基尼系数。本文在计算农村以及城镇基尼系数时采用如下

通用的公式:

G =
1

� #
� n

� i= 1
#
� n

� j = 1

P iP j x i - xj

其中, n为分组数目, x i为第 i组的人均收入, �为所有成员收

入的算术平均数 (全国人均收入 ), P i在这里以及后文中都表

示第 i组的人口占总体人口的份额 (百分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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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使用胡祖光提出的基尼系数简便公式计算全国城

乡合一的基尼系数: [ 5]

G = P
5

- P
1

其中 , P 1和 P5分别是全国 20%最低收入人口和 20%最高

收入人口的收入占总全国总收入的份额 (本文的具体计算方

法是: 将∃中国统计年鉴%公布的城镇七分组数据和∃中国农

村住户调查年鉴%公布的农村二十分组数据 ( 1990年为十二

分组 )合并成一组数据,再用数学计算软件 M athlab求出。本

文的所有计算结果都是用 M athlab软件求出, 限于篇幅, 本文

未能列出程序文本 )。

(二 )两极分化测度方法

设 xi为第 i组人均收入, P i为第 i组的人口占总体人口的

份额, 则称 P �i 为认同函数, 表示同一个组内人们的认同感,

同组的人数越多, 他们的认同感就越强烈; 称 xi - xj
为疏

远函数, 表示由于不同组之间收入不同所产生的对抗, 即疏

远感, 一个组与其他组的收入差距越大, 疏远感就越强烈。

把两者相乘并对所有组求和就得到 ER 指数 ( E steban和

Ray): [ 4]

ER = K #
� n

� i= 1
#
� n

� j = 1

P1+�
i P j x

i
- x

j

其中, n为分组数目, K > 0是一个常数, 用于将居民人数标

准化。在这里以及后面的 LU指数公式中 K 值取为全国人均

收入的倒数, 即 K = 1/�。�& [ 0, 1. 6]表示每个组 i中的同

质性程度, 是一个反映极化敏感性的参数, 在这里以及后面

的 LU指数公式中取 � = 1. 5。

Lasso和 Urrutia将组内不平等的影响直接体现在 ER指

数的认同函数中,提出了一个改进的公式, 称之为 LU指数 ,

其表达式为: [ 6]

LU = K #
� n

� i= 1
#
� n

� j = 1

P1+ �
i P j ( 1 - G i )

b
xi - xj

其中, n为分组数目, G i为第 i组成员收入的基尼系数, b > 0

是衡量组内聚合程度的敏感性参数,本文中取 b = 1,其他字

母符号与前面的含义相同。

二 � 中国城乡居民收入两极化
由于收入两极分化与收入不平等是不同的,用城镇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差值或比值以及

基尼系数, 并不能很好地测度城乡两极分化。如果用两极分

化指数仅对个别年度进行测算,不能明了我国城乡居民收入

两极分化的演化路径。对此, 我们利用中国统计局公布的有

关数据对 1990~ 2006年各年度的中国城乡两极分化进行了

细致分析。

(一 )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上升趋势强劲

表 1� 1990~ 2006年城乡收入之比较

年份

� � � 城镇居民 � � � �

人均可支配收入 � 增长率

� � /元 � � � � � /%

农村人口

份额 /%

� � � 农村居民 � � � �

人均纯收入 � � 增长率

� � /元 � � � � /%

城镇人均可支配收

入与农村人均纯收

入之差 /元

农村人口所

占财富份额

� � /%

城乡 收

入比

1990 � � 1510. 0 73. 59 686 824 55. 87 2. 20

1991 � � 1700. 6 12. 62� 73. 06 709 3. 29� � 992 53. 05 2. 40

1992 � � 2026. 6 19. 17� 72. 54 784 10. 64� � 1242 50. 54 2. 58

1993 � � 2577. 4 27. 18� 72. 01 922 17. 55� � 1655 47. 91 2. 80

1994 � � 3496. 2 35. 65� 71. 49 1221 32. 49� � 2275 46. 69 2. 86

1995 � � 4283. 0 22. 50� 70. 96 1578 29. 24� � 2705 47. 38 2. 71

1996 � � 4839. 0 12. 98� 69. 52 1926 22. 05� � 2913 47. 58 2. 51

1997 � � 5160. 0 6. 63� 68. 09 2090 8. 52� � 3070 46. 36 2. 47

1998 � � 5424. 0 5. 12� 66. 65 2162 3. 44� � 3262 44. 36 2. 51

1999 � � 5854. 0 7. 93� 65. 22 2210 2. 22� � 3644 41. 45 2. 65

2000 � � 6280. 0 7. 28� 63. 78 2253 1. 95� � 4027 38. 72 2. 79

2001 � � 6860. 0 9. 24� 62. 34 2366 5. 02� � 4494 36. 34 2. 90

2002 � � 7703. 0 12. 29� 60. 91 2476 4. 65� � 5227 33. 37 3. 11

2003 � � 8472. 0 9. 98� 59. 47 2622 5. 90� � 5850 31. 23 3. 23

2004 � � 9422. 0 11. 21� 58. 24 2936 11. 98� � 6486 30. 29 3. 21

2005 � 10493. 0 11. 37� 57. 01 3255 10. 87� � 7238 29. 15 3. 22

2006 � 11759. 0 12. 07� 56. 10 3587 10. 20� � 8172 28. 05 3. 28

在表 1中, 我们计算了居民收入差距的几种测度指标。

1990年,我国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为 73. 59% ,

农村居民纯收入占全国总收入的比重为 55. 87%; 到 2006年,

农村人口比重为 56. 10% ,比 1990年下降 17. 49个百分点,但

收入比重却降为 28. 05% ,下降 27. 82个百分点。由此可见,

农村总人口减少了,同时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也在下降,而且

下降的速度快于人口的下降速度;城镇正好与之相反, 2006年

与 1990年相比,我国城镇人口增加了 17. 49个百分点,收入比

重同时增加 27. 82个百分点,收入占全国的 71. 95%。城镇总

人口在增加,同时收入水平上升的速度更快。这一降一升, 使

得城乡两组的居民人数更接近,收入差距拉得更大。具体分

析我国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之所以不断扩大,主要是因

为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起点不同,收入水平上升的速度存在

差距 (由表 1可以算得, 1990年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农村人

均纯收入的 2. 2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率为

13. 69%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率为 10. 89% ,前者是

后者的 1. 26倍 ),导致了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不断扩大,

也由此决定了城乡之间收入分配差距变化的整个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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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细致地分析城乡收入差距的变动情况, 我们考察

几个测度收入差距的指标。从城乡收入差看, 2006年城镇人

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人均纯收入之差是 1990年的 9. 92倍,

从 1990年到 2006年, 城乡收入差距平均每年扩大 15. 42%。

从收入比来看, 1990年的收入比为 2. 20, 到了 2006年收入比

为 3. 28, 总体上升了 49. 09% , 年均增长 2. 53%。从基尼系

数来看 (本文计算得到的各年度基尼系数与国家统计局公布

的数据是非常接近的 ), 1990年的基尼系数是 0. 2834, 到

2005年上升为 0. 4554,总体上升了 60. 69% , 年均上升率为

3. 21%。因此, 我国的收入分配结构正在向着有利于城镇居

民的方向变动, 城乡收入差距呈现出不断扩大的发展趋势。

正如前文所述, 收入差距或收入不平等并不等同于两极分

化, 城乡收入差、城乡收入比与基尼系数并不能很好地测度

城乡收入两极分化, 因此我们将运用两极分化指数对中国的

城乡两极分化进行测度,并加以分析。

(二 )城乡收入两极分化有升有降, 总体呈上升趋势

目前测度两极分化最为理想的方法是依据原始数据,利

用核密度方法确定最佳的分组。由于我们无法取得我国的

有关原始数据, 这里我们只是研究两极分化的变动趋势, 那

么就只需要将原始数据分为两组进行分析, 从而利用中国统

计局公布的分组数据也能基本满足实证的要求。对于城乡

两极分化的测度而言, 由于城镇与农村均已事先分组, 我们

可以直接利用城镇和农村的居民收入数据进行分析。在各

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 城镇居民收入的七分组数据较为详

尽, 可以用来分析城镇居民收入的两极分化。国家统计局编

辑出版的 ∃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 公布了 1990年、1995

年以及 1999年开始的各年分组收入数据, 可以满足农村内

部两极分化分析的需要 ( 1991~ 1994年, 以及 1996~ 1998年

的农村分组数据欠缺,由于本文主要研究两极分化的演化趋

势, 因此没有计算这些年份的基尼系数 ,也没有计算这些年

份的 LU指数, 但这并不影响本文的分析结论 )。具体计算

结果见表 2。

表 2� 1990~ 2006年全国基尼系数与城乡两极分化指数

年份 基尼系数 ER指数 LU指数

1990 � 0. 2834 � 0. 1359 � 0. 098

1991 � � - � 0. 1529 � � -

1992 � � - � 0. 1676 � � -

1993 � � - � 0. 1829 � � -

1994 � � - � 0. 1877 � � -

1995 � 0. 3702 � 0. 1779 � 0. 1217

1996 � � - � 0. 1641 � � -

1997 � � - � 0. 1613 � � -

1998 � � - � 0. 1644 � � -

1999 � 0. 3722 � 0. 174 � 0. 1259

2000 � 0. 4043 � 0. 1823 � 0. 126

2001 � 0. 4129 � 0. 188 � 0. 1303

2002 � 0. 4318 � 0. 1982 � 0. 1346

2003 � 0. 4354 � 0. 2024 � 0. 1334

2004 � 0. 4431 � 0. 1996 � 0. 1298

2005 � 0. 4554 � 0. 1985 � 0. 1255

2006 � � - � 0. 1995 � � -

由表 2可知, 2005年与 1990年相比, ER指数从 1990年的

0. 1359上升到 2005年的 0. 198 5,总体上升了 46. 06% ,年均

上升率为 2. 56% ; LU指数从 1990年的 0. 098 0上升到 2005年

的 0. 1255,总体上升了 28. 06% ,年均上升率为 1. 66% ,因此

总体上,城乡两极分化的程度在加深 (如图 3所示 )。

图 3 城乡两极分化

从表 2还可看出, 从 1990年到 1994年, ER指数总体上

升了 38. 11% ,说明这四年之间, 城乡两极分化程度在加深;

从 1994年到 1997年, ER指数连续三年下降, 总体下降幅度

为 16. 37% , 说明这三年城乡两极分化程度在缩小; 从 1998

年开始, ER指数又上升, 到 2000年开始超过 1994年, 在

2003年达到最高, 是 1990年的 1. 49倍, 这证明城乡两极分

化自 1998年以来的最近五年里在逐步加深, 在 2003年达到

了最高峰; 2003年到 2005年, ER指数连续两年下降, 下降幅

度为 1. 96% ,说明这两年城乡两极分化程度又在缩小; 2006

年 ER指数开始上升, 比 2005年上升了 0. 5% , 表明两极分

化略有回升, 但从表 2 可以看出, 2006 年分化的程度比

2003、2004年要低。 1990~ 2006年期间, 以 2003年的 ER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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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值最大, 这表明 2003年是我国城乡两极分化程度最高的

一年。由于我们未能获得有关年份农村分组数据最低收入

组与最高收入组的人均纯收入值,因此, 1991~ 1994年、1996

~ 1998年、2006年这 8年的 LU指数未能计算, 但从表 2及

图 3可以看出, 从 1990年一直到 2002年 LU指数总体上都

是上升的, 上升幅度为 37. 35% , 2002年 LU指数值达到最

大, 2003年 LU指数值仅次于 2002。从 2002年到 2005年,

LU指数值开始下降,下降幅度为 7. 25%。由此说明, 1990~

2005年期间, 城乡两极分化有升有降, 分化程度在振荡中上

升, 以 2002~ 2003年分化程度最高, 如图 3所示。

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 虽然 LU指数在个别年份与 ER

指数并不一致, 但它们的总体上升趋势是一致的 (如图 3)。

由于 ER指数假定组内成员具有完全一致的认同感, 该假定

在组内不平等较大时是不能满足的, 此时 ER指数偏大。由

于 LU指数将组内不平等的影响直接体现在 ER指数的认同

函数中, 克服了 ER指数的不足, 所以下面主要观察 LU指

数, 并与城乡收入比和基尼系数进行对比来分析城乡两极分

化的变化趋势。

从年均上升率来看,城乡收入比是 LU指数的 1. 53倍,

基尼系数是 LU指数的 1. 94倍; 从总体上升率来看,城乡收

入比是 LU指数的 1. 75倍, 基尼系数是 LU指数的 2. 16倍。

这表明城乡两极分化上升的幅度要低于城乡差距的上升幅

度。其中的原因主要是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内部的收入差

距都有较大幅度增加, 城镇和农村内部的分化在加剧, 聚合

程度在下降, 从而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虽然不断加大, 但两

极分化并没有同步上升。

从图 3可以看出城乡居民收入两极分化的演化路径。

1990~ 1994为第一阶段,城乡居民收入两极分化在加深。其

主要原因应该是这一阶段随着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改

革的重点由农村向城镇转移,城镇开始打破平均主义的分配

方式, 城乡居民的收人水平都有了较大的增长, 城镇内部和

农村内部的同质性在增强。由于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提高的

速度明显低于城镇 (见表 1), 城乡居民收人差距在扩大, 而

农村中比较富裕的一部分农民通过买户籍转为城镇居民,又

进一步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 导致城乡之间的异质性增强。

这必然使得城乡居民收入两极分化上升。

1995~ 1997年为第二阶段,城乡居民收入两极分化在下

降。主要原因应该是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进一步深人, 城

镇下岗分流的职工增多, 农村居民收入增长速度首次超过

城镇 (见表 1)。随着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等要素市场的形

成和发展, 单一的按劳分配开始逐渐被多种分配方式所代

替, 由劳动力市场决定工资机制逐渐形成, 农村内部和城镇

内部居民收入的差距在逐步扩大。这样城乡之间的异质性

虽然在减少, 城镇内部和农村内部的异质性却在增加, 它们

共同作用的结果使得城乡居民收入两极分化下降。

1998~ 2003年为第三阶段, 城乡居民两极分化在上升。

主要原因应该是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

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以及确立了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

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进一步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

展。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所有者的积极性被充分地调动起

来了, 推动了城乡居民收人水平的提高, 但是土地、劳动和

资本等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的流动仍然显示出 !二元结构∀

的特征, 城镇居民凭资本、技术等非劳动要素参与分配的收

入比农村居民要多得多。在我国城市化的过程中, 滞后的土

地制度改革和渐近式的户籍制度改革也使农村居民收入增

长速度低于城镇。城乡差异性增强的结果就使得城乡居民

两极分化上升。

2003~ 2005年为第四阶段,城乡居民收入的两极分化有

所下降。主要原因可能是 2004年明确了农业和农村改革的

市场化方向, 及以收入分配调整为核心的综合改革模式; 减

免农业税, 农村居民收入有较大幅度增加, 农村居民收入增

长速度再次超过城镇 (见表 1), 使得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降

低。同时由于资本市场的发展, 城镇与农村内部的收入差异

性增强。因此, 城乡居民收入两极分化程度降低。

2006年城乡两极分化稍有上升。主要原因可能与农业

生产资料价格居高不下, 农民种田的收入上不去, 加之农民

工的工资基本没有增加,以及随着企业的现代制度改革的深

入, 城镇居民收入有所增加等有关。

三 � 应对两极分化的相关政策和措施
从前面有关居民收入两极分化的演化分析可以得知,当

改革越深入, 配套措施越到位, 居民收入两极分化的程度就

越低。如果改革出现了摇摆, 居民收入两极分化的水平也就

振荡不定。前面的分析也表明, 如果能够将农民从土地中解

放出来, 较好地解决人口与耕地之间的矛盾, 居民收入两极

分化程度也会降低。因此, 要减缓收入两极分化上升的速度

以至于最终消除两极分化, 达到共同富裕, 就必须深化经济

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 紧紧抓住人口与耕地的矛盾, 围绕经

济可持续发展 ,稳步推进城市化和农业产业化, 着力提高人

力资本积累水平。具体说来,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一 )深化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和以发展民主

政治为目标的政治体制改革,理顺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

政府与公民的关系。 ( 1)规范政府行为和市场竞争秩序, 建

立合理、规范和透明的市场制度体系。严厉打击以各种方式

获取非法收入和不正当收入的竞争行为, 特别是要严厉查处

腐败。进一步加强对垄断企业的监督管理或者进行股份制

改造, 防止借助权力和垄断力量对资源的不合理配置和使

用。 ( 2)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分配制度。

目前中低收入工薪阶层已经是事实上的个人所得税的纳税

主体, 大多数低收入家庭里的就业人口少 ,赡养系数高。我

国所实行的个人所得税制, 使得低收入家庭的人均税赋重,

必须将个人所得税改为家庭所得税,并开征遗产税、特别消

费税和社会保障税,为建立和完善低生活保障制度提供资金

来源。 ( 3)逐步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会化法制化的社会保障体

系, 建立和完善对低收入群体的保护机制。 ( 4)建立利益表

达和协调机制 ,重视普通群众表达其利益诉求的权利, 特别

是要重视弱势群体的愿望和诉求,并充分保障其行使权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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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道畅通, 提高居民对收入分化的心里承受能力, 扩大社会

对利益冲突的容纳能力。

(二 )集中精力发展社会生产力

只有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财富的增长,才能为公平

分配打下牢固的物质基础。因此,要调整产业结构推进产业

结构优化升级, 加快发展第三产业; 要统筹城乡发展, 逐步实

现农业产业化; 调整所有制结构, 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

依靠科技进步与创新,走低投入、高产出、低能耗、低排放、可

循环、可持续的经济发展之路。把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到科学

发展的轨道上, 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

(三 )稳步推进城市化和农业产业化

我国的人地矛盾突出地表现在农村人口与耕地的矛盾,

要最终解决这一矛盾,达到消除两极分化, 恐怕最好的选择是

结合各个地方的经济社会的发展实际, 稳步推进城市化和农

业产业化,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结构。 ( 1)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和

城市化发展规律,以及各地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和实际,坚持

规划城市、建设城市、管理城市与经营城市 !四位一体∀的发展

方向。积极、有序、全面、协调地发展各级各类城市。 ( 2)深化

户籍制度改革,实行国际上通行的以身份证管理为核心的人

口流动制度, 和以居住地划分城镇人口和农村人口、以职业划

分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的户籍登记制度, 充分吸纳农民进

城。 ( 3)深化农村市场经济改革,改变目前以户为单位的耕作

模式,逐步实现农业产业化。在稳定和完善土地承包关系的

基础上,实行股份制大农庄或农业合作社改革。按照自愿有

偿的原则,依法进行土地使用权的合理流转, 使农民持股进

城、按股分红,以保证其长期稳定的收益,或者使离乡进城农

民将原来承包的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 以作为进城创业的启

动资金,同时扩大农业产业化经营的规模。 ( 4)逐步消除阻碍

劳动力流动的各种障碍,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消除城

乡间的就业歧视和择业差别。 ( 5)改革投融资体制。充分依

靠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 通过政策引导,提高政府、企业、社

会和个人共同参与城市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的积极性,

形成新的城市建设扩张机制。 ( 6)加大城市管理人才的培养

力度, 实行城市管理人员定期轮训和新上岗人员的岗前培训

制度,不断提高城市的现代化管理水平。

(四 )着力提高人力资本水平

人力资本不仅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 作为参

与分配的一个要素, 对居民两极分化也有着重要的影响。政

府要发挥主体作用, 保证人力资本形成中的机会均等, 并带

动社会人力资本的投资。

1、政府除了大力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外, 还要进一步探

索新的办学模式。改革高中以上各级各类学校现行的收费

制度, 要普遍实现差别收费制度和奖励金制度。对来自不同

收入组的家庭的学生收取不同的学费, 对来自贫困家庭的学

生免交学杂费和住宿费, 给予生活补贴; 同时对来自于低收

入家庭的学生, 只要成绩较好, 就应给予奖励, 对其中特别突

出的还要给予重奖, 以激励低收入家庭及其子女努力提高其

人力资本积累的积极性。

2、将低收入家庭的劳动者的职业技能培训纳入公共财

政的支持范围 ,引导社会力量加大对低收入家庭劳动力技能

培训的投资力度,最终形成政府投入为主, 社会各方参与的

多方投资格局。

3、实现农村医疗保障制度改革, 建立医疗救助体系, 改

善农村医疗服务,普及公共卫生知识。

利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 1990 ~ 2006年的历年数据, 对

居民收入的两极分化程度及其演化进行实证分析, 从中得到

了如下结果: ( 1)自从 20世纪 90年代我国的改革重点由农

村转向城市以来,城乡居民收入的两极分化呈现出一定的阶

段性, 在一些阶段里收入两极分化上升 ,而在另一些阶段里

又在下降, 这一阶段性特征与改革的阶段性基本吻合。 ( 2)

城乡居民收入两极分化总体上升速度要低于收入差距扩大

的速度。考虑到本文所采用的数据可能没有包含各种非法

非正常收入, 特别是可能没有包括人们当前最为痛恨的由腐

败和垄断所获得的收入, 而腐败又正处于多发时期, 涉及金

额动辄上千万元,因此计算结果可能会有误差, 居民收入两

极分化的实际程度会更大,实际上升的速度也可能更快。如

果有更新的更高质量的数据可以使用, 那么有必要及时修正

本文的结果。中国是一个城乡严重分割的二元社会, 仅仅研

究城乡之间的收入两极分化是远远不够的。由于城镇内部

和农村内部的收入决定机制各自有着明显不同的特点, 因此

城镇内部和农村内部居民收入的两极分化是需要进一步研

究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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