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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初是我国两个差距由扩大到缩小的转折时期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李子奈

    所谓两个差距，指地区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差距。二者虽有区别，但也是紧密联系的。它们有

着共同的变化规律与趋势，存在着共同的原因，可以采取一些共同的对策。而且，地区发展差距的

扩大是导致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因素之一。我们曾经计算1993年全国各省、市、区的居民收入

分配基尼系数，取平均数后与当年全国居民收入分配基尼系数相比较，后者是前者的1.4倍。可见

地区发展差距对全国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之大。所以我们这里将两个差距放到一起讨论。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贯彻执行了由小平同志倡导的"允许

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大政策"与"新办法"，在国民经济

快速发展、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人民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的同时，地区发展差距和居民收

入差距也明显扩大，已经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之一。这是不容置疑的。关键在于如何评价这一现象

和如何对待这一现象。

    如何评价？许多文件和文章中已经讲得很全面了，这里仅强调两点。第一，在一个国家的发展

过程中，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地区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差距开始扩大然后缩小，呈现倒U形变化

趋势，是一个共同规律，有其必然性。经济学理论和各国的经验都解释和证实了这一点。中国是一

个大国和穷国，又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经济，这是一条必由之路。第二，差距的扩大，并不仅

仅是改革与发展的一个消极的结果，更是改革与发展的一个积极的动因。对于这一点我们缺少足够

的认识与宣传。改革是从打破"大锅饭"开始的，发展的高效率来自于有限资源的不平衡配置；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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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一部分地区年均15%的增长速度，也不可能有全国年均9%以上的增长速度。

    凡事都有个度。地区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差距也不例外，适当的差距是改革与发展的一个积极

的动因，而过大的差距将是改革与发展的一个破坏因素。这里不从社会公正与稳定的角度来分析，

在这个方面地区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差距的破坏性是显而易见的。仅从经济发展的角度，即从效率

的角度，来分析过大差距的危害。以改变存在于人们思想中的一种偏见，即差距仅危害公平，缩小

差距仅仅是为了公平，至少直接的目的是为了公平。为什么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缩小差距不

仅不会危害效率，而且会促进效率？从理论上与实践上，至少有两条理由。一是当需求成为制约一

国经济的主要因素时，缩小地区发展差距，进而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实现均衡发展和均匀分配，无

疑可以极大地刺激国内总需求，尤其是消费需求。我国居民的消费水平从总体上讲仍然很低，大部

分居民的基本生活需要还没有得到满足，消费市场潜力很大。举一个例子，谁都知道我国目前彩电

供大于求，企业开工不足，但是我国2亿户农村居民家庭彩电普及率不足30%，其中少数省份不足

10%，多大的市场潜力！为什么普及率如此低？主要是没有购买能力，少数是没有使用条件。如果

地区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差距得到缩小，低收入居民的收入水平得到较大提高，可以创造出巨大的

需求，成为经济效率的强大拉动力。这是从需求的角度讲的。二是从供给的角度讲，广大欠发达地

区拥有丰富的资源，包括相对廉价的劳动力。当发达地区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其要素价格上升，尤

其是劳动力的价格，将提高产品的成本，降低产品的竞争力。如果逐渐向比较落后的地区转移，利

用其廉价的资源，将提高经济的效率。

    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缩小差距的问题？早了不行，晚了也不行。小平同志以战略家的眼

光，提出了"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的时间表。世界许多国家的资料显示，当人均国内生

产总值小于500美元时，差距是扩大的；当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处于500-1000美元时，差距维持不

变；当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大于1000美元时，差距逐渐缩小。我们曾经利用我国各省的资料进行定量

分析，农村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转折点在人均纯收入2000元人民币左右（1997年价格），城镇居民

收入分配差距的转折点在人均生活费收入4000元人民币左右（1997年价格）。所有这些都表明，21

世纪初将是我国两个差距由扩大到缩小的转折时期。

    转折的战略是什么？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为例，不应该是落后地区的平行推进。平行推进，欲

速则不达。缩小地区发展差距，促进地区协调发展，仍然有个效率问题，而平行推进已经被证明是

无效率的。必须在中西部地区选择一些具有发展潜力、见效快、对周边地区能产生强大影响的地

区，以及选择一些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和具有创新能力的行业，作为优先发展的对象，即发展极。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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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和政策向这些发展极配置和倾斜，使这些地区和行业得到尽快发展。然后再在相对落后的地区再

进行选择。事实上，这样的地区是存在的。我们曾经进行了一项实证研究：构造两套指标体系，一

套是发展水平指标，一套是发展潜力指标；计算各地区的指标值，并进行排序；从中选择发展水平

排序靠后（表明目前是欠发达地区）、发展潜力排序靠前（表明具有尽快发展的可能）的地区，作

为中西部优先发展的地区。例如，山西、内蒙古、宁夏、新疆等属于这类地区。再进一步分析这样

的地区为什么具有潜力而未能够得到发展，必然存在"瓶颈"。那么，只需要适当的投入，打破"瓶

颈"，潜力就能得到迅速发挥，发展水平就能迅速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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