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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收入差距的动态演变及决定因素 
——基于CNKI数据库1988～2013年的文献分析 

□张藕香  
[安徽农业大学  合肥  230036] 
 
[摘  要]  伴随着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城乡收入差距问题受到了高度关注。以CNKI数据库

收录的国内7种权威期刊1988～2013年间发表的城乡收入差距文献为对象，从学术界关注最多的城乡收

入差距的变化趋势和影响因素两个方面入手，按照文献发展的脉络和内在的逻辑关系，梳理国内理论界

对该主题研究的理论变迁、研究特点，检验理论的发展是否与现实的城乡收入差距波动一样也具有阶段

性特征，以此来分析国内权威期刊对我国重大现实问题的关注，并指出研究不足和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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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与公平是经济学研究的核心议题，也是经

济政策的终极目标。长期以来，在“效率优先，兼

顾公平”的政策导向下，我国经济取得了快速发展，

但收入分配领域的公平问题日益恶化，表现为城乡

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家庭之间和个人之间

的收入差距不断拉大。根据世界银行2005年发展报

告，按由低到高的顺序排列，中国的基尼系数在120
个国家和地区中列到了第85位，已经接近某些社会

分化严重、经济增长停滞的拉美和非洲国家的水平
[1]。近年来，虽然中央政府从强调“更加注重社会

公平”，到“推动经济更有效率、更加公平”进行了

一系列的政策调整，但收入差距问题依然严峻，尤

以城乡收入差距为甚[2~4]。根据2011年城市蓝皮书

《中国城市发展报告No.4》，2010年我国城乡收入比

为3.23：1，成为世界上城乡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之

一[5]。学术界对此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形成

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与现有研究[6~7]不同，本文仅以

CNKI数据库收录的、在1988～2013年期间发表数量

相对较多的7种权威期刊40篇文献
①
为对象，见表1，

从学术界关注最多的两个方面（一是城乡收入差距

的变化趋势；二是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入手，

按照文献发展的脉络和内在的逻辑关系，梳理国内

理论界对该主题研究的理论变迁、研究特点，同时

指出研究不足和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一、城乡收入差距的演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经历了先

缩小、后扩大并日趋严重的过程[8~9]，并且不以度量

指标、度量方法上的差异而发生趋势上的改变[10~13]。

因此，这里以广为应用的名义城乡收入比
②
为度量指

标，描述改革开放以来城乡收入差距的变化趋势，

见图1，依据变动轨迹出现的周期性峰值和峰值回归

的时间将城乡收入差距的演变过程划分为四个阶

段，分析每个阶段学者们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关注程

度、关注重点的差异，检验理论的发展是否与现实

的城乡收入差距波动一样也具有阶段性变化特征，

见图1和表1，以此来分析国内权威期刊对我国重大

现实问题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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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城乡收入差距的变化趋势（1978～2012年） 

资料来源：1978～2011年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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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2012年的数据来源于2013年2月22日国家统计局公布

的《2012年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表1  各阶段7种期刊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关注度统计 

阶段 年份 
经济

研究 

管理

世界 

中国

社会

科学 

中国

农村

经济 

农业

经济

问题 

数量经济

技术经济

研究 

农业

技术

经济

合计平均

第一

阶段 

1988    1    1
0.43

1994 1    1   2

第二

阶段 

1996     1   1

0.78

1997 1       1

1998     1   1

1999 1       1

2000   1     1

2003   1  1   2

第三

阶段 

2004 3 2   1   6

3.50

2005 2  1 1    4

2006  1      1

2007 1  1   1  3

2008   1 1  1  3

2009 1 2  1    4

第四

阶段 

2010  2     1 3

2.25
2011 1       1

2012    1  1 1 3

2013   1    1 2

合  计 11 7 6 5 5 3 3 40 1.54

所占比例 27.5 17.5 15 12.5 12.5 7.5 7.5 100 -

注：本表只给出各刊历年发表相关主题的文章数不低于

3篇的权威期刊；考虑到版面，表中省略了没有文章发表的

年份；2013年文献截止到第4期。 

 
第一阶段（1978～1994年）：该阶段用名义城乡

收入比表示的城乡收入差距经历了由1978年的初始

值2.57下降到1985年的历史最低值1.86，再上升到

1994年改革后的最高值2.86，即经历了先下降、后

上升的U型变动轨迹，见图1。学术界对这一现象的

关注是伴随着城乡收入差距的持续拉大开始的，最

早的一篇文献出现在1988年③
，此后城乡收入差距的

拉大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直到1994年城乡收入

差距达到了改革以来的最高值时才出现2篇，平均每

年0.43篇，见表1。从内容上看，早期的研究关注的

是城乡关系，包括城乡的经济关系和分配关系，当

然也涉及到城乡收入差距[14]；后来的研究直接切入

主题，从城乡收入差距的演变历程到各地区城乡收

入差距的比较，从城乡收入差距度量指标的界定和

数据的修正到城乡收入差距影响因素的探讨、再到

城乡收入差距的后果及未来趋势的分析等[8,15]。可以

看出，这一阶段不仅研究文献少，而且研究文献并

未与现实的城乡收入差距发展保持同步，研究内容

也相当宽泛。 
第二阶段（1995～2003年）：与第一阶段相似，

城乡收入差距在第二阶段同样经历了先下降、后上

升的U型变化趋势，名义城乡收入比由1994年波峰

时的2.86下降到1997年波谷时的2.47，然后再一直上

升到2003年的3.23，并实现了两个突破，即突破了

改革时的初始值和第一阶段的峰值，也首次超越了

3.0。从学者的研究来看，从1996年开始，基本保持

每年1篇的关注度，并一直持续到2000年；此后与第

一阶段类似，在2003年城乡收入差距达到峰值的当

年出现了2篇文献，平均每年0.78篇，比第一阶段略

有提高。研究内容上，这一时期关注的重点倾向于

对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原因的探讨[10,16~17]，其中城乡

非均衡的政策和制度因素受到特别关注。比较典型

的观点认为，城乡之间这种游说机制和谈判地位的

不平衡,导致传统的城乡利益格局迄今为止未能根

本打破；由于城乡居民政策影响力的不对等，户籍

制度及其相关政策的存在，阻碍着城乡收入差距的

缩小[9]。可以说这一阶段是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拉大

历时最长（9年）的时期，而学者们的关注度同样也

未与此保持同步。 
第三阶段（2004～2009年）：与前两个阶段不同，

这一阶段的名义城乡收入比始终处于高位运行，不

但突破了改革时的初始值和第一阶段的峰值，而且

还突破了第二阶段的峰值，由2004年的3.21直线上

升到2007年的3.33，在2008年作短暂的回落之后，

2009年又回到2007年改革以来的最高值（3.33）。也

就是说，2007～2009年期间，城乡收入差距趋于高

位运行状态，并且其变动幅度远小于前两个阶段。

居高不下的城乡收入差距自然受到众多学者的关

注，这一阶段共发表文章21篇，平均每年3.5篇。也

许是受2003年城乡收入差距第二个波峰（3.23）到

来的影响，2004年当年就达到了6篇，也是历年关注

度最高的一年。其中，《经济研究》3篇、《管理世界》

2篇、《农业经济问题》1篇，说明城乡收入差距受到

了国内经济管理类最权威期刊的高度关注，同时也

反映了像《经济研究》、《管理世界》这类标杆性的

期刊在捕捉现实问题方面的及时性。这一时期的研

究有两大亮点：一是侧重于运用实证分析方法对造

成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某一方面因素进行专门分

析，如城市化、城市倾向的经济政策[18~19]；等级制

度、地位收益[20~21]；劳动力市场、城乡移民、人力

资本[22~24]；等等。二是运用不同的度量指标测度改

革以来城乡收入差距的走势[11~12, 25~26]。一致认为自

20世纪90年代以来，城乡收入差距呈现出整体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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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趋势；并且认为城乡收入差距较地区收入差距更

甚；城乡收入差距变动在总收入差距变动中始终处

于主导地位，并与总收入差距变动具有很强的同步

性[2~3,27]。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学者们对于城乡收入

差距的高位运行给予高度关注，不仅表现为研究文

献相当丰富，而且研究方法更加规范、研究内容更

加深入。 
第四阶段（2010年～至今）：在城乡收入差距经

历上一阶段的高位运行之后，2010年名义城乡收入

比回归到2003年（3.23）的水平（即第二阶段的峰

值），此后的两年呈逐年递减的趋势，到2012年这一

比值为3.10。这是否是政府的一系列改革和再分配

措施共同作用的结果？是否意味着城乡收入差距拉

大的趋势已经终结，还是像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20
世纪80年代初期和90年代中后期）那样城乡收入差

距作暂时性的“驻脚”？或者从总的趋势上看，我

国已经自行步入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的右侧？

根据蔡昉的研究，改革发生的临界点就是城乡收入

差距回复到1978年的水平，这时以户籍制度及其派

生制度为内容的全面改革的条件趋于成熟[9]。可见，

即便是当前的城乡收入差距水平（3.10），仍高于第

一阶段的峰值（2.86）和改革时的初始值（2.57），
何时能够回归到这两个关键点值得关注。从学者的

关注度来看，伴随着城乡收入差距的趋缓，有关这

方面的研究也趋于减少，平均每年2.25篇，但在期

刊的分布和各年的文献数量上没有明显的规律可

循。在研究内容方面，与前面各阶段不同，尽管学

者们仍在关注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但越来越

多的学者注意到一些对城乡收入差距有根本性、长

期性影响的因素，如人力资本等[28~30]，认为教育水

平的差异是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最重要的影响因素，

其贡献程度达到34.69%[28]。此外，受当前工业化、

城市化大背景的影响，诸如工业化、城市化、人口

流动等因素的影响也受到重视[31~34]。可以说这一阶

段学者们的关注度基本与城乡收入差距的收敛趋势

保持同步，即较上一阶段有所下降。但研究内容继

续深入，由传统的物质资本因素开始转向了根本性

的人力资本因素，并与当前的经济发展现实背景紧

密结合起来。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虽然现有期刊在前两个

阶段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关注未能及时跟进现实的城

乡收入差距发展，但在总体上二者的变化趋势基本

保持一致，见图2，说明城乡收入差距的理论研究与

城乡收入差距的现实波动一样，也具有阶段性变化

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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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城乡收入比与关注度的阶段性变化 

注：关注度以平均每个阶段发表文章的篇数表示。 

 
从各期刊录稿总量分布来看，居于前三位的依

次是《经济研究》、《管理世界》和《中国社会科学》

（见表1最后一行）。其中，《经济研究》在7种期刊

中位居第一，占总量的比例为27.5%；《管理世界》

位居第二，占17.5%；《中国社会科学》排名第三，

为15%。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内顶级期刊对我

国重大现实问题的关注程度。从时间分布来看，《经

济研究》比较均匀，各阶段均有用稿，说明该刊对

城乡收入差距给予了长期持续的关注；《中国社会

科学》自2000年之后才有用稿，而《管理世界》到

第三阶段（2004年）才出现相关文献。 

二、城乡收入差距影响因素的变化 

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是众多因素相互作用的结

果，因而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是多重的、复杂

的。所以，要准确地把握所有因素对我国城乡居民

收入差距的影响是非常困难的，也是不现实的[8]。

然而，通过梳理文献发现，专门研究城乡收入差距

影响因素的文献并不多见，更多的文献着眼于某一

特定因素（如城市化等）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

系研究，并且对这些因素的研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

发生变化。归纳起来，大致可以从三个维度来描述

这些文献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因素的研究及其变化

特征。 
（一）由非经济因素向经济因素转变 

在改革开放初期，在体制转轨过程中，由于旧

的传统体制已被打破或部分被打破，而新的体制尚

未完全建立起来，新旧两种体制并存由此而产生的

矛盾和摩擦使我国的城乡收入差异偏离常规的轨 
迹[35]。分析发现，在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且波

动幅度较大的前两个阶段，人们更多地强调体制、

机制、制度、政策等非经济方面的因素所起的作用。

文献认为：改革以后城乡差距的周期性变化主要来

源于城市利益集团的压力以及传统经济体制遗留的

制度障碍；不同的体制仍是城乡差距扩大的重要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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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城乡隔离制度或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是城乡差距

扩大的根本原因[10]。收入分配机制对城乡收入差距

的影响也至关重要，虽然初次分配机制的转换对城

乡分配格局的影响是有限的，但再次分配对城乡分

配格局有着深刻的影响[14]。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在

相当大的程度上同原有体制下的“政策惯性”有着

密切的关系，长期存在的城乡分割是原有体制下的

一种政策产物[16]。国家的投资政策、分配政策和一

系列旨在促进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对城

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最终通过经济交换也被容纳在

二元结构的影响之中[8,17]。 
在城乡收入差距处于高位运行的后两个阶段，

城市化、工业化、市场化、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等

经济因素的影响越来越受到瞩目。文献认为：城市

化与城市偏向是造成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城

市化的短期效应是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扩大，而中长

期效应才使其缩小[1]。中国持续扩大的城乡收入差

距与地方政府实施的带有城市倾向的经济政策有关
[18~19]，其中，城市偏向的教育经费投入政策是城乡

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决定因素[28]。城乡收入差距并

不单纯地由城市工业化的速度决定，城乡收入差距

的大小还决定于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部门迁移的

壁垒以及城市部门努力提高其人口承载力所进行的

公共建设投资的大小[36]。市场化本身并不必然导致

收入差距扩大，收入差距扩大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

在市场化过程中，制度不健全、政府行为不规范和

腐败现象，导致资源分配扭曲和收入分配不公，市

场化程度的提高有益于缩小收入差距[1]。我国城乡

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具有长期稳定关系，这种关系

对短期经济增长具有抑制作用，对短期城乡收入差

距的扩大具有刺激效应[25]。经济发展本身并不是城

乡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因此不能期待城乡收入差

距会随着经济发展而自动弥合[34]。 
（二）由非市场因素向市场因素转变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逐步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

济过渡。然而，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传统计划经

济体制下几十年形成的非市场因素仍然在发挥作

用，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依靠市场的力量来发挥作用

的格局尚未完全形成，两种体制交互作用形成的分

配关系最终导致城乡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分析发

现，在城乡收入差距接连越过两个阶段的峰值达到

高位运行状态时，非市场因素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

响在文献中占主导。表现为：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扩

大的发生机制与根本原因是社会等级秩序格局、失

衡的财富与收入分配格局、资源的流动性障碍格局

与市场等级化格局等一系列社会安排的相互作用，

在计划机制与市场机制双重的游戏规则下，形成了

一种“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自我强化机制”[20]。更

为重要的是，由于改革前与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相

关的一整套干预政策导致了稳定的城市偏向；改革

后在城市利益集团的作用下，城市偏向政策继续放

大，渗透到经济领域的各种资源配置[10]，导致大多

数的经济增长因素、间接分配因素与经济干预因素

都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38]；政府的经济参与程度的

提高和国有单位就业比重的增加也都拉大了城乡收

入差距[33]。所以，文献认为，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

是城乡收入差距居高不下的根本原因，影响城乡收

入差距的一系列制度安排与政策措施都内生于这一

发展战略[34]。 
近年来，随着我国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影响城

乡收入差距的非市场因素尽管仍在发挥作用，但已

受到明显制约，市场因素的影响开始得到关注。分

析发现，在城乡收入差距处于高位运行阶段，关注

市场因素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文献日渐增多。表

现为：城乡人均物质资本差距和城乡劳动力市场一

体化程度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有正向影响；城乡人

力资本差距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有负向影响；而城

乡经济增长率差距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影响不显著
[38]。城乡收入差距与农产品和非农产品的相对价格、

农业部门的外生技术进步、农业部门的工资水平成

反比；而与非农部门的外生技术进步、非农部门的

工资水平、非农部门的资本存量、农业部门相对非

农部门的效率差异、劳动力市场的扭曲程度成正比
[22]。金融发展、人力资本、固定资产投资以及经济

发展、对外贸易依存度、第一产业就业人员比重对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直接影响均为正；外商直接投

资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则为负[39]。一般认为，

在市场开放度既定的情况下，市场因素对城乡收入

差距的影响受制于非市场因素，当非市场因素仍在

发挥作用时，本来促进城乡收入差距收敛的市场因

素反而有可能助推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这在一定

程度上可以说明为什么上述研究结论中市场因素的

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的重要原因；同时也说明上

述结论是市场因素和非市场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 
（三）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并存 

在我国改革的初期，物质资本积累是我国经济

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城乡收入差距的适当扩大，促

进了物质资本积累，从而有利于经济增长；而现阶

段我国的经济增长更多地依赖人力资本的提高，但

现在的城乡收入差距水平却制约了农村居民对人力

资本的投资，从而阻滞经济增长[25]。然而，分析发

现，现有文献对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的探讨并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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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这样的时间顺序来进行，而是主要集中在城乡

收入差距处于高位运行的后两个阶段，并且在时间

上没有明显的先后秩序，这也与前面两类影响因素

的研究有所不同。就物质资本而言，文献认为：外

商直接投资和社会事业投入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

距；而固定资产投资、对外贸易、财政支农比重等

则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目前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变

量的作用力远小于扩大变量的作用力，因此，城乡

收入差距的扩大趋势没有得到有效的抑制[37]。与物

质资本相比，由人力资本差异所导致的城乡收入差

距更受关注。人力资本被看作是城乡收入差距诸多

影响力量中更为根本并长期持续起作用的因素[24]。

作为人力资本构成要素的教育、特别是教育投资水

平的差异是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决定因素[28]。农户

教育投资每增加1%，城乡收入差距将扩大0.021%；

农户人力资本投资每增加1%，城乡收入差距将扩大

0.042%[30]。人力资本存量是人力资本投资积累的结

果，其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是：当平均教育

年限小于11年时，年限增加会加剧收入差距；当平

均教育年限大于11年时，年限增加可以缩小收入差

距[29]。城乡收入差距的最终消除在根本上依赖于城

乡之间人力资本存量水平及其积累率的趋同[24]。 
此外，我国的初次分配与再分配机制也不利于

城乡收入差距的收敛。然而，有关这方面的研究相

对匮乏，并且散见于文献之中，没有明显的时间顺

序和规律可循。初次分配是依据“生产要素投入”

进行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初次分配不可能是平

等的，政府的重要作用是对社会收入进行再分配。

由于再分配机制不健全，因而初次分配中不平等日

益扩大的势头得不到有效遏制[40]。我国的城乡差距

在初次分配中形成，又在再分配格局中进一步强化；

而且当初次分配机制转换使得初次分配格局发生倾

斜时，再次分配机制会出现保护性反应，以重新摆

平分配格局[14]。所以，文献认为，初次分配中劳动

报酬比重的下降，城市偏向的财政再分配政策是导

致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32]。 

三、结论与启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

和高位运行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本文仅以

CNKI数据库收录的7种权威期刊、1988～2013年间

40篇文献为对象，聚焦于学术界关注最多的两个方

面研究（即城乡收入差距的变化趋势和影响因素）

的理论变迁和研究特点。通过梳理文献，本文得到

如下结论及启示：第一，在城乡收入差距的变化方

面，检验了理论的发展与现实的城乡收入差距之间

的关系，认为理论的发展与现实的城乡收入差距波

动一样，也具有阶段性特征。在总的变化趋势上，

目前所呈现的城乡收入差距收敛迹象是否表明我国

已经自行步入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的右侧？如

果已经进入该阶段，何时能够回归到改革时的初始

值和第一阶段的峰值这两个关键点？这些问题有待

进一步验证，这也将成为未来研究努力的方向。第

二，从文献对该主题的关注情况来看，各期刊用稿

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国内权威期刊对我国重大现

实问题的关注程度和关注现实问题的及时性，但大

多数期刊缺乏长期持续的跟踪关注，部分期刊在捕

捉现实问题方面比较滞后。第三，从文章所用的数

据来看，现有研究采用的数据大多为国家统计局公

布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

入，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涵盖了农民在城市的务

工收入，并且务工收入在农村居民家庭总收入中占

的比重越来越大。随着我国“以人为本”的新型城

镇化的推进，这些务工群体全面实现城镇化后或者

剔除掉务工收入后，城乡收入差距到底如何值得关

注。此外，受我国人口政策的影响，劳动力占比的

下降是否也会影响到城乡收入差距也有待进一步探

讨。第四，在影响因素方面，早期的研究主要关注

诸如经济转型、体制转轨、制度失衡、政策偏向等

非经济因素或非市场因素方面的影响，近年来的研

究更多地转向经济因素、市场因素等方面的探讨，

并且在研究方法方面更加规范、研究内容方面更加

深入，已经从关注传统的物质资本投入转向更为根

本性的人力资本差异。然而，城乡收入差距影响因

素的研究远非就此止步，新形势下农村地区的新农

村建设、新型城镇化、城市部门的反腐等对城乡收

入差距的影响如何还需进一步研究。未来对城乡收

入差距的研究如果仅停留在影响因素（无论是单个

因素、还是综合因素）方面，那么只会出现只见树

木，不见森林的境地。城乡收入差距的深入研究还

需回归到城乡收入分配机制层面上来。城乡收入分

配机制最终决定城乡收入差距的走向，然而，现有

文献无论是初次分配还是再分配对城乡收入差距调

节的研究都十分匮乏，显然未来应予以加强。 

注释： 

①以城乡收入差距为主题进行检索，发表与该主题直接

相关的、自改革开放后有记载（1988年）以来的文献数量，

且不少于3篇的权威期刊，即3篇以下的不在统计之列。 

②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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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以当年价格计算。 

③这也是本文文献分析的时间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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