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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_AE_BA_E7_83_AD_E7_c26_463745.htm 这几年，有一个经济

学名词，叫基尼系数，成为干部群众经常谈论的话题。特别

是近年来常听到人们说，我国的基尼系数如何超过了警戒线

，收入差距如何越来越大，如何已经引起了两极分化，等等

。那么，基尼系数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应该怎么看？我国

目前的收入差距是否在扩大？是否已到了两极分化的地步？

怎样来进行调控？这些问题，既涉及老百姓的生活，又涉及

社会和谐发展的问题，是党和政府高度关注的一个问题。我

们不妨先从基尼系数的分析谈起。 一、收入差距过大的原因 

基尼系数，是一个用来描述收入整体差距程度的重要指标。

国际上通常认为，当它处于0．30．4时表示收入分配比较合

理，0．40．5表示收入差距过大，超过0．5则意味着出现两

极分化。 最近有专家称，2004年我国基尼系数达到了0．465

，并将在2005年逼近0．47。这些数据是如何得出的？到底有

多大的科学性？该信还是不该信呢？ 从现实来看，世界各国

对基尼系数的运用并不完全一致。很多国家都是把它与其他

因素结合起来，综合判断收入差距。在不少国家，基尼系数

都有不同的标准和界线。 总的来说，基尼系数只可参考，不

能绝对化。我国是一个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国家，城乡差距

大的特殊国情，决定了不能简单地套用基尼系数的一般标准

来衡量我国的收入差距。 应该说，近几年党和政府高度重视

解决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如整顿

和规范分配秩序，推进分配制度改革，调节收入分配，完善



社会保障体系，切实增加农民收入等等，收到了很好的社会

效果。那么，在政府加强调控后，为什么收入差距仍呈进一

步拉大的趋势？这里除了人们经常讲到的体制不健全、行业

垄断、历史问题、地域差异、再分配手段不完善、管理疏漏

造成的非法收入等一些因素外，从目前来看还有以下一些原

因： 一是政策调整的“延迟效应”。从政策的出台到发挥实

际效应，往往存在一个“时间差”。尤其是长期政策的调整

，在短期内可能会“立竿不见影”，其预期成效往往会“延

迟”到来。我们不能奢望政策一出台，贫富差距就立即缩小

，基尼系数就立即降低。 二是收入提速和起点过低的反差。

近年来，在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老工业基地

等政策的推动下，许多中西部地区和老工业基地经济增长速

度明显加快，超过了全国的平均增速。但即使这样，与东部

沿海发达地区相比，由于起点低、基数低，从长期来看差距

将缩小，但短期内绝对数的差距还会扩大。 城乡之间差距的

扩大也是这个原因。2004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2936元，

增长6．8%，结束了连续7年低速徘徊的局面，但城镇居民收

入增长更快，达到9422元，增长7．7%，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

一步扩大。 三是体制改革的相对缓慢和滞后。改革正处于攻

坚阶段，越来越涉及一些深层次的利益关系，这就加大了解

决收入差距问题有关政策的“磨擦成本”，甚至在不知不觉

中将一些政策措施“推、拖、磨”掉了好多，难以达到应有

的政策效果。 必须看到，收入差距的扩大，会使经济上比较

困难的社会群体产生失落感和心理失衡，容易产生对社会的

不满，影响社会的稳定。同时，收入差距的扩大，也会制约

社会有效需求的增长，最终妨碍经济持续发展。对此必须高



度重视。 面对收入差距拉大的趋势，有人担心，也有人疑虑

，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是不是说明目前我国已经出现了两

极分化？ 应当说，虽然收入差距扩大是客观存在，但这是在

居民总体收入水平提高的基础上产生的，也是不争的事实。

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收入提高的速度和程度不同，有的快，

有的慢，但毕竟都是向着 “共同富裕”的目标努力。而且还

应看到，东中西部发展的速度差距正在缩小，农村也正在结

束低增长甚至徘徊的局面。因此从总体上看，我国的收入差

距虽然呈现扩大趋势，但不能作出已出现两极分化的结论。 

二、如何认识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 针对目前我国收入差距

拉大的趋势，有人认为，“罪魁祸首”就是我们实行“效率

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事实果真这样吗？ 一般而言

，效率是指资源投入和产出的比率，公平是指人与人的利益

关系及其调整利益关系的原则、制度、做法、行为等是否合

乎社会发展的需要。 效率与公平密不可分，它们的理想状态

就像社会这架天平上“两个平衡的砝码”，但在现实中往往

是你上我下，你下我上，常常是“摁下葫芦浮起瓢”。一定

的收入差距是效率的必要代价，有时甚至不得不牺牲一点公

平，因为有了效率，经济才能持续稳定增长，也才能实现更

高水平的公平。但反过来，不公平也会影响效率的提高，过

分不公平还会损害效率，甚至引起社会的动荡。 100Test 下载

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