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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十年来，学者们对收入分配差距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这些研究对于理解经济发展与收

入差距、制度建设与分配公平、政府政策能否遏制分配不公等问题具有重要价值。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进程

中，深化收入分配改革是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必由之路。为回应社会对收入分配领域提出的一些重大

理论和实践问题，今后收入分配差距研究的重点应在深化定量研究和数据分析的基础上，提高收入分配差距

问题研究的科学性和针对性，为政府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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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以来，在城乡居民整体收入水平大

幅度提高的同时，收入分配差距日益扩大。针对

经济市场化进程中的收入分配差距问题，学者们

进行了多视角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本文

主要从收入分配差距的表现、影响、成因与调整策

略等方面对近十年来国内相关研究进行综述和评

价，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收入分配差距问题进一 步

研究的重点与方向。

　　一、收入分配差距的表现

　　针对收入分配差距不断变化的现状，学者们

在量化测 算 的 基 础 上 探 讨 了 收 入 分 配 差 距 的 表

现，使用的方法主要包括份额比例测度法、普通离

散系数测度法和收入集中度测度法等三类。［１］依

据学者们的分析，收入分配差距的表现主要体 现

在以下三个领域：

１．城乡收入差距。杨宜勇、池振合通过研 究

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人均纯收入比例以及

农村农民现金收入的变化，计算出城镇人均可支

配收 入 与 农 村 人 均 纯 收 入 比 例 由１９９７年 的

２４６．８９％上升到２００７年的３３２．９６％，城乡收入差

距呈不断扩大趋势。［２］齐福全以北京市为例，分析

了２０００－２００７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

居民人均纯收入之间的差额和比值，根据时间序

列分析对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趋势进行了判

断。其研究表明，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不断增

大，尤其是转移性收入差距和工资性收入 差距明

显。［３］沈岚 、马正德根据洛伦茨曲线和基尼系数原

理，计算出计划经济体制下基尼系数和城 乡收入

差距很小，随着公有制为主体和多种所有 制并存

的经济体制的建立，城乡收入差距迅速拉大，基尼

系数也趋于增大。［４］胡祖光测算出１９９９年城乡合

一基尼系数为０．１３９８３，２００２年为０．１４１１３，城乡收

入差距逐年加大。［５］张进峰、俞培果发现自１９８５年

brought to you by COREView metadata, citation and similar papers at core.ac.uk

provided by Xiamen University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https://core.ac.uk/display/46107552?utm_source=pdf&utm_medium=banner&utm_campaign=pdf-decoration-v1


以来城乡收入差距逐渐变大，基尼系数由１９８５年

的０．２１５９到２００３年的０．３７１４。［６］丁桂如指出１９９２
年以来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基尼系数１９８８年

为０．３８２，１９９５为０．４４５，上升了７个百分点。［７］王

祖祥等计算了我国１９９５年至２００５年的基尼系数，

指出从２００３年开始，国内加总基尼系数已经超过

了０．４４，越过了警戒水平０．４。［８］

２．地区收入差距。丁长发认为经济发展水平

的地区差异决定了东、中、西部地区居民收入水平

的差距。２００７年我国城镇居民年均可支配收入，

上海最高为２３６２２元，北京为２１９８８元，而处于最

低段位的甘肃为１００１２元，黑龙江为１０２４５元。与

１９７８年相比，东部与中部居民收入绝对差距提高

了近２０倍，相对差距提高了３％，而东部与西部居

民收入绝对差距提高了近２２倍，相对差距则拉大

了１５％。［９］杭行指出，１９８５年中、西部地区农村居

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３８０１．３２元和３２２１．５７元，相
当 于 东 部 地 区 （５１２１．９７ 元）的 ７４．１１４％ 和

６２．１８８％；１９９０年中、西部地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

入分别为６４９１．４５元和５５１１．８４元，相当于东部地

区（９６７１．７２元）的６７．１１１％和５７．１０２％，１９９９年

中、西部地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２０５８１．３
元和１５１９１．７４元，相当于东部地区（３２３６１．５５元）

的６３．１６０％和４６．１９６％，中／东、西／东的比率呈明

显的下降趋势。［１０］王军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东部沿

海地区居 民 实 际 收 入 水 平 远 远 超 过 了 中 西 部 地

区，高于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的１０
个省份，有７个在东部 。［１１］刘小勇在考察了１９９７
－２００６年地区间农村居民收入不平等及其变化趋

势后指出，各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差异总体上呈 现

扩大趋 势，且 农 村 居 民 收 入 差 距 主 要 体 现 在 东、

中、西部地带之间，地带间不平等程度明显高于地

带内部不平等程度，东部地带内部差距最大，西部

次之，中部地带内部差异则相对较小。［１２］常兴华通

过分析东中西部三大地区的收入差距、最高收入

地区与最低收入地区（省际之间）的收入差距及同

一地区内部不同地区收入差距的变化情况，指出

东西部地区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由１９８９年的１．０１：

１上升到１９９７年的１．４０：１，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由

１９８０年的１．４６：１扩大到１９９７年的２．１５：１，地区

收入差距呈不断扩大趋势。［１３］

３．行业收入差距。徐慧通过分析不同市场结

构的行业间收入差距指出，由于占据较多的公共

投资和垄断地位，信息传输、保险、烟 草、电 力、煤

气、供水等行业收入，要普遍高于农林牧渔、零售

批发、餐饮、纺织等行业。［１４］于良春、于华阳指出垄

断行业的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的２—３倍，加上福

利待遇等工资外收入，实际差距可能在５—１０倍

之间 。［１５］孙殿明、韩金华指出，不断扩大的收入差

距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垄断行业职工的高工资和高

福利，工资水平高于全国水平的行业集中在电力、

煤气及水生产供应业、交通运输业及邮电通讯业、

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等，这些行业凭借垄断优势

获取高额利润。２００８年证券业、银行业、运输业、

保险业和广播、电视、电影和音像业等行业职工年

平均工资超过１０万元，电信和其他信息传输服务

业、计算机服务业、软件业、专业技术服务业等行

业在８—１０万元之间，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等职

工年平均工资则低于２万元。［１６］

　　二、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

　　 为了适应和促进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 转

轨，改革开放初期的收入分配政策强调引 入市场

机制，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逐步

实现共同富裕。这种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

政策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会拉开

区域和行业间的收入差距。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

入，收入分配差距问题随之凸显，其所导致的消极

影响不容忽视。

１．收入差距过大导致需求不足不利于经济增

长。武力、温锐指出收入差距过大导致有效需求

不足，并导致企业开工不足、利润率下降、下岗失

业增加 和 通 货 紧 缩，从 而 影 响 社 会 经 济 稳 定 发

展。［１７］刘洪慧认为收入分配差距扩大限制了低收

入者人力资本投资的现实支付能力，延滞消费结

构和产 业 结 构 升 级，进 而 抑 制 和 制 约 了 经 济 增

长。［１８］廖信林等通过考察所有制结构变动与居民

收入差距的相关性后指出，收入差距扩大降低了

民间投资，对社会投资环境产生不良影响 进而约

束了投资需求。［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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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收入差距过大影响资源配置造成产业结构

失衡。吕雅琴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产业结构

基本上取决于需求结构，收入差距导致的需求 结

构失衡势必带来产业结构和要素投入结构的不平

衡。［２０］余甫功分析了收入差距对消费需求和产业

结构的影响，认为资本收益和劳动报酬比例失衡，

不仅推动了投资高增长和投资率的攀升，而且居

民劳动收入在整个要素收入分配中的比重越来越

低，导致大多数居民收入水平低下，消费支付能力

不足，从而导致经济结构失衡。［２１］刘社建、徐艳指

出，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导致难以启动

农村消费市场与拉动内需，也使农村教育投入不

足影响农村居民人力资本的增加，妨碍了产业结

构的转换与升级。尤其是当收入差距达到一定程

度后，高收入地区对劳动力特别是高质量劳动 力

有较大吸引力，这会导致高收入地区劳动力结 构

性过剩，低收入地区则人才缺乏，不利于经济均衡

发展。［２２］

３．收入差距过大影响经济发展不利于社会稳

定。郭慧平通过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收入分配

制度改革的历程，认为收入分配差距过大一方 面

会加剧社会矛盾，危及经济安全，影响社会稳定；

另一方面，劳动者的收入增长缓慢会直接影响 其

购买力，抑制居民消费需求的增长，进而影响到国

内生产总值快速增长目标的实现。［２３］杨灿明等认

为收入分配不公导致的社会矛盾加剧已成为社会

稳定的隐患，影响了社会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２４］

郑功成指出收入分配差距的持续扩大抑制了居民

消费需求的增长，影响了人们追求财富积累的 心

态，贫富悬殊内生的社会矛盾影响了社会公平 正

义与和谐社会建设。［２５］

　　三、收入分配差距的成因

　　 伴随着收入分配差距问题的日益凸显，围绕

财政体制、经济结构、市场因素、制度变革、政策调

控、行政垄断、权力越位等方面，学者们对收入差

距的成因进行了分析和探究。

１．体制改革不到位。贺蕊莉通过对财政调节

贫富差距作用的研究指出，由于财政体制改革不

到位，财政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作用没有得到 充

分发挥，不能有效地阻止流量财富分配不 公和存

量财富逆向转移，这两者共同作用造成 了收入分

配差距的扩大。［２６］彭腾认为，由于收入分配体制改

革滞后，导致初次分配利益失衡严重，再分配调节

微弱甚至逆向，第三次分配作用十分有限，从而使

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２７］祝洪娇、聂庆轶、廖富

洲等认为，现行税制对高收入群体的调节 力度不

够，工薪阶层和普通居民承担的税负较重，税收不

但没有缩小贫富差距，在一定程度上还 具有扩大

效应。［２８］而遗产税、赠与税、特别消费税的缺位，也

使税收难以充分发挥调节功能。［２９］更为严重的是，

直接税占财政收入比重的下降，表明了税收调节

收入分配作用的进一步弱化 。［３０］

２．制度性内在缺陷。高书生、宋军认为，垄断

的存在、社会保障制度的缺失、劳动和资本的占有

制度等，对收入分配差距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３１］

毕先萍、李正友认为，我国现行经济制度中存在的

城市、产业、地区以及社会基础设施建设偏向，人

为固化的二元经济结构格局，导致了城乡、产业及

地区间收入差距的扩大。［３２］叶明认为城乡分割的

二元户籍制度是导致城乡收入差距过大的根本原

因。因为二元户籍制度造成了城乡初次分配不平

等，而其配套制度则造成了城乡间收入再 分配的

不平等。［３３］沈家文等认为，产权制度改革导致了收

入分配差距的拉大，并且呈现了长期的均衡关系，
即产权制度改革深入推进，导致收入分配差距的

进一步扩大，两者之间的即时因果关系显著。［３４］刘

洪银指出初次分配制度的缺陷是导致城乡收入分

配不公的主要原因，再分配及其相关制 度的局限

也没有有效缓解城乡居民收入差距。［３５］孙覃玥、范
从来研究了所有制结构对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
认为向城市倾斜的发展政策是造成城乡差距逐步

扩大的重要原因。［３６］

３．政策调节不力。李伟、王少国认为，持续扩

大的初次分配收入差距是城镇居民收人差距的主

要因素，再分配政策对城镇居民收人差距 的逆向

调节，使二次分配没有起到有效缓解居民 收人差

距的作用，三次分配收人则进一步扩大了 居民收

人差距。［３７］段景辉、陈建宝认为，家庭收入的高低

主要取决于家庭劳动力的综合素质，教育机会不

０７ 贵州社会科学 总第２６６期　



均等是导致收入差异的一个关键因素，城乡家庭

劳动力教育水平不同的回报率在导致城乡家庭人

均收入差异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３８］王小鲁认为，

收入差距扩大的现象与劳动者报酬比重下降的现

象直接相关，导致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原因是 社

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体系不健全，资源性和垄断性

收益及土地收益分配失当，与权力相关的腐败和

寻租行为进一步扭曲了收入分配。［３９］

４．经济结构与发展战略影响。王培刚、周长

城利用基尼系数、城乡收入比指数和泰尔指数 对

收入差距进行分解分析后指出，产业结构对地区

收入差距存在重要影响。［４０］张菲、赵凯借鉴二元经

济模型，运用多元回归对城乡收入差距进行实 证

分析的结果表明，二元对比系数、城乡分配系数比

及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较

为显著。［４１］欧斌指出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强化了

二元经济结构，造成了城乡收入差距急骤扩大；而
改革开放后实施的非均衡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也

使东部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收入差距随之扩

大 。［４２］

５．政府管制与权力越位。权衡认为转型期权

力进入市场的初次分配领域，破坏了市场竞争中

机会均等和权利均等的原则，造成了收入分配结

果的不平等。［４３］杨天宇指出政府管制导致了政府

经济职能“越位”，这种越位具体表现为政府 主 导

的资源配置在城乡之间偏向城市，在城市内部偏

向城市正规部门，在城市正规部门内部偏向机关、
事业单 位 或 其 他 待 遇 好、工 作 稳 定 的 特 定 群 体。

这种资源配置上的不公平不能通过生产要素自由

流动来消除，各阶层的人均收入差距因此而不 会

收敛，只能发散或扩大。［４４］刘赣州、安琨在研究分

配制度 的 转 型 时 指 出，政 府 权 力 膨 胀 促 使“市 场

型”要素分配模式变异为“权力型”要素分配模式，

造成人们之间机会不平等，进而导致社会收入差

距不断扩大。［４５］

６．行政垄断扩大收入差距。任重和周云波测

算了１９９９—２００７年行政垄断对我国行业收入差距

的影响，发 现 垄 断 对 行 业 收 入 差 距 的 贡 献 达 到

６５％左右，行政垄断是造成行业收入差距最主要

的因素。［４６］边燕杰、张展新通过对１９８８年和１９９５

年城市住户收入调查分析后认为，行政垄断使垄

断行业的利润或收入大幅度增长，形成了垄断行

业的个人收入优势。［４７］傅娟采用非参数方法从整

个收入分布层面上考察了垄断行业和其他行业的

收入差距，结果表明垄断行业高收入的相 当大部

分与市场经济中由竞争形成的垄断是无关的，导

致这部分差距的因素只能归为行政垄断 。［４８］

　　 四、收入分配差距的调整

　　 收入分配差距已经影响到我国经济、社会持

续健康发展，如何有效调整收入分配格局，缩小收

入分配差距，众多学者提出了各种政策建议。

１．强化政府的再分配作用，形成分配公平的

税收体系。王文利指出应重视政府在收入分配中

的调节作用，尤其是在实现城乡统筹发展上，必须

依靠政府才能较好地解决“二元化”的收入差距问

题。［４９］迟福林提出缩小收入差距要加快建立公共

服务体制，强化政府的再分配功能。［５０］初立辉认为

发挥政府的再分配职能，完善税制是缩小收入分

配差距的关键。［５１］关于形成分配公平的税收体系，

石坚认为应把个人所得税计税模式从单项分项计

征所得税改为综合计征模式，并健全财产税制，建
立对个人收入的监控体系 。［５２］赵振华认为，必须

使个人所得税调节的重点从以中低收入者为主，

转向以中高收入者特别是高收入者为主。［５３］邓子

基、王道树指出，应健全税收征管体制机制，建立

个人收入监控网络，推行居民储蓄实名制。［５４］

２．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完善相关政策和

配套机制。李建平、黄茂兴提出深化收入分配制

度改革要注意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坚
持以人为本，建立注重公平的收入分配体制。［５５］孙

晓娜指出，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关键 是要增

加劳动收入的比重，改革个人所得税制，将收入差

距控制在合理的界限内。［５６］张传翔认为应规范政

府分配行为，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健全转移支

付制度。［５７］陈端认为，缩小收入差距必须充分发挥

市场机制的作用，限制权力参与社会分配，完善社

会保障体系。［５８］甘美好、胡传红认为，应当在保持

效率与公平相对均衡的架构内，消除行政垄断，引
入市场竞争，扩大转移支付。［５９］余碧岩提出，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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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差距必须完善市场经济制度，使政府成为市

场经济运行的服务者。［６０］丁恒龙、岳汉萍指出，收

人分配制度改革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通

过综合性改革扭转收人分配差距扩大趋势，建立

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６１］

杨晖认为，必须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 中

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创造

条件让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６２］

３．破除行业垄断局面，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

秩序。于良春、于华阳提出解决垄断行业的收入

分配问题，关键是要引入竞争机制，并结合必要的

规制手段与政策，使垄断行业在市场竞争的压 力

下获得合 适 的 利 润 率 水 平。［６３］管 晓 明、李 云 娥 认

为，解决垄断导致的收入差距除了需要制定反 垄

断法外，还需要强化对垄断行业收入分配的监 管

和调节，深化企业内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６４］张德

波认为，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应逐步消除市场准 入

壁垒，引入竞争机制，并逐步提高劳动生产要素在

收入分配中的比重 。［６５］张维迎认为，破除行业垄

断，减少收入分配差距的关键是要提高市场化 程

度，减少政府行为所导致的不确定性，用法律把政

府约束起来，减少政府对资源的控制和对市场 准

入的限制。［６６］吴群芳认为，破除行业垄断必须构建

均衡的利益表达机制，统筹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

同时加大政府的制度供给能力，通过制度建设把

收入差距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６７］宋桂霞、齐晓安

提出，改善收入差距过大必须实行政企分开，加快

推进垄断行业的改革，探索与现代企业制度 相 适

应的收入分配宏观调控体系和工资增长长效机制

及保障机制。［６８］

　　五、简评与展望

　　 近十年来，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扩大。学

者们针对收入分配差距问题的研究阐明了收入分

配差距在城乡、地区和行业之间的表现，提出了收

入分配差距对经济社会平稳发展的影响，阐述了

导致收入分配差距的多样化成因，提出了促进收

入公平的路径选择，相关研究对于理解经济发 展

与收入差距、制度建设与分配公平、政府政策能否

遏制分配不公等具有重要价值。但是，由于收入

分配测度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研究视角的不

同以及计算方法的差异，使不同文献对收入分配

差距的测度结果并不一样，对导致收入分配差距

扩大的成因看法也不一致，促进收入分配公平的

政策选 择 因 此 不 同。随 着 经 济 市 场 化 程 度 的 提

升，保持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必须扩大内需，改

变过于依赖投资的增长模式，扭转需求结构中消

费比重持续下降的趋势。为了回应社会对收入分

配领域提出的一些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克服目

前理论研究落后于实践进展的倾向，为政府合理

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提供有益的政策建议，今

后收入分配差距研究的重点应在深化定量研究和

数据分析的基础上，注重经济发展方式 转变进程

中收入分配差距成因及调整的对策研究，提高收

入分配差距问题研究的科学性和针对性。

１．改革开放以来收入分配差距变化的实证研

究。１９７８年以来，居民收入不断提高。与此同时，

城乡、地区、行业之间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国

内众多学者对收入分配差距进行了研究，但缺乏

统一的测算方法，研究结果存在差异，应依据国民

收入分配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中国统计年鉴提

供的数据，测算我国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 最终分

配的基本格局，提供国民收入分配格局 完整的时

间序列数据，对改革开放以来收入分配 差距的变

动轨迹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形成经济发展方

式转变进程中收入分配改革的依据。

２．收入 差 距 与 收 入 分 配 公 平 测 度 的 定 量 研

究。对收入差距及收入分配公平的测度是研究收

入分配必不可少的内容。自１９１３年经济学家提出

衡量收入分配公平的基尼系数以来，对收入差距

及收入分配公平的测度研究不断丰富。近年来，

随着在技术上对收入分配差距测度方法的日渐成

熟，相关研究开始突破传统定性描述方法，逐渐走

向定量化分析。应综合运用基尼系数、变异系数、

泰尔指数等，对城乡、地区、行业间收入差距与收

入分配公平进行定量研究，厘清不同类型收入分

配差距的经济效应及其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影

响，由此确定不同收入分配差距合理化的目标，形
成可调控的各类收入差距合理界限的具体政策。

３．政府与市场在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形成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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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研 究。国 民 收 入 分 配 包 括 初 次 分 配 和 再 分

配。初次分配是在市场中进行的，它所遵循的是

要素报酬原则，政府、企业和居民分别得到各自的

原始收入。再分配是政府通过税收、社会保障、社
会福利和转移支付等手段对要素收入进行调节，
各收入主体获得可支配收入。国民收入分配格局

是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结果，要揭示收入分配差

距的成因，必须全面分析政府与市场在国民收 入

分配格局形成中的作用，科学定位政府在调整 国

民收入分配格局中的职能，并对政府职能的实现

机制进行系统分析。

４．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进程中制约收入分配差

距调整的因素研究。收入分配差距改革涉及重大

的利益关系调整。从初次分配看，需要破除垄断

对收入分配的影响，调整资本与劳动的基本利 益

关系；从再分配来看，需要调整政府、企业和居民

的分配关系，因此，收入分配差距改革实质上是基

本利益关系格局的调整，必然会受到既得利益 集

团的阻碍和干扰，必须对制约收入分配改革的 各

种因素或障碍进行深入分析，厘清制约收入分配

改革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

５．促进分配公平缩小收入差距的系统改革战

略研究。缩小收入差距需要改善初次分配结 构，
提高劳动报酬在分配中的比重；需要调整政府、企
业、居民在国民收入中的分配关系，提高居民收入

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需要加快垄断行业改革，健
全社会保障体系，提高低收入者收入。因此必须

围绕系统战略、基本目标、重点领域、突破口和推

进方式，深入系统研究适应科学发展观要求、具有

操作性和 应 用 性 的 调 整 收 入 分 配 差 距 的 改 革 方

案，通过综合性改革举措，逐步扭转收入分配差距

扩大趋势，防止两极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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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党校学报，２０１０（５）：１９－２１．
［２６］贺蕊莉．财政调节贫富差距作用的局限性分析［Ｊ］．

财政研究，２００５（７）：２２－２５．
［２７］彭腾．收入分配体系的缺陷与完善［Ｊ］．兰州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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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报，２００８（６）：２９－３５．
［２８］祝洪娇．从政府宏观调控的视角分析我国收入分配

差距拉大现象［Ｊ］．唯实，２００６（１）：２５－２８．
［２９］廖富洲．国外调节收入差距的做法与启示［Ｊ］．黄河

科技大学学报，２０１０（２）：４７－５０．
［３０］聂庆轶．关于收入分配的争议、制 度 性 因 素 以 及 建

议［Ｊ］．社会科学，２００７（１２）：４０－４７．
［３１］高书生，宋军．我国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现状、趋势

与政策建议［Ｊ］．经济研究参考，２００５（８８）：１８－３３．
［３２］毕先萍，李正友．制 度 变 迁、结 构 变 迁 与 收 入 差 距：

理论与实证研究［Ｊ］．中国软科学，２００５（２）：１１１－１１８．
［３３］叶明．城乡收入差距的制度检视及展望［Ｊ］．安徽农

业科学，２００８年（１２）：２９－３５．
［３４］沈家文等．产权制度改革与收入分配差距关系的实

证分析［Ｊ］．国家行政学院学报，２００９（４）：６８－７２．
［３５］刘洪银．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制度成因与

对策［Ｊ］．经济论坛，２０１０（１）：３７－４０．
［３６］孙覃玥，范从来．论所有制结构的 经 济 增 长 效 应 与

收入分配效应［Ｊ］．江海学刊，２０１０（４）：７３－８０．
［３７］李伟，王少国．我国城镇居民初次 分 配 和 再 分 配 收

入差距的来源 及 贡 献 比 较［Ｊ］．北 京 市 经 济 管 理 干 部 学 院 学

报，２００８（４）：１６－２１．
［３８］段景辉，陈建宝．我国城乡家庭收 入 差 异 影 响 因 素

的分位数回归解析［Ｊ］．经济学家，２００９（５）：４６－５３．
［３９］王小鲁．我国国民收入分配现状、问题及对策［Ｊ］．国

家行政学院学报，２０１０（６）：２３－３７．
［４０］王培刚，周长城．当前中国居民收 入 差 距 扩 大 的 实

证分析与动态研究［Ｊ］．管理世界，２００５（１１）：３４－４４．
［４１］张菲，赵凯．陕西城乡收入差距影响因素分析［Ｊ］．华

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０（１）：５０－５２．
［４２］欧斌．收入分配的税收调控模式转变［Ｊ］．北京行政

学院学报，２０１０（２）：７１－７３．
［４３］权衡．政府权力、收入流动性与收入分配［Ｊ］．社会科

学，２００５（５）：６４－７３．
［４４］杨天宇．政府管制、收入差距与社 会 各 阶 层 的 利 益

冲突［Ｊ］．上海经济研究，２００６（４）：３０－３７．
［４５］刘赣州，安琨．政府权力、机会不平等与社会收入差

距［Ｊ］．生产力研究，２００８（６）：１３－１５．
［４６］任重，周云波．垄断对我国行业收 入 差 距 的 影 响 到

底有多大［Ｊ］．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２００９（４）：２５－３０．
［４７］边燕杰，张展新．市场化与收入分配［Ｊ］．中国社会科

学，２００２（５）：９７－１１１．
［４８］傅娟．中国垄断行业的高收入及 其 原 因：基 于 整 个

收入分布的经验研究［Ｊ］．世界经济，２００８（７）：６７－７７．
［４９］王文利．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分配制度变迁的回顾与

思考［Ｊ］．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４（２）：２４－２９．
［５０］迟福林．政府转型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Ｊ］．科学决

策月刊，２００６（１０）：１５－１６．
［５１］初立辉．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 革：现 状 分 析 与 政 策

思路［Ｊ］．经济研究参考，２０１０（３９）：４１－５２．
［５２］石坚．充分发挥税收对收入分配调节作用［Ｊ］．税务

研究，２００２（９）：１６－１９．
［５３］赵振华．关于缩小我国居民收入差距若干问题的思

考［Ｊ］．学习论坛，２０１０（７）：３１－３３．
［５４］邓子基，王道树．论转轨时期我 国 个 人 收 入 的 分 配

及其税收政策［Ｊ］．财贸经济，１９９７（８）：２１－２８．
［５５］李建平，黄茂兴．改革开放三十 年 我 国 分 配 改 革 的

回眸与思考［Ｊ］．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８
（６）：１－８．

［５６］孙晓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收入分配制度的演进及

其影响［Ｊ］．西安邮电学院学报，２００８（６）：９－１２．
［５７］张传翔．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 革 的 历 史 进 程、现 状

分析及其深化［Ｊ］．中 共 青 岛 市 委 党 校 青 岛 行 政 学 院 学 报，

２００８（１０）：５－９．
［５８］陈端．收入分配差距与市场化改革［Ｊ］．福建金融管

理干部学院学报，２００６（４）：４１－４７．
［５９］甘美好，胡传红．收入分配中效 率 与 公 平 的 动 态 平

衡［Ｊ］．江海纵横，２００９（１）：１２－１４．
［６０］余碧岩．推进制度建设是解决中国收入分配差距问

题的根本着力点［Ｊ］．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２００９
（３）：４３－４７．

［６１］丁恒龙，岳汉萍．转变经济发展 方 式 视 域 下 的 制 度

创新［Ｊ］．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８（６）：１０９－１１２．
［６２］杨晖．我国收入分配制度的演进与理念创新［Ｊ］．兰

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８（３）：１７－２１．
［６３］于良春，于华阳．我国转轨经济 中 垄 断 性 行 业 收 入

分配制度改革研究［Ｊ］．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２００７（１２）：

６３－６９．
［６４］管晓明，李月娥．行业垄断的收入分配效应［Ｊ］．中央

财经大学学报，２００７（３）：６６－７０．
［６５］张德 波．城 镇 居 民 基 尼 系 数 和 各 收 入 阶 层 的 关 系

［Ｊ］．中国证券期货，２００９（１２）：６２－６３．
［６６］张维迎．市场化改革与收入分配［Ｊ］．新华月报，２００８

（８）：５－９．
［６７］吴群芳．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中的利益表达失衡及其

治理［Ｊ］．中州学刊，２００８（１）：１３６－１４０．
［６８］宋桂霞，齐晓安．对我国收入分 配 制 度 改 革 的 思 考

［Ｊ］．宏观经济管理，２０１０（３）：３１－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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