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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公共支出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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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阐述了浙江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及公共支出的基本情况，分析了原因，并提出了优化公共支出结构、

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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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首次提出，要完善公共财政制度，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健全公共财政体制，调整财政收支

结构，把更多的财政资金投向公共服务领域，加大财政在教育、卫生、文化、社会保障、生态环境、公共基础设施、社会治安

等方面的投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1〕

政府公共支出的收入分配的目标就是通过资源和产品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缩小社

会成员间的收入差距，最终达到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水平
〔2〕

。 

1 浙江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基本情况 

浙江省统计年鉴显示，1996 年浙江省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6956 元，当年的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 3463 元，两者

的绝对差距为 3493元，2010年浙江省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提高到了 27359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 11303元，虽然人

均收入较之 1996 年有了大幅度提高，但是绝对差距扩大到了 16056 元，收入差距明显扩大;就相对差距来看，浙江省的城乡居

民收入差距从 1996年的 2．01倍提高到 2010年的 2．44倍，收入差距每年都在扩大。 

2 浙江省公共支出基本情况 

2．1公共支出向民生领域倾斜的态势 

我们将用于公共安全、教育、科学技术、文化和体育传媒、社会保障和就业、医疗卫生、农林水事务、政策性补贴和城乡

社区事务的金额计入民生支出．统计资料显示，浙江省 2000年的民生支出总额为 210．98亿元，到 2010年为 2059．35亿元，

10年间增加了 9．76倍，2009年民生投入总额为 1690．52亿元，2010年与之相比，增加了 21．82%．2000年至 2010年浙江省

民生投入总额见图 1，可以看出浙江省民生投入呈现出扩大趋势。 

2．2公共支出在民生方面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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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用于教育、社会保障和医疗卫生的民生支出的投入正在逐年加大．教育支出从 2000年 78．19亿元到 2010年实现了

606．54亿元的投入，2010年较之 2009年，增长了 16．80%．另外，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也在逐年增加，2010年财政安排了 206．39

亿元．可见，浙江省的财政支出越来越重视向民生领域倾斜，公共支出调节收入差距的效应正在逐步发挥。 

虽然民生领域的支出逐年增加，但是仍存在一些问题，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2．2．1教育 

教育是和人力资源质量及其产生的个体财富创造力和社会竞争力有着密切的关系，被认为是个人生存及发展的基本权利和

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条件．它影响着人的职业的发展和前途，关系着我们的一生．1993 年国务院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

纲要》中明确提出，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 GDP的比例，到 2000年要达到 4%。 

2000年浙江省实现 GDP总额 6141．03亿元，教育支出为 78．19亿元，占当年财政支出的 18．12%，占当年 GDP的 1．27%;2010

年教育支出总额有所增加，共投入 606．54亿元，占当年 GDP的 2．19%，比重有所提高，但是仍低于 4%的要求．浙江省尚属全

国经济前列但也没有达到 4%，可见我国的教育支出的规模也存在着不足
〔3〕

。 

2．2．2医疗卫生 

医疗是一种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公共产品，其性质决定必须要有政府财政支持，而实际投入不足，成为了“看病难，因

病返穷”的重要原因．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省用较少的投入取得了医疗卫生事业较大的成就，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们

需求的提高，医疗卫生投入和需求的矛盾越来越突出，隐患也越来越大，已经严重影响到国民的健康素质。 

2007 年 1 至 3 季度，全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参合农民达 2997 万人，占全省农民总数的 89%;全省参合农民大病医疗

补偿比例在 25%～30%之间，也就是说，如果花费 1 万元的话，农民自己至少要负担 7000 元，这 7000 元对中等以上的家庭也许

还拿得出，而对于贫困家庭来说还是望而生畏．如果花费再大的话，新型合作医疗的优越性就难以体现．此外，流动人口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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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户为单位整体参保与农村人口流动、迁移之间存在较大矛盾。 

2．2．3社会保障 

社会保障是指政府通过收入再分配，帮助劳动者和其他社会成员应对生存风险，比如因年老、疾病、失业等原因而失去劳

动能力或发生生活困难时，政府或者其他部门提供物质帮助的一种制度，本质上是一张“社会安全网”．政府公共支出用于社会

保障是对市场竞争形成的初次分配进行再分配，以缩小收入差距，促进社会的公平．以杭州为例，2002 年杭州市基本养老保险

参保人数是 127．99万人，参保率是 33．07%，失业保险人数占总人口的 25．06%，2010年基本养老保险人数上升到 383．97万

人，参保率是 35．40%，失业保险人数百分比上升到 35．40%。 

这说明杭州当前的基本养老的参保率和失业保险参保率比较低，社会保障的覆盖面比较窄;同时生活在最低生活保障线以下

的人数仍然比较多，2010年为 17510人，占杭州市总人口的 0．41%，比重虽然不大，但杭州市是浙江省省会城市，仍有生活在

社会保障线以下的人，那么浙江省的贫困人口数不容小视。 

3 收入差距的原因分析 

当前收入差距是对我国现有社会经济结构运行结果的基本描述．根据库兹涅茨关于工业化过程中的收入差距的“倒 U 形”

理论和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工业化发展过程中的收入差距扩大是产业结构演变的普遍特征．1978 年的改革开放不单单是建

立了以市场为主导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是对各种利益关系的调整和变革．收入分配差距既是利益调整和变革的结果，

也是进一步优化经济体制的起点．同时，我国是一个二元经济制度的国家，这不仅仅造成了城乡从业人员就业转移的障碍、城

乡之间剪刀差，还影响了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和就业等公共福利在城乡居民之间的享有程度，更是引起了城乡经济发展不平

衡、城乡收入差距大的原因．比如政府财政支出仅仅是负担了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的教育学杂费，并没有对农村义务教育的

师资、基础设施、教学条件等其他方面进行重点的扶持，和城市相比，农村教育的发展和公平仍存在一定的问题。 

4 建议 

4．1优化支出结构，加大民生领域的投入 

一个科学合理的分配体制才能使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才能让贫富差距缩小，使改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民，保证公众生活幸

福安康．要尽快转变政府职能，加快财政模式的转型，逐步由经济建设型财政向公共财政转变，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

目标，这将起到促进社会公平、保证社会公平、调节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
〔4〕

。 

4．2增加教育支出金额，优化教育支出结构 

一是进一步提高义务教育公共支出水平，加大财政扶弱的能力．提高对农村地区、经济欠发达地区和薄弱学校的投入力度，

突出公共财政的公平职能。 

二是规范义务教育的转移支付制度．要明确省级政府在义务教育中的投入责任，提高浙江省义务教育均等化程度．通过指

标量化各个县市义务教育财政供给能力和财政资金需求，进而算出省级政府对各个县市的义务教育转移支付的资金，明确各级

政府的责任，实现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缩小城乡差距。 

4．3增加医疗卫生支出，实现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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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要继续增加医疗卫生支出的绝对金额，提高医疗卫生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总比重。 

二是促进城乡医疗卫生服务的均等化．财政在农村基本医疗保障体系和基本医疗服务体系中的投入长期不足，会导致新型

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不完善，许多县乡的医疗卫生设施落后，基本和必要的医疗条件匮乏．因此，要给予农村最大的资金支持，

改变农村医疗卫生机构设备老化的状况，不断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提高新农合的比例，发挥公共支出在公共服务均等

化上的作用。 

4．4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一是要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完善社会保障的调节机制．不仅要将非公有制经济的从业人员、城镇个体经营者都纳入基

本养老保险的覆盖范围，还要进一步扩大城镇的失业保险、生育和医疗保险的参保范围．着眼于全体社会成员的长期整体的利

益和社会政策的相对平衡，因此农村不仅要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还要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并根据经济发展水平

及时调整最低保障线。 

二是完善法制，加强对社会保险基金的管理和监督，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以解决社会保障问题上的纠纷．同时，加

强行政化监督、社会舆论监督和基金监督，形成一个良好的氛围，保证社保基金的合理筹集和使用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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