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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地区对比研究* 

邹 君, 陈淑珍 

(衡阳师范学院资源环境与旅游管理系, 湖南衡阳 421008) 

摘 要：通过对湖南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时空特征分析, 认为湖南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经历了4 个阶段。城乡居民收入的

差距较大, 区域差异明显。重点分析了1998～ 2003 年的城乡收入差距空间格局的变化。结果表明, 湖南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的空间格局由圈层结构过渡到了地带性格局。空间格局主要受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农民收入水平的影响。最后提出了缩小

湖南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主要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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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差异一直是区域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 也是世界各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普遍性问题[ 1] 。伴随着改革

开放带来的经济快速和非均衡发展, 20 世纪80 年代末90 年代初开始, 我国各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逐渐受到人们重视, 

成为学者们研究的热点[ 2] 。随后, 省际之间以及省内区域经济发展的差距研究也得以开展。城乡差距是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

典型表现, 也是世界各国客观存在的一种经济、社会、文化现象。我国城乡之间的“二元经济结构” 非常明显, 城乡差距突出。

居民收入水平差异是地区经济发展差异和城乡差异的主要表现, 同时也是区域经济发展和城乡差距发展的原因和动力。 

湖南省是一个地处长江中游南部的农业大省, 土地总面积21. 18 万km2 , 辖13 地市和1 个自治州。2003 年GDP 总量4 638. 

7 亿元, 位居全国第13 位, 人口6 662. 8 万。近20 年来湖南经济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 “九五” 期间年平均经济增长率为

9. 7 %, 2002 ～ 2004 年达12. 9 %。经过多年的发展, 湖南区域经济的地区差异明显, 形成了以长株潭为经济最发达地区, 以

京广铁路沿线和湘江沿岸洞庭湖地区为次发达地区, 以湖南西部山区为经济落后地区的三圈层结构[ 3] 。城乡差距是地区差距

的主要表现之一, 其核心又表现在居民收入的差异上。因此, 该文从居民收入的角度来探讨湖南省城乡差距的变化和分布规律, 

对于正确认识湖南省城乡差距状况以便缩小其差距、早日实现建设和谐小康社会目标具有积极作用, 同时也对我国中部及其他

地区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分析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湖南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特征 

按照目前通用的分析方法, 该文以统计年鉴上的城镇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家庭纯收入两指标作为城乡居民收入

水平高低的衡量指标, 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行分析。 

(一) 整体居民收入差距接近全国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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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城乡居民收入比来看, 2003 年湖南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为7 674 元, 农村人均纯收入2 533 元, 两者之比为3. 02 ∶1 , 

低于全国3. 23 的平均水平, 位居第18 位(表1), 城乡收入差距在全国处于中等水平。从绝对收入来看, 2003 年城乡居民收入

差距为5141 元, 农民人均纯收入2 533 元, 比1993 年的城镇居民收入2 816 元还低213 元。由此可见, 湖南省农民收入整体

落后城镇收入水平10 年, 如果考虑价格上涨因素的话, 则应该是大于10 年。综上所述, 湖南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较大, 接近

全国平均水平。 

 

(二)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波动中扩大 

 1978 年, 湖南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收入是324 元, 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仅143 元, 城镇为农村的2. 27 倍。2003 年城

乡居民收入比扩大到3. 02 , 26 年里城乡收入差距在拉大, 但是其变化有波动。从图1 可以看出, 1978 ～ 2003 年的26 年时

间里, 湖南省城乡居民收入比曲线呈波浪起伏状, 大体经历了4 个升高和回落的阶段: 

一是1978 ～ 1985 年的差距缩小阶段。1978 年湖南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指数为2. 27 , 1980 年降到2. 15 , 1985 年再降

到1. 92 。这一时期, 农民收入增长的幅度明显高于城镇居民, 究其原因主要是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激起了农民生

产积极性。农民收入的增幅为176. 2 %, 城镇居民增幅为134. 9 %。 

二是1985 ～ 1994 年的差距扩大阶段。1991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指数为2. 59 , 1992 年差距指数增长到了2. 93 , 1993 年

达到3. 31 , 到1994 年差距指数达到3. 37 的最高记录。这一阶段我国的改革开放重心移向城市, 城市经济快速发展, 尤其是

工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城镇居民收入比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快, 从而加剧了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 

三是1995 ～ 1997 年的短暂缩小阶段。差距指数从1995 年的3. 3 回落到1997 年的2. 56 。随后几年,湖南的城乡居民收

入差距又开始拉大, 1998 年的差距指数为2. 63 , 2001 年上升到2. 95 , 高于同年全国同类差距指数2. 9 的水平。综上所述, 

湖南省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问题比较突出, 1978 ～ 2003 年, 湖南省的城乡居民收入总体差距呈扩大的趋势, 呈现出短暂缩小

和长时间扩大相间的动态变化过程。至于第4 阶段重点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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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湖南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地区分异和空间格局 

分析第4 个阶段(1998 ～ 2003 年) 湖南省内14 个市(州)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地域分布规律。测度指标有:绝对差距(城

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城乡收入比(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极差(样本中极大

值与极小值之差);标准差(样本中各变量值与其均值的离差平方的平均值的算术平方根)；极值比率(样本中极大值与极小值之

比);变异系数(样本的标准差除以样本的均值)。 

(一) 湖南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区域分异特征 

1. 湖南各地市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较大。据表2 , 从绝对差距来看, 2003 年14 地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极差为2 777 元, 

其中, 永州市的绝对差距最小为3 420 元, 而绝对差距最大的长沙市达到6 197 元,是永州的1. 8 倍。1998 年绝对差距最大的

是岳阳市, 城乡居民收入相差4 239 元, 最小是衡阳仅为2 415元, 极差也达到1 824 元, 是5 年当中最小的一年。从相对差距

来看, 2003 年城乡居民收入比的极差为1. 89 , 湘西自治州最大为4. 27 , 最小的衡阳和湘潭也有2. 38 , 其他几年的城乡居

民收入比的极差也都在1. 8 以上, 最大的1998 年达到2. 25 。由此可见, 湖南省城乡居民收入在空间上具有很大的非均衡性, 

区域差异较大。 

2. 近年来湖南各地市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普遍拉大。从绝对差异来看, 14 地市城乡居民收入的绝对差距都呈增长的趋势, 

这可以从各年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极差变化上看出, 从1998 年的1824 元变化到2000 年的2 053 元, 2001 年上升到2 666 元, 

2003 年差距达到2 777 元。其中, 绝对差距上升最快的是长沙, 由1998 年的3 583 元增加到了2003 年的6 197 元, 永州的绝

对差距增加值最少仅为999 元。从变化的幅度看, 邵阳、怀化、长沙、衡阳4 地区的增幅最快, 分别为79. 6 %、78. 6 %、73. 

0 %、72. 8 %。湘西自治州的增幅最小, 5 年的增幅为28. 3 %。另外, 从标准差上看, 除2002 年有所波动外, 其他年份都是

增加。如果以5 年中各地区城乡居民收入比作为衡量城乡差距大小的指标, 并对1998 年和2003 年的城乡差距大小进行地区分

类, 首先将两年中各地区城乡收入比的最大值与最小值的差距(即极差) 进行三等分, 确定分类的分界点。两年中差距最小值为

2. 06 , 最大值为1998 年湘西自治州的4. 31 , 极差为2. 25 ,从而可以得出分界点为2. 81 和3. 56 。即城乡收入比在2. 06 ～ 

2. 81 的属于差距较小地区, 2. 82 ～ 3. 56 的属于差距中等地区, 3. 57 ～ 4. 31 的属于差距较大地区。结果表明:2003 年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大的地区在1998 年的基础上增加了怀化、娄底两个地区, 加上湘西自治州达到了3 个地区。相应的差距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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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数也比1998 年减少了3 个(表3)。数量上的变化说明了湖南省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地区非均衡性越来越明显。其次, 从

相对差异来看, 湖南省绝大部分地区城乡居民收入比在扩大, 除郴州和湘西自治州两地区的差距分别缩小了0. 05 、0. 04 之

外, 其他地区均有不同程度的扩大, 扩大的幅度远远高于缩小的幅度。娄底、邵阳、怀化、张家界4地区的收入比值分别上升了

0. 86 、0. 85 、0. 6 7 、0. 57 。从极值比率和标准差系数两个反映相对差异的指标上来看, 湖南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近年来

在波动中保持平衡, 没有明显的拉大。 

 

 

 (二) 湖南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空间格局及其变化 

为了考察湖南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变化, 利用外因分级方法, 以城乡居民收入比指标作为分类依据, 

将14 个地区分成差距较小地区、差距中等地区和差距较大地区3 类。分类界线为湖南省和全国在1998 年和2003 年的城乡居民

收入比的平均值, 即1998 年分类界线为2. 51 (全国平均水平)、2. 63 (湖南省平均水平);2003 年分类界线为3. 02 (湖南省

平均水平)、3. 23 (全国平均水平), 然后将其结果利用MapInfor 制图(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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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2 中可以看出, 湖南省1998 年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空间分布具有内外圈层的结构, 差距较小的5 个地区(衡阳、邵

阳、湘潭、长沙、永州) 处于内层地域, 而其他9 个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中等和较大的地区分别位于其四周。2003 年城乡居民收

入差距的空间分布格局有较大的变化, 呈现出比较明显的东、中、西三大地带性分布特征。差距较小的7 个地区(常德、长沙、

湘潭、株洲、衡阳、永州、郴州) 除常德外基本上位于湖南省的东部地区, 差距大的张家界、湘西自治州、怀化和娄底4 个地

区除娄底之外其他3 个都属于湖南西部地区, 差距中等的邵阳、益阳、岳阳从地理位置来看主要位于湖南省的中部地区。 

 

三、缩小湖南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对策 

根据国际一般情况, 当经济发展水平(人均GDP) 在800 ～ 1 000 美元阶段时, 其城乡收入差距指数为1. 7 左右, 目前世

界上大多数的国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指数小于1. 6 , 湖南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指数应控制在2 以下为好[ 4] 。然而, 目前湖

南省没有一个地(市) 的城乡居民收入比小于2 , 最高的竟达到4. 27 。因此, 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如何协调城乡经济的发展将任

重道远。 

(一) 努力缩小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 

1. 政策上给予支持。区域发展的适度非均衡是任何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共有的现象, 对于湖南这个经济欠发达的中部省份

来说, 今后一段时间内还得实行“效率优先, 兼顾公平” 的原则。但应该以追求最佳宏观经济效益和缩小地区差距为目标[ 5] 。

具体来说, 一是决策层首先要树立协调发展意识, 在政策、资金、金融等方面对中西部地区的优势工业项目、农业产业化项目

以及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应该给予大力支持, 改善其经济发展的环境和自我发展能力。 

2. 强化软硬环境建设。省内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应大力进行软硬设施建设以便更多吸引资金、人才、技术等经济要素的聚集。

这些地区之所以落后究其原因主要有思想保守、观念落后、政府办事效率低下以及基础设施落后等原因。因此, 今后一要在观

念上实现全方位解放思想, 做到“敢为天下先” , 大胆进行体制创新、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二要提高政府办事效率, 建立高

效、廉洁、勤政的政府服务系统, 改善投资环境。三要多方筹措资金, 优先进行公路、通讯、农田水利、供水、供电等基础设

施建设。 

3. 找准区域相对优势。对于在地理区位、发展基础、资金等方面缺乏优势欠发展地区, 实行相对优势战略将是它们理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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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就湘西地区而言, 可以立足本地农产品的生态环境优势和旅游资源优势, 大力开发绿色农产品加工业和生态旅游业, 并

且推出自己的名牌产品, 知名企业将是提升区域经济综合实力的重要手段。就湘南的郴州、永州、衡阳而言, 则是要把握紧邻

粤港澳的区位优势, 一方面改善投资环境准备迎接华南经济圈的产业梯度转移;另一方面, 大力开发旅游资源, 发展成为粤港

澳的后花园。 

(二) 多渠道提高农民收入 

1. 优化农村经济结构、发展农村特色经济。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优化调整是实现农民收入提高的主要措施。总的方向是

发展优势产业、农产品加工业、劳动密集型产业, 大力发展名优特产品, 依托各地资源优势, 从培育区域性主导产业着手发展

特色农业。具体做法是调整农村种植业结构, 优化畜禽业结构, 发展农副产品加工业。湖南各地的自然资源、地理环境、交通

条件、区位状况不一。近几年来各地在依托本地资源发展区域特色农业方面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如长沙的花卉, 岳阳的蔬菜、

西瓜, 常德的水产品, 湘潭的生猪等。湖南发展区域特色农业, 就是要根据国际国内市场的需求, 依托各县(市、区) 的自然资

源条件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及交通区位情况, 确定相应的发展方向和主导产品。要构建长沙、株洲、湘潭集约型现代农业, 洞

庭湖区的规模型适水农业, 衡阳、永州、郴州、娄底的专业型优势农业, 怀化、湘西自治州和张家界的资源型特色农业等区域

经济。要培育城郊及国道、省道旁的花卉、蔬菜、西瓜, 湘北和湘中、湘东的水稻, 洞庭湖区的水产品, 丘陵地带的养殖业, 山

区的水果、药材及部分地方有发展历史的烤烟、黄花菜等主导产品, 逐步建立具有湖南特点的农产品生产带, 从而有效地提高

农民的收入。 

2. 多方位开辟农民增收的渠道。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问题是提高农村居民收入的关键因素, 湖南有1 000 多万的农村剩

余劳动力, 这些劳动力顺利向非农产业转移是农民实现增收的主要途径。当前, 一是加快小城镇建设, 使小城镇成为农村工业

的聚集地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要流向, 同时也成为农民增收的主要途径;二是组织劳务输出, 政府部门要作好劳务输出的组

织和服务工作, 为当地农民进城务工提供信息、培训和政策优惠等。要尽快清理、修订或废除那些限制农民在城市就业的政策

和规定。 

3. 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和农村工业化。努力推进农业产业化和农村工业化, 以农村独特的农产品和生态环境为依托, 努力

实现农产品的深加工。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 实行产、加、销一体化, 加大对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的扶持力度, 提高农民

组织化程度和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扶持稻谷、生猪、柑橘、茶叶、蔬菜、竹木、草食畜禽等产品的加工规模, 组建集团公司, 

提高加工档次, 加快农副产品的转化增值, 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 延长产业链条, 实现农产品增值增收和农民收入的提高

[ 6] 。 

参考文献 

 1  何雄浪. 区域经济差异理论的发展及其启示. 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 , 50(2):23. 

 2  周国富. 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地区差距问题研究. 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1 , 1. 

 3  周玉翠. 湖南省区域经济差异及区域经济发展对策研究. 地理学与国土研究, 2000 , 16(3):52 ～ 56. 

 4  黄微分. 湖南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问题分析. 湖南商学院学报, 2004 ,(4):54 ～ 55. 

 5  熊鹰. 湖南省地市经济差异综合评价及分区研究. 地域研究与开发, 2004 , 21(3):37 ～ 40. 

 6  董成森, 姚邦松. 全面建设湖南农村小康社会的几点思考.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3 , 5(12):13 ～ 



 

 7 

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