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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国民收入宏观分配：理论与实证分析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200020) 权 衡

内容摘要：上海 30 年中来在推进现代化建设以及改革、开放和发展的各个方面，都为全国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示范和带动

作用。但是问题之一就是宏观收入分配格局正在出现向政府倾抖，导致宏观分配与个人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没有理顺。从促进

政府、企业和个人实现共赢来讲，上海需要重新调整国民收入分配关系，适当增加劳动者报酬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需要完善

公共财政体制，通过调整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从投资推动增长的财政支出向满足公共服务的财政支出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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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

分配更加注重公平。逐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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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的提出实质上

已经涉及到了国民收入分配的宏观分配中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关系。毫无疑问，宏观意义上的初次分配与再分配是否合理，必

然个人收入分配产生十分深刻的影响。从初次分配来说，国民收入在政府、企业和居民三部门之间的分配具有彼此消长的作用，

直接决定着个人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从国民收入的再分配来说，强有力的再分配对于实现社会公平和公正具有十分重要

的作用。一个合理的个人收入分配关系既取决于个人收入分配制度的设计和安排，也取决于一国国民收入分配的宏观分配关系

如何。因此，在研究上海城乡居民个人收入分配格局时，有必要研究国民收入分配中的宏观分配及其对个人收入分配的影响。

一、国民收入分配及其与个人收入分配

国民收入分配是指国民收入在居民、企业和政府三者之间的分配的比例及其相互关系。公平与效率是国民收入分配两个层

次的不同取向，初次分配更倾向于效率，而以政府作为调控主体的再分配，更倾向于实现社会公平和公正。在初次分配中，适

度的收入分配差别既是市场效率的源泉和动力，也是市场效率的结果，但若收入分配的差别过大，既有悖于社会公平，也同样

损害市场效率，因此必须由政府在经济活动之外，通过国民收入再分配进行有效的宏观调节，弥补社会公平的“市场失灵”。

从理论上说，物质生产部门和生产性劳务部门创造的国民收入，首先在本部门内进行分配，这被称之为国民收入的初次分

配。通过初次分配，国民收入被分解成为生产劳动者的收入和剩余产品两部分。生产劳动者的收入也就是企业职工的工资。而

剩余产品部分又分为企业纯收入和国家纯收入两部分。企业纯收入就是企业留下的利润，国家纯收入是国家通过企业上缴利润

或税收等形式从企业获得的收入，这些收入构成了国家财政收入的主体。国民收入经初次分配后形成生产劳动者收入、企业纯

收入和国家纯收入。

二、上海国民收入分配实证分析

（一）上海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与个人收入分配

宏观分配关系，即政府、企业和居民三者在国民收入所占的比重及其相互关系。通过收入法计算 GDP，其构成要素包括固定

资产折旧、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生产税减去补贴）和营业盈余。收入法中构成要素的比例关系可以反映不同的市场主体

在初次分配中的基本格局，这对于认识社会财富在初次分配中的分配去向有重要的意义。从这种关系上看（如表 1 和表 2)，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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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的政府、企业和居民在初次分配中的分配份额大致为 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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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1，上海“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 GDP”的比值呈下降趋势，宏观分配中再分配以后的个人所得份额也呈逐年下降的趋

势。自 2000 年起下降明显，而宏观分配中政府所得份额在这段时间范围内，呈逐年上涨的趋势。

（二）上海国民收入再分配与个人收入分配

与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相比，再分配可以有效的调节居民收入差距和调整不同部门收入的公平，弥补社会公平的“市场失灵”。

与初次分配所占的份儿相比，居民在分配中，总体上处于净得益地位，但是，1990 年至 2006 年以来，国民收入再分配后，

居民的相对份额和比例逐年下降，从 1990 年的 42%下降到 2006 年的 38%。企业在再分配的过程中，一直处于净损失的地位，但

是净损失呈逐年减少的趋势。有意思的是，政府再分配的比例从 1990 年 32%下降到 1995 年的 24%，而后又逐年上升到 200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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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33%。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政府近几年在经常转移中获得的收入税和社会保险缴款等转移收入大于各类转移支出。与初次分配相

比，政府在国民收入再分配后的收入比例比重增加；从再分配的时间序列上看，企业所占的份额近几年比较稳定。

三、上海与全国及部分地区的国民收入分配比较

（一）上海与全国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比较

全国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比例关系从 1997 年至 2003 年之间基本稳定，居民收入比例轻微的下调，政府收入的比例有轻微的

上升。纵观我国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数据，总体上来讲，绝大部分省市的数据与我国的初次分配比例关系相一致，而上海市的

数据与我国的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比例关系有较大的不一致。在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上，上海的企业收入比例高于国民收入分配

比例中的 4至 5个百分点，政府的份额要高出 7至 8个百分点，居民收入的比例上海市要低于国家 10 个百分点以上，其中 2003

年起差额达到 15 个百分点。

从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所占的比例来看，上海市居民收入比例过低，而政府收入比例过高。另外，上海市政府财政收入增长

的速度，明显快于 GDP 增长的速度，其中 2003 年，上海政府财政收入同比上年增长 28.5%，而 GDP 增长率为 11.8%,2004 年上海

的财政收入同比上年增长速度仍比 GDP 增长块 4个百分点。（如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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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国民收入再分配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改革初期至 1988 年，政府和企业可支配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总收入

的比重持续下降，居民可支配收入所占比重持续上升，宏观收入分配主要向居民倾斜增加；第二阶段：1990 年至 1994 年，政府

收入比重下降幅度明显减小，而企业收入比重稳步上升，同时国民收入分配过快向居民倾斜的状况得到一定矫正；第三阶段：

1995 年至 200O 年，政府收入比重小幅上升，企业和居民收入比重出现小幅回落。第四阶段：2000 年至今，政府、企业和居民

三者收入所占比重有升有降，但升降幅度较小。这一阶段，政府收入比重基本在 20%左右，企业和居民收入比重分别稳定在 15%

和 65%左右。①这个分析结论也表明，我国收入分配同样在总体上向政府倾斜。

与我国国民经济初次分配相比较，我国居民部门通过再分配，其收入份额处于净增加的地位；但是居民所得到的收入增幅

正在呈逐年下降的趋势；企业经过再分配过程的转移之后，损失了较大的份额，而政府的净得益经过再分配之后同样逐年增长。

上海的国民收入再分配关系与全国的国民经济再分配关系基本一致，政府、居民和企业三部门的宏观分配关系走势基本一

致；不同的一点就是上海的三部门收益中，政府部门的收入比例较高，通过再分配政策，上海政府部门在国民收入再分配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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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增长也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但是居民所得部分相对份额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二）上海国民收入分配与广东、北京和江苏的比较

上海与广东、北京和江苏三个省市相比，无论是初次分配，还是再分配，上海政府所得部分都比较高，具体可以从下面三

地的数据与上海进行比较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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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上海国民收入宏观分配关系：国际比较与考察

为了对上海的宏观分配关系做出评价，笔者选择美国和韩国两个国家的数据与上海做比较，上海现阶段处于人均 GDP 在 5000

美元至 7000 美元的阶段，所以选择美国和韩国在人均 5000 美元至 7000 美元的发展阶段时宏观收入再分配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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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1970 年以来的整个时间序列上分析，韩国宏观分配中，政府所得的份额基本上没有变化，1990 年以前，韩国的宏观分配

是企业所得份额高于居民所的份额，但是企业所得份额逐年下降，到 1990 年时两者分配所得份额相同，1990 年以后两者宏观分

配所得相当，虽然有波动但是范围很小，趋于稳定。其整个时间序列上的宏观分配比例（如图 9)，政府、企业和居民的分配比

例大致为 l:4.5：4．5。韩国 1989 年 5418 美元，1991 年 7105 美元，其中 1990 年的人均 GDP 为 6147 美元，恰是 2003 年至 2004

年间上海的人均 GDP 增长的范围之内，这一阶段的宏观分配比例为（如图 10)1:4.5:4.5，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阶段正是韩国宏

观分配调整后趋于稳定的时期，其后韩国再分配比例在此基础上保持基本稳定。从 1959 年以来的整个时间序列上分析（如图 11)，

美国的宏观分配也是一直比较稳定，其宏观分配中政府、企业和居民之比大致为 1,3.5,5.5。美国与上海目前人均 GDP 相近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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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阶段是 1970 年人均 GDP 为 5096 美元至 1974 年 7031 美元，这一阶段内其宏观分配稳定在 1：3：6。

以上国际经验表明，发达国家在其经济发展过程中，其宏观分配关系是趋于稳定的；而且分配格局总体上是政府份额相对

较低；从比例上来说，政府在宏观分配中的份额大致保持在 8%-10%之间。

从图 13 中可以看出，与韩国和美国相比，上海的宏观分配中，政府所得份额相对比较高，而企业和个人则相对比较低。

五、结论和发现

收入增长与收入分配与财富分配密切相关。上海在推进现代化建设的 30 年中，国民收入整体水平以及居民个人收入都有了

迅速提高。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的各个方面，上海都为全国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示范和带动作用。与此同时，个人收入分配与

财富分配的差距也在进一步拉开。通过实证分析可以发现下面一些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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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上海政府所得和收入分配的快速增长为推动上海城市建设和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城市发展和

建设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无论是城市形态布局，还是城市功能完善，都正在朝着世界城市的发展目标前进。上海城市建设所取

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首先得益于上海地方政府强有力的收入增长以及由此所决定的政府对城市建设的规划、投资和设计。上

海的经验证明，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建设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投资和政府促进，这不仅可以使得发展中国家城市化进程的速

度大大提升，而且也使得政府规划和政府投资推动的这种城市化尽可能少走许多弯路。

第二，上海宏观国民收入分配关系的分配格局在一定意义上也反映了上海经济发展中政府主导型的模式和特征。上海经济

发展一向被称之为具有政府推动的特点。这不仅从上海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过程中可以看出，也可以从上海国民收入分配格局

中看出。上海经济社会发展一直位于全国前列，除了上海得天独厚的发展环境、人才技术条件、对外开放等以外，政府对于经

济发展的规划和推动有直接关系。从前述提及的城市化改造，重大项目的建设和投资，尤其是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的重大投资

计划，政府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甚至有些项目本身就是政府直接投资的行为。政府投资和政府干预的一个重要条件之一就

是政府必须拥有足够强的经济实力。因此上海政府所得份额一直比较高，实际上也是上海经济发展中政府推动这一特征的必然

反映。当然，上海经济社会发展中，社会保障程度比较高，特别是注重对低收入群体的保护和救助，这也是依赖了政府有一个

良好的收入基础和保障。

第三，上海宏观的国民收入分配关系需要进一步调整，这有利于促进微观的个人收入分配关系的合理化。从全面的分析可

以看出，上海市国民收入宏观分配中，政府所得份额呈逐年上涨的趋势。而且，上海企业收入的比例高于国家比例 4 至 5 个百

分点，而政府的份额要高出 7 至 8 个百分点，居民收入的比例上海市要低于政府所得的 10 个百分点以上，其中 2003 年起差额

达到 15 个百分点。这一点说明，与全国一样，目前上海宏观收入分配格局正在出现向政府倾斜的特点。一方面，这分配格局在

一定意义上与政府推动的经济增长模式有某种内在的必然联系，但是另一方面，从构建和谐社会，促进政府、企业和个人实现

共赢来讲，需要重新调整国民收入分配关系，适当增加劳动者报酬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这一点也是符合我国劳动力供求格局

变化的经济学含义的。

第四，上海需要逐步调整支出结构，加强公共服务能力。应当看到，上海市地方政府在促进上海四个中心建设和实现四个

率先过程中，确实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改革和深化，上海必须进一步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其

目标之一就是通过加强公共服务能力建设，构建法制、透明和服务型的政府，这一点已经成为包括政府在内的全社会共同的认

识和目标。从财政体制改革的目标和方向来看，上海必须加强和完善公共财政体制，尤其是要调整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从强

调投资推动增长的财政支出向满足公共服务的财政支出转变。这是今后优化财政结构，深化财政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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