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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城市居民收入差距现状、原因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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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直辖十年来,重庆城市居民收入明显提高,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造成城市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原

因主要是行业差异和地区差异。为此,提出缩小部门之间、行业之间收入差距;加大二次分配的调控力度,重点帮扶

城市贫困群体;加快渝东北、渝东南两翼社会经济发展等缩小城市居民收入差距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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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现阶段“收入差距”,是指居民因各方面收入不同而形成的收入差距。这种量的差距包括劳动收入形成的差距和非劳动

收入形成的差距、合理收入形成的差距和不合理收入形成的差距、合法收入形成的收入差距和非法收入形成的收入差距。在现

代发展经济学中,经济学家提出了许多分析收入分配差别的方法和指标。国际上流行的衡量个人收入分配差距的指标主要有洛伦

茨曲线、基尼系数、阿提金森指标、泰尔指数和五等分指标等,中国经济学界一般采用基尼系数作为分析工具。 

一、重庆城市居民收入现状 

(一)直辖十年来,重庆城市居民收入明显提高,增长速度加快 

1997—2008年,重庆城市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有了很大的提高(见表 1)。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从直辖之初的 5302.05 元

上升到 2008年的 15708.74元,累计年增长了 115.10个百分点,平均每年增长 10.38个百分点。尤其在 2002年以后,增长率保持

在 10%以上,特别是 2007年,增长率达到了 18.54%。2008年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增长率略微下滑,但仍然达到了 1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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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重庆市城市居民收入差距扩大 

如表 2所示,重庆城市居民的收入呈现出逐步扩大的趋势,按七等分分组,最高收入户的人均年收入与最低收入户的人均年收

入之比(以最低收入户的人均年收入为 1,以下简称高低收入比),由 1997 年的 3.64扩大到 2002年的 7.19。这一差距引起了各级

政府部门的重视。政府利用财政政策扶持弱势群体,政策在 2003年初见成效,这一年的高低收入比下降至 4.51,但自此以后,高低

收入比仍然保持在高位水平,2008年为 5.03。若低收入户的收入增长速度低于高收入户的收入增长速度,两者之间的收入差距就

越来越大;若低收入户的收入增长速度大大高于高收入户的收入增长速度时,高低收入户之间的差距就会缩小。因此,要想缩小城

市居民收入差距,就必须提高城市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及其增长速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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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重庆的洛伦兹曲线比较 

洛伦兹曲线用来反映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一般来讲,弯曲程度越大,收入分配越不平等。由图 1 可以看出,从 1997 年到

2008 年,重庆城市居民收入分配的洛伦兹曲线弧度明显变大,这表明重庆城市居民收入差距有较大程度的扩大。2008 年,低收入

群体收入份额与 1997年相比略微提高,但中等收入群体收入份额均有较大程度的下降,而高收入群体收入份额所占比重却有较大

提高(见表 3)。七等分组中最高收入组与最低收入组之间的收入比例也由 1997 年的 3.638 倍上升到 2008 年的 5.028 倍;库兹涅

茨比率由 1997 年的 27.44%上升到 2008年的 57.207%。中等收入群体在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不升反降,说明重庆城市居民的收入结

构还很不合理,这与我们要实现的橄榄型收入结构的目标还有很大差距[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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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庆城市居民收入差距的来源 

(一)行业差异 

从表 4可以看出:(1)2002年以来,重庆城镇经济单位的平均工资水平呈逐年上升趋势。重庆企业、事业、机关单位的平均工

资水平由 2002 年的 10388、11815、12842元增长到 2008年的 25832、27626、34474元;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平均

工资水平由 2002 年的 7587、9905、11905 元增长到 2008 年的 16571、24134、29736 元。(2)2002 年以来,重庆城镇经济单位的

平均工资水平之间的差距较大。这主要表现为 2002 年重庆企业、事业、机关单位的平均工资水平横向比为 0.81∶0.92∶1,到

2008年扩大至 0.75∶0.80∶1。2002年机关单位比企业、事业单位的平均工资水平分别高 23.62%、8.69%,2008年分别高 33.45%、

24.79%;2002年第三产业比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的平均工资水平分别高 56.91%、20.19%,2008年分别高 79.45%、23.21%。(3)2002

年以来,重庆城镇经济单位的平均工资水平之间的差距在日益扩大。这主要表现为 2002—2008 年重庆企业、事业、机关单位平

均工资水平的年均增长速度分别为 16.40%、15.21%、17.89%;2002—2008 年重庆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平均工资水平

的年均增长速度分别为 13.91%、16.00%、16.48%。 

此外,从表 4可以看出产业层次越高、技术水平越高、垄断性越强的行业收入水平就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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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区差异 

从表 5 可以看出,2008 年一小时经济圈的地区生产总值在三大经济区中最高,渝东北翼和渝东南翼两地区的生产总值相对要

低的多。这直接导致了三大区域居民收入之间的差距。2008 年,一小时经济圈的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为 28181 元,而渝东南翼和

渝东北翼分别只有 23536元、2232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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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缩小重庆城市居民收入差距的政策建议 

(一)缩小部门之间、行业之间收入差距 

对非自然垄断行业,要采取有效措施引入竞争机制,打破行业垄断,抑制个别部门收入不合理的过快增长;对自然垄断行业的

工资和收入要进行外部监管,建立有效的工资增长机制;规范政府部门的工资管理,应该建立专门的委员会对政府部门的工资及

其增长加以评估[3]。 

(二)加大二次分配的调控力度,重点帮扶城市贫困群体 

继续加大社会保障资金的投入力度,帮助困难企业解决社会保险金和医疗费等的拖欠问题;出台针对中低收入职工特别是困

难职工群体参加的社会保险计划;统一养老保险缴费费率;建立政府与社会共担的医疗救助机制,解决城市低保人员难以享受医

保的问题;制定和实施鼓励再就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大幅提高城镇职工的最低工资水平和最低生活保障线[4];提高个人所得税起

征点,加大对高收入者纳税情况的监管力度,做到应征尽征,同时扩大税种,尽快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开征遗产税、赠与税和奢侈品

消费税等等,规范和调节高收入。 

(三)加快渝东北、渝东南两翼社会经济发展 

重庆应审视产业布局的合理性,优先考虑渝东北和渝东南相关产业布局,促进渝东北和渝东南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

促进上述地区相关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改善交通等基础设施,并结合这些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的特点,加大税收、金融等的支持

力度。努力搞好生态保护,促进基础教育、卫生医疗等事业的发展,丰富社会文化生活。 

参考文献: 

[1] 尚海霞.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的对策探索[J].经济师,2006(7). 

[2] 刘社建,徐艳.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形成原因及对策研究[J].财经研究,2004(5). 

[3] 詹锦华.中国城镇居民收入和消费的灰色预测[J].重庆工商大学:社会科学版,200(2). 

[4] 黄应绘.关于缩小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思考——以重庆为例[J].经济问题,2007(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