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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差距及其影响因素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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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南昌大学管理学院， 330031，南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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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江西省为例，在分析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差距现状的基础上，探讨了造成其差距存在的主要因素。研究结果表明: 

江西省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呈现出明显的不平衡； 从总量差距来看，江西省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差距较大，其中绝对差距呈持

续扩大的趋势，而相对差距在 2014 年达到最高值之后呈下降趋势； 从结构差距来看，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占可支配收入的比

重高于农村，比重差距最大时在 2014 年达到 8． 73%； 从增速差距来看，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增长速度较快，而农村居民财

产性收入增长速度则缓慢； 从影响因素来看，造成江西省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差距因素主要有原始财产因素、主体禀赋因素和

政策制度因素。通过对江西省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差距现状和影响因素进行描述和探讨，试图为江西省缩小城乡居民财产性收

入差距、促进社会和谐以及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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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党中央、国务院非常重视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 促进居民收入增长。继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

有财产性收入”和十八大报告进一步提出 “多渠道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之后, 党的十九大报告再次强调要“拓宽居民财产性

收入的渠道”。自 2007 年以来, 我国居民财产性收入增长速度较快, 尽管从总体上看比重较小, 但财产性收入差距已经成为了

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
[1]
。 

早在 17、18世纪国外就有学者基于生产要素分配理论和劳动价值论对居民财产性收入进行了理论研究, 并且取得了一系列

重大理论成果, 如英国威廉·配第为代表的古典学派财产性收入理论和法国让·巴蒂斯特·萨伊为代表的庸俗经济学派财产性

收入理论。19世纪马克思又创立了科学的财产性收入理论。此外, Gary 等探讨了国家经济周期背景下转移支付和财产收入增长

的模式, 并探讨了这些研究结果对大都市和非都市内华达经济体的影响
[2]
。Herschel 提出了一个理论模型, 认为工人阶级财产

性收入的再分配是对资产阶级法外专有威胁的最好途径
[3]
。Cagetti 等介绍了能够解释财产不平等的生命周期模型

[4]
。Frederic

探讨了美国家庭税前收入的各个组成部分, 发现财产收入, 特别是股息, 利息和租金, 在增加总收入不平等方面发挥了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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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用
[5]
。Piketty认为财产收入来自财产的基本收益率, 并且比劳动收入分配更加地不平等, 财产收入往往比劳动收入增长得

更快, 因此收入不平等的增加是资本主义的内在倾向
[6]
。而 Anwar则持相反观点, 并在他的文章里用论据反驳了 Piketty的结论

[7]
。国内众多学者也非常关注居民财产性收入问题, 围绕财产性收入内涵

[8]
、财产性收入差距现状

[9,10]
、财产性收入与总收入差

距的关系
[11]
、财产性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因素

[12,13,14,15]
及其政策含义

[16,17]
等方面展开了丰富的研究。江西省农村人口较多, “三农

问题”比较突出, 在中西部地区和经济欠发达的农业省份中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多渠道增加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 缩小城乡收

入差距等问题不仅是江西需要关注的问题, 也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中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基于此, 本文将对江西省城乡居

民财产性收入差距现状和影响因素进行描述和探讨, 试图从中发现存在的问题, 以期为江西省缩小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差距提

供参考, 为我国促进社会和谐以及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提供研究基础。 

1 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差距现状 

在居民可支配收入来源中, 江西省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的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转移净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所占比重各

不相同, 如图 1、图 2所示。城镇居民的工资性收入一直是其可支配收入的最主要来源, 其所占比重都在 63%以上, 远远高于其

他收入来源；转移净收入是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第 2大来源, 基本维持在 20%左右；经营性净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所占比重则较

低, 一般都低于 10%的水平。相比之下, 江西省农村居民的收入来源主要是工资性收入和经营净收入, 两者一般都在 40%左右的

水平, 而转移净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所占比重较低, 特别是财产性收入, 近 10年一直维持在 1%～2%左右的水平上。由此可见, 财

产性收入基数小、所占比重低, 是江西省城乡居民收入的薄弱环节。 

 

图 1 2007 － 2017 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及来源 

 

图 2 2007 － 2017 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及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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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总量差距 

近 10 年来, 江西省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水平都有较大提高。如图 3 所示, 2007-2017 年期间城镇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从

140.77元增加到 2 630.47元, 增加了 17.69倍；同期, 农村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从 55.97元增加到 214.23元, 增加了 2.83倍。

虽然城市和农村居民的财产性收入水平都有较大幅度增长, 但差距的绝对值正在拉大, 城乡不平衡现象正在扩张。 

 

图 3 2007 － 2017 年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水平 

为了直观反映出江西省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差距状况, 以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和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之差计算城乡居民财

产性收入的绝对差距, 以两者之比 ( 倍数) 作为相对差距, 如图 4所示。从绝对差距的角度来考察, 2007 年城乡居民财产性收

入差距是 84.80元, 到 2017年这一差距扩大到 2 416.24元, 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绝对差距扩大了 28.5倍。值得注意的是, 2014

年之后, 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绝对差距都是在 2 000 元以上。从相对差距的角度来考察, 2007 年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的人均财

产性收入比值为 2.52:1, 在 2014年达到最高比值 16.24:1, 之后呈下降趋势发展, 到 2017年这一比值为 12.28:1。 

由此可见, 在总体收入水平、绝对差距和相对差距各方面, 江西省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都表现为差距大、城乡分化明显的

特征。 

 

图 4 2007 － 2017 年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绝对差距和相对差距 

1.2 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结构差距 

从图 5 可知, 江西省城乡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占可支配收入比重的差距较大, 呈现出明显的不平衡。2007 年城镇居民财产性

收入占可支配收入比重为 1.25%, 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占可支配收入比重为 1.37%。随后, 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占可支配收入的

比重不断提升, 在 2014 年该比重达到最高值 10.24%, 2015-2017 年期间又呈下降趋势, 在 2017 年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占可支

配收入比重为 8.43%；而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占可支配收入比重变化不大, 一般都低于 2%的比重水平, 只有在 2013年该比重超

过 2%, 达到最高值 2.17%。总体而言, 近 10 年内只有 2007 年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略低于农村居民财产性

收入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 其余年份内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都高于农村, 比重差距最大时在 2014 年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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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3%。 

 

图 5 城镇和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占可支配收入比重 

1.3 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增速差距 

随着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 以及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 江西省城乡居民收入稳步增长, 财富得到不断积累, 但城镇

与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收入、转移净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增长幅度不一。其中, 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增长速度较快, 

2007-2017 年期间的年均增长速度达到 176.86%；农村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增长相对缓慢, 2007-2017 年期间的年均增长速度仅为

28.28%。城乡居民在财产性收入都增加的同时, 居民财产性收入差距迅速扩大, 并成为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 如表 1

所示。 

表 1 城乡居民收入增速比较/元 

指标 

城镇 农村 

2007 年 2017 年 增加值 年均增速/% 2007 年 2017 年 增加值 年均增速/% 

人均可支配收入 11 221． 87 31 198． 06 19 976． 19 17． 80 4 097． 82 13 241． 82 9 144 22． 31 

工资性收入 8 255． 19 19 794． 87 11 539． 68 13． 98 1 660． 98 5 609． 17 3 948． 19 23． 77 

经营净收入 645． 29 2 605． 52 1 960． 23 30． 38 2 216． 32 4 868． 8 2 652． 48 11． 97 

财产性收入 140． 77 2 630． 47 2 489． 7 176． 86 55． 97 214． 23 158． 26 28． 28 

转移净收入 2 712． 29 6 167． 2 3 454． 91 12． 74 164． 55 2 549． 62 2 385． 07 144． 95 

数据来源: 对 2008 年和 2018 年《江西统计年鉴》中相关数据整理得来。 

2 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分析 

从以上分析可以得知, 江西省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存在明显的总量差距、结构差距和增速差距, 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结构

不平衡现象比较突出。造成江西省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差距因素主要有原始财产因素、主体禀赋因素和政策制度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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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原始财产因素 

财产性收入, 顾名思义, 就是财产的衍生收益。“财产”是“财产性收入”基础, 财产是存量, 财产性收入是流量。新中国

建立之后, 江西省与其它省份一样, 基于城乡分割体系, 实行优先发展城市、农村支援城市的战略, 这种明显的“城市偏向”

具有某种意义上的“剥削性”, 导致城乡居民原始财产积累存在差异, 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基础存在多寡之分。众所周知, 市

场经济体制下, 生产要素按照贡献进行分配, 居民财产必然衍生财产性收入, 财产拥有量的差异必然衍生出财产性收入的差距, 

财产性收入的获得取决于居民拥有的财产存量。城乡居民财产存量, 即财产性收入的基数不同, 在增长倍数相同的情况下, 其

增长的财产性收入总额不相等。例如, 由于城镇居民的银行存款、股票和债券基数大于农村居民, 即使银行利率、股票利率、

债券利率相同, 最终城镇居民获得的银行存款利息、股息和债券总金额要大于农村居民。而且, 财产性收入具有自我增强机制, 

容易产生“富者愈富, 贫者愈贫”的“马太效应”。农村家庭收入不高, 缺少可以用于获得财产性收入的本金, 导致财产性收入

的总额增长缓慢, 远远低于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增长额。 

2.2 主体禀赋因素 

从财产性收入的内涵可知, 财产性收入是居民进行投资所获得的收益, 包括租金、利息、专利收入、红利收入和增值收益

等。因此, 收益大小受到投资主体的知识水平、投资理念等禀赋因素的影响。目前, 江西省城乡居民之间的投资知识、教育水

平存在较大差别。城市居民享受高质量教育的机会更多, 一般都拥有较高的文化知识, 见多识广, 比较容易接触到专业理财培

训, 可以享受更多的金融产品、金融服务, 具有更加多样化的投资方式, 其拓展财产性收入的渠道更多；而农村居民的文化水

平普遍较低, 接受到的教育水平有限, 缺乏必要的金融知识与金融信息, 投资渠道较少。因此, 城乡居民由于受文化水平、投

资知识的差别, 同样数量的财产投资后的收益水平也存在较大差距。近年来, 城市居民以房产和金融资产为核心的财产增长迅

速, 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城市居民理财意识较强、投资理念先进, 加之信息量大, 容易借助投资强化财产性收入的“马太效应”, 

从而使其财产不断扩大。作为城乡居民财产的最重要组成部分的房产, 其城乡价值相差悬殊, 成为江西省城乡居民财产差距和

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 

2.3 政策制度因素 

江西省城乡二元土地制度和金融制度的存在, 也是导致城乡居民之间财产性收入存在巨大差异的重要因素。农村土地制度

还不完善, 制约了农民财产性收入增长。一方面, 我国《土地管理法》规定, 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 农村土地属于集体所有。

在农村, 农民对农用地、宅基地只有使用权和收益权, 没有所有权, 且不能抵押, 农民的房产价值低廉, 几乎没有什么价值；

在城市, 虽然土地所有权归国家所有, 但居民对房产具有所有权、收益权, 可以在市场上进行出租、买卖、抵押等交易, 房产

价值高、具有保值升值功能。另外一方面, 在农村土地流转过程中, 相关制度和机制也还不够完善, 土地流转纠纷现象经常发

生, 缺乏保障农民利益的基本制度, 严重影响着农民土地流转的意愿和积极性, 堵塞了农民获得财产性收入的投资渠道。金融

体制的城市偏向也导致了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难以增长。目前, 江西省普惠金融发展还有待提升, 农村居民的金融需求难以得

到满足, 资金短缺严重, 信贷约束较多, 更没有多余资金去参与金融市场, 因此也无法获得金融市场的资本回报, 从而客观上

阻碍了农村居民财产的积累和财产性收入的增长, 制约了他们增加财产性收入的渠道。 

3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江西统计年鉴》相关数据从收入总量差距、收入结构差距和收入增速差距 3 个方面分析了江西省城乡居民财产

性收入差距现状, 同时对造成这些城乡差距的因素进行了探讨。结果表明, 虽然近 10年来江西省城乡居民的财产性收入水平都

有较大幅度增长, 但城乡差距较大, 城乡发展不平衡。导致江西省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差距现象的因素主要有原始财产因素、

主体禀赋因素和政策制度因素。因此, 要调节城乡财产性收入差距, 防止城乡财产性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 需要改革相关政策

制度, 构建促进农村居民财产积累和财产性收入增长的机制。首先, 从土地制度入手, 借鉴其它地方农村土地改革的成功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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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农村农用土地、宅基地和农村集体建设用地, 即“三块地”土地制度改革, 促进农村土地的合理流转, 让农民可以获得土

地收益, 不断积累更多财富。其次, 改革城乡差异化的金融体制, 不断完善农村金融市场, 发展农村金融, 让农民有资格参与

资本市场, 拓宽农民财产性收入渠道。最后, 提升农民基本素质, 让农民有更多参加职业教育和理财培训的机会, 提高农民的

金融知识和投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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