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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计划经济时期，即使仅仅考虑和计算城镇居民享有的公房补贴、价格补贴和劳保福利费，这些农

民并不能享有的实物收入，加上城镇居民的货币收入，城乡居民收入平均比为 3． 44。其被忽视的原因是当时

的计划价格反映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Ⅱ决定价值实现的市场价格的要求; 同时，低价统购、低价统销粮食等

必要生活资料，降低了必要劳动时间，生产了相对剩余价值，实现了资本原始积累的目的。而农民自留地的

收入，完全可以通过“平调”的负收入来抵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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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的报告指

出: 2010 年中国城乡收入差距( IGWP) 比为 3． 23∶ 1，为

近年来最大，中国成为世界上 IGWP 最大的国家之一。
但这个水平，仍然没有达到中国计划经济时期的IGWP
悬殊水平。理论界一般认为，“改革之前的中国收入

分配具有很强的平均主义特征”［1］。对于此说，拨乱

反正，具有开拓性。
学界一般承认，计划经济时期，在消费品的分配方

式上，强调实物分配方式，农村居民并不享有城镇居民

所获得的补贴。如果将实物性收入计算在内，从基尼

系数看，经济体制改革之前全国总体收入分配基尼系

数为 0． 3。加上城镇居民的非货币收入，国家统计局

农调总队［2］虽提出，1980 年城乡居民收入比为 3． 42，

但他们没有分析和计算支持这一结论的住房补贴、劳
保福利、价格暗补这些实物收入，更没有对计划经济时

期 IGWP 悬殊被忽视的原因进行理论分析。而且，多

数学者在讨论 IGWP 时都只选取了数据较为完善的

1978 年以后，尤其是 1990 年以后，虽然承认计划经济

时期 IGWP 差距较大，但都没有深入研究其在计划经

济时期究竟有多大的问题。揭示计划经济时期 IGWP
悬殊的意义在于: 其是在我国计划经济时期就存在并

积累起来的经济和政治问题。这样，对于问题的难度

才能有足够的估计，才会有清醒的认识。

一、研究基础

武力［3］提出了我国计划经济从形成到消亡的四

个阶段: 计划经济创造 ( 1949 － 1952 ) 、形成 ( 1953 －
1957) 、完整 ( 1958 － 1978 ) 和转向市场经济 ( 1979 －
1991) 。其中，“完整阶段”把计划经济最为成功的“一

五”时期丢掉了。并且，1978 年召开的结束文化大革

命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虽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替代以阶级斗争为中心，但没有也不可能提出经济体

制改革、进而结束计划经济体制的问题。因此，本文提

出将 1953 － 1985 年作为我国计划经济的起止年限。其

上限是 1953 年中共中央提出《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

购和计划供应的决定》。1985 年作为计划经济截止年

份的主要根据是: 首先，农村在 1982 年虽普遍实行了家

庭承包责任制，但当时 GDP 占比 2 /3 的工业仍然实行

计划经济，国有企业仍然是政府的附属物，现代企业制

度作为改革目标，甚至没有提到议事日程上，而是 1992
年的中共十四大才提出的。其次，1982 － 1984 年间，大

部分价格仍然是指令性价格; 引入市场机制的改革刚刚

起步，表现在: ( 1) 取消了工业消费品和棉布棉花票证;

有计划地逐步放开小商品价格。( 2) 国营企业利改税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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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权扩大。( 3) 农村超过收购计划部分和非统购派购

产品由市场调节。因此，1979 －1984 年是完善计划体制

的阶段。最后，1984 年 10 月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

体制改革的决定》，只是提出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

品经济”，只能是中国市场经济的起点。
本文的数据主要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

计摘要》等有关文献。我国计划经济时期，只有城镇

居民拥有住房补贴、职工劳保福利费和消费品价格补

贴的实物收入，其收入为人均可支配货币收入、住房补

贴、劳保福利费及价格补贴之和。其中，住房补贴 =
{ 应交房租( 市场价格) － 实交房租 ( 计划价格) } /月
× 城镇居民人均公房住房面积 × 12。城乡居民收入比

= 城镇居民收入 /农民人均纯收入。
特别指出，大多数学者都把所有住房带来的所有收

入，一并纳入实物收入。但如果计算城镇居民的归算租

金或房产收入，就要计算农民的房产收入。而要获得计

划经济时期农民住房带来的收入数据是不可能的。并

且，私房的归算租金属于财产性收入，不属于福利收入。
作为城乡居民收入的对比性研究，两者私房的财产性收

入一并舍去，并不影响结论的真实性、可靠性。

二、计划经济时期的城乡居民收入比

( 一) 城镇居民的公房补贴

1950 年，全国城市住房面积为 4 亿平方米，城市

人口仅为 6 169 万，人均住房面积 5． 5 平方米［4］。至

1955 年底，北京和天津的住宅私有率为 54%，南京为

61%，上海为 66%［5］。私房比重不低，但房租不高、甚
至不交。在土改中，一些城市提出“耕者有其田，住者

有其屋”，市民以为解放了可以白住房子，房租都可不

缴，甚至以为可以平分城市的房产，纷纷抗租甚至强占

住房，这客观上促进了私房国有化。公房从 1956 年占

全部城镇居民住房的 50% 上升到 1964 年的 75%［5］，

私房国有化的速度年递增 3． 125%。由此，逐步确立

了国家或单位所有、实物分配、低租金近乎无偿使用的

住房制度。刘士余［6］推算，1981 年公房大约占 80%。
但本文仍取低值，1964 － 1977 年公房占城镇住房的

75%。据全国总工会统汁，住公房的约占工人总数的

46%，加上住在办公室、仓库、营业室、货栈、厂房和工

棚等的，住公房的约占工人总数的 50% 以上［7］。因

此，本文把 50%作为 1953 － 1956 年公房的所占比率。
作为福利收入的住房补贴，是指公房租金低于市

场租金的差额部分。学界此前都没有考虑物价水平对

居民住房补贴的影响，而本文是在物价水平不变的条

件下，考察居民的住房补贴水平。住房市场租金包括:

折旧费、维修费、管理费、住房投资利息、房产税、利润、
地租或土地使用费、保险费。据有关部门 1987 年测

算，这八项费用每平方米成本价格 2． 3 元 /月［8］。国家

统计局统计，每平米住房造价在 1981 年、1990 年分别

为 128 元和 316 元，该造价中并不包括征地、拆迁和室

外( 小区) 配套工程投资［6］。根据不同规模城市的资

料推算和有关专家估算，1981 年应当计入住宅造价的

土地及配套费用大约为住房本身单方造价的 20%，

1990 年大约为 40%。1981 年每月基本租金为每平米

1． 154 元，1990 年为每平米 3． 814 元［6］。王育琨［9］分

析，1988 年应交租金仅计算折旧 + 投资利息 + 维修费

+ 管理费四项，就达每平米 3． 19 元。汪利娜等［10］计

算，城镇人均住房补贴为 10 元 /月、120 元 /年。刘士

余［6］估算，城镇居民 1981 年住房补贴为 108． 55 亿元。
20 世纪 80 年代初，据有关部门计算，每平米住房( 使

用面积) 租金达到 3． 65 元，才能实现住房建设资金的

良性循环，即商品租金［11］。但本文把每平米 2． 3 元作

为住房的市场租金。
关于公房的实缴租金，1955 年国家干部由供给制

改为薪金制后，所住公房也开始实行低租金制，每平米

住房月租只有 0． 12 元。据 1982 年底对 15 个城市的

调查，公有住宅月均房租每平米建筑面积为 0． 10 元，

有些单位自管房的月租金仅 0． 04 元，仅及成本租金

( 折旧、维修、管理三项费用) 的 23． 3%。据城市服务

部( 1958 年与全国供销总社合并为第二商业部) 调查，

公房房租水平有两种情况: 机关宿舍，大都按居住面积

每平米月租 0． 12 元; 企业宿舍，大都比前者低，有的甚

至不收房租，房租负担一般约占职工工资收入的 l% －
2%。国家统计局 1956 年家庭收支调查，公房每户月

均负担房租 2． 1 元，占家庭收入的 2． 4%，占本人工资

的 3． 2%。后来由于几十年工资不涨，而福利部分增

加，租金三次下调到改革开放前的每平米几分钱。
公房补贴的计算，以 1977 年为例，城镇居民人均

公房约为 3 平米，实缴房租设定为 0． 1 元; 扣除物价上

涨因素，市场租金为每平米 1． 46 元，人均住房补贴为

每月 4． 37 元，一年 12 个月，人均住房 补 贴 为 一 年

52． 45元。这个补贴水平大大低于国务院 1988 年关于

住房改革“25%的增资系数”的住房补贴规定，即增发

住房补贴的标准为其工资 25% 左右。如 1977 年，城

镇职工平均工资 576 元，住房补贴的 25% 即为 144
元。表 1 所示为 1953 － 1985 年城镇居民的人均房租

补贴计算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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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城镇居民的人均房租补贴( 物价指数 1950 年为 100% )

年份
城镇住房总面积

( 万米2 )

当年新增

( 万米2 )

当年折旧

( 万米2 )

当年城镇

人口( 万人)

人均公房

面积( 米2 )

物价上涨

指数

扣除物价

上涨因素( % )

房租补贴

( 元)

1953 40662 1462 800 7826 5． 20 × 0． 5 121． 4 95． 6 36． 00

1954 41205 1327 784 8249 5． 00 × 0． 5 123． 1 93． 9 35． 14

1955 41883 1446 768 8285 5． 06 × 0． 5 123． 5 93． 5 35． 65

1956 43654 2523 752 9185 4． 75 × 0． 5 123． 4 93． 6 33． 33

1957 45734 2816 736 9949 4． 59 × 0． 53 126． 6 90． 4 35． 33

1958 47638 2642 720 10721 4． 44 × 0． 56 125． 2 91． 8 35． 65

1959 50180 3246 704 12371 3． 92 × 0． 60 125． 6 91． 4 33． 94

1960 52471 2979 688 13073 4． 01 × 0． 63 128． 8 88． 2 36． 59

1961 53176 1377 672 12707 4． 19 × 0． 66 149． 6 67． 4 48． 69

1962 53288 768 656 11659 4． 57 × 0． 70 155． 3 61． 7 59． 13

1963 53641 1009 640 11646 4． 61 × 0． 73 146． 1 70． 9 57． 93

1964 54551 1534 624 12950 4． 13 × 0． 75 140． 7 76． 3 52． 14

1965 55671 1728 608 13045 4． 21 × 0． 75 139． 0 78 53． 87

1966 56159 1080 592 13313 4． 22 × 0． 75 137． 3 79． 7 50． 87

1967 57743 1080 576 13548 4． 26 × 0． 75 136． 4 80． 6 51． 03

1968 58263 1080 560 13838 4． 21 × 0． 75 136． 5 80． 5 50． 43

1969 58799 1080 544 14117 4． 17 × 0． 75 137． 8 79． 2 50． 44

1970 59351 1080 528 14424 4． 12 × 0． 75 137． 8 79． 2 47． 77

1971 59919 1800 512 14711 4． 07 × 0． 75 137． 7 79． 3 49． 28

1972 62153 2730 496 14935 3． 85 × 0． 75 137． 9 79． 1 48． 32

1973 64378 2705 480 15345 3． 87 × 0． 75 138． 0 79 48． 71

1974 66483 2569 464 15595 3． 92 × 0． 75 138． 9 78． 1 52． 10

1975 68804 2769 448 16030 3，94 × 0． 75 139． 5 77． 5 52． 79

1976 70792 2420 432 16341 3． 96 × 0． 75 139． 9 77． 1 53． 41

1977 73204 2828 416 16669 4． 01 × 0． 75 143． 7 73． 3 52． 45

1978 115541． 5 － 6400 400 17245 6． 35 144． 7 72． 3 114． 10

1979 132066 － 6400 384 18495 6． 78 147． 4 69． 6 122． 04

1980 137808 － 6400 368 19140 6． 85 158． 5 58． 5 133． 74

1981 155316． 7 － 6400 350 20171 7． 37 162． 5 54． 5 147． 98

1982 176136 － 6400 334 21480 8． 17 165． 8 51． 2 167． 65

1983 193783． 8 － 6400 318 22274 8． 40 169． 1 47． 9 176． 40

1984 218554． 7 － 6400 302 24017 8． 82 173． 7 43． 3 190． 51

1985 250940 － 6400 286 25094 9． 73 189． 9 27． 1 232． 35

注:①1950 － 1952 年城镇住房新增面积 1 462 万平米;“三五”计划 1966 － 1970 年间，住宅总竣工面积 5 400 万平米，年均 1 080 万平

米。数据来源于《城市规划》1987 年第 6 期所载“中国住宅发展简况”一文。②1978 年私房面积 6 400 万米2，根据 2． 56 亿米2 { 4 亿

米2 － ( 4 亿米2 － 1． 44 亿米2 ) } × 25% ( 私房所占比重) /当年人口计算得出。③1978 － 1985 年非农业人口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

鉴 2010》95 页，其余年限人口数据来源于《中国人口统计年鉴 1996》351 页。1978 － 1985 年城镇住房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摘要

2010》第 108 页。价格指数数据来源于《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第 24 页。④公房折旧应该限于 1950 年城镇存量住房 4 亿平

米，因为住房使用寿命一般不低于 50 年。其中，第一年折旧 800 万平米，以后折旧面积逐年递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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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城镇居民的劳保福利费

计划经济时期，通过补贴提供给城镇居民的福利

项目种类之多，连西方福利国家也望尘莫及。据测算，

无所 不 包 的 福 利 覆 盖 了 95% 以 上 的 城 镇 居 民［12］。
“一五”时期，每年支付社会保险金 27． 9 亿元，占当时

工资总额的 17． 9%，加上国家用于文教卫生和社会福

利等经费中职工享受的部分，达到工资总额的 25% 以

上，高出了劳保福利费 27． 9 亿元 /年的水平。据拉迪

( Lardy) 计算，1983 年国家给国有企业职工的各种补

贴增加到 1 000 元以上，相当于工资的 125%［13］。但

是，“一五”时期的劳保福利费，本文仍然采用 27． 9 亿

元来计算。
计划经济时期，因我国个体经济比重小而可以省

略，但两种公有制的福利差距不能忽略不计。陈佳贵

等［14］用全民所有制的劳保福利费代替全国的劳保福

利费，忽略了两者的巨大数量差别，这是明显的失误。
的确，计算集体所有制的劳保福利费是不容易的，主要

是难以找到关于 1953 － 1977 年集体单位劳保福利费

的确切数据。目前，只有 1978 － 1985 年集体所有制的

劳保福利数据，其中各年的劳保福利总额相当于工资

总额的比重分别为 9． 69%、8． 84%、8． 18%、7． 61%、
9． 61%、7． 81%、7． 01% 和 6． 01%，平 均 水 平 约 为

8． 1%，本文将其作为 1953 － 1977 年间集体所有制职

工劳保福利费相当于其工资的比重。表 2 至表 5 所示

为 1953 － 1985 年城镇居民的人均劳保福利费计算过

程及结果。
( 三) 城镇居民必要生活资料的价格补贴

计划经济时期，城镇居民受益于“低工资，高价格

补贴”政策，据当时国家计委物价研究所的乔荣章［15］

表 2 1978 － 1985 年全民所有制单位的人均劳保福利费

年份 职工总数( 万人) 劳保福利总额( 亿元) 人均( 元)

1978 7451 69． 10 92． 74

1979 7693 92． 10 119． 72

1980 8019 116． 00 144． 66

1981 8372 132． 40 158． 15

1982 8630 153． 80 178． 22

1983 8771 179． 50 204． 65

1984 8637 210． 40 243． 60

1985 8990 266． 80 296． 77

注: 劳保福利数据来源于《中国劳动工资统计资料 1949 － 1985》
第 185 页，职工数据来源于《新中国 60 年 1949 －2009》第 610 页。

表 4 1953 －1977 年城镇集体单位的劳保福利费总额 单位: 亿元

年份 工资总额 劳保福利 年份 工资总额 劳保福利

1953 1． 10 0． 09 1966 52． 70 4． 27

1954 3． 50 0． 284 1967 58． 3 4． 72

1955 8． 50 0． 69 1968 58． 0 4． 70

1956 22． 10 1． 79 1969 59． 6 4． 83

1957 34． 40 2． 79 1970 56． 8 4． 60

1958 30． 80 2． 50 1971 62． 0 5． 02

1959 29． 60 2． 40 1972 69． 6 5． 64

1960 33． 50 2． 71 1973 75． 8 6． 14

1961 36． 60 2． 97 1974 71． 00 5． 75

1962 40． 70 3． 30 1975 77． 40 6． 27

1963 38． 80 3． 14 1976 83． 10 6． 73

1964 39． 70 3． 22 1977 89． 10 7． 22

1965 47． 00 3． 81

注: 各年集体单位劳保福利费总额 = 当年工资总额 × 8． 1% ; 工

资总额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1993》第 121 页。
表 3 1978 － 1985 年城镇集体单位的人均工资与人均劳保福利

年份
职工总数

( 万人)

工资总额

( 亿元)

人均工资

( 元)

劳保福利

总额( 亿元)

人均劳保

福利( 元)

相当于全 民 所 有 制 职 工

劳保福利的比重( % )

人均 劳 保 福 利 相 当 于

人均工资的比重( % )

1978 2048 100． 20 489． 26 9． 00 43． 95 47． 39 9． 69

1979 2274 117． 20 515． 39 12． 40 54． 53 45． 55 8． 84

1980 2425 144． 50 595． 88 17． 10 70． 52 48． 75 8． 18

1981 2568 159． 60 621． 50 19． 20 74． 77 47． 28 7． 61

1982 2651 173． 10 517． 16 23． 50 88． 65 49． 74 9． 61

1983 2744 186． 50 679． 7 29． 80 108． 60 53． 07 7． 81

1984 3216 254． 00 789． 8 43． 40 134． 95 55． 40 7． 01

1985 3324 312． 30 939． 5 55． 70 167． 57 56． 47 6． 01

注: 人均工资 = 工资总额 /职工总数; 人均劳保福利 = 劳保福利总额 /职工总数; 职工数量、劳动工资数据分别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1993》第 97 和 12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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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1953 － 1977 年城镇居民的人均劳保福利费

年份
总额

( 亿元)

全民单位福

利( 亿元)

集体单位福

利( 亿元)

城镇居民

人均( 元)

1953 27． 9 35． 66

1954 27． 9 33． 1

1955 27． 9 33． 7

1956 27． 9 30． 38

1957 27． 9 28． 04

1958 30． 9 28． 4 2． 50 28． 82

1959 37． 4 35． 0 2． 40 30． 23

1960 39． 51 36． 8 2． 71 30． 22

1961 34． 47 31． 5 2． 97 27． 13

1962 31． 6 28． 3 3． 30 27． 10

1963 33． 44 30． 3 3． 14 28． 71

1964 31． 42 28． 2 3． 22 24． 26

1965 33． 41 29． 6 3． 81 25． 61

1966 34． 77 30． 50 4． 27 26． 12

1967 36． 02 31． 30 4． 72 26． 59

1968 36． 20 31． 50 4． 70 26． 16

1969 37． 43 32． 60 4． 83 26． 51

1970 38． 70 34． 10 4． 60 26． 83

1971 42． 12 37． 10 5． 02 28． 63

1972 47． 14 41． 50 5． 64 31． 56

1973 49． 24 43． 10 6． 14 32． 09

1974 49． 85 44． 10 5． 75 31． 97

1975 52． 57 46． 30 6． 27 32． 79

1976 56． 23 49． 50 6． 73 34． 41

1977 62． 22 55． 00 7． 22 37． 33

注: 城镇居民人均劳保福利费 = ( 全民单位劳保福利费总额 + 集

体单位劳保福利费总额) /当年城镇居民总数; 1958 － 1977 年全

民单位保险福利费数据来源于《中国劳动工资统计资料 1949 －
1985》第 185 页; 保险福利费用总额不包括民政部门支付的退休

金，资料来源于《中国劳动人事年鉴 1949 －1987》第 1984 页。

计算，用于城镇居民的生活补贴相当于财政价格补贴

额的 85%。30 年来，价格补贴总金额为 1 844 亿元，

其中用于人民生活基本消费品的补贴占 86%，用于农

业生产资料的补贴占 14%。本文取这两个数据的最

低值，即 85% 的价格补贴用于城镇居民生活。由于

1978 年前的数据缺失，只能采用价格补贴各年加总然

后年平均的办法。由于城镇人口与日俱增，因此出现

了在每个 10 年间价格补贴逐年减少的情况。表 6、表
7 所示为 1953 － 1977 年城镇居民人均生活必需品价

格补贴的计算过程及结果。

表 6 财政价格补贴城镇居民生活的数量 单位: 亿元

年份 补贴金额 年均 85%部分

1953 － 1960 7． 2 0． 9 0． 77

1961 － 1970 825 82． 5 70． 13

1971 － 1980 1 908 190． 8 160． 18

注: 财政对物价的补贴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1989》第 673 页。
表 7 1953 － 1977 年城镇居民的人均生活必需品价格补贴

年份
金额

( 亿元)

人均补贴

( 元)
年份

金额

( 亿元)

人均补贴

( 元)

1953 0． 77 0． 98 1966 70． 13 52． 68

1954 0． 77 0． 93 1967 70． 13 51． 76

1955 0． 77 0． 93 1968 70． 13 50． 68

1956 0． 77 0． 84 1969 49． 68 55． 19

1957 0． 77 0． 77 1970 48． 62 55． 19

1958 0． 77 0． 72 1971 162． 18 110． 24

1959 0． 77 0． 62 1972 162． 18 108． 59

1960 0． 77 0． 59 1973 162． 18 105． 69

1961 70． 13 55． 19 1974 162． 18 104． 10

1962 70． 13 60． 15 1975 162． 18 101． 17

1963 70． 13 60． 22 1976 162． 18 99． 25

1964 70． 13 55． 19 1977 162． 18 97． 29

1965 70． 13 54． 15

注: 人均价格补贴 = 财政价格补贴 /城镇居民总数。城镇居民

人口数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2010》。

( 四) 1953 － 1956 年城镇居民的货币收入

计划经济时期，城镇居民的人均货币收入和农民的

人均纯收入，大部分都可以在《中国统计年鉴》等资料中

查到，但仍然缺乏 1953 － 1956 年的城乡居民人均收入

数据。蔡昉等［16］以计划经济时期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

出及其比率为依据，计算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比。消费

支出的比较虽是比较城乡居民相对福利水平的一个重

要方法，但在储蓄率居高不下的中国，抛开居民储蓄而

仅仅用居民的消费来测量居民收入，这是严重的缺欠。
由于 1953 －1956 年间的人均收入数据缺失，因此本文

采用人均储蓄与人均消费之和来计算，结果见表 8。
( 五) 城乡居民收入比

综合整理表 1、表 5、表 7、表 8 所计算出的相关数

据，结合《中国统计年鉴》等资料中可以查到的数据，

可以得到 1953 － 1985 年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及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并籍此计算出这一时期的城

乡居民收入比，如表 9 所示。图 1 则更为直观地展现

了这一时期城乡居民收入比的变化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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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1953 － 1956 年的城乡居民人均收入

年份
城镇储蓄

( 亿元)

城镇总人口

( 万人)

城镇人均储蓄

( 元)

城镇居民

人均消费( 元)

农村储蓄

( 亿元)

农村总人口

( 万人)

农村居民

人均储蓄( 元)

农村居民

人均消费( 元)

1953 12． 20 7 826 15 59 181 0． 1 50 970 0． 02 69． 02

1954 14． 30 8 249 17． 34 183 1． 6 52 017 0． 30 70． 30

1955 16． 90 8 285 20． 40 188 3． 0 53 180 0． 56 76． 56

1956 22． 40 9 185 24． 39 197 4． 3 53 643 0． 80 78． 80

注: 全国城乡储蓄存款余额与居民消费水平数据分别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1990》第 295 与 290 页。
表 9 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

年份
城乡居民

收入比

城镇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 元)

农村居民人均

纯收入( 元)

城镇居民人均

货币收入( 元)

人均实物收入( 元)

住房补贴 劳保福利费 价格补贴

1953 3． 90 269． 23 69． 04 196． 59 36． 00 35． 66 0． 98
1954 3． 82 269． 51 70． 60 200． 34 35． 14 33． 1 0． 93
1955 3． 61 278． 68 77． 12 208． 4 35． 65 33． 7 0． 93

1956 3． 59 285． 94 79． 6 221． 39 33． 33 30． 38 0． 84
1957 3． 51 255． 92 73 191． 78 35． 33 28． 04 0． 77
1958 3． 42 261． 81 76． 55 196． 62 35． 65 28． 82 0． 72

1959 3． 46 277． 46 80． 22 212． 67 33． 94 30． 23 0． 62
1960 3． 49 294． 36 84． 28 226． 96 36． 59 30． 22 0． 59
1961 3． 98 351． 91 88． 43 220． 90 48． 69 27． 13 55． 19

1962 3． 93 364． 50 92． 79 218． 12 59． 13 27． 10 60． 15
1963 3． 71 361． 44 97． 36 214． 58 57． 93 28． 71 60． 22

1964 3． 28 335． 22 102． 16 203． 63 52． 14 24． 26 55． 19
1965 3． 27 350． 03 107． 2 216． 40 53． 87 25． 61 54． 15
1966 3． 23 352． 23 109． 03 222． 56 50． 87 26． 12 52． 68

1967 3． 22 356． 94 110． 89 227． 56 51． 03 26． 59 51． 76
1968 3． 13 352． 74 112． 79 225． 47 50． 43 26． 16 50． 68
1969 3． 14 360． 66 114． 72 228． 52 50． 44 26． 51 55． 19

1970 3． 10 361． 50 116． 68 231． 77 47． 77 26． 83 55． 19
1971 3． 67 435． 31 118． 68 247． 43 49． 28 28． 63 110． 24
1972 3． 83 462． 73 120． 71 274． 26 48． 32 31． 56 108． 59

1973 3． 80 466． 04 122． 77 279． 64 48． 71 32． 09 105． 69
1974 3． 78 471． 53 124． 87 283． 36 52． 10 31． 97 104． 10

1975 3． 75 475． 90 127． 01 289． 15 52． 79 32． 79 101． 17
1976 3． 77 486． 44 129． 18 299． 37 53． 41 34． 41 99． 25
1977 3． 77 495． 91 131． 39 308． 84 52． 45 37． 33 97． 29

1978 4． 54 607． 07 133． 60 343． 4 114． 10 45． 29 104． 28
1979 3． 77 603． 26 160． 17 349． 66 122． 04 58 02 73． 54
1980 4． 05 775． 89 191． 30 477． 6 133． 74 71． 26 93． 29

1981 3． 73 833． 11 223． 40 500． 40 147． 98 76． 79 107． 94
1982 3． 33 900． 11 270． 11 535． 30 167． 65 85． 33 111． 83
1983 3． 07 950． 08 309． 77 564． 6 176． 40 88． 08 121． 00

1984 2． 97 1 054． 28 355． 33 652． 1 190． 51 78． 08 133． 59
1985 2． 93 1 166． 62 397． 60 739． 1 232． 35 85． 61 109．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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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1953 － 1985 年城乡居民收入比的变化

三、农民自留地收入与“一平二调”对于农民的
负收入

自留地是计划经济时期农村家庭副业的重要组成

部分。然而关于农村自留地的文献不多，关于自留地

给农民带来多少收入的文献更是寥若晨星。1955 年

通过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指出: “社员应

该有小量的自留地，大约相当于全村每人平均土地的

百分之二到百分之五”［17］455。但是，自留地政策并没

有贯彻始终。1959 年庐山会议发动反右倾运动，自留

地制度遭到批判和否定。1960 年，贵州省委给中央的

《关于目前农村公共食堂情况的报告》提出: “为了办

好食堂，社员的自留地就势必转交给食堂”［17］289。同

年 3 月，中央在批转这个文件时要求各地“一律仿照

执行，不应有例外”［17］285。“文革”年间，举国上下共同

绞杀“资本主义”经济，如江西省 2 /3 的自留地被收

回。这些“左”的政策不仅扼杀了农村经济的生机和

活力，而且拉大了计划经济时期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
表 10 1956 － 1981 年农民来自自留地的收入

年份
总播种面积

( 万公顷)

自留地面积

( 万公顷)

平均单产

( 吨 /公顷)

自留地单产

( 均产 140% )

( 吨 /公顷)

自留地总产

出( 万吨)

农民人均

自留地粮食

产量( 斤)

价格以

1978 年

为 100

粮价

( 元 /斤)

农民年

总收入

( 亿元)

农民人均

收入( 元)

1957 15724． 40 559． 15 1． 46 2． 04 1140． 67 41． 70 62． 87 0． 067 1． 53 2． 79

1958 15194． 80 534． 17 1． 55 2． 17 1159． 15 43． 10 64． 66 0． 047 1． 09 2． 04

1959 14240． 47 522． 90 1． 46 2． 04 1068． 8 39． 85 65． 50 0． 047 1． 00 1． 89

1960 15057． 53 524． 31 1． 18 1． 65 8651． 11 32． 97 67． 60 0． 047 8． 13 1． 56

1961 14321． 40 516． 55 1． 13 1． 58 8161． 49 43． 62 85． 52 0． 091 14． 85 3． 97

1962 14022． 87 514． 52 1． 31 1． 83 9415． 72 33． 85 85． 61 0． 091 17． 14 3． 08

1963 14021． 80 513． 63 1． 37 1． 92 9861． 70 34． 25 85． 10 0． 091 17． 95 3． 10

1964 14353． 13 516． 56 1． 54 2． 16 11157． 70 37． 94 84． 30 0． 090 20． 08 3． 40

1965 14329． 07 517． 97 1． 63 2． 28 10809． 72 39． 10 85． 07 0． 091 19． 83 3． 54

1966 14682． 87 514． 79 1． 77 2． 48 12766． 79 41． 05 98． 40 0． 105 26． 81 4． 30

1967 14494． 27 512． 82 1． 83 2． 56 13128． 19 41． 20 98． 53 0． 105 27． 57 4． 32

1968 13982． 73 507． 77 1． 80 2． 52 12795． 80 38． 79 98． 53 0． 105 26． 87 4． 07

1969 14094． 40 507． 30 1． 79 2． 51 12733． 23 37． 31 98． 53 0． 105 26． 74 3． 91

1970 14348． 73 505． 67 2． 04 2． 86 14462． 16 41． 13 98． 53 0． 105 30． 37 4． 31

1971 14568． 40 503． 50 2． 07 2． 90 14601． 50 40． 63 98． 93 0． 105 30． 66 4． 28

1972 14791． 87 503． 07 1． 98 2． 77 13935． 04 37． 90 99． 02 0． 105 29． 26 3． 98

1973 14854． 73 501． 06 2． 19 3． 07 15382． 54 40． 90 99． 02 0． 105 32． 30 4． 31

1974 14863． 53 499． 56 2． 27 3． 18 15886． 01 41． 38 98． 98 0． 105 33． 36 4． 36

1975 14954． 53 498． 54 2． 35 3． 29 16401． 97 41． 98 99． 29 0． 106 34． 77 4． 43

1976 14972． 27 496． 94 2． 37 3． 32 16498． 41 41． 66 99． 29 0． 106 34． 98 4． 40

1977 14933． 33 496． 23 2． 35 3． 29 16325． 97 40． 67 99． 29 0． 106 34． 61 4． 30

1978 15010． 40 496． 95 2． 53 3． 54 17592． 03 43． 42 100 10． 64 37． 44 4． 62

1979 14847． 67 497． 49 2． 79 3． 91 19451． 86 49． 22 121 0． 129 50． 19 6． 33

1980 14637． 93 496． 53 2． 73 3． 82 18967． 45 47． 68 121 0． 129 48． 94 5． 78

1981 14515． 73 495． 19 2． 82 3． 95 19560． 01 48． 96 126 0． 134 52． 42 6． 58

注: 自留地面积资料来源于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的《中国耕地》( 1995) 。粮食单产、总播种面积源自《中国统计年鉴》。农副产品价格指数源自《中国

统计年鉴》( 1991) 第 257 页。关于自留地的面积，国家统计局与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自然资源和农业区划研究所的数据有出入，但两者差距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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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 年年末，据国家统计局对 2 737 户社员的调查，自

留地和十边地产量人均 45． 1 斤，比 1960 的 5． 3 斤增

加 7． 5 倍; 比 1957 年的 23 斤增加 96． 1%［18］985。1961
年自留地总产量 240 亿斤，人均产量 45 斤; 1962 年自

留地总产量是 152 亿斤，人均 28 斤［18］948。
研究自留地给农民带来的收入，需要设定: ( 1 ) 时

间: 农民自留地收入从 1957 年开始计算，到 1981 年全

面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止。1956 年以前没有

推行高级社，不存在自留地问题。( 2 ) 品种: 计划经济

时期粮食一直不足，自留地也要以粮为纲，自留地产品

一般应该是粮食。( 3) 产量: 按当年平均单产的 140%
计算。精工细作使自留地单产一般比集体耕作的土地

单产高出 30% － 50%［19］，本文取其中位数。( 4 ) 价

格: 1976 年，六 种 主 要 原 粮 每 百 斤 收 购 价 为 10． 64
元［20］，以这一年的粮食收购价格为 100%。计划经济

时期实行的是一价定律，即只有一个国家粮食收购价

格。而且，自留地产品主要是用来自给自足，没有税费

和运费，符合一价定律的规定。表 10 所示为 1956 －
1981 年农民来自自留地的收入计算结果。

以上计算结果表明，农民来自自留地的收入十分

有限，完全可以通过计划经济时期对农民的“一平二

调”( 以下简称为“平调”) 抵消。1957 － 1981 年共 25
年，年人均收入 3． 99 元，年均总收入 26． 39 亿元; 自留

地收入最高的是计划经济晚期的 1979、1980、1981 三

年，其分别是人均 6． 33 元、5． 78 元、6． 58 元。而这三

年，已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1962 年出台的农村人民公社“六十条”规定“三级

所有、队为基础”，是“平调”的法规依据。首先，三级

所有成为公社、大队对生产队的“所有”，而生产队对

大队和公社的“所有”却难以实现。公社和大队发展

经济和事业，都要从队里调人财物等，如民办教师的支

出。其次，生产队主要有生产权，大队有一定的管理

权，公社则具有主宰一切的权力。这种政治隶属关系，

为公社和大队“平调”生产队提供了组织支持。
计划经济时期，农民还有两个方面的“平调”负收

入: 一是，用于县以上政府兴办和支援各种工业和事

业。1958 年，“全国从农业社扣去的这样性质的钱可

能有二十至三十亿元”。与计划经济时期农民年均自

留地总收入 26． 39 亿元大致相当。1961 年，江苏省档

案馆( 3063 － 永久 － 1) 记载: 全省“平调”总额为 20 亿

元到 25 亿元。这就几乎相当于全国自留地一年的年

均收入。至于退赔“平调”，有名无实。1962 年中央五

部委发文以后，平调退赔变成了单纯的退赔平调的房

子，其他方面的退赔不搞了［21］。二是，从 1959 年开

始，政府部门、部队、工厂、学校在农村建立农副产品基

地。仅部队和中央机关在河北省办副食品生产基地的

就有 312 个单位，共占耕地 l07 万亩; 有些单位要地，

还要种子、肥料、劳动力，收获后全部拿走，并由当地农

民替其交公粮［21］。

四、城乡收入差距巨大被忽视的原因和根源

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工业化道路要求大量的资金支

持，在工业基础薄弱、工业自身积累能力很差的条件

下，农业“剩余”成为工业快速发展所需资金的重要来

源。这主要是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实现的。例

如，1976 年，全国 1 296 个生产队的六种主粮的生产成

本加农业税，每百斤平均是 11． 6 元，而当时国家收购

价格仅仅是 10． 64 元，亏损 10． 9%。1952 － 1992 年，

这一价格剪刀差为国家工业化提供资金积累 12 641
亿元。这就致使几乎所有的农民都亏损，到 1978 年，

全国 2． 5 亿绝对贫困人口全部在农村。
计划经济时期，IGWP 悬殊问题被忽视的主要理

论根源，可以从资本原始积累的目的、到资本原始积累

手段的合理，即计划价格的合理; 从经济合理性到平均

主义思想根源的必然性，进行系统分析。
( 一) 资本原始积累合理说

旧中国，资本主义发育水平低，需要新中国完成资

本原始积累。以重工业优先发展为目标的赶超战略，

宏观环境扭曲、资源配置高度集中的体制和微观经营

自主权缺失的机制便相继形成［22］。当重工业的技术

外部性较强时，这一战略对经济的促进作用较大; 随着

重工业技术外部性重要性的下降，重工业优先发展战

略就不利于人民福利的提高了。
1953 年开始实施的统购统销制度，把小农经济纳

入计划经济的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轨道，农产品低价

“统购”、低价“统销”，加之住房补贴和劳保福利及医疗

制度等，降低了人工成本和原料成本，相应增加了工业

利润，成为服务于赶超战略的计划经济基础制度安排。
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这一计划价格，才能实现

新中国的资本原始积累，成就今天的工业现代化和城市

繁荣。不过，这一途径既使工业品市场十分狭小; 又因

拿走的太多，造成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差距过大，农民扩

大再生产的能力缺失，因而农业和农村落后，农民贫穷。
( 二) 计划价格合理说

计划价格反映了市场价格的形成特点和要求，

“看得见的手”利用了“看不见的手”。计划经济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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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农业生产力水平低，劳动力在生产中的作用很大，

可忽略不计其他生产要素，劳动力是农业生产的唯一

要素。当劳动力供求平衡的条件下，劳动力价格，进而

农产品价格才等于农产品价值。马克思在《资本论》
第一卷提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Ⅰ，在第三卷提出社会

必要劳动时间Ⅱ。前者要求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价

值，后者要求按供求关系实现价值。但那时，劳动力严

重过剩，劳动生产率较低，决定了农产品价值大而市场

实现的价值小，这虽然违背等价交换原则，但是不违背

供求规律; 违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Ⅰ，不违背社会必要

劳动时间Ⅱ。这就是那时农产品价格低于价值的原

因。因此，计划价格是合理的。
首先，旧中国农业劳动力严重过剩的情况在新中

国并没有改变，而且有所加重，并且日益加重。计划经

济时期，农村地区的高生育率和低人力资本积累率强

化了马尔萨斯稳态，其与城乡分治、劳动力的城乡自由

流动被排除并存，这两者紧密结合、相互强化，使农业

劳动生产率难以提高。尤其是 60 年代中期以后政府

动员了近 4 000 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使农业剩余

劳动力与日俱增，农业劳动生产率与日俱降。土地等

自然资源一定，劳动力数量增加会趋向于降低劳动的

边际生产力，从而降低农民的收入水平。
其次，按不变价格计算，农业劳动生产率在 1975

年比 1957 年还低 11． 6%。农业生产周期长、自然灾

害频繁; 粮食需求弹性小; 农业技术革新缓慢，分工不

发达且难以改进。相反，工业存在专业化和分工，易于

改进技术，降低成本; 同时，城市工业部门的资本深化

度上升、技术进步加快、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
再次，工业品短缺而农产品过剩。建国之初，我们

曾提高了农产品价格，试图校正工农产品的不等价交

换，结果拉动了工业品价格上涨。
最后，采用价格方式从农民手中暗取，既能保持低

工资和原料低成本，实现工业的超额利润; 又不会在短

期内引起农民的抵触情绪。
( 三) 平均主义发展说

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平均主义思想的发展表现在

三个方面。首先，收入水平越低，平均主义倾向越强，

即整体收入水平低是平均主义分配的最根本的客观原

因。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条件下，平均分配才能确保

大家基本的生活需求，平均分配是必然选择。平均主

义的分配实践，内化为平均主义的观念和要求。在公

社化运动中，平均主义被戴上“共产主义”帽子，“劳动

不计报酬、吃饭不要钱”，一平二调，大刮“平均风”、

“共产风”。这些平均主义的实践与其理论相辅相成，

强化了平均主义。
其次，我国是一个长期处于农业社会的国家，源于

小农思想的平均主义根深蒂固。自春秋开始就有“无

处不均匀，无人不保暖”的思想。大部分中共党员出

身农民，文化水平低，且长期生活在“供给制”中，他们

都自觉不自觉地带有小生产者的某些传统思想习惯和

平均主义观念。
最后，一言九鼎的毛泽东倡导平均主义: 在 1958

年北戴河会议上，他再三要求废除工资制，因为工资制

是“向资产阶级让步”，结果发展了个人主义; 在 1966
年的《五七指示》中，他精心勾画了一幅人人绝对平等

的蓝图; 在 1974 年，他提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理

论，以此否定按劳分配，为平均主义寻找理论依据。
当然，计划经济时期的平均主义，实际是工农集团

内部的平均分配掩盖了工农集团之间的巨大收入差别。

五、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的实证研究表明，即使在不包括城镇居民享

有的远远多于农民的教育、交通、医疗、社保等福利条

件下，1953 － 1985 年共 33 年的城乡居民平均收入差

距比为 3． 44，明显高于近年来 IGWP 的最高水平———
2010 年 3． 23 的水平。其中，IGWP 低于 3． 23、仍然在

3 以上的只有 7 年，主要是发生在两个时期: 一是农村

家庭承 包 责 任 制 实 施 和 粮 价 大 幅 度 提 高 的 1983、
1984、1985 三年; 二是发生在城镇住房严重短缺、住房

补贴相 应 不 足 和 城 镇 居 民 收 入 连 年 不 变 的 1967、
1968、1969 和 1970 年。

本文提出将 1985 年作为中国计划经济的终点。
即使把 1979 年作为计划经济截止年份，1980 － 1985
年这六年的平均 IGWP 仍然是 3． 34。这并不影响本

文的结 论。如 果 把 1982 年 作 为 计 划 经 济 的 终 点，

1983、1984、1985 年 这 三 年 的 IGWP 分 别 为 3． 07、
2． 97、2． 93，为 IGWP 最小水平，因而整个计划经济时

期的 IGWP 将会更大。
中国计划经济时期的 IGWP 具有两个特征: 一是

低收入水平下 的 悬 殊 差 距，1980 年 达 到 顶 峰; 二 是

IGWP固化 特 征 明 显，其 长 期 维 持 在 一 个 较 高 的 水

平上。
综上，计划经济体制是 IGWP 悬殊的重要根源。

破解农民收入问题，需要把计划经济体制转化为市场

经济体制。有人认为，市场化能够增加农民收入，这虽

适合农民工，但并不适合农业农民［23］。我国粮食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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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产品”、农业这种弱势产业、农民这种弱势群体，

都需要财政支持，不但要发挥财政投入的杠杆和种子

作用，带动资本和技术下乡; 而且要通过税收优惠和财

政补贴中小企业，促进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扩大农民

非农就业，进而促进农民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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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Income Wide Gap between
Workers and Peasants ( IGWP) in the Planned Economy Period

ZHOU Zhitai1，ZHAI Wenhua2

( 1． Economics School of Huaibei University，Huaibei 235000，China;

2． Economics School of Jilin University，Changchun 130012，China)

Abstract In the planned economy period ，if the three elements － the urban residents housing subsidies，labor welfare，

and price subsidies，which peasants are not entitled to them，plus monetary income of urban residents，are taken into
account，the average income ratio between urban residents and peasants is 3． 44． The reason why the gap has been neg-
lected is that the prices in the planned economy period reflect the prevailing market price on the basis of the theory that
social necessary labor timeⅡdetermines value realization． At the same time，the low price unified purchase and sale of
grain and other necessary means of livelihood，reduces the necessary labor time，produces relative surplus value，and a-
chieves the goal of the primitiv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While，reservation income of farmers can be completely offset
through the " flat regulation" of their negative income．
Key words IGWP; physical income; reservation income of farmers; reasonable planned price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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