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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的城乡收入差距演化问题进行了研究。分析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收入差

距扩大具有全国普遍性 , 即东、中、西部地区都存在城乡收入差距扩大问题。同时 , 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演化经历了四个

阶段 , 呈现“X”走势 , 即 : 1978～1985 年城乡收入差距缩小 ; 1986～1991 年城乡收入差距扩大 ; 1992～1998 年城乡差距

缩减; 1999 年至今城乡收入差距重新加强。而缩小城乡差距的关键是进行农村制度创新和避免形成新的工农业产品

价格剪刀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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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 经济建

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GDP 由 1978 年的 3 624.1

亿元增加到 2004 年的 136 875.9 亿元 , 年平均增长

速度接近 10%, 人均 GDP 由 1978 年的 379 元增加

到2004 年的 10 651 元, 创造了一个经济增长的奇迹

( 林毅夫, 2004) 。但是, 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

农民收入增长缓慢, 城乡收入差距明显。2004 年, 城

乡收入差距为 3.2∶1, 同年, 全国农村有近 3 000 万人

尚未解决温饱问题, 近 6 000 万人处于低水平、不稳

定的温饱状态。而按照国际惯例, 当经济发展水平在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800～1000 美元时, 城镇居民的人

均收入大体上是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 1.7 倍,世界上

多数国家的城乡收入之比为 1.5∶1, 城乡差距已经成

为我国现代化过程中一个突出的问题。

第一 , 城乡收入差距过扩大 , 危害社会稳定 , 影

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

是城乡发展比例协调, 人与人关系协调的社会。而城

乡收入差距太大, 引发的尖锐矛盾不断增多, 恶性事

件时有发生, 社会长期稳定发展受到挑战。

第二, 城乡收入差距扩大, 导致众多农村居民无

法享受改革开放带来的成果, 同我国改革开放最终

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相背离, 也同我国社会主义本

质相违背。

第三 , 城乡收入差距扩大, 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缓

慢, 严重制约了我国内需的增长, 最终影响我国经济

发展。根据凯恩斯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 随着收

入水平的提高, 所增加的收入中用于消费的比重越来

越小, 即消费倾向越来越下降。如果长时间里城市居

民收入水平增长速度快于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增长速

度, 那么城市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 城市居民消

费降低的现象会日益突出; 而农村居民虽然消费倾向

高, 但缺乏购买能力, 产生了“有钱的人不想花, 无钱

的人不敢花”的双重错位现象, 从而制约经济发展。

因此, 如何解决城乡收入差距, 实现城乡协调发

展, 引起了各方的广泛关注。中共中央至 2004 年以

来, 连续 3 次以中央第 1 号文件来解决“三农”问题,

试图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实现城乡协调发展。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说过: “历史是连接现

在和未来的桥梁”。要解决中国城乡收入差距问题,

必须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演化过程进行分析 , 并

寻找出演化阶段及原因, 才能提出有效的解决对策。

本文在已有的研究成果基础上, 借助全国各省历年

的统计数据, 使用面板数据模型, 主要致力解决以下

问题: 第一, 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演化阶段特征及演

化趋向是什么? 城乡差距是否在中国各区域都普遍

存在? 第二, 根据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演化的内在原

因, 提出缩小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具体对策。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方法的提出

城乡收入差距是一个广受关注的问题。国外研

究城乡收入分配问题最有代表性的是库兹涅茨。库

兹涅茨在研究城乡收入差距问题时 , 提出倒 U 形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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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分配理论( Kuznets, 955) , 认为总体收入分配由农

村人口的收入分配和城市人口的收入分配两部分组

成。在经济发展过程中, 城乡两个部门在收入水平上

有着显著差异, 农业部门的收入水平小于城市部门,

农业相对于非农产业的劳动力生产率不断下降 , 带

来了城乡两个部门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只有当经

济发展到中等收入水平之后, 城乡之间的收入不平

等程度才会随着经济增长而出现持续下降趋势。

在国内, 城乡收入差距问题也长期是学术界关

注的一个热点, 其研究主要从两方面展开, 并取得了

一些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1.城乡收入差距的测定及变动趋势

大多学者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测定采用洛伦兹曲

线、十等分组分析法、基尼系数、结构相对系数、泰尔

指数和计量模型法进行研究 , 如赵满华( 1997) 运用

系数、基尼系数、结构相对系数等方法分析城乡居民

收入差距。对城乡收入差距及其变动趋势的大致判

断, 由于使用测算指标的口径不同, 得出的结论自然

差异比较大。政府公布 2004 年我国城乡人均收入差

距为 3.2∶1。李实、岳希明( 2003) 认为, 城市居民的可

支配收入没有涵盖城市居民所享有的各种各样的非

货币的一些补贴, 如果考虑这些因素, 城乡差距比目

前政府公布的差距还要大, 可能是 5∶1, 甚至是 6∶1。

2.城乡收入差距趋势变动的原因

对城乡收入差距形成的原因探讨, 主要有以下

观点比较有代表性。

从二元经济结构角度分析, 陈宗胜( 1991) 、国家

统计局农调总队课题(1994) 、李佐军(2000) 和赵满华

(1997) 从城乡二元结构、城乡人口比、农村非农产业比

重, 以及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等影响因素来考察城

乡差别, 将其中的二元经济结构视为影响城乡差别的

重要因素。从我国推行发展战略角度分析, 林毅夫

(2000) 、李佐军(2000) 、洪大用(1995) 和陆铭(2000) 等

认为, 经济发展战略选择的城市偏向在很大程度上影

响了城乡收入差距。从经济政策及其变化角度分析, 国

家统计局农调总队课题组 (1994) 和赵人伟、李实

(1997) 等认为, 国家的投资政策、分配政策和一系列相

关的方针政策影响了城乡差别。从经济社会体制角度

分析, 国家计委经济研究课题组(1996) 认为, 我国现行

的户籍制度和城镇就业制度对城乡差别起了屏蔽作

用。从金融发展角度分析, 王兴力、刘颖(2002) 从城乡

地区获取的信贷和投资有别角度考察了城乡差距的原

因。从经济增长或发展角度分析, 赵人伟、李实(1997)

从城市非国有经济的较快发展等经济增长或发展方面

来论述城乡差距的成因。从人力资本和出生率角度分

析, 郭剑雄(2005) 认为农村人口出生率过高, 而人力资

本投资过低, 是造成城乡收入差距的根本原因。

虽然, 城乡收入差距问题多年来都是学术界研

究的热点, 但是, 已有研究在以下几个方面存在不

足: 首先, 已有研究只对城乡收入差距进行了整体性

考察, 而实际上中国地区经济发展极不平衡, 因此城

乡收入差距是否在东、中、西各地区都普遍存在呢?

其次, 以往研究没有把城乡收入差距同我国高速经

济增长对接起来, 事实上, 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直接表

现是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农村居民收入所得增长慢于

城市居民收入所得的增长速度。最后, 我国城乡收入

差距演化是否符合库兹涅茨的倒 U 形假说?

本文试图把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演化同中国经济

增长对接起来, 刻画在中国高速经济增长过程中的

城乡收入差距演化问题, 同时也考察了各地区城乡

收入差距情况, 并根据城乡收入演化原因提出缩小

城乡收入差距的具体对策。

我们的分析步骤是:

首先, 假设在人均国民收入的增长和城市及农

村的人均收入之间分别有如下方程式成立

y1=αg+μ ( 1)

y2=βg+σ ( 2)

对方程( 1) 和( 2) 两边取对数, 有以下两式成立

lny1=αlng+μ ( 3)

lny2=βlng+σ ( 4)

其中 , y1 表示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 y2 表示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 g 表示人均国民收入 , α、β、μ、

σ是参数。

由于 α和 β分别是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率弹性 , 因此 , 如果 α>

β, 则说明城乡差距在扩大 , 如果 α<β则城乡收入差

距在缩小, 如果 α=β, 则城乡差距保持不变。这样, 当

我们使用历年的统计数据进行回归分析时, 就能有

效地刻画出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城乡收入差距演

化阶段及其特征。

其次, 再从经济增长方式特点来考察 α, β几种

关系形成的内在原因, 并提出具体缩小城乡收入差

距的对策。

三、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演化

1.面板数据模型

运用面板数据 ( panel data) 对宏观经济进行分

析和研究实际上是比较近期的事情。面板数据模型

是结合时间序列和横截面两者的数据进行分析 , 使

用这种方法可以提供经济的一个更加丰富的信息来

源, 它指的是在时间序列上取多个截面, 在这些截面

上同时选取样本观测值所构成的样本数据。由于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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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线性计量经济学模型当中 , 所利用的数据(样本

观察值)或者只是利用时间序列数据,或者只利用横

截面数据, 而实际上, 在对经济现象进行解释的时

候,仅仅利用时间序列数据, 或者只利用横截面数据,

不能满足经济分析的需要, 比如对经济增长同城乡

差距关系的研究,如果用横截面数据分析 , 只能选取

各省同一时期的数据进行分析, 无法反映两者之间

的时间演化上的趋向。只利用时间序列数据,即选择

某个省份( 或全国) 不同时间的经济增长与城乡差距

的数据, 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两个长期关

系, 但是无法表现出地区结构上两个关系演化的趋

势, 同时由于样本单一, 结论的可信度降低。因此, 如

果采用面板数据, 即在不同的时间上选择不同地区

的经济发展数据和城乡差距数据作为样本观测值 ,

无疑既可以在时间纬度上研究两者的演化趋向 , 又

可以在空间纬度上证明两者的演化趋向。

单方程面板数据模型的一般形式为

yit=αi+xitβi+μit

i=1,⋯, n t=1, ⋯, T

其中 , xit 为 1×K 向量 ; βi 为 K×1 向量 ; K 为解释

变量的数目。按照规范的表示, 这里 xit 和 βi 应该写

成距阵 Xit 和 Bi。为简化书写, 在本篇论文中, 采用如

上表示方法。误差项 μit 均值为零, 方差为 σ2
it。常用

的模型有以下三种情形

( 1) αi=αj, βi=βj,!i≠j, i=1, ⋯, n, t=1, ⋯, T;

( 2) αi≠αj, βi=βj,!i≠j, i=1, ⋯, n, t=1, ⋯, ;

( 3) αi≠αj, βi≠βj,!i≠j, i=1, ⋯, n, t=1, ⋯, T.

对于( 1) , 在横截面上无个体差异 , 没有结构的

变化, 则普通的最小二乘法( OLS) 估计给出了 α和 β

的一致有效估计。此时相当于把多个时期的截面数

据放在一起作为样本数据。方程( 2) 为变截距模型, 在

横截面上的个体影响不同,个体的影响表现为模型中

被忽略的反映个体差异的变量的影响, 一般分为固定

效应( fix effect) 和随机效应两种情况, 当横截面的单

位是总体所有单位时候, 固定影响模型是一个合理的

模型。方程( 3) 为变系数模型, 除了存在个体的影响

外, 在横截面上还存在变化的经济结构, 因而结构参

数在不同横截面内单位上的数值是不同的。

由于文本在研究的时候, 横截面的单位都是总

体所有单位, 同时横截面上不存在变化的经济结构,

因此我们选取的面板数据模型为变截距的固定效应

模型, 具体模型为方程( 3) 和方程( 4) 。

2.数据来源

本文中主要使用三个数据指标, 人均 GDP、城市

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纯收入。

(1) 人均 GDP。本文使用的各省( 由于重庆在 1997

年才成为直辖市和西藏的数据缺乏, 文中省略了这两

个地区) 人均 GDP 数据全部来源于各省的统计年鉴,

并以 1978 年为基准年, 换算成指数后再进行测算。

( 2) 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

纯收入也都来源各省各年统计年鉴, 并以 1978 年为

基准年, 换算成指数后再进行测算。

3.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演化特征

表 1 至表 4 是运用面板数据模型中的变截距模

型 , 对全国、东部、中部和西部的经济增长与居民收

入之间关系的计测结果。

表 1 全国经济增长与居民收入之间关系的计测结果

时间( 年) 经济增长与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关系 经济增长与农村居民纯收入关系

1978～2004 lny1=0.9097 lng+δi

p=0.0001 R2=0.98 D.W.=2.1
lny2=0.8278ln+δi

p=0.0000 R2=0.97 D.W.=2.3

1978～1985 lny1=0.8850 lng+δi

p=0.0001 R2=0.91 D.W.=1.48
lny2=1.2577 lng+δi

p=0.0000 R2=0.90 D.W.=1.58

1986～1991 lny1=0.9078 lng+δi

p=0.0003 R2=0.98 D.W.=1.54
lny2=0.7818 lng+δi

p=0.0000 R2=0.97 D.W.=1.72

1992～1998 lny1=0.9265 lng+δi

p=0.0005 R2=0.97 D.W.=1.54
lny2=1.0023 lng+δi

p=0.0020 R2=0.98 D.W.=1.26

1999～2004 y1=0.7302 lng+δi

p=0.0000 R2=0.93 D.W.=2.25
lny2=0.4791 lng+δi

p=0.001 R2=0.98 D.W.=2.16

时间( 年) 经济增长与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关系 经济增长与农村居民纯收入关系

1978～2004 lny1=0.9210 lng+γi

p=0.0000 R2=0.98 D.W.=1.71
lny2=0.8197 lng+γi

p=0.0000 R2=0.97 D.W.=1.60

1978～1985 lny1=0.9142N+γi

p=0.0001 R2=0.91 D.W.=1.46
lny2=1.2182 lng+γi

p=0.0007 R2=0.87 D.W.=1.43

1986～1991 lny1=0.9519 lng+γi

p=0.0008 R2=0.97 D.W.=1.50
lny2=0.7959 lng+γi

p=0.0000 R2=0.97 D.W.=1.56

1992～1998 lny1=0.9551 lng+γi

p=0.0001 R2=0.97 D.W.=1.67
lny2=0.8876 lng+γi

p=0.0000 R2=0.97 D.W.=1.48

1999～2004 lny1=0.6410 lng+γi

p=0.0000 R2=0.89 D.W.=2.31
lny2=0.4384 lng+γi

p=0.008 R2=0.96 D.W.=2.33

表 2 东部地区经济增长与居民收入之间关系的计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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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计测结果的分析表明, 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演

化具有以下特征:

( 1)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呈现扩大

趋势。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的增长率弹性为 0.909 7, 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

增长率弹性为 0.827 8, 即改革开放以来 , 中国经济

增长 1%, 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 0.909 7%,

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为 0.827 8%, 要比城市

居民收入增长缓慢, 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扩大。

( 2)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城乡差距扩大具有普遍

性, 即不管是经济发展比较快的东部地区, 还是经济

发展比较慢的中西部地区内部都存在城乡收入差距

扩大问题。改革开放以来, 东部地区城市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的增长率弹性为 0.921 0, 农村居民人均纯

收入的增长率弹性为 0.819 7,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的增长率弹性明显低于城市居民的收入 增 长 率 弹

性, 城乡差距在扩大。中部地区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的增长率弹性为 0.970 0,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的增长率弹性为 0.845 4; 西部地区城市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的增长率弹性为 0.984 0, 农村居民人均纯

收入的增长率弹性为 0.824 4,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的增长率弹性也都明显低于城市居民的收入增长率

弹性, 城乡差距在扩大。

( 3)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城乡收入差距虽然总体

呈现扩大趋势 , 但是具有阶段性演变特征 , 呈现“X”

型走势, 即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演变

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 , 1978～1985 年左右 ,

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缩小, 表现为这段时期, 中国城市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率弹性为 0.885 0, 而农

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率弹性为 1.218 2, 农村居

民收入增长率弹性显著大于城市居民收入增长率弹

性 , 由此可见 , 在这一时期 , 中国农村居民所得增长

速度要高于城市居民, 农村和城市的所得差别有缩

小趋势 , 第二阶段 , 1986～1991 年左右 , 中国城乡收

入差距扩大, 表现为这段时期, 中国城市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的增长率弹性为 0.907 8, 而农村居民人均

纯收入的增长率弹性为 0.781 8, 城市居民收入增长

率弹性显著大于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率弹性, 由此可

见, 在这一时期, 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又重新加强。第

三阶段, 1992~1998 年左右 , 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得到

抑制 , 城乡收入差距缩小 , 表现为这段时期 , 中国城

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率弹性为 0.926 5, 而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率弹性为 1.002 3, 农村

居民收入增长率弹性显著大于城市居民收入增长率

弹性, 农村居民所得增长快于城市居民所得增长。第

四阶段 , 1999~2004 年 , 城乡收入差距急剧扩大 , 表

现为这段时期, 中国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

长率弹性为 0.730 2, 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

率弹性仅为 0.479 1, 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率弹性显著

小于城市居民收入增长率弹性, 农村居民所得要比

城市居民所得增长慢的多。

( 4)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各地区城乡收入差距演

化也同样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 1978~1985 年

左右, 东部、中部和西部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时间( 年) 经济增长与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关系 经济增长与农村居民纯收入关系

1978～2004 lny1=0.9770 lng+λi

p=0.0000 R2=0.99 D.W.=1.68
lny2=0.8454 lng+λi

p=0.0006 R2=0.97 D.W.=1.25

1978～1985 lny1=0.7674 lng+λi

p=0.0001 R2=0.88 D.W.=1.24
lny2=0.8556 lng+λi

p=0.0007 R2=0.95 D.W.=1.72

1986～1991 lny1=0.9593 lng+λi

p=0.002 R2=0.95 D.W.=1.32
lny2=0.7661 lng+λi

p=0.0000 R2=0.91 D.W.=1.90

1992～1998 lny1=0.8722 lng+λi

p=0.0001 R2=0.97 D.W.=1.46
lny2=0.8922 lng+λi

p=0.0000 R2=0.97 D.W.=1.78

1999～2004 y1=0.8463 lng+λi

p=0.002 R2=0.94 D.W.=1.44
lny2=0.5048 lng+λi

p=0.0003 R2=0.92 D.W.=1.83

表 3 中部地区经济增长与居民收入之间关系的计测结果

表 4 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与居民收入之间关系的计测结果

时间( 年) 经济增长与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关系 经济增长与农村居民纯收入关系

1978～2004 lny1=0.9840 lng+νi

p=0.0000 R2=0.99 D.W.=1.58
lny2=0.8244 lng+νi

p=0.0000 R2=0.98 D.W.=1.68

1978～1985 lny1=0.9413 lng+νi

p=0.0001 R2=0.98 D.W.=1.44
lny2=1.212 lng+νi

p=0.0004 R2=0.89 D.W.=1.85

1986～1991 lny1=0.8379 lng+νi

p=0.0004 R2=0.94 D.W.=1.58
lny2=0.7754 lng+νi

p=0.0000 R2=0.95 D.W.=1.85

1992～1998 lny1=1.0314 lng+νi

p=0.0003 R2=0.97 D.W.=1.32
lny2=1.04 lng+νi

p=0.0000 R2=0.96 D.W.=1.88

1999～2004 y1=0.7451 lng+νi

p=0.0007 R2=0.94 D.W.=1.29
lny2=0.5030 lng+νi

p=0.0006 R2=0.94 D.W.=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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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我国工农产品价格增长率( 1992～1999 年)

增长率弹性分别为 0.914 2、0.767 4 和 0.941 3, 而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率弹性分别为 1.257 7、

0.855 6 和 1.212 1, 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率弹性在各

地区都显著大于城市居民收入增长率弹性, 由此可

见 , 在这一时期 , 在各地区 , 农村和城市的所得差别

有缩小趋势。第二阶段, 1986～1991 年左右, 东部、中

部和西部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率弹性分

别为 0.951 9、0.959 3 和 0.837 9, 而农村居民人均

纯 收 入 的 增 长 率 弹 性 分 别 为 0.795 9、0.766 1 和

0.775 4, 城市居民收入增长率弹性在各地区都显著

大于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率弹性, 城乡收入差距在各

地区又重新加强。第三阶段 , 1992~1998 年左右 , 东

部、中部和西部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率

弹性分别为0.955 1、0.872 2 和 1.031 4, 而农村居民

人均纯收入的增长率弹性分别为 0.887 6、0.892 2

和 1.04, 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率弹性在各地区显著大

于城市居民收入增长率弹性。第四阶段, 1999~2004

年 , 东部、中部和西部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增长率弹性分别为 0.641 0、0.846 3 和 0.745 1, 而

此时,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率弹性分别仅为

0.438 4、0.504 8 和 0.503 0, 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率

弹性在各地区都显著小于城市居民收入增 长 率 弹

性, 农村居民所得在各地区要比城市居民所得增长

慢的多。

四、简要结论及政策建议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总体呈现扩

大趋势, 城乡收入差距具有全国普遍性, 但是城乡收

入差距又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演进特征, 即我国城

乡收入差距呈现“X”走势: 1978 年至 1985 年城乡收

入 差 距 缩 小 ; 1986 ～1991 年 城 乡 收 入 差 距 扩 大 ;

1992～1998 年城乡差距缩减 ; 1999 年至今城乡收入

差距重新加强。根据城乡收入差距的阶段性变化特

征, 我们能得出以下缩小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政策

建议。

1.加强农村的制度创新

著名经济学家诺斯指出: “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

经济增长的关键⋯⋯, 而有效率的组织需要在制度

上做出安排和确立⋯⋯。”我国 1978~1985 年城乡收

入差距城乡缩小趋势的根本原因是, 我国经济改革

是以农村改革为突破口的, 对农村进行的制度变革

和建立了新有效率的生产组织使农村经济活力得到

了极大释放。自 1979 年, 我国农业连续 6 年获得超

常增长 , 使得农业净产值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从 1978

年的 32.8%, 提高到 1985 年的 39.8%。农村经济的

快速发展使城乡收入差距缩小 , 从 1978 年至 1985

年我国城乡收入比从 2.75 降至 1.86。因此 , 缩小我

国城乡差距的关键是进行农村制度创新, 正如舒尔

茨指出的: “制度上的相应的改变是经济现代化的必

要条件之一。”而制度是“包括各种不同的活动、结构

以及具体活动的规章制度。”近年来我国农村经济发

展缓慢, 农民收入增长停滞, 关键是现有的农村制度

结构和组织结构不合理, 必须推进农村的制度创新。

我国农村制度创新的具体方向应是: 运用以经济激

励为基础的市场方式, 通过农产品和生产要素的价

格变动来激励农民; 考虑到我国人口现实情况, 不要

建立大规模的农场, 要通过所有权与经营权合一的、

能适应市场变化的家庭农村来改造传统农业; 加强

农产品流通领域组织创新; 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为

农村引进现代生产要素、现代农业生产技术和现代

农业新品种等创造条件。

2.避免形成新的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

我国城乡收入差距长期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是

工农业产品之间的价格剪刀差明显, 即工业产品的

价格长期明显高于农产品价格, 导致农民增收困难,

农村难以形成足够的资本积累进行有效农业生产条

件改善 , 传统农业无法向现代农业转型 。 而 我 国

1992~1999 年 , 农村居民人均收入迅速增长的一个

重要原因就是农产品价格增长幅度高于工业产品价

格, 见下图 1。

因此, 缩小城乡差距必须避免形成新的工农业

产品价格剪刀差。而在市场化过程中, 避免形成新的

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 需要完成以下工作: 加强农

村基础设施建设, 特别是加强乡村公路交通建设, 有

效降低农业生产运输成本; 加快农业生产资料的生

产销售渠道改革, 改变农业生产资料垄断生产销售

的状况, 有效降低农业生产的投入支出; 政府对农产

品进行适当的补贴, 加大农业技术研究开发和推广

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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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reliminary Study of the Sources of Value and Valuation of High- Tech
Enterpr ises

XIAO Shu- fang1, LUO Dan2

(1.School of Management and Economics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Beijing 100081; 2.Commercial College Nottingham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igh Technology Enterprise determine that its sources of value are mainly come from the following

aspects, such as intelligence capital, high technique product, high growth, industrial park and high risk...etc. Furthermore, the

composing of value sources of High Technology Enterprise are also different as the firm is in different stage. When you want to

evaluate the High Technology Enterprise, first of all ,you should analyse which stage the firm is placed in and what are the

composing of value sources , and then choose the evaluating method which is fit for the value 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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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per researches the problem that the evolution of earning gap between the city and countryside in the

growth of Chinese economy. We find that the earning gap between the city and countryside is expanding in all area. In the

same time, the evolution of earning gap between the city and countryside expanded four phases, and was X current. It is im-

portant to make up new countryside institution and avoid to form new the gap of price for reducing the earning gap between

the city and countrys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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