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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從而立到不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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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   第一章  從而立到不惑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孔子十一代孫、西漢經學

家孔安國對這句話的權威解釋是：「三十年曰世。如有受命王者，

必三十年仁政乃成。」也就是說，30年叫做一代，治理國家者施

行仁政，解決民生問題，30年是一個可以初顯實效的時間區段。

以 1978年召開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三中全會作為改革起始，到

2008年為 30年，到 2018年為 40年，其間中國經歷的巨大變化

是幾千年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在世界經濟史上也是罕見的。而在

三十而立到四十不惑的 10年，特別是中國共產黨的十八大以來，

這種變化更顯突出。

改革開放成就最突出地表現為民生的普遍改善。即在高速經

濟增長和居民收入整體提高的過程中，政府也實施了大規模的農

村扶貧規劃，着力解決「三農」問題，並在推動城鄉就業擴大的同

時，加強了勞動力市場規制，建立和完善了社會保護機制，為勞

動力市場上的脆弱羣體提供了基本安全網。這些無可爭辯的事實

表明，40年的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是包容式的。但是，城鄉居民

的生活水平提高速度快慢不一，社會保護得到改善的程度也有差

別，表現為居民之間收入差距的擴大和享有基本公共服務的不均

等，都構成不容迴避的政策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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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人均收入的翻番

在迄今為止的整個改革開放期間，即 1978-2011年期間，中

國經濟增長率得以保持每年近 9.9%的速度。不僅是經濟總量，

人均收入增長也創造了奇跡。這期間，剔除通貨膨脹因素之後，

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的年平均增長率高達 8.8%。按照統計

學的一個拇指法則，7%的年均增長率可以實現 10年翻一番，而

10%的年均增長率則可以在 7年實現翻番。由此可以想像，上述

人均 GDP增長速度在 30年乃至 40年的持續，可能產生的效果。

讓我們來比較不同國家在類似發展階段上，人均收入翻一番

所需要的時間。英國在 1780年至 1838年花了 58年，美國在 1839

年至 1886年花了 47年，日本在 1885年至 1919年花了 34年，韓

國在 1966年至 1977年花了 11年。而中國在 1978年至 1987年

期間只用了 9年的時間，隨後又在 1987年至 1995年和 1995年至

2004年期間分別用 8年和 9年時間再次兩度翻番，並於 2011年

再翻一番，而這一次只用了 7年的時間。2011年至 2016年期間，

人均 GDP實際增長每年為 6.9%，再次翻番指日可待。

經濟史學家發現，自 18世紀較晚的時期開始，即大致以工業

革命為界，世界經歷了一個國家之間發展水平的「大分流」，隨後

則形成富裕國家和貧窮國家的分野格局，至今未變。因此，經濟

學家從事研究孜孜不倦的熱情和持久動機，就是探索後進國家如

何在人均收入上趕上甚至超過先進國家。而做到這一點的關鍵，

就在於落後國家能否發動起一個快於先進國家的經濟增長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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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   第一章  從而立到不惑

並在較長的時間內加以保持。作為低收入國家，如果能夠長期保

持足夠高速的經濟增長速度，無疑會創造趕超奇跡。

中國 GDP總量在 1990年只排在世界第 10位，到 1995年，

中國超過了加拿大、西班牙和巴西，排在第 7位，到 2000年，中

國超過意大利，晉升到第 6位。隨後，在本世紀前 10年中，中國

又依次超過了法國、英國和德國，到 2009年終於超過了日本，成

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僅僅位於美國之後。2011年，中國 GDP

總量為 11.2萬億美元，相當於美國的 60.3%和世界的 14.8%。中

國在近 40年的時間裏，顯著地縮小了與發達經濟體的發展水平和

生活質量差距。這一經驗充分證明，只要選對了道路，即堅持改

革開放促經濟發展的方向，相對落後的國家完全可以實現趕超。

當 GDP總量被創造出來之後，如何在各種生產要素之間，或

者經濟當事人之間進行分配，例如在資本要素所有者和勞動要素

所有者之間的分配，或者在勞動者、經營者和國家之間的分配，

決定了經濟增長的分享水平。換句話說，要看一個經濟增長奇跡

是不是真正惠及民生，除了觀察人均 GDP的增長速度，更要看城

鄉居民收入的增長速度。

國家統計局城鄉住戶調查資料顯示，從 1978年到 2015年的

37年時間裏，城鄉居民的實際收入都以驚人的速度提高，剔除物

價因素之後，農村和城鎮居民的家庭人均收入年均增長率分別為

8.2%和 7.3%。與此同時，農村人口比重從 82%下降到 44%，意

味着整體收入水平的明顯改善。從變化趨勢上看，在 20世紀 80

年代，農村居民人均收入的提高速度快於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90年代開始，農村居民收入提高速度相對滯後於城鎮居民收

0629_解讀中國改革開放_內文.indd   4 18年6月29日   下午12:27



005

入，而在 2004年以後，農村居民收入重新拾起了較高的速度，呈

現逐漸快於城鎮居民收入的趨勢。

在分析城鄉居民收入資料時，我們還可以看到一個常常被忽

略的事實，即研究者習慣於激烈抨擊的城鄉收入差距，實際上並

沒有普遍認為的那麼嚴重。通常的計算方法是，把每年的名義城

鄉收入，以農村居民收入作為 1，來計算兩者之間的比率。按照

這個方法，2015年城鎮居民名義收入為 24565元，農村居民名義

收入為 7917元，城鄉收入比為 3.1，無疑高於 1978年的 2.57，比

歷史上城鄉收入差距最小的 1983年（1.82）更是高出許多。但是，

由於農村與城鎮的生活費用不盡一致，物價變動幅度也不同，這

種忽略了價格因素，依據城鄉名義收入計算收入比的方法是不科

學的。

圖 1-1 實際城鄉收入差距起伏中趨降

資料來源：  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相關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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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   第一章  從而立到不惑

按照城鄉不同的消費價格指數進行調整，我們計算出可比的

歷年城鄉居民收入，以及城鄉收入比。觀察這一組城鄉收入比數

字，我們發現，其一，2012年的城鄉收入比為 2.18，已經低於

1978年的水平；其二，這個收入差距比 1988年的 1.52仍然高出

不少，說明城鄉收入差距經歷了一個 U字型的變化過程，即在改

革之後一度顯著下降，隨後再次擴大；其三，2012年的城鄉收入

差距已經低於 2004-2011年三年的水平，顯示出縮小的趨勢；最

後，自 2013年開始，國家統計局採取了城鄉一體化的調查口徑，

把此前農村採用農戶純收入和城鎮採用可支配收入，統一為人均

可支配收入。按照最新資料，2015年城鄉收入差距已經縮小為

1.91。

不僅如此，現行統計體系中的住戶調查，因遺漏了農村勞動

力外出打工的收入，因此，圖 1-1中顯示的城鄉收入差距，很多

年裏仍然包含着高估的成分。由於官方統計系統內的住戶調查，

在 2013年以前是分城鄉獨立進行的，因此，舉家遷入的農村家庭

和外出打工農村家庭成員，既因難以進入抽樣範圍而被顯著排除

在城市樣本外，又因長期外出不再作為農村常住人口，而被大幅

度排除在農村樣本住戶的調查覆蓋之外。

一些研究者無疑注意到了現行城鄉住戶收入統計的這一缺

陷，嘗試從不完善的統計體系中挖掘出相關的證據，告訴我們更

加接近於真相的城鄉收入差距。他們選擇一個發達地區省份浙江

和一個西部省份陝西，通過對包括統計局記賬戶和抽取的其他住

戶進行調查，重估了被城市和農村遺漏的農民工收入。結論是，

僅因官方統計系統的住戶調查抽樣和定義中存在的問題，就導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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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平均被高估 13.6%，農村居民純收入平均被

低估 13.3%，城鄉收入差距平均被高估了 31.2%1。

1.2  世界減貧範例

中國實施改革開放政策以來，不僅實現了世界上最快速的經

濟增長，最大程度地改善了人民生活水平，也實現了世界上規模

最大的扶貧、減貧。1978年，按當時中國政府確定的貧困標準

每人每年 100元統計，不足溫飽的貧困人口為 2.5億人，佔農村

總人口的 30.7%。1984年，扶貧標準提高到每人每年 200元，

貧困人口下降到 1.28億，貧困發生率降低至 15.1%。進一步，按

照 2010年的扶貧標準 1274元統計，農村貧困人口從 2000年的

9422萬人，減少到 2010年的 2688萬人，相應地，貧困發生率從

10.2%下降到 2.8%（圖 1-2）。

1 高文書、趙文、程傑：〈農村勞動力流動對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統計的影響〉，蔡昉主編《中

國人口與勞動問題報告 No. 12—「十二五」時期挑戰：人口、就業和收入分配》，北京：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 228-24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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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   第一章  從而立到不惑

圖 1-2 扶貧標準提高的同時貧困發生率下降

資料來源： 國家統計局（歷年），《中國統計年鑒》，中國統計出版社。

2011年中央政府把國家扶貧標準大幅度提高到以 2010年不

變價為基準的 2300元，比 2009年提高了 92%。這一新標準的出

台，使得全國貧困人口數量和覆蓋面由 2010年的 2688萬人擴大

到了 1.28億人。按照國際可比的購買力平價法，這一新的扶貧

標準相當於人均每天 1.8美元，超過了世界銀行 2008年制定的每

天 1.25美元的國際貧困標準。如圖 1-2所示，在這個新標準下，

農村貧困人口繼續大幅度減少。李克強總理在 2018年全國人民

代表大會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2012-2017年的五年中，共

幫助貧困人口 6800多萬脫貧，按照新標準計算的貧困率從 10.2%

下降到 3.1%。

中國扶貧開發以及在整體上提前完成千年發展目標的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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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得到了國際社會的普遍讚譽。世界銀行認為，中國扶貧開

發所取得的成就深刻地影響着國際社會。聯合國開發計劃署也

認為，中國的扶貧成就為發展中國家甚至整個世界提供了一種模

式。亞洲開發銀行認為：中國扶貧開發有許多經驗，值得其他國

家學習。中國扶貧領域取得的成就，在亞洲首屈一指，中國政府

完全可以為之驕傲。

這些國際機構承認，30年來，全人類取得的減貧事業成就

中，三分之二應歸功於中國。其實不僅如此。在 1981-2013年期

間，按照世界銀行標準界定的全世界絕對貧困人口，即每天收入

不足 1.9國際美元（2011年不變價）的人口，從 18.93億減少為

7.66億，同期中國從 8.78億減少為 2517萬，這就是說，中國對全

球扶貧的貢獻率為 75.7%。這是中國對國際扶貧和發展事業的巨

大貢獻，也是對人類文明和進步事業的巨大貢獻。

回顧中國農村多年的發展歷程，緩解貧困的過程可以分為三

個階段。第一階段，是 20世紀 80年代初期到 80年代中期的一段

時間。對農村經濟體制的全面改革，成為這一時期促進國民經濟

快速發展的主要動力，農村居民整體收入增長，成為這一時期減

貧的主要因素。

1978年開始農業經營制度進行了重大的變革，以家庭承包經

營制度取代人民公社的集體經營制度，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生產積

極性，與提高農產品價格、加速農業結構調整以及鄉村工業化等

一道，全面促進了農村經濟的增長。以鄉鎮企業為代表的鄉村工

業化在這一時期也開始發展，不僅增強了農村經濟的活力，也給

一些有知識、有技能的農村勞動力拓展就業管道、實現脫貧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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