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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居民收入差距呈现出不断

扩大的趋势。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基尼系数从改革

前的 0.2-0.25 上升到目前的 0.47-0.49。不断加剧的收入差距问

题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大量学者将目光投向工资收入不

平等的相关问题。遗憾的是，对非工资性收入分配，如资本收入

（资本收入的来源包括利息收入、股息与红利收入、保险收益、

租金收入和知识产权收入等）则鲜有学者进行研究。由于高收入

者往往拥有更多的资产，可以凭此获得更多的资本收入，因此会

产生“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马太效应，这进一步加剧收入分

配不平等。因此在研究收入分配问题时需要对资本收入给予足够

重视。 

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领导力与组织管理系迟巍老师基于 1988

年至 2009 年的中国城镇住户调查数据，对资本收入与收入分配

问题展开了研究。该研究成果以论文的形式发表在 2012 年《比

较经济学》（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题为《资

本收入与收入不平等——来自中国城镇地区的证据》。研究发现，

我国城镇居民资本性收入在过去的 20 年中经历了快速的增长。

尽管绝对金额仍处于较低水平，但是资本收入分配不均现象却十

分明显。分地区看，东部地区资本收入的平均水平最高、分配不

平等现象也最为突出。 

在1988年至2009年间，我国城镇居民资本收入高速增长，

在绝大部分年份中其增速超过 20%。尽管增速喜人，资本收入的

分配却极为不均。对于绝大部分城镇居民而言，资本收入占其总

收入的比例不足 2%。但是对于总收入前 1%的高收入人群而言，

近几年来资本收入占其总收入的比重超过了 30%。在居民各项收

入来源中，资本收入分配不均的现象最为明显。 

资本收入相比于其他收入来源（如工

资收入、转移收入等）分配不均的情

况最为明显。同时资本收入的集中度

还在逐年增加，1988 年至 2009 年间

其集中度增加了近 30%。尽管如此，我国

资本收入集中度还是低于其他发达国家。在

2003 年，我国居民资本收入的基尼系数

为 0.6 左右，而美国、英国和德国同期水平则在 0.8

左右。此外，我国资本收入占总收入比重（2003 年不

足 2%）也明显低于其他发达国家同年水平（美国：

9%，英国：4%，德国：5%）。由于我国资本收入占

总收入比重较低，因此其对我国整体收入分配不平等

的影响有限。 

分地区来看，东部地区的平均资本收入水平最高，

资本收入分配差距也最大。东部、中部和西部三个地

区中，东部地区资本收入对收入不平等的贡献最大。

从收入来源看，投资收入（包括利息收入、股息和红

利收入等）是资本收入的主要来源，对资本收入分配

不平等的贡献也最大。 

迟巍老师的研究表明资本收入并非是我国城镇地

区收入分配不平等加剧的主要原因。但是有鉴于资本

收入分配高度不均的事实，如果资本收入占总收入的

份额增加，那么我国居民收入差距将进一步扩大，相

关部门对此需要高度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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