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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乡镇企业发展与区域差异

魏后凯

　　当前, 我国农村地区的发展差异已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由于近年来我国农村经济

主要是依靠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来推动的, 因此, 农村地区发展差异与乡镇企业的发展密切相

关。然而, 至今为止, 人们对乡镇企业的发展对农村地区差异形成的影响还缺乏较深入系统的

研究。有鉴于此, 本文将利用系统的统计资料和实证分析方法, 着重探讨改革开放以来乡镇企

业的发展对农村地区差异形成的影响。

一、我国乡镇企业发展地区差异的变迁

从统计上看, 地区差异的变动受所选择的经济指标、价格水平、地域单元、时点选择以及衡

量方法等诸多因素的影响。由于资料的限制, 我们选择了人均乡镇企业总产值作为主要分析指

标。各地区乡镇企业总产值数据均来源于农业部出版的有关年鉴和资料, 而人口数据则来自国

家统计局编辑的《中国统计年鉴》和《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历史统计资料汇编 (1949-

1989)》。

在地域划分上, 我们选择省区和三大地带两个层次进行分析。在省区分析中, 西藏由于缺

乏较系统的资料而未包括在内, 海南则合并在广东省之内。至于三大地带的划分, 我们采用了

农业部乡镇企业司提出的综合发展水平分类法。按照这一分类法, 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上

海、辽宁、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 10 省市, 中部地区包括黑龙江、吉林、山西、河南、

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陕西、四川 10 个省, 西部地区则包括内蒙古、宁夏、甘肃、青海、新疆、云

南、贵州、西藏、广西、海南 10 个省区①。

至于地区差异的衡量, 我们采用目前国际上通用的变异系数 (CV ) 和加权变异系数

(CVw )这两个综合指标。其中, 加权变异系数自 1965 年美国学者威廉逊 (J. G. W illiam son)提

出以后, 现已在国际上得到了比较广泛的应用。同时, 为了考察地区差异变动的最大幅度, 我们

也计算了各地区人均乡镇企业总产值的极值差率 ( IM )。极值差率为最大值与最小值之比。对于

东部与中西部地区之间的相对差距, 我们将采用相对差率 ( IR )指标来进行衡量。相对差率的计

算公式为 (大值- 小值) ö大值×100%。由于CV、CV W、IM 和 IR 都是相对差异指标, 因此我们采

用当年价格进行计算。实际上, 采用当年价格并不影响地区相对差异变动的总体趋势。

表 1 是对我国省际乡镇企业发展差异进行统计分析的结果。从表中可以看出, 我国省际人

均乡镇企业总产值的差异是相当大的, 而且, 自 1986 年以来, 最高与最低乡镇企业发展水平地

区之间的相对差距呈不断扩大的趋势。1986 年, 我国人均乡镇企业总产值最高的地区是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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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农业部乡镇企业司编《全国加快发展中西部乡镇企业经验交流会文件汇编》(1993 年 2 月)第 254- 26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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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的地区是贵州, 上海的人均乡镇企业总产值大约是贵州的 1214 倍。然而, 到 1995 年, 人均

乡镇企业总产值最高的浙江为 1731416 元, 最低的青海只有 34112 元, 浙江是青海的 5018 倍。
　　表 1　 28 省、市、区人均乡镇企业总产值差异

年份 人均产值 (元) 极值差率 变异系数 加权变异系数

1978 5113 1418 017850 016452

1980 6813 2518 018771 017716

1984 16612 1615 018468 017274

1985 26514 1216 017789 016846

1986 33615 1214 017919 016951

1987 46113 1417 017904 016889

1988 59716 1717 018541 017326

1989 76118 1618 018256 016918

1990 84210 1813 018331 016852

1991 101412 1816 018511 016880

1992 151810 2415 018719 017205

1993 270413 2712 018036 016848

1994 382419 4911 018921 017996

1995 574118 5018 018157 016730

　　变异系数和加权变异系数是衡量地区差异大小的两个重要综合指标。一般地说, CV 和

CV W 值越大, 说明地区差异也越大。改革开放以来, 按 28 省、市、区计算的CV 和CV W 值基本

上呈锯齿状波动, 而且具有一定的周期性。这种周期性波动是国家宏观政策变化的结果。总体

上看, 在 1978- 1985 年、1985- 1990 年、1990- 1993 年以及 1993- 1995 年, 我国乡镇企业发

展的省际差异出现了 4 次从扩大到缩小的周期性波动。在这 4 次周期性波动中, 省际差异扩大

的时期刚好是全国经济增长速度加快或者国家强调沿海经济发展的时期; 而省际差异缩小的

时期恰好是进行宏观经济调整或者国家注重内地经济发展的时期。很明显, 改革开放以来, 我

国省际乡镇企业发展差异的这种周期性波动与省际收入差异变动的总体格局不大相同。有研

究表明, 1978 年以来, 我国省际人均国民收入差异大体呈现出不断缩小的趋势①。

三大地带间乡镇企业发展差异与省际差异的变动趋势基本一致。从表 2 可以看出, 1980

年以来我国三大地带间人均乡镇企业总产值的CV、CVW 和 IR 值也呈现出明显的周期性波

动。波动周期的起止年份与省际差距的变动基本一致。不同的是, 自 1985 年起, 三大地带的

CV、CV W 和 IR 值都在向不断增加的方向变动。这说明, 80 年代中期以来三大地带间乡镇企业

的发展差距出现了逐步扩大趋势, 这种状况直到 1995 年才有所改变。而且, 相比较而言, 东部

与西部地区间乡镇企业的发展差距 ( IR 2) 要远大于东部与中部地区间的乡镇企业的发展差距

( IR 1)。

对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地区间乡镇企业发展差异变动的这种周期性波动, 我们是不难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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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魏后凯:“论我国区际收入差异的变动格局”,《经济研究》, 1992 年第 4 期; 刘树成、龚益、李强、吴优:“中国各地区间

收入差异的计算、分析与政策建议”, 载刘树成、李强、薛天栋主编《中国地区经济发展研究》, 中国统计出版社, 1994 年版; 杨

开忠:“中国区域经济差异变动研究”,《经济研究》, 1994 年第 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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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上作出解释的。我国乡镇企业的前身是社队企业①。1978 年, 中央在《关于加快农村发展若

干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社队企业要有一个大发展”, 并随之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在中央

政策的支持下, 上海、江苏、浙江等沿海少数地区因基础好、起步快, 其乡镇企业率先获得了迅

速发展。因此, 在乡镇企业发展的初始阶段, 地区差距出现一定程度的扩大, 这是十分自然的。
　表 2 三大地带间人均乡镇企业总产值差异

　
人均总产值 (元)　

东部 中部 西部

R1

IR2 CV CVW

1980 11919 4411 2014 6312 8310 018455 015913

1985 45213 18212 7910 5917 8215 018105 015573

1988 106016 38811 14819 6314 8610 018876 016104

1989 134113 50415 19018 6214 8518 018761 015999

1990 147217 55711 22316 6212 8418 018610 015920

1991 178719 66411 26119 6219 8514 018743 016017

1992 273119 95012 39813 6512 8514 018967 016260

1993 478811 173617 78015 6317 8317 018596 016025

1994 702019 237117 81513 6612 8814 019489 016542

1995 974214 409414 148012 5018 8418 018271 015566

　　注: IR1为东部与中部地区间的相对差率; IR2为东部与西部地区间的相对差率。

进入 80 年代, 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 中西部尤其是中部一些省区的乡镇企

业开始崛起, 乡镇企业的发展出现了由沿海向内地逐步推进的趋势。从 1980 年到 1985 年, 东

部地区乡镇企业总产值占全国的比重由 6419% 下降到 6312% , 中部地区由 3013% 提高到

3119% , 而西部地区则基本上保持不变 (参见表 3)。可以认为, 在 80 年代上半期, 中部一些省

区乡镇企业的崛起是促使地区差异趋于缩小的重要原因之一。
　　表 3 三大地带乡镇企业总产值占全国的比重 单位: %

　 1980 1985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东部 6419 6312 6517 6511 6419 6513 6616 6514 6716 6217

中部 3013 3119 3012 3018 3017 3014 2910 2918 2818 3310

西部 418 419 411 411 414 413 414 418 316 413

　　1985 年以后, 我国乡镇企业发展进入了高速增长的阶段。在高速增长的宏观背景中, 沿海

一些省、市由于地理位置优越, 城镇化水平较高, 加之经济技术力量雄厚, 原有基础较好, 其乡

镇企业发展突飞猛进, 由此导致地区发展差距出现逐步扩大的趋势。从表 3 中可以看出, 在

1985- 1988 年间, 东部地区乡镇企业总产值占全国的比重在逐步提高, 而中西部地区则在不

断下降。

在 1989- 1990 年以及 1993 年和 1995 年, 地区间乡镇企业发展差异的缩小与国家宏观政

策密切相关。在三年“治理整顿”期间, 由于经济紧缩特别是银根抽紧, 乡镇企业投资急剧减少,

增长速度放慢, 大批乡镇企业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 数百万乡镇企业职工又回到了农田②。在

·85·

中国乡镇企业发展与区域差异

①

② 参见陈乃醒、胥和平、王延中:《中国乡镇工业发展的政策导向研究》, 经营管理出版社 1994 年版, 第 47 页。

1984 年正式把社会队企业改名为乡镇企业, 并规定乡镇企业包括乡、村两级集体企业、部分农民经营的合作企业,

以及农民家庭经营的个体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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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区尤其是高收入地区增长速度迅速回落的情况下, 地区间乡镇企业发展差距趋于缩小是

很自然的。1993 年初, 国务院作出了《关于加快发展中西部地区乡镇企业的决定》, 并相继制定

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这一政策的实施无疑有助于推动中西部地区乡镇企业的发展, 对于遏止

地区差距的扩大起了积极的作用。

二、乡镇企业发展对农村地区差异的影响

乡镇企业发展对我国农村地区居民收入差异形成的影响已越来越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广泛

注意。利用 1986 年我国农村居民家庭收入和消费支出的抽样调查资料, 赫塞恩 (A. H u ssain)

等人发现, 在所分析的 10 个样本省中, 有 6 个省的农村居民收入差异的一半以上可由非农产

业活动来解释①。张平利用 1988 年农村居民家庭年人均可支配性收入资料, 在对 28 个省份的

基尼系数进行分解后发现, 从乡镇企业中得到的工资性收入是农村地区居民收入差距拉开的

根本性因素②。最近, 罗斯高 (Sco t t Rozelle) 利用江苏省 1983- 1989 年农村工农业总产值数

据, 对我国乡村工业化与农村地区差异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③。他认为, 当前我 国农村地区

差异主要表现为地区之间如县、乡、镇之间的差异, 而且, 几乎所有的这种差异都可以由农村工

业部门来解释。

以上研究大多是利用个别省份或个别年份的资料, 考察了乡镇企业或非农产业发展对省

内农村居民收入差异的影响。然而, 省内差异只是地区差异的一部分。地区差异不仅包括省内

差异, 而且也包括三大地带间和省际差异。对中央政府来说, 三大地带间和省际差异将更具有

实际意义。因为在目前中央分权的情况下, 省内差异将主要依靠地方政府来解决, 而中央政府

则应把主要精力放在着手解决地带间和省际差异上面。因此, 深入考察乡镇企业发展对地带间

和省际农村居民收入差异的影响, 以全面揭示乡镇企业发展与农村地区差异之间的关系, 这是

很有必要的。

总的说来, 乡镇企业发展对农村居民收入差异的形成既有着直接的影响, 也有着间接的影

响。直接影响主要体现为农民从乡镇企业中获得的工资收入和补贴直接增加了农民家庭的可

支配性收入。间接影响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通过税收上交和利润提留等途径, 乡镇企

业的发展直接增加了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 二是乡镇企业的发展将通过产业之间的前后向关

联, 产生地区乘数作用, 从而促进相关产业特别是农业、公共设施和私营企业的发展; 三是农民

家庭由于工资性收入的增加, 其消费支出也将随之扩大, 而消费支出的扩大无疑将有助于刺激

地区经济的增长。这里, 由于资料的限制, 我们着重探讨三大地带乡镇企业发展对农村地区居

民收入差异的直接影响。

为便于分析, 我们将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 (N I)分解为乡镇企业工业性收入 (W I) 和非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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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Sco tt Rozelle: “Rural Industrialization and Increasing Inequality: Em erging Patterns in Ch ina’s Refo rm ing

Econom y" , J ou rna l of Comp ara tive E conom ics, V o l. 19 (1994) , N o. 3, pp. 362- 391。

张平:“农村区域间居民的收入分配”, 载赵人伟、基斯·格里芬主编《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 1994 年版, 第 296- 312

A thar H ussain, Peter L an jouw and N icho las Stern, 1991: " Incom e Inequalyty in Ch ina: Evidence from househo ld

Survey D ata" , T he D evelopm en t E conom ics R esearch P rog ram , N o. 18, L ondon Schoo l of Econom ics,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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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收入 (NW I)两部分, 即N I= W I+ NW I①。假设以下标E 代表东部地区, 下标M 和W 分别代

表中部和西部地区, 那么, 东部与中部地区间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绝对差距V W I= N IE -

N IM , 东部与中部地区间农民家庭人均工资收入的绝对差距V N I= W IE- W IM , 工资收入差距对

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差距的贡献率DON =
V W I

V N I
×100◊ 。同样, 我们可以计算出东部与西部地

区间人均乡镇企业工资收入差距对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差距的贡献率。

从表 4 中可以看出, 目前东部与中西部地区间农民人均纯收入差距大约有 40- 50% 是来

源于乡镇企业的工资收入差距。而且, 自改革开放以来, 东部与中部地区间人均乡镇企业工资

收入差距的贡献率大体保持在 40% 左右, 而东部与西部地区间这一比重侧呈现出不断增加的

趋势。1980 年, 东部与西部地区间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差距仅有 2719% 来源于乡镇企业的工

资收入差距, 1985 年这一比例已提高到 4312% , 1990 年提高到 4416% , 1993 年又提高到

5412%。需要指出的是, 近年来, 由于国家采取一些积极的措施, 加快中西部地区乡镇企业的发

展, 东部与中西部地区间乡镇企业工资收入差距对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差距的贡献率开始出

现下降的趋势。

通过以上分析, 我们不难得出结论: 各地区乡镇企业发展的不平衡是导致近年来农村地区

收入差异扩大的最重要原因之一。因此, 对中央政府来说, 要遏止农村地区间居民收入差距的

扩大趋势, 并促使其朝着不断缩小的方向努力, 关键是要加快中西部特别是经济落后地区乡镇

企业的发展。
　　表 4 三大地带乡镇企业发展与农村居民收入差距 单位: 元、%

　 1978 年 1980 年 1985 年 1990 年 1991 年 1992 年 1993 年 1995 年

人均 N IE 141 220 464 867 928 1031 1261 2245

纯 N IM 121 183 357 601 596 661 729 1314

收入 N IW 106 162 316 553 567 629 722 1159

人均 W IE 16 23 88 196 226 299 433 725

工资 W IM 8 11 42 97 109 140 214 382

收入 W IW 5 7 24 56 66 100 141 223

东中 V N I 20 37 107 266 332 370 532 931

部间 VW I 8 12 46 99 117 159 219 342

差距 DON 4010 3214 4310 3712 3512 4310 4112 3617

东西 V N I 35 58 148 314 361 402 539 1086

部间 VW I 11 16 64 140 160 199 292 502

差距 DON 3114 2719 4312 4416 4413 4915 5412 4612

　　资料来源: 农业部乡镇企业司编,《全国加快发展中西部乡镇企业经验交流会文件汇编》(1993 年 2 月) ;《中国乡镇企业

统计摘要》(1994) 和《1995 年全国乡镇企业基本情况及经济运行分析》(1996 年 4 月) ; 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

(1994、1996)和《中国农村统计年鉴》(1993)

(作者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责任编辑: 李　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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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分析过程中, 我们采用农民人均占有乡镇企业工资作为W I的替代指标。农民人均占有乡镇企业工资包含一部分

外地民工和在乡镇企业工作的城镇职工 (如星期日工程师)的工资。在广东、江苏等地, 这种情况较为突出。然而, 就全国而

言, 外地民工和城镇职工工资所占的比重并不太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