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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民族地区收入分配差距与社会稳定问题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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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当一个地区收入水平出现差距并呈逐渐加大趋势时 ,就会对人们的观念和信心产生影响 ,甚至对社会的进

　　　步和发展产生负面效应。但是 ,地区性的收入分配不可能完全平均 ,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在承认一定范围内收入差距存

在的情况下 ,尽量避免这种差距拉大。通过对青海民族地区收入差距的分析可以看到 ,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 ,随着社

会经济的不断发展 ,收入差距呈现出逐渐加大的趋势并对该地区的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产生明显的影响。为此 ,就应

该采取积极而有效的治理对策 ,以缩小差距、促进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和经济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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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青海民族地区社会稳定问题越来越受到更多的关注 ,这不仅是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社会问题 ,而且

县*还涉及到民族地区的政治安全和经济发展。本课题研究中所涉及的青海六个民族自治州和东部地区的五个民族自治 ,行政

% [1 ]区划面积 71. 59万平方公里 ,占全省总面积的 99. 12% ;人口 318. 27万 ,占全省的 59. 09 。近年来 ,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

下 ,由于受自然和历史等条件的影响 ,民族地区的收入分配也越来越不平衡 ,收入差距正在逐步扩大 ,这不仅严重地影响到该地

区的经济发展 ,而且给社会稳定也带来一定的隐患。

　　—、青海民族地区收入分配差距的基本状况

青海民族地区收入分配差距的基本状况 ,既反映了该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 ,也暴露了民族地区收入分配过程中存

在的一些政策误区和制度缺陷。正确认识其差距 ,是遏制差距扩大 ,积极治理社会经济的基础和前提。青海民族地区收入分配差

距主要表现在不同民族行政区内收入水平的差距、两类民族地区之间收入水平的差距、各民族行政区域内城乡之间收入水平的

差距。

1、各民族行政区域内城乡之间收入水平的差距。在同一个地区 ,由于居民的群体结构和户籍关系不同 ,尤其是收入来源结

构的不同 ,决定了各民族行政区域内城乡之间收入水平也存在较大差距。如在表一中所反映的青海省各民族自治州和东部五个

民族自治县城乡之间收入水平的差距状况。2003年 ,全省民族地区城乡收入差距为 4914. 90元 ,而 2004年 ,全省民族地区城乡人

均收入分别为 7319. 67元和 2004. 6元 ,差距为 5315. 07元。显然 ,这种差距在呈现扩大趋势的同时 ,也表现在年度的增长速度有所

不同。而在一个特定的民族自治地区 ,这种城乡差距普遍存在 ,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也明显高于乡村农牧民的纯收入。经过统

计和调查发现 ,社会经济越不发达的地区 ,这种差距越大。例如 ,经济比较落后的玉树藏族自治州 , 2003年 ,城镇居民人均收入为

7104. 0元 ,而农牧民人均收入只有 1496. 0元 ,二者相差达 4. 7倍 ; 2004年 ,城镇居民收入为 7883. 7元 ,农牧民人均纯收入只有

1669. 1元 ,二者相差依然在 4. 7倍。又如 ,海南藏族自治州 , 2004年 ,城镇居民和农牧民的人均收入相差近三倍 (如表一 )。民族地

区内部这种城乡收入分配差距的存在 ,给地方政府协调民族分配政策带来一定的压力。2003年 ,在六个民族自治州 ,城乡居民收

入的平均差距为 4896. 67元 ,而 2004年 ,这一平均差距则扩大到 5355. 08元 ,整个民族地区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也由 2003年的

5089元扩大到 2004年的 5280. 4元。

2、不同民族行政区内社会居民收入水平的差距。2004年 ,青海六个民族自治州和东部地区的五个民族自治县社会居民人均

收入水平分别为 3585. 22元和 2340. 33元。在六个民族自治州中 ,社会居民人均收入差距较大 ,最高的海西藏族蒙古族自治州 ,

2003年人均收入为 5605. 18元 , 2004年达到 5945. 66元 ,远远高于全省民族地区的平均收入水平 ;最低的黄南州和玉树州分别为

2236. 66元和 2405. 20元。2003年 ,黄南地区的居民平均收入是海西地区收入水平的 39. 90% ; 2004年 ,玉树地区的收入水平是 40.

45% , 2004年与 2003年相比 ,人均收入只有 2405. 20元 ,下降了 6. 36% (如表二 )。东部地区的五个民族自治县的人均收入水平要

低于六个民族自治州的收入水平 ,甚至低于整个民族地区居民的平均收入水平。但从发展的角度看 ,东部地区的五个民族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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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要比六个民族自治州人均收入水平年增长速度快 ,从 2003年到 2004年增长 36. 12% ,而六个民族自治州只增长了 7. 77% ,远远

低于全省民族地区的收入增长速度 ( 2003年到 2004年全省民族地区增长速度为 17. 18% )。

　　表 1 2003— 2004年青海省各民族地区城、乡人均收入水平统计表

地　区

项　目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 农牧民人均纯收入 (元 )

2003年 2004年 增长 (% ) 2003年 2004年 增 (% )

海北藏族自治州 6512. 0 7030. 0 7. 95 1705. 0 1846. 5 8. 44

海西藏族蒙古族自治州 7193. 0 7895. 5 9. 77 2338. 0 2368. 4 2. 14

海南藏族自治州 5805. 0 6301. 0 8. 54 2084. 0 2258. 7 8. 37

黄南藏族自治州 6617. 0 6747. 8 2. 00 1538. 0 1661. 4 8. 0

果洛藏族自治州 7007. 0 7639. 7 9. 03 1697. 0 1562. 1 - 7. 97

玉树藏族自治州 7104. 0 7882. 7 9. 50 1496. 0 1669. 1 11. 57

六个民族自治州 6793. 8 7394. 8 8. 8 1795. 2 1915. 5 6. 7

五个民族自治县 5916. 4 6474. 6 9. 40 1253. 0 1873. 9 49. 55

全省民族地区平均水平 6589. 8 7173. 7 8. 90 1500. 0 1893. 3 26. 22

青海省平均水平 6731. 9 7319. 7 8. 73 1817. 0 2004. 6 10. 32

　　　　注:①资料来源:根据青海省 2003年、 2004年统计年鉴测算。

　　　　　②青海经济信息网: http: www. qhei. g ov. cn

　　表 2 2003年— 2004年青海省民族地区社会居民人均收入统计表

各民族地区 2003年人均收入 (元 ) 2004年人均收入 (元 ) 年增长 (% )

海北藏族自治州 2813. 92 3075. 18 9. 28

海西藏族蒙古族自治州 5605. 18 5945. 66 6. 07

海南藏族自治州 2963. 25 3197. 82 7. 92

黄南藏族自治州 2236. 66 2890. 06 29. 21

果洛藏族自治州 2936. 00 3092. 13 5. 32

玉树藏族自治州 2568. 66 2405. 20 - 6. 36

六个民族自治州 3326. 71 3585. 22 7. 77

五个民族自治县 1719. 34 2340. 33 36. 12

全省民族地区平均 2553. 80 2992. 43 17. 18

青海省平均水平 2433. 22 2798. 29 15. 00

　　　　注:资料来源:根据青海省 2003年、 2004年统计年鉴测算。

3、两类民族地区之间收入水平的差距。青海民族地区的六个民族自治州虽然自然条件恶劣 ,经济落后 ,社会发育程度低 ,但

依靠国家财政补贴和地区政策取得的收入占有较高的比例 ,使得该地区居民的平均收入水平较高。而位于青海东部地区的五个

民族自治县 ,虽然自然条件相对较好 ,却由于不享受如上所说的优惠政策 ,当地居民的实际收入水平较低 ,导致两个不同民族地

区之间存在明显的收入差距。2003年 ,六个民族自治州的居民人均收入为 3326. 71元 ,而东部地区的五个民族自治县的人均收入

仅为 1719. 34元 ,两者相差 1607. 37元。2004年的差距依然为 1154. 89元。2003年 ,六个民族自治州居民人均收入比全省民族地区

高 772. 91元 , 2004年高 592. 79元 ,而东部地区的五个民族自治县却比全省民族地区的平均收入分别低 1607. 37元和 1244. 89元 ,

比全省非民族地区平均收入低 348. 77元。这充分说明 ,尽管在行政管理上均属于民族自治 ,但由于自然和资源条件的限制以及

历史等方面的原因 ,使得收入水平存在一定差距。

4、民族地区不同区域之间收入水平的相对差距。从表一和表二的统计分析资料中可以看出 ,青海民族地区各自治州和自治

县之间收入的相对差距比较明显。2003年 ,六个民族自治州之间的社会居民收入极差为 3368. 52元 ,平均极差为 2901. 48元 ,不平

衡差为 54. 17% ; 2004年 ,六个民族自治州之间的极差为 3540. 46元 ,平均极差达到 3013. 58元 ,不平衡差为 59. 54%。因此可见 ,在

民族地区的各自治州之间 ,社会居民收入不论是极差或不平衡差 ,都具有逐渐扩大的趋势。而同样是民族地区的非藏族自治县

和藏族自治州之间也存在着收入上的差距。2003年 ,六个民族自治州和东部地区的五个民族自治县的社会居民人均收入极差为

1607. 34元 ,不平衡差为 48. 32%。2004年 ,六个民族自治州和东部地区的五个民族自治县的社会居民人均收入极差为 1244. 89

元 ,不平衡差为 34. 72%。

　　二、青海民族地区收入分配差距与社会稳定的关系

正确认识青海民族地区收入分配差距与社会稳定的关系 ,是保证青海大局稳定的基础。

1、收入分配水平决定社会经济关系。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 ,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 ,青海民族地区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有了

大幅度提高 ,由此而反映的社会经济关系也日趋协调。根据马克思的生产力决定论 ,收入水平是时代生产力发展的结果 ,并对社

会经济产生重要影响。但是 ,不同的收入分配水平不仅体现了收入分配原则 ,而且是社会关系结构的基础 ,它从社会体系和经济

层次等主要方面决定并影响着社会结构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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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收入分配差距决定个体的社会地位。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 ,就是社会公民的每个个体在社会关系结构中的地位如

何。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会引发个体成员的“上升流动” ,即每个社会公民在社会经济关系中的地位逐步上升流动。社会学认为 ,

上升流动是社会稳定的“安全阀”。改革开放以来 ,青海民族地区的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有了较大的提升 ,这就是最好的“上升流

动”。同时 ,收入差距又会使每个公民个体在社会关系中的结构地位发生相对变动 ,使得一部分人因收入水平提高较快而提高社

会地位 ,另一部分人因收入水平提高较慢而使社会地位下降。社会地位的下降往往造成该群体对社会主导制度的疏离和不满。

所以 ,在社会保障体制的建设上 ,我们应多关注地位下降的群体。比如 ,下岗职工、因天灾人祸而陷入生活困境的居民等等。通过

社会保障、社会福利、社会救济的措施 ,尽量缓冲地位下降的不利后果。在目前 ,尤其是要充分利用民族政策的扶持和救济职能 ,

尽量缩小不同地区、不同社会群体和不同民族之间在收入分配方面的差距 ,保持“上升流动”的均衡性。

3、收入分配差距逐步改变民族地区民众的承受能力。一定条件下的社会稳定问题 ,主要取决于民众对社会关系的感应和认

同度 ,而这些都集中表现在民众的承受能力上。收入分配差距是各种影响民众心理承受力的因素中最重要的因素 ,它在很大程

度上引导民众对自身社会价值进行分析和评判 ,在心理上产生感知效应 ,最终使处在社会群体中的民众改变承受能力。

　　三、收入分配差距与社会稳定关系的效应分析

对于当前青海民族地区居民中存在的收入差距问题 ,应该辨证地看待 ,既要看到导致收入差距拉大的合理性因素以及一定

的收入差距的激励作用 ,也要看到过大的收入差距对于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消极影响。

1、收入差距的激励作用。适当的收入差距 ,有利于克服平均主义 ,提高人们的劳动积极性 ;有利于改变过去那种“干与不干

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的状况 ,使那些对社会贡献较大的劳动者得到相应的较高收入报酬 ,以充分体

现“按劳分配 ,多劳多得”的基本方针 ,更好地发挥收入分配的激励作用 ;有利于提倡自由竞争 ,鼓励人们勤劳致富 ;有利于投资

增长 ,对经济的增长起到促进作用。

2、收入差距的扩大会影响青海民族地区的政治稳定。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自始至终坚持实施向少数民族地区倾斜的经济政

策 ,这对青海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但与此同时 ,地区内部的贫富差距也在迅速

扩大 ,一方面 ,社会上出现了一些通过非法手段获取收入的暴富群体 ,尤其是个别党政领导干部和管理人员利用手中掌握的权

力以权谋私 ,同非法经营者相勾结 ,进行权钱交易 ,采取各种恶劣手段 ,谋取私利 ,通过贪污、受贿、走私、诈骗等手段暴富 ;另一

方面 ,以工人和农民为主的低收入者收入增长缓慢 ,有的甚至生活处于贫困的状态。这种状况如不加以改变 ,就会使那些低收入

群体对党的领导地位的权威性、对现行政治体制、对改革的性质产生疑问和误解 ,从而削弱党的群众基础。在地区差距迅速扩大

的情况下 ,就会导致少数民族地区群众产生挫折感和相对被剥夺感 ,从而会对自己民族的前途产生忧虑 ,进而怀疑我们党的平

等、团结、互助、共同繁荣的民族政策。这些都必将对我国社会主义政权的稳定带来一定程度的威胁。

3、收入差距的扩大必然影响民族团结。民族问题的实质是发展问题 ,民族经济发展的关键是民族团结 ,贫困落后是引起民

族矛盾冲突、导致民族不和睦的根源。尽管建国以来 ,国家对少数民族地区实施倾斜性的民族政策 ,这对青海民族地区改变贫穷

落后面貌产生了显著效果。但与此同时 ,也应看到青海民族地区群众现有的经济发展水平及少数民族群众居民收入水平相对发

达的区域与先富起来的人相比 ,确实存在着不小的差距。在当今市场经济的条件下 ,由于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各民族传统的

生产生活方式存在差异 ,因而不同地区的不同民族适应市场的能力也有所不同。例如 ,青海的回族、撒拉族主要居住在人口密集

的西宁、海东等地区 ,他们有擅长经商的历史传统 ,许多回族、撒拉族农民在省内的其它地方或到省外积极开展以商业、运输业、

饮食服务业等为主的经营 (尤其以饮食业居多 )。而青海的藏族主要散居在牧区 ,游牧是其传统的生产方式 ,因而他们不善于经

商 ,也缺乏市场经济的观念。目前 ,在藏族人口占 95%以上的青南地区的一些县城里 ,经营商业、运输业、饮食服务业的绝大多数

是来自青海东部地区的回族、撤拉族、汉族等 ,他们的就业机会比当地的藏族居民多 ,收入自然也高 ,这就引起了一部分藏族群

众的心理不平衡 ,有些人甚至采取极端方式排斥其它民族的居民。这一状况极大的影响了各民族之间的关系 ,从一定程度上也

引发了民族矛盾。

4、收入差距扩大对民族地区居民消费产生不利影响。收入差距的过度拉大 ,会降低民族地区居民的消费倾向 ,影响消费的

增长 ,不利于启动有效需求 ,从而影响民族地区乃至整个青海经济的增长。有关研究表明 ,消费是带动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因素 ,

如果收入差距过大 ,从某种程度上会对居民消费产生不利影响 ,进而影响经济的发展。这种影响不仅体现在整体的消费水平上 ,

而且还体现在消费结构上。

从消费水平方面分析 ,收入差距过大容易造成居民整体购买力不足。“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表明 ,高收入的富裕阶层的

边际消费倾向小 ,而低收入阶层的边际消费倾向大。在这一规律的作用下 ,那些富裕家庭在消费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 ,便趋向相

对稳定的饱和状态 ,而社会上绝大多数的低收入者则由于收入太低 ,尽管有需求欲望 ,却无购买能力 ,因而也就形不成市场的有

效需求。再加上对当前社会的下岗、失业等问题的预期在心理上存在不确定性和担忧 ,也进一步抑制了潜在的消费需求转化为

现实需求的可能性。青海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是高低收入者之间的差距大 ,富裕阶层的相对数量小 ,低收入者和贫困人口较多

且收入过低 ,整个社会收入分配的格局呈典型的金字塔形 ,这就使得该地区整体的平均消费倾向下降 ,从而抑制了消费需求。

从消费结构方面分析 ,不同收入群体之间、城乡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将会使低收入阶层和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的变化和升

级比较缓慢 ,严重时会导致社会消费的断层。以城乡差距为例 , 20世纪 80年代 ,青海省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大约是 60% ,到

1990年降到 55%以下 , 2004年降到 35. 7%。农村居民的恩格系数几十年来始终居高不下 ,到 2004年才降到 48. 5%以下。在少数民

族地区 ,尤其是条件较为艰苦的牧区 ,恩格尔系数更高 ,几乎达到 70%— 80% ,许多家庭的绝大部分收入都用于维持基本的生存

需要。此外 ,传统消费品或中低档耐用消费品 (诸如电视、冰箱、洗衣机等家电 )在城镇的绝大多数家庭中已经普及 ,并且开始更

新换代 ,但同类消费品却难以进入到大多数的农牧民家庭。据统计 , 2004年 ,青海省城镇居民每百户拥有的彩电高达 122台、电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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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 82台、洗衣机 102台 ,而农村居民每百户拥有彩电 63台、冰箱 7台、洗衣机 28台 ,是城镇居民总体拥有量的 32%。在一些偏远山区

和牧区 ,这一比例更低。这是因为 ,一方面 ,受较低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的制约 ;另一方面 ,受到现实因素的影响。比如 ,在玉树、

果洛地区的一些县乡 ,至今都没有通电 ,而有些通电的地方则由于电价太高 ,农牧民用不起 ,连基本生活都成问题 ,更不要谈去

消费这些高档品了。因此 ,在城镇居民的消费逐步向高档、新一代的的耐用消费品发展的同时 ,农村居民的消费仍停留在以生存

型为主的消费水平上 ,城乡之间出现较大的消费断层。这就导致城乡差距再度扩大 ,使产业结构的转换受到严重冲击 ,影响了社

会经济效益和国民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

总体来说 ,目前青海民族地区居民收入差距正处在不断的拉大之中。从差距产生的原因来分析 ,有的是合理的 ,适当的收入

分配差距能有效地调动不同阶层人员的积极性 ,促进现阶段经济的发展 ,如打破平均主义、消除脑体倒挂现象等 ;有的则产生了

较大的负面影响 ,并与国家的分配政策相悖。如果在改革中不正视它们的存在及由此造成的不利影响 ,就会进一步加剧青海民

族地区居民收入差距的无序扩大 ,进而影响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

　　四、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促进社会稳定的对策和建议

收入分配差距拉大是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 ,会长期客观存在。因此 ,我们要正视居民收入差距问题 ,在坚持效率优先的基础

上 ,采取得力措施和有效手段调节收入差距 ,特别是要缩小乃至消除因一些不合理因素所造成的差距 ,确立公平的竞争氛围 ,以

达到各民族地区共享改革发展的社会成果、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针对目前青海民族地区不断扩大的城乡、地区之间的居民收入差距 ,同时 ,也结合该地区的具体情况 ,笔者为缩小收入差

距 ,促进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 ,提出以下几点对策和建议。

1、在坚持民族自治的基础上实施均衡发展战略。青海民族地区占据青海 99%以上的行政区域 ,各地区居住着不同习俗的民

族和民众群体 ,其对民族自治具有根深蒂固的依赖性。因此 ,缩小收入差距 ,必须坚持民族自治 ,在此基础上根据不同区域的自

然和社会经济条件 ,实施均衡发展战略 ,充分发挥政府的协调和平衡作用 ,因地制宜 ,实现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 ,避免不合理和

低效率因素的收入扩大。

2、提高劳动力的就业能力 ,实现民族地区劳动力的合理流动。缩小民族地区收入差距的重要基础之一 ,就是要在不断提高

劳动收入的基础上平衡劳动力的就业和收入能力 ,实现民族地区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只有提高人的基本素质 ,才能有劳动者的

就业平等。实践证明 ,文化程度的高低 ,决定着劳动力素质的高低 ,从而最终决定了劳动者的收入高低。因此 ,加大对民族地区人

力资本的投资力度 ,提高少数民族居民的文化程度和技术水平 ,是减轻贫困、增加收入的重要途径之一。更重要的是 ,它可以有

效促进劳动资源的市场配置 ,在逐步提高劳动收入效益的基础上缩小收入差距。

3、通过财政的转移支付政策 ,帮助低收入者或贫困阶层脱贫致富。转移支付 ,在调节收入分配关系上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政府对个人的转移支付 ,可以增强低收入群体的消费能力。青海民族地区整体经济落后 ,自然灾害频繁。对于那些经济落后、又

经常遭受自然灾害的地区 ,完全靠其自身的力量重振和发展非常困难 ,社会各界的捐款捐物也只能救一时之急。因此 ,政府的财

政支持是不可缺少的。现阶段的转移支付 ,主要是政府无偿的将一部分财政资金转移给贫困阶层。从实施的效果来看 ,以工代赈

较为理想。

4、强化国家民族政策在民族地区不同社会群体中的贯彻效应。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经验已经证明 ,国家民族政策在

民族自治区域内的贯彻效应是社会稳定的基础。然而 ,在现实中 ,国家民族政策在不同的民族地区和不同的民族社会群体内 ,必

然存在一定的政策效应差距 ,这体现了国家民族政策的区域特点。但是 ,这种差距要建立在民族社会经济关系逐步走向和谐与

稳定的基础之上。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发展中 ,要实现民族政策的公平和共同发展原则 ,既要保证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稳

定发展 ,又要突出体现国家民族政策的公平效应。通过平衡发展 ,达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稳定和繁荣 ,不断提高民族政策的引

导作用和凝聚能力 ,逐步缩小社会居民的收入差距 ,最终实现共同发展与共同富裕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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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When　　a　　gap　　occur s　　in　　income　　lev el　　of　　a　　r egion　　and　　g radua lly　　become　　ex tending ,　　people’ s　　conceptions

and　　conf idence s　　would　　be　　influenced　　by　　tha t,　　and　　ev en　　ef fected　　nega tiv ely　　on　　socia l　　prog ression　　and　　developmen t.

How ev er,　　regiona l　　incom e　　a lloca tion　　may　　no t　　be　　able　　to　　be　　f ully　　aver age,　　the　　crux　　of　　the　　issue　　is　　unde r　　the　　condit-

ion　　o f　　accepting　　tha t　　income　　gap　　ex ists　　in　　a　　cer tain　　r ange,　　then　　how　　to　　migh tily　　avoid　　this　　gap　　to　　ex tent.　　It　　can　　be

seen　　th rough　　analy zing　　about　　the　　incom e　　gap　　of　　na tiona l　　minori ty　　ar eas　　o f　　Qinghai ,　　tha t　　due　　to　　the　　inf luence　　o f　　va-

rious　　f acto rs,　　income　　gap　　emerging　　and　　g radua lly　　enlar ging ,　　and　　engendering　　rema rkable　　inf luence　　on　　the　　regiona l

social　　stabili t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refo re,　　should　　to　　adopt　　activ e　　and　　ef ficient　　governing　　countermeasur es

to　　dec rease　　the　　gap,　　and　　encourage　　so cia l　　stability　　and　　economic　　sound　　developmen t　　of　　na tiona l　　mino rity　　a 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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