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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要点： 

❑ 收入总量不断上升，结构仍需优化 

2020年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GDP也首次突破百万亿，收入不断呈现

上台阶的趋势。但是，收入结构两级分化严重，20%高收入组的人均可支

配收入是低收入组的十倍；城镇财产净收入占比远高于农村城镇，是农村

人均收入的 2.6倍；东部人均可支配收入是西部的 1.6倍。收入差距持续

扩大将导致国内居民整体的边际消费倾向回落，对我国经济增长形成严

峻考验。改善收入差距现状、优化收入和财富分配机制有助于释放消费活

力，提升经济内生增长动力，从而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格局的稳

步开展。 

❑ 与发达国家收入差距仍大，但差距在缩小 

相较于发达国家，中国的经济总量较高，但是因为人口基数大，导致人均

收入与发达国家还是有明显差距。同时，我国基尼系数在全世界都处于较

高水平。2019年，美国人均 GNI是中国的 7.6倍，仍有较大差距。但是

纵向来看，中美之间的收入比值差距有所收窄。2000年中美人均 GNI比

值高达 28，2013年之后已经下降到 10以下，并一直在缩小。 

❑ 疫情推动富豪财富积累，拉大贫富差距 

疫后呈现“K 型复苏”态势。2020 年，疫情之下的全球，因为各国货币

超发，导致全球股市及房地产大幅上涨，全球家庭财富总额同比增长

7.4%，全球成年人的人均财富创历史新高。其中，2020 年全球百万富翁

(以美元计算)超过 5600 万人。疫情反而推动富豪财富积累。在富翁财富

增长的同时，世界极端贫困人口正在急剧增加，疫情已经令 8800万至 1.14

亿人陷入极端贫困。2020 年，我国高净值人群数量跃升至 262 万人，高

净值人均持有可投资资产为 3209万元，远高于疫情前水平。 

❑ 面临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考验，需寻新收入增长模式 

按照中国目前的人均 GNI水平，正处于中等收入阶段。当前我国出生率

不断下降，人口老年化日益严重，疫情形势不明朗，以及绿色低碳发展已

经成为当今世界主题，正面临一系列复杂的国内外环境，急需寻找新的收

入增长模式。现阶段正在探索一条顺应时代、适合本土的发展道路：扩大

内需，实现国内国外双循环发展；促进共同富裕，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关

系；房地产税试点；发展新基建，促进高质量发展。 

❑ 风险提示 

疫情恶化超预期，国内外政策超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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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收入总量不断上升，结构仍需优化 

1.1 收入水平提高，超半数为工资性收入 

二十一世纪以来，我国的发展世界瞩目，GDP一直呈现不断上涨的趋势。

2020年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GDP在 2020年首次突破百万亿，人均 GDP

在 2020年已经达到 72000元，是 2000年的 9倍，收入呈现不断上台阶趋势。 

 

图 1 2020年我国 GDP首次突破百万亿（亿元，%） 

 

资料来源：湘财证券研究所、Wind 

 

图 2 人均 GDP呈现上台阶趋势（元，%） 

 

资料来源：湘财证券研究所、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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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可支配收入是反映居民生活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指城乡居民用于

最终消费支出和其他非义务性支出及储蓄的总和，即居民家庭可用来自由支

配的收入。通常情况下，我们将居民的收入分成四大类型，分别是：工资性收

入、经营性净收入、财产性净收入、转移性净收入。其中，发展中国家的居民

依然主要依赖出售劳动力获取收入，其工资性收入占比较大。 

2020 年，我国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经营性净收入、财产性净收入、转

移性净收入分别为 17917.4元、5306.8元、2791.5元、6173.2元，占比分别为

55.7%、16.5%、8.7%、19.2%。工资性收入占比超半。 

纵向来看，2020 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32188.8 元，同比增长

4.7%，是 2013年收入的将近 1.8倍。工资性收入和经营净收入占比微幅下滑，

财产净收入和转移净收入占比小幅微幅上涨。 

 

图 3 我国人均可支配收入构成（元） 

 

资料来源：湘财证券研究所、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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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2020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中工资性收入占 55.7% 

 

资料来源：湘财证券研究所、Wind 

1.2 收入两级分化严重，城乡差距较大 

我国居民收入两级分化严重。根据中国统计年鉴 2020，其中将我国居民

按家庭分为 20%高收入组、20%中等偏上收入组、20%中等收入组、20%中等

偏下收入组和 20%低收入组，2019 年 20%低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

7380.4元，20%高收入组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76400.7元，是低收入组的十倍，

2019年全国居民可支配收入为 30733元，也就是超过 60%的人群没有达到人

均可支配收入的均值，且我国 40%的居民真实收入仅为人均国民收入的 20%

左右，收入结构两级分化严重。值得注意的是，2019 年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速

最高，主要得益于精准扶贫，中间收入群体有望进一步扩容。 

 

图 5 高收入组为低收入组收入的十倍（元） 

 

资料来源：湘财证券研究所、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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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速大于高中收入群体 

 

资料来源：湘财证券研究所、Wind 

 

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明显。2020 年，我国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分别为 43834元、17131元，城镇财产净收入占比远高于农村，是农村人

均收入的 2.6倍。 

2020 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

财产净收入及转移净收入占比分别为 60.1%、10.7%、10.6%、18.6%，主要来

源于工资性收入。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

财产净收入及转移净收入占比分别为 40.7%、35.5%、2.4%、21.4%，主要来源

于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我国农村开始由经营性收入为主转为工资性收

入为主，未来工资性收入占比将会进一步提高。因此，要给居民增收，最重要

的是增加工资收入。 

 

图 7 城镇居民收入远高于农村居民收入（元） 

 

资料来源：湘财证券研究所、Wind 

 



 

7 

 

  宏观研究 

敬请阅读末页之重要声明 

 

图 8 我国城镇居民收入构成（元） 

 

资料来源：湘财证券研究所、Wind 

 

图 9 城镇居民收入主要为工资性收入（元） 

 

资料来源：湘财证券研究所、Wind 

 

图 10 我国农村居民收入构成（元） 

 

资料来源：湘财证券研究所、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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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农村居民收入主要为工资性收入及经营净收入（元） 

 

资料来源：湘财证券研究所、Wind 

 

我国居民收入地域差距仍很大。2020 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32188元，东、中、西、东北部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 41240元、27152元、

25416 元、28266 元，仅有东部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全国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同时，东、中、西、东北部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 52027元、37658

元、37548 元、35700 元，均超过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四地区的农村

人均可支配收入均低于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东、中、西、东北部城镇与

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分别为 30741元、21445元、23437元、19119元，

可见东部地区收入差距更大。 

 

图 12 2020年各地域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资料来源：湘财证券研究所、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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