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大光华周黎安：人工智能

对中等收入群体有何影响？ 

  



 

 - 2 - 

意见领袖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文：周黎安（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 

人工智能（AI）作为一个新兴的技术，对产业和生产力的提高都会产

生深刻的影响，同时也会对中等收入人群产生影响。经过四十年的高速经

济增长，中国形成了约 4 亿人的中等收入群体，为世界范围内规模最大。

一个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对于优化收入分配格局、推动消费升级、维护社

会稳定意义重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

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把“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作为重要目标。

但是未来中等收入群体能否持续扩大面临一系列挑战（如国际局势变化、

产业升级、人口老龄化、新冠疫情等），其中，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技术和

产业革命将是最重要的冲击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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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工智能冲击下的产业升级与收入分配模型 

为了理解以数字化转型驱动的产业升级与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变动之间

的内在关系，本课题（国家自科项目号 71950005）建立了一个以人工智

能冲击为代表的数字化转型、产业结构变动与收入分配的理论模型，引入

制造业和服务业两个部门，将服务业进一步区分为生产性和传统服务业，

各产业需要的劳动力类型不同。 

假设人工智能对不同部门和不同技能的岗位可能产生不同的替代效应，

如人工智能主要替代制造业的低技能劳动力，也有可能跟低技能劳动力互

补，形成高技能劳动力。但在生产性和传统服务业中有一部分低技能劳动

力难以替代，如护理、家政等基本服务。在此模型基础上讨论数字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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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影响企业生产率、职业（技能）结构、收入结构、消费结构、产业结

构的变动，以及这些环节如何循环互动，由此得出了以下主要推论。 

第一，从产业结构变化上，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经济总体上向服务

业比重增加的方向进行转型。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人们对高端产业的需

求会不断增加，服务业也会日益向高端服务业集聚。 

第二，长期均衡下不同人群的收入分配会有所区别。中等收入人群对

应高技能劳动力，他们的劳动报酬占比会有所扩大。这是因为随着高端服

务业的产值占整体 GDP 比例的增加，高端服务业中高技能劳动力的收入份

额相对于其他行业要更高。资本所有者的报酬相对于高收入人群占比会先

增后降：在开始引入人工智能时，资本所有者可以利用其技术优势替代一

部分劳动力获得增加的报酬；随着产业逐渐过渡到高端服务业，因为高端

服务业使用的资本很少，资本所有者获得的报酬会逐渐稳定在某一个水平。

低技能劳动力的劳动报酬（低收入人群）占比会下降，是因为低技能劳动

力不管是在制造业还是在服务业，都有相当一部分被人工智能所替代，这

部分人群在过程当中整体是受损的。 

第三，制造业和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都会提高。因为 AI 对制造业和服

务业的低技能劳动力都有替代作用，会增加各个部门的劳动生产率。 

第四，在走向长期均衡的转型过程中，收入分配有分化加剧甚至出现

极化的可能性。当引入 AI 技术后，短时间内产业结构的调整速度并不如

AI 技术的引入速度迅猛，导致一段时间内不论何种劳动者收入份额占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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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例都会下降，低技能劳动力的收入份额占比下降更为迅速。但是对于

资本所有者而言，随着AI的引入，其收入占整体经济中的比例会有所提升，

同时随着其收入的增加，AI 和资本的积累速度会在短期内较为快速，导致

一段时间内极化现象加剧。 

第五，对于短期内快速调整的产业结构和收入极化，可以做一些政策

上的干预。如可以对资本所有者的收入征收资本所得税，也可以对资本、

AI 征税。不同的税收政策可能对解决收入分配起到一定作用，但是也可能

带来其它影响，例如对资本征税会影响制造业成本，导致制造业产品价格

上升。对 AI 征税虽然会减缓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但同时也会阻碍 AI 在

产业升级当中所扮演的积极作用。 

二、中等收入群体变化与收入分配格局 

在过去十五年的时间里，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逐年增加，近年来

有加速增长的趋势。在区域分布上，2005 年我国中等收入人群的规模非常

有限，而且主要是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如北京、上海、广东、浙江）。到

2015 年，中西部绝大多数地区出现了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稳步上升且快于东

部沿海地区的增长势头，使得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区域分布更加均衡（东

北地区除外）。在城乡分布上，近年来农村中等收入群体增长迅速，许多地

区农村中等收入群体（包括农民工）占到该地区中等收入群体的 30-40%。

这说明了我国高速增长具备广泛包容性和分享性特征。其中，农民工扮演

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过去三十年，我国进城农民工总量约为 2.9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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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约 1.5 亿的农民工已经市民化，还有 1.4 亿的农民工尚未被市民化。

农民工的平均工资是 5000-6000 元/月，属于中等收入的范畴。因此在 4

亿中等收入群体中农民工至少能贡献 1 亿人，这是非常重要的力量。在产

业分布上，中等收入群体主要分布在制造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仓储、

邮政等行业。 

图 1 2005-2015 年我国各省份内部中等收入群体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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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05-2015 年各行业中等收入群体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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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2015 年中等收入群体区域分布的均衡化与同一时期我国绝大

部分省份的城乡差距稳步缩小、全国地区间收入差距稳步缩小的总体趋势

高度一致。这说明，中国在经历了 1995-2010 年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持续

拉大的局面之后，2010-2015 年地区间收入分配格局出现了有利的逆转。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341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