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迅雷：从指标异常角度探

讨共同富裕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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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领袖丨李迅雷 

 

最近大家都在热议共同富裕的话题，讨论第三次分配。本人研究国民

收入分配问题超过 10 年，十分欣喜地看到收入分配问题终于得到了前所未

有的重视，因为这是当前全球各国普遍面临的最大难题，影响到经济的可

持续发展和经济质量的提升。那么，究竟如何实现共同富裕呢？实现共同

富裕应该是超长期任务，如五中全会在 2035 年远景目标中提出，“中等

收入群体显著扩大，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

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那么，现在必须防止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

了，为此我认为可以从一些长期表现异常的经济指标中去发现收入差距扩

大的原因，寻找缩小收入差距的路径。 



 

 - 3 - 

居民收入占 GDP 比重到底怎么算？ 

长期以来，民间对 GDP 这一国民经济的总量指标颇有微词，这是因为

大家对 GDP 高增长究竟给老百姓带来多少实惠，多大幅度的收入提升，感

受不明显。为此，我们把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乘以

总人口/GDP，得到的2019年数据（2020年相关数据尚未公布）为44.7%，

而 2020 年美国为 83.4%，印度为 76.9%，德国为 60.7%，全球平均水平

大约在 60%左右。 

2020 年部分国家的居民可支配总收入/GDP 

 

来源：彭博、CEIC、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注：中国和泰国为 2019 年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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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中国的这一比例如此之低呢？如果真的那么低，即便到 2035 年

人均 GDP 实现翻番，也未必能令人信服地步入发达国家行列。故这可能存

在抽样调查数据的质量问题，如是否存在部分被调查的高收入家庭低报了

实际收入的现象。对此，我们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另一组数据，即按照资

金流量表（非金融交易）中住户部门可支配收入，其中 2019 年为 59.37

万亿元，与 GDP 之比为 60.2%。该数据与全球平均水平接近。 

那么，究竟我们应该参照国家统计局资金流量表的数据，还是参照住

户部门抽样调查的数据呢？我们发现，央行在计算居民储蓄率时，是用资

金流量表的数据，而“中国六亿人口低于月均收入 1000 元”之说，则来

自统计局对住户部门的抽样调查数据。 

按抽样调查的结果，国家统计统计局每年都公布低收入组、中低收入

组、中等收入组、中偏上收入组和高收入组等五组可支配收入均值数据，

我把国家统计局五组数据分别合并成两组，则两组的居民家庭收入如下分

布： 

我国两组别居民的收入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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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国家统计局，中泰证券研究所 

过去这些年来，中低收入组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与中等以上收入组的收

入差距，相对差有所收敛，但绝对差在扩大。因此，收入差距还是比较显

著，以基尼系数来衡量，反映我国居民部门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自上世纪

90 年代末开始上升，如今虽略有回落，但还是处在 0.46 的较高位置，与

日本长期维持在 0.35 左右相比，明显偏高。 

我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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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但如果按资金流量表来计算居民收入的差距，即住户部门可支配收入

要增加 15 万亿元左右，这 15 万亿元的巨额收入将如何加到五个组别的居

民家庭中去呢？如果每组都加 3 万亿元，那么，基尼系数将大幅缩小。但

如果 15 万亿元的大部分集中在高收入组呢？那么，基尼系数可能更大。 

总之，两种不同的统计方法，使得这个差距高达 15 万亿元，与 2019

年的我国税收总收入相接近。因此，一定要深入研究造成这一差异的原因

以及不同收入组别居民的实际收入水平，把共同富裕目标建立在真实的数

据基础上。 

为何居民消费率如此低？ 

大家都知道，中国经济长期的增长模式主要靠投资，但全球经济的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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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主要靠消费，为此，中国经济转型的目标也是由投资主导向消费主导。 

2020 年，我国最终消费占 GDP 的比重为 54.3%，资本形成占 GDP

的比重为 43.1%。2020 年由于受新冠疫情影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出现

负增长，这是导致消费占比下降的原因，但 2011-2019 年我国的最终消费

占 GDP 平均 53.4%，相比之下居然还略有上升。 

2019 年主要经济体的最终消费占 GDP 比重 

 

数据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如果把我国最终消费进一步拆解为政府、企业和居民部门的最终消费，

则居民部门与其他国家的差距更加明显。如 2019 年我国居民的消费率只

有 39%，但印度为 60%、越南为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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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居民的最终消费占 GDP 比重 

 

数据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我国居民消费率与全球主要经济体相比如此之低，说明储蓄率高。国

民储蓄率等于政府储蓄率加企业储蓄率，再加居民储蓄率。其分母都为GDP。

2017 年我国国民储蓄率为 47%，远高于 26.5%的世界平均储蓄率，当然

也远高于发展中经济体和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储蓄率高，意味着投资规

模大，消费规模相对小。 

数据表明，我国储蓄率从 2000年的 35.6%飙升至 2008年的 51.8%，

增加了 16.2 个百分点，应该与 2000 年以后我国告别了短缺经济时代，房

地产投资规模大幅增长有关。因为居民在财产配置结构上，慢慢从过去的

配置彩电、冰箱等耐用消费品，转向买住房。 

例如，把国民储蓄率中的居民储蓄率单列出来，发现居民储蓄率的最

低点是 1999 年，从 1999 年的 27.63%上升到 2010 年的 42.1%，增加了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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