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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从1978一2005年重庆市的二元对比系数、城乡居民收入差异系数和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的差

异度等指标来看，重庆市大城市与大农村并存，城乡差距不断扩大，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显著;而且近年来，城

乡二元结构呈现凝固化发展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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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怡tract:BasedontheindexesofdualcomParativecoefficient，urban一ruralresidentincomedifferencecoefficientandur-

ban一ruralresidentEngleCoefficientdifferenceofChongqi吧during1978一2005，thispaperrevealsthatbigcityandbigcoun-

trysideco一existinChongqing，thatthegaPbetweenurbanareasandruralareasisenlarged，urban一ruraldualeconomicstruc-

tureisobviousandthaturban一ruraldualstructureshowsstaticdeveloPmenttrendInreCent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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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市位于长江上游，地处我国中西部接合部。

是我国西南地区的工业重镇、商贸口岸和交通枢纽。

改革开放后，重庆市GDP年均增长速度达到9.1%，

高于全国GDP的增长速度。近年来，重庆市的经济

增长呈现出突飞猛进的势头，作为一个新兴的直辖

市，重庆市在长江经济带、川渝经济区具有举足轻重

的战略地位与作用。同时，西部大开发为重庆市的

发展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研究重庆市城乡

二元经济结构对促进重庆市的经济发展具有非常重

要的现实意义。

    一、重庆市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测度

    1.二元对比系数

    二元对比系数，是二元经济结构中农业和非农

业比较劳动生产率的比率，该指标主要反映农业与

非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的差异程度。二元对比系数

与二元经济结构的强度成反方向变动，二元对比系

数越大，两部门的差别越小;反之，二元对比系数越

小，两部门的差别就越大。二元对比系数在理论上

的最大值为1，通常总是低于1。发展中国家的二元

对比系数通常在31%~45%之间，发达国家一般在

52写一86%之间，中国的二元对比系数在 16%~

26%之间。从表1可以看出，重庆的二元对比系数

在17写一24写之间。

    2.城乡居民收入差异系数

    城乡居民收人差异系数(2)，是1与农村居民人

均纯收人和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比率之差。当2)

0.5，即农村居民人均纯收人不到城市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人一半时，处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状况;当0.2

(2成0.5时，处于由二元经济结构向城乡一体化过

渡时期;当2<0.2时，基本上完成了城乡一体化。重

庆市城乡居民收人差异系数在0.58一0.73之间，从

1978年到 2005年，经历了两次扩张的阶段，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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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一1993年和1999一2005年，城乡差距不断扩 可支配收人的三分之一。

大。2005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人不到城市居民人均
表1 重庆市三次产业产值及就业状况(1985一2005年)

年份
第一产业

产值比重

第一产业

劳动力比重

第二、三产业

  产值比重

第二、三产业

劳动力比重

第一产业比较

劳动生产率

  第二、三产业

比较劳动生产率

二元对比

  系 数

1985 35.36 72.78 64.64 27.22 0.49 2.37 20

1986 35.26 71.36 64.74 28.64 0.49 2.26 22

1987 32.93 70.59 67.07 29.41 0.47 2.28 20

1988 31.24 69.85 68.76 30.15 0.45 2.28 20

1989 29.44 70.28 70.92 29.72 0.42 2.39 l8

1990 33.49 70.29 66.51 29.16 0.48 2.28 21

1991 32.06 69.75 67.94 30.25 0.46 2.25 20

1992 27.91 67.28 72.09 32.72 0.41 2.20 l9

1993 25.67 65.63 74.33 34.37 0.39 2.16 18

1994 25.95 61.46 74.05 38.54 0.42 1.92 22

1995 26.00 59.58 74.00 40.42 0.44 1.83 24

1996 24.22 59.49 75.78 40.51 0.41 1.87 22

1997 22.58 59.24 77.42 40.76 0.38 1.90 20

1998 20.89 58.54 79.11 41.46 0.36 1.91 19

1999 19.19 58.11 80.82 41.89 0.33 1.93 17

2000 17.77 55.81 82。23 44.19 0.32 1.86 17

2001 16.?0 54.41 83.30 45.59 0.31 1.83 17

2002 15。97 52.81 84.03 47。19 0.30 1。78 17

2003 14.92 51.28 85.08 48.72 0.29 1.75 l7

2004 15.90 50.37 84.10 49.63 0.32 1.69 19

2005 15.09 49.32 84.91 50.68 0.31 1.68 18

根据2006年《重庆统计年鉴》数据计算

表2 重庆市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状况(1978一2005年)

年份
农村居民人均

纯收入 X/元

城市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Y/元

城乡居民收入差异

系数2=1一X/Y

1978 126.01

1979 150.18 354.54 0.58

1980 163.33 411.47 0.60

1985 325.24 812.40 0.60

1986 358.86 983.99 0.64

1987 385.82 1108.71 0.65

1988 457.54 1277.89 0.64

1989 510.09 1448.98 0.65

1990 586.73 1691.13 0.65

1991 628.89 1891.90 0.67

1992 677.46 2195.33 0.69

1993 748.08 2780.62 0.73

1994 1018.24 3634。33 0.72

1995 1270.41 4375.43 0.71

1996 1479.05 5022.96 0.71

1997 1692.36 5302.05 0.68

1998 1801.17 5442.84 0.67

1999 1835.54 5828.43 0.69

2000 1892.44 6176.30 0.69

2001 1971.18 6572.30 0.70

2002 2097.58 7238.07 0。71

2003 2214.55 8093.67 0.73

2004 2510.41 9220.96 0.73

2005 2809。32 10243.99 0.73

根据2006年《重庆经济年鉴》数据计算

    3.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的差异度

    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的差异度即农村居民恩格

尔系数与城市居民恩格尔系数之差。该指标反应了

城乡居民的生活质量差别。假如用u表示城乡居民

恩格尔系数的差异度，则当u<5写时，城乡居民生

活质量基本一致;当5%<u<10%时，生活质量差

异较大，属于由二元结构向城乡一体化过渡时期;当

u>10%时，属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重庆市城乡居

民恩格尔系数差异在1987一1990年和 1992一1994

年两阶段中，5%<u<10写(除1989年是4.30，小

于5%)，城乡居民生活质量差异较大;其他年份的城

乡恩格尔系数差异度都在10%以上。20o0年以来，

城乡居民的恩格尔差异系数有不断扩大的趋势，城

乡分化严重(见表3)。

    二、重庆市二元经济结构的特征分析

    1.大城市与大农村并存。解放初期，重庆市的

农业比重高达70.1写，二、三产业的比重仅占国民经

济的30%，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据统治地位。

1949一1978年，经过30年的建设，特别是经历了解

放初期和三线建设的二次发展高潮，到1978年，第

二产业的比重超过了农业。改革开放二十多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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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经济经历了一个高速的增长期，经济结构中农业

的比重迅速下降，二、三产业的比重大幅度上升，

2005年，三次产业的比重为15‘09:41.01:43.90，

一个现代化的大城市粗具规模。目前，以重庆主城

区为核心的“都市发达经济圈”发展势头强劲，有的

区人均GDP已超过300。美元。拥有以汽车摩托

车、装备制造业为主体的现代工业，电子信息、生物

工程、环保工程等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势头良好，重庆

主城对长江经济带和西南经济区的双重聚散功能日

益增强。然而，在重庆31O0多万人口中，还有三分

之二的人口生活在农村，40个区县中有近一半为贫

困县，直辖之初的农村贫困人口高达3“万，是一个

典型意义上的大农村。这就是重庆市现代化的大城

市与传统的大农村并存，二元经济结构突出的典型

体现。

    表3 重庆市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1978一2005年)

年份
农村居民家庭

恩格尔系数

城市居民家庭

  恩格尔系数

城乡居民恩格

  尔系数差异
1978 74。00

1979 72.90 61.90 11.00

1980 68.10 52.80 15.30

1985 63.90 51.80 12.10

1986 63.40 53.10 10.30

1987 62.20 52.40 9。80

1988 60.50 51.60 8.90

1989 61.70 57.40 4.30

1990 63.60 54.60 9.00

1991 63.80 52.90 10.90

1992 62.80 54.30 8.50

1993 61.30 52.90 8.40

1994 63。50 53.70 9.80

1995 64.70 50.60 14.10

1996 63.20 50.20 13，00

1997 65.80 46.70 19.10

1998 61.30 45.60 15.70

1999 60。70 42.80 17。90

2000 53.60 42.20 11.40

2001 54。10 40.80 13.30

2002 55.80 38.00 17.80

2003 52.50 38.00 14.50

2004 56。00 37.80 18.20

2005 52.80 36.40 16.40

354.54元，城市居民人均收人为农村居民的2.36倍;

2005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人为2809.32元，城市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0243.9元，城市居民收人是

农村居民收入的3.“倍;城乡居民收人比不断扩

大。2005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人比1979年增长

18.71倍，同期，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人增长了

28.89倍;城市居民收人增长远远快于农村居民，城

乡居民的收人差距不断扩大。农民收人增长缓慢，

是阻隔城乡统筹协调发展的首要问题。

    3.城乡二元结构的凝固化发展。从二元对比系

数看，1949一1952年，新中国成立时，重庆市的二元

对比系数仅为1.94，经过三年的国民经济恢复和调

整，1952年二元对比系数迅速上升，达到 13。6;

1957一1978年的十几年间，二元对比系数一直处于

不断的波动中。1979年以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

任制的实行，极大地释放了农村的生产力，城乡之间

的差距比改革前有所缩小，但是二元经济结构并没

有得到明显的改善，城乡差距依然显著。从1985年

开始，二元对比系数一直徘徊不前，城乡二元结构呈

凝固化演进;2004一2005年，二元对比系数略有上

升，城乡差距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

    根据2006年《重庆统计年鉴》数据计算

    2.城乡差距不断扩大。1979年，农村居民人均

纯收人为150.18元，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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