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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收入分配格局  实现经济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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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 来，我国经济年均增长率高达9% ，创造了

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然而，这一期间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却

呈逐步扩大态势。世界银行研究报告显示，1980年我国基尼

系数为 0.26，到 2005年已高达0.45。当前，我国收入分配主

要呈现三个特点：一是国民收入中劳动者报酬的份额不断下

降。统计数据显示，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劳动者报酬的份额

从 1995年的 51.44% 下降到 2007年的39.71% ，且仍有继续下

降的趋势。二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1988年至 2005

年，城乡收入比从 2.28上升到 3.22，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很

大程度上决定着居民总体收入差距。三是资本回报率相对较

高，人力资本回 报率偏低。研究表明，过去25年，我国资本

投资的年均回报率高达 25% ，而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报率长期

偏低，如教育的私人回报率只有4% 左右。高资本收益率和低

人力资本回报率是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重要微观基础。

收入水平是决定家庭消费水平的重要因素，因此，收入

分配结构直接影响着消费需求和消费结构。1990—2008年，

我国最终消费率逐年下降，近年来甚至不到 50% ，而发达经济

体一般在70% 以 上。1990—2008年，最终消费构成中居民消

费的比重下降了约5.5个百分点，占最终消费的72.7% ；政府

消费的比率则上升为 27.3%。从居民消费内部结构来看，城镇

居民消费比重大幅上升至74.9% ，约为农村居民消费总额的 3

倍。由于农村人口远多于城镇人口，城乡人均消费比率必然远

高于城乡人均收入比率，消费不平等的程度比收入不平等程

度更严重。

收入差距快速扩大不仅影响消费需求，对经济发展产生

短期遏制效应，还可能影响社会稳定、市场需求结构、人力资

本投资等，进而破坏长期经济发展。首先，收入分配差距对

经济社会稳定形成压力。据统计，我国劳动争议案件受理数

从 1996年的48121件激增到 2006年的317162件，年均增长率

达18.8% ，这些争议大多数与劳动报酬以及福利待遇有关。其

次，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可能影响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低收入人

群的消费结构中，食物、衣着等基本支出比重较大，对其他较

高级产品和服务的需求较少。居民消费品结构直接影响企业产

品需求结构，低层次的消费结构不利于高附加值产业的发展。

再次，收入分配差距可能影响社会总体的人力资本积累。近年

来，受“读书无用论”影响，部分低收入家庭趋向于让子女尽

早进入劳动力市场。

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体现在初次分

配阶段，也体现在再分配阶段。改善收入分配格局，必须多策

并举、多管齐下。

首先，将经济发展目标从 G D P导向转为就业导向。改革

开放以 来，地方政府逐渐形成了一种“唯G D P增长优先”的发

展思路和区域竞赛格局，招商引资成为地方政府快速实现经

济发展的首选捷径。不少地方给予资本财政、税收、土地使用

等优惠政策，导致资本的收益率远远高于正常的市场回报率。

在我国劳动力相对富余的大背景下，招商引资优惠政策使资本

在劳资博弈中处于更强势的地位。现阶段，政府应更加关注和

保护劳动者，根据经济发展速度和通货膨胀率及时调整最低

工资。

其次，加强对人力资本投资的补贴。尽管最低工资立法等

措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护劳动者利益，但并非长远之计，而

且长期的政策干预也不利于劳动力市场的健康发展。提高劳

动者博弈能力的关键在于提高劳动者自身的素质和就业能力，

即对人力资本投资。一方面，可以 考虑免费或者低收费地兴办

一些公立培训机构，加强对农民工等弱势群体的职业技能培

训。另一方面，可以适当补贴为员工提供职业培训的企业。

再次，进一步规范和完善个人所得税、转移支付等财税

政策手段。个人所得税方面，应考虑根据发展水平调整减除

费用标准，对高收入部分提高累进税率，条件允许时考虑地区

差异。由于低收入者家庭的收入来源可能更不稳定，可以考虑

以家庭为单位、按年度总收入来征收个人所得税。公共财政

支出方面，继续加大对落后地区、低收入群体的转移支付力度。

同时，建立健全转移支付资金监督体系，确保资金落到实处，

提高转移支付效率。

最后，尽快建立健全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长期以

来，我国的社会保障局限于城镇居民，为了应对医疗、住房、

养老等问题，农村居民不得不多储蓄、少消费。完善的社会保

障体系可以消除后顾之忧，刺激农村消费。建立健全全民社会

保障体系不仅是调节收入差距的再分配手段，也是促进国内

居民消费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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