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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社会财富公平分享
 文 丁任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年均GDP增长超过9%，人均GDP目前已达

3700美元，人民群众的收入与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同时，收入分配差距也在不断扩大，突出表现在为城乡之

间、行业之间和地区之间。据统计，目前我国行业平均工资比最低行业平均工资高出4.72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已达 3.33：1。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不仅抑制了居民消费，影响了经济发展，还损害了社会公平，容易引发社会矛

盾。中央对此高度重视，提出要加快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不仅要通过发展，做大社会财富这个“蛋糕”，也要

通过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把“蛋糕”分好，不断提高城乡居民收入，逐步扭转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对资源配置起着基础性的作用，可以提高整个社会经济活动的效率，但同

时它又是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因此，要完善国民收入分配制度，逐步缩小收入差距，需要充实和发挥

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能，强化政府在统筹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第一，正确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世界各国发展的实践表明，正确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是促进经济发展

与社会和谐的重要环节。在理论上，一般以基尼系数来衡量收入分配公平与否。根据国际惯例，基尼系数小于

0.2为高度平均，0.2—0.3为相对平均，0.3—0.4为相对合理水平，0.4—0.6为不平均，0.6以上为高度不平均。通

常把0.4 作为贫富差距的警戒线，超过这条警戒线就容易产生社会动荡。而我国的基尼系数已从改革开放初期的

0.20上升至现在的0.48。上世纪90年代初期，我国收入分配的基本原则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2007年，党的

十七大提出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以效率为主，在再分配中更加注重公平，这完全符合我国的现实。

第二，合理调整政府、企业和居民的分配比例关系。收入分配格局是指政府、企业、居民三者在国民收入初

次分配和再分配中的比例关系。1992—2007年，我国政府、企业和居民收入分别增长了9.83倍、19.35倍和7.52

倍，表明政府与企业收入增长较快，而居民初次分配收入增长较慢。为了改变这种收入不对称增长现象，在收

入分配格局调整中，应当强调政府让税、企业让利，不断增加居民收入。

第三，不断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农民是我国人口的主体，解决好“三农”问题始终是我国发展的核心。而不

断提高农民收入水平，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国内外经验表明，提高农民收入仅靠市场机制是不够的，

必须强化政府的作用。除了继续调整农产品价格结构，提高种粮直补和其他补贴，加大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农

村最低生活保障的扶持力度之外，还应放宽农民进城条件，逐步使农民工在劳动报酬、子女就学、公共卫生、

住房租购、社会保障方面与城镇居民享有同等待遇，加快城市化进程。

第四，加快公共财政建设步伐。长期以来，我国的财政支出以经济建设为重点，公共福利和社会事业支出占

财政支出的比重相对国外较低。在建立公共财政的过程中，政府应在经济不断发展的基础上，逐步增加对教育、

科技、卫生、文化和社会保障事业的投入。特别是在社会保障方面，应不断提高工人工资水平、最低工资标准、

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城乡扶贫基金发放标准等。这些措施一方面能提高最低生活阶层群众的收入，另一方面能

提高全体居民的福利水平。

第五，强化对收入差距的调控。政府可采取多种方式调节收入差距。通过税收手段，如完善个人所得税、开

征物业税和遗产税等，限制高收入阶层的收入；通过财政手段，如加大转移支付力度，扶持落后地区发展；通

过行政和法律手段，限制垄断行业职工收入的过快增长，打击各种非法收入，逐步缩小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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