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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再分配调节  推动规范分配秩序
   本刊评论员

我国伴随“黄金发展”而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和“矛
盾凸显期”，收入分配是当前的突出问题，具体表现为
收入差距过大、整体格局仍偏向于“金字塔”型、收入
分配秩序亟待矫治等。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深化收入
分配改革，顺应了发展大局，回应了民众关切。深化收
入分配制度改革，是一项十分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不
可能一蹴而就。我们要着眼于加强顶层设计和政策优
化，以强化再分配调节手段为抓手，推动分配格局更加
合理、分配秩序更加规范。

加快推动直接税收改革。加快建立综合与分类相
结合的个税制度，将收入全部纳入征收范围；结合居
民身份证号码和社会保障号码，建立全国统一的纳税
人识别号制度；建立健全个人收入双向申报制度，完
善法人单位作为扣缴义务人和个人作为纳税义务人同
时申报的纳税管理制度；完善高收入者的个税征收、
管理和处罚措施，实现应收尽收与税收成本降低的双
赢。改革房产税制度，完善房产保有、交易环节税收制
度，逐步扩大个人住房房产税改革试点范围，细化住房
交易差别化税收政策，加强存量房交易税收征管。扩大
资源税征收范围，提高资源税税负水平，形成以经济手
段促进节能降耗的机制，规范资源利用开发格局和资
源收益的分配秩序。合理调整消费税的税目和税率，将
部分高档娱乐消费和高档奢侈消费品纳入征收范围，
优化以经济手段引导居民消费结构的机制，调节消费
差距。

抓紧落实社会保障政策。坚持全覆盖、保基本、多
层次、可持续的原则，以增强公平性、适应流动性、保
证可持续性为重点，全面统筹推进建成覆盖城乡居民
的社会保障体系。改革和完善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社
会保险制度，建立兼顾各类人员的社会保障待遇确定
机制和正常调整机制。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和
基本医疗保险制度，逐步做实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实现
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使基础养老金“互济”功能的蓄
水池提升到与统一市场匹配的全社会层级，消除低层

级统筹时难以消除的劳动力壁垒，从而激发微观层面
的人力资本活力。扩大社会保障基金筹资渠道，建立社
会保险基金投资运营制度，确保基金安全和保值增值，
加强整个基本养老体系的资金支付能力。发展企业年
金和职业年金，发挥商业保险补充性作用。建立市场配
置和政府保障相结合的住房制度，加大保障性住房供
给规模，优化供给机制，保障基本住房需求。

优化转移支付调节手段。进一步加大对中西部地
区特别是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的
财力支持；加大教育、就业、扶贫开发等支出，加强对
困难群体救助和帮扶；结合各地优势，扶持医药、旅游、
文化等产业发展，支持中西部地区加快改革开放、增
强发展能力、改善人民生活，缩小区域差距。加大对农
村发展的财力支持，尤其要落实好农村义务教育免学
费和“营养餐计划”，让农村孩子都能健康成长、平等
接受教育、成为有用之才，保障机会公平；科学规划
城市群规模和布局，增强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产业发展、
公共服务、吸纳就业、人口集聚功能，有序推进农业转
移人口市民化，努力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
全覆盖，缩小城乡差距。转移支付方式的运用，需要在
经济发展基础上更多地筹集资金来支持，也需要在机
制创新、加强管理中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财政资金的
使用绩效。

加强对初次分配结果的监督和修正。明确政府优
化收入分配的主要作为空间在再分配领域，同时，也要
切实承担起在初次分配领域建立市场要素配置机制、
规范公平竞争环境的责任。在收入分配和财产配置的
通盘视野之下，合理调节各地最低工资标准，引导企业
劳资双方在工薪分配上建立集体协商机制；加强对非
工资收入和财产性收入的引导和管理，严厉打击“黑色
收入”，清理整顿规范“灰色收入”；在全社会范围内，
建立兼顾公平和激励，兼顾政府机关和不同类型企业
等部门差别以及单位内部技术人员与管理人员等岗位
差别的收入分配规则，并逐步提高规则的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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