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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收入分配是民生之源，事關老百姓的切身利益；合理的收入分配局面是國家長治久

安的保證，也是社會和諧穩定的基礎。伴隨著改革開放31年的歷史進程，我國的收入分

配格局經歷了由平均主義向差距逐步擴大的發展過程，根據新華社的調查資料發現今年

我國基尼係數仍然遠遠超過國際公認的0.40的警戒線水準，達到0.48。與此同時，收入

分配差距呈現“窮降富升”趨勢，正在逼近社會容忍的“紅線”，基於中國貧富分化加劇的

態勢和構建和諧社會的需求，收入分配問題成為現階段我國學者探討的熱點問題。 

本文依據國內外學者關於收入分配的相關文獻，針對我國尚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

的特殊國情，詳細分析了我國收入分配差距的現狀和影響，並從社會層面，行業壟斷，

勞動群體差別以及勞動者個人差異，結合國家特殊的政策法律，抽象概括出了收入分配

差距擴大的原因，在分析結果基礎上對如何解決我國收入分配差距問題提出了幾點建

議。 

 

關鍵字：基尼係數；收入分配；收入差距； 

 

1. 序言 

1.1 研究背景以及研究意義 

我國的收入分配不公現象愈演愈烈，在2010年全國兩會中，收入分配問題再次成為

焦點問題，人們對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現象展開了熱烈討論。今年4月1日，國務院總理溫

家寶在《求是》雜誌發表《關於發展社會事業和改善民生的幾個問題》的文章，明確指

出要提高城鄉居民收入和改革分配制度，同時指出，當前的收入分配問題已經到了必須

下大力氣解決的時候。顯然，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我國居民收入整體得到了提高，但

是不同群體收入分配差距卻呈現出愈拉愈大的趨勢，使得人民的幸福感指數大大低於以

前，收入分配差距逐漸的成為影響社會穩定的一大不和諧因素。 

財政部的最新調查顯示，我國的收入分配差距已經達到了“高度不平等”狀態：10%
的富裕階層占城市居民全部財產的45%，而最低收入10%的家庭其財產總額僅占全部居

民財產的1.4%。收入分配的不公平使得大多數居民的生活幸福指數大幅度下降，即使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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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得已經很好了卻仍然覺得心理上不能夠得到滿足。①資料還顯示，衡量社會貧富差距

的基尼係數目前我國已經激增至0.48，大大超過了0.4的警戒線，事實上我國的基尼係數

早在2000年已經超過了0.4的警戒線水準，此後一直呈現持續間斷增長態勢。 

改革開放所惠及的應該是億萬民眾，只有讓每一個人都能切實感受到該成果，才能

從根本上體現出社會主義制度的優越性，才能適時地實現全民共同富裕，從而構建和諧

社會。然而現階段這種收入分配差距日益擴大的局面，對於和諧社會的構建形成很大威

脅，儘快解決我國現階段收入分配差距拉大的問題，對我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社會主

義和諧社會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另外，研究居民收入差距還具有較強的理論指導意義：可以為制定科學合理的政府

政策提供依據。經濟利益問題始終是人們關心的焦點問題，而社會收入分配狀況直接影

響人們的利益和社會行為，導致並逐步調節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政府政策。通

過對居民收入差距程度和相關理論進行研究，為我們正確判斷社會收入差距狀況，正確

地解決社會收入差距矛盾，提供科學的政策制定依據。 

本文主要採用文獻研究法，資料比較法。在寫作準備階段，利用中國期刊網、萬方

資料庫、碩博論文庫以及互聯網搜索工具（www.baidu.com.cn;www.google.com.hk），查

閱了大量關於收入分配的文獻資料，並對它們進行比較總結，為本文的分析總結提供了

基礎，也為解決現階段我國收入分配差距擴大化問題起到指導作用。 

1.2 關鍵概念的界定 

1.2.1 收入分配 

盧嘉瑞(2003)明確指出：收入分配有兩種：一種是功能收入分配，另一種是規模收

入分配。 

其中功能收入分配，是以生產要素（如土地、資本、勞動、技術）為主體，根據各

種生產要素在社會總產品生產中發揮的作用或做出的貢獻，對國民收入所進行的分配。

它之所以又稱為要素貢獻收入分配，是因為這種方法不是把個人或家庭看成獨立的個

體，而是將“勞動所得”當作一個總量，與地租、利潤在國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額相比較。

該定義主要是從收入來源的角度研究收入分配，要解決的問題是資本和勞動等生產要素

得到收入份額是多少的問題。研究的目的在於分析各種生產要素對生產的貢獻與其所得

之間的關係是否合理，體現了分配的經濟效率原則。 

規模收入分配，是以居民個人為主體對國民收入所進行的分配，即某個或某階層的

人口或家庭所得到的收入份額。之所以又稱個人收入分配或居民收入分配，是因為它是

從收入分配最終形態的角度研究收入分配，要解決的是各個階層及其內部構成所得的最

終收入在社會總收入中所占比重的有關問題。研究的目的主要在於分析某一類階層的人

口或家庭的比重與其所得的收入份額之間的關係是否合理，體現了分配的經濟公平原

則。 

兩者研究問題的角度和目的不同：前者側重於研究不同的生產要素所獲得的不同的

收入份額是如何確定的，後者側重與研究某人或某些人所得的收入是多少。但是兩者也

相互聯繫，功能收入分配是規模收入分配的基礎，功能分配的狀況對規模分配的標準、

方式、數量及合理度有著重要影響，沒有對功能分配的研究就無法對規模收入分配進行

分析。 
                                                 
① 國家統計局，2005，中國統計年鑒 [M].北京：中國統計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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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鑒於功能分配的重要性，結合經濟學要素分配理論，將收入分配界定為功能性

分配。 

1.2.2 收入分配差距 

收入分配差距分為收入分配絕對差距和收入分配相對差距。 

絕對差距是指以貨幣或實物表示的不同群體和個人之間的收入差距的絕對數，用它

可以測度不同階層居民的富裕程度，通過它可以發現收入差距的大小，但不能瞭解它們

之間的差別程度。 

相對差距是指用收入相對份額或收入比重來表示不同群體或個人之間的收入差

別，是衡量收入分配公平與否的重要標誌。 

本文為了研究收入分配差距問題，採取相對收入分配差距的概念。② 

 

2. 中國現階段收入分配的現狀 

2.1 近年來中國基尼係數的變化 

1912年，義大利經濟學家、統計學家基尼以洛倫茨曲線為基礎，提出了基尼係數。

隨後，瑞賽、道爾頓、阿特金森等人又做了進一步研究，把它用於衡量社會收入分配差

異程度。基尼係數是國際上通用的反映國家(或地區)居民之間收入分配差異程度的指標。 

假設居民實際收入分配曲線和收入分配絕對平等曲線（完全平等線）之間的面積為

A，實際收入分配曲線右下方的面積為B，並用A除以（A+B）的結果來表示收入分配不

平等程度。這個數值被稱為基尼係數或洛倫茨係數，它作為聯合國規定的反映社會經濟

發展的重要指標，已被人們廣泛接受。若基尼係數等於0，說明居民收入分配絕對平均；

若基尼係數等於1，說明居民收入分配絕對不平均。一般認為，基尼係數的數值介於0和

1之間。根據國際標準，基尼係數在0.2以下為居民收入分配高度平均；在0.2和0.3之間為

相對平均；在0.3和0.4之間較為合理；高於0.4表明差距偏大，而超過0.6就處於社會動亂

隨時可能發生的危險狀態。③如下圖示： 

                                                 
② 盧嘉瑞等，2003，中國現階段收入分配差距問題研究[M].北京：人民出版社 
③丁桂茹，2009，基於基尼係數角度分析我國收入分配問題，技術與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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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基尼係數示意圖 

 

 

根據肖持崗於2009年在《經濟縱覽》期刊把上面發表的文章《對基尼係數的國情化

認識》，結合中國統計年鑒，補充了2009年以及2010年的預測資料，編制了以下關於中

國近十年來基尼係數變化趨勢的表格：④ 

表 1 2001－2010 中國基尼係數變化趨勢表 

年份 2001 2001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預測 

基 尼

係數 
0 ．

4031 
0 ．

4326 
0 ．

4386 
0 ．

4387 
0 ．

561 
0．46 0．48 0．51 0．57 0．48

  

 

為了使該趨勢更加清晰，一目了然，相應的折線圖附在下面：  

                                                 
④肖持崗，2009，對基尼係數的國情化認識，，經濟縱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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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2001－2010 中國基尼係數變化趨勢折線圖 

 

 

根據統計年鑒資料發現：我國居民的基尼係數 20 世紀 80 年代中期為 0.3，到 1990
年為 0.42，90 年代中期為 0.43，到 2000 年已經達到 0.41，2005 年接近 0.57，今年出現

間斷上升趨勢。⑤這些資料充滿表明一個問題，就是由於經濟體制和城鄉發展不平衡等

因素，導致我國在整體擺脫貧困的同時，出現居民收入差距擴大化趨勢。從現在的情況

來看，城鄉居民之間收入差距維持在 3.3 倍左右，行業間差距最高達到了 15 倍之多；10%
的最高收入戶與 10%的最低收入戶人均收入相差 20 多倍，少數金融國有企業高管的年

薪水準是社會平均工資的 100 多倍，而個別企業相當高的天價薪酬是社會平均工資的

2000 多倍，這些觸目驚心的相對數不得不引起我們的高度注意，收入差距已經到了不調

不行的階段。⑥ 

2.2 勞動分配率的逐年下降 

勞動分配率是個體的工人(工資)占企業整體附加產值（毛利或利潤）的比率，隨著

生產力的發展，該比率有逐步降低的趨勢，這反映了技術的快速發展和管理水準的大力

提升，但是也產生了一個問題就是：勞動要素所得越來越低，這也是收入差距持續擴大

的主要因素。居民收入來源大致有三個方面：一為勞動所得；二為轉移所得；三為資本

所得。其中勞動所得方面由於和轉移所得、資本所得相比越來越少，收入差距擴大也在

所難免。 

眾所周知，我國是以公有制和按勞分配為主體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國家，以勞動要

素成為居民收入主要來源才是符合社會主義本質要求的，然而，事實卻是：自從改革開

放以來勞動者報酬不僅沒有占到主體地位，反而呈現出逐年下降趨勢。國家發改委社會

發展研究所所長楊宜勇認為，勞動所得與資本所得之間存在差距也正常，但若超過一定

                                                 
⑤ 陳 婭 ，2010， 關於我國收入分配差距的思考，大眾商務  
⑥宋縣婷，2009，基於基尼係數理論探討構建和諧社會，改革與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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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限度就會引發很多問題。在我國初次分配領域，勞動者工資增長趕不上企業利潤增長

已是一個普遍現象，並且這種差距有逐漸拉大之勢。 

我國城鎮職工工資總額占GDP的比重從1978年的15.6%下降到2009年的10.3%，30
年間下降5.3個百分點；從勞動報酬占國民收入的比重來看，也呈下降趨勢。根據學者卓

勇良（2007）的計算，以及中國統計局和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的相關資料得知：勞動

報酬占國民收入的比重1998年為50.63%，2003年為40.1%，2004年為38.9%，2006年為

37.90%，2008年為37.5%，2009年由於繼續受到金融危機造成大批工人失業的影響，雖

然該年度後期經濟有所回升，該比例卻仍沒有回升，經過預測發現2010年度勞動所得占

國民收入的比重將會下降到37.4%。具體情況如表2和圖3所示： 

另外，自2004年國家宏觀調控起，勞動報酬在國民收入中占比就不到百分之四十，

並呈逐年下降趨勢，而資本回報比重卻節節上揚。以上資料表明，勞動者在收入份額上

並沒有占主體地位，這顯然與以按勞分配為主體的國家政策不符合，創造財富的勞動者

並沒有分享應得的收益，大量財富被“不生產階級”攫取。 

表 2  2001－2010 年勞動所得占 GDP 比重的變化表⑦(單位：%) 

年份 2001 2001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預測 

勞 動

所 得

占 國

民 收

入 比

重 

38．4 40．3 40．1 38．9 38．1 37．9 37．6 37．5 37．5 37．4

 

 

 

 

 

 

 

 

 

 

 

 

 

                                                 
⑦ 卓勇良，2007，關於勞動所得比重下降和資本所得上升的研究，浙江社會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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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2001－2010 年勞動所得占 GDP 比重的變化趨勢折線圖 

 

 

（該圖數據（2001年－2005年）源引于卓勇良在2007年5月發表的論文《關於勞動

所得比重下降和資本所得上升的研究》，浙江社會科學；2006年－2010年的資料採用卓

勇良的計算方法，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以及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的相關資料計算得

出。） 

2.3 財富分配群體差劇明顯 

“掌勺者”多吃多占，他們獲得高昂的獎金、股票期權等收入，並沒有與工人共用增

長的成果。 

有專家認為：20世紀80年代以來的新一輪全球化只是資本及其代理人的全球化，而

勞動力的全球化不如19世紀末20世紀初。屬於高收入階層的高管們採取了機會主義行

為—自己給自己加薪，這無異於“掌勺者”多吃多占，搭上了全球化和國內改革開放之便

車。高管們年收入超百萬乃至上千萬已經不是個別現象。據媒介報導，2007年中國平安

保險公司董事長兼CEO馬明哲的稅前收入達到了6616萬元，其兩位副總的年薪也在4000
萬元以上。其實，企業高管並非像經濟學家說的那樣，因為他們具有高創新性，高冒險

性，故而可以撈取豐厚報酬，因為企業的運作發展，是全體工人共同努力的結果，企業

發展的風險是由全體人員共同承擔的，企業利潤也理應由全體人員共用，可是現實社會

裏面，合理的收入分配是沒有的，總之，現實中不乏這兩大收入懸殊的階層，進一步加

劇了收入分配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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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入分配差距形成的主要因素 

3.1 （社會方面）城鄉二元體制的後果 

城鄉分割性的日益嚴重，直接導致農村勞動力非農就業歧視問題；同時不可避免的

導致公共財政資源和社會資源向城鎮過度傾斜；使城鄉收入差距具備擴大化的基礎。城

鄉收入差距是我國歷史上遺留下來的一個問題。改革開放以來，我國城鄉收入差距經歷

了由迅速縮小到逐漸擴大，由擴大到逐漸縮小，再由逐漸縮小到加速擴大的一個動態發

展過程。據中國農村統計年鑒，1978年我國城鄉居民收入比是2.57:1，改革初期，由於

農村家庭聯產承包責任制的產權改革，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大大提高，農村收入增長速度

快于城鎮居民收入的增長速度，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明顯縮小，並且保持在一個比較穩定

的範圍內，由1978年的2.57:1縮小到1984年的1.82:1。然而從1984年開始，改革的中心由

農村轉移到城市，城鎮居民收入增長速度超過了農村居民收入增長速度，農村居民人均

純收入的增長幅度很小，從1989年到1991年，這三年中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由602元增

長到709元，三年僅增107元。城鄉收入差距逐年拉大，1992年達到2.58:1，超過了1978
年的水準，1994年達到最高點，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擴大到了2.86:1，從1994年開始，國

家意識到城鄉收入差距過大的嚴重性，採取了一些積極措施提高農村收入水準，城鄉之

間的收入差距出現了逐步下降的趨勢，但是持續的時間不長。1997年，城鄉收入比下降

到2.47:1，從1997年至今，我國的城鄉收入差距呈現出加速擴大的趨勢。世界銀行的相

關報告指出，世界上多數國家城鄉居民收入的比率為1.5:1，超過2:1的極為罕見。然而

進入21世紀以來，我國城鄉收入差距不僅超過了2:1，而且在3:1以上，收入分配明顯向

城鎮居民傾斜，由此可以看出，我國是世界上城鄉收入差距較大的國家之一。⑧ 

3.2 （行業壟斷方面）行業寡頭壟斷形成產業差異 

行業收入差距是指城市中不同行業從業人員的收入差距。根據人力資源和社會保障

部的統計，目前，電力、電信、金融、保險、煙草等行業職工的平均工資是其他行業職

工平均工資的2~3倍，如果再加上住房、工資外收入和職工福利待遇上的差異，實際收

入差距可能在5~10倍之間。 

改革開放以來，尤其是80年代中期城市經濟體制改革以來，各行業就業者收入水準

都有較大的提高，但提高的程度各不相同，導致了行業收入差距逐漸擴大。從日常生活

中可以看到，金融、電信等壟斷性行業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獲得了高額利潤，並把其

中一部分以不同形式分配給了職工，職工收入有較大幅度的增長;而一些依靠財政補助的

基礎性行業，如農林牧漁業和地質水利業等由於補貼減少和利潤下降，從業人員收入增

長速度不快。 

據國家統計局測算，1990年收入最高的行業依次為採掘業、電力、煤氣及水的生產

和供應業、地質勘察和水利管理業、交通運輸、倉儲和郵電通信業、科學研究、綜合技

術服務業和建築業，收入最低的行業依次為農、林、牧、漁業、批發零售貿易和餐飲業

製造業、金融、保險業和教育、文化藝術和廣播電影電視業；行業最高與最低人均收入

比為1.29:1；1995年達到2.23:1；1999年達到2.49:1；2000年與1990年相比，增幅最高的

是房地產業、金融保險行業和技術服務行業，分別達到470%、542%和466.8%，農林牧

漁業和採掘業增幅最低，僅為236.4%和206.8%，行業最高與最低人均收入比為2.63:1。

                                                 
⑧國家統計局農村社會經濟調查總隊，中國農村統計年鑒──2002[M]，北京：中國統計出版社 

國家統計局，2005，中國統計年鑒 [M]，北京：中國統計出版社 

冷崇總，2006，居民收入差距的實證分析[J]，價格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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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最新統計資料發現，2009年該比例已經突破3.5：1.這充分表明行業差異確實是居民

收入差距日益擴大的一個重要原因。 

施峰（2005）等人經過計算發現：石油、天然氣開採、煙草製造、鐵路、航空、電

信等行業企業的景氣指數，高於各行業平均水準25%～60%。電力、能源、運力的緊張

更加加劇了這一狀況，使得部分壟斷行業和一般行業的收入差距進一步拉大。這些高收

入行業幾乎都是壟斷行業，老百姓將之歸納為：金（金融）銀（銀行）財（財政）保（保

險），兩電（電信和電力）一草（煙草）。⑨ 

這七大壟斷行業的收入往往帶有灰色性質，比如：投機以牟取暴利在房地產投機和

股票投機中，房地產公司和證券公司是最大的受益者。房地產公司利用某些主管部門憑

權力以牟取福利的欲望，在土地批租和倒賣中發了橫財。證券公司則憑藉獨有的資訊資

源和壟斷地位獲取利潤。⑩ 

處於壟斷地位的壟斷部門，由於它們附屬于行政部門、或政府賦予一定行政權力、

或享有政府補貼等等，所以壟斷部門容易產生超額壟斷利潤，其中的一部分又轉化為這

些行業職工的過高收入。即使某些壟斷部門經營虧損，但由於政府的管制不力，其職工

還是照常能夠拿到高工資、高補貼。總之，壟斷行業的高收入具有很大程度的不合理性，

加劇了我國收入分配的差距，造成了社會的不公平與機會的不均等。 

3.3 （勞動群體方面）強勢階層和弱勢階層的不同待遇 

3.3.1 強勢階層 

《現代化的陷阱》一書中指出，中國在改革計劃經濟體制的同時，就使中國社會開

始了資本原始積累過程。該書作者何清漣女士指出，在這個過程中得利的主要是這幾類

人:第一類是部分社會資源的管理者，他們獲利的手段往往是直接接受賄賂和貪污公款。

第二類是少數國有企業負責人，這類人特別容易將國有資產通過某種途徑變為己有。第

三類人是有能力將權力變成金錢的仲介者。通過權利不正當使用換取傭金。第四類人是

那些駐海外及港澳地區的中資機構少部分工作人員。通過職務之便牟取利益好處。這四

類人變成了強勢階層，是中國的高收入階層。同時，由於中國實行的漸進式改革，導致

計畫和市場兩種體制長期並存，使得計畫價格和市場價格、官方利率和市場利率、官方

匯率和市場匯率同時並存，這為其中兩種人的暴富提供了機會:一種人是握有某些權柄的

腐敗分子，借此機會大搞權錢交易:另一種人是善於收買腐敗分子的投機分子，他們利用

雙軌制的漏洞，通過價差、利率差、匯率差大發橫財，這兩種人相互勾結、從中牟取暴

利。權力腐敗是滋生一批暴富分子的土壤；除此以外，大量非法非正常收入的現實存在

使我國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被不合理地拉大，這也是社會上“仇富”心態出現的原因，所謂

非法非正常收入是指：目前的法律規定條件下不合法的收入，如偷稅漏稅、走私、詐騙

等，或貌似合法但有悖於公平原則或道德規範的非正常收入，如公費旅遊，集團消費轉

化成個人消費等。現在社會上大量存在“灰色收入”和“黑色收入”，導致群眾對機會不平

等，對貪污腐敗、官商勾結等現象強烈不滿，對富人階層的對抗與不滿情緒也會與日俱

增，這種心理造成個階層之間矛盾的激化。 

3.3.2 弱勢階層 

勞動弱勢階層議價能力低下；長期以來，國家和地方政府為了招商引資發展經濟，

                                                 
⑨ 施峰，2005，縮小居民收入差距：中國和平發展亟待解決的一個重要問題，經濟研究參考 
⑩ 張術，2005，我國現階段收入差距問題及研究，長春理工大學碩士學位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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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於注重資本的力量，造成普通體力勞動者，尤其是農民工階層在工資談判，福利待遇

上面根本不具備對話力量，為此，國家在2008年1月1日出臺《勞動合同法》，該法賦予

弱勢階層一部分談判資本，可惜的是，由於國人法律意識的淡薄，企業工會制度的不健

全甚至缺失，經營者的乖巧回避，使得勞動合同法沒有達到應有的結果，收入分配差距

依然擴大。 

另外，弱勢階層勞動品質得不足導致相對收入越來越低（受教育程度；能力，崗位，

工作績效）；在企業內部，無論是基於崗位的工資模式還是基於能力的工資模式，亦或

是基於績效的薪酬設計模型，勞動品質的不同也是收入差距拉開的主要原因。其中受教

育程度方面：一般工薪階層或者農民和強勢階層相比，顯然處於絕對劣勢，很多農村小

孩讀完初中就加入了打工者的行列，甚至義務教育學歷都無法完成，由於所受教育有

限，擇業面窄，收入較低也就不足為怪。這樣，在農村形成了惡性循環：愈窮接受教育

愈少，所受教育愈少收入愈少。無形之中和富裕階層及部分工薪階層差距，通過幾代人

的傳遞愈來愈大。11 

3.3.3 （法律政策方面）國家政策方針貫徹執行的落空 

布羅代爾曾說過:“如果沒有社會的積極配合，少數資本家要獨佔利益，那將是不可

思議的事。” 

“允許和鼓勵一部分地區、一部分個人先富起來”，該政策反映了國家迫切希望快速

發展經濟，甚至冒著失去公平的風險，改革開放以來，這個大政策確實拉動了社會主義

生產力的快速發展，但是也拉大了收入差距。為此，國家提出“效率優先，兼顧公平，

一次分配突出效率，二次分配體現公平，允許國家機關、企事業單位的工資收入有合理

的差距，但不能過於懸殊”的基本分配原則，可惜的是：該政策並沒有落實，致使再分

配功能嚴重缺失和錯位，使弱勢群體的利益得不到保障，一些非正常收入未及時調節，

從而導致在社會收入分配總體水準不斷提高的同時收入差距也迅速擴大，貧富懸殊且加

速分化。這個現象的存在嚴重的挫傷了一部分人的工作熱情和積極性，給社會安定、穩

定和發展造成極為不良的影響。 

在貧富差距已經形成的社會結局中，由於“遊戲規則”是由強勢階層制定的，造成階

層結構的定型化傾向，給下層居民為追求合理報酬而向上流動，帶來了更多的阻力。社

會階層流動性的缺乏使得勞動力適應需求或技術的變化，從而能夠自由地從一種工作轉

向另一種工作，或者說對低端工資做出迅速調整的可能性不復存在。已有研究表明，我

國的階層流動具有以下特點:20世紀80年代到90年代中期，各社會群體之間的流動比較頻

繁。有一大批原來經濟地位低下、生活十分貧苦的人，甚至是社會邊緣群體，在市場經

營中賺了很多錢成為富有階層的成員。到了90年代末期，底層向上流動的機會大大下

降，總的流動率雖然比以前高，但是社會上層向上流動的比率更高，社會下層向上流動

的比率降低，機會減少，這便促使社會結構出現了定型化傾向。應當特別注意的是，該

“遊戲規則”的存在，使得廣大人民群眾獲取財富機會的減少，現有財富與權勢結合成為

那些高居金字塔頂端的少數人獲益的保障。12 

我國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被不合理地拉大，嚴重損害了我國當今的經濟效率，對資源

的優化配置和合理利用起著破壞作用，還削弱了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礎，激化了

                                                 
11 周耀武 2004，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的原因探析，湖南社會科學 
12董全瑞，趙 哲，2009，我國收入分配差距擴大趨勢及原因解釋，中共石家莊市委黨校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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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社會矛盾，嚴重影響到我國和諧社會的構建13 

5、企業稅負過高，稅收增長率遠超經濟增長率。 

由於稅收來自於企業和個人的繳納，減少了其可支配的資金，最終稅負壓力落在弱

勢勞動者身上。1997年以來，稅收增長率幾乎年年高於工資增長率。1997年至2005年，

稅收平均增長率為16.5%，同期工資年平均增長率僅為13%，遠遠低於稅收增長率。如

果從占GDP總量的比率考慮，1997年至2005年，稅收所占GDP比率呈逐年穩步增長態

勢，由1997年的10.4%上升至2005年的15.7%，同期勞動者報酬所占ＧＤＰ的比例卻從

11.9％降至10.8％。另外，同期企業營業餘額占ＧＤＰ比例也從21.9％增加到29.6％。可

以說，企業利潤的大幅增加在相當程度上是以職工低收入為代價的。14 

 

4. 我國現階段收入差距過大的不良影響和後果 

4.1 抑制居民消費，遏制經濟發展 

有些學者認為居民收入差距的擴大，出現兩種人群：一種人群收入增長很快；另一

種人群收入增長慢乃至是零增長或負增長。收入增長很快的人群消費也會增長，但是消

費增長會慢於收入增長，出現邊際消費傾向遞減的趨勢；另一部分人群的邊際消費傾向

雖高但收人有限，導致他們的消費意願雖強卻沒有消費能力。整體來看：收入差距拉大

會抑制總消費和有效需求。15 

當前收入差距擴大會帶來一定的經濟風險，在影響消費的同時，還會導致經濟秩序

和社會秩序的混亂，加劇城鄉經濟和地區經濟發展的不平衡，以至於影響社會穩定，最

後嚴重制約經濟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4.2 扭曲公民價值觀，惟利是圖； 

正如經濟學家亞瑟·路易斯所說，收入分配的變化是發展進程中最具有政治意義的

方面也是最容易誘發妒忌心理和社會動盪混亂的方面。不合理不適度的收入差距將扭曲

人們的收入觀念和價值觀。“惟利是圖、拜金主義”思想蔓延，人生觀發生庸俗化，使人

們心靈深處的一些不良因素也同時被社會上的一些不正常、不健康現象和醜惡現象誘發

出來，導致一些人走向犯罪。有些人試圖通過走“捷徑”致富，以僥倖的心理對待非法收

入，某些政府官員權錢交易，以權謀私，甚至視“紅包”現象是“合情合理，你情我願”的

合法收入來源，像這樣的現象屢禁不止，造成社會道德水準大幅度下滑，最終導致社會

犯罪的頻繁發生。隨著收入差距的繼續擴大，那些經濟困難的社會群體面對那些富人階

層，尤其是通過非法手段快速斂財而富起來的富人階層，總會產生心理失衡和失落感，

容易產生與社會的對抗行為，導致社會階層矛盾的激化，影響社會的穩定，近年來，不

斷發生圍攻政府機關，殺害高收入者，敲詐勒索等現象充分證明了這一點。 

學者何清漣女士用“犯罪浪潮”這個詞形容中國犯罪率逐年上升這種現象。事實上，

無論是以貪污腐敗為主要內容的經濟犯罪，還是以搶劫、綁票為主要內容的刑事犯罪案

件，其數目每年都在增加。這些犯罪事件，論其動機大多和收入有關，繼續究其深層次

原因，不難發現不合理的收入差距過大事實是誘發犯罪的一個主要根源。 

                                                 
13張亮亮 ，範銀紅，2009，當前我國居民收入分配的現狀及對策探尋，理論界 
14常清，2008，稅收增長過快有損經濟持續健康發展，中國證券網 
15韓文秀 ，尹豔林 ，馮建林，2003，中國居民收入差距研究綜述，經濟研究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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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影響和諧社會的構建 

構建和諧社會是一項全面系統、複雜的工程，需要協調好社會的各階層、各個利益

群體之間的關係，縮小居民收入差距。在中國發展的關鍵時期，“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

會”這一理念的提出，是當代中國社會發展的內在要求。 

然而不合理不適度的收入差距卻違背了這個理念，同時也違反了社會主義共同富裕

的本質。中國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追求共同富裕是最基本的社會目標之一。但是收入

分配差距過大的現象，顯然與追求共同富裕的目標相悖。共同富裕才是社會主義的本

質，鄧小平曾經明確指出：“允許和鼓勵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通過誠實勞動和合法經

營先富起來，以先富帶動後富，最終達到共同富裕。”然而現實中，有些人是通過取得

不合理不合法的收入而快速富起來的，這類人絕對不會自掏腰包資助慈善事業，相反只

會在窮人面前炫耀以滿足其虛榮心理。即使是通過誠實勞動和合法收入富起來的那一小

部分人，目前來看，投身于慈善事業的也寥寥無幾，值得一提的是：現在的福利事業大

部分是由屬於窮人階層的彩民撐起來的。再來看一句話：鄧小平明確指出：“社會主義

的目的就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不是兩極分化。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兩極分化，我們

就失敗了。”16顯然，如果不遏制收入差距繼續擴大的勢頭，社會主義建設的初衷可能

永遠無法實現。 

 

5. 收入分配差距的理論探討 

5.1 收入分配差距的衡量工具： 

5.1.1 基尼係數和洛倫茨曲線 

前面已經提到過基尼係數（Gini Coefficient），它是20世紀初義大利經濟學家基尼于

1912年提出的，根據洛倫茨曲線所定義的判斷收入分配公平程度的指標，是比例數值，

在0和1之間，是國際上用來綜合考察居民內部收入分配差異狀況的一個重要分析指標。 

洛倫茨曲線是以橫軸表示人口量計百分比；縱軸為收入量計百分比，以人口與收

入，由低向高形成人口——收入實際曲線。它主要描述了占收入大多數的人群比例和相

應的剩餘人群占收入總額的比例，該曲線一目了然，為研究分析社會收入分配差距提供

了很大方便。 

它們二者的關係是：洛倫茨曲線的弧度越小，基尼係數也越小。17 

5.1.2 恩格爾係數 

1857年，世界著名的德國統計學家恩格爾闡明了一個定律：隨著家庭和個人收入增

加，收入中用於食品方面的支出比例將逐漸減小，這一定律被稱為恩格爾定律。 

反映這一定律的係數被稱為恩格爾係數。其公式表示為： 

恩格爾係數（%）= 食品支出總額 / 家庭或個人消費支出總額*100% 

恩格爾定律主要表述的是食品支出占總消費支出的比例變化的一定趨勢，揭示了居

民收入和食品支出之相關關係，用食品支出占消費總支出的比例來說明經濟發收入增加

                                                 
16田玉敏等，2006，城鄉居民貧富差距擴大對構建和諧社會的影響[J]，統計與決策 
17肖持崗，2009，對基尼係數的國情化認識，經濟縱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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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生活消費的影響程度。眾所周知，吃是人類生存第一需要，在收入水準較低時，其在

消費支出中必然佔有重位，隨著收入的增加，在食物需求基本滿足的情況下，消費者才

會開始向穿、用等其他方面轉移。因此，一個國家或家生活越貧困，恩格爾係數就越大；

反之，生活越富裕，恩格爾係數就越小，國際上常用恩格爾係數來衡量一個國家和地區

人民生活水準的狀況，根據聯合國糧農組織提出的標準，恩格爾係數在59%以上為貧

困，50－59%為溫飽，40－50%為小康，30－40%為富裕，低於30%為最富裕。 

5.1.3 庫茲涅茨指數 

該指數是指：用一個收入分配體系裏面最為富有的20%人的收入份額來表示社會的

收入分配差距。這一指數的最低值不可能小於0.2，指數越高收入分配差距越大。 

一個極端的情況就是，收入絕對平均地加以分配，收入最低和最高的20%居民(或
家庭)均獲得全部收入的20%。這顯然是不可能的。庫茲涅茨“倒u假說”就是一國收入分

配的不平等會隨著早期經濟發展而惡化，達到最高點後，又隨著後期經濟發展而改善。

庫茲涅茨還同時得出結論:人均國民收入在300一500美元之間，收入分配不均等程度達到

最高頂點。其頂點在這一收入分配的“倒u”曲線上，成為“拐點”。因而“拐點”出現時的人

均收入水準(300－500美元)就成為人們判斷收入差距的又一種尺度。 

幾十年來，庫茲涅茨的“倒U曲線”假說經過許多經濟學家的發展與完善，儘管沒有

被完全證實，但已經成為多數經濟學家用來分析經濟增長與收入分配二者之間關係及預

測發展趨勢的一種理論依據。 

 
圖 4 庫茲涅茨“倒 U 曲線” 

 

 

5.1.4 國外最新關於收入分配差距出現的經濟學理論闡述 

由於阿羅不可能定理的困惑，經濟學家始終未能找到滿足經濟效率與公平分配的最

優組合點的條件，這就給研究收入分配以及收入分配差距問題留下了極大的理論空間。

我們分析發現，間接或者直接推動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出現擴大化趨勢的經濟學家有下面

幾位：哈耶克（F.A.Hayek）；諾齊克（Robert Nozick）；而經濟學家羅爾斯（John Rawls）；

阿馬蒂亞·森（Amartya Sen），則從平等分配角度或者關注弱者角度，對縮小收入差距提

供了理論指導。這些經濟學家從不同角度對收入分配進行了闡述，具體如下： 

經濟發展水準

收
入
分
配
狀
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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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1 哈耶克（F.A.Hayek）的自由選擇理論： 

哈耶克（F.A.Hayek）把分配的內容基本上限定為自由選擇的機會。在哈耶克看來，

自由不僅作為一種目的本身極為重要，而且自由還是為人們提供各方面幫助的手段，正

是自由賦予了人類文明一種創造力，而這種創造力才是人類社會進步的真正動力。因為

只有當個人有自由運用他們所擁有的知識去實現他們自己的目的的時候，社會進步才會

發生。該理論為自由的市場競爭進行了理論支持，在一定程度上“放縱了”一部分能力

強，資訊充分的居民快速致富，和其他人拉開收入分配差距。 

5.1.4.2 諾齊克（Robert Nozick）的自由交換理論： 

諾齊克（Robert Nozick）在考慮收入分配內容的時候，也特別強調的是自由交換的

權利。他認為，在一個自由的社會裏，每個人所得到的東西，是他從另外一個人那裏得

到的，而另一個人給他這個東西的目的同樣是交換某種東西。因此，在諾齊克的分配理

論當中，如果說有分配的內容的話，這個內容也只能是自由選擇的權利，而不是物質內

容。自由選擇的權利是諾齊克分配理論的基礎和出發點，國家的根本職能保護這種權利

不受侵害，而不是具體地分配收入和物品。這一點顯然符合亞當.斯密的“看不見的手”
的市場調節理論，也是從理性的經濟人角度出發，無視“馬太效應”的存在，忽視了過分

自由會導致過度分化，出現收入差距擴大的問題。 

5.1.4.3 羅爾斯（John Rawls）平等分配理論： 

羅爾斯（John Rawls）在涉及收入分配內容的時候強調的是社會基本物品，他認為

所有社會基本物品—自由、機會、收入、財富、自尊的基礎——都要平等地進行分配，

除非對其中一種價值或所有價值的一種不平等分配合乎每個人的利益。他看到了合理的

收入分配的重要性。 

5.1.4.4 阿馬蒂亞·森（Amartya Sen）的關注弱者的理論 

阿馬蒂亞·森（Amartya Sen）認為，財富和收入固然是人們追求的目標，但他們畢

竟屬於工具性的範疇，人類社會最高的價值標準是以人為本作為發展的自由。必須注意

社會的底層，而不僅僅是反映多數人生活狀況的平均數。在他對各種經濟學問題的研究

過程中，處處體現了對社會成員中弱勢者的關注，並且想方設法的增加貧困者獲得收入

的機會。阿馬蒂亞·森特別強調了社會中強勢群體利用資訊優勢和缺乏法律規範約束而謀

取利益的行為，這一點為後文提出收入差距合理化建議起到了啟示作用。 

5.1.5 國內學者關於收入分配理論的研究 

國內學者陳宗勝（1994）最早對有關收入分配進行研究綜述：他基於庫茲涅茨

(S.Kuznets)曲線，提出了“公有制經濟收入差異倒U曲線假說”及“階梯形變異論”，他是中

國學者中較早採用實證分析的方法對公有制經濟發展中的收入差別變動規律進行了較

為系統和深入的研究； 

另外，趙人偉、楊宜勇、徐振斌、李強、何清漣、李實等人也從實證研究和經濟分

析角度，對我國收入分配問題進行定量化和定性化研究。經過對這些文獻的閱讀，發現

在中國現階段，由於市場經濟尚不規範，法律和一般性行為規則還不健全，在市場、法

律和政府面前，強勢集團和弱勢集團的處境、力量存在巨大差異。僅就收入來說，弱勢

者由於在勞動力市場上處於不利一方，不僅收入低，收入來源單一，而且即便是微薄的

應得收入往往也被拖欠、被縮水。而強勢者不僅收入高，收入來源多樣，而且灰色收入、

乃至腐敗收入也常常是他們的囊中之物。不僅如此，由於灰色收入和腐敗收入主要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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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地下交易獲得，並不進入正常的國民收入帳戶，也無須繳納個人所得稅。因此，政府

通過稅收來矯正市場分配結果，對於這種收入根本無效，反而有可能使那些通過正當途

徑獲取較高收入的勞動者的積極性遭受打擊。 

 

6. 適合中國國情的收入分配合理化措施探討 

6.1 優化產業結構，大力發展第三產業。18 

產業結構不合理是中國經濟增長雖快，而就業壓力改善不明顯，最終導致收入分配

不合理的主要原因之一。顯然，產業結構不合理會導致部分居民失業，這些失業者會失

去穩定的收入來源，形成愈來愈窮得局面。為了減少收入分配差距，就必須儘快緩解我

國的就業壓力，相應的必須優化產業結構，大力發展第三產業。中國的第三產業在國民

生產總值中的比重及就業結構相對於國際社會均比較滯後。第三產業主要是服務業，服

務業是勞動密集型行業，是容納就業最多的行業，它是我國擴大就業的主要出路。據測

算，從投入產出效果看每投資100萬元可提供的就業崗位，重工業為400個，輕工業為700
個，第三產業為1000個。第三產業的就業率每增加1個百分點，就可以增加1000個就業

崗位。同樣的資金投入，第三產業可以安排更多人就業。因此，優化產業結構，充分發

揮第三產業投資少、見效快、就業彈性值高的特點，大力發展第三產業對於增加就業，

確保擴大中等收入者目標的實現，保持社會穩定，促進經濟的快速增長有著決定性的作

用。 

當然，為解決收入分配不公問題，在儘快解決好失業問題的同時，還要不斷完善生

產要素按貢獻參與分配的收入分配制度，發揮生產要素按貢獻參與分配的激勵作用，保

持良好的要素收益回報率，同時強化分配中的約束機制，避免出現那些高管階層拿高

薪，而處於底層的工薪階層或者農民工卻只能解決溫飽問題的不良現象，適時適當提高

一般工薪階層和農民工的工資，並且確保按時發放，使占社會主體的這些人也能真正按

“貢獻”參與分配。 

6.2 加強對壟斷行業的的改革監管力度。 

目前我國處於壟斷行業內部的企業，其生產經營活動與相關產業主管部門關係密

切，受到相關行政權力的庇護，從而在不同程度上獲得了比其他行業更豐富的資源，也

間接形成了行業間競爭的不公平。為了儘快規範行業秩序，應該在這些壟斷行業內部企

業建立現代企業制度，形成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約束和自我發展的市場主體。同

時在壟斷行業內部引進競爭機制，減少其獲得壟斷利潤的機會，對壟斷企業徵收部分資

源佔用附加稅，並將征得的稅款用於二次分配，調節收入差距。與此同時，還有必要對

壟斷企業制定恰當的收入分配指導線，防止他們利用優勢地位和資訊，私自大幅度增加

工資，從而拉開國民收入差距。 

為保證對壟斷行業的改革順利執行，需要一個強有力的監管部門去監督實施，並儘

快在法律上賦予監管部門明確的地位，明晰監管權力，將分散在各部委的監管權力儘量

集中，以便於監管部門不受其他機構與部門的影響，更好地發揮自身的作用。同時也要

加強社會監督，提高監管部門的透明度。19 

                                                 
18 施峰，2005，縮小居民收入差距：中國和平發展亟待解決的一個重要問題，經濟研究參考 
19紀衍茜，2010，壟斷行業收入分配問題研究—基於合理分配國民收入的視角，黑龍江對外經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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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還要有意識地逐步開放一些壟斷行業：（金（金融）銀（銀行）財（財

政）保（保險），兩電（電信和電力）一草（煙草）。國務院於2010年05月13日再次發佈

“國務院關於鼓勵和引導民間投資健康發展的若干意見”。該意見鼓勵和引導民間資本進

入六大領域：基礎產業和基礎設施、市政公用事業和政策性住房建設、社會事業、金融

服務、商貿流通、國防科技工業。同時，鼓勵和引導民間資本重組聯合和參與國有企業

改革、積極參與國際競爭，推動民營企業加強自主創新和轉型升級。這對於一些壟斷行

業的開放無疑是個利好消息。 

6.3 貫徹落實針對弱勢群體的法律救助：（完善社會保障制度、改進最低工資制、提升

福利待遇）；積極穩妥地推進勞動者集體談判制度； 

放寬各行業的勞動准入條件並完全市場化，使社會重要的公共資源按市場化機制發

揮作用，使勞動者能自由進入各個行業；消除身份壟斷，需要真正貫徹按勞取酬的社會

主義分配制度，落實以才聘人，按崗位、按貢獻定酬的原則；加快戶籍改革步伐，放寬

戶口遷移的限制條件，逐步弱化城鄉分割的二元戶籍管理體制，打破農業人口與非農業

人口的界限，逐步形成統一的勞動力市場，實現勞動力的公平競爭。20 

企業是社會的細胞，在企業內部職工代表與企業代表應該對內部分配制度、工資分

配形式、工資收入水準、社會保障、勞動安全等勞動關係方面的突出問題進行平等協商，

集體談判，並且在協商一致的基礎上簽訂工資協定，並確保該協定得到貫徹實行。把職

工工資同企業經濟效益緊密聯繫存一起，充分調動和激發職工的積極性、創造性，有利

於維護國家、企業與職工三方的利益。 

需要注意的是：為了儘快打破權利和資本強勢，需要參考國際通用做法，對高管人

員的收入、分紅、福利、股份進行法律公開，對政府公職人員的收入實行申報制度（收

入、存款、房產、股票等），這樣會在一定程度上減少非正常收入，利於收入差距的合

理化。 

7. 中國收入分配合理化的對策 

鑒於上文的詳細分析，我們覺得應該充分利用三種手段去促使我國收入分配合理

化：行政手段、法律手段和經濟手段。 

7.1 行政手段： 

各級政府應該針對目前階段貧富懸殊的現狀，積極制定和實施“限高，擴中，提低”
的政策以及規章制度；努力改革我國城鄉二元體制下的戶籍制度，把影響居民合理正常

流動的障礙全部取締；在此基礎上制定和當地實際生活水準相當的科學合理的最低工資

制度以及工資指導線制度，對勞動和資本間的分配關係進行調整，在當地實際生活水準

和企業平均工資水準的雙重標準下，制定出相應的最低工資標準，能夠切實保護勞動者

的合法權益，實現把改革開放以來人民群眾的創造成果以紅利形式返還給人民；並且鼓

勵各級企業，事業單位改革工資集體談判制度，努力構建工資正常增長機制，確保勞動

者的合法權益，使得影響居民收入的薪酬制度順應民心；爭取在企事業單位內部形成政

府主導、工會推動、勞資互助的協商格局，促進新經濟組織工會組建，從根本上維護好

職工的合法權益。 

同時應該儘快建立符合中國國情的統一、規範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完善居民基本

                                                 
20  陳  鵬 ，2010，當前我國居民收入分配存在的問題及對策研究，經濟縱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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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老保險制度和基本醫療保險制度、健全失業保險制度和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度等社會

保障制度。這是由政府或社會對所有社會成員實施的確保其最低生活水準需要的一種制

度，它是一個社會最能夠體現其公平正義的方面，也是比較能反映社會資源利益分配好

壞的一個很重要的方面。 

不可否認：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具有多方面功能：保障居民生存權；調節各階層收入

水準，促進分配公平（社會保障作為社會收入再分配，調節各階層收入水準的一種有效

手段，不僅可以通過向高收入者徵稅資助低收入者，還可以通過社會保障基金的統一安

排，彌補貧困者的收入不足，幫助其渡過難關，走出困境，真正起到削高濟低的調節作

用。）；還有利於維護社會穩定，調動勞動者的工作積極性。 

社會保障制度的完善具體來說可以分為兩步：首先，應該聯繫我國的經濟發展水準

的實際，制定社保標準；其次，在我國人口結構老齡化和失業問題日益嚴重的時候，應

按照權利與義務相統一，兼顧公平效率的原則，結合我國實際國情逐步建立起適合我國

經濟體制的社會保障體系。值得推薦的一個策略是：提高社會保險的統籌層次，實現社

會保險關係的轉移與接續。這種策略可以為構建全國統一的勞動力市場和促進人員合理

流動起到推動作用，同時在努力實現全國統籌、統一管理的基礎上，建立更加方便合理

的跨地區社會保險關係轉移機制，比如通過“一卡通”實現在全國範圍內共擔社會風險，

可以有效地促進勞動力的自由流動，解決居民的後顧之憂。 

需要我們注意的是：由於收入分配差距顯著，不管是什麼原因造成的，都產生一個

嚴重後果：中國政府的信用度下降，整個國民社會的誠信體系不復存在。在這樣人人設

防的局面下，國民如何指望和相信政府能夠提供可靠的福利保證？難道非要模仿“商鞅

變法”的推行方式：懸賞黃金搬木頭，以取信於民嗎？能夠注意到這一點將對各級政府

貫徹執行各項利民政策有極大幫助。 

7.2 法律手段： 

國家和各級地方政府通過立法和司法，制定和完善有關的法規制度，依法保護合法

收入、懲治經濟犯罪和利用非法手段牟取利益的違法行為，這種手段即是法律手段。 

當然，通過國家立法來加強對壟斷行業的監管，強化權力約束，以此來促進市場自

由競爭，加快體制改革，促進社會主義生產力的快速發展也是一個明智之舉。上文所說

的：“金（金融）銀（銀行）財（財政）保（保險），兩電（電信和電力）一草（煙草）”
等壟斷行業的收入明顯高於普通競爭行業，它佔據著大量的資本金。具體來看，壟斷行

業可分為自然壟斷行業和行政壟斷行業。其中對於自然形成的壟斷行業要加強政府管

制，限制其工資水準和產品的價格水準，從而有效調節收入分配的不均衡；至於在我國

廣泛存在的行政壟斷行業，比如電力，鐵路等，要下狠力氣打破壟斷，從所有權的角度

隔開政府和企業之間的聯繫，努力進行產權清晰的現代企業制度改革，以形成統一的市

場，鼓勵良性競爭，這樣做能夠有效提升社會經濟活力。通過法律手段，政府可以充當

壟斷行業的管制者，以方便進行適當的宏觀調控，這對於打破壟斷對於社會的收入分

配，遏制社會收入分配擴大化趨勢有著非常重要的影響。21 

7.3 經濟手段： 

適當減少稅收，還能夠增加人民群眾的收入，真正做到讓利於民。徵稅只是宏觀調

控的一種手段而不是目的，當前我國最大的民生問題，是就業和低收入者的收入增長，

                                                 
21 胡靜波 李立 2002 年第 11 期《我國壟斷行業收入分配存在的問題與對策》《經濟縱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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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都需要依賴就業機會的創造，而就業機會的創造離不開私人部門的進一步擴張。因

此，只有確定合理的稅收，在現有基礎上適當減稅，創造良好的消費和投資環境，才能

調動起廣大人民群眾消費和私人部門投資的積極性，才能“藏富於民”，進而拉動內需，

促進國民經濟健康發展。 

經濟手段主要包括運用稅收杠杆調節過高收入，這種通過適當提高個人所得稅的起

征點，來逐步調整收入分配差距的做法，長遠看相當有效。自從國家從2008年3月1日起

將個人所得稅起征點從1600元調整為2000元以來，繼續提高個稅起征點的群眾呼聲就不

絕於耳，現在的個人所得稅制度只能征到工薪階層的稅，而對那些高收入的人群毫無作

用，因為他們會逃稅避稅！ 

我國現行個人所得稅採用分類徵收模式，該徵收模式曾經對增加財政收入與調節個

人收入分配起到了積極作用。不過隨著社會財富的快速增長，中國形成按勞分配和按照

生產要素分配並重的分配格局，分類徵收模式已經不合時代要求，在這裏，建議借鑒國

際通行做法，結合中國現階段國情進行稅制改革。 

另外，還要建立健全各種財產稅（個人財產稅、遺產稅、社會保障稅等），對遺產

和贈與財產進行調節，遺產稅和贈與稅的徵收對於防止社會財富的過度集中，緩解收入

分配不公，杜絕不勞而獲具有積極意義，是對收入分配調節的有利補充。這能夠充分體

現社會公平效應，防止兩極分化現象，更要防止貧窮的“代際相傳”問題，逐步實現收入

分配合理化，實現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共同富裕。 

7.4 其他措施： 

其他間接矯正社會收入分配不平等的辦法：政府通過加大再分配支出力度，推進建

立第三次分配體系；政府通過增加公共福利的開支，即增加公共教育、醫療衛生、社會

保障方面的開支，來切實幫助弱勢群體提升自身素質，改進自身生活狀況，據調查我國

目前公共福利開支方面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例遠遠落後於世界發達國家；政府通過繼續

增加市場採購，以及社會保障性轉移支付政策，來拉動相關產業的發展，增加相關人員

的收入，借此減少收入分配差距。需要特別注意的是這些有利於國民的收入分配合理化

建議一定要保證在貫徹執行中真正讓利於民，真正把政策好處落實到每個國民頭上。 

綜上所述，為促使我國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儘快合理化，成功構建和諧社會，我們主

要從行政手段、法律手段和經濟手段給出了具體對策。其中行政手段是指制定和實施有

關政策、規章制度限制和糾正不合理收入、提高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準、完善城鎮職工

基本養老保險制度和基本醫療保險制度、健全失業保險制度和城鎮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

度等；法律手段包括立法和司法制定和完善有關的法規，依法保護合法收入、懲治經濟

犯罪和利用非法手段牟取利益的違法行為；經濟手段主要包括運用稅收杠杆調節過高收

入。這些調節手段能否真正發揮作用，能否真正起到成功遏制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擴大化

趨勢，關鍵在於他們能不能得到貫徹執行，能不能真正成為基層的實際行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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