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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的收入差距幅度太大 ,必须合理调整分配格局 ,因为它事关广大群众的切

身利益和积极性的发挥 ,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 。必须以

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 ,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 ,鼓励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

先富 ,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坚持效率优先 、兼顾公平的原则 ,实行劳动 、资本 、技术和管理等生产

要素参与分配的原则;完善以按劳分配为主体 、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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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 ,特别是 20世纪 90年代以来 ,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 ,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明显提高。

但与此同时 ,我国的分配关系尚未理顺 ,收入差距幅度过分扩大 ,成为人民群众关注的热点问题 。为此 ,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要正确处理按劳分配为主体和实行多种分配方式的关系 ,鼓励一部

分地区 、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注重社会公平 ,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 ,切实采取有力措施解决地区之

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 ,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

一 、合理调整分配格局的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 ,根据现代化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实际 ,对建立健全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

相适应的个人收入分配制度 ,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 ,收入分配体制和机制发生了重大变化 ,我国城乡

居民的收入水平逐年提高 。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 ,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也面临着一些矛盾和问题。在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的过程中 ,收入分配中的矛盾和问题必

须得到妥善解决 。

1.合理调整分配格局 ,事关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和积极性的发挥

综观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 ,人们所进行的一切活动 ,其目的都是为了获得一定的物质利益。马克思

指出:“人们所奋斗的一切 ,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
[ 1]
(第 82 页)中国共产党历来都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的

根本利益 ,为劳动人民谋福利的 。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 ,人民利益的具体体现就是不断发展

生产力 ,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和质量。党的全部任务和责任 ,就是实现好 、维护

好 、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利益 ,这是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最

终体现 ,是共产党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人民的物质利益是通过分配方式来实现的 ,合理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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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格局 ,就是要使分配方式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和有利于人民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在处理个人收入分配关系问题上 ,我们既有成功的经验 ,也有失误的教训 。改革开放以前 ,我国是

一个平均主义盛行的国家 。1978年 ,我国城乡居民的基尼系数为 0.16 ,劳动者干好干坏一个样 ,严重压

抑了劳动者积极性的发挥 。改革开放以来 ,对收入分配关系进了改革 ,实行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靠诚实

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的政策和效率优 、兼顾公平的原则 ,逐渐拉开了收入差距 ,调动了劳动者的积

极性和创造性。但是 , 20 世纪 90年代中后期以后 ,收入差距太大 , 1999 年城乡居民的基尼系数为

0.408 ,达到国际上公认的警界线 , 2002年 ,全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为 7 703 元 ,农民人均收入为 2 476

元 ,差距是 3∶11 。收入差距过大 ,同样会影响劳动者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 。

2.合理调整分配格局 ,有利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 ,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五大支柱之一。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就是十六

届三中全会提出的 ,按劳分配为主体 、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效率优先 ,兼顾公平 ,各种生产要

素按贡献参与分配。马克思主义认为 ,分配方式是由生产方式决定的 ,作为生产关系具体反映形式的经

济体制 ,无疑是把分配体制视为其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按劳分配与

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 ,两者相辅相成 ,并行不悖 。按劳分配是通过机会均等 ,按劳动的数量和质量分

配 ,能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提高劳动效率。按生产要素分配 ,可以调动要素所有者的积极性 ,

把生产要素投入扩大再生产 ,提高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 ,促进经济增长 。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

结合 ,发挥两者的优势 ,达到效率和公平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才能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3.合理调整分配格局 ,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

社会主义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是提高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和质量 。要随着经济的发展 ,不断满足

人们多样化的物质文化需求。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 ,逐步向更加殷实的小康生活迈进。目前 ,中国人民

的生活水平总体上已经达到小康水平 ,但这是低水平 、不全面 、不平衡的小康。中国城市居民基本消费

虽得到满足 ,但消费的层次还不高 ,需要在提高水平的同时 ,更加注重生活质量的提高。在城镇 ,还产生

了新的贫困阶层 ,据统计 ,下岗或失业职工在城镇贫困人员中占 80%左右 ,已经构成了城镇贫困人口的

主体 ,估计在一定时间内仍将占主体地位 。在农村 ,到 2000年底 ,全国农村没有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有

3 000万 ,占农村人口比重的 3%左右 。我国人口多 ,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够高 ,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 ,城

乡还有没有解决温饱的人口 ,这个基本的国情将较长时期存在。要从根本上改变这些贫困人口的温饱 ,

使他们逐渐地富裕起来。

4.合理调整分配格局 ,有利于社会稳定

十六大报告指出:“稳定是改革和发展的前提 。要把改革的力度 ,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

统一起来 ,把不断改善人民生活作为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重要结合点 。”十六届四全会提出构建各

尽所能 、各得其所的和谐社会。这是改革开放以来 ,特别是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以来的实践以及世界各国

的实践对改革发展稳定的深刻揭示 ,是我国调整收入分配格局的指导思想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均贫

富”的思想 。改革开放以前 ,平均主义之所以能够被千百万人所接受 ,主要是它符合人们的传统观念 ,这

种观念在实践中导致了共同贫穷。改革开放以来 ,对收入格局进行了调整 ,鼓励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

靠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 ,逐渐拉开了收入差距 ,调动了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但是 ,近几年

收入差距幅度过分地扩大 ,农民和城镇部分居民收入增长缓慢 ,有些群众生活还很困难。这些贫困的人

口是社会不稳定的一个因素 ,如近几年城镇下岗人员上访的增多等 。南美的巴西 、阿根廷这方面的教

训 ,我们应引以为诫 。

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的奋斗目标 ,必须有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 ,而稳定的社会环境 ,则必须解决分配

领域的矛盾和问题。当前 ,要采取有力的措施 ,以共同富裕为目标 ,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 ,提高低收入者

水平 ,使地区之间 、行业之间 、社会群体之间收入差距趋向合理 ,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迈

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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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合理调整分配格局的理论依据

合理调整分配格局 ,必须要有正确的理论为指导。改革开放以来 ,为了实现共同富裕和社会公正的

目标 ,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下 ,对个人收入分配制度进行了艰辛的探索 ,取得了

一些重大的理论创新 。为合理调整分配格局 ,深化分配体制改革 ,提供了理论依据。

1.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明确提出 ,在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中个人消费品应该实行按劳分配。

邓小平十分重视按劳分配的原则 ,早在 1975年 ,针对当时对“资产阶级法权”的批判 ,针锋相对地指出:

“坚持按劳分配原则 ,这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始终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大家都要动脑筋想一想”[ 2] (第 30

页)。在批判“四人帮” 、拨乱反正的工作中 ,邓小平又进一步强调:我们一定要坚持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

原则。按劳分配就是按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进行分配。社会主义社会 ,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 ,是由生产方

式所决定的 。当前 ,我们实行的是公有制为主体 、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有什么样

的所有制就有与之相适应的分配制度 ,我国的所有制结构 ,决定了分配关系方面必须是按劳分配为主

体 ,多种分配方式并存。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 ,在个人收入分配方面体现了利益机制 ,否定了平均主义

的分配方式 ,能够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克服收入差距的过分扩大 ,逐步实

现共同富裕。

但有一种观点认为 ,马克思讲的按劳分配 ,是不存在商品经济条件的个人消费品的分配原则 ,而我

们今天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要大力发展商品经济 ,同马克思设想的实行按劳分配的条件不一样 ,

按劳分配理论不应该是我们理顺分配关系的理论依据 。笔者不能同意此观点 。因为:马克思在分析按

劳分配存在的必然性时是以公有制的存在为前提的 ,而不是把商品经济的存在作为原因的。生产资料

公有制 ,意味着生活在这个领域的一切社会成员在生产资料面前是平等的 。按劳分配是公有制的内在

要求 ,是公有制经济的分配原则。商品经济存在与否 ,只能决定实行按劳分配的实现形式 ,并不是否定

按劳分配的原因 。同时 ,坚持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 ,才能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我们实行的按劳分配原则 ,与马克思所设想的按劳分配原则无论其实现的范

围 、形式和内容是不同的 ,就其范围来讲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 、多种分配方式并存。

就其形式来说 ,马克思所设想的是用“劳动券”来实现产品的直接分配 ,而今天我们则必须借助于商品货

币关系来实现。就其内容来说 ,按劳分配的“劳” ,必须是被市场承认能够转化为社会必要劳动的“劳” ,

在不同的公有制企业 ,等量劳动往往不能领取等量报酬 。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不能因为按劳分配具有新的特点 ,而否定它是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 ,

我们必须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 ,并用其指导调整收入分配格局。

2.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靠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 ,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原则

邓小平认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目标 、目的 、本质 、优越性和根本原则 ,而社会主义是实现共同富

裕的前提和保证 。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 ,不是两极分化 。” [ 3](第 111

页)“我们允许一部人先好起来 ,一部分地区先好起来 ,目的是更快地实现共同富裕 。”
[ 3]
(第 172 页)“我们

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 ,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
[ 3]
(第 155页)邓小平之所以把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

的目的和目标 ,是因为共同富裕是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 ,是共产党代表人民利益的体现 。社会

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 ,就是它能够更快地发展生产力 ,创造的财富属于人民 ,让人民共同富裕 。

邓小平认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 。“社会主义的本质 ,是解放生产力 ,发展生产力 ,消灭剥

削 ,消除两极分化 ,才能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3](第 373 页)共同富裕中的“富裕”反映了社会对物质财富

的拥有 ,是社会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共同”则反映了社会成员对财富的基本占有方式 ,是社会主义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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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的集中体现 。共同富裕既体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结合 ,又体现了价值创造与价值实现的统一 ,

应该说共同富裕是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论的核心 ,其它都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条件。我们知道 ,要实

现共同富裕 ,不是主观愿望所能达到的 ,而必须有相应的条件 。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是实现共同富

裕的物质条件 ,只有大力发展生产力 ,把“蛋糕”尽可能做大 ,使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具有雄厚的物质基

础。而消灭剥削 ,消除两极分化则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条件 ,只有消灭剥削 、消除两极分化 ,才能使社

会生产力发展的成果尽可能为全体人民享有 。

邓小平认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 ,我们必须坚持这个根本原则。“一个公有制占主体 ,

一个共同富裕 ,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原则 。”
[ 3]
(第 111 页)这是因为 ,公有制经济更能促进生

产力的发展 , “只要我国经济中公有制占主体地位 ,就可以避免两极分化。”
[ 3]
(第 149 页)从这个意义上

讲 ,无论是发展生产力 ,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 ,都是手段 ,其目的是为了实现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是我

们在改革开放中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原则。正如邓小平指出的:“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 ,我们

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 ,那我们就真的走了邪路了 。”
[ 3]
(第 149 页)

共同富裕不等于平均主义 ,平均主义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最终导致共同贫穷。共同富裕是一

个过程 ,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在中国具体的条件下 ,是一个比较长的过程。按照邓小平的设想 ,第一步解

决温饱 ,第二步达到小康 ,第三步基本上实现共同富裕 。其方法是允许一部人 、一部分地区先富 ,最终实

现共同富裕。

总之 ,在调整分配格局时 ,必须坚持共同富裕的原则。“共同致富 ,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 ,将来总

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 ,大多数人穷 ,不是那个样子 ,社会主义最大的优

越性就是共同富裕 ,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 。如果搞两极分化 ,情况就不同了 ,民族矛盾 、区

域间矛盾 、阶级矛盾都会发展 ,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 ,就可能出乱子。”[ 3](第 364 页)

3.效率优先 ,兼顾公平的原则

世界上所有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都会遇到如何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的问题。我国改革开放以

来 ,在收入分配政策中一直在探索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问题。针对长期以来的平均主义思想 ,党

的十三大提出:“在促进效率提高的前提下体现社会公平” ,十四大修改为“兼顾效率与公平” , 1993年十

四届三中全会提出:“体现效率优先 ,兼顾公平的原则” ,以后的文献中都强调这一分配原则。十六大在

肯定这一原则的同时又进一步提出:“初次分配注重效率 ,发挥市场的作用 ,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

动 、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再分配注重公平 ,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职能 ,调节差距过大的收入。”这

是对效率与公平关系认识的进一步深化 。针对近几年收入差距扩大 ,学界有人对效率优先 ,兼顾公平的

原则提出质疑。笔者认为 ,当前 ,在我国深化分配体制改革 、合理调整收入分配格局时 ,还是要坚持效率

优先 、兼顾公平的原则。因为:

第一 ,坚持效率优先 、兼顾公平的原则是由中国国情所决定的 。我国是一个有着长期小生产传统的

国家 , “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平均主义思想根深蒂固 。平均主义严重挫伤了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

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当前 ,我国正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实现共同富裕 ,但共同富裕不等于同步

富裕 ,更不是平均主义能够实现的 ,它必须以大力发展生产力 ,社会财富的极大丰富为条件 ,如果片面强

调公平 ,牺牲效率 ,必定会导致生产力发展缓慢 ,社会财富的增长不快 ,就不可能为实现共同富裕创造雄

厚的物质基础。可见 ,坚持效率优先原则 ,就是坚持生产力标准 ,它是发展生产力和实现共同富裕的惟

一选择。同时 ,它也是关系到社会公正以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 。

第二 ,在效率优先的前提下 ,必须注重社会公平。效率与公平作为一对矛盾 ,既存在着统一的一面 ,

也存在着对立的一面 。效率主要注重资源配置的有效性 ,即以最小的投入获得较大的产出 ,效率是实现

公平的物质基础 。而公平主要关心分配的合理性问题 ,其实质是使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不能太大。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要在效率优先的前提下体现公平 ,社会主义的高效率内含着公平 ,即它离不开机

会均等 ,离不开按劳分配的激励 。同时 ,效率与公平也相互制约 ,如果收入分配差距过大 ,社会财富积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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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少数人手里 ,广大人民群众没有劳动的积极性 ,也难以发展生产力 。公平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价值目

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大力发展生产力 ,注重效率本身不是目的 ,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不断满足人民

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 ,最终实现社会公平 ,人民共同富裕。

第三 ,当前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主要不是效率优先 、兼顾公平的原则产生的。人们对依靠诚实劳

动 ,合法经营先富的人 ,是认可的。人们愤慨的是不合法的收入 ,如权钱交易 、贪污受贿 、不规范的WBO

收购 、偷税漏税 、制假售假 、谋取暴利等 。这些问题的解决 ,显然不是改变效率优先 、兼顾公平所能达到

的 ,而是要规范分配秩序 ,加大反腐败的力度 ,取缔各种非法收入 。

4.劳动 、资本 、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

十六大报告指出:“确立劳动 ,资本 ,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 。这一分配原

则的确立 ,能“放手让一切劳动 、知识 、技术 、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 ,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

分涌流 ,从而造福于人民” 。这有利于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

劳动 、资本 、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进行了深入的分

析后指出 ,不论财富的社会形式如何 ,使用价值总是构成社会财富的物质内容。社会财富不是自然的恩

赐 ,也不是仅靠劳动所能创造的 ,它是由生产要素共同创造的 。“种种商品体 ,是自然物质和劳动这两种

要素的结合” ,因为 , “人在生产中 ,只能像自然本身那样发挥作用 ,就是说 ,只能改变物质的形态 ,不仅如

此 ,他在这种改变形态的劳动中 ,还要经常依靠自然力的帮助 。因此 ,劳动并不是它所生产的使用价值 ,

即物质财富的唯一源泉。正像威廉 ·配第所说`劳动是财富之父 ,土地是财富之母' 。” [ 4]
(第 56 , 57 页)这

是马克思关于财富的基本观点 。马克思的这一观点说明 ,在使用价值的创造中 ,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同等

重要 。马克思对否定这一观点的任何企图都给予了深刻批判。在《哥达纲领批判》中 ,马克思针对德国

社会民主党提出的“劳动是一切财富和文化的源泉”的观点 ,进行了严厉批判 ,斥责这一观点是资产阶级

观点 ,对已夺取生产资料的工人来说 ,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在马克思看来 ,生产要素对生产力的发展具

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生产要素是社会生产力赖以发展的基本条件和动力。正是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 ,

使得单位时间内创造的使用价值量增加 ,使社会财富变得丰富。因此 ,社会财富是包括劳动力在内的各

种生产要素共同创造的。既然社会财富是各种生产要素共同创造的 ,各要素的相关产权主体就有权获

取相应的报酬 ,即人们能够通过生产要素所有权而获得物质利益 。

一定的分配形式是与一定的客观经济条件相联系的 ,我国实行劳动 、资本 、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

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 ,也是由生产方式的具体形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所决定的。

我国实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市场经济就是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经济 ,而按生产要素

的贡献参与分配正是市场配置资源的一个侧面。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基本前提是一切产

品 ,首先是各种生产要素都是商品 ,按照商品等价交换 ,有偿转让原则 ,对它们的使用必须向其所有者支

付报酬。

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 ,按生产要素参与分配能最有效地发挥各种生产要素对生产力

发展的积极作用 ,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按生产要素贡献参与分配也是一种产权多元化

体制下调动人们积极性的激励机制 。在实行按生产要素贡献参与分配的过程中 ,由于不同生产要素的

主体参与生产过程和分配的过程是平等的 ,他们都遵守同一市场规则展开竞争。这样不同生产要素所

有者就可以按照他们投入生产的要素的数量和质量及对生产经营的贡献大小进行分配 ,高素质的要素

投入和多要素的要素投入必然获得高收入 ,高收入又会刺激要素所有者提高其自身的素质及对要素的

进一步投入。最后的客观后果是 ,要素所有者的素质不断提高 ,要素所有者的投入不断增加 ,要素所有

者收入不断增加 ,形成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相适应的思想观念和创业机制 ,营造鼓励人们

干事业 ,支持人们干成事业的社会氛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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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制度

对于分配方式的选择 ,马克思指出:“只要与生产方式相适应 ,相一致 ,就是正义的;只要它与生产方

式相矛盾 ,就是非正义的 。”
[ 5]
(第 33 页)这就是说 ,分配方式的选取 ,主要依据它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

展 ,只要选取的分配形式能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就是合理的 ,可取的 。改革开放以来 ,我们坚持解放思

想 ,实事求是 ,与时俱进的精神 ,不断探索与生产力相适应的分配形式 ,先后提出多种分配制度(见表

1)。
表 1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个人收入分配制度的演进

党的会议 分配制度创新

十二届三中全会 建立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 ,认真贯彻按劳分配原则。

十三大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方式不可能是单一的 ,我们必须坚持的原则是 , 以按劳分配为主体 、其

他分配方式为补充。

十四届三中全会
个人收入分配要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 、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 , 体现效率优先 、兼顾公平的

原则。

十五大 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 ,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 , 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

十六大
确立劳动 、资本 、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 ,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 , 多种分

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以共同富裕为目标 ,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 , 提高低收入者水平。

从表中可以看出:我国分配制度始终坚持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 ,这是不能动摇的 ,因为只有坚持按劳分

配的主体地位 ,才能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对其他的分配方式 ,随着改革的深化 ,认识也在不断深

化 ,由补充※生产要素参与分配※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

则。实行多种分配方式 ,也是必须坚持的 ,不能动摇的 。要把按劳分配为主体与多种分配方式统一起

来 ,即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 ,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

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制度 ,必须对我国当前个人收入分配状况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从总体上看 ,我国的收入差距处于从合理区间向过大区间发展的过程中 ,还没有出现两极分化。所谓两

极分化 ,是指少数人垄断生产资料 ,剥削和压榨广大劳动者 ,造成富者越来越富 ,穷者越来越穷的状况。

实事求是地说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收入差距的扩大 ,总体上不具有这样的状况和性质。但是 ,我们也

必须看到 ,中国已经从一个收入水平比较平等的国家转变成为世界上收入差距较大的国家之一 。我们

知道 ,基尼系数是研究收入分配差距的国际通用的指标 ,基尼系数低于 0.3属于均等分配的区间 ,0.3—

0.4属于合理区间 ,0.4—0.5表明收入差距过大 ,超过 0.5说明出现两极分化。当然 ,基尼系数不是绝

对的 ,它会受到测算区域 、人群大小 、统计数据的真实程度等因素的影响。从我国的基尼系数来看 ,据国

家统计局测算 ,改革开放之初的 1978年 ,农村居民的基尼系数大致为 0.21 —0.24 ,城镇居民的基尼系

数大致为 0.16—0.18 ,说明当时我国的居民收入分配基本上呈现平均主义状况 ,到 2000年 ,我国城乡

居民综合基尼系数达到 0.408 ,而且从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动曲线来看 ,仍呈继续扩大的趋势。当然 ,我

们也必须认识到 ,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 ,是在总体收入水平都有提高的基础上产生的 ,是在实现共

同富裕目标过程中产生的 ,是相对的差距 ,而不是绝对的差距。

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制度 ,必须做到以共同富裕为目标 ,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 ,提高低

收入者水平。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本质所要求的。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邓

小平指出 ,12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 ,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 ,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 ,解

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如何实现共同富裕呢 ?邓小平提出“部分先富”的理论 ,十

六大提出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 ,提高低收入者水平 ,这是对邓小平分配理论的发展 ,也是实现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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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的制度创新 。

那么 ,如何界定中等收入者呢? 中等收入者 ,又叫中产者阶层 ,西方称之为中产阶级。中等收入者 ,

必须具备一定的物质基础和优越的物质条件 ,具备相当优厚的收入 ,才能被称为中等收入者 。在历史

上 ,中等收入者常被看做是在生产劳动者以外的一个依附于资产阶级的中小资产阶级阶层 。20世纪以

来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人类的劳动方式和生产方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脑力劳动在经济发展中的

作用越来越突出 ,中等收入者已经从过去体力劳动为主 ,由中小资产阶级构成 ,转变为当代主要由科技

人员 、经理管理人员 、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 、自由职业人员等脑力劳动者构成。十六大报告指出:“在社

会变革中出现的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 、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 ,个体户 、私营企业主 、中介

组织的从业人员 、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 ,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在这些新的社会阶层中 ,

除了私营企业主之外的其他的基本上都属于中等收入者阶层 。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 ,一方面是确立

劳动 、资本 、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必然结果 ,另一方面意味着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

要素的社会成员的数量不断扩大 ,使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 ,经济效益不断提高 ,创造出更多的社会财富 ,

为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创造物质条件 。从整个过程看 ,中等收入者越多 ,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得就越快。

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 ,将使我国人民越来越多地达到小康乃至富裕生活水平 ,这是实现全社会富裕的必

经之路。

从总体上看 ,目前我国的个人收入结构呈“金字塔”型 ,即上头小 ,中间少 ,底部大 。据资料显示 ,

1999年我国中等收入者阶层比重为 15%,2003年为 19%,而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 ,中等收入者的比

重一般在 40%—60%以上 ,俄罗斯中等收入者的比重也达到 25%,比我国高得多 。在我国 ,这种“金字

塔”型的收入分配结构还会延续相当长的时间 。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 ,按照中国社科院的测算标准 ,

我国中等收入者阶层以每年 1%的比重增长 ,到 2020年 ,中等收入者的比重达到 40%左右 ,这是比较理

想的结构了。所以 ,我们要改变这种“金字塔”型的个人收入结构 ,形成两头小 ,中间大的“橄榄”型的个

人收入分配结构 ,还需要较长的时间和艰苦的工作 。

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还要提高低收入者水平 。改革开放以来 ,在人民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普遍提

高的同时 ,一部分人由于受主观条件和外部客观条件以及市场和机遇等原因的限制而成为低收入者 ,从

而使收入差距扩大。我国农村还有 3 000万贫困人口温饱问题没有完全解决 。有 6 000万人口虽已脱

贫 ,但还是低水平和不巩固的温饱 ,生产和生活条件还很脆弱 。城镇有 2 000多万人收入在最低生活保

障线以下。还有更多的人口 ,虽然温饱得到解决 ,但尚未达到小康 。为此 ,必须实施就业和再就业工程 ,

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就业是民生之本。2002年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达到 4%,农村有近 1.5

亿农业劳动力要转移到非农业 ,要使这部分人富裕起来 ,必须采取多种方式使之就业 。特别是要解决好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没有大量的农村人口的城市化 ,要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是难以实现的。

使 9亿农村人口不断缩小 ,就意味着从总体上降低了低收入者的比重 。要通过加快城市化进程 ,发展中

小城市 ,建立现代农业 ,实现有序转移。要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 ,还必须提高国民的受教育程度和从业

技能 ,提升低收入者人力资本竞争能力 。国家财政应保障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全面实施 。使有学习愿望

和能力的适龄儿童能受到良好的教育。要完善高等教育的保障机制 ,强化职业教育 。一些头脑灵活 ,有

一技之长的群体将成为中等收入者阶层的一个重要来源。但他们的职业技能仍然不足以成长为中等收

入者 ,还必须通过职业培训 ,来提高其从业能力 ,将这些人中优秀部分培养成高中级技术工人 。从这个

意义上说 ,政府为这部分人提供各种职业技能的教育和培训 ,是向他们发放进入中等收入者阶层的“通

行证” 。要提高中等收入比重 ,必须建立起能够覆盖社会大多数人口的社会保障制度。目前 ,我国的社

会保障制度存在覆盖面过窄 、资金筹集渠道单一 、资金管理混乱等方面的问题。这与扩大中等收入者比

重的客观需要极不相适应 ,必须改革。社会保障改革的目标取向应放在扩大保障的覆盖面。完善保障

基金制度和健全综合运用各种手段 ,依法建立以权利公平 、机会公平 、规则公平 、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

社会公平保障体系 ,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朝着共同富裕的目标稳步前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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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分配体制 ,要加强对个人收入分配的宏观调控 ,整顿和规范分配秩序。要保护

合法的劳动收入和合法的非劳动收入 ,取缔偷税漏税 、制假售假 、贪污受贿等非法收入;整顿不合理的收

入 ,主要加强对少数垄断行业收入分配的监管;调节过高收入 ,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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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income gap o f our country is too large , we must adjust the allo cation structure

rationally , because it concerns the broad masses' vi tal intere sts and exerting their enthusiasm , and it

concerns building a well-to-do society perfectly and consummating a socialist marke t economy system.

We must regard Deng Xiaoping Theo ry and Impo rtant Thought of Three Represents ' as guidance ,

carry out the principle of allocat ing by labor , encourage some people and some dist ricts to be rich

first , achieve the common pro sperity f inally , insist on the principle that ef ficiency comes first and give

at tention to equity , implement the principle that production factors such as labo r , capital , techno logy

and management , all participate in earning allocation.Consummate the allocation sy stem which

regards allocating by labor as i ts main body and coexists w ith some o ther allo cation sy ste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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