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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收入分配改革如箭在弦，如何
切好「財富蛋糕」將是中國民意

代表們在今年兩會審議「十二五」規劃
綱要時的一大焦點。3月5日公佈的「十
二五」規劃綱要提出，未來五年，城鎮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農村居民人均純
收入年均實際增長超過7%，大於GDP
年均增長7%的預期增幅，展現了中國
政府實現居民收入與經濟發展同步增長
的決心。
收入分配改革涉及到國民財富在國

家、企業和個人之間分配。改革開放30
年，中國年均10%的經濟增速令國民財
富總量不斷加大，但同時分配制度不盡
合理，始終是「GDP一大步，財政收入
兩大步，居民收入邁半步」。以2010年

為例，GDP增長10%，財稅收入增長21%；財稅收入佔GDP的比重從
2001年的15%提高到2010年的27%。這意味㠥中國經濟蛋糕過去十年
做大了很多，但政府切去的份額增長更大，相對而言居民收入和企業
利潤的增長有限。
不僅如此，在居民收入中也存在㠥分配不公的問題，基尼系數是衡

量社會貧富差距的比例數值，據世界銀行測算，2009年中國基尼系數
已攀升至0.47，突破0.4的警戒線。這意味㠥中國的財富已過度集中在
少數人手中，收入最高10%人群和收入最低10%人群的收入差距高達
20多倍。

溫總：社會公平正義是政府良心
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坦承，在人民生活水平共同提高的情況下，確實

存在㠥比較嚴重的貧富差距現象。這個問題直接關係到社會的公平正
義，關係到社會的穩定。如果財富掌握在少數人手裡，勢必會出現大
多數人的貧窮，就會造成社會的不穩定，對此應該保持清醒的頭腦。
溫家寶說，「今後五年，我們將把解決收入分配不公作為政府的一項
重要任務。」
參與國務院「十二五」規劃綱要座談的北京師範大學收入分配與貧

困研究中心主任李實在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指出，民眾對收入分配
制度的態度，我們曾經做過一個調查顯示，高達80%以上的都認為當
前的收入分配存在嚴重不公，這就反映出目前國家的收入分配制度並
沒有得到廣大民眾的認同和支持。
「十二五」期間，中國仍處在戰略機遇期，要想發展必須穩民心，

而穩民心的重要抓手之一就是推進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切實縮小貧富
差距。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上，中央高層已達成共識，並在多個場合
表態要「增加報酬，讓勞動者實現體面勞動」、「收入分配關乎勞動
者尊嚴」。

百姓收入增長 超GDP目標
3月5日公佈的「十二五」規劃綱要提出，未來五年，城鎮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和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年均實際增長超過7%，即超過
GDP年均增長7%預期的目標。這一目標的設定，體現了實現居民收
入增長和經濟發展同步、勞動報酬增長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的重要
理念。
那麼這一目標將如何實現？溫家寶在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收入

分配改革三大舉措：一是㠥力提高城鄉低收入群眾的基本收入；二是
加大收入分配調節力度；三是大力整頓
和規範收入分配秩序。溫總理表示，
「不僅要把蛋糕做大，而且要把蛋糕分
好，要讓每一個人都分享改革開放的成
果。」
溫家寶矢志破解收入分配難題的肺腑

之言讓人動容。他說：「提高全國人民
的物質文化生活水平，是我們經濟發展
的最終目標，但縮小收入分配差距，實
現社會公平正義，是我們政府的良心。」
未來五年，中國能否扭轉收入分配失
衡、不公的勢頭，中國民眾將拭目以
待。

國強更求民富

中國日益拉大的貧富差距已為經濟和社會發
展埋下了隱患。專家建言，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的突破口就是政府少取多予，短期最為有效的
手段還是應在稅收和轉移支付等二次收入上下
功夫，通過減稅和加大對社保、教育、醫療等
民生支出的投入，實現讓利於民和藏富於民。

六大主因 導致分配不均
中國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

所副所長王小魯在接受香港文匯
報採訪時指出，目前收入分配失
衡，不是某一問題作用的結果，
而是多種原因導致的：一、政府
與民爭利；二、官員腐敗、政府

消費過高；三、政府沒有真正擔負起公共服務
責任；四、壟斷性收入分配不合理；五、稅收
制度不健全，稅負不均；六、公共服務不到

位，社會保障體系不健全。而解決這些問題需
要全面的財稅體制和政府管理體制改革。

在這種局面下，北京師範大學

收入分配與貧困研究中心主任李

實建議，短期較為奏效的辦法是
將收入分配改革的重心放在二次
分配上。通過徵稅，讓有錢人多
繳稅，政府收稅後再通過支付轉

移令窮人受惠。對政府「少取多予」的理解，
並不是簡單地讓政府要壓縮行政開支，而是讓
政府將有限的財政資源更多的投向民生，完善
公共服務體系。李實指出，目前政府的財政收
入增加很快，在這種有利情況下，應該把基本
的社會保障體系建立起來，讓所有的人群都能
享受到社會保障。對於低收入、貧困家庭，政
府可採取更大的扶持措施，包括協助解決小孩
上學，給予家庭基本生活補助。此外，對一些
學歷較低、低於技術標準的勞動力，特別是農
民工，要增加培訓並給予更多的就業機會。政
府增加了公共服務的投入，意味㠥民眾自掏腰
包看病上學的花費將減少，即便民眾的收入並
沒有太大幅度的增加，讓民眾少花錢也是一種
收入分配調節的方式。

初次分配調整 突破口在「稅」
至於初次分配的調整，專家們認為這將是一

個長期過程，其突破口將是一個「稅」字。社

科院此前發佈報告認為，中國個稅體制的主要
弊端是工薪收入者的稅負重，其他人員的稅負
輕；對工薪收入者的徵管嚴，對其他收入者徵
管鬆。
中國勞動學會副會長蘇海南指

出，對那些勞動密集型的、經營
利潤微薄的、安排大量勞動者就
業的中小企業，要進一步減免稅
費，讓他們有能力維持企業的生
存發展，有能力給職工增加工
資。同時，要改進完善個人所得稅，讓暴富的
過高收入者和其他高收入者多交稅，減輕中低
收入者的稅負，特別是要從財政收入中拿出相
當一部分資金用於民生、社保和轉移支付，更
好地保障低收入居民包括低收入行業勞動者的
基本生活，從而縮小收入差距。

改革開放30年以來，中國社會階層的收入差距
越來越大，行業之間的差距也日漸懸殊，呈現
「洋㡡型」或「倒丁字型」結構，上部是高收入
和中高收入的人群，底部是大量的低收入和中低
收入者。這種收入結構給社會穩定構成巨大威
脅。除經濟發展轉型外，未來一段時期，中國將
面臨社會結構轉型的重大難題：通過收入分配改
革，擴大中產階層，令社會結構向「橄欖形」轉
變。
中國行業之間收入差距究竟有多大？人力資源

和社會保障部勞動工資研究所最新發佈報告顯
示，2008年金融業工資最高的是證券業，與工資
最低的畜牧業相比，差距為15倍。國企高管的平
均收入和社會平均收入更是相差128倍，內地電
力、電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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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實際收入差距達5-10倍。
國企、壟斷行業高收入現象飽受詬病，作為國

有企業監管部門的國資委率先啟動降薪計劃。早
在2008年國資委就開始工資總額預算管理制度試
點，2009年央企盈利排名第一的中移動宣佈「降
薪令」，2010年資產排名第二的國家電網也啟動

降薪計劃，降幅最高達到整體工資的30%。
可是，作為高收入行業的金融業薪酬依然

「高高在上」。來自國家統計數據庫的數據顯
示，2007年，金融業以49,435元位居各行業收
入榜首。2009年年報數據顯示，少數國有金融
企業高管的年薪水平是社會平均工資的100多
倍。

國企金融業 收入畸高因壟斷
對此，李實向香港文匯報分析指出，國企、金

融業收入畸高，根本原因在於壟斷，問題出在利
潤的分配方式和管理辦法。要想縮小國企、金融
業與其它行業之間的收入差距，根本的解決辦法
是打破壟斷，一些行業短期內不可能做到，但是
可以對利潤分配、高管薪酬管理、職工工資分配
採取明確、合理的調控手段。
同時提高低收入群體的工資收入。溫總理在

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穩步提高職工最低
工資、企業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和城鄉居民最
低生活保障標準。建立健全職工工資正常增長
機制，嚴格執行最低工資制度，不少地方政府
已付諸實施。蘇、粵、晉、湘、魯等10餘省市
在地方「十二五」規劃綱要中均提出了居民收
入倍增計劃。

中國以「十一五」期間年均兩位數的經濟增長，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

體的同時，不得不面對城鄉居民收入人均一位數的滯後增長；當中國成

為全球第二大奢侈品市場、富豪人數年年增長的同時，不得不面對1.5億

人口尚未脫貧、普通百姓為教育、醫療、住房等民生問題困擾的現實。

「有一個富人就會有五百個窮人」，溫家寶總理在談及當前收入分配不公

時曾引述此語，貧富差距過大正在不斷挑戰中國社會的容忍「底線」。

■香港文匯報兩會記者組 羅洪嘯、王曉雪

「十二五」

「隔行如隔山」薪水差百倍

做大「蛋糕」容易，但是改變切「蛋糕」的規則面臨不小阻力。王
小魯向香港文匯報坦陳，改革會遇到既得利益集團的阻礙和反對，也
要冒引發某些衝突的風險，但最大的風險來自不改革，不觸及既得利
益，結果可能導致更大的風險。
李實直言，中國的收入分配問題是長期積累下來的，政府在處理此

問題上處於兩難境地。政府要大刀闊斧解決收入分配問題，可能會引
發負面作用，引起部分利益集團的反彈。

收入分配是社會「體溫計」
李實指出，收入分配公正與否是衡量社會的體溫計，不公程度越來

越高，整個社會就有可能發高燒，大多數老百姓不滿意，社會就會不
穩定。因此不論從維持經濟的長期可持續發展，還是實現和諧社會目
的，都應該更加重視收入分配不公問題的解決。

不觸及既得利益 風險更大

政府應少取多予 善用分配調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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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貧富差距過大正在不
斷挑戰中國社會的容忍
「底線」。圖為在北京街
頭賣藝的盲人和孩子。

■專家呼籲政府對低收入、貧困家庭採取更大的
扶持措施，包括協助解決兒童上學。

■央企盈利排名第一的中
移動曾宣佈「降薪令」。

■溫總表示，實現社會公平正
義，是政府的良心。 新華社

■專家表示，使民眾自掏腰包看病上學的花費
減少，也是政府調節收入分配的方式。

■上海的「免費就業培訓」報名點吸引不少找
工作的人。

■中國個稅體制的弊端是對工薪收入者的徵稅
重徵管嚴，對其他收入者徵稅輕徵管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