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十八大報道組海巖）十八大
報告在提出民眾收入倍增目標的同時，明確
提出中國必須堅持走共同富裕道路。十八大
代表、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胡鞍鋼認
為，報告中提出的「共同富裕」並非平均富
裕，而是指社會差異相對較小且可管理可調
整，核心是具備四個「共同」，即讓十幾億人
能夠共同擁有發展的機會、共同提高發展的
能力、共同提升發展的水平和共同分享發展
的成果，底線是防止出現貧富兩極分化，消
除各類絕對貧困人口。
如何保證中共十八大之後繼續順利推進全

面建成小康社會、邁向共同富裕的「中國之路」？胡鞍鋼從政治、經
濟、社會、生態、國際等方面提出「五個不折騰」：政治上不折騰就
是不能再犯「文化大革命」的政治錯誤；經濟上不折騰就是不能搞大
躍進，避免經濟「大起大落」，保證持續穩定協調發展；社會上不折騰
就是不要搞政治運動；生態上不折騰就是不能破壞生態環境給後世造
成惡果；國際上不折騰就是中國不折騰別人，也不參與別人折騰，而
是堅持和平發展，推動建立和諧亞洲、和諧世界。
胡鞍鋼認為，中國將很快成為世界第一大貿易體，實現經濟平穩較

快發展，在2020年前成為世界最大經濟體。經濟發展方式也會得到根
本性改變，從要素驅動轉變為創新驅動，中國將發展成為世界人力資
源強國、人才強國、科技強國，成為綠色發展創新國、引領國和最大
貢獻國，邁向共同富裕型小康社會。

張少軍

胡鞍鋼

香港文匯報訊（十八大報道組 海巖）10年
前的十六大報告中提出，國內生產總值到
2020年力爭比2000年翻兩番，5年前中共十七
大報告則提出，實現「人均國內生產總值」
到2020年比2000年翻兩番，但兩次大會都沒
有對城鄉居民收入增長提出具體量化目標。
此次十八大報告明確指出「在發展平衡

性、協調性、可持續性明顯增強的基礎
上」，確保到2020年實現「國內生產總值和
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根據
測算，若要在十年中完成上述兩項目標，需

要達到年均7.2%的增速，這個速度低於
從2000年到2010年的GDP和城鎮居民人
均收入的平均增長速度。
十八大代表、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

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昉測算，考慮到2010
至2020年人口增長率不會超過每年0.3%，
如果GDP每年增長7.3%左右，人均GDP
也可以翻一番。若到2020年實現居民收入

倍增，屆時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將大幅度接近
世界銀行定義的高收入國家門檻的11,906美元
（約75,000元人民幣，92,270港元）水平。

日本模式GDP躍居世界第二
十八大代表、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院長胡

鞍鋼接受本報訪問時表示，當一個國家的經
濟實力發展到一定階段，必然會優化制度設
計，讓百姓共享發展成果。上世紀60年代
初，面臨經濟社會轉型的日本就曾提出了國
民收入10年倍增計劃，用國民收入的增長來
帶動經濟總量的增長，而不是像傳統發展模
式那樣，用經濟總量的增長來帶動國民收入
的增長。
不到10年，日本就完成了國民收入倍增，

形成了近億人的中等收入群體，有效轉變為
一個消費社會，與此同時，日本GDP躍居世
界第二位。
因此，幾年前規劃「十二五」時就已有不

少專家提出，2010年，中國GDP總量已經突
破40萬億元，應把居民收入同步增長列為規
劃目標。此外，在當前中國投資和外貿都有
下行壓力的狀況下，居民消費被看作是拉動
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只有老百姓兜裡有了
錢，才敢消費，所以十八大報告中提出居民
收入倍增的目標被解讀為是改變未來經濟增
長結構的治本之舉。
十八大代表、山東臨沂市委書記張少軍指

出，居民收入倍增目標的提出，也意味 地
方官員要轉變執政思路。以臨沂為例，2010
年，臨沂市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
18,644元，農民人均純收入6,761元（人民
幣）。按照這一基數，要實現翻番的目標，
到2020年，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需要達到
37,000多元，農民人均純收入達到13,500元。
「臨沂是人口大市，經濟發展水平仍然不
高，要實現居民收入翻番的目標，還需要倍
加努力。」張少軍說。

香港文匯報訊（十八大報道組海巖）

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人
均GDP在2011年超過5,400美元，到今
年年底有可能超過6,000美元，中國已
經進入中等收入國家的行列。但是，
全國各區域、各行業、各群體收入差
別明顯。亞洲開發銀行與北京大學國
家發展研究院近期發布的一項研究成
果顯示，2008年中國的基尼系數已增
加到0.434，在世界範圍內屬中等偏
高，在亞洲則處於較高水平。
官方媒體人民網近期披露，內地收

入最高10%群體和收入最低10%群體
的收入差距，從1988年的7.3倍上升到
23倍，行業差距達到8倍，城鄉差距
近3倍。機關單位養老金高於企業2至
3倍。過高的貧富差距會增加社會的
不安定因素，不利於增加消費，從而
會影響增長的可持續性。未來要更加
依賴消費來穩定中國的經濟增長，縮
小收入差距，增加老百姓的消費意願
是一個關鍵點。

林毅夫：走雙軌制要付代價
在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

長林毅夫看來，中國在實現穩定與快
速發展同時，付出的代價就是收入分
配的不斷惡化，而這與改革開放走
「雙軌制」有關。比如在金融體系
中，由於金融改革滯後，金融資源向
大企業和富人集中，又比如對國有礦
產等資源類企業的補貼延續至今，以
及通信、交通、電力等資本密集型產

業的壟斷格局，都是導致收入分配不
均的重要原因。
近日記者在中共十八大採訪觀察

到，代表熱議解決收入分配問題的辦
法，基本上可歸為兩條路徑：一種是
「揚湯止沸」，從富人和企業方面徵
稅，再轉移性支付給低收入階層，作
為補償；另一種是「釜底抽薪」，消
除體制機制扭曲，深化市場體制改
革，進行市場機制改革是關鍵，此其
時也。

2012年11月12日(星期一)

A7 責任編輯：陳振傑　版面設計：崔竣明

之收入分配篇點熱點熱點熱點熱點熱點熱點熱點熱點熱點熱點熱點熱點熱點熱

收入分配改革艱難推進2004年：收入分配體制改革總體方案的起草工作啟動，由國家發改委具體負責，財政部、人社部、國資委等多個部委參與制訂。2006年：5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研究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和規範收入分配秩序問題。10月十六屆六中全會決定改革公務員工資制度，改革和完善事業單位工作人員收入分配制度。2007年：10月15日十七大報告提出，要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2008年：3月5日政府工作報告指出，繼續調整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勞動報酬佔國民收入的比重。
2009年：11月率先在冶金、電力、石油石化、航空等四個行業啟動國企工資總額預算管理改革。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傳出調整收入分配的信號。

2010年：年初國家發改委將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案上報國務院，但未獲通過。3月5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專門論述「改革收入分配制度」。10月中共中央十七屆五中全會首次提出努力實現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發展同步，但未提收入增長具體量化目標。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研究制定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努力扭轉收入差距擴大趨勢。
2011年：2月國家發改委再次將方案上報國務院，因高層領導認為需要繼續修改再次未獲通過。

2012年：5月國家發改委、全國人大財經委等機構高層在全國多個省份調研收入分配改革。8月29日，國家發展改革委主任張平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報告說，下半年要抓緊制定收入分配體制改革總體方案。10月國務院常務會議明確，2012年四季度要制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總體方案，調節壟斷部門高收入。11月8日十八大報告明確目標，必須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首次明確提出居民收入倍增目標：到2020年，實現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

■十八大報道組 海巖 整理

收窄貧富差距
富人稅不可少

加薪減稅勞資協商
改革方案即將出台確保十年收入倍增

人事經理：加薪促進企業發展
十八大代表盛莉是東浩集團上海對外服務有限公司黨

委外企基層黨支部書記，也是上海唯一一位來自外資企
業的十八大代表，多年從事人事管理工作。從企業來
看，盛莉認為，可借鑒外企的經驗和做法，即尊重市場
規律，根據不同情況制定薪水標準，比如市場行情、行
業差異、工種不同、供需比例等，都是決定薪水標準的
因素。
盛莉舉例稱，現在技術工人難聘，特別是成熟的操作

技工更難招聘，這就要在薪水上給予傾斜，增強崗位的
吸引力。「員工的工作積極性提高了，企業發展了，還
能繼續增加員工的收入，形成良性循環。」

市委書記：一加一減推動經濟
從政府角度來看，浙江麗水市委書記盧子躍則建議做

好「加減法」。「加法」就是保證收入年年穩定增長，
「減法」則是減輕稅負、減少貧富差距，亟需出台一系
列改革措施，從根本上遏制腐敗收入、尋租收入和壟斷
性收入等帶來的收入分配不公。
「減少個稅，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提高居民消費意

願，推動經濟轉型；減少個體工商戶稅負，放水養魚，
增加百姓就業機會。『減』的是負擔，『減』的是貧富
差距；而『加』的是實惠，『加』的是發展機會。」 盧
子躍認為，一加一減，多予少取，百姓的「錢袋子」就
會鼓起來了。

代表建議：集體協商勞資雙贏
此外，還有代表建議，應該進一步完善、加強工資集

體協商制度，促使企業在加快發展的基礎上，不斷提高
工資水平，讓員工共享發展成果。通過各類培訓、辦輔
導班等形式，幫助員工增強法律意識，增加法律知識，
學會運用法律武器維護權益；提高協商水平，解決「不
敢談」、「不會談」的問題，達到勞資雙贏的結果。

倡代表

國民共享成果 增加收入拉動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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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難產 兩遭否決
2004年國務院要求國家發改委牽頭多部委啟動收入分配

體制改革總體方案的起草工作，2007年十七大召開之前

第一個方案付之討論，其後幾易其稿，2010年和2011年

都曾將方案上報國務院，但後均被否決、發回重修。

社會貧富差距拉大，令民怨增多，自十七大以來政府一直力圖在

調整收入分配格局上有所作為，但收效甚微。政府智囊、中國社科

院學部委員劉樹成曾批評，近年國家的收入目標三個「沒做到」。

「十二五」規劃提出，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

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去年作為「十二五」第一年，兩

個「提高」都沒做到。至於「增加居民財產性收入」這一目標早在

十七大就提出，至今將近五年過去，並沒有明顯落實。

■十八大報道組海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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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昉

■溫家寶誓言要在今年內出台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圖為他

今年8月下旬在珠三角調研。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十八大報道組 海巖、白林淼）

十八大報告提出，2020年實現國內生產總值和城

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這是中共首次

明確提出城鄉居民收入倍增目標。按照當前經濟

發展增速和趨勢，收入十年翻一番或不是難事，

難點則在於如何有效縮小貧富差距、真正提升民

眾的幸福感。北京政經觀察人士指出，中共將解

決收入分配問題作為推進經濟改革和轉型的治本

之策，國務院總理溫家寶誓言要在今年內拿出難

產八年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參加中共十八大會

議的各界精英代表紛紛為增加居民收入、縮小收

入差距出謀劃策。

■人均收入十年翻一番或不是難事，

難點則在於如何有效縮小貧富差距、

真正提升民眾的幸福感。 資料圖片

■人均收入十年翻一番或不是難事，

難點則在於如何有效縮小貧富差距、

真正提升民眾的幸福感。 資料圖片

■人均收入十年翻一番或不是難事，

難點則在於如何有效縮小貧富差距、

真正提升民眾的幸福感。 資料圖片

■人均收入十年翻一番或不是難事，

難點則在於如何有效縮小貧富差距、

真正提升民眾的幸福感。 資料圖片

■人均收入十年翻一番或不是難事，

難點則在於如何有效縮小貧富差距、

真正提升民眾的幸福感。 資料圖片

■人均收入十年翻一番或不是難事，

難點則在於如何有效縮小貧富差距、

真正提升民眾的幸福感。 資料圖片

■人均收入十年翻一番或不是難事，

難點則在於如何有效縮小貧富差距、

真正提升民眾的幸福感。 資料圖片

■人均收入十年翻一番或不是難事，

難點則在於如何有效縮小貧富差距、

真正提升民眾的幸福感。 資料圖片

■人均收入十年翻一番或不是難事，

難點則在於如何有效縮小貧富差距、

真正提升民眾的幸福感。 資料圖片

■人均收入十年翻一番或不是難事，

難點則在於如何有效縮小貧富差距、

真正提升民眾的幸福感。 資料圖片

■人均收入十年翻一番或不是難事，

難點則在於如何有效縮小貧富差距、

真正提升民眾的幸福感。 資料圖片

■人均收入十年翻一番或不是難事，

難點則在於如何有效縮小貧富差距、

真正提升民眾的幸福感。 資料圖片

■人均收入十年翻一番或不是難事，

難點則在於如何有效縮小貧富差距、

真正提升民眾的幸福感。 資料圖片

■人均收入十年翻一番或不是難事，

難點則在於如何有效縮小貧富差距、

真正提升民眾的幸福感。 資料圖片

■人均收入十年翻一番或不是難事，

難點則在於如何有效縮小貧富差距、

真正提升民眾的幸福感。 資料圖片

■人均收入十年翻一番或不是難事，

難點則在於如何有效縮小貧富差距、

真正提升民眾的幸福感。 資料圖片

■人均收入十年翻一番或不是難事，

難點則在於如何有效縮小貧富差距、

真正提升民眾的幸福感。 資料圖片

■人均收入十年翻一番或不是難事，

難點則在於如何有效縮小貧富差距、

真正提升民眾的幸福感。 資料圖片

■人均收入十年翻一番或不是難事，

難點則在於如何有效縮小貧富差距、

真正提升民眾的幸福感。 資料圖片

■人均收入十年翻一番或不是難事，

難點則在於如何有效縮小貧富差距、

真正提升民眾的幸福感。 資料圖片

■人均收入十年翻一番或不是難事，

難點則在於如何有效縮小貧富差距、

真正提升民眾的幸福感。 資料圖片

■人均收入十年翻一番或不是難事，

難點則在於如何有效縮小貧富差距、

真正提升民眾的幸福感。 資料圖片

■人均收入十年翻一番或不是難事，

難點則在於如何有效縮小貧富差距、

真正提升民眾的幸福感。 資料圖片

■人均收入十年翻一番或不是難事，

難點則在於如何有效縮小貧富差距、

真正提升民眾的幸福感。 資料圖片

■人均收入十年翻一番或不是難事，

難點則在於如何有效縮小貧富差距、

真正提升民眾的幸福感。 資料圖片

■人均收入十年翻一番或不是難事，

難點則在於如何有效縮小貧富差距、

真正提升民眾的幸福感。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