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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收入分配不平衡问题探析

路建 华

(河北省交通职业技术学校,河北 石家庄 052160)

摘 要: 近年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同时, 收入不平衡问题日益突出, 成为政府和

社会关注的一个焦点。中国必须通过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解决包括贫富差异和城乡差异在

内的巨大的收入分配不平衡问题。这直接关系到全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和社会公平正义,对

于维护社会稳定、落实科学发展、实现可持续发展和建设和谐社会都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从劳

动者收入占 GDP 的比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等四

个方面对我国社会收入分配失衡问题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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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的 30多年间,我国经济发展取

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经济持续保持较快增长,年

均增长速度达 10%左右, 到 2010年底, 已实现人

均 GDP 超过 4 000 美元, 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

二。在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 也累积了不少矛盾

和问题,集中表现为社会成员收入差距不断拉大。

根据世界银行的测算, 欧洲与日本的基尼系数大

多在 0. 24和 0. 36之间, 而中国从 2000年开始,

基尼系数就跨过了 0. 4 的警戒线, 并逐年上升,

2006年达到 0. 496, 2007年是 0. 48。有部分国内

专家认为,目前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 0. 5。世界

银行报告还显示,中国最高收入的 20%人口的平

均收入与最低收入 20%人口的平均收入之比是

10. 7倍,而美国是 8. 4 倍, 印度是 4. 9 倍, 日本,

只有 3. 4倍。这些数据从不同角度均表明中国的

收入差距已经到了危险的边缘, 收入分配失衡问

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从劳动者收入占 GDP

的比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行业之间的收入差

距、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等四个方面对我国社会

收入分配失衡问题加以探讨。

一、居民收入与 GDP之间的不平衡

全国总工会 2010 年 4 月发布的一个调研显

示,我国的国民收入中劳动者报酬占 GDP 的比重

不断下降,而资本所有者和政府占比却大幅提高。

数据显示,我国劳动者报酬占 GDP 的比重 1990年

为 53. 4%, 1995 年为 52. 8% , 2000 年为 51. 4%,

2006年为 40. 61% , 2007年为 39. 74%。2000年

到 2007年,劳动报酬占比下降了 11 . 66 个百分

点,其中,国家统计局从 2004 年把个体经营业主

的收入从劳动报酬转为营业利润, 然而,这并未改

变 2004年之后劳动报酬比重下降的趋势。而在

发达国家,劳动者报酬占 GDP 的比重大多稳定在

50%以上。

作为一个高度综合的宏观经济指标, 劳动者

报酬占比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这是因为,劳动

者报酬是构成居民收入的主要来源, 其变化会影

响居民可支配收入在经济中所占比重, 进而影响

宏观消费需求。当劳动者报酬占比太低,通常也

标志着收入分配变得更为不公平。

造成这种收入分配不公平的主要原因是中国

劳动力价格存在严重的低估和扭曲, 企业生产要

素配置不合理。目前, 作为中国居民收入主要渠

道的工资收入,在生产要素中的分配比例太低,仅

占企业生产成本的不到 10%, 远低于发达国家的

50%。虽然从绝对数量来看, 近些年来中国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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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增长还是很明显的, 但从相对数量来看, 在

社会财富这块蛋糕的切分中, 企业收入增长更

明显。

另一方面, 从国民收入在家庭、企业和政府三

个部门之间的最终分配来看, 从 1996年至今,家

庭收入所占的比重下降了 10%以上,而企业和政

府部门所占的比例相应增加。央行公布的数据显

示, 1999年 政府存款 项目下的资金额为 1 785

亿元,到 2008年增加到 16 963. 84 亿元, 增加了

9. 5倍。据统计, 过去 20年来政府预算内财政收

入占 GDP 的比重从 10 . 95%上升至 20. 57%, 如

果再加上预算外收入、政府土地出让收入以及中

央和地方国企每年的未分配利润, 政府的大预算

收入几乎占到了国民收入的 30%。表面看起来

中国的储蓄率很高, 但其中真正属于百姓的储蓄

占比并不高。2007年我国企业储蓄占国民收入

的比重从 10 年前的 12%上升到 23% ,而家庭储

蓄所占比重却一直徘徊在 20% 左右。加上医疗

及社会保障不到位, 百姓不敢轻易花掉银行存款,

从而导致居民消费能力受到严重抑制。金融危机

以来中国实行政府主导的经济刺激计划进一步扩

大了收入差距, 因为经济刺激资金主要由中央和

地方政府及银行信贷提供,主要投资大型基础设

施建设项目,很大程度上拉动了经济增长,但工人

工资并没有明显提高,收入差距问题并未改善。

解决居民收入与 GDP 增长失衡的矛盾, 从调

整国家和居民的收入分配关系来说, 一方面可以

通过税收加以调整。中国的总体税负, 有较大幅

度降低的必要和可能。比如, 酝酿已久的个税调

整草案已于 4月 20日正式亮相,个税起征点将由

现行的每月 2 000元提高到 3 000元。而对于部

分人群过高的财产性收入,应该进行专门的税收

调节。另一方面,应合理控制政府的支出,包括透

明的预算和减少不合理支出。政府预算支出的不

合理,根本原因是预算的不公开,不透明。对此中

央政府已做出规定, 要求各级预算将在三年内做

到完全公开,这一政策具有重大的经济意义和社

会意义。

调整企业和职工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 应从

调整企业生产要素配置入手, 改变当前劳动力价

格被低估和扭曲的现状,建立合理的工资谈判和

增长机制, 使企业职工能够分享企业发展的成

果。政府应当加大国民收入分配调整力度,提高

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 提高个人工资在

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同时,应通过调整税负等相

关政策, 减少企业不合理负担,降低企业成本,防

止企业通过成本转移而侵害职工工资利益。2010

年以来,全国大多数省区先后出台了关于提高最

低工资标准的规定, 这在一定程度上对缩小收入

差距具有积极作用。

从长远来说, 还应通过产业结构优化调整提

高劳动者报酬占比。在我国,服务业的劳动者报

酬占比高于工业, 随着产业结构进入工业向服务

业转型的阶段, 劳动者报酬占比亦会随之上升。

为此,政府应制定优惠措施,扶植服务行业较快发

展。目前我国服务业的发展水平仍显缓慢,主要

是由于服务业税负水平过高, 存在很多行政垄断。

降低服务业的税负和减少行业垄断, 将有助于促

进服务业发展,推动产业结构调整,间接地提高劳

动者报酬占比。

此外,还应努力健全和完善社保体系,提高职

工社保福利水平, 减少职工的社保缴费负担。因

为社保福利缴款等价于对劳动征税, 较高的社保

缴费率将抑制劳动者可支配的劳动报酬。政府应

关注社保基金的资金来源和使用, 通过加强再分

配阶段的转移支付, 增加对社保基金的投入,扩大

社保基金的覆盖面, 降低社保缴费率,进而增加劳

动者可支配的劳动收入, 促进国内需求增长[ 1, 5] 。

二、行业之间的不平衡

国际公认的行业间收入差距合理水平为 3倍

左右,超过这一水平,则进入了需要国家调控的范

围。2007 年日本、英国、意大利、法国等国的最

高、最低行业工资间的差距,维持在 1 . 6至 2倍左

右,美国、德国、澳大利亚、韩国等国, 则在 2. 3至

3倍之间。而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工资研

究所发布的最新数据, 我国初次分配中行业收入

差距扩大至 15倍。即使按大行业(包含农林牧渔

业、采矿业、制造业等 19个行业)划分, 2008年我

国职工平均工资最高的行业是金融业, 为 6. 184 1

万元,最低的农林牧渔业则只有 1. 295 8万元,两

者间的差距为 4. 7 倍。而如果按细行业划分,

2008年我国职工平均工资最高的行业是证券业,

达到了 17. 212 3万元, 最低的畜牧业为 1. 080 3

万元,二者之比为 15. 93倍。

造成行业收入差距巨大的主要原因, 在于部

分行业的垄断地位, 而非充分市场竞争下行业间

的自然差别。我国垄断部门的规模庞大,存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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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行政垄断、部门垄断和行业垄断,且缺少一套行

之有效的对垄断行业工资收入的监督管理机制。

行政性垄断行业收入有三分之一靠各类特许经营

权获得。例如, 在我国, 电力、电信、石油、金融保

险、烟草等垄断行业,其职工数不足全国职工总数

的 8%, 工资和工资外收入总额却相当于全国职

工工资总额的 55%。垄断行业收入高得不合理,

已引起民众对收入分配的不满, 带来消极的社会

影响。反观市场经济相对发达的一些西方国家,

具有垄断性质的国企数量很少, 而且即使具有垄

断性质的国企,管理者的收入也不能太高。挪威

政府对北海石油集团拥有 100% 的控股权, 公司

却明文规定,董事长的工资不得超过国家公务员

平均工资的 3倍。打破行政性垄断, 合理调整行

业间的收入水平, 已成为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的重要议题。

2011年两会期间, 温家宝总理在 政府工作

报告 中强调: 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加强对收入过

高行业工资总额和工资水平的双重调控,严格规

范国有企业、金融机构高管人员薪酬管理。解决

垄断行业高收入的问题, 要从根本上打破垄断,逐

步引入自由竞争机制, 限制高级管理者的薪金。

打破垄断,放开垄断行业的 准入限制 ,让国内民

营企业进入这些行业充分竞争, 同时放松政府对

价格的管制, 发挥市场选择的优势。当这些行业

不再享受垄断暴利, 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就会逐

步拉平。当前形势下,即使暂时还不能打破垄断,

至少其工资决定机制应该合理、公开、透明,工资

应和市场工资水平相对应,而不能完全由垄断利

润的多少来决定。政府还应通过财税制度改革完

善分配领域的税收体系,通过税收增减来调节和

缩小社会贫富差别。对于低收入行业, 政府在初

次分配的监管和调节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如建立

工资集体谈判机制、设立最低工资标准、建立工资

诉讼机制、强化征缴五险、对那些劳动力密集型的

企业减免税费等 [ 2]。

三、地区之间的不平衡

地区发展不平衡是我国经济目前所面临的最

为重大的问题之一。以中国最富省份浙江和最穷

省份贵州为例, 1995年,浙江省人均 GDP 是贵州

省的 4. 46倍, 到了 2004年, 这个数字扩大到了

5. 64倍。而我们知道在美国和日本,这个数字都

是不到 2倍, 由此可见我国区域差距之大。2004

年以后,区域差距拉大的势头有所降低, 2008年

浙江省的人均 GDP 约为贵州省的 4. 47倍。1999

年东部的 13个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的平均工资

比中西部的 6个同类城市的平均工资高 56% ;而

到了 2008年, 这个差距缩小为 39. 7%。总体来

看,尽管我国的区域差距拉大的进程在最近几年

有所缓解,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区域发展不平

衡的情况依然非常严重。

根据世界银行采用的人均 GDP( PPP) 分类

方法, 中国的地区收入差距之大,甚至可以按经

济发达程度将中国分为四个世界: 第一世界为

上海和北京地区,这类地区占全国人口的 2%左

右, 收入可与世界上发达经济体相比; 第二世界

包括天津、浙江、广东、福建、江苏和辽宁等沿海

省份, 占全国人口的 20%左右, 收入达到世界中

上等水平。第三世界包括山东、东北以及华北

部分地区,约占全国人口的四分之一,收入居于

世界中下水平; 而第四世界则指中西部贫困地

区、一些少数民族和农村地区及偏远地区, 收入

水平低于世界上欠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 占全

国人口 50%左右。

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地区收入差距拉大问题

并不是我国独有的现象,各大国在其经济发展过

程中都曾遇到过类似的难题。不少发达国家都经

历过区域收入差距在经济发展的初期先变大, 然

后在经济发展相对成熟时期缩小的历史进程。我

国东西部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异源于产出上的不

同,而产出的不同则源于投入方面的差异。这里

所说的投入并不仅仅包括劳动力、资本和技术等

传统意义上的投入要素, 还包括了自然条件、制度

环境等更广泛意义上的投入要素。这些因素可以

分成三类。第一类是自然条件的差异。区位差异

导致自然环境条件不同, 由于东部地区海运方便,

从而与国际市场尤其是欧美市场的联系成本较

低,在发展外向型经济时就更具优势,这种自然条

件的差异是我们在现有技术条件下无法改变的。

第二类因素是基础设施, 如桥梁、隧道、公路、房

屋、机器设备等,这种物质上的差距可以通过中央

政府对落后地区基础设施投资的倾斜而得到较快

的解决,东西部地区在基础设施方面的差距也是

十二五时期内中央政府要着力解决的问题。第三

类是软环境因素, 包括法治环境、政府服务、受教

育程度等。一般来说, 软环境的积累需要花费更

长的时间,而且其效果可能不是立竿见影的,这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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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味着在这方面需要更为长期的投入
[ 3]
。

四、城乡之间的不平衡

研究发现, 农村内部的收入分配和城市内部

的收入分配是比较平均的。如果用基尼系数来衡

量的话, 以 2007年数据为例, 我国农村内部的基

尼系数是 0. 39, 城市内部基尼系数是 0 . 32,但是

把农村和城市放在一起, 就变成 0. 45。这说明我

国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是中国总体国民收入分配

基尼系数达到很高水平的一个主要原因,换句话

说,我们国家收入分配不平衡的主要来源是城乡

差别。我国城乡人均收入差距之比已从改革开放

初期的 1 . 8 1扩大到 2007年的 3. 33 1。在农

村,不仅社保、医保普及面小、福利低,而且长期在

城市从事建设和服务业的农民工与城镇职工相

比, 做同样的工作却得不到同等的社保和医保。

由于大多数农民收入低,加上缺少社会保障和医

疗保险,消费能力被极度压抑。2011年 04 月 19

日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国家统计局农

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和社科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

的 2011年 农村经济绿皮书 指出,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一直在不断扩大。

2009年城乡居民收入比却扩大到 3 . 33 1 , 绝

对差距达到 9 646元, 也是改革开放以来差距最

大的一年。2010年, 全国农村居民收入增速自

1998年以来首次快于城镇, 城乡收入差距与上

年相比有所下降。但目前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仍然巨大,其比例是 3. 23 1。城乡居民收入差

距尚未进入缩小阶段, 2011 年农民收入增长速

度仍具有不确定性, 尤其是宏观政策的调整, 可

能会增加就业的难度, 继续涨工资的要求可能

不易成功,这些变化是调整经济结构、转移经济

发展方式所必需的, 但可能会对农民工资性收

入快速增长形成制约。预计 2011 年,城乡居民

收入比例将达到 3. 26 1 , 收入差距与 2010 年

相比仍有扩大的趋势。

城乡居民收入存在较大差距是我国长期以来

一直存在的问题。原因有多个方面, 如农业基础

薄弱,农村发展滞后,农民增产困难,城乡失衡等。

而造成这一切的最根本的原因应在于我国城乡二

元管理体制, 也就是城乡分割管理体制。由于这

种二元体制,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的缺陷难以克

服,城乡管理体制之间存巨大鸿沟,无论国民收入

分配,还是资源配置、工农业产品价格等方面,都

存在着差别,而最终的反映就是城乡居民的收入

差别,并使之不断扩大。

改革开放以来,城乡二元管理体制的弊端得

到了一定程度的消除,比如农民可以进城务工,符

合条件的还可以成为城市居民等。但是,二元管

理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 新的体制还没有完

全建立起来,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依然存在一条

鸿沟,在国民收入分配上依然是重城市居民而轻

农村居民。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继续扩大,使农

民在农业上的收入低微;进城务工的农民在分配

上也不能享受和城里人同等的工资待遇,还不能

普遍享受医保、社会养老保险、失业保险、住房公

积金等社会福利。特别是在我国经济面临通胀的

压力下,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大幅度上升,农民生活

消费指数高于城市居民生活消费指数, 而农民增

收又缺乏新的支持, 这自然会导致城乡居民收入

差距进一步扩大。因此,要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乃

至消除这种差距, 根本的途径还是彻底改革城乡

二元管理体制。

在当前城乡二元管理体制尚不能根本改变的

条件下,应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胡锦涛总书

记 2011年春节期间考察河北农村时强调,一定要

解决 农民收入徘徊的局面 , 这是农民问题的要

害所在。提高农民的收入,国内外的经验都证明,

仅靠市场机制是不够的, 必须发挥制度的调控作

用。应继续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清理各种对

农民的收费和乱收费, 更重要的是加快农村基础

设施建设,提升农村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水平,促

进城乡管理一体化,鼓励投资向农村转移。此外

还应开放农民进城条件,加快城市化的进程, 减

少对农民工的不公正待遇等等 [ 4, 6]。

多年来, GDP 在中国一直被视为改善社会

福利的重要方式而加以强调, 但随着国家十二

五计划的实施, 这一思维方式将有所转变。十

二五计划直接把提高人民收入和完善社会保障

作为规划目标, 而这一思维的转变无疑将有助

于实现中国的经济转型。在这一过程中, 中国

必须通过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 解决包括贫富

差异和城乡差异在内的巨大的收入分配不平衡

问题。这直接关系到全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和

社会公平正义, 对于维护社会稳定、落实科学发

展、实现可持续发展和建设和谐社会都具有重

要战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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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 on their living condit ions, developing state and inter est claim . In this paper, w e conduct a

questionnair e survey among young teachers in T ianjin city. Based on Facto r Analysis finding s, sev en

inf luence factors are summarized and analy zed to provide basi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young

teachers in co lleg e.

Key words: young teacher s in college; quest ionnaire survey; factor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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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Risk Identification and Assessment Model for

Information Security Outsourcing

LIANG Zhi shun

( Transportat ion Department of Zhangjiakou 075000, Ch ina)

Abstract: The thesis aims at the informat ion security outsourcing risk ident ificat ion and assess

m ent . F irst , an analysis is m ade of the def iciency o f w ork flow through system theo ry , then the key

risk factor s of outsourcing are ident ified, and the frame of risk assessment is set up based on third au

thent icat ion in order to constr uct the assessments sy stem fo r bet ter supervision of security outsourcing

risk in accordance w ith the risk managem ent policy in our country.

Key words: informat ion security outsourcing; risk managem ent ; risk assessm 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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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Imbalance of Income Distribution in China
LU Jian h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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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hile China has kept a steady and fast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recent y ears, the imbal

ance in income dist ribut ion among its cit izens in dif ferent areas and dif ferent t rades has becom e a seri

ous social problem, arousing grave concerns f rom bo th the government and the society . In order to

maintain the social stability, im plement the concept of scient ific developm ent , realize a long last ing e

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onst ruct a harm onious society, China m ust solve the problem of income im

balance. T he problem of income dist ribut ion imbalance is explored in this paper from four respects in

cluding the imbalances betw een the cit izen income and GDP increase, betw een rural and urban cit i

zens, betw een different t rades and dif ferent areas o f the country, discussing the status quo and the

causes of the problem and g iv ing advice fo r m it igat ion of i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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