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微观经济－第四节－收入分配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

，建议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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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_A7_82_E7_BB_8F_E6_c25_21580.htm 一、按劳分配 按劳分配

是按照劳动价值进行分配，即在进行必要的社会扣除以后，

根据各人提供的劳动分配报酬。 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分配

原则，体现着社会主义的经济关系，因而具有社会主义性质

。按劳分配是对儿千年来“不劳而获”的人剥削人的关系的

根本否定，是人类历史上分配制度的一场深刻革命（当然，

它同按需分配相比较，还有历史局限性）。在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山于生产资料公有制在社会生产结构中居于主体地位

，劳动还是谋生手段，这就决定了必然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

的分配方式，这是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坚持按劳分配

的主体地位．也就是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否定按劳分配

的主体地位，也就是否定公有制的主体的地位。 随着收人分

配制度的改革，我国在如何深化按劳分配上已经进行了许多

可贵的尝试，取得了明显效果。在精神鼓励与物质鼓励、激

励机制与约束机制相结合的基础上，计件制、奖金制、年薪

制、提成制、职工持股、技术入股等分配方式，都能够更好

地体现按劳分配的原则。 二、按要素分配 按要素分配是按照

生产收益进行分配，即根据各个要素对产出的贡献分配报酬

，包括工资、利息、租金、利润。其中，工资是劳动的报酬

，租金是土地的报酬，利息是资本的报酬，利润是企业家的

报酬。 按劳分配前提下，按生产要素分配具有客观必然性：

(l）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必然充分发挥一切生产要素的积极作

用，充分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包括劳动、资木、技术



、土地等生产要素。因此，也要按照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

承认生产要素多种所有制存在的合法性，允许要素的所有者

将要素投入经济活动之后，依据所投人的要素的数量和质量

参与收人分配。 (2）改革开放以来，已经出现了多种所有制

经济共同发展、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局面。不仅存在公有制

之外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合资、外资等经济形式，而且

出现了跨行业、跨地区、跨所有制、跨国的经济联合，出现

了财产混合所有的经济单位。按劳分配只是公有制体系内的

分配形式，在混合所有制经济结构中，要按照谁出资谁受益

的原则进行分配。在各种形式的联合中，各方根据所提供的

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的数量和质量参与收益分配。 (3）随

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知识产权日益受到尊重，技术在生产过

程中的作用已被广泛认同，以技术参股已成为得到普遍承认

的投资形式。先进技术的拥有者，无论是单位还是个人，将

其技术作为生产要素投人生产过程，都要求得到相应的报酬

形式。 (4）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和市场体系的发育和完善，

资本市场得到发展和扩大，居民个人收人支出的结构也发生

了变化。除传统的消费和适当储蓄外，也有一部分进人投资

领域，转化为股票、债券等资本形式。股份合作制的出现，

为更多的普通劳动者创造了投资的机会。国家依法保护居民

的一切合法收入和财产，鼓励城乡居民储蓄和投资，允许个

人凭借对资产的所有权参一与收入分配和取得相应的收益。 

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有利于资源优化配

置，促进经济发展，保持社会稳定。它是我国的基本分配制

度的主要内容之一，是收人分配方式新的突破。 100Test 下载

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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