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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E8_AE_BA_E7_83_c26_514376.htm 短短20多年，中国社会已

经由平均主义盛行转为一种“贫富差距”悬殊的状况，这种

变化无论如何不应该被忽视。 【“贫富差距”及其相关问题

的出现】 近年中国人民大学“社会调查中心”在全国范围内

作了一次严格的PPS抽样，从入户调查问卷的数据作出的计算

，中国城乡家庭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高低收入差之比)

为0.434，同时按城乡家庭收入分组计算基尼系数为0.445，这

组数据表明，中国的贫富差距已超过了西方发达国家基尼系

数正常的安全线。 从现实来讲，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

先富裕起来，以带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这一改革政策已取

得重大成就。但在进行了长达20年的改革以后，大家不无遗

憾地发现，“共同贫困”的局面虽已消失，但“共同富裕”

却还有很长一段距离。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以及社会各阶层

之间，“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形成了“马太效应”：穷者

越来越穷，富者越来越富。 由于优胜劣汰的市场经济有导致

贫富分化的自发趋势，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坚持共同富裕原

则，避免两极过度分化，将“贫富差距”控制在一个适当的

程度，也就成了政府必须加以解决的紧迫问题。 【“贫富差

距”拉大的表现】 据北京社科院的多位学者研究发现：九十

年代初兴起了几大纯粹的金融投机行业，金融拆借、股票市

场、房地产业、期货市场、债券市场等等，在不健全的法制

下，仅仅依靠绝对权力和假借国家的资金投入，在短时间内

就完成了一次次巨额的私人财富再分配。 【对社会发展的不



利影响】 一份问卷调查资料表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

“贫富差距”仍然呈现继续扩大的趋势，中国城镇家庭最

高20%收入户与最低20%收入户年人均收入差距，从1990年

的4.2倍、1993年的6.9倍增加到1998年的9.6倍，而且由于中国

在过渡期中存在着大量的隐性收入，实际的“贫富差距”情

况可能比调查数据所反映的还要严重得多。 这种危险也表现

在社会心态方面：即人们心理上所感受到“贫富差距”将事

实上的“贫富差距”又进一步地考，试大网站收集放大。原

因主要有三个方面：其一，一部分人的腐败和非法致富，造

成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并在心理上将实际中的“贫富差距

”进一步放大。其二，耕农的比较利益过低、收入提高受阻

甚至绝对收入额下降以及上千万国有企业职工的失业下岗，

使传统的基础性阶层收入增长缓慢。改革是一个利益格局调

整过程，改革的成败，说到底就要看改革的制度配置最终是

否服务于广大人民群众。其三，贫富两极分化的出现是一个

危险的信号，因为从社会心理上看，在普遍的获益过程中，

自己的相对收益地位下降还是可以承受的，但绝对收益地位

的下降，在经济上和心理上都是难以承受的。 【缩小“贫富

差距”的政策建议】 调整收入分配，缩小“贫富差距”，必

须坚持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制订正确的政策。 (一)坚决取

缔非法收入非法收入是“贫富差距”扩大的重要根源。违法

经营活动的猖獗，是法制观念薄弱，市场发育幼稚和市场规

则无序状态下的典型表现。消除违法收入，必须从源头抓起

，运用法律手段，加强对违法经营活动的执法打击力度。 (

二)适当限制过高收入国家应通过对个人征收所得税、财产税

、遗产税等，使高收入者的收入适当降低，从而缩小高低收



入者之间的收入差距，达到社会分配公平。 (三)完善社会保

障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是国家依据一定的法律和规定，保证社

会成员的基本生活需要，保持社会稳定的一项社会安全制度

，主要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社会优抚等内

容。 (四)重视和加大教育投入教育投资既有利于公平，又有

利于效率。国家增加教育支出，发展事业，既可以提高全社

会的科学文化水平，提高劳动力质量，还可以为劳动者就业

创造均等的机会，使低收入者实际收入有所增加。 背景资料 

中国“富人”致富四级跳 第一阶段：市场化的最早期，是流

通领域的市场化。最早进入这一领域的是待业青年，甚至“

两劳”释放人员等城市边缘人群，相对文化层次较低。在20

世纪80年代中期，他们以个体户之名而存在。通过相对简单

的方式迅速获取财富，由此形成了中国的第一批高收入群体

。这一领域获得暴利的日子，在20世纪90年代初便告结束。 

第二阶段：生产资料领域的市场化。这一时期开始于20世

纪80年代后期，当时的“双轨制”政策是促成考试，大网站

收集这一领域市场化最重要的动因。钢铁、木材还有土地等

等在计划内外的差价，十分容易取得超额利润。这样就诞生

了中国的第二批高收入者。 第三阶段：金融领域的市场化。

随着金融体制的改革和上市公司的大量出现，中国又诞生了

第三批高收入者。这一时期在20世纪90年代初。这一批高收

入者又有不同的层次分别，首先是上市公司本身的工作人员

，因为他们更容易获得原始股，然后才是部分股民。 第四阶

段：知识与技术市场化。发生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今天的

这一过程，比前面的所有过程来得更为迅速。他们成为了中

国的第四批高收入者。 11类高收入行业 1.电信（移动通信）



、烟草、金融、保险、证券、电力（供电）、石油、石化、

航空、铁路、房地产、建筑安装、广告、演出、城市供水、

供气等行业； 2.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税务师事务所

、评估师事务所等机构； 3.足球俱乐部、高尔夫球俱乐部；

4.高新技术企业、软件企业和集成电路企业； 5.外商投资企业

、外国企业和外国企业驻华代表机构； 6.设计院、科研所、

高等院校、区级以上医疗机构； 7.四星级及以上酒店（宾馆

）； 8.上年度经营收入额达到1000万元及以上的娱乐业企业

； 9.电台、电视台、报社、杂志社等传媒机构； 10.上市公司

； 11.经税务机关确定的其它企事业单位。 "#F2F7FB"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