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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B0_91_E6_97_A5_E6_c37_644841.htm 人民日报近期连续四

次刊载评论文章，从各个层面分析解读中国的收入差距问题

。在“十二五”开局之年，全国“两会”即将召开之际，党

报此举给人以收入分配议题或将迈出有力一步的信号，令人

关注。 “中国行业收入差距扩至15倍”报道引发热议 日前，

一篇题为《中国行业收入差距扩至15倍 已跃居世界首位》的

报道跃入各网站新闻排行，引发公众关注。报道称，行业间

工资差距，欧洲国家最高是3倍，中国是15倍，居全球第一。 

不过，中新网财经频道注意到，人社部专家随即出面澄清，

表示由于比较口径的不同，欧洲国家的3倍，是按大行业划分

来比的；中国的15倍，是按细分行业来比的。按大行业比，

中国的行业工资落差为4.7倍。 但是，虽然专家澄清了夸大的

报道，但因为收入分配话题的高度敏感性，再度引发了关于

收入差距与分配话题的新一轮热议。 党报连续发文关注收入

差距 直指分配不公 2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文章《努力扭

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文章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收

入分配制度改革不断推进，促进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全面进

步的同时，收入分配领域也出现了一些突出问题，如劳动者

收入增长较慢，城乡、区域、行业和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

不断拉大等，引起人们强烈关注。分配问题解决不好，会使

发展动力衰减，影响经济发展。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调

整收入分配关系，使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现在正当其时

。 这篇署名为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的文章，在



分析造成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原因时认为，既有自然因素、

历史因素，又有市场因素、制度和政策因素。其中重要最重

要的，要算从制度和政策来看，一些不完善的方面和因素会

引发或加剧收入分配问题，比如制度规则不完善、执行和监

管不到位等都会影响收入分配的公平合理。 文章具体指出，

在初次分配领域，如果改革和宏观调控不到位，造成资源配

置和要素价格形成机制不合理，就会影响正常的收入分配。

如果没有建立合理的工资决定机制和劳动报酬正常增长机制

，就难以有效缓解收入差距扩大和分配不公问题。在再分配

领域，如果税收制度不健全、财政支出结构不合理、社会保

障制度不完善，就会造成收入分配调节不力。在第三次分配

领域，如果相关机制不完善、社会氛围不浓厚，就会影响其

发挥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 2月15日，人民日报再次发表评论

文章《收入鸿沟需正视》指出，虽然，近些年来低收入群体

的钱袋子鼓了不少，但不可否认，行业间工资差距的确也不

能算小，居民的收入差距还是比较大。贫富悬殊的例子，在

生活中也不算罕见，老百姓对此也颇有意见。 文章提出，一

定要正视问题，切实研究如何填平鸿沟、减小落差。税收、

社会保障等再分配政策，都是调节收入差距的手段，在实践

中也行之有效；但完善分配制度，从初次收入分配中的源头

上解决问题，则更加迫切。 2月16日，人民日报第三次发表评

论文章，直指当前社会公正问题。这篇题为《理性看待当前

的社会公正问题》的文章指出，社会公正是社会成员对社会

是否“合意”的一种价值评判，其实质是要求各种权利在社

会成员之间合理分配，每个人都能得到其所应得的；各种义

务由社会成员合理承担，每个人都应承担其所应承担的。社



会公正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正确理解社会公正，需要把

握三个方面：社会公正是历史的、相对的、具体的。 文章指

出，解决当前的社会公正问题，需要突出三个重点：认识到

位，将社会公正作为事关社会能否可持续发展的基本问题；

举措得力，实现科学发展，不断做大蛋糕，努力分好蛋糕；

形成合力，政府承担主要责任，社会发挥协同作用，个人培

育公正之心。 文章呼吁，当前社会上的许多热点、难点、焦

点问题都不同程度地与社会公正问题联系在一起。妥善解决

社会公正问题，已成为我国在发展中不得不面对的重大课题

。妥善解决社会公正问题，首先需要理性看待社会公正问题

。 2月17日，人民日报第四次发文，指出行业收入存在差距正

常，怕的是差距不合理、不公正。调节收入不是说把高收入

降下来或者把低收入提上去就能让人们满意，更要关注制度

的一致性和公平性 这篇题为《行业收入不怕差距怕不公》的

文章认为，存在差距正常，怕的是差距不合理、不公正。目

前我国各行业间的收入差距，往往不单纯是市场竞争形成的

，很多是由于市场准入方面的行政限制和行业垄断带来的。

垄断行业，无一例外收入较高。而职工平均工资低于全国职

工平均工资的几个行业：农林牧渔业、住宿餐饮业、建筑业

、水利环境业、批发和零售业、制造业、居民服务业，都是

竞争性行业。 文章指出，为什么人们对某些收入差距心服口

服，对某些却难以容忍？这提醒相关政策制定者，收入分配

改革不是说把高收入降下来或者把低收入提上去就能让人们

满意，更要关注制度的一致性和公平性，消除差距中的不公

正因素，这样才能建立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 “十二五”收

入分配改革料推进 中共中央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



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

提出，要规范分配秩序，加强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

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努力扭转城乡、区域、行业和社会成员

之间收入差距扩大趋势。完善公务员工资制度，深化事业单

位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建议》强调，要合理调整收入分配

关系。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

配制度。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

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

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创造条件增加

居民财产性收入。健全扩大就业增加劳动收入的发展环境和

制度条件，促进机会公平。逐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保障职

工工资正常增长和支付。 此外，在一月份闭幕的全国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工作会议上，人保部部长尹蔚民明确表示，“

十二五”期间已经到了工资收入分配改革“必须破题”的关

键时期。他强调，要“深化工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促进形

成合理有序的工资收入分配格局。” 同时，自去年以来，全

国30个省份上调最低工资标准，大部分省市上升幅度都达10%

左右，有的甚至调高了25%，调整后的月最低工资标准最高

为上海市1120元，小时最低工资标准最高为北京市11元；还

有一些省市提出了“工资倍增计划”，期待“十二五”期间

达成“倍增”的目标。这些各地方政府的举措，都可以视作

全国“十二五”规划的“先兆”，预料在“十二五”期间，

国家的收入分配改革有望得以推进，国内收入差距的局面或

将得到改善。新闻推荐：用工荒蔓延全国殃及劳务输出大省 

我国医保补助标准由每人每年120元提至200元 更多推荐：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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