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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5/2021_2022__E4_B8_AD_

E5_9B_BD_E8_B0_83_E6_c37_645139.htm 近日，中国经济网刊

载了苏海南研究员发表在《光明日报》的文章《预计2020年

我国收入分配格局会有较大转变》，苏海南认为，“提低控

高”（提高低收入者收入，调控高收入者收入）在国家‘十

二五’规划中已明确部署，相比于‘提低’，‘控高’的阻

力要大得多。“他指出，当前对于什么是高收入、要否调控

、如何调控高收入等等，这些还没有达成共识，且一些已经

明确的调控措施也由于利益关系执行不到位或未执行。因此

，对不合理、不公平的既得利益做减法无疑要比做加法困难

得多。 我国GDP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位，国家财税收入也在

逐年增多，而普通公民的收入虽有一定增长，但与国家经济

总量和财税收入的增幅存在不协调，特别是薪资报酬占GDP

比重仍然是较低水平。 《论语》云：“不患寡而患不均”。

中国必须对日益加剧的收入分配不均衡说“NO”。全国人大

财经委副主任贺铿在年初的“2011中国投资年会”上说，“

我国收入分配现状应该说已经到了极不公平的边缘，必须狠

下决心，坚决调整。” 有数据表明，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系

数是3.3：1，远低世界平均水平（2：1左右）；中国收入最高

与最低的行业差比是15倍，特别是国企高管的平均收入和社

会平均收入的差距更为悬殊，竟是相差128倍。 改革开放至今

已30多年，中国社会体系出现了新的状况，我国收入分配也

面临着新的问题和挑战，比如社会的家庭结构小型化，3口

或5口之家已成普遍现象，“三代同堂”的家庭组织结构日益



消减，因为收入差异，不同户别的家庭养家糊口的能力存在

着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收入失衡问题。 受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经

济布局的影响，我国城乡之间、东中西部之间的收入也存在

不均衡问题，特别是农村的人口外移，“农民工”和城镇居

民的收入水平差距也很悬殊。为体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加

快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改善我国收入分配的不公平，政府应

该在两个“转移”上面加强用力，即“转移收入”和“转移

支出”。 “转移收入”方面，政府应加快社会福利建设，增

大社会保障范围和力度，在医疗、养老、教育、住房等民生

方面增加补助，把国家的财税收入转化为更多的国民收入，

更好地改变当前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的不和谐状况：“转移

支出”上面，国家应该有效地调节事关公众的税费、水、电

、煤气、公共交通等民生支出。政府应尽快清理和减少普通

老百姓头上的一些税费，在水、电、煤气、公共交通等民生

支出上不要片面强调“市场化”、什么都与“国际接轨”。

当今，水费、电费等“涨价声”四起，百姓心中忐忑，在财

力许可的情况下，政府可推行财政直补（可对公众，也可直

补公共部门），这样既解民生之困，亦纾公共部门成本上升

之难。 此外，政府在关注弱势阶层和提高低收入者收入的同

时，“控高”工作更需加紧和落实，特别是规范公务员、国

有企业高管的薪酬，财政税收的收缴和杠杆作用也必须加强

。 一直以来，中国工资制度改革和劳动报酬提高一直是解决

收入分配问题难点，政府可根据经济发展状况，在严格实行

最低工资制度的同时，适时推出与物价水平相称的最低工资

制度，逐渐调整劳动者报酬在GDP中的比重。新闻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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