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多年来，从国家面貌到个人生活，发生了天
翻地覆的变化。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发展如何
实现转型，人民如何过上更好生活，改革如何走出
“攻坚区”和“深水区”，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人民期
盼的热点。来自不同行业的全国人大代表评说收入
分配制度改革。

! 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华日服装有限公司工会

主席朱雪芹"""

我接触过的不少!!"后"不愿意做蓝领工人#因

为#全社会对这个职业的认同度不算高$一户人家如

果有孩子考上了清华北大# 父母通常会觉得是一件

光彩的事情#如果考上了职业技术学校#那可就两样

了$ 一个职业的社会认同度#会受到各种因素影响#

收入因素# 也是关键一环$ 我国要从制造大国变成

!智造大国"#就需要培养更多高技能技术工人#收入

分配制度改革#不能忘了蓝领工人$

! 全国人大代表!中科院院士李林"""

人们通常不会说自己的收入已经够高$ 希望好

了更好#这也是人之常情$但是#无论如何#在一个行

业里#收入多少都应该有规则%有标准$ 同样是水平

相当的科研单位#同样引进了水平相当的人才#同样

用的是财政拨款#如果不同的单位出!不同的价"#给

不同的收入#不但要造成收入分配不公#对科研本身

也有副作用$ 而我更关注的是#在科研单位#除了科

研精英#绝大多数基层科研人员#特别是青年科研人

员的收入水平该如何合理提升$

! 全国人大代表!东华大学经济发展与合作研

究所所长严诚忠"""

市场的活力#最终会体现在收入的差异上#收入

分配制度改革#不是要回到!大锅饭"的老路上去&而

是要通过制定公平%公正%公开的规则#充分激发人

们的创造力#让人们各得其所$

公平的规则# 要借助收入分配制度的顶层设计

来实现$ 公平与否#有三个衡量标准'弱势群体是否

得到最基本的保障&充分市场竞争后的投入产出#是

否成正比&横向兼顾#同一行业%同一领域%同一区

域#是否存在过大差异$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探索创新# 要既在法律框

架内大胆推进#又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规

范改革程序#用法制巩固改革成果#才能使改革步子

坚实稳健%不断推进&改革开放大业也将更有生机活

力#充分释放的!改革红利"#也将更多更公平地惠及

每一个人$ 特派记者 姚丽萍 宋宁华 叶薇

! ! !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为进一步理顺我
国收入分配格局、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明确了顶层设计与战略部署。让人民共同
分享改革红利，目前的收入分配格局突出
问题是什么，如何破解？
“从#""$年起，我国城乡居民年收入实

际增幅已连续多年超过%&'增幅，但公众
总觉得收入没有明显增长，问题的关键在
于没有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全
国人大代表、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陈振楼就
此调研后提出书面意见。

六大因素
造成分配格局突出问题
陈振楼在书面意见中阐述，六种因素

造成目前收入分配格局的突出问题———
一是初次分配体制机制尚未理顺#我

国初次分配中的市场定价机制发育尚不健
全，要素收益未被合理分享与分配。比如，
相对于资本，劳动、技术、管理等处于讨价
还价的弱势；相对于体制内，体制外资金的
借贷成本更高；相对于非国有经济，国有经
济特别是在土地、石油、矿产等资源类公共
品行业剩余收益的分配缺乏充分依据。凡
此种种，造成“要素定价机制”尚未理顺，收
入在劳资之间、资金借贷的体制内外以及
不同所有制企业与行业之间的悬殊较大。

二是再分配体制机制不完善$目前，我
国税收和转移支付等再分配政策对收入差
距的调节作用相对微弱，调节前后收入的
基尼系数相差不大，而且部分地区还存在
“逆向调节”现象，影响了政府对“市场失
灵”的有效调控。

三是城乡收入差距仍然较大$统计数据
表明，我国(")*$+,的收入差距来自于城
乡之间的非均衡发展，受我国长期以来城乡
二元结构的体制性制约，城乡收入差距历来
是全国整体收入差距最大的贡献者。

四是收入分配秩序不规范$改革开放
!+年以来，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来源日趋
多元化，除了劳动收入还有货币收入和财
产性收入；除了体制外收入还有体制内收
入；除了规范性收入也有不规范收入。所有
这些多元化的收入来源极大地提高了人们
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但同时也加大了
对收入来源和收入水平监测的难度。

五是收入统计手段和评估体系不完

善$ 我国现行的收入统计指标体系是在#+

世纪-+年代制定的，.+年代后期进行了一
定的调整，但从实际运行情况看，个人信用
体系建设严重滞后、个人信息数据采集失
真等，已经成为完善分配监管体制和健全

分配管理格局的突出制约因素。
六是收入分配不公问题仍然突出$目前

在一些公共部门，如机关事业单位、医院和
学校等，普遍存在着收入激励的扭曲现象，
使得“官民关系”、“医患关系”、“教学关系”
等处于紧张和不信任状态，有损社会和谐。
以公务员工资为例，我国公务员工资水平不
高，但实际收入总体不低，结构不合理，大部
分公务员收入来自津补贴，导致公务员法等
一系列规范公务员工资的法律法规无法对
公务员收入形成有效的约束，也无法对公务
员队伍提供长期有效的激励机制。

机制创新
逐步形成收入分配新格局
十八届三中全会设计的收入分配改革

目标，具有明确的指向性和清晰度———跳
出了长期以来把收入分配改革等同于缩小
收入差距，等同于初次分配与再分配、公平
与效率孰优孰劣的简单判断与争论；明确
指出，要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厘清政府与市
场权力在收入分配领域内的边界，逐步形
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让发展成果
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
“因此，推进收入分配改革，要充分认

识到当前中国收入分配问题的焦点，以及
深层次矛盾已发生了深刻变化，充分认识
到当前中国收入分配问题的‘认识范式’也
由此发生了深刻转变；实践发展亟需推动
以‘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区分为基础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分配理论创
新，这是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的

前提和条件。”陈振楼说，书面意见为此提
出———

! 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真正全面落实“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
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改
革思路，建设更有效率的市场体系和高质
量的服务型政府。

! 尽快启动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

重新划分中央和地方财权与事权，根
据“适度加强中央事权和支出责任”指导原
则，按照事权划分中央和地方相应承担和
分担支出责任。

! 逐步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

通过启动“第二次农村改革”即“农村财
产权利制度改革”，真正落实和贯彻“赋予
农民更多财产权利”，千方百计增加农民财
产性收入。

! 形成规范透明高效的收入分配秩

序和管理格局

改革现行的收入统计内容和核算方
法，加强个人征信体系建设，增强收入统计
的透明度与可信度。

! 尽快推出公务员工资收入分配改

革新方案

以“三公”经费改革为契机，通过引入
自我激励和市场激励的原则，使压缩“三
公”经费开支和增加公务员收入互为手段
与目标，实现两者的联动和相互激励。通过
工资改革调动公务员的工作积极性，提高
行政效率，形成对公务员的正向激励，确保
公务员工资水平与社会进步相适应。

特派记者 姚丽萍 宋宁华 叶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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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如何努力缩小收入差距？
全国人大代表调研后提出书面意见———

让人民共同分享“改革红利”
%代表评说&

合理收入分配
勿忘基层员工

图 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