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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上海市收入分配问题的分祈及其对策研究

郭士征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上海 200433)

摘 要：收入分配改革是整个经济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
“

十五
”

规划的重要内容。 上涛在这方

面虽已取得一定成果，但存在的问题仍很突出。 本文在分析这些问题之后，提出了一系列相应对策，特别就如

何理顺分配关系，提出了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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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

上海在收入分配上，以下4个方面问题最为突出：

1. 社会贫富差距继续拉大

据市统计局统计，1999年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中， 收入最高的10％组（24006.05元），约

是收入最低的10％组（5654.68元）的4.2倍， 比1998年又增0.2倍，并且社会高低两个不同

群体都在明显扩大。 仅据近期
”

上海经济最新动态
“

资料表明，本市职工个人年收入5000元以

下和25000元以上的，所占比例已分别从1995年的8. 7％和1996年的2.2%．增至1998年的

11. 1％和6.2%，也就 是说收入高低两头都在增长，从而加速拉大了本市收入差距。 高收入群

体的收入增加， 其中有合理的劳动收入增加，但不合理收入和非法收入的增加，却是不可忽视

的因素；低收入群体的贫困现状，虽有经济转型等客观原因，但就业不足、素质低下，仍然是其

成为社会弱者的重要原因。

2. 平均主义仍然普遍存在

收入分配上的平均主义，来自于计划经济体制，虽然我们这些年正在努力进行改制，但市

场经济机制的引入需要一个过程·在过渡中传统的习惯做法，包括采用平均主义分配，仍然有

相当市场，这说明收入分配市场化的任务还相当艰巨。 目前，这种分配上的平均主义．主要表

现在企事业单位的内部分配上。 例如企业内部各种岗位工资收入差距很小．工资的主要部分

未能体现出岗位的差异。 又如机关事业单位的职务津贴差距 过小， 据市人事 局工资处统测，其

高低之比仅为2.8 : 1 ，而世界上多数国家这种高低比一般都达10 : 1。 由于收入中单位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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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都实行平均发放，导致上述差异更小，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挫伤了高层次人员的积极性。

应该说，上述两种现象都是没有坚持按劳动分配原则的结果，平均主义的分配是与市场经

济格格不入的，正是因为平均主义分配普遍存在．从而也影响了市场价格作用的发挥。

3. 中等收入阶层持续萎缩

国际经验告诉我们粤 一个发展健全的社会分配体系中．中等收入阶层总是呈逐步增长趋

势，这符合我们共同富裕的目标。 但是，如果事实朝着与此相反的方向发展，即中等收入阶层

不是在增多而是在不断萎缩，那将意味着社会分配正在向高低两端流动．从而导致收入分配中

最不公平的
＂

哑铃状
”

的出现。 据市统计局统计．如以家庭收入为例，中等家庭人均年可支配收

入(0. 5—1万元）的户数比重，已从］998年的62.4％降至1999年的52. 4 °/o 此外．如从个人

平均年可支配收入来看．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的统计资料表明，中等收入(1— 1. 5万元）

人数所占比重也有明显下降，即从199S年的3::;o下降至1998年的30%。

中等收入阶层的萎缩，表明社会分配进一步朝两极化发展，不仅收入更趋不平等，同时也

严重制约着社会的消费支出。
4. 产业工人生活水平有所下降

在社会经济转型中，产业工人生活有所下降．这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究其原因，主要

还是市场经济竞争中部分企业效益低下，企业转制中部分工人下岗待业。 但是还有一些原因

也应引起注意．如在强调多种要素参与分配的情况下．产业工人只能按劳分配，从而逆向拉开

了与其他人员的收入差距。

当然，除了上述带有倾向性的几个主要问题外．在改革过程中，由于宏观调控乏力，又出现

了一些新的不公。 例如在强化转制改革中，就出现股息分配比例不断上升，经营者收入未能真

正与风险挂钩．生产要素分配中劳动要素未能很好体现．专业人员工资收入偏低，以及劳动关

系混乱所引起新的分配不公等等。 此外由于政治改革有些滞后，再加上监督不力，腐败现象依

然存在。 腐败已成为引起社会分配不公的重要因素 C

二、统一认识

目前在收入分配问题上，还存在一些认识上的不一致，澄清并统一认识，对于理顺我们的

收入分配关系是大有裨益的。

1. 关于效率与公平在当前分配关系上的处理

公平与效率的关系，特别对分配问题的处理．一直为经济转型时期各界所关注，党的十四

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

的

方针，为我们处理分配关系问题提供了止确的方向 但是．近年来，由千社会贫富差距扩大，从

而导致有人对上述方针产生了怀疑。 效率与公平之间存在着一个主次和先后的关系，这是因

为效率是公平的基础，没有效率即没有社会积极性的充分发挥和生产力的迅速提高｀真正的公

平会因缺少依托而难以实现，这就是初次分配讲效率的原因。 当然，效率与公平存在于一 个统

一体，因此在强调效率优先时，又必须兼顾公平．因为公平不仅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公平、公

正、公开原则的体现，而且也是实现个人收入分配公平的社会客观要求。 我们认为，当前坚持

既有方针，坚持效率与公平的辩证统 4认识．不受转型时期某些现象的干扰．是理顺收入分配

关系的重要方面。

2. 关于拉开收入差距的重新认识
• 40 •

,

1



由于近儿年来认真贯彻了按劳分配的原则，努力改变绝对平均主义做法，使得不同能力的

劳动者获得不同的收入，更使得具有财富优势、要素优势和教育优势的个人，可以获得更高的

收入。 应该看到，拉开收入差距、鼓励先进、强调竞争，有利于激发人们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

性，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提高。 毋庸置疑，过度拉开收入差距也有负面影响，

悬殊的收入差距会引起社会的两极分化，以及影响社会正常秩序的稳定。 因此，我们必须强调

收入增加的手段要正当，要通过诚实的劳动和经营致富。

目前上海的收入分配差距，据我们利用市统计局资料所测出的基尼系数，仅为 0.23，也就

是本市的收入分配仍属比较平均的状态。 不过，其中有一些情况，例如在不同所有制和不同企

业间的过大收入差距，仍应引起注意。 据有关 本市统计资料表明，1999 年如以集体经济为 1

的话，地方国企则为 2. 3，而中央在沪国企更达2. 7。 另外，1998 年如以工业为 1 的话，金融保

险业则达 2. 21，远远超过目前世界上行业工资差距1. 5 倍左右的平均水平。

对于收入差距问题，我们不妨利用国际经验加以认识。 国际上通常认为，经济发展水平与

收入分配不平等之间，存在一种明显的倒 U 现象，即人均国民收入达到 1000
一

2000 美元时，

不平等状况会出现实质性改善，也就是发展水平和人均国民收入较低的情况下，分配的不平等

是发展过程中自然存在的，但一旦达到上述临界点后，分配会趋向公平。 可以说上海正处于向

这个目标进化的过程中，预计今后几年内收入差距还会有所扩大，但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继续

提高，收入差距将趋向于缩小。 因此，我们认为收入差距的拉开是一种客观的发展现象，我们

要正确认识这种发展过程，当然，有时倒U关系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样稳定，所以政府的主动

调节必不可少，包括强化政府的赋税制度，以及转移支付和各种服务是极为重要的。

3. 关于收入分配的良性发展目标

以下5个方面是本市收入分配良性发展的努力目标。

(1)收入水平持续提高。 收入分配状况有可能不平衡，但收入水平必须持续提高，并且增

长应是稳定的，这种增长的依据无疑是GDP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因此收入水平的持续提高，

不仅需要稳定，同时需要适度和理性；（2）共同富裕更需要发展。 邓小平理论在收入分配领域

的核心是共同富裕，共同富裕将意味着一个收入稳定且极具购买力的阶层形成，这应是我们政

府战略性宏观调节的方向 ，同时也是我们收入分配深入改革的重要目标；（3）效率、公平关系协

调。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方针应长期坚持，两者关系保持协调统一。 在效率优先的前提下，社

会公平更应受到必要的重视，特定情况下还应有所突出，以保证经济发展能有个良好的社会环

境；（4）差距错落适当有序。 收入分配上的差距将永远存在，但我们一定要坚持在一次分配拉

大差距的情况下，能在二次分配中予以缩小，达到适当有序的程度；（5）收入透明社会清明。 收

入透明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个政治问题，只有收入透明社会才有可能做到清明。 增加收入

透明度，包括公开高级国家公务员的收入状况在内，是使社会更趋公平以及反腐败的需要。

三、创新思路

1. 大力发展中产阶层

在收入分配领域，大力发展中产阶层应是世界各国发展中的宝贵经验，现实中也已成为国

际潮流和世界趋势。 大力发展中产阶层，不仅可以减缓分配不公，促进共同富裕，而且对于提

高社会消费水平，以及国民经济的发展，都有着积极意义，所以应将此措施作为今后改革发展

中一项具有突破性的战略措施来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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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乃至上海的收入分配结构，是呈不对称的
＂

哑铃型
”

，这种分配结构的发展，极易

造成收入状况的两极分化。 如果我们大力发展中产阶层，就能使收入分配结构朝着
“

菱型 ”或

是
＂

椭圆型
”

发展，从而使社会收入均衡化，达成国民的共同富裕。 为了达成这种结构转换，需

要采取扶植低收入，限制高收入，提高中间收入，最终促成高低两头人数趋小，中间收入人数趋

大的实现。

实现这种结构转换，将是一 个渐进的过程，大环境特别是经济增长对千这种转换影响很

大，但政府的政策导向也很重要，政府应有意识、有计划地策划这种转换。 目前来讲，政府工作

重心可放在高低收入两头，但战略思想上必须转移到促进中间收入群体上来，包括制定必要的

公共政策，以及促进中产阶层成长的长期规划。 我们认为，促进中间收入群体的扩大，实际是

解决目前社会收入分配不公，以及防止分配关系混乱的最有效办法。
2. 加大国民收入再分配

实行国民收入再分配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使初次分配中，由于强调效率而造成的过大收入

差距能够缩小，减少因分配不公而对社会造成的冲击，因此它是一项能使收入分配趋向公平，

减缓社会矛盾的重要措施。 应该看到，在我国有更重视再分配作用的必要性。 首先，我们的市

场经济是与社会主义公有制相联系的，其本质则是通过发展生产力，实现社会公正，消除两极

分化，逐步达到共同富裕；其次，我们的市场经济是由计划经济转轨而来，在转换过程中，对现

存利益结构进行调整，新旧体制的摩擦将会出现较多负面效应，即容易造成经济不稳和个人收

入的两极分化。 事实上，如前所述，目前本市的社会贫富差距已在扩大，而且随着各项改革措

施的推行和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这种扩大趋势有加剧可能。 因此，十分有必要将再分配政

策提到更高的高度，精心策划二次分配的对策。

目前，加大国民收入再分配的途径主要是两条： 一 是改善所得税结构，但不是一味提高

进税率，而是从改善所得税结构出发，通常使高收入者的最优边际税率为零，此举不仅可改善

税收状况，同时又不至于使高收入者处境变坏；二是发展社会保险，特别是普及社会保险，促进

收入的垂直再分配，使国民收入能朝着中低收入层转移。 我们认为，如果我们的政府能有意识

地进一步突出国民收入的再分配作用，并且有计划地实施各种再分配政策措施，就能使整个社

会在强调效率的前提下，达成收入公平的最大化。

3. 实行促进消费的收入分配

众所周知，提高消费需求是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3 大要素之一，但是这些年全国包括本市

在内，都出现了有效需求的不足，尤其本市的状况更为严重。 据统计，本市不仅居民消费占

GDP的比重异常低（仅为33%，低于全国水平14.5%）、消费倾向在全国35个主要城市中列

居末位，而且消费率的下降也相当厉害．仅1996年就比1980年下降了15.6%，并且呈现阶段

性连续下降态势。 如果对此进行深入实证分析，就会发现它与收入状况关系极为密切，因此即

使从消费角度出发也应将其与收入分配一起考虑。 我们认为，目前有两种状况对消费支出产

生的影响最大： 一是收入增幅明显下降。 本市城市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名义增长幅度，从

1993年的42.76％下降至1997年的9.29%。 本市职工平均工资增幅，也从1992-1996年的

平均增幅25.9%，下降至1997年和1998年的7.1％和5.6%。1999年虽然整体收入增幅有

所提高，但广大企业职工工资收入的增长相当不平衡，部分企业收入增幅继续呈现下降趋势；

二是收入不确定性增强。 在持久性收入增长不明朗，并对未来经济状况预期不佳的状况下，人

们未来收入在市场经济中的不确定性大大加强．从而吸引人们进行预防性储蓄而减少消费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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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鉴于上述理由，我们主张应对本市收入分配政策进行必要的调整，使收入分配能与消费支

出挂钩，利用收入分配杠杆促进消费，同时又使收入分配与消费支出能形成良性循环。

四、政策建议

1. 把理顺分配体制置于本市下阶段改革的优先位置

我们知道，国民收入分配是社会再生产过程中一个极其重要的环节，它直接关系国民经济

持续、快速和健康发展，关系全体社会成员的生存质量和全面发展，更关系到社会主义原则的

贯彻和实现。 因此，建立一个与各方协调且良性发展的收入分配体制，无疑是我们努力追求的

最重要目标之一。

但是．目前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严重滞后的现状，已使其成为影响本市经济持续发展、社会

更加稳定的不可忽视因素，尤其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滞后千所有制改革，更是成为当前一个突

出矛盾。 只有在经济转轨过程中，努力改革收入分配体制中的不适应部分，尽快地使其跟上改

革和发展的步伐，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转型期的无序状态所带来的分配不公和收入不平等的问

题。 为此，我们建议，应把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置千下一阶段本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最优先位.......

改革的原则应是：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

原则；坚持规范收入分配，防止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2. 把保护正常的合法收入作为收入分配政策的重点

在收人分配制度改革中，政府应以什么为重点，关系到改革的最终落脚点。 如果大多数人

的生活来源，主要来自于正常的合法收入的话．保护正常的合法收入无疑应作为收入分配制度

改革的重点。 为此需要我们在以下3个方面能有所作为，这就是：（l）要以较高的增率提高合

法收入，增率可稍高于同期国民经济增长率。 主要措施可包括，多元化的收入导向，人力要素

参与分配，提高智力群体的收入等等；（2）要合理规范收入的分配，特别是对不合理的收入要放

手整顿。 例如，对工资外收入进行清理归并、缩小行业间工资差距、控制垄断行业工资（实行工

资控制线）、落实经营者收入与风险挂钩等等；（3）要在制度上对合法收入进行
“

保驾
＂

，这种制

度保证极有必要，目前应化大力气建立和健全一些规章制度，如正常晋级制度、货币化工资制

度、公务员收入分配制度等等。 总之，要通过上述措施·使合法收入在社会总收入中的主流地

位更加稳固，从而改善收入分配的总体状况。

3. 把抓好两头作为当前理顺分配关系的关键

当前本市贫富差距正在继续拉大，高低两头收入群体也都在增长，预示着社会分配朝着更

加不合理的方向发展。 为此，我们建议除在思想上予以高度重视外，还应加大政府的宏观调控

力度，灵活运用有关收入分配的各项政策．全力改变收入分配走向，使两头大变为中间大。 应

该认识到，这是一个战略转变．对理顺本市收入分配关系至关重要。 具体政策措施有：（1）对过

高收入要加强调节，其中首先要强化税收，特别在所得税收缴上，能否试行国际通行的以家庭

为单位的收缴办法，另外一些新税种如遗产税、赠与税、高消费税等也应尽早出台；其次，要调

整社会保险费的收缴规定，适当提高收费上限，以增加国民收入再分配的效果；再次，要加强对

部分高收入单位的工资指导，必要时，实行绝对工资额的指标规定等等。 (2) 对低收入要加强

政府投入和收入转移支付，以适应贫困群体的生活保障要求（包括医疗需要）；其次要提高贫困

群体的就业能力，促进其顺利就业和生活自立；再次要适当减轻贫困群体的社会负担，包括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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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各种税费在内。
4. 把反腐倡廉作为维护社会分配公平的重要途径

对于社会分配不公，可以有各种说法，但人们反映最强烈也是最为痛恨的，却是一部分人

利用手中之权谋取私利，大搞腐败。 人们有理由认为，这正是导致当前包括本市在内社会贫富

差距拉大，社会分配不公的主要原因之一。

事实上，人们对社会分配不公的理解，除了从经济角度分析的货币效用之外，实际还存在

一种现实的非货币效用。 换言之，除了谈论居民间货币和实物收入的差异同时，不能忘记那种

超越货币，即由手握某种权利而产生的分配不公，比如职位消费便是一例。 由于这些非货币效

用集中在少数掌握各种实权的人手中，他们以牺牲大多数人的共同利益为代价，利用职位为自

已谋取私利，其中许多行为纯属非法甚至违法，已构成当前必须认真对待的社会腐败现象。 为

此我们建议，从以下3个方面入手，坚持不懈与这些非法行为斗争，以从根本上铲除这类社会

丑恶现象，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扫清障碍。 (1)强化法规制度建设，特别对领导干部的收人待

遇实行法制管理，提高整个社会的收入透明度，健全必要的制度，如收入和财产申报制度、领导

干部收入公开报告制度；（2）建立公平用人机制。 避免选人用人不公，公平公正考察选拔干部，

以及利用市场机制竞争上岗；（3）加强干部监督管理，特别是加强主动监督，充分发挥综合监督

管理功能，不仅有法制监督、党纪监督、财务监督、审计监督，更有社会和舆论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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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form of income distribution is not only the main part of the reform of 

the overall economy, but also the vital component of our country's tenth five-year plan of the 

economic construction. In a certain sense, Shanghai has obtained some achievements in this 

field, but the existing problems remain outstanding. In the essay, after a thorough analysis of 

these problems, the author puts forward a series of related solutions. Especially, on how to 

make the allocation relationship clear, he poses some creative w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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