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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最终收入分配格局的分析

社会收入分配问题是国民纾济重大间题之 一， 它既从一 个侧面反映了整个国民经济的运

行状态，又从另一个侧面制约着经济改革和发展的进程。 本文将研究改革以来，上海的国民生

产总值在分配过程中所形成的政府、 企业、 个人的收入分配比例， 分析收入分配向个人倾斜

的经济因素和机理， 为强化国家宏观调控能力， 改革收入分配制度． 推动市场体系发育， 促

进经济稳定发展， 进行实证分析和政第研究。

一、 总体描述和判断

1978 年以来的经济体制改革， 使我国经济发展的宏观环境、 运行机制发生了历史性转

变， 同样，在分配领域中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在集权型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分配格局，伴随着经

济发展模式、 资源配置方式、 资金流动机制的变动， 已被塑造出新的格局。 1985年以来的 8

年中， 上海国民生产总值分配结构演变的基本特征是：收入分配向个人逐步倾斜， 企业留成

水平逐年提高， 政府收入在国民生产总值分配中所占有的份额不断收缩。

上海国民生产总值最终分配格局可以从总量和结构两个方面加以考察。 根据现有的统计

资料测算， 表1描绘了近8年来上海国民生产总值最终分配的总量变化状况。

表I 1985-1992年阴民生产总伯收入分和沁沿

单位s亿元

I 1985 i 1986 : 1987 j 1988 I 1989 I 1990 : 1991 I 1992 

_＿__| ＿ 
I I 

国民生产 I� 倌 466.75 ! 490.83 ! 5,15.46 I 648.30 的6.54 I 7il4.67 1857.71\ 1065.94

256.34 i 2,16.18 I 232.09 : 235.74 I 248.15 I 241.59 !283,08\ 296.98政府部门

个＼lk部l
、

J 1 80.00 : 88.92 132.03 : 184.]6 
! 

]70.79 I ]83.69 20,1.2.1, 304.16 

个人乱lfl I 130.41 i 155.73 
' 

181.31 : 228.40 i 277.6 I 316.39 1370.39\ 464.80 

注： 木表数据均按节年价格计莽。

表 1 数据表明， 从 1985一 1992年， 上海全部国民生产总值由 466.75 亿元增加到 1065.94

亿元， 7 年净增 599.19亿元， 增长 1.28倍， 平均每年递增 12.5% （按现价计算， 下同）。 其

中， 政府部门最终分配收入由 256.34亿元增加到 296.98亿元， 增长 15.8% ， 平均每年递增

2.1% ，企业部门最终分配收入由 80 亿元增加到304.16亿元， 增长 2.8倍，平均每年递增 21%;

个人部门最终分配收入由 130.41亿元增加到 464.80亿元， 增长2.56倍，平均每年递增 19.9% 。

显而易见， 不同收入主休最终分配收入在近7年增长过程中的速度特征是， 企业部门和个人

部门收入的增长速度远远高于政府部门收入增长速度， 并且超过了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

度。 从各年份的增长速度来看， 大部分年份中个人部门收入增长速度快千企业部门， 而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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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显示的统计结果表1儿

(1)政府面］牧终分汇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比立显苦下降。1985年所占份额为54.9%,

到1992年下降到27.9%， 降体27个百分点， 降低幅度较大。 但也应注意到， 1988年至1991年

的4年中， 政府，！；；门收入比咽还给相对稳定的， 1991年还出现反弹， 略有上升， 但l992年又

出现下降势头。

(2)企业邓［j忱终分凡收入比重在呈伏中上升。1385年至1986年， 企业郝门所占的比

井并不大， 1986年企业实行术包制以后， 比重开始加大， 1988叮达到28. 4 %， 比1985年上升

] 1. 3个们分点。 ;:-u 989年和1900叮书芍［在24% \.，勹的水平上， ］ ＇，“ 2钉又开炕叫升， 而且势

头较猛。

(3)个入祁门砓终分配收入的比重逐年扩张。 个人部门收入比重变化趋势与政府部门

利企业沭门不问， 1985年7{1992年，个｝，部门收入比_:!：呈持续上升趋势， 由28%上升到

43.6%， 升貊为．15.6个百分点， 平E九年上升2.2个们分点。 但也应让心到， 1992年个人部

门收入比重的扩张势头f了所追制， 比19':ll年只增加0.4个百分点。

进一 步分析，在1985年至1992年中，上海共新坪了599.19亿元的国民生产总值， 其中政府

部门所得40.64，乙元， 只占全部新增值份额的6.8%；企业＇凇门所得224.16亿元， 占全部新增

值份额的37..4%， 为二分之 一 略强；面个人泊1所得达到334.39亿元， 占全部新增值份额的

55.8%， 有一半以上。 很显然， 瓦仑从罚民生广总值最终分配的总豐与结构， 还是从最终分

配的收入增长速度来分析， 祁可以得到这祥 ． i'-基下判断： 个人所得的持续增长是贯穿于8

年来上泡国民生产总值分配结构演变过程的 一 个最主要的特征； 与此同时， 企业收入也得到

很大程度的倾斜， 增强了令业自我积累、 自我发展的能力，而政府收入比重则存在背持续下

降的趋势。

二、 收入分配向个人领斜的经济因栾

以上的分析告诉我们， 改革以后在上海国民生产总值分配结构的演进中， 个人收入份额

增大具有无可辩驳的统计显著性， 这一事实已成为80年代上海经济成长阶段中的 一 个重要特

征。推动收入分配向个人倾斜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从经济角以考察，可归结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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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消费欠债的补偿。 改革前，我国职工工资长期冻结所造成的 “ 消费欠债＂ ，是与社

会主义分配原则相违背的。 由于长期挤占劳动者的收入， 限制居民消费， 使得职工工资在

1952一1978年中， 平均匀年仅增长3.1% u 改革后， 随扞经济增长的加快， 为了还步提高人

民生活水平， 国家通过大幅度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和增加职工工资、 奖金， 来浒加个人收

入。1979一1992年职工工资收入年平均增长17.4%， 农民净货币劳动收入年平均增长

23.5%， 逐步对改革前的 “ 消费欠债 ” 作了 一 定的补偿。

（二）物价曰张的补偿。 改革以后， 为理顺不合理的价格体系， 国家先后儿次提高农副

产品和许多工业原材料的价格， 同时， 个人收入增长对社会消费需求流量的扩大， 也对物价

上涨起到推动作用。 在这样的背景下， 整个80年代物价总水平上升很快， 1980一 1992年上浒

职工生活费价格总指数上升1.48倍， 平均每年上升7.9%， 同期的职工工资收入年均增长率

为17.4%， 其中近一 半是为物价因素所拉动， 以此来补偿个人的实际收入。

（三）福利性收入不断增加。 改革以后， 个人收入的现期水平尽管有很大提高， 但是与

原来低工资水平相对应的福利性分配机制依然存在， 个人仍然可以从国家财政和企中得到住

房补贴、 公共交通费、 物价补贴、 医疗卫生保险、 洗理费、 书报费等等各种福利性收入。

1992年， 在上海个人部门中所得的464.8亿元收入中， 从单位和国家享受的各种福利和补贴

为91. 96亿元， 占总收入的19.8%， 比1985年的16.9％提高了2.9个百分点。

（四）资产收入成为个人收入新来源。 改革以后， 个人收入中资产收入比重开始扩大，

特别是个人银行存款所得的利息收入， 个人购买股票、 债券获得的收益成为个人收入的新来

源，是个人可支配收入中不可忽视的一 部分。 上海居民银行储苦存款余额从1980年的30.20亿

元猛增到1992年的413.09亿元，年递增率达到24.4%。同期，当年储蓄存款从4.24亿元增加到

84.87亿元， 年递增率为28.4%， 大大超过个人收入的增长率。 根据测算， 上海个人部门在

1985年获得各种利息收入为3.78亿元， 1992年增加到29.72亿元， 利息收入占个人最终分配

的份额由2.9％上升到6.4%， 提高了5个百分点。

（五）帐外收入名目增多。 帐外收入也被称为 “灰色收入“ ， 指工资总额之外从单位内

外得到的现金和实物， 这些收入透明度较低， 主要是通过货币形式、 实物形式或集体福利形

式来增加个人收入。 根据有关的抽样调查资料估算， 1991年， 上游市区居民家庭中每个人的

全部收入中， 35.1％为主资外收入。

三、 收入分配格局向个人倾斜的机理

在经济体制改革中， 国民生产总值的分配格局发生变化， 收入分配向个人倾斜， 是收入

分配宏观政策的调控以及微观经济行为所致。 引起个人收入倾斜的深层原因和主要机理是：

第 一 ， 旧体制与新体制的摩擦。

进入改革后， 经济体制转执中出现了新旧体制并存的双重体制运行状态， 旧体制还没有

完全消失， 新体制正待发育， 在双重体制胶着状态下， 我国个人收入分配的宏观调控尚不完

善， 调控手段和政策运用不力， 往往产生调节真空： （l)在扩大企业分配自主权的改革措

施出台后， 国家缺乏词节收入的相应措施， 使政府放权让利带来的是企业行为短期化的结

果。 企业行为短期化的表现之一 就是尽噩挤占成本和最大限度地把利润留成转化为个人收

入。 (2)在职工内部分配关系上， 工资改革不配套， 国家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企业

内部分配活动， 使得收入分配的平均主义在更大程度上 “ 复归 ', 9 (3)在调整所有制结构

一 35 ....... 



上， 推行鼓励一 部分人先宫起来的政策， 大力发展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合资经济以及第兰
产11'的同时， 在税收制南、银行信贷制南、审计制庉穿方面调拧力庉不铭 9

第飞工资制度改革与分配机制转换未到位 n

国家对企业实行的 “放权让利 ” 的激励机制， 试行的 “ 工效挂钩 ” 制度的先后出台， 是
T资制庉改革的重要措施。但由于分配机制没有转换到位， 那此还没有实行 “ 工效拌钩 ” 的
企业职工增加T资并不取决于劳动生产率的变动情况， 而是取决于财政状况， 由企业与政府
核定某数。这种状况非常容易诱发攀比心理， 形成工资增长中新的平均主义。国家机关、韦
业单位实行以职务工资为卞的结构工资制的同时， 未推进分配机制的转换， 没有建立公平
乓效率机制， 反而扩大了平均主义。 于是， 为了弥补国家工资在功能上的缺陷和数量k的不
足， 就通过其它办法来发放奖金和津贴， 从而使个人收入增加较快。

第飞宏观调控体系缺乏对工资外不合理收入的有效管理。

市场机制的引入和分权改革的推进， 使个人收入逐步受到市场机制的影响和牵动， 们由
千个人收入的宏观调控体系尚不健全， 利率、税收、价格、工资等各种经济参数的横向耦合
关联渠道还不畅通， 致使很多管理环节乏力， 给工资外的不合理收入创造了机会。特别是有
些从机关团体分离出来的不少公司， 利用宏观调控对工资外收入缺乏有效管理的涌洞， 利用

特权从事商业经营和融资活动， 获取丰厚的 “ 流通利润 ” ， 其中一部分用于扩张集体消费和
增加个人收入， 实际上是把国家收入转化为集体消费或个人收入， 加剧工资外收入的膨胀。

第四，产权制度不够完善， 企业利润被侵蚀。

由千产权制度不够完善， 企业经营机制没有完全转轨， 企业存在着经济行为短期化的现
象， 大部分企业在产权关系上没有理顺、企业经营机制没有根本转变的情况下， 往往只保上

缴利税和职工工资， 而过多挤占企业生产发展基金、折旧某金等。用T．资和公共消费来侵蚀
企业利润， 把公有资产转化为个人收入。

四、推动个人收入合理增长的对策

几深化工资制度改革， 建立激励功能与约束功能相结合的新型工资分配制度。
根据 “ 国家宏观调控、分级分类管理、企业自主分配” 的体制目标， 企业、国家机关和

事业单位应分别建立体现各自特点的主资制度。企业应改进和完善 “ 工效挂钩” 模式， 使职
工下资与企业效益、个人贞献紧密地、合理地结合起来。应注重同行业、个业之间效益水平

的比较， 以及进入市场程度的比较， 采取不同的工资形式、工资标准和工资增长速度， 实行

自主忤理、自主分配、国家征税的办法。国家机关应逐步实行公务员工资制度， 执行国家统
一的工资标准。财政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可参照公务员工资制度。自收自支的事业单位， 其
工资分配应逐步向企业化忤理过渡， 工资和效益联动。

2. 逐步实现个人收入的货币化、规范化和透明化。
要严格财经纪律， 净化个人收入渠道， 遏止灰色收入的蔓延， 加强工资外收入的管理。

对于不列入下资总额的各种津贴、奖金以及各种实物， 不合理的要坚决取消， 合理的收入应

纳入工资收入范围。对于回扣、佣金、提成费、管理费、咨询费等等， 要加强管理， 做到公

开化、透明化。 对于第二职业或业务收入， 应有完善的制度， 规定支出的标准和范围。 与此

同时， 建立个人财产和个人收入申报制度。

3. 加强税收管珅，扩大征税范围， 增加社会收入 ？ （下转第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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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业成本利润率指标的分子分母口径不一敦，
现行统计制度定义工业成本利率为：

工业成本利润率＝报告埋塞现利润忠额
报告期产品销售成本

X 100%

其分子既包括工业生产所创造的利润，也包括非工业生产所创造的利润 ， 而分母则仅仅
指的是工业生产成本，两者的口径显然是不一致的。既然是工业成本利润率 ， 就应是工业利
润与工业成本之比，所以我认为工业成本利润率指标应调整为如下公式：

工业成本利润率＝ 报告期产品销售利润
报告期产品销售

一
成本：

X 100%

三、与新的理民经济核算休系不衔撩，与工业增加值指标不配奢。
新的国民经济指标体系的核心指标是国民生产总值， 也即各部门的增加值之和。因而，

在工业领域， 产值指标的重点已由工业总产值转移到工业增加值。但现行的工业生产评价考
核指标体系中，没有一 项涉及到工业增加俏，而工业净产值却重复使用（净产值率的分子和
劳动生产率的分子）。因此，吃者认为可将全员劳动生产率指标的分子换成工业增加值，其
计算公式为：

全员劳动生产力＝ 工业增拥值＿＿＿
全部职工平均人数 X 100%

四、全国标准筐在各行业间缺乏可比性。
全国标准值是国家统计局根据 “七五 ” 期间的年度数据平均计算而得的，数值分别为：

工业产品销售率为97.48，工业资金利税率为13.55,工业成本利润率为8.41,工业净产值率
为29.01，工业全员劳动生产率为5683,流动资金周转次数为1.83 。 其实，各行业的上述六
项指标数值的大小是不 一 样的，比如有的行业成本利润率很高 ， 有的行业成本利润率却很
低，这主要是由于价格与价值背离所造成的。资金利润率指标也存在类似悄况。再如 ， 由于
各行业的原材料占总产值的比重不同，因而净产值率在各行业间的数值大小也是不一 样的。
因此，全国标准值在行业间缺乏可比性。那么由于各省市的行业结构不同，故而根据个同标
准值和人为规定的权数所计算的综合指数在各省市间也缺乏充分的说服力。

- － 

（上接第36页）

要改革和完善税收制度，加强收入分配的间接管理。国家和地方政府的各项税收制度要
严格执行，减少偷税现象。同时要扩大征收范围，开征新税种，开辟国家财源渠道。凡是漏
税抗税的，要实行重罚制度，对隐瞒收入、偷税漏税者，视不同情况课以亟税，直至追究刑
事法律责任。

4.推进福利供给的货币化进程。
减少供给制福利型消费比重 ， 推进福利供给的货币化。这里包括加快住房商品化步伐，

全面消除财政补贴，推进医疗保健、养老、失业救济的福利制度向保险制度过渡。在住房制
度改革条件还不成熟的情况下，可以先在群众能够承受的范围内适当提高房租标准 ， 对于超
标准部分可以加倍提高房租，在有条件的情况下，鼓励个人买房。工费医疗和教育制度方
面，可以先有一 部分经费转由个人奂担， 逐步减少国家财政补贴，待条件成熟再全部转为个
人负担。公用事业的服务价格也应适当提高，使这些部门逐步自主经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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