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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高层官员调查：2005年最关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青连斌 
 

  

    领导干部作为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的执行者，他们观察国家社会经济形势有着

独特的视角。因此，中央党校“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近年来对党校的

部分地（厅）级及以上党政领导干部学员进行了多次问卷调查。调查为人们观察

和把握我国社会经济形势，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参考。  

「对2005年改革若干问题的基本判断」  

    72.9%的领导干部最关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问卷要求被调查者从各项体制改革中选择三项自己关注的改革，并依重要性排序。  

    领导干部对2005年体制改革的具体关注情况，如下。  

    调查结果显示，在领导干部最关注的改革项目中，列第一位的是机构人事制度改

革，28.0%的领导干部把其视为自己最关注的改革；第二位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21.5%）；第三位是国有企业改革（13.1%）。前几年一直居第一位的政治体制改革，

这次退居到了第四位，只有12.1%的领导干部把其视为自己最关注的改革。前四位都有

超过10%的领导干部把其视为自己最关注的改革。列第5~8位的依次是：医疗体制改革

（8.4%）、劳动就业制度改革（7.5%）、财税金融体制改革（4.7%）、教育科技体制改

革（3.7%）。没有人把住房制度改革作为自己最关注的改革。  

    从第一关注、第二关注、第三关注三项选择合计的结果来看，72.9%的领导干部关

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超过7成的领导干部关注的体制改革只有这一项。  

    进一步的分析会发现，第一关注的排序与三项选择合计结果的排序有比较大的差

异。第一关注列第1位的机构人事制度改革和列第3位的国有企业改革，在三项选择合计

结果中分别落到了第3位和第5位；第一关注列第2位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和列第4位的政

治体制改革，在三项选择合计结果中则分别上升到了第1位和第2位。  

    也就是说，如果要求领导干部选择一项自己最关注的改革项目，更多的人会选择机

构人事制度改革；如果能够增加选择的余地，可以选择三项自己关注的改革的话，更多

的人会选择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相关：调整收入分配政策 使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匹配  

    什么是“今后一段时期顺利推进改革的决定性因素”  



 

    问卷提供了10个封闭式选项和1个开放式选项（“其他”），根据限选三项、并依重

要性排序的调查统计结果，在第一选择中，“保持社会稳定”高居榜首，选中率为58.9%.

这样高的认同率，是其他因素不可比的。  

    综合前几年的调查数据，更说明了这一点。1999~2002年，选择“保持社会稳定”为

顺利推进改革的第一位决定性因素的人所占比例，依次是46.7%、50.8%、54.9%和

57.9%，呈现出逐年上升趋势。  

    在第一选择中，列第2~4位的因素依次是：“强化宏观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

（21.5%）、“缓解一些突出的矛盾（如失业、犯罪、腐败）”（6.5%）、“保持改革开放

政策的连续性”（4.7%）。这一排序与前两年的结果是完全一致的。  

    对今后政治体制改革取得成效的决定性因素的看法  

    关于政治体制改革取得成效的决定性因素有哪些？问卷列出了10个封闭式选项和1

个开放式选项（“其他”），第一选择因素的排序依次是：“处理好党政关系”（29.0%）、

“进一步转换行政机构职能”（24.3%）、“扩大党内民主”（20.6%）、“提升人民代表大

会的作用”（9.3%）、“加大反腐败斗争力度”（4.7%）、“精简党的机构”（4.7%）、“严

格推行干部任期制”（3.7%）、“强化舆论监督”（2.8%）和“进一步发挥民主党派作用”

（0.9%）。  

    第一选择和第二选择两项选择合计结果的排序，出现了一点变化。主要是在第一选

择因素中列第2位的“进一步转换行政机构职能”，在两项选择合计结果的排序中下降到了

第3位；而在第一选择因素中列第3位的“扩大党内民主”，在两项选择合计结果的排序中

则上升到了第2位。“处理好党政关系”，在两种排序中均稳居首位。  

    哪些改革对领导干部“会有好处”？  

    领导干部作为我国改革的主要组织者和推动者，改革对他们个人切身利益的影响及

其影响的性质和程度，必然会反过来影响他们对改革的看法、态度和积极性，甚至在某

种程度上决定着改革的力度乃至成败。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多年来一直关注着领导干部

对改革与个人利益关系的看法。  

    问卷列出了10个方面改革，79.4%的人认为“工资改革”对自己会有好处，居第1位。

超过60%的人认为对自己会有好处的改革还有“政治改革”（60.7%）。超过50%的人认为

对自己会有好处的改革有：“教育科技改革”（57%）、“社会养老改革”（57%）、“机构人

事改革”（56.1%）。位列其后的依次是：“住房改革”（46.7%）、“企业改革”

（33.6%）、“医疗改革”（32.7%）、“劳动就业改革”（31.8%）和“金融改革”

（30.8%）。  

    认为使领导干部个人“会有损失”的改革，则主要是“医疗改革”（41.1%）、“住房改

革”（22.4%）和“社会养老改革”（20.6%），特别是前者。因为改革与个人利益关系的

不确定性和变动性，领导干部中对各方面改革究竟会使自己有好处还是有损失，“说不

清”的情况还比较多，比如“企业改革”（56.1%）、“劳动就业改革”（55.1%），过半数

 



的领导干部就说不清楚对自己有好处还是有损失。  

  对今后一段时期改革发展稳定前景的看法  

    在被调查的107位领导干部中，对今后一段时期改革、发展、稳定的前景，15.9%的

人“充满信心”，72.9%的人“比较有信心”，只有1.9%的人“信心不足”，但有9.3%的人表

示“说不清”有没有信心。充满信心和比较有信心者合计，占被调查者的88.8%，这一比例

还是不低的。（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社会学教研室教授、“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课

题组负责人）  

「对2004年中国社会形势的总体分析」  

  对2004年中国社会形势的总体评价  

    领导干部对2004年中国社会形势的总体评价是：8.4%的人认为“非常好”，60.7%的

人认为“比较好”，22.4%的人认为“一般”，7.5%的人认为“不太好”，另外有0.9%的人表

示“说不清”。认为“非常好”和“比较好”的合计占69.1%.  

  对2004年改革的总体评价  

    领导干部对2004年我国改革进展的总体评价，除1.9%的人没有回答外，60.7%的人

认为“进展正常”，2.8%的人认为“进展太快”，28.0%的人认为“进展太慢”，6.5%的人认

为“没有进展”。  

    与前几年的调查结果相比，认为“进展正常”的人所占比例高于2000年的59.4%，但

低于2001~2003年；认为“进展太快”的人所占比例，则高于2000年的1.6%和2003年的

1.7%，但低于2001年的6.9%和2002年的3.8%；认为“进展太慢”的人所占比例，则高于

2001~2003年，但低于2000年的35.2%.从上述总体评价看，领导干部对2004年改革进展

的评价高于2000年，但略低于2001年和2003年，与2002年大致持平。这是一个值得关注

和探讨的变化。  

    对2004年存在的主要问题关注焦点有三  

    领导干部对2004年我国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的判断，在所列15个问题中，根

据选中的人数所占比例，较严重问题的前三位依次是：“收入差距”（43.9%），“社会治

安”（24.3%）：“腐败”（8.4%）。5%以下的人所选中的问题共有8个，分别是：“物价”

（4.7%）、“农民负担”（4.7%）、“失业”（3.7%）、“社会风气”（0.9%）、“贫困”

（0.9%）、“国有企业”（3.7%）、“地区发展差距”（2.8%）、“自然灾害”（0.9%）。  

    与2003年的调查结果相比，选择“失业”、“社会风气”、“腐败”、“贫困”、“地区发展

差距”为较严重问题的人所占比例，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分别从2003年的23.3%、

5.2%、15.5%、4.3%和11.2%，下降到2004年的3.7%、0.9%、8.4%、0.9%和2.8%.其

中，“失业”和“地区发展差距”下降幅度尤其明显。  



    这从一个侧面说明，这些社会问题在2004年得到了较为明显的缓解。但值得注意的

是，认为“社会治安”、“收入差距”是较严重问题的人所占比例，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上

升。在上述变化中，最引人注目的，一是“收入差距”和“腐败”的位置，仍然分别占居第

一和第三的位置；二是“社会治安”问题的排序出现跳跃性上升，成为了位居次席的社会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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