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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收入分配制度演变看我党治国理念的升华  

http://www.crifs.org.cn  2008年7月22日  武莉莎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第一次明确指出：“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这

一表述既是对社会主义分配制度的完善和发展，也是我党坚持以人为本、  

关注民生思想的具体体现。回顾我国收入分配制度的演变，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共产党治国理

念的发展历程。  

我国收入分配制度和政策的演变大致分为两个时期：一是从1949年建国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

会的29年；二是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七大召开的29年。第一个时期收入分配制度演变的趋

势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化和生活资料占有的平均化。由于“左”的思想长期影响，这一时期我国分配

制度的基本特征是平均主义。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导致城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分配制度几十年不变，

老百姓日常生活用品绝大部分“凭票供应”；农村实行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农民除了很少部分自

留地外不允许发展任何非公有制经济。国民收入分配往往强调“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余才

是自己的”、“大河有水小河满”，将国家财富积累放在突出位置。“割资本主义尾巴”等极

“左”思想和“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等平均主义大锅饭分配体制严重挫伤了广大劳

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致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缓慢，老百姓物质生活极其匮乏，社会主义优越

性也无从体现。这一时期所实行的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既肇因于我国刚从旧中国极其低下的生产

力水平进入到新中国，物质财富十分匮乏，不能较大程度地保证人民群众日常生活需要，同时，也

是由于当时中国共产党人片面、甚至错误地理解了马克思的分配制度，认为社会主义的分配制度必

须是“纯而又纯”的按劳分配，而且在发展观念和发展战略上长期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没有

及时调整新中国建设战略而造成的。  

改革开放后，我国在收入分配制度上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其发展趋势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多

样化和生活资料占有差距的扩大化。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掀起了一场以激励机制的改革和分配

制度的变革为开端的改革开放浪潮，其发展历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1978年到1987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农村改革为突破口，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

任制，打破了长期以来实行的平均主义大锅饭的分配方式。农村分配改革的成功对后来中国分配体

制的改革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这一分配方式的改革明确划分了国家、集体、个人的权利、责任

和利益关系，最有效地将农民的收入同他们的劳动成果挂起钩来。从而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

极性，带来了农村翻天覆地的变化，农业社会生产力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这一阶段在分配理论上

主要是恢复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一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指明在现阶段并不具备马克思设想的

按劳分配的实施条件；二是重新界定了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在个人收入分配方面引入和体现利

益机制，否定了在分配体制上的高度集中和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三是提出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



概念。1984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第一次

提出了要让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然后带动更多的人走向共同

富裕。《决定》还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论断，从而对分

配制度的改革产生了重大影响。标志着我国的收入分配政策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第二阶段为1987年到1992年，这一阶段提出了多元分配格局的理论。1987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

三大，在分配问题上第一次提出了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分配制度，指出

“非劳动收人只要是合法的，就应当允许”；社会主义的分配政策是“既要有利于善于经营的企业

和诚实劳动的个人先富起来，合理拉开收人差距，又要防止贫富悬殊，坚持共同富裕的方向，在促

进效率的前提下体现公平”。十三大在分配问题上的突破主要有两点：一是在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

的前提下，允许其他分配方式存在；二是在促进效率提高的前提下，促进社会公平。这是效率优

先、兼顾公平的雏形，是收入分配理论的巨大进步。  

党的十四大，提出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在社会

主义理论和实践上的一个重大突破。十四届三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分配制度的框架。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个人收入分配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者的个

人劳动报酬要引入竞争机制，打破平均主义，实行多劳多得，合理拉开差距；在继续执行鼓励一部

分地区、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的政策的前提下，提倡先富带动和帮助后富，

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在分配政策上主要有两大突破：第一次提出了“多种分配

方式并存的制度”，使其它分配方式在整个分配方式中的地位发生了重大变化；突破了十三大提出

的其它分配方式为补充的提法，在公平和效率这个两难选择上，突破了以前的兼顾效率与公平，第

一次提出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  

党的十五大，在收入分配问题上总结了我国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教训，提出了

各种生产要素参与分配，制定了完善的分配政策。继续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

制度；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要“依法保护合法收

入，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

与收益分配。  

第三阶段是2002年以后，形成了多元的分配格局。十六大将我国的分配制度和分配体制改革推

向一个新的高度，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完善按劳分配

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这一分配制度既肯定了劳动在创造财富过程中发挥着关键

性作用，又肯定了生产过程中还有许多不可或缺的其他因素，这些要素都要参与分配，这是社会主

义的基本原则和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在分配制度上的高度统一，是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的有机

结合在分配制度上的有效实现。使 “各种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个人收入分配的一项重大原则。  

党的十七大报告对深化分配制度改革有了最新的表述：一是在分配格局上提出了更高的目标，

明确指出“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二是首次提出了

“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强调了“再分配要更加注重公平”；三是提

出了逐步缩小收入差距扩大的措施。一方面针对低收入群体要求做到四个“提高”，第一次明确提

出“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另一方面对高收入群体要求“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



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以及“扩大转移支付，强化税收调节，打破经营垄断，创造机会平等，整

顿分配秩序”。  

回顾我国收入分配制度的变化，经历了一个由旧中国收入水平极低，分配极不平等通过革命手

段达到过度平均，然后又由这种过度平均通过改革走向拉开收入差距的“否定之否定”的过程。随

着改革和发展的不断深入，我国收入分配制度也在理论和实践上不断发展和具体化。在理论层面上

从“破除平均主义”到“恢复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方式的探

索”，再到“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分配方式”，以及明确“按生产要素分配的模式”和坚持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等。从实践上经历了从“割资本主义尾巴”到肯定个体经济和私营

经济及外资企业的积极作用；从“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到“坚持按劳分配为

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把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结合起来”，进而到十七大在收入

分配制度上首次明确提出“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

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要注重公平”。表明我党在收入分配制度上不断探索、不断深化和

完善。  

与我国分配制度的演变相同，我党从新中国成立至今59年执政治国的历史也可分为两个阶段：

从1949年建国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这29年为第一个阶段，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的30年

为第二阶段。从我党执政的指导思想上看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前29年虽然国民经济取得一定发

展，但全局工作的指导思想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后30年则彻底抛弃阶级斗争为纲，提出了“以经济

建设为中心”，实现了全局工作重点的转移，高扬改革开放主旋律，这是我党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

义的转折。改革开放三十年是我党历史上辉煌的三十年，是给中国人民带来最多实惠的30年，从执

政理念上看又可分为两个阶段，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六大为一个阶段，此阶段以邓小平理论为指

南，突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是硬道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是此阶段的重要理论

成果。这一成果是中国共产党对自身性质、任务、使命与时俱进的全新认识，第二阶段以十六大召

开为界限，这一阶段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其本质是坚持科学发展是硬道理，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的前提下，遵循可持续发展的原则，无疑是中国共产党经济工作的一次思想升华和飞跃。“落实科

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提出标志着我党执政理念进入到一个新阶段。这一崭

新理念既彰显了以人为本的思想，传承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又赋予了时代内涵。其重要意义在

于，使社会进步与经济发展齐飞，让社会文明和经济繁荣同步。  

由此可见，随着我国收入分配制度的不断完善，我党治国理念也在不断升华，从“以阶级斗争

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强调“一大二公”、否定人的个性到承认私有财产的合法

性；从唯GDP论，片面理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实践“科学发展”，坚持“以人为本”，注重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以人为本”，是当代中国每一个平民百姓的期望，是党和政府以及每一个官员的最应秉持的

价值取向，是当代中国社会共同的价值追求。而分配制度的演变则顺应了这一期望和追求。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在未来社会，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

件。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也指出，未来社会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为基本原则的。《共

产党宣言》和《资本论》中所提出的这个经典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的科学

的最高命题。“以人为本”则是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高度概括。  



坚持“以人为本”，保证“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则必须承认和重视劳动者的财产权，因为

“财产权”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前提条件。这一观点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有所论述：“劳动

者对他的生产资料的私有权是小生产的基础，而小生产又是发展社会生产和劳动者本人的自由个性

的必要条件。诚然，这种生产方式在奴隶制度，农奴制度以及其他从属关系中也是存在的。但是，

只有在劳动者是自己使用的劳动条件的自由私人者，农民是自己耕种的土地的自由私有者，手工业

者是自己运用自如的工具的自由私有者的地方，它才得到充分发展，才显示出它的全部力量，才获

得适当的典型的形式。”（《资本论》第1卷，P.830）由此可见，马克思对于劳动者的财产权问题

是十分重视的，而这个重要思想长期被我们忽视了。随着社会主义实践的不断推进，我们在理论层

面上对劳动者财产权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首次提出的“创造条

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正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深刻理解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础

上，对社会主义收入分配制度的完善和发展；也标志着我党在治国理政的根本理念上更加明确：

“以人为主体和目的”，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未来社会的最高理想。“以人为本”凝聚了

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历史观、价值观的真精神，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高命题，也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

人民共同为之奋斗的最终目的。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分配方式经历了“平均主义的按需分配——按劳分配——按劳分配为

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的历史变迁。改革开放以

来，财富分配格局几经探索，核心一直围绕公平与效率的均衡，并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质。

提高国民收入水平，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始终是贯穿改革和发展的一条主线。在落实科学发

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无疑体现了藏富于民、以人

为本的治国理念，赢得了民众的广泛认同和拥护。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在分配制度上的探

索，顺应了时代的发展，人民的期待，不断丰富和发展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实践无止境，探

索亦无止境，相信中国共产党人将会不断完善分配制度，加快经济发展，激发社会活力，促进社会

和谐，让“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执政理念落到实处，更加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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