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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调结构入手改善收入分配差距

时间:2010年11月09日 12时19分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周天勇 

字号：『 大字体 中字体 小字体 』  我要评论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

划的建议》，提出了今后五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其中包括：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

取得重大进展，城乡居民收入普遍较快增加。对此，本刊特邀请中央党校周天勇教授撰文进行

了解读。周天勇认为，通过调整结构来谋求收入分配的平衡，即能对症下药，又能事半功倍。

仅局限于二次收入分配的调整，不从调整结构入手，不先调整与之有关的初次分配，可能费力

很大，结果反而不乐观。 

   在收入分配差距形成的原因方面,较少有人从一国创造财富和发展模式的要素利用结构方面

思考问题。事实上,当形成收入分配大的格局不顺时,从小的方面着手,如提高工资、增加税收等

办法,虽能改善一些局面,但解决不了收入差距过大的根本性症结。因此,研究城乡结构、产业比

例结构和产业组织结构失衡与收入分配差距之间的内在关系,有利于我们从大的战略入手,用调

整结构的办法,来改善收入分配差距。因为,由这三大结构失衡所形成的分配不平衡问题,深层次

的原因并非体制、政策不顺造成的,而是结构失衡的结果。 

要素利用结构不合理 会拉大收入分配差距 

  创造财富的要素有劳动、资本、土地、技术、管理、矿产等资源要素,就初次分配和价值形

成看,创造新增财富的同时,也是分配新增财富的过程,实际上又是对新增财富的一种分配,形成

了不同所有者之间的初次分配格局。但不同的要素为不同的所有者所有。普通劳动者拥有劳动

力,投资者拥有资本,土地所有者拥有土地,技术发明者和管理者拥有知识、专利和管理才能,矿

山所有者拥有矿产。一个国家和地区,在依靠什么样的要素组合创造财富方面,模式不同,初次分

配的格局也就不同。 

  比如,资本密集型的发展方式,创造财富的主要要素是资本,即厂房、机器设备等。在其国民

收入分配中,资本的分配比例较大,而劳动的分配比例较小。这主要不是因劳资双方的工资博弈

机制失衡导致的,而是源于发展模式上的要素利用结构失衡。西亚海湾许多产油国家是资源密集

型的发展模式,需要的劳动力很少,要素主要是资本与石油矿藏。财富的初次分配获得者主要是

油田、港口、管线和轮船的投资者和拥有者,劳动力拥有者从生产中获得的分配必定是很低的。

因此,如果一个国家过度追求资本和资源密集型的发展模式,在财富创造中,资本和资源占主导地

位,而劳动力大量被闲置,在分配的格局上,必定是资本和资源所有者分配过多,而劳动者分配过

少,形成资本资源所有者与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 

  我国许多地方热衷于招商引资,热衷于基础设施资本的投入,以资本推动增长,财富的创造中

资本过度替代劳动,形成了程度不同的资本和资源推动型的发展方式。诚然,一个发展中国家在

发展之初需要资本的推动,但像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多、劳动力转移和就业较大的国家,长时间着

重用资本和资源密集推动经济发展,结果之一必然是拉大资本和资源所有者与劳动者之间的收入

分配差距。因此,转变发展的要素利用模式,平衡资本与劳动的利用结构,是改善不同要素所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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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初次分配的一个关键。 

城市化速度越慢 城乡收入差距会越大 

  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差距在持续拉大。1983年中国城乡居民收入比为1.82:1,2009年拉大为

3.33:1,幅度不仅远高于发达国家,也高于巴西、阿根廷等发展中国家。农业增加值在GDP中的比

率持续下降是客观趋势,谁也阻挡不了,它要求农村人口和农业劳动力相应地向城市和非农业转

变,使减少了的农村人口与持续下降的农村和农业增加值相适应。我国的农业增加值占GDP比重

从1982年的33.4%下降到了2009年的10.6%;而农村人口的比例从78.87%下降为46.59%;特别是第

一产业就业比例,只从68.1%下降到38.1%。中国农村居民内部和城镇内部居民各自收入基尼系数

分别计算都在0.35上下,而城乡一综合计算,就变成了0.45到0.5之间。深层次原因是,在农村和

农业财富生产比例持续快速下降的同时,农业人口和农业劳动力向城市和非农业转移过慢,导致

相对越来越少的农业增加值被相对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和劳动力所分配,与城市和非农业人口的

分配相比,差距必然会拉大。 

  上世纪90年代后期及21世纪初的几年,出外务工的农民将在城市中所得的收入带回农村,使

农村的收入有所增加。但随着转移农民工教育水平的提高,他们的观念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以及

城市生活费用的提高,80后、90后和未来的21世纪后农民工,把自己挣得收入的一部分带回家的

可能性将越来越小,农民工外出务工收入平衡城乡差距的作用将越来越弱。 

  此外,农民土地没有资产收益、粮食等农产品价格不顺等,也是造成城乡差距扩大的原因。

一是农村资产不能带来收益。农民的耕地、林地和宅地资产不能变现,不能融资,除了生产农业

产品外,基本不能作为资产带来收入。并且农民因征地而致贫的也不乏其例。二是宏观调控稳定

物价,会在一定程度上扭曲工农产品价格体系,相对低的农业产品价格向城市居民转移了一部分

利益。 

第三产业比例越低 劳动者所分配的越少 

  三次产业结构变动的规律是:国民生产总值上,第一产业比例将持续下降,从80%到90%,最后

下降到5%以下;第二产业增加值先是上升,后是稳定在30%—40%左右,再下降,最后到20%左右;第

三产业持续上升,从15%左右上升到75%左右甚至更高。从就业结构看,在第一产业中就业的劳动

力将从80%以上最终下降到5%以下;在第二产业中就业的劳动力最高达到35%左右,再下降到15%左

右;而第三产业中就业的劳动力,从15%左右最终上升到80%左右。这就产生了两个收入分配方面

的问题:1、产业的生产结构与劳动力配置结构扭曲时,由于各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不同,形成各产

业的收入分配差距。2、各产业要素利用程度不同,宏观上,生产大部分由资本密集型的工业提

供,而劳动密集型的第三产业增加值和就业比例过低时,整个国家财富创造会向工业和资本倾

斜,GDP的资本与劳动分配比例中,资本分得的就多,劳动分的就少。资本所有者与劳动力所有者

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就会扩大。 

  从世界各国一般规律来看,人均GDP在3500美元的国家和地区,其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例

在60%左右,就业比例在65%左右。而中国2009年人均GDP在3400美元左右,第三产业增加值比例只

有42.6%,就业比例只有34.1%。其经济学含义就是,大量在第一产业中窝积的劳动力,本应被转移

到服务业中,一部分第二产业中应当向第三产业转移的劳动力,没有被转移到服务业中,这部分劳

动力被闲置,不能对应地分配财富;财富大部分由资本密集型的第二产业创造,因而很大比重上被

资本所有者所分配。最终导致了资本所有者与劳动所有者之间收入分配不平衡的问题。 

  此外,随着工资和社保等成本的提高,第二产业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是一个趋势,即工业总体上

会通过技术进步和自动化,用资本替代劳动力。在这一趋势下,如果不能及时扩大服务业领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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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和就业,劳动力将会更加过剩,收入分配差距会进一步拉大。 

小企业相对越少 收入分配差距会越大 

  一国产业组织中的企业规模结构,以及每千人口拥有企业的数量,与该国的资本与劳动、居

民之间的收入分配结构密切相关。 

  从要素和行业分布看,特大和大型企业,包括相当一部分中型企业,多数是资本密集型企业,

大多分布在工业;而一部分中型企业,相当多的小型和微型企业,大多分布在第三产业,有一部分

工业中的小型和微型企业为特大和大中企业进行配套生产和服务。前者是资本密集型的,后者是

劳动密集型企业。在财富的创造和分配方面,前者资本分配的比例较大,后者劳动分配的比例较

大。 

  在企业规模结构中,小型和微型企业数量一般要占全部企业数量的95%,当一国每一千人口拥

有的企业数量越多,说明创业活跃,劳动力需求较大,小型和微型企业投资者多,中小老板多,失业

率低,劳动力得到充分利用。因此,每一千人口的企业数量越多,劳动密集程度就越高,中小投资

者就越多,从财富的创造和分配看,中等收入者就越多,由于劳动力得到充分利用,因失业而贫困

的人口就越少,收入差距就会越小;反之,当一个国家特大和大型企业越多,小型和微型企业创业

和投资者越少,每一千人的企业数量越低,中等收入的人口就越少,收入分配差距就会越大。 

  从创业和小企业数量的国内外比较看,中国大学生毕业三年内创业的比率不足2%;而发达国

家为20%。如果将中国的个体户每五个折合成一个,加上注册登记的法人企业,最乐观估计,每千

人口拥有的企业数量在12个左右。而发达国家为45个左右,发展中国家在20到30个左右。因此,

创业不足,小型和微型企业数量少,是形成我国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的重要原因。 

  综上,“十二五”期间解决收入分配不公和GDP居民分配比例低的问题,必须要从社会转型、

经济结构变动、地区人口流动等这些经济规律和趋势的大角度和大格局出发,全面和综合地思考

问题。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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