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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实现收入分配社会公平是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要正确认识我
国现阶段不同情况的收入分配差距问题，充分发挥政府、法制和民众的力量，进一步完善
社会公平保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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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收入分配社会公平是我国在推进市场经济过程中必须达到的一项基本目标，也是构建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当前，实现收入分配社会公平必须从国情出发，必须充分
考虑制约分配公平的现实和理论因素，客观对待我国现阶段不同情况的收入分配差距问
题，充分发挥政府、法制和民众的力量，进一步完善社会公平保障机制。 
一、正确认识不同情况的收入分配差距问题 
（一）收入分配社会公平实质上是相对公平。任何收入分配公平都是一种相对的公平，不
可能是绝对公平。“相对公平”就是收入分配的水平保持着一个合理的差距，并非一味地
追求平均。这样既可以兼顾效率，又可以照顾公平。合理拉开收入差距，一方面可以激发
劳动者的积极性，真正做到“鞭打慢牛，鼓励和保护先进”，从而提高社会生产率，推动
生产力水平的进步；另一方面又可以照顾社会上的弱势群体，给予其基本的生活保障，消
除人们在利益上的心理对抗。 
（二）收入分配存在着合理差距是由我国的国情所决定的。其必然性在于：其一，劳动者
每个人拥有的生产要素的质量与数量是不同的，且其生产要素在生产过程中发挥的效能也
不相同，这就决定了劳动者个人收入差距的存在；其二，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全国各区域的资源不同，生产力发展水平不一致，经济差异较大，根据事物发展不平衡的
规律，必定要有先有后地发展，必然会出现先富和后富的问题，这就导致了区域之间的收
入差距的存在；其三，从行业发展上看，由于国家的支柱产业、基础设施必然要优先发
展，否则会造成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现象，这就产生了行业的优先发展问题，造成了
行业收入差距的存在。其四，从社会主义的本质来看，社会主义的目的和归宿是实现共同
富裕，但共同富裕不等于平均富裕、同等富裕，富裕的水平必然不一样，所以收入差距必
然存在。 
（三）客观存在的收入分配差距必须保持在一个合理的限度内。这个限度体现在两个方
面：一方面，此限度能保证人们的基本生活需要，贫富差距不能超过国民的物质承受力；
另一方面，社会财富的分配不能同大多数人的价值观相背，即贫富差距不能超过国民的心
理承受力。十六大报告提出的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
入水平，逐步形成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占少数、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两头小，中间大”
的分配格局，就是合理限度的体现。一句话，合理的收入分配及其所带来的贫富差距既要
为大多数人所接受，否则将会破坏社会稳定，又要有利于效率的提高，否则将妨碍社会发
展。尽管拉开收入合理差距是一种相对公平的分配方式，但如果收入差距过大，突破合理
的度，就必然走向两极分化。这同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规定是相违背的。 
二、防控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对策建议 



当前，我国收入分配领域仍然存在初次分配没有充分体现市场效率原则、再分配调控能力
弱化、分配结构失衡及社会收入差距扩大等较为突出的问题。为此，必须通过深化分配制
度改革，在平等中注入一些合理性，在效率中注入一些人道，从而在一个有效率的经济体
制中增进平等。具体来说，当前需要重点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要充分发挥政府在调节收入分配上的有效功能，提高政府为民服务意识。实行市场
经济并不是不要发挥政府的作用，而是要发挥政府的有效功能。简言之，市场能管的政府
就不要管，市场管不了的，或者说，在市场失灵的地方，政府就必须管起来。在收入分配
领域，人们通常是这样说的：初次分配由市场来管，再分配由政府来管。政府在收入再分
配上的功能主要是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这两个途径来实现的。据专家保守估计，2004年我
国税收流失额至少4500亿元，税收流失率在15%左右，这与发达国家有很大差距。税收
的主要对象是高收入群体，转移支付的主要对象是低收入群体。政府通过这两个手段进行
的收入再分配，发挥的是缩小收入差距的功能，起的是“抽肥补瘦”的作用。在收入再分
配问题上，我们必须防止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逆向再分配”（即“抽瘦补肥”）的现
象；同时要确立“适度再分配”的理念，防止再分配不足和再分配过度。因为，再分配不
足不利于缩小收入差距从而不利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再分配过度则不利于人们的工作积
极性，不仅不利于效率的提高，也不利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二）加强法制建设，健全和完善市场体系，促进收入分配公正。法律本身的稳定性，带
来了社会规范的滞后。因此，加强法制建设，及时修改涉及收入分配的法规，是重要的对
策。在目前情况下需要建立或完善以下几方面的法律规范，为实现收入分配的公正提供法
律依据。首先，是关于政府对收入分配进行宏观调控的法规。要使政府在法律规定的范围
内有效地进行合理调控，既能避免企事业单位自主分配的盲目性，又能限制政府干预的过
宽。其次，是关于分配制度。规范分配类型，杜绝非法收入，创造公平、清洁的创收环
境。通过具体制度安排，真正体现“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
的原则”，及“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再次，是关于税收与
社会保障的法规。现行的税收制度与当前的经济发展不相适应，改革势在必行。而社会保
障近年来发展不太适应，需要通过法规巩固成绩、改革不适应和谐社会要求的薄弱环节。  
（三）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维护低收入“弱势群体”合法权益。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
系，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项重要任务，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全
面小康的发展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迅速
发展，目前已初步建立起与现阶段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主要包括基本养
老保险制度、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失业保险制度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保障人
民基本生活需要，保持社会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到2005年，全国各类保险参保人数，养
老保险达到1.75亿人，医疗保险达1.38亿人，失业保险达1.06亿人，工伤保险近8500万
人。中国新制定的2006-201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强调要实现经济
社会协调发展，积极促进社会和谐，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预期今后5到15年，适应人
口老龄化趋势和城镇化进程加快的要求，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将会得到各级政府的高
度重视和全力支持，基本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将逐步建立起来。 
（四）积极推进调节收入的社会第三次分配，进一步动用社会力量促进社会和谐高效发
展。所谓社会第三次分配即实行社会收入的转移支付，弥补财政转移支付的不足。政府在
实行财富第二次分配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政府的财力毕竟有限，尽管政府在提高税
率、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方面还有潜力，但其阻力也可想而知。如果说第二次分配是第
一次分配的补充，即政府弥补市场之不足，那么第三次分配则是第二次分配的补充，即民
间捐赠弥补政府之不足。社会财富的第一次分配讲效率，二次分配讲公平，三次分配讲爱
心。目前，我国有大大小小慈善机构100多家，但所掌握的总额还不到GDP的0.5%，而美
国每年捐赠的慈善公益资金高达GDP的9%。基于自愿的民间捐赠作为第三次分配的重要方
式，其价值不仅在于它有助于缓解贫困、缩小贫富差距，还可以增进中华民族的团结与融
合，提升国家和社会的凝聚力。因此，民间自愿捐赠实现财富的三次分配，在促进社会和
谐、高效发展方面将大有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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