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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八大报告描绘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蓝图，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的新目标，其中一大亮点是：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这是

首次将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指标纳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历次翻番目标 

  改革开放以来，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或中央委员会全会上，作为经济发展的量化奋斗目标，曾多次提

出过翻番任务，这次是第八次了。 

  第一次，1982年，党的十二大报告提出，从1981年到2000年，力争使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 

  第二次，1985年，党的全国代表会议通过的“七五”计划建议提出，使1990年的工农业总产值和国民

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或者更多一些。 

  第三次，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提出我国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战略目标。第一步，到20世纪80

年代末，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20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

再翻一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 

  第四次，1995年，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到2000

年，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到201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 

  第五次，1997年，党的十五大鉴于我国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目标中，原定的第一步和第二步目

标已分别于1987年和1995年提前3年和5年完成，因此对21世纪的第三步目标又作了新的部署，提出：第一

个十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再经过十年，到建党一百年

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21世纪中叶、建国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

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第六次，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基本实现工业化。 

  第七次，2007年，党的十七大提出，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 

  更加贴近百姓生活的奋斗目标 

  党的十八大报告把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双翻番作为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目标，具

有重要的含义。双翻番既能反映我国生产活动总成果的发展变化，也能反映居民收入分配状况的发展变

化;既包含了经济发展本身的要求，也包含了社会发展的新要求;既体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要义，又体

现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科学发展精神。 

  在我国国家统计局的国民经济核算《资金流量表(实物交易)》中，居民可支配收入由以下四个部分组

成： 

  第一部分是劳动者报酬收入，即国内各部门劳动者报酬的总和，加上从国外获得的劳动者报酬，再减

去支付给国外的劳动者报酬。国内的劳动者报酬包括劳动者获得的各种形式的工资、奖金和津贴(货币形

式的和实物形式的)，还包括劳动者所享受的公费医疗、医药卫生费、上下班交通补贴、单位支付的社会



保险费、住房公积金等。 

  第二部分是属于住户部门的个体经营者(主要是农民)、国有和集体农场的经营利润收入，即他们所创

造的增加值扣除劳动者报酬、扣除生产税净额之后的余额。 

  第三部分是居民获得的净财产收入，即居民从利息、红利、地租、其他财产所获得的收入，扣除居民

所支付的利息、地租和其他财产使用的费用。 

  第四部分是居民获得的净经常转移收入，即居民所获得的社会保险福利、社会补助和其他经常转移收

入，扣除居民所支付的收入税(个人所得税和财产税等)、社会保险缴款和其他经常转移。 

  以上前三部分为收入初次分配领域，形成居民初次分配收入。第四部分为收入再分配领域，最后形成

居民可支配收入，即可用于居民最终消费和储蓄等的收入。将居民可支配收入按人口平均，就是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可见，这是一个更加贴近百姓生活、关系群众切身利益、具有民生性的指标。 

  2011—2020年的10年内要实现居民人均收入翻一番(扣除价格因素)，就需要居民人均收入每年年均增

长7.2%。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来看，考虑到2011年和2012年已分别比上年实际增长8.4%和9.6%，今

后8年仅需其年均增长6.7%，就能实现翻番。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来看，考虑到2011年和2012年已分别

比上年实际增长11.4%和10.7%，今后8年仅需其年均增长6.2%，就能实现翻番。有观点认为，实现城乡居

民人均收入翻番所要求的这两个增长速度6.7%和6.2%并不算很高，实现起来并不难。还有观点认为，改革

开放以来我国已多次提出和实现国内生产总值等翻番的目标。现在，提出国内生产总值和居民人均收入双

翻番，并提出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同步。那么，只要国内生产总值实现了翻番，居民人均收入也就跟

着翻番了，这并不难。 

  但仔细一分析，我们认为，到2020年居民人均收入翻番的目标可以实现，然而却具有一定的难度。这

个难度不可低估，我们需付出极大的努力。这是因为： 

  城乡居民人均收入与国内生产总值长期同步增长有一定难度 

  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长期历史情况看，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增长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并不同步。在大

部分年份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增长低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在这种背景情况下，今后要求城乡居民人均

收入与国内生产总值长期同步增长，是具有一定难度的。 

  从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来看：在1979—2012年的34年

里，就有25年其增长低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只有9年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这34年平均看，城镇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7.4%，而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8%，前者低于后者2.4个百分点。 

  从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来看：在1979—2012年的34年里，

就有26年其增长低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只有8年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这34年平均看，农村居民人均

纯收入年均增长7.5%，而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8%，前者低于后者2.3个百分点。 

  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使居民人均收入翻番的难度加大 

  就以往34年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的增速来说，分别为7.4%和7.5%，并不算低。但这是在国内生产总值

年均增长9.8%的情况下实现的。今后，由于国内外各种客观条件的变化，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比如

说下降到7%。而如果按照过去的情况，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的增速仍低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2.3—2.4个百分

点，那么，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的增速就要下降到4.6%—4.7%。 

  而按照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翻番的要求，今后8年它们的增速要分别达到6.7%和6.2%。无疑，在潜在经

济增长率下降的情况下，实现居民人均收入翻番的难度就加大了。 

  企业收入的增速大大“跑输”国内生产总值增速的局面难以持续 

  从国内生产总值的的宏观收入分配格局看，由三大主体构成，即企业、政府、居民个人。2012年，我

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7.8%，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扣除价格因素后分别增长

9.6%和10.3%，均“跑赢”了国内生产总值。同时，全国财政收入比上年名义增长12.8%，扣除价格因素也

“跑赢”了国内生产总值。居民个人收入和政府财政收入的增速都“跑赢”了国内生产总值增速，那么，

企业收入的增速就必定“跑输”了国内生产总值增速。 

  2012年1—9月累计，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呈现负增长，为-1.8%;全年仅增长5.3%，比2011

年的增长率25.4%回落了20.1个百分点。可见，居民个人收入和政府财政收入的增速双双“跑赢”国内生

产总值增速，是以企业收入的增速大大“跑输”国内生产总值增速为代价的，这种局面难以持续。 

  “提高两个比重”涉及到难度很大的国民收入宏观分配大格局的调整 

  实现居民人均收入翻番，要求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

比重。而长时间来，这两个比重是下降的，学术界对此已有不少研究。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来看，

2000—2008年，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由53.3%下降到47.6%，下降了5.7个百分点;居民收入在国民

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即居民可支配总收入在国民可支配总收入中的比重由67.5%下降到58.3%，下降了9.2



个百分点;而政府收入在国民可支配总收入中的比重则由14.5%上升到19%，上升了4.5个百分点;企业收入

在国民可支配总收入中的比重由17.9%上升到22.7%，上升了4.8个百分点。 

  2009年，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略有上升;而政府收入

在国民可支配总收入中的比重、企业收入在国民可支配总收入中的比重，略有下降。这是一种恢复性、暂

时性的变化，还是趋势性、长期性、根本性、历史性的变化，尚需跟踪观察。今后，要进一步提高劳动报

酬和居民收入的比重，是让政府收入还是让企业收入所占的比重下降呢?这就涉及到难度很大的国民收入

宏观分配大格局的调整问题了。 

  实现居民人均收入翻番的对策分析 

  提高居民收入的最根本环节是，把生产搞上去。生产是分配的基础，不能只就分配论分配。马克思曾

指出：“就对象说，能分配的只是生产的成果”。经济总量这个“蛋糕”做大了，不一定就能分好;但如

果没有“蛋糕”的适度做大和质量做好，也就更难去分好“蛋糕”。企业是生产第一线。要为企业创造良

好的宏观经济环境，并通过深化改革和完善相关的财政金融支持政策，推动企业技术创新和提高企业经营

管理水平，从而提高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使企业有提高劳动者报酬的能力，有消化劳动成本上

升和其他各种成本上升的能力。 

  提高居民收入的最重大举措是，抓好国民收入分配大格局的改革和调整。鉴于长期以来都是政府财政

收入和企业收入的增速高于居民收入增速，以及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政府财政收入和企业收入的比重呈上升

趋势，而居民收入的比重呈下降趋势，为实现居民收入翻番，要努力做到“双让利”和“三协调”，即政

府和企业二者都要为居民让利，政府财政收入、企业收入和居民收入三者的增速都要与GDP增速相协调。

国民收入分配大格局的改革和调整，是绕不过去的“大槛”。而在最近发布的《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

革的若干意见》中，对这个大格局的改革和调整并未提出明确的指导性意见。 

  提高居民收入的最基本途径是，提高劳动者报酬收入。从2009年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构成可以看

出，在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四个组成部分中，第一部分劳动者报酬收入所占比重最高，为80.54%。所以，提

高居民收入的途径很多，但最基本的途径是提高劳动者报酬收入。政府和企业都要为提高居民收入让利，

而首先是在初次分配领域中为提高劳动者报酬让利。政府要为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让利，减轻企业税费负

担，使企业有能力为劳动者提高工资。 

  提高居民收入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提高农民的经营利润收入。从2009年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构成可

以看出，在居民可支配收入中，第二部分住户部门(主要是农民)的经营利润收入所占比重为15.3%，是居

民收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在《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中，“建立健全促进农

民收入较快增长的长效机制”被单独作为一个重要章节列出。这里的重点是，增强农村发展活力，加快发

展现代农业，加大强农、惠农、富农的政策力度，促进农民勤劳致富、增产增收。 

  要多渠道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但在中短期内难以对提高整个居民收入有明显作用。从2009年我国居

民可支配收入的构成可以看出，在居民可支配收入中，目前居民从利息、红利、其他财产所获得的收入只

占5.48%，比重较小。应该通过不断深化资本市场改革、利率市场化改革、征地制度改革、住房租赁市场

改革等，多渠道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但这些改革的难度是不小的，一下子难以对提高整个居民收入起到

明显的作用。 

  再分配领域的改革，重在帮扶低收入和困难群体。再分配领域的改革任务重在“抽肥补瘦”，帮扶低

收入和困难群体，在一定程度上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总起来看，在居民收入分配中，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

需要提高居民收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但初次分配领域是提高居民收入和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大头”

和重点。 

  要重视科研人员脑力劳动报酬的提高。在《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中，科研课题的

经费使用与“公务招待费”一起，被归入“清理规范”之类，这是不合理的。科研课题主要是把好立项关

和成果关，在其经费使用中，应实行科研人员脑力劳动的合理补偿及相关个税的减免。 

  防止物价上涨蚕食居民收入的提高。十八大提出的居民人均收入翻番，是指扣除物价上涨因素之后的

实际收入的翻番。但居民收入的增长有可能从成本推动和需求拉动两方面使物价过快攀升。如果居民收入

的增长没有一定程度地超过物价的上涨，或物价上涨因素难以完全扣除，这就会使居民收入增长打了折

扣。我们要控制好物价上涨，实现没有水分的、实实在在的居民人均收入翻番。 

作者： 刘树成(作者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经济学部副主任，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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