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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管理

人民财评：收入分配改革必须消除社会歧视 
2013-04-02 | 访问次数: | 编辑：rky | 【大 中 小】  

刘尚希 

2013年04月02日  来源：人民网-财经频道 

   收入分配改革广受社会关注。分配问题存在于分工协作的社会共同体之中。在复杂的经济社会体系

中，分配的核心是通过制度安排显现出来的国家、企业和居民三者之间关系。其中不仅蕴涵着分配的比例

关系，更重要的是，国家、企业和居民这三者同时是三大分配主体，其在整个分配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权力和权利、责任和义务等多个层面的关系界定，对应着不同的分配格局。 

当前国家与居民的关系，整体上仍一直在延续计划经济时期的体制，把所有居民划分为城市居民和农

村居民，形成了城乡分治的体制。这个体制的背后是两种所有制、农业与非农产业、两种社会身份、两种

生活方式、两种社会组织方式、两种人际交往方式、两种文明。如果说，在计划经济时期，出于国家快速

推进工业化的需要，城乡分治还有一定的必要性和合理性，那么，在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

城乡分治导致经济二元化、社会二元化。 

更重要的是，市场化改革把农村居民从一开始就置于非常不利的境地。农村改革一定程度上解放了农

民，工业化也使农民作为生产要素流动，获得了外出打工赚钱的机会，农村居民的生活状况有了较大改

善。但需要看到，在农村无法积累财产，或者说，在农村积累的财产是无法变现带走的。因为城乡两个市

场受体制阻隔，生产要素并不能在城乡之间畅通流动。 

其中最大问题是农村土地市场不存在。这使农民无法积累财产。无论投入到承包地里，还是住房上，

农民积累的财产无市场价值，农民一旦离开农村，就会变成无产者。由此不难发现，在国民收入分配体系

中，在农村有一个巨大的“分配漏斗”，即无论农村居民收入增加多少，离开农村就会变得一无所有。就

好比一个没有底的木桶，固定在地上还能盛水，一旦拎起来，所有的水都会漏光。农村居民收入增加，可

以改善眼前的生活，但以不离开农村为前提。这与我国现阶段的人口、家庭城镇化趋势是相悖的。构建农

村土地市场、宅基地市场、住房市场是缩小城乡差距的重要基础。 

由于农村住房市场不存在，仅住房这一项，就使城乡居民之间的财产差距迅速扩大。在集体所有制土

地上的住房，即使是靠近城市，其市场价值也是不确定的，更不要说远离城市的偏远乡村。如何在土地集

体所有制这个基础上，通过制度设计来构建一个市场，堵住收入分配上的漏斗，使农村居民能积累财富，

这是正确处理国家与居民关系的重要一环。 

在国家与居民关系中，面临的另一个重大问题是，与不同社会身份连在一起的不平等待遇。这不只是

户籍问题，还包括同工不同酬、同单位不同待遇、同城不同权利。即使取消户籍，这种社会歧视也非一下

子能消失。社会歧视的消除需要一个过程，社会不同群体的相互融合难以一蹴而就。 

当前面临的首要问题是，要解决好已经进城的农民工的同城待遇问题。在现有城镇化率51%当中，只

有35%的居民能享受同城市民待遇，另有16%的常住人口至今无法享受同城市民待遇，这是城镇化质量不高

的突出表现。也可以说，这是城乡二元化被复制到了城市，在城市里形成了新的二元化，实质是隐形的

“贫民窟”。 

按照常住人口平等地提供公共服务，中央、地方财政收支划分标准和转移支付标准都应进一步调整完



善。调整的方向应是从农村、中西部等基于地域的静态倾斜转向基于人口流动的动态倾斜，让公共服务

“跟人走”，而不是“让人找”公共服务。只有这样，国家与农民的关系才能顺应新时期城镇化的要求，

并从根本上改善农村居民这个庞大群体的未来分配状况。 

从居民和企业的关系来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说了算”，劳动者在资本面前是天然的弱势

者。如果没有强有力的保护，劳动者权益是难有保障的，工资与利润的天平总是会向资本一端倾斜。从国

家和企业的关系来看，如果政府站在企业一边，固然有助于经济高速增长，但同时也使经济增长的成果通

过企业越来越多地集中到社会少数人手中，容易导致居民分配占比下降，消费率下降，也导致产业结构扭

曲。 

上述三者关系改革远远超出了分配本身，实际上涉及到国家制度体系的各个方面，就分配论分配，只

会形成治标之策，而不能治本。在当下规范分配秩序的同时，需要从国家、企业和居民三者关系入手，重

点从国家与居民的关系先行突破，带动三者关系的整体转变。（作者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研

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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