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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振华：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的若干政策建议 

2010-11-23 | 访问次数: | 编辑：rky | 【大 中 小】  

2010年11月22日  来源：《学习时报》 

“十二五”规划建议把缩小收入差距问题提到了一个重要地步，如何缩小收入差距，需要标本兼治，本

文做一点探讨，以求教于同仁。 

  一、对全国居民收入进行全面调查，摸清居民收入“家底” 

  要缩小收入差距，首先需要摸清居民收入的家底。由于我国缺乏居民收入状况详细的权威数据，不仅不

利于科学研究和为政府提供可靠的咨询，而且由个别学者或机构进行小范围调查，非常不准确，在一定意义

上误导公众。因此，需要对居民收入状况进行全面调查。可由我国最权威的统计机构——国家统计局对城乡

居民收入，各个行业、各个地区、各种所有制以及不同学历不同年龄段等居民收入进行全面普查，掌握居民

收入“家底”，公布反映我国居民收入状况的客观权威统计指标，特别是几个敏感指标，如基尼系数、最高

收入户与最低收入户变动状况及收入差距等。避免少数研究机构特别是国外研究机构根据少量资料来随机测

算中国居民收入差距的片面性以及由此引起的误解。 

  二、完善个人所得税，创造条件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充分发挥税收在调节收入差距方面的作用 

  税收是调节收入差距的重要工具，对于调节收入差距具有良好效果。我国已经开征了个人所得税，但存

在起征点过低、以个人为纳税单位不尽合理等问题，遗产税和赠与税还没有开征等问题。 

  一是尽快从技术层面完善个人征信系统。宜由国家税务总局牵头，会同中国人民银行等机构，共同建立

由个人掌握密码、特定机构监控、对社会严格保密的终身收入账户，所有资金往来均需通过收入账户反映，

这是确保全额足额征缴个人所得税的基础。 

  二是完善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由于我国各个地区居民收入差距悬殊，不同地区可以确立不同的起征点。

有两种方法可供选择，一个是由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居民收入状况确定起征点；另一个是将

全国划分为若干收入区域，每个收入区域确定一个起征点。起征点要达到该地区平均收入水平以上，以避免

低收入者成为纳税主体的逆向调节。 

  三是将个人纳税转变为家庭纳税，综合考虑家庭收入状况、负担状况等情况。由于各个家庭人口负担不

同，生活状况不同，如果以个人为纳税单位可能导致低收入家庭纳税，对缩小收入差距形成负面效应。 

  四是收入水平未达到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的小型和微型工商户，免缴各种税收。我国城乡有不少小型和微

型工商户，收入水平达不到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对他们征税既有失公平，又不利于提高他们的收入，因此可

以免税。 

  五是尽快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从世界各个国家或地区的情况来看，不尽一致，个别已经开征的国家准

备废除遗产税，有的没有开征的国家准备开征。从我国的国情出发，要尽快开征，不仅可以缩小收入差距，

关键在于为下一代提供公平竞争的环境，也有利于富人捐赠，有助于完善三次分配机制。 

三、切实解决少数垄断行业收入过高问题 

  一是对不关系到国家安全的行业要引入竞争，通过竞争形成行业平均利润率。我国居民的收入差距在很

大程度上是由于行业之间的收入形成的。目前我国行业之间职工收入状况总体上与竞争程度成反比，与垄断



程度成正比。要从根本上解决少数垄断行业收入过高的问题，需要从根本上打破垄断，没有了垄断，就可以

从根本上解决少数行业收入过高的问题。 

  二是对于极少数需要保持国家所有国家经营的垄断行业或企业，也要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步伐，通

过国有企业之间的相互持股，构建多元投资主体和全新的法人治理结构，真正形成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

我约束和自我发展的市场主体，通过企业制度约束分配。 

  三是对于少数保留的垄断行业，国家要制定收入分配指导线，指导线可以是弹性的，即收入分配控制在

某一区域内；也可以是刚性的，即收入分配不能超过最高标准。 

  四是对垄断行业征收垄断税。由于我国的垄断行业是凭借行政权力形成的，凭借国家赋予的特有垄断地

位获得的高额垄断利润，不应该归企业所有，而应该通过税收方式上缴国家。 

  五是加强对垄断行业收入分配的监管，包括垄断行业收入分配要透明化，接受社会监督。 

  六是规范垄断行业内部的收入分配，包括实物分配货币化、货币收入透明化、透明收入规范化。 

  四、培育和完善现代市场体系，特别是生产要素市场，防止生产要素市场不规范而产生的灰色收

入 

  有市场才能公平竞争，有公平竞争才能形成公平的市场价格。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

由于生产要素市场不完善，生产要素价格扭曲产生的灰色收入导致的。因此，培育和完善市场体系是防止因

生产要素市场不规范而产生灰色收入的根本办法。 

  一是要培育各类市场，特别是土地市场、企业家市场、资本市场、技术市场等。由于土地市场不规范，

导致少数人一夜之间成为亿万富翁；由于企业家市场缺失，导致企业家价格不能正确反映企业家贡献等等。 

  二是完善市场规则，没有市场规则，就谈不上现代市场体系。只有统一的市场规则才能够确保公平竞

争。 

  三是减少政府对市场的不适当干预。政府干预边界是市场失灵领域，政府干预过多往往扭曲市场价格，

导致不公平的结果。 

五、规范国有企业经营者收入 

  国有企业经营者收入是一个时期以来我国民众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也是形成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要

缩小收入差距，需要规范国有企业经营者收入。 

  一是统一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者收入分配的管理体制。目前我国对国有企业管理大体上分为三类：一类为

国务院国资委管理的企业，主要是加工业、制造业、建筑业、采掘业等普通行业。一类是金融工委管理的企

业，主要是金融和保险业。一类是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管理的企业，主要是证券业。同属国有企业，但对经

营管理者的经营管理体制不同，导致企业经营者之间收入差距过大。因此需要统一对国有企业的管理机构，

建议由国务院国资委统一对各类企业的管理，特别是统一对国有企业经营者收入的管理。 

  二是国有企业经营者收入不能由企业自身确定，而需要通过国资委根据企业经营绩效、经营者的贡献及

承担的职责来确定。 

  三是经营者收入要与职工收入相联系，着力解决经营者收入增长速度快而工人收入增长缓慢的问题。 

  六、努力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 

  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是缩小收入差距，扩大消费需求，实现社会和谐的重要途径。我国低收入群体的一个

基本特点是量大，收入绝对水平低，需要通过多种途径提高低收入者收入。 

  一是提高最低工资率。建议用最低工资率代替最低工资标准。不少地区提高最低工资之后，工人的工资

水平虽然达到当地最低工资标准，但工人加班加点时间更长了，工资率降低了，因此，用最低工资率更科

学。 

  二是形成企业工资正常谈判机制，特别是在民营企业要充分发挥工会作用，形成业主、工会、政府三方

谈判机制，形成工人工资正常增长机制。作为政府要为企业减免税费，为企业给职工增加工资提供空间。 

  三是为低收入群体发放消费券。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到2009底，我国有 3597万农村绝对贫困

人口，2000万依靠各种低保生活的城市贫困人口，全国共计5597万，即使按照6000万贫困人口计算，每人按

照每年2000元计，需要1200亿元。假定再为已经达到贫困线但收入比较低的8000万人（实际可能没有这么

多）每人每年发放 1000元，全国需要 800亿，二者加总为2000亿元。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09年我

国财政收入已经接近6.85万亿元，根据预测，2010年将超过8万亿元，我国财政收入完全可以承受2000亿元

消费券。发放消费券可以一举多得，不仅提高了贫困人口的生活水平，还可以扩大消费需求，进一步带动生

产，使消费和生产良性循环，特别是增强党和政府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凝聚力。 

  四是加大职业教育的力度。除了大力发展职业学校以外，适当改变教育模式，有两种途径：一条途径是

在现有普通初中和高中学校每学期开设一门至两门职业教育课程，提高学生职业能力；另一条途径是在现有



普通学校的初中三年级和高中三年级进行分班教育。希望继续接受普通教育的进入普通教育班，希望接受职

业教育的进入职业教育班。这样不仅可以提高学生的职业能力，使未来的劳动力有一技之长，还可以减轻家

庭经济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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