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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文通：努力提高劳动者报酬迫在眉睫 

2010-11-17 | 访问次数: | 编辑：rky | 【大 中 小】  

   中央关于制定“十二五”规划的《建议》在讲到“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时强调指出，要“努力提高

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人们首先会注意到，提高“两个

比重”的提法和先前（例如年初的《政府工作报告》）相比，有一些明显的变化，将“逐步”改为“努

力”。这种提法上的变化表明，提高“两个比重”变得更加紧迫。更重要的还在于，努力提高“两个比重”

是同制定“十二五”规划的指导思想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一 

  《建议》强调指出，制定“十二五”规划，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

线”，“坚持扩大内需战略”。主题讲的是纲领和战略方针，主线讲的是战略部署和对策，扩大内需是处于

首位的战略措施。 

  就主题来说，“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本质要求，就是坚持科学发展”。为此必须做到“四个更加注重”

和“一个促进”——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更加注重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更加注重统筹兼顾，更加注重保障

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就主线来说，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基本要求是：以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为主攻方向，以科技进步

和创新为重要支撑，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以节约资源和环境保护为重要着力点，以改

革开放为强大动力。这五个方面的要求同时也是实现发展战略转变的切实保障。我们不仅要明确和固守主题

和主线，坚持扩大内需的战略，而且必须抓住指导方针和战略部署的根本和关键，必须搞清楚科学发展、转

变发展方式、保障和改善民生、扩大内需、提高“两个比重”之间的逻辑联系，必须搞清楚提高“两个比

重”对于实现科学发展和转变发展方式的特殊重要性。 

  概括地说，科学发展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在体现科学发展的“四个更加注重”和“一个促进”中，核心

是“更加注重以人为本”，其他都是围绕着以人为本展开的。以人为本不仅要体现在发展的根本目的上，而

且应当体现在发展的方式和手段上。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具有战略转变的性质，其实质是提高发展的科学性。这个转变不仅要在一般意义上使

增长和发展从粗放转向集约，而且要转变对发展内涵的狭隘认识；不仅是发展途径、方法、手段的转变，而

且是发展目的本身的转变。在这个转变中，根本点是注重民生和扩大内需。保障和改善民生不仅是出发点和

落脚点，而且是判断转变与否的重要标志。同样，扩大内需既体现了拉动经济增长手段的转变，也体现了发

展目的的转变，因而是转变发展方式的切入点和有力杠杆。作为手段的转变，要从过度依赖外需转向以内需

为主，特别是以居民消费需求为主；作为目的的转变，居民消费能力的提高和消费需求的扩大，同时就是民

生的改善。当前，注重民生和扩大内需的关键环节是努力提高“两个比重”，特别是劳动者报酬在国民收入

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二 

  劳动者报酬是相对于固定资产折旧、生产税净额、营业盈余而言的，这四个项目涉及劳动者、企业、政

府三者的利益关系。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是判断经济发展方式是否端正、发展是否科学的基础



性指标，发展中存在的问题、非科学发展的多方面表现差不多都与这个比重偏低有关。 

判断劳动者报酬比重是高是低，有一个客观的标准，就是这个比重在同一类国家的平均数值和全世界的平均

数值。这个平均数值主要是以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为基础的，因而是市场经济的标准，而不是计划经济的

标准。目前，发达国家劳动者报酬的比重大都在55%以上，中等收入国家一般比发达国家更高，而且大都比

较稳定。 

  根据全国总工会提供的数据，我国居民劳动报酬的比重1983年为56.5%，2005年下降到36.7%，下降了近

20个百分点；1978年~2005年，资本报酬则上升了20个百分点。根据广东省提供的劳动者报酬比重数据， 

1978年~1983年在60%以上；1984年~1994年在60%和50%之间；1995年~2003年在50%和40%之间；2004年以来不

足40%。2000年、 2006年、2008年分别为45.5%、38.7%、39.2%。大体来说，这个比重呈下降趋势，20年中

下降了20个百分点左右，和全国的平均数值是一致的。由国际比较可以得出结论：我国劳动者报酬比重在80

年代初是适当的，而后来一路下降，目前比国际社会的平均数值低20个百分点左右，这是不正常的。 

  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劳动者报酬偏低，意味着固定资产折旧、生产税净额和营业盈余的比重偏高，

意味着初次分配向企业和政府倾斜。企业和政府因此而增加的收入，将主要转化为资本积累和新的投资，并

形成固定资产。 

  三 

  劳动者报酬偏低必将带来一系列直接或者间接的不良后果—— 

  第一，劳动者报酬是居民收入的基本组成部分，由于比重偏低，直接导致居民收入的比重偏低，从而导

致居民消费的能力偏低。 

  第二，居民消费能力偏低，总体上表现为居民消费需求不足，从而导致内需不足和国内市场相对狭小。 

  第三，内需不足和国内市场相对狭小，一方面导致全社会总体产能过剩和产品库存积压；另一方面必然

迫使企业过度依靠出口，社会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外需。 

  第四，企业在技术、创新、质量、管理等方面缺乏国际竞争力的情况下，不得不低价倾销，而要想获得

微薄的利润，就必须进一步压低工人的工资和劳动者报酬。 

  第五，企业既然可以依赖低工资生存，其落后的技术则免于被淘汰，从而起到了保护落后和助长粗放增

长的作用。 

  第六，在剩余价值规律和资本积累规律的作用下，市场经济国家普遍存在生产相对过剩的问题，从而孕

育着经济危机，一旦爆发国际性的经济危机（往往首先会表现为金融危机），国际市场的需求（包括虚假需

求）就会大幅度下降，贸易保护主义就会抬头，出口就会相对地或绝对地下降，过分依赖外需就不再可行，

经济增长也会因此而大幅度下降。 

  第七，这时候，要想仍然保持比较高的增长速度，只有一个可能的办法，就是大幅度地增加固定资产投

资，以投资的增加弥补出口的下降。但在产能过剩已经普遍存在的情况下，投资主体必然主要是各级政府和

国有企业，而不是私人投资者；这种新的投资必然主要是投向可以立竿见影的房地产开发、城市建设、基础

设施建设和重工业项目。这些项目中的一部分可能是超前的，并不符合科学发展的要求。 

  第八，“保增长”必须有资金支持。为此，一方面，必须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贷款和货

币供给必然超常增加，因而，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必然不断加速积累；另一方面，必然忽视代价产生的负效

应，放宽对土地占用的控制和降低对环境保护的要求。 

 第九，从“保增长”的短期目标出发，所有的政策措施，必将进一步向工业、交通和城市倾斜，而农业和

一般居民服务业则进一步被削弱。总的结果是，产业结构进一步扭曲，比例关系进一步失调，收入差距进一

步扩大，经济秩序也会出现混乱。这是一个从片面追求高速度出发、从压低劳动者报酬开始的恶性循环。虽

然劳动者报酬偏低不是导致非科学发展的唯一因素，但它的确是一个关系发展全局的关键因素。 

  四 

  由上可见，努力提高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将其提高到正常水平，是科学发展的内在要求，

是转变发展方式的突破口和关键点。我们应当在“努力”上下工夫。从内在的因果关系和逻辑联系来看，提

高劳动者报酬的比重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调整经济结构和城乡关系，因而应当摆在首位，应当更有紧迫

感。 

  笔者认为，努力提高劳动者报酬这个比重，不仅要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而且要提高平均工资在增加值中

的比重。提高这个比重，意味着调整劳动者和企业、政府的分配关系。根据目前企业的平均赢利状况和政府

收入的状况，这种调整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 

迟福林：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要形成民富优先的制度保障  

来源：《中国青年报》2010年1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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