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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05月03日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在我国现阶段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需要努力使收入分配调节政策在公平与效率之间达到平衡。为

此，须把握好三个原则。第一，调节收入分配应立足于提高低收入者收入，而不是基尼系数等抽象指标。在

市场经济条件下，能力强的人以更有效的方式提供社会所需要的产品和服务，在自己致富的同时也增加了社

会福利，创造了就业和市场机会。这种财富积累并不妨碍而是有利于低收入者收入的提高。把关注点放在提

高低收入者收入上，有利于我们辩证地看待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暂时收入差距。第二，促进收入分配公平应有

动态和长远的眼光。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贫困人口还较多，劳动生产率水平还较低，因此调节收入

差距应有动态和长远的眼光，兼顾效率和发展。近年来农民工工资的持续较快上涨证明，经济的持续发展正

在消除就业机会的绝对短缺，能够带来低收入者收入水平的提高。进一步看，农民工等低收入者收入的提高

从根本上要靠其提高自身素质和能力。因此，政府的收入调节政策应注重扩大就业机会；对困难群体提供帮

助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提供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特别是通过提供平等的受教育机会来提升其人力资本。第

三，制定收入调节政策应顺应市场规律，注意相关部门的协调互动。“用工荒”的出现使农业用工市场和工

业用工市场紧密联系起来，加大了城市和农村的相互影响。在这种形势下，应更加注重统筹考虑收入分配问

题，优化政策设计，充分考虑经济活动中各部门和不同市场之间的互动关系。 

  遵循这样的原则，可以大致将收入分配调节政策按照可能导致的效率损失程度分为三类：第一类是通过

对市场扭曲的纠正以及通过提供市场机制无法有效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来改善初次分配，提高低收入者的收

入；第二类是通过税收等再分配手段，在不影响或较小影响初次分配的情况下，将高收入者的一部分收入转

移给低收入者；第三类是通过对市场的干预改变初次分配，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 

  第一类纠正市场扭曲的政策包括：改变劳动力市场的二元结构，使农民工和城市居民具有同等就业机

会；增强劳动力市场的规范性和透明度，打击拖欠农民工工资等欺诈行为；消除垄断，对自然垄断进行有效

监管；提高教育资源分配的公平性，促进劳动力资源的有效开发。实行这类政策，可以在提高低收入者收入

的同时提高经济效率。政府对市场的缺失和不完善进行弥补的政策包括：建设农村公路等基础设施，建立农

村社会保障体系，为农产品销售和农民工就业提供服务等。 

  第二类政策是在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和地区广泛采用的方法，主要是加大累进制税收调节力度，对高收入

者实行较高的边际税率，对低收入者提供更多的转移支付，以调节贫富差距。这种收入调节政策虽然对市场

的正常运行也会产生影响，但其负面影响相对于第三类政策要小。 

  第三类政策包括直接规定薪酬标准、对某些商品实行政府定价以及其他价格管制政策等。这类政策可以

保证低收入者的生活水平，但由于直接干预市场运行，通常效益损失比较大。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在运用第一类政策缩小收入差距上仍有很大空间。这类政策能够

促进经济社会运行机制的完善，与长期发展目标一致，因此应当是政策设计的重点。第二类政策的实行是有

成本的。一般估算，1元税收造成的纳税人直接和间接福利损失在1.5至2元之间。税收收入在转移支付中的



管理费用也不可忽视。国外慈善机构使用善款的管理成本，只有在少数情况下才能达到低于善款25%的最好

水平。第三类政策所造成的效益损失最大，应当尽量限制使用。一般只应是临时性政策措施，以应对突发的

经济波动或解决需要及时解决的重要经济问题，并为实行更有效的第一类政策赢得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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