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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转型期中存在一些社会不公正、不和

谐，这些不和谐的现象同制度不公正和制度不完善

密切相关，尤其是收入分配制度和体制的不完善，是

我们社会不和谐现象的重要成因。发展的可持续性

必须要社会和谐来支持，党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和

谐社会,而制度建设是和谐社会建设的根本保证，要

通过改革与完善收入分配制度，促进和谐社会建设。

一 分配体制不完善是社会不和谐现象的重
要原因

社会经济活动，实际上就是财富的创造与分配

的互动过程，财富分配不仅关系到社会成员的切身

利益，还影响整体经济效率和社会财富增长。一个

分配相对公平、合理的社会，能够激发社会成员创

造财富的热情，并使社会充满生机与活力；反之，则

会造成社会利益格局失衡，抑制社会财富的增长潜

能，并且影响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改革开放以来，收入分配制度不断改革和完善，

打破了计划经济体制下收入分配“平均主义”、“大锅

饭”的制度，确立了“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

合起来，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有利于优化资源

配置，促进经济发展，保持社会稳定。”正确处理国

家、集体或企业与个人之间的经济关系，打破平均主

义，形成与集体、企业和个人劳动成果相联系的新型

分配关系。分配关系的改革，形成了有效的激励机

制，调动了社会成员创造财富的积极性，推动了经济

的快速增长，扭转了社会供给长期短缺的局面，人民

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使社会变得更加和谐。但

是，分配领域也存在一些不和谐的现象：

1、整体而言，我国社会成员间收入分配差距较

大，在改革中也出现了贫富悬殊，受经济发展水平

的限制，以及政府在收入分配上的宏观调节不够有

力，城乡还有相当部分居民没有享受到社会保障，

城市中还有2247万人依靠最低生活保障生活。

2、就结构而言，区域之间、城乡之间、行业与阶

层之间收入分化十分严重。而且当整个社会资源

由于分配规则的改变，使得那些既得利益者易于通

过各种方式将自己的利益合法化，而弱势群体在改

革的过程中，由于难以直接参与决策，所以在改革

中不断被边缘化，形成了“马太效应”，收入的差距

成为更大差距的原因。同时在一些领域，比如国有

的企事业单位和公务员群体内收入分配又存在一

定程度的平均化现象，过大的差距与平均分配并

存，既损害公平又牺牲了效率。

3、垄断行业的收入大大高于一般行业，不同地

区和部门公务员的收入也相差较多。

上述问题已经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的突出矛盾

和问题，而这些现象主要是由于分配体制缺陷造

成，因为收入分配的规则决定了收入分配的结构。

比如在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分享机制上存

在地方比重过多，税收调节力度与范围均存在不足

之处；政府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社会保障体系不健

全；资本与劳动力回报差异明显等。

二 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促进和谐社会建
设

和谐社会建设，在分配上应该实现公平效率兼

顾，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政府和企业与公民之

间、公民个人之间形成和谐的分配体系。和谐的分

配体系，迫切需要分配制度支持。党提出了构建社

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和主要任务，提出到2020

年，城乡、区域发展差距扩大的趋势逐步扭转，合理

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基本形成，家庭财产普遍增

加，人民过上更加富足的生活；社会就业比较充分，

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立；基本公共

服务体系更加完备，政府管理和服务水平有较大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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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要积极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在经济发展的

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

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

取缔非法收入。努力缓解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

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据此，可以从以下方面

深化分配制度改革，为构建和谐社会创造制度环境。

（一）效率优先，规范初次分配秩序

初次分配，应该体现效率优先的原则，依照按

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的原则，充分调动各

种要素和要素拥有者积极性，做大社会财富蛋糕。

收入分配中，要体现生产要素的稀缺程度和生产要

素市场运用的效率，也就是用市场来决定收入的差

异，体现公平竞争的原则。

我国目前初次分配秩序不规范，主要是指公平

竞争的市场机制还很不完善，特别是基于垄断特权

形成的利益输送机制和“寻租”机制，对分配关系产

生了极大的扭曲作用。比如各类市场主体市场竞

争的起点不公平，行业市场准入“门槛”不一，市场

准入对特定主体标准有差异，尤其表现在垄断行业

可以持续维持行业暴利，以及地方保护形成的不公

平竞争较普遍存在。就业市场也未形成真正的充

分竞争，社会成员就业选择并非机会均等，“关系、

背景”在一定程度上在就业市场准入方面超过了公

认的能力和努力。导致初次分配秩序混乱的体制

性因素首先直接导致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加剧了

社会的不公平，导致社会不和谐,因为规则决定结

果，分配原则决定了分配结构。更重要的是，上述

现象损害公平却未实现效率，导致社会不和谐。因

此，深化收入分配改革，要以规范初次分配秩序为

重点，消除导致分配秩序混乱的体制性因素，形成

规范分配秩序的有效机制。

1、在投资领域规范市场准入，体现公平竞争，

为各市场主体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破除市场歧

视，实现普遍的国民待遇，按照市场经济原则，除法

律限制以外，各种所有制成分的经济主体在行业市

场准入上应该一视同仁，打破行业垄断和地方保

护，对因占有优质国有资源而致暴利则应利用税收

杠杆消除其市场优势，体现公平竞争。合理提高资

源税税率，不仅有利于资源的综合开发利用，减少

资源浪费，也有利于抑制垄断行业的过高收入，把

超额垄断利润部分回归社会，缓解收入分配失衡。

打破国有垄断部门的行政性垄断，将国有垄断行业

置于市场准入、规则平等的公平竞争基础上。通过

企业间公平竞争，实现公正的个人收入。

2、公平就业政策。在就业方面，要打破我国劳

动力市场多层次分割的格局，使居民择业机会均等，

劳动要素价格真正市场化。现在，劳动力价格因为

垄断而扭曲，“换个单位上班，收入就能翻番”的说法

就是真实写照，部分原因就是劳动力流动存在区域

和行业的限制，不能完全自由流动，导致了区域和行

业收入差距的固化。城乡之间，不同城市之间劳动

力转移的显性成本和隐性成本（比如子女的升学、就

业）很高，改革就要打破劳动力市场地域分割、城乡

分割，劳动力充分自由流动是削平区域行业收入差

距的强大动力，既体现公平，又会实现效率。劳动力

能够顺畅的流动，排除非市场因素对分配机制的干

扰，使市场机制充分起到调节收入分配的基础作用。

3、改革公务员分配制度，实行统一的公务员收

入分配制度，缩小公务员地区间和部门间收入差

距。同时，加强对掌握资源配置权力的政府部门的

制度性约束监督，投资和市场准入审批、市场监管、

国有资产转让领域，建立严格的法律规则和程序，

实行公开透明信息披露制度，政务公开，加强监督，

抑制利用权力获取非法收入的行为。改革，最终是

要弱化和规范政府权力的运作，减少行政权力对微

观经济活动的干预及对社会资源的垄断和控制，建

立“小政府”、“有限权力政府”，在政府权力与利益

间建立阻断机制，遏制权钱交易。

4、兼顾资本与劳动利益，提高工资在国民收入

中的份额，通过制度安排，确保劳动力要素收益。

我国实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承

认个人收入分配中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合理性，鼓励

资本、技术等要素参与分配。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

是价值创造过程中不可缺少的要素，资本利益和劳

动利益一样不可忽视，劳动、资本要素应该按照其稀

缺程度和市场效率原则在收入分配中各得其所。

但在实践中，由于劳动力的供给近乎无限，其

它要素相对稀缺，劳动力处于市场弱势地位，劳动

力和资本回报差异过大，同时政府财政收入增长也

快于工资收入增长速度。形成了我国初次分配中

资本所有者所得畸高、各级政府财政收入大幅增

长、而劳动者所得相对持续下降的局面。如职工工

资总额占GDP的比重就由1989年的15%强下降到

2003年的12%多，即在领取工资人数大幅增长的情

形下，工资总额所占GDP的比重反而下降。

因此，国家需要采取有效措施,提高劳动者尤其

是农民、农民工及城市普通工薪者的劳动报酬及福

利待遇，提高劳动者收入在GDP中的比重,促使初次

分配趋向合理化。政府应该站在相对弱势的劳动

者一边，抑制资本过度逐利的行为，保证工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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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至少不低于GDP增长速度。政府要规范用人

单位的劳动合同，使其具有法律约束力。实施职工

最低工资标准，通过立法规定用人单位每天或每小

时支付给劳动者的工资下限。对于国有企业下岗

职工，要给予足够补偿，因为现在的国有资产存量，

主要是以前工人劳动成果的积累，变现一部分国有

资产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下岗工人和困难职工

的利益也是完全合乎情理的。同时适当降低资本

所有者的回报，适度控制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藏

富于民，最终在资本所有者、劳动者与国家之间实

现合理和谐分配。

（二）收入再分配，加大调节力度，实现公平正义

建设和谐社会，实现公平公正的收入分配，还

要加大收入再分配调节力度。

1、收入再分配调节的原则：初次分配调节以生

产手段为主，体现效率优先的原则，做大社会财富；

收入再分配调节则应该更看重公平原则，以共同富

裕为目标，改善分配结构，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

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调节过高收入者的收入。

再分配调节是以政府为主，主要是通过宏观调控机

制实现的，采取的手段包括税收财政、社会福利政

策或社会保障制度。

2、税收调节，调节过高收入者的收入。国家既

要保护合法收入，也应该加强税收对收入的调节力

度，提高调节的效果。用税收杠杆，调节过高收入

者的收入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各国政府的通行做法，

可以一举三得：扩大政府收入来源；调节初次分配

后形成的过大收入差距；减轻企业税负，提高企业

积累能力和创新实力，实现政府、企业、个人和谐分

配格局。具体操作中，在税制结构中，我们应该考

虑加大所得税和财产税在税收总额中的比重，通过

所得税、消费税和财产税的协调征收，对个人收入

达到动态的全过程监控。在个人取得收入时首先

征收一道累进的个人所得税，同时建议与大多数国

家一样，适当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统一基本扣

除标准，逐步将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对象从个人过渡

到家庭；税后收入较高的群体一般会增加消费，特

别是增加对奢侈品的消费，适当设置消费税，尤其

是对于收入弹性大于1的高档商品实行高税率；未

被消费掉的收入余额导致高收入群体的财富存量

的增加，再通过征收相应的财产税，对财产转移征

收馈赠税和遗产税，目前我国应该适时开征物业税

（不动产税）。通过上述环节，对个人收入做到动态

全过程调节后，即使逃过所得税的隐性收入和非法

收入，也能通过消费税和财产税给予调节，实现税

收杠杆对收入公平和有效调节。

3、完善多种分配方式，逐步扩大中等收入者的

比重，是构建“两头小、中间大”的合理收入分配结

构的制度保障。

扩大中等收入，完善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

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公民是社会财

富的创造者，也应该是社会财富的分享者，藏富于

民，“有恒产者有恒心”，中等收入者扩大是社会和

谐稳定的基石。改革就是要使劳动、资本、技术、管

理能够根据统一的市场经济原则，按照贡献大小，

获得相应的收益分配，同时要确立用合法方式获得

的私有财产的法律地位，使私有财产依法获得保

护。让大多数公民通过诚实劳动，合法路径成为中

产阶层，形成“橄榄型”收入和财产分配格局，是社

会和谐的重要成果。

4、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完善提高低收入者收入

水平的制度。

市场竞争和其它社会与个体原因，终将使一部

分社会成员成为低收入阶层，保障和提高他们的收

入，保证他们有尊严的生存水准，这是社会的责任，

更是社会主义的本质使然。建立健全覆盖全面，水

平不断提高的社会保障体系就是重要保证。

社会保障体系建立，政府应该承担更多责任，

伴随经济快速发展，政府财政收入国家财力从2000

年1.3万多亿元增长到2006年3.79万亿元，政府已

经有了更多财力来构建公共财政体制，优先满足事

关民生的教育、社会保障、公共卫生等方面的需

求。为此，要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和基

本医疗保险制度；健全失业保险制度；全面落实城

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立农村养老、医疗保

险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要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

使更多的群众能够享受到社会保障。要要按照基

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原则，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

加强对贫困地区和困难地区的扶持。同时政府要

健全最低工资制度，完善工资正常增长机制，督促

企业严格实行最低工资制度。

（三）提高第三次分配的比重，呼唤社会良心和社会

责任，构建和谐社会

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基础上，由社会进行第三

次分配的主要方式是社会慈善公益事业。在有的

发达国家，社会第三次分配对最终分配的调节比重

已高达近10%，而我国还不足1%，还有很大潜力。

三次分配主要体现社会责任感，收入和财产高的社

会群体在自愿的基础上拿出自己的部分财富，帮助

低收入者改善生活、教育和医疗条件。这实际上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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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收入的转移支付，可以弥补财政转移支付的不

足。应尽快创造便利条件和确立相应税收优惠制

度，鼓励第三次分配，扶持社会慈善公益事业快速

发展。为了鼓励富人捐资建立公益性或慈善性基

金，国际通行办法是免除捐款的所得税，既体现政

府财政支持与导向，也能让个人和企业通过基金树

立起良好的社会责任形象，改变社会上的仇富心

态，有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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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Reform of Income Distribution System
and Construction of a Harmonious Society

ZHOU Jian-sheng
（Economy and Law Institute，Chengdu University，Chengdu，Sichuan 610106）

Abstract: Since Chinese reform and opening，the individual income gap is becoming larger and larger because
of the incomplete system. It is the main restrict of the society development. Building harmonious society requires
further reform on initial distribution by the market，redistribution by the government and the third distribution by the
society. And improving the income and taxation system and adjusting fiscal expenditure are the key measures to
realize a income distribution system balancing fairness and efficiency，full employment and a harmonious society.

Key words: Harmonious Society；Individual Income Distribution System；Initial Distribution；Redistrib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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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urs Image in the Book of Songs

ZHANG Shou-hua
（College of Liberal Arts，Qufu Normal University，Qufu，Shandong 273165）

Abstract: In the Book of Songs，there are nine poems about furs，It is not only a piece of clothing，a symbol of
status，but also a manifestation of culture personality. Taking furs as the clothing is the inheritance of ancient leather
clothing custom. The cause that furs are a symbol of status can be traced back to Totem era. Lamb is a moral
metaphor and lamb furs being decorated with leopard fur is a reflection of the culture personality of combination of
strongness and softness.

Key words: The Book of Songs；Furs；Furs Image；Cultural Personality （责任编辑：周锦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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