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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研究和讨论一个问题特别是现实问题有无意义，必须考虑三个基本条件，即真实性、重要性、问
题解决的程度等。
如果不是真问题，就没有研究的必要；如果不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也无研究的必要
；如果已经有了成熟的政策措施，这个问题已经处于有效的解决过程中，也无研究的必要，因为已经
有了好的方案。
这三个条件要同时具备，才有研究的价值。
如果问题具有真实性，但不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虽然有价值，却没有很高的研究价
值；即使问题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如已经有了很好的解决途径，该问题很快就会得
以解决，显然也无再研究的价值，否则就是重复研究。
而收入差距问题则是当前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一个真实的、重大的、虽然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没
有完全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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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相关概念及原理　　本章主要讨论与收入差距相关的概念、假定及原理，目的在于为后文
的分析提供基本的分析工具。
　　一、收入的含义及构成　　有关收入的定义很多，本人赞同萨缪尔森给收入下的定义，即收入是
指在一定时期内（通常指一年）内赚得的或取得的货币总量。
从这一定义我们可以看出，收入包含以下几层含义：一是时间上的界定，这就是一定时期，一般指一
年，而不是一个无限长的时间段或无限短的时间段。
二是获得收入的途径，主要是两个，一个是赚得的，即通过付出劳动或其他生产要素而得到的回报；
一个是取得的，包括政府转移支付或其他社会成员捐赠等。
三是获得收入的形式是货币总量。
以实物形式存在的也要折合成货币形式，如农民收获供自己食用的粮食、蔬菜等。
四是收入是一个流量概念，而不是存量概念。
收入不同于财富，也不同与财产。
经济学意义上的财富是指一种货币存量，财产既包括实物存量也包括货币存量。
　　从不同的划分主体来看，收入分为国民收入和个人收入。
国民收入是指一国居民在一定时期内从物品和劳务生产中赚到的总收入。
居民个人收入指居民个人在一定时期内赚得的和取得的货币总和。
本章讨论的是居民个人收入。
我国国家统计局统计的城乡居民家庭收入有不同的统计口径。
城镇居民是按照家庭可支配收入进行统计的，农村居民是按照家庭纯收入进行统计的。
　　城镇家庭可支配收入是指家庭成员得到可用于最终消费支出和其他非义务性支出以及储蓄的总和
，即居民家庭可用来自由支配的收入。
它是家庭总收入扣除交纳的所得税、个人交纳的社会保障支出以及记账补贴后的收入。
计算公式为：　　可支配收入=家庭总收入－交纳的所得税－个人交纳的社会保障支出－记账补贴　
　农村居民家庭纯收入是指农村住户当年从各个来源得到的总收入相应地扣除所发生的费用后的收入
总和。
计算公式为：　　纯收入=总收入－税费支出－家庭经营费用支出－生产性固定资产折旧－赠送农村
外部亲友支出－记账补贴　　纯收入主要用于再生产投入和当年生活消费支出，也可用于储蓄和各种
非义务性支出。
　　从收入的构成来看，按照收入的性质，城镇居民家庭的收入构成主要包括工薪收入、经营净收入
、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农村居民家庭收入的构成主要包括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收入、财产性
收入和转移性收入。
　　工薪或工资性收入主要指城乡居民从所在单位或受雇其他个人获得的工资、津贴、奖金以及各种
货币补贴等，主要是靠提供劳动或劳务所获得的收入。
　　经营净收入是指城乡居民家庭以家庭为基本生产经营单位进行生产筹划和管理而获得的扣除各种
应纳税款和必要的支出费用之后的收入。
　　财产性收入是指金融资产或有形非生产性资产的所有者向其他机构单位提供资金或将有形非生产
性资产供其支配，作为回报而从中获得的收入。
主要包括利息、股息、红利、债息、租金等。
　　转移性收入是指城乡居民无须提供任何对应物而获得的货物、服务、资金或资产所有权等。
不包括无偿提供的用于固定资本形成的资金。
主要指城乡居民在二次分配中获得的所有收入。
　　二、功能收入分配与规模收入分配　　功能收入分配也称要素收入分配，指的是各种生产要素与
其所得收入之间的关系，是从收人来源角度研究收入分配的，指的是资本、劳动、土地、技术等生产
要素在整个收入中所占的份额。
规模收入分配也称个人收入分配或家庭收入分配，指的是某个个人或家庭在总收入中的比重或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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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从收入所得者的规模与其所得收入规模的关系角度研究收入分配的。
考察一个国家或地区收入分配关系，既需要考察规模收入分配，也需要考察功能收入分配。
　　三、收入分配原理　　（一）人们具有不断提高收入的主观愿望和客观需求　　从主观愿望来说
，人们为了生活和不断地改善生活，就需要不断地获得并提高收入。
因为收入是改善生活的重要条件，人们具有追求实际收入不断提高的主观愿望。
从人类历史来看，之所以生产力不断发展，就是因为人们为了更好地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创造出更
好的生活环境，获得更多的收入。
从客观需求来说，伴随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生活呈现出多样性的特点，生活用品也呈现出向广度和深
度发展的趋势，要满足日益纷繁的各类生活品需求，就需要不断地提高收入。
人们改善生活的欲望是无限的，生产力的发展是无限的，只要条件具备，不断提高收入水平是一个永
无止境的过程。
　　（二）人们要获得持久性收入，就需要不断地付出劳动及其衍生的生产要素　　人们要不断地获
得持久性收入即一个人的正常收入，在商品经济条件下，不能长期地无偿地从别人那里获得商品和劳
务，必须付出相应的劳动或其他非劳动生产要素，这些非劳动生产要素实质是劳动要素的延伸。
在原始社会，依靠自然分工，每个健康的成年人都贡献自己的劳动，并获得均等的生活资料，这些生
活资料如果表现为货币形式就是收入。
每个人都必须劳动，在氏族中承担一定的劳动份额，每个人也都是氏族集体中的一个链条，否则就会
影响整个氏族的生产活动。
进入奴隶社会以后直到今天，商品经济代替了产品经济，每个家庭成为一个生产、生活和消费单元，
每个人要生活下去，就必须通过交换自己的产品获得所需要的产品或服务，而只有通过劳动才能生产
或者获得自己所需要的商品或服务。
所以，劳动及其衍生的生产要素是获得收入的必要条件。
　　（三）每个人天生条件有巨大差异，后天获得收入的能力也有巨大差异　　同时出生的每个人面
临的条件都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出生在富裕家庭，有的人出生在贫困家庭；有的人出生在繁华都市，
有的人出生在偏僻农村；有的人出生在战乱环境，有的人出生在和平环境；有的人生下来就异常聪明
，有的人一生下来就存在智力障碍；有的人生下来就具有健康体魄，有的人生下来就是残疾；有的人
一出生就可继承巨额财产，有的人一出生继承的就是巨额债务。
这就决定了成年之后获得收入的能力也就是人力资本积累具有巨大差异，由此获得的收入也就有巨大
差异。
　　（四）人们具有追求公平收入的主观愿望　　公平就是等量贡献获得等量报酬。
追求更多收入是人们的天性，有贡献就有收入，有多大贡献获得多少收入。
而贡献与收入不是天生对称的，实际情况往往是贡献与收入不对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即使是公平
竞争也会产生不公平的结果，即等量贡献没有获得等量报酬。
之所以如此，除了因为竞争机会和规则等不公平之外，还有市场供求关系以及风险因素的影响。
但无论什么原因，人们都具有追求公平收入的主观愿望，希望等量贡献获得等量报酬。
但是，如上述第一个原理所述，由于每个人具有追求更多收入的愿望，当面临不公平的收入时就会产
生两种　　情况，一种情况是当对自己不利时即贡献大而获得的报酬少时，就会努力改变不利的环境
或条件；另一种情况是当对自己有利时即少量贡献获得更多报酬时则会维护这种所谓的对自己有利而
对别人不利的条件。
　　（五）社会分配面临公平与效率的两难选择　　公平与效率是任何一个社会都必须面对的难题。
所谓效率，按照曼昆的定义，就是社会从其稀缺资源中得到最多东西的特性。
公平则是经济成果在社会成员中合理分配的特性。
虽然长期以来理论界对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一直存在异议，但市场机制在提高效率方面有着自身的
内在机制，竞争的结果甚至是公平竞争的结果也可能导致不公平的分配；政府在保证公平方面即让经
济成果在社会成员合理分配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但是过度干预市场，追求结果的均等就会导致效率
的损失。
可见，公平与效率虽然是由不同的主体来调节的，但是，实质也就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进一步说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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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政府与市场边界的界定，或者政府对市场干预边界的界定。
政府的作用在于为各种生产要素主体提供均等的机会和均等的竞争规则，在维护公平竞争的前提下，
不断增强再分配的功能，确保市场竞争中弱者的利益，促进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刺激经济增长。
　　（六）收入分配结果的绝对均等和绝对不均等都会阻碍生产力发展，适当的收入差距会促进生产
力发展　　收入分配的绝对均等和绝对不均等都直接作用于经济增长。
收入分配的绝对均等，就意味着不考虑或很少考虑生产要素的贡献，一味追求结果的绝对均等。
既然收入与贡献没有关系或相关性很小，其结果必然是生产要素没有贡献的积极性，经济增长难以获
得更多的具有活力的生产要素，阻碍了经济增长。
收入分配的绝对不均等，实质也是不考虑或很少考虑生产要素的贡献而分配，贡献多的获得的收入不
一定多，贡献少的获得的报酬不一定少，贡献与收入也不成正相关关系，其结果是压抑了各种生产要
素的积极性，进而阻碍了经济增长。
而适当的收入差距的存在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因为适当的收入差距既考虑了等量贡献获得等量报酬
，刺激生产要素的积极性，又保护了弱者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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