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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后记　　光阴荏苒，逝者如斯。
四年的博士学习生活在我的人生中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在这期间，我国的社会与经济发生了许多变化，仅与本研究课题相关的重大事件就层出不穷：国有经
济结构的调整、中等收入阶层的扩大、宏观经济的有效调控、全面小康社会的确立、和谐社会的构建
、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农民工问题的进一步重视、农业税的取消、农村九年义务教育免费的推行
、公平公正问题提上议事日程等。
由于这些问题与本研究课题高度的关联性，所以，我一再告诫自己：务必严谨务实，务必联系实际。
　　2007年9月，我再一次踏上艰辛、清苦而又快乐充实的求学之路，来到北京大学访问求学。
或许是岳麓山下导师们期许的目光给我激励，或许是燕园未名湖的隽秀给我灵气，或许是博雅塔的挺
拔给我自信，或许是北大图书馆的浩瀚给了我遨游的空间，或许是逸夫楼里北大导师们的博学给我力
量，我终于拿起笔，慎重写下我的些许心得。
经过几个月时间的写作与修改，当最后一个标点落下时，我知道，一个凝结导师们大量心血和承载着
亲人与朋友们无限期望的“新生儿”终于呱呱坠地。
我庆幸自己遇到了许多德学双馨的导师、平易近人的领导、肝胆相照的朋友，他们在工作、学习和生
活上给了我太多的关爱和帮助，使我得以在这个温暖的大家庭成长和进步。
此时此刻，我心中涌动的是无限感激之情⋯⋯　　论文的完成，倾注了导师何一成教授的大量心血。
从选题到开题、从资料的收集、提纲的确定到最后的成文都是在导师的精心指导下完成的。
没有恩师的严格要求和悉心指导，我是很难如期完成本文的。
每念及此，我都会发自内心地道一声：“谢谢您，何老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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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主要内容包括：导言，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制度的建立，按劳分配制度建立的理论依据，按劳分配制度
建立的客观条件，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制度建立的过程，计划经济时期的个人收入分配制度，按劳分配
制度的初步实施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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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高志仁，1963年6月生，湖南华容人。
现为湖南师范大学商学院副教授，博士。
兼任湖南省资本论研究会秘书长。
在《光明日报》、《经济科学》、《消费经济》等权威报刊上发表论文多篇，完成著作一部，曾主持
或参与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和省社会科学基金课题等项目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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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建立统一的标准工资和职务工资制度。
在分配实践中，前苏联的工资制度搞得越来越庞杂，工资标准显得越来越混乱。
1956年，前苏联工业生产部门的工资等级多达1900种，各个行业，各个企业内部差距缺乏可参照的统
一标准，为改变这种混乱状况，前苏联于1955年成立了部长会议国家劳动工资委员会，着手拟定职工
劳动报酬标准条件草案。
在1955-1960年之间进行了一次全国性的工资调整工作。
经过调整，全国由八级工资等级制过渡到六级工资等级制，在国民经济中建立了统一的标准工资和职
务工资制度。
　　另外，这次工资调整提高了职工最低工资标准，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全国最低工资和最高工资之
间的差距。
因为在这之前，前苏联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同普通工人的收入差距已经很大，比如，1953年，苏
联部长级工资同勤杂工的工资差距高达50倍。
　　1.1.2.4经济体制与按劳分配方式的改革　　20世纪60年代以后，苏联高度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
制变得越来越僵化，逐渐显露出一些弊端。
在计划体制中，企业缺乏利益动机，因而缺少发展生产和提高效率的动力。
在分配领域，由于没有找到实现按劳分配的有效途径，难以将工人的劳动贡献和劳动报酬有效地联系
起来，结果工人的劳动积极性普遍下降。
这时，前苏联开始了对经济体制和分配方式的改革与调整。
　　“利别尔曼建议”与“新经济体制”。
1962年9月，乌克兰哈尔科夫工程经济学院教授利别尔曼发表了《计划、利润、奖金》一文，文章针对
经济体制中暴露出来的一些弊端，提出要用经济手段代替行政手段来刺激企业生产，建议根据盈利率
来评价企业的工作，盈利率越高，奖金就越多。
这就是著名的“利别尔曼建议”。
同年10月，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国民经济局决定，参照“利别尔曼建议”，在乌克兰和列宁格勒进行
试验并逐步推广。
1965年9月，苏联根据“利别尔曼建议”，决定改进工业管理，完善计划工作和加强工业生产的经济刺
激，着手进行经济改革，建立“新经济体制”。
这次改革的核心和基础是“加强经济刺激”，即增加企业的利润留成，在企业利润留成中建立“经济
刺激基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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