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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个人收入分配概述

雷 搜

产
自9 14 9 年新中国成立以来至 197 8 年的近三十年时间里

,

中国公 民个人的私有财产只限于

一般的生活消费品
。

城镇的土地
、

房屋等不动产以及地上
、

地下的 自然资源
,

按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宪法 》规定
,

都归国家所有
。

农村的土地一般为集体所有
,

任何组织和 个人买卖
、

出租或以

其它手段转让生产资料所有权都是违法的
。

在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
,

国家代表全

体人民对整个经济活动实行计划性管理
,

由中央财政
“

统收统支
” ,

其收人分配的指导思想是低

消费
,

高积累
;
其特征为大平均

、

小差别
;
其分配 比例为

“
国家拿大头

,

集体拿中头
,

个人拿小

头
。 ”

个人发家致富被当作资产阶级剥削行为来批判
,

极少数靠遗产坐吃地租
、

房租
、

股息
、

利息

的行为
,

最终被取缔于 60 年代后期
。

套
中国公民个人的收入包括以货币形式支付的工资

,

和以实物形式分配的低租金住房
,

以及

公费医疗等福利待遇
。

由于国家采取了高补贴
、

低物价和限量消费的物价政策
,

与高就业
、

低工

资和多福利的劳动政策相配套实施
,

在近三十年的时间里
,

中国社会维持了一个低层次
、

低质

量的平等以及由此而带来的相对的社会稳定
,

在这块土地上既没有穷人
,

也没有富人
。

但这种

平均主义的作法
,

终因其抑制了经济活动本身的内在发展活力而使中国
“

面临着被开除球籍的

危险
” 。

1 9 7 8年揭开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
。

最先拉开这层幕布的是改革实践及农村体制改

革
。

安徽省风阳县率先 自发开始了包产到户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

这种责任制以家庭

专 ( 户 )为基本经营单位
,

承包土地耕种粮食
,

在收益上第一次实行了
。
交足国家的

,

留够集体的
,

剩下全是自己的
” 向个人倾斜的分配方式

。

同年底
,

邓小平第一次明确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

来的主张
。

他认为只有拉开收入上的档次
,

靠先富者的示范
、

带动和经济的传导作用
,

才能使全

体人民共同富裕起来
。

这一主张得到了党内多数同志的拥护
,

并被正式写进了中国共产党第十

二届三中全会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里
。

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均过

程中
,

绝迹多年的
、

拥有个人不动产的私营经济又重新出现
。

十几年的经济体制使改革广大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
,

国民收入分配的比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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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向个人倾斜
。

9 17 8年
,

国家
、

集体
、

个人三者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 ( G D 尸 )的比例分别为 3 1
.

6%
、

1 9
,

l 铸和 49
.

3呱 ; 而在 1 9 90年则依次为1 4
.

6%
、

23
.

8%和 61
.

7呢
。

国家收人下降 17 %
,

而个

人收入上升了 12
.

4%
。

另据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的统计
,

截止到 19 9 2年底
,

国家计划内固定资

产原值为 3 0 6 9 7亿元 ( R M B )
,

同期的全国城乡个人储蓄存款余额为 1 7 5 4 4亿元 ( R M B )
,

而到了

1 9 9 4年 3月底
,

如果把人们手中的股票
、

债券
、

外汇存款和现金加在一起
,

个人拥有的金融资产

已达到 2 7 0 0 0亿元 ( R M B )
,

这也就是说
,

如果允许的话
,

中国的个人资金 已足够买下全部的国

有资产
,

而这在十五年前是不可想象的
。

五

工资不再是人们获取其收入的唯一渠道
,

更多的钱来自财产收入
、

股票收入
、

存款利息
、

各 书
种实物收入和其它形形色色的隐形收入

。

在 1 9 7 8年
,

这些工资外收入 只占到职工平均年收入的

8铸
,

而到 1 9 90 年则上升到 34
.

8%
。

在 1 9 9 2年春邓小平南巡讲话后
,

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兼做第

二甚至第三职业挣钱
,

而不再指盼本单位的调级长工资
。

据估计在人们的收入结构中
,

工资外

收入所占份额已经等于或大于其在本单位拿到的工资收入
。

特别是 1 9 90 年国家正式实行了国

有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制度以后
,

尽管中国城镇土地实际出让的土地存量迄今为止只有不到

1 0呱
,

但在其余90 呢多行政无偿划拨的土地中
,

大量的土地早 已自发地以各种隐蔽方式 (如以

地入股建房 )进入市场买卖
。

据不完全统计
,

仅此一项就 已有几百亿元流失到一些企事业单位
、

机关和个人手
.

里
,

其中每年直接流入到个人腰包的地租收入不少于 20 亿元 ( R M B )
。

收入分配向个人倾斜并不意 味着每个人的钱包都鼓 了
。

事实上
,

地区之间
、

行业之间
,

特别

是不同所有制之间的个人收入差距逐年拉大
。

在农村
,

中国农民个 人收入按基尼系数 (位爪

co 叹fj 王e ie nt )计算
,

1 9 78 年为 0
.

2 1 24
,

而 1 9 9 2年 为 0
.

3 13 5
。

在城市
,

按 照国家统计局城市抽样调

查队的收入五等分法 ( Q iu nt lle
,

即以 户为单位
,

按照生活费收入由低到高顺序排队分成五组
,

每组占总户数的 20 % )计算
,

1 9 9 2年最高收入组的人均收入是最低组人均收入的 2
.

8倍
,

而 1 9 91

年为 2
.

6倍
。

八十年代初期
,

人们追求是 当个
“

万元户
” ,

而到了八十年代中期百万富翁的出现
,

九十年代初亿万富翁的出现都已不是个别现象
。

随着经济改革的进一步深入
,

特别是在短时期

内投入大量资金便可获取巨额利润的房地产交易市场
、

股票交易市场的建立
,

中国社会个人收

入差距还会进一步拉大
。

专

七
介

在迅速致富的群体中
,

尤以新崛起的私营企业主阶层和原在计划经济体制中掌管国有资

产使用和分配权的干部阶层最为引人注意
。

如果说前者是靠着政策的优惠条件
,

逃避税收 (据

统计有 90 % 以上的私营企业主和个体户偷税漏税 )
,

但多少经历过创业的艰辛
,

冒着风险而迅

速积累其财富的话
,

那么
,

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机制转轨的过程中
,

后者中的一部分人

可以毫不费力地亲 自或暗中支持 自己的亲友
,

通过他 们把权力转化为金钱
,

坐地生财
。

人们把

这种现象称为
“

官倒
”
现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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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历史上的一切社会革命或社会改革
,

就其实质来说
,

无非是社会资源
、

社会财富及各种实

际利益在社会各阶级
、

阶层及其各个社会成员之间的重新配髦和重新调整
。

中国的改革概莫能

外
。

既然我们的取向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
,

那么
,

如何在从计划经济转 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

约束政府官员的行为
,

防止公有财产
、

国有资源向个人占有方面转移和权钱交易等腐败现象的

发生
;
如何进一步规范市场规则

,

提供给每个公民平等地参与市场竟争的机会 ;如何在优胜劣

汰的市场竟争中
,

体现社会制度的优越性和人道主义精神
,

总之
,

如何在效率优先的情况下
,

保

证社会的公平分配
,

将是当前和下一阶段中国改革中不容忽视的首要问题
,

如果这个问题解决

乒 得不好或根本引不起重视
,

中国的改革必将面临严重的危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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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中国社会变迁概论

仁
该文作者周谷城

,

发表于《社会学刊 》第二卷第三期 ( 1 9 3 1年 )
。

作者指出要明了现代中国社

会的变迁
, “ ( 1) 从历史上传下来的遗产中寻找现代中国的社会

; ( 2) 从帝国主义侵略的过程中

寻找现代中国的社会
。

从历史上传下的遗产中追求
,

是从纵的方面研究
;
从帝国主义侵略的过

程中追求
,

是从横的方面研究
。

前者注重过去势力之下移
,

后者注重外国势力之内侵
。

现代中国

社会的变迁
,

恰恰在这两方种势力的交叉点上
,

也是这两种势力互相冲撞的反映
。 ”

中国社会经济方面的变迁
,

( l) 都市社会的发展及 ( 2) 农村社会的崩溃
。 “

中国都市社会之

发展
”

可以说是外国势力内侵的结果
。

外国机制品源源不竭的流入
,

都市固然因而繁荣了
,

农村

却也因而加速度的溃烂了
” 。 “
正在这都市发展

,

农村崩愤的过程中
,

社会的阶级变动起来了
:

有

的没落下去
,

有的新兴起来
。

如农村手工业者之渐渐没落
,

资本家及产业工人之渐渐兴起
,

便是

显而易见之例
。

产业工人
,

工业资本家
,

银行资本家
,

买办
、

工头
、

自由职业者
,

差不多完全是帝

国主义侵入以后
,

都市发展的结果
。

至于农村中除游民无业者的数 目特别加多了以外
,

没有添

边什么新分子
” 。 “
总之外国商品来得愈多

,

中国工业发达便愈慢
;
外国商品来得愈多

,

制造游民

无产者的功用便愈大
;
中国工业发达愈慢

,

吸收游民无产者的能力愈小
。

情形如此
,

所以近年以

来
,

都市虽 日见繁荣
,

而农村中剩余人口
,

反无处安插
” 。

由此决定了
“

近来中国文化
,

颇呈一种

崎形
:

都市上文明极了
,

农村中依然野蛮极了
。

都市上的人早在讲自由恋爱
,

农村中人还在听父

母之命
,

媒灼之言… …都市上已经有宣传无政府思想的了
,

农村中尚有等皇帝登极的
” 。

无论从

习惯
、

道德
、

思想方面
“

农村与都市比较
,

至少要落后五百年
” 。 “

这个高度的差异
,

构成了一串的

冲突
:

所谓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
、

西方文明与东方文明
、

法治与礼治的冲突等等
,

都是由这里产

生的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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