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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社会收入分配不介的典情分析

吉小安 龙 克虎

1 9 9 1年 8 月
,

我们就社会收入分配不公问题在武汉市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分层随机抽样

调查 (抽样方案及样本评估附后 )
。

调查结果表明
,

群众对社会收入分配不公普遍存在的不

满情绪有增无减
。

据武汉社会动态调查中心的一项舆论追踪监测
,

武汉市民对社会收入分配

不公的不满情绪
, 1 9 8 8 年底为市民的 6 4

.

6%
, 19 9。 年底增加到 7 4

.

2%
,

上升了近 10 个百分

点
,

而 1 9 9 1年上半年又增加到 76
.

7 %
。

现将我们的此次调查分析与判断报告如下
。

一
、

当前群众对社会收入分配不公不满的主要特征

1
.

部分群众实际生活 水平下降
,

是 当前群众对社会收 入分配不 满情绪增长 的重要诱囚
。

1 9 8 8年下半年以来
,

出现 了全国性的市场疲软
、

经济滑坡
,

武汉市企业亏损面也开始扩大
。

目前
,

市属预算内国营企业亏损面己突破 50 %
,

部分群众的实际收入明显减少
,

生活水平有

所下降
。

对调查结果的分析表明
,

因 “
收入太低

,

不能满足基本的生活需要
” 而对社会收入

分配不满的群众占了被调查者的 2 6
.

3 % (是对不满原因选择中的最大一项 )
,

成为群众对社

会收入分配不满情绪增长的重要诱因
。

另据武汉市总工会对武汉市 30 0户职工家庭生 活收入状况的追 踪调查表明
, 1 9 9 0年

,

占

10 % 的职工低收入户的月人均生活费收入为 56
.

90 元
,

而其最低的月人均生活费支出为 6 8
.

6 6

元
,

每月实际倒挂 1 1
.

76 元
。

1 9 9 0年三季度
,

低收入户月人均从银行提款或借贷 1 3
.

70 元
,

以

维持最基本生活费开支
。

这一情况与我们调查所得结论是基本吻合的
。

我们认为
,

这是当前

群众对社会收入分配不公不满情绪中发现的一个最重要变化
。

2
.

部分人的非法致富是当前群众对社会收入 分配不公不满的焦点
。

此次调查情况表明
,

当前的社会收入分配不公
,

主要表现在一部分人非法致富
,

单位内部的平均主义和行业间收

入分配不平衡三个方面
。

其中
,

群众对一部分人非法致富的不满呼声最为强烈
。

相当一部分

群众认为
,

尽管治理整顿取得了一定成效
,

但一些非法致富的官倒
、

私倒
,

占有了相当一部

分社会财富
。

尤其是一批几十万元户
、

百万元户其消费水准
、

生活方式都与一般居民生活形

成了强烈反差
。

人们不仅怀疑其致富的手段
,

而且对悬殊的收入差距本身也表示出极大的愤

慨
。

有 58
.

3 %的被调查者认为
,

当前社会收入分配不公
“

最不合理
”

的是 “ 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

不是通过合法劳动致富
。 ” 这些人依次是

:

非法牟利的个体户 ( 占被调查 人数的 35
.

4 % )
,

搞

权钱交易的官倒 (占被调查人数的 26 % ) 和一些企业的供销人员 (占被调查人数的 14 % )
。

这些人的不法致富行为为群众深恶痛绝
,

成为当前群众不满的焦点
。

此外
,

还有 2 2
.

9 %的被

调查者认为
,

当前 社会收入分配 不公
“ 最不合理

” 的 是
“ 在单位内部干 多干少一个样

” ,

1 1
.

2 %的人认为是
“

行业间收入分配不平衡
” 。

3 : 当前群众甘社会收入分配羊距的社会心理感觉大于实际存在
, 在调查 中

,

直接表示



对社会收入分配现状不满的人高达 7 6
.

3%
。

人们议论最多的是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
,

都

对 目前的分配状况和 自己的收入水平不满
。

有 24
.

4%的人认为
“
与自己的劳动付出及工作成

绩相比
,

自己的收入太低
” , 1 7

.

5%的人认为
“
与其他行业的人相比

,

自己的收入太低
” ,

1 1
.

2 %的人认为
“ 与同行业的人相比

,

自己的收入也太低
。 ”

然而
,

在我国目前货币收入分

配的基尼系数仅为 0
.

2 4的情况下 (按照 国际标准
,

实际上仍处于相对平均主义阶段 )
,

既使

将非货币收入的存在考虑进去
,

也很难让人得出收入差距过大的结论
。

不同单位之间的收入

差距也程缩小的态势
。

据有关部门提供的一份情况表明
,

不同单位之间在货币收入分配上的

差距
,

远 比人们感觉上的差距为小 (参见下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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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人们的不公平感来自何处

1
.

价值上的不公平感
。

当前群众对社会收入分瓦不公的不满
,

带有明显的价值判断
。

调查结果表明
,

尽管人们对收入差距程度的承受力还很低
,

但大多数群众还是接受了拉开收

入差距的观点
。

有 62
.

7%的被调查者对
“

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
的政策持赞成态度

。

广大农

村也在打破平均主义后
,

生产力的空前提高及城市居民在改革初期表现出的极大劳动热情
,

充分证明了人们对平均主义的厌倦
。

但在谁先富
,

谁后富
,

哪些人应该富
,

哪些人不应该富

以及如何致富的问题上
,

人们产生了强烈的不公平感
。

当前群众经常议论并表示出极大不满

的是
, “

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
” , “

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
” , “ 老实人受穷

,

不

三不四发大财
”
等这一类的问题

。

在社会主义中国
,

工
、

农
、

兵
、

知识分子是社会的主体
,

国家的主人
,

改革应首先使这

些人得到实惠
,

这无疑是社会的共识
。

此次调查中
,

我们列举 了14 个社会职业
,

询问谁的收

入应该高一些
,

结果近 80 %的被调查者的选择都集中在科研人员
、

工人
、

教师这几个职业
。

但人们面对的现实却是
,

改革初期
,

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
,

对大量的待业人员和一些两劳人

员
,

社会难以安置就业
,

只能放宽政策
,

自谋生路
,

从事个体经济
。

结果一部分 进 入 疏 通

领域的人迅速致富
,

成为改革的最早获利者
,

并在收入水平上大大超过了其它社会成员
。

此

外
,

随着多种所有制经济成份并存的出现和从计划经济向有计算商品经济过渡
,

一些人钻了

体制改革的空子
,

大搞权钱交易而暴富的官倒
,

又进一步败坏了社会风气
,

致使人们对社会

正义的心理感觉失衡
,

在价值判断上产生了极其强烈的不公平感
。

2
。

政策上的不公平感
。

改革以来
,

由于打破了
“
大锅饭

” ,

并将个人收入 与企 业 效

益
、

贡献大小挂起钩来
,

在不同地区
,

行业
,

单位的个人之间
,

一定程度地拉开 了 收 入 差

距
,

而这种收入差距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不同的地理环境
、

历史条件
、

经济基础
,

以及市场

供需
、

价格和一些政策因素的影响
,

而并不是公平竞争的结果
。

在 目前社会缺乏公平竞争机

制的条件下
,

人们的收入差距以及住房
,

医疗等福利待遇
,

并不是完全通过竞争和贡献大小

来决定
,

而更重要的是由所在的单位
,

部门以及享受的政策等外在先天条件所决定
。

这必然

弓!起人们对分配政策普遍的不公平感 , 据调查统计分析
,

对行业间的收入差距
,

有 37 , 1% 的



被调查者认为
“ 不能体现价值规律

” , 2 0
.

6% 的被调杳者认为是
“
机价不均等所致

,

另有只。%

的被调查者 认为
“ 不能体现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

” 。

3
.

执行
_

仁的不公平感
。

在现行体制下
,

山于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
,

使权力在分配领域

的渗入和干预成为可能
。

一些掌握国家资源的人
,

甚至大最的企业供销人员
,

都可能利用手中

的权力
,

换取更多的收入和好处
。

此外
,

在住房分配
、

公款吃喝
、

公款旅游等方而存在的不

正之风以及在单位内部的平均主义
,

使人们对政策的执行进程 同样产生一种不公平感
。

调查

表明
,

对于单位内部的收入分配
, 4 9

.

8%的被调查者
“ 最不满意

” 的是 “ 多劳不能多得
” ,

22 %的被调查者
“ 最不满意

” 的是 “ 在分房
、

安排子女就业等福利分配上的不正之风
” ,

另

有 2 0
.

1 %的人认为的是
“ 没有有效的监督机制

” 。

三
、

对缓解社会收入分配不公的思考

社会收入分配不公决不仅仅是一个分配间题
,

而是我们现存体制
、

经济要素及改革过程

中各种不合理因素的综合反映 ; 另一方面
,

我们要正视群众的不满情绪
,

同时还要看到群众

中蕴藏着的巨大热情和潜力
。

我们既不能简单套用西方的公平标准
,

也不可能脱离传统去凭

空建立一种新的公平 观
。

我们所要做的 首先应该是对中国社会的公平观作出 合理
、

正确地

解释
,

明确所要研究的对象
,

才谈得上正确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
。

从总体上看
,

中国社会的

传统的公平观具有这样几个明显特征
:

第一
,

以 “ 义 ”
作为公平判断的道德基础

。

儒家思想中的义
,

是一个基于人伦关系的道

德概念
。

其道德功能在于引导人伦秩序
,

使之归于正轨
。

所 以
,

在中国的文化中
, “ 公平 ” 、

“ 公正 ” 、 “ 公道
” 近乎一个概念

,

凡事要合情合理才叫公平
。

人们在作公平判断时
,

很少

采用普遍性原则
,

或考虑付出与收回是否符合某一比率
、

而更多的是看是否违背了
“ 义 ” ,

即一般性的人伦秩序原则
。

第二
,

以关系判断作为公平判断的前提
。

在与社会交往时
,

人们往往区别不同的社会关

系
,

采用不同的社会交 易原则
。

对陌生人 讲等价交换
,

对熟人 就要讲人情
,

要 面子上过得

去
,

对家人则按需分配
。

死板套用普遍原则
,

就会被视为不近人情
,

就是不公平
。

第三
,

团体内在分配中的平均主义倾 向
。

短缺的资源和众多的人 口是中国几千年来一直

面对的困境
,

在资源充裕的情况下
,

分配上的不公平也许不致引起大的矛盾
。

但在资源极度厦

乏的情况下
,

分配上的不公平就极容易引起争端
、

甚至出现社会动荡
。

而农业生产所需的集体

主义又特别需要家族和团体内的秩序与团结
, “ 不患寡而患不均

”

实质上是团体和家族层面上

的平均主义
。

如此
,

应当明确缓解社会收入分配不公的基本原则
。

首先
,

要明确生产力的原则
。

只有

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措施才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

其次
,

要明确效率为主
、

兼顾公平的原则
。

即

在保证社会全体成员基本生存条件的前提下
,

鼓励合法致富
。

第三
,

要明确以建立公平竟争

机制的目标的原则
。

注重结果的公平只能退回到平均主义的老路上去
。

第四
,

要明确以有计

划商品经济理论模式为指导 的原则
。

必须把社会收入 分配纳入到 改革的整体 目标内加以考

虑
,

必须有利促进政企分属
、

价格改革等各项战略目标的实施
。

(附
:

抽样方案及样本评估)

, 8 9 ,



附
:

“ 社会收入分配不公舆情调查
”
抽样方案及其评估

(一 ) 研究总体及样本量
:

研究总体
:
武汉市城区居民

。

问卷样本 6 00 份
,

个案样本 30 0份
。

(二 ) 调查总体及调查时间
:

调查总体为城区内年满 16 岁以上的有职业公民
。

调查完成时间
: 1 9 9 1年 7 月

。

(三 ) 抽样范围及方法
:

抽样范围为武汉市七个城区
。

1
.

初级抽样
: 十七大行业

,

参照统计局分类标准
。

2
.

次级抽样
:
等距中随机抽样

,

取企
、

事业单位34 个
。

3
.

终级抽样
:

简单随机抽样
,

取职工 600 人
。

(四 ) 评估
:

本次调查发放问卷 60 。份
,

回收有效问卷 520 份
,

有效回收率为 8 6
.

6%
。

我们将有关抽样结果与 19 0 0年 《武汉统计年鉴》 的数雄 (百分比 ) 比较如下
:

1
.

市区 16 岁 以上人口性别分布
:

( 1) 1 9 9。年 《武汉统计年鉴》

男
: 5 2

.

0% 女
:

48
.

0%

( 2 ) 抽样结果
:

男
: 5 2

.

2% 女
: 4 7

.

8%

9 5%置信区间
:
男

:
5 2

.

0 3 7

—
5 2

.

3 59

女
:

4 7
.

6 5 4

—
4 7

。

9 8 1

9 9%置信区间
:
男

:

51
.

9 8 7~

— 52
.

4 09

女
:

4 7
.

6 0 9

—
4 8

.

0 3 1

2
.

市区 1 5岁 以上年龄分布
: % (见下表 )

类 别 《统计年鉴》 数据 抽 样 结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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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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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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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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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

j 旨蟹 ! , 一 曰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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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职业分布
:

( 见下表 )

类 别 《统计年鉴》 数据 抽 样 结 果

寸于l文文卫知识分子子1
。

666 2
.

777

个个体人员员1
。

666 0
。

999

大大学研究生生 3
.

3335
.

000

离离退休人员员 8
。

444 4
.

000

中中学( 中专 )生生 4
.

666 6
.

888

其其他( 军人 )))))5
.

222

无无业
、

待业人员员 9
。

3331
.

222

其其他他他1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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