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国各阶层经济收入差距变化浅析

朱 庆 芳

从全国来看
,

在三中全会以后的七年里
,

随着国民经济的稳步增长
,

城乡人民的收入和

消费水平都有较快的增长
。

1 9 8 5年与 1 9 7 8年相比
,

社会总产值和国民收入平均每年增长 1。
。

1 %

和 8
.

9 %
,

居 民消费水平增长了 8 % 以上
,

大大超过了 1 9 7 8年以前二十多年平均每年 2
。

2 %的

增长速度
。

但是不同地区之间
、

不同行业之间
、

不同阶层之间
、

不同所有制之间的经济收入

的差距的变化部不尽相同
。

现将收入差距的几个重要方面初步分析如下
:

一
、

工农之间收入差距有所缩小
,

但差距仍然较大

七年来
,

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了近 2 倍
,

职工的收入增长了 1
.

4倍
,

`

农民人均收入 增 长

速度显然快于职工收入的增长速度
,

其结果使工农间的收入差距由 1 9 7 8年的 2
.

4 , 1 缩 小 到

1 9 8 5年的 1
.

9 , 1 (见下表 )
:

` 9 7 8年

{
` 9 8 5年 1 9 8 5年比 1 9 7 8年增长 ( % )

职工平均年收入 (元 )

农民平均纯收入 (元 )

差距 ( 以农民为 1 )

3 1 6

1 3 4

2
。

4

7 5 2 ( 5 5 9 )

3 9 7 ( 3 5 4 )

1
。

9 ( 1
.

6 )

1 3 8 ( 7 7 )

1 9 6 ( 16 4 )

资料来源
:
根据 19 8 5年中国统计年签和 1 9 86 年统计公报整理

。

括号内为扣除价格上涨因素后的数字
。

本表数据为抽样

调查结果
,

职工和农民均包括家庭人 口在内的人均收入
。

以上数字还不能确切反映工农生活差距
,

因为城乡居民收入内存在许多不可 比因素
。

职

工除工资奖金收入外
,

还享受国家和企业的各种补贴
,

如劳保福利
、

医疗
、

交通费
、

房租补

贴
、

取暖费
、

探亲路费和享受各种集体福利待遇
,

这些均未统计在收入里面
。

据估算
, 1 9 8 5年

平均每一职工约 50 。元 ( 尚不包括各种实物奖
、

购销倒挂的物价补贴等 )
,

按职工家庭人 口

计算
,

平均每人为 29 2元
,

加上每人生活费收入 7 52 元共 1 , 0 44 元
。

而农 民的集体福利事业均需

自己负担
,

如民办教育
、

医疗
、

民兵
、

五保户
、

军烈属
、

计划生育
、

干部补贴和其他名 1[ 繁

多的各种负担摊到农民头上
,

少则每人 15 一 20 元
,

多则 40 一 50 元
,

平均约 25 元
。

此外农民纯

收入中约有 5 % (每人约 20 元 ) 是必须用来投入再生产的
。

这两项支出从农民纯收入 3 97 元

中扣除后余下数额为 35 2元
。

按此数计算
, 1 9 8 5年工农收入的实际差距应为 3

.

0 : 1 ,

比上表中

未扣除不可比因素的差距 1
.

9多了 1倍
。

由此可见
,

就全国平均数看
,

当前我国工农差 距 还

比较大
,

除了收入差距外
,

工农在受教育程度
、

文化生活
、

医疗
、

社会保障
、

物质消费结构
、

生活方式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
。

据
“ 六五 ” 期间工农收入的增长速度测算 (农民收入增长



快于职工的 39 % )
,

大约到 2 0 0 0年农民收入即可接近职工 的收入
。

二
、

职工内部收入差距变化不大

全民所有制单位的职工平均工资是在国家统一计划下调整的
,

基本上是同步增长的
,

在职

工之间
、

部门之间和地 区之间只是 由于奖金和计件超额工资的增长幅度略有不同而使收入差

距略有变化
,

但变化不是很大
。

据职工家庭收支抽样调查
,

低收入户由 19 8 1年的 7
.

5 %降为 1 9 8 4

年的 1
.

7 % ;
高收入由6

.

5 %上升为 26 写
。

1 9 8 4年低收入户得到总收入的8
.

8 %
,

少得了 28 % ;高

收入户得到总收入的 34 %
,

多得了 31 %
。

这一比例大致与 1 9 8 1年相 同
。

如果按全年人均高收入

与低收入户 比较
, 1 9 8 4年高收入户年平均为 9 60 元

,

比低收入户 2 85 元高2
.

4倍
,

比 1 9 8 1年高收入

户是低收入户的 2
.

1倍差距略有扩大
。

按部门分
,

全民所有制平均工资以建筑业为最高
,

以农

林水利气象部门为最低
,

工资差距比 1 9 7 8年略有扩大
,

如下表
:

1 9 7 8年 1 9 8 5年 增长 ( % )

nUg曰OJ00Qlt八b全民所有制职工平均工资 (元 )

最高的建筑业部门

最低的农
、

林
、

水
、

气部门

收入差距 ( 以最低部门为 1 )

6 4 4

7 4 8

4 9 2

1
。

5 2
:

1

1 , 15 8

1 , 4 3 8

8 3 0

1
。

7 3
: 1

资料来源 ; 根据1 9 8 5年中国统计年鉴和 19 86 年 2 月中国统计月报中的数据整理
。

值得注意的是国营农林水利气象职工工资不仅低于国民经济部门
,

而且其增长速度慢 于

乡镇企业职工收入和农民纯收入
,

其收入水平也低于有的乡镇企业职工和专业户收入水平
,

这对于发展和稳定国营农林水气部门的职工 队伍很不利
。

按地区比较
, 1 9 8 4年全民所有制平均工资以河南省最低

,

为 92 1元
,

最高为西藏 1 , 7 30 元
,

西藏比河南高 88 %
。

如以生活条件较好的华东七省平均
,

为 1 , 0 18 元
,

生活条件较艰苦的西

北平均为 1 ,

14 8元 (包括地区津贴在内 )
,

西北仅比华东高 13 %
,

边远地区新疆
、

宁夏 的 平

均工资只有 1 ,

12 9元和 1 , I n 元
,

均比上海的 1
.

16 0元还要低
。

按城市比较
, 1 9 8 4年全国 三 百

个市的全民所有制职工平均工资
,

最高为深圳市 2 ,

36 3元
,

最低为井岗山市 70 3元
,

相 差 3
.

4

倍 ; 20 0万人 口以上八个大城市平均为 1 , 1 44 元
,

比新疆
、

甘肃
、

宁夏
、

贵州的中小城市工资

约高 5 %
。

如果把地区间的价格差别考虑在内
,

则实际工资的差别大
、

突出
。

沿海地 区工资

水平高于边远地区职工收入的现象不利于鼓励发达地区的人才向较艰苦的边远地区流动
,

也

不利于稳定边疆地区的职工队伍
。

据边远地区反映
,

人才外流现象比较普遍
,

新疆 1 9 7 9一 1 9 8 1

年外流干部多达 1
.

2万人 , 甘肃 1 9 7 9一 19 8 3年外流人才竟达 8 ,

98 8人之多 , 宁夏 1 9 7 7一 1 9 8 4年

外流科技人才 3 ,

38 0人
。

此外对于大专院校毕业生的分配也将带来一定困难
。

三
、

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之间收入倒置的现象仍然存在

马克思指出
:
复杂劳动等于倍加的简单劳动所创造的价值

, “

复杂劳动力比普通劳动力



需要较 多的教育费用
,

它的生产要花费较多的劳动时间
” 。

① 脑力劳动者的收入应高于体力劳

动者的收入
,

这一规律早 已为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所采纳
,

大多经济社会发展协调

并取得较大成就的国家无不与科学地运用这一规律有关
。

五十年代
,

我国的知识分子工资较

高
,

教授的最高工资相当于工人最低工资的 6 一 10 倍
。

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
,

出现了轻视

知识和歧视知识分子的普遍现象
,

在劳动分配上表现为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之间收入差

别逐渐消失甚至倒置的问题
。

例如
,

以脑力劳动为主的科学文教卫生和机关等部门职工的平

均工资与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工业
、

建筑业相 比
, ②尽管近年来脑力劳动者的工资增长速度略

快于体力劳动者
,

但脑力劳动者的工资绝对额仍低于体力劳动者 10 %
。

见下表
:

1 9 7 8年 1 9 8 5年 增长%

科研文教卫生
、

机关团体 中脑力
劳动者平均工资 (元 )

工业
、

建筑业中体力劳动者平均
工资 (元 )

收入差距 (脑力劳动者较体力劳
动者低 )

6 0 7 1 , 1 1 5

6 9 4 1 , 2 3 7

一 14 % 一 1 0 %

资料来源
:
根据 19 8 5年中国统计年鉴和 1 9 86 年 2 月中国统计月报数据整理

。

表中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所在单位均

系全民所有制单位
。

另据北京市 1 9 8 4年对 1 , 2 00 名职工的抽样调查
,

从事脑力劳动的技术员
、

科技干部 的 收

入比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
、

售货员的收入约低 3 一 10 % , 按家庭人 口平均计算生活费
,

工程

师家庭比商业服务业人员家庭低 14 %
。

从总体上看
,

脑力劳动者的居住条件也略低于体力劳

动者的居住条件
。

知识分子收入与个体户相比
,

则倒置现象更为突出
。

1 9 8 5年国家机关
、

事业单位职工较大幅度地提高了工资
,

平均工资达到 1 , 1 15 元
,

虽然

比调整前增长了 15 %
,

但仍比工业
、

建筑业职工平均工资低 10 % ; 1 9 8 6年 7 月起
,

机关事业

单位职工平均工资将达到 1 , 4 00 多元
,

但是由于工业
、

建筑业奖金比例大于机关事业 单 位
,

脑
、

体劳动者收入倒置现象仍然存在
,

并且不可能很快得到扭转
。

脑
、

体收入倒置现象是不符合按劳分配原则
,

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的
。

当前我国知识分子

的数量不足
,

全国脑力劳动者只有三千多万
,

其中各类专门人才只有 1 , 5 00 万人左右
,

有各类

职称的只有 60 。万
。

他们是
“
四化

”

建设的宝贵财富
,

特别是处在新技术革命时代
,

劳动者将不再

主要依靠体力
,

而是主要以智力创造财富
,

知识 己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
, “
人才是最重要的

资本
”

已成为国际经济活动中新的价值观念
。

发达国家都不惜重金加速培养人才和用优厚待遇

聘请和吸引国外知识分子
。

各国的知识分子待遇一般都高于体力劳动者
,

脑体劳动者之间保持

了必要的收入差距
。

我国脑体收入倒置已产生 了许多不 良后果
,

如导致
“
读书无用论

”
的重

新抬头
,

有的地区 已出现 了
“

教师弃教
、

学生弃学
”
的现象

,

影响知识分子积极性的发挥 , 影

响人才的迅速成长和发展 多 还会造成人才外流
。

因此继续落实知识分子政策
,

较快地提高知

识分子待遇
,

扭转脑
、

体收入的倒置现象应把它看作是振兴国家的宏观战略决策而加以重视
。

①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二十三卷
,

第 2 23 页
。

科教
、

机关职工中80 % 以上是脑力劳动者
,

工业
、

建筑业职工中80 纬以上是体力劳动者
。
这里所引资料系两类部

门全部职工平均工资额
。



四
、

各种所有制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

近几年来出现了集体经济的收入增长快于全民
,

个体经济收入增长快于集体的现象
。

如

下表
:

1 9 7 8年 1 9 8 4年 1 9 8 5年
1 9 8 4比 1 9 7 8年 }1 9 8 5比 1 9 7 8年
增长%

6 0
。

6

6 0
。

6

1 2 0
。

9

增长%

nnUUOOn八ú全 民所有制单位职工平均工资

城镇集体所有制单位职工平均工资

乡镇企业人员平均工资

城镇集体与全民人均工资比

乡镇企业与全民人平均工资比

6 4 4元

5 0 5元

3 0 6元

1 : 1
。

2 8

1 : 2
。

1 0

1 , 0 3 4元

8 1 1元

6 7 6元

1
: 1

。

2 8

1 : 1
。

5 3

1 , 1 5 8元

9 0 8元

l : 1
。

2 8

资料来源 : 根据 1 9 85 年中国统计年鉴和 19 86 年 2月中国统计月报数据整理
。

从上表全国平均数来看
,

全民和城镇集体的工资收入是同步增长的
,

只是乡镇企业的收

入增长速度快于全民和城镇集体
,

从平均工资绝对额看全民单位仍高于集体
。

个体经济没有

全面统计资料
,

据典型调查
,

城乡个体户的年收入一般都较高
。

个体摊贩和修理业年收入至

少在 1 , 5 00 元以上
,

多的可达四五千
、

上万元
。

上海市柳林路小商品市场 37 0户中
,

万元户就

有 70 户
。

北京市修自行车
、

修鞋的个体户年纯收入都达二
、

三千元
,

卖成衣的摊 贩 收 入 更

多
。

农村的专业户收入也都比较高
,

据农村发展研究室对 1 , 2 93 户专业户调查
,

平均每 人 纯

收入达 1 ,

40 6元
,

比一般农户高 3 倍
,

不仅高于乡镇企业职工
,

也高于全民所有制职工
,

收入高

的专业户甚至可达几万
、

儿十万元
。

不少地区呈现 了个体收入高于集体和全民的现象
。

如河

北琢县制毯业平均月工资个体为 1 20 一 1 30 元
,

集体为 80 一 90 元
,

国营职工只有 60 一70 元
。

据

我们对广东省佛山地区调查
, 1 9 8 4年全民单位平均工资为 1 ,

65 7元
,

而南海县乡办企业每一劳

力纯收入为 2 , 6 05 元
,

个体专业户平均收入为 1 , 8 86 元
。

个体经济的经营大户收入更高
,

少数个

体经营者收入高达几十万
、

上百万
。

个体户收入在数千元至万元的
,

一般比职工的收入高 5

一 10 倍
,

收入在几十万和上百万元的大户
,

其收入则高于一般职工几十倍甚至几百倍
。

显然
,

这种收入差距过大
,

是不合理的
,

但这种收入大户为数极少
。

另一方面也应看到个体户承受

的风险较大
,

没有
“
铁饭碗

” 不能享受劳保福利待遇
,

劳动条件差
,

一旦遇到天灾人祸
,

就

将发生困难
,

也有不少个体企业因经营不善发生亏损
、

倒闭或收入减少的现象
。

个体经济的发展
,

在当前商品经济仍不发达的情况下
,

它能把分散的劳力
、

资金
、

技术
、

生产资料等生产要素结合起来
,

使人
、

财
、

物得到充分利用
,

这对发展生产力
、

满足人民生

活的需要
,

起到了拾遗补缺的作用
,

补充了全 民
、

集体经济的不足 ; 为城乡剩余劳力提供了

广阔的就业 门路 , 有利于产业结构的调整
。

它的发展使国家增加了财政收入
,

给集体增加了

积累
,

个人增加了收入
,

而且对全民和集体起到了竞争和促进作用
。

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

使

大家看到了率先致富的榜样和前景
,

激发 了低收入群众致富愿望
。

这些对国民经济的发展是

有利的
。

另一方面
,

个体经济的发展也存在一些弊端
,

如有些个体户钻 国家税收制度不健全

和价格不合理的空子
,

偷税
、

漏税
,

从而获得了高额收入 ; 不少个体经营者为获得廉价原料

和销售优先权
,

不惜重金对国家干部和企业供销人员进行贿赂
,

腐蚀了干部
,

助长了不正之



风
。

此外
,

不少个体大户收入过高
,

对社会各阶层都会造成心理上的不平衡
。

据各地反映
,

由于个体户收入过高
,

吸引了集体企业工人
,

使一部分技术工人离开集体企业去从事个体经

营
。

个体户还 与集体争原料
、

轰市场
,

从而挤垮
一

r 集体企业
。

有的用承包办法把农村集体企

业的固定资产攫为 己有
。

个体户和集体企业的高收入也影响了国营企业职工的积极性
,

工 人

说
: “

辛辛苦苦三十年
,

不如家庭工厂一百天 (指收入 )
” 。

有的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停薪留职搞

第二职业 ;有的技术人员以高薪受聘于乡镇企业 ;有的职工提前退休转而从事个体经营
。

从上述分析看
,

全民和集体所有制单位间的收入差距基本是合理的
,

只是个体经济收入

较高
,

与全民
、

集体职工收入差距过大
。

但从个体经济发展的利弊着
,

目前还是利大于弊
。

我国 目前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主导地位
,

对于占国民经济比重还不大的个体经济完全可以

通过经济杠杆来加以调节
。

如从今年起国务院已颁布 《个体工商户所得税暂行条例》 ,

对个

体经济的高收入将实行十级超额累进所得税加以控制
,

通过对个体经济建账
、

加强管理 ; 对

于通过资源占有上的优势而取得高收入者
,

今后应通过征收资源资产估用税加以调节 , 对于

经营者利用市场缺陷
、

差价不合理而形成的高收入
、

要通过完善市场机制和合理的价格政策

堵塞漏洞 , 对那些违法乱纪牟取暴利的则应健全法制依法制裁
。

通过这些对个体经济加以引

导和限制
,

存其利
,

弃其弊
,

促使其健康发展
,

使个体经济的收入与其他经济成分的职工收

入既有差别
,

又能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
。

五
、

农业内部收入差距扩大

据统计
,

我国每一农民纯收入由 1 9 7 8年的 1 34 元增至 1 9 8 5年 3 97 元
,

增长近 2 倍
,

平均每

年增长 16
。

8 %
,

不仅超过 了三中全会前的二十多年中平均每年 2
.

9 %的增长速度
,

而且富 裕

户增多
,

贫困户减少
。

调查资料表明
, 19 84 年人均纯收入在 30 0元以上的户由 19 7 8年的 2

.

4 %

上升到 18 %
,

1 50 元 以下的困难户则由65 %降为 4
。

6 %
。

地区之间的农民收入差距有所扩大
,

以沿海的上海和西北的甘肃为例
,

差距变化如下表
:

1 9 7 8年 19 8 4年 增 长 倍 数

倍倍倍月勺7八」农民每人纯收入 (元 )

收入差距 ( 以甘肃为 1 )

1 3 4

2 9 0

9 8

1 :
2

。

9 6

3 5 5

7 8 5

2 2 1

1 言3
。

5 5

海肃上低高 甘最最

按地形划分
,

则平原地区人均收入绝对额和增长速度均高于丘陵和山区
,

差距也是扩大

的
,

如下表
:

’ 98 禅
一

“

… 1 9 8 4年 增 长 %

00厅I,自O口叮.内了
扭

收入差距 (以山区为 1)

2 0 3元

1 9 0元

1 6 9元

1 : l
。

l
:

1
。

2

4 0 9元

3 3 6元

2 9 0元

1 : 1
。

2 : 1
。

4

一区区区一

地地

一一原陵一平丘山



根据有关部门对农业的自然环境 (包括气候
、

雨量
、

植被
、

灌溉率等n 个指标测算 ) 得

出的农业环境值
,

上海比甘肃高2
.

8倍① ,

环境差距高于收入差距
,

说明农业的地区差 别 主

要是受环境影响
。

当然除环境因素外
,

还受各地的产业结构
、

劳力负担系数和文化素质的影

响
,

例如每一劳力的负担系数上海为 1
.

46 人
,

甘肃为 1
.

91 人
,

每户在社队企业的劳动力上海

占3 1 %
,

甘肃仅占0
.

5 %
,

每百人 口初中以上文化程度上海为 38 人
,

甘肃为 18 人
。

在同一地区内
,

由于农民个人的文化素质
、

经营能力
、

占有资源
、

生产工具的不同
,

拥有资

金和劳力的多寡
、

技术熟练程度的差异等都能使收入差距拉大
。

据农村政策研究室对 3
.

6 万

农户调查
, 1 9 8 4年低收入户得到总收入的 13 %

,

高收入户得到总收入的 40 %
,

差距为 1 , 3 ,

比 19 7 8年的这一比例扩大了近一倍
。

大量调查材料表明
,

县与县
、

乡与乡
、

村与村
、

户与户

之间的收入差距都扩大了
。

例如天津市武清县高场村 2 15 户农户
, 1 9 7 8年人均纯收入 最 高

为 3 9 1元
,

最低为 6 5元
,

相差 5
.

5倍
, 1 9 5 4年最高达 3 , 9 5 1元

,

与最低的 1 5 7元相比
,

差 2 5倍 ,

上海崇明港西乡 1 9 7 8年最高和最低收入户相差 5倍
, 1 9 8 4年扩大为 20 倍 , 陕西对 12 个调查点

的农户调查
,

最高和最低收入户由 1 9 7 8年的 0
.

7倍扩大为 17 倍 , 湖南对 15 个村 3 , 5 00 户调查
,

千

元以上户占1
。

7 %
, 1 00 元 以下户占 1

.

6 %
,

最高人均收入 5 , 1 55 元
,

最低为 50 元
,

相差 10 0倍 ; 云

南省分民族调查
,

汉族 1 9 8 4年人均纯收入为 4 42 元
,

比少数民族的 12 8元高 2
.

5倍
,

比最 低 的

苗族和拉枯族 10 7元和 103 元高 3 倍多
。

如果拿各地的专业户最高收入和最低农户收入相比
,

则差距高达数百
、

甚至数千倍 ! 从各地调查材料看
,

人均收入高的大多是专业户和从事多种

经营或第三产业的
,

经营者文化水平高
,

有不少是能工巧匠
,

是由于劳力多
、

资金多
、

门路

多
、

善于经营管理
、

勤劳等原因致富的
。

由于收入增多
,

扩大再生产能力强
,

致 富 的 劲 头

大
,

便形成 良性循环
,

.

富起来更快
, 而贫困户贫困的原因

,

主要是劳力少
、

文化素质差
、

无

资金
、

无门路
、

不善于经营
、

大多从事单一的种植业
,

有不少贫困户是老弱病残和痴呆者
,

有的是遇到天灾人祸
,

有的因超计划生育罚款
、

婚丧嫁娶负债过多等原因所致
。

有些地区扶

贫工作有所削弱
,

不少地 区农民反映
, “

现在干部总往富户跑
,

助富多
,

扶贫少
,

贷款贷富

不贷贫
,

贫困户致富难
,

只好望富兴叹 ! ”
有的说

“
富户门前车水马龙

,

犹如锦上添花
,

穷

户门庭冷落
,

希望政府拉穷一把
,

加强扶贫工作
” 。

从 1 9 8 4年全 国农户抽样调查看
,

是两头小
,

中间大
,

人均纯收入在 5 00 元 以上的较 富 裕

户占 18
.

2 % ; 2 0 0一 5 0 0元之间的中等收入户占67
.

8 % , 2 00 元以下的低收入户 占 14 %
,

这 部

分农户实际人均纯收入只有 1 58 元
,

不足以维持最低生活消费和简单再生产的需要
,

要 靠 国

家
、

集体救济和借贷度 日
。

根据 民政部门统计
, 1 9 8 4年农民在贫困线以下需国家救济的尚有

八千万人
。

这些数字表明
,

三分之二的农户刚够温饱水平
; 14 %还不够温饱 型 水 平 ; 只 有

1 8 %生活稍富裕 ; 万元户是极少数
,

据农研 室对 3
。

6万户农户调查只 占总户数 O
。

8 %
。

因此我

们对农村的富裕程度要有清醒的估计
,

不能 因看到一些万元户发家致富
,

就认为农民富裕得

不得了了
。

也不能因为农村存在贫富差距扩大而动摇
“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 的政策
。

缩小农民收入差距的积极措施
,

应该对收入较低还不得温饱的贫困户采取切实办法
,

加

强扶贫工作
,

提高他们的收入
。

近几年民政部门采取了许多积极措施进行扶贫
,

已从单纯的

生活救济变为从资金
、

技术
、

信息
、

供销和减免税收等方面扶持贫困户发展工副业生产
,

由

过去单纯的
“
输血

”
变为

“ 造血
” ,

使他们逐渐摆脱贫困
,

走 向温饱型和富裕型
。

近几年采

① 《农业现代化探讨 》 总第 1 67 期
。



取这些措施后
,
已使 5 00 万户脱了贫

,

脱贫率达 53 %
。

有的地区对贫困户采取了特殊政 策
,

如湖南省从多渠道筹集资金二亿多元
,

帮助贫困户办农
、

牧
、

渔场
,

组织技术人员向贫困户

传授技术等
, 19 8 5年使 30 万贫困户脱贫 , 广西重点扶持十个多灾贫困县办企业

,

开展生产自

救
,

使多数贫困户吃穿有余 , 贵州省抽调三千名干部帮助山区治穷致富 ; 黑龙江克山县对贫

困户不摊义务工
,

子女入学免交学费
、

免费治病
、

优先安排生产资料
、

帮助传授技术
,

党员

干部包贫治穷
,

还把扶贫工作列为建设文明村的一个指标
,

有的地区优先安排贫困户到乡办

或村办企业务工
,

有的地区为使干部抓好贫困户的工作
,

把减少贫困户作为考核基层领导班

子好坏的参考指标
。

从以上五方面的收入差距看
,

差距的存在和某些差距的扩大或缩小
,

确实反映了经济体
制改革过程中角经济手段采爱展经济的客观必然性 ; 也反映了中央提出的

“ 让一部分人先富

起来
”
政策实行的结果

,

这种收入差别的变化意味着竞争和活力
,

也反映了效率的提高
,

初步

改变了过去长期以来用行政手段采取
“ 一平二调

” 、

吃 “
大锅饭

” 的平均主义
,

以牺牲
“

效

率
”

来维持
“ 平等

”
的状况

。

过去收入差距虽小
,

但结果是效率低
,

经济发展慢
,

大家生活

水平都很低
。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是生产决定分配
。

保持合理差别正是为了提高竞争力
、

提高效率
、

以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
,

逐步达到共同富裕
。

但从上述五种差距分析中
,

必须对 以下儿方面的问题加以重视
:

1
.

当前农业还相对落后
,

大多数农民收入还比较低
,

要加快农业的发展
,

提高农民收

入
,

减轻农民负担
,

进一步缩小工农收入差距
。

2
。

应采取切实措施
,

继续落实知识分子政策
,

加快提高知识分子生活待遇
,

尽快扭转

目前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间收入差别倒置现象
。

3
.

为了鼓励东部沿海地区的先进技术和技术人员向西转移和流动
,

应提高西部和边疆

地区的工资收入
,

使这些地区的收入较高于东部沿海地区
。

4
.

所有制之间的收入差距
,

比较突出的是个体经济的高收入间题
,

国家应利用经济杠

杆加以调节和控制
,

使个体经济的收入与其他经济成分的职工收入差距保持合理的比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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