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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胜全面小康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特别策划 

 

力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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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顺利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应在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统筹区域协调发展和构建

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三个方面，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 

    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中国共产党确立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第一个，是执政

党的庄严承诺，事关全球近 1/5 人口的福祉，意义重大。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贫困人口脱

贫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和标志性指标，在全国范围全面打响了脱贫攻坚战。4 年多

来，5564万贫困人口摆脱了贫困。当前，距离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仅剩 3年多时间，但我国

尚有贫困人口 4335 万。这是关乎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补短板的硬任务，当务之急、重中之

重。为顺利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应在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统筹区域协调发展和构建

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三个方面，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 

    全球经济结构性发展不平衡加剧 

    从全球视角看，新自由主义经济发展模式、技术进步、全球化、教育及劳动力市场制度不合

理等，是造成各国居民收入不平等的主要根源。随着许多国家内部居民收入不平等在过去几十年

里不断扩大，居民收入不平等问题成为目前各国普遍关注的焦点。即使是收入分配比较平等的

OECD国家，高收入者的所得占总收入的比重也在不断增长。对此，现有研究主要从以下三个方

面进行解释。 

    第一，新自由主义经济发展模式下的不平等加剧。借助于“华盛顿共识”，新自由主义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登上国际舞台。该模式的基本目标包括：服务型小政府、市场自由化、私有化，

取消政府的宏观调控和微观管制。新自由主义认为，收入不平等不只是暂时现象，还是经济增长

的润滑剂，最终会由于“涓滴”效应而将经济发展成果惠及每个人。然而事实却与此相反。例如，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韩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向新自由主义，特别是对劳动力市场进行新自由主

义改革，是其收入分配恶化和贫困的导火线。2005年世界银行出台的研究报告认为，新自由主义

经济增长模式可能会导致由少数精英控制财富和权力的社会结构，从而对全面民主的发展和经济

增长不利。 

    第二，技术进步与全球化对劳动阶层的收入分化。技术进步主要通过导致不同技能水平劳动

者劳动收入的差别，影响收入不平等。尤其当劳动力需求的改变与劳动力供给结构无法匹配时，

技术进步会降低中低技能劳动者的相对收入和就业机会。技术进步使得高技能劳动者成为所有人

群中受益最大的群体，从而加剧劳动收入的不平等。此外，全球价值链的离岸外包，使得发达国

家技能密集型资本及其劳动力与一般劳动力贫富差距拉大，也使全球产业链“微笑曲线”高低端

之间的收入分配，以及处于全球产业链内外的经济体之间的贫富差距扩大。 

    第三，教育、劳动力市场制度对收入分配产生重要影响。由于教育回报率的不同，会导致不

同教育水平的劳动者之间工资水平的组间差异。而支配不同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或规则，往往对劳

动者的收入影响更大。例如，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和法国工资不平等程度的缩小，是对公共部

门与私人部门的工资标准进行谈判的结果，工会等在工资谈判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最低工资制度

也被许多国家作为提高底层人群收入的重要手段。此外，劳动力自身流动状况对收入不平等有重

要影响。大部分经济学家认为，随着发展中国家阻碍劳动力流动的制度性障碍的逐步废除（如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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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制度等），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市场供求机制的正常化，最终将消除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 

    税收与转移支付：破解居民收入不平等的主要手段 

    目前，大部分国家依赖税收与转移支付手段来降低本国总体收入不平等的水平，并取得了不

错的效果。以 OECD 国家为例，2000 年开始，这些国家税后和转移支付后的基尼系数，比税前

和转移支付前的基尼系数平均低 25%，贫困降低 55%。尽管 OECD国家税收与转移支付规模、体

系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但一般来说，税收在总体再分配效应中占 1/4 的份额，而现金转移支付

则占据 3/4的份额。 

    然而，从全球主要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来看，当前的税收体制不断向低纳税形式的薪酬制

度倾斜，导致最富人群的收入集中度不断提高。例如，相比工资等收入，资本收入税率更低（一

些国家甚至不征收资本所得税），许多国家还不断降低财产与遗产的税率。这使得税收系统的再

分配作用明显下降，导致财富更加集中。尽管许多国家提高了劳动所得税等一些税种的累进程度，

但边际税率不断下降，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日渐微弱。同时，OECD等发达国家实施的为低收入

家庭减税的税收政策，反而更利于高收入群体。以消费税为例，该税更倾向于累退，因为低收入

群体会将更大份额的收入用于消费。为减轻这一累退性影响，许多 OECD国家将部分低收入家庭

日常消费的物品和服务，采取低税率或税收豁免的政策。 

    构建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 

    国外经验表明，市场机制无法解决居民收入不平等的问题，必须依靠政府通过税收、转移支

付等手段，构建相对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才能不断缓解居民收入不平等的状况。 

    首先，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我国贫困人口大多集中在农村地区，也是全面决胜小康社会的

主战场。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多次强调“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实

施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通过“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充分利用城市的人才、资本、技术和市

场等资源优势，能够有效推动农村经济快速发展。为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应着重推进以下两项

建设：一是统筹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实现城乡空间一体化；二是统筹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建设，实

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其次，统筹区域协调发展。得益于对外开放的“先发优势”，我国东部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地

区的经济发展差距逐步拉大。1999年以来，我国先后实施了“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等区域

协调发展战略，但东部沿海地区积累的优势过大，沿海与内地发展的差距在短期内难以消除。为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一方面应依据区域比较优势原则，加快推进东部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资源

密集型等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促进东中西部地区之间产业分工与协作；另一方面应进一步加

大对中西部地区在交通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投资力度，强化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基础，提高中西部地

区对外来投资的吸引力。 

    最后，构建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不仅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

也是我国实现共同富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重要手段。为构建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应从

以下五个方面重点着手。一是逐步提高劳动的收入占比。二是加大对低收入群体的社会保障和转

移支付力度。三是健全以税收为主要手段的收入分配调节机制，完善累进税制度，加快制定和出

台房产税等财产税，逐步提升高收入群体的税收比重。四是进一步完善最低工资制度，通过为低

收入群体提供技能培训等方式提高其收入水平。五是消除劳动力市场歧视和地域分割，加快形成

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