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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双转型驱动收入分配调整收入分配是一个世界性难题。
与典型国家的情况相比，中国的收入分配问题更具复杂性。
　　国内学者常把收入分配研究划分为功能收入分配和个人收入分配两大类。
前者是关于劳动力、土地、资本等生产要素价格形成及各生产要素所得占国民收入份额的理论；后者
是关于不同家庭或个人的收入份额、收入分布特别是不均等状况的测量和解释。
为化繁为简，以揭示主要矛盾，本书以这两类研究为基础，将现象层面的收入分配问题也归为两类。
一类是“国民收入结构”，即宏观上国民收入在不同要素或部门中的份额，对应功能收入分配理论。
其表现形式是按照收入法核算的国内生产总值各个组成部分——付给劳动者提供劳动力的劳动者报酬
，付给企业提供资本的营业盈余和固定资产折旧，付给政府提供公共管理和服务的生产税净额——所
占的份额。
另一类是“居民收入差距”，即微观上居民部门内部的收入分配状况，对应个人收入分配研究。
表现形式可以是不同家庭或个人组别的收入比（如城乡收入比），也可以是某组别的收入所占份额（
如中等收入群体收入占比），还可以是整体的收入分布形态（如基于洛伦茨曲线计算的基尼系数）。
　　我国国民收入结构存在的突出问题，是劳动收入占比的明显下降。
不同统计口径的数据均能支持这一判断，而且居民收入份额的缩小也主要是由劳动收入占比下降造成
的。
从经典的经济学看，生存工资理论、供求决定理论、边际产出理论都能提供解释，并可以得到一个共
同的推论：劳动收入的份额通常是被动决定的，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他要素收入、劳资关系、产业
结构等因素。
专门针对中国劳动者报酬比重下降原因的研究，有“被动下降说”、“资强劳弱说”、“制度缺位说
”、“经济结构说”等主要观点。
美国劳动收入占比长达140年的时间序列数据，以及相应的经济史研究，则突显出两大因素的关键作用
：一是通过市场和法律手段对劳动权益进行适度保护；二是通过教育和人力资本投资来提高劳动生产
率进而促进劳动报酬增长。
　　本书综合国内外研究，结合典型国家的经验证据，在我国处于转型关键阶段的大背景下，特别强
调两个机制的重要性：一是产业结构变迁特别是服务业的发展，引起要素收入分配的变化；二是劳动
权益保障和劳动力素质提升，为劳动收入的正常增长创造必要条件。
　　农业是主要依靠劳动力要素进行生产的行业，我国农林牧渔业劳动收入占比近95%，在各行业中
最高。
第二产业中，建筑业的劳动收入份额最高，为51%；煤炭开采和洗选业次之，为48%；再次是纺织服
装鞋帽皮革羽绒及其制品业，为47%；而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以及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的劳动
收入占比较低，只有23%～24%。
第三产业中，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的劳动者报酬占增加值比重最高，接近87%；邮政业和教育两个行
业的劳动收入占比都在3/4以上；房地产业的比例最低，只有1/10多一点儿。
平均来看，农业的劳动收入占比高于第二产业，后者又低于服务业。
随着产业结构的变迁，如果生产要素从农业流向建筑业，再流向劳动密集型制造行业，进而流向资本
密集型制造业行业，劳动收入占比就会呈现出逐步下降的态势。
由于服务业具有较强的就业吸纳能力和相对稳定的资本-劳动比，服务业的发展有利于劳动收入的增长
。
主要人口大国的实践经验还显示，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服务业增加值中劳动收入所占的比重呈
不断提高的态势。
在服务业中，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教育、卫生和社会服务业等公共服务类行业，以及计算机及相关
服务业、研究与试验发展业等科技类服务行业，劳动收入占比始终都名列前茅。
服务业发展滞后，正是产业视角下我国劳动收入占比不断下降的重要原因。
　　从劳动权益的视角看，作为劳动者基本权益的劳动报酬获取权，保障得并不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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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决定上，劳资双方地位不对等，存在明显的资方强势、劳方弱势问题。
在劳动力供给总体大于需求的情况下，企业职工组织化程度低、谈判能力不强，为利润侵蚀工资提供
了条件，导致工资份额持续下降。
调控手段上，尽管政府掌握着一些手段，例如《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等法律法规，工资指导线
、最低工资标准等政策工具，但是存在底数失真、底线模糊、导向弱化等问题。
特别是法制保障不到位，劳动权益保障法律法规距离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等方
面的要求仍有较大差距，不仅法制建设比较滞后，而且规避相关法律法规的现象比较普遍。
在思想认识上，尽管中央政府不断强调要建立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
比重，实现劳动报酬增长与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但地方在贯彻落实中央有关精神上参差不齐。
工资决定、调控手段、法制保障、思想认识上存在这些问题，在执行有关促进劳动者增收的政策上，
也就难以形成有效的正向激励。
企业不积极，一些地方政府不积极，甚至连劳动者自己都不积极。
更有甚者，包括被压低的工资在内的偏低的劳动权益水平，对劳动者人力资本的积累构成了不容忽视
的负面影响。
工资增长慢，人力资本投入难增加，劳动生产率就提不高，劳动力要素也就难以获得更高的报酬。
如此往复，就形成了低收入（权益）—低人力资本（劳动生产率）的恶性循环。
　　我国的居民收入差距，则呈现在城乡之间、城镇内部和农村内部不同居民之间、地区之间、行业
之间、不同所有制之间，以及不同身份的人之间等多个维度、全方位的扩大之势。
解释这一问题仍然可以从产业结构的视角出发，从经典理论假说中得到这样的推论，即在产业结构变
迁的进程中，不同产业部门之间的收入差距和高收入产业部门内部的收入差距，是导致居民总体收入
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
　　产业部门之间存在的收入差距，主要是异质性特征造成的。
不同的产业部门，由于在要素投入结构、投资率、生产率、劳动力转移和吸纳状况等方面存在明显的
差异，其人均收入水平也存在较大差别。
如果产业异质性不消除，不同产业的人均收入水平会向显著不同的均衡增长率（最后是均衡水平）收
敛，这样收入差距会持续扩大，难以根本缩小。
从我国的实践来看，低水平均衡与高水平均衡之间的差距是巨大的，严重制约稳定的中等收入群体的
形成。
我国现有的中等收入群体不仅比重低，而且向上流动难而向下流动易。
以4～5年为一个周期来考察，我国的中等收入阶层向低收入阶层转移的概率约为40%，而美国不到30%
；向高收入阶层转移的比例只有1/4，美国约为1/3；保持在中等收入阶层的比例只有1/3，美国则超
过40%。
在城乡差距、地区差异已经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并开始趋缓的同时，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越发突显。
行业人均收入水平的分布形态，在非参数估计下呈现出向双峰格局转化的明显态势，不同行业的收入
将收敛到各自的均衡水平，差距有可能进一步扩大，而且不会缩小。
如果劳动力能在城乡间、产业间、行业间自由迁移，居民收入差距问题会有所缓解。
但是，无论是从我国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的现实来看，还是从劳动力市场存在的多种形式的分割看，
限制劳动力流动的障碍依然明显。
　　造成收入差距的结构性因素众多，除产业结构外，收入结构也是重要变量。
国内外海量证据均表明，与劳动收入（如工资性收入）比重降低、非劳动收入（如经营性收入、财产
性收入）比重提高相伴随的，是收入差距的扩大，而且前者对后者甚至发挥着决定性作用。
这样一来，劳动收入占比下降，与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实际上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或者更确切地说，
在很大程度上是因果联系。
解决中国的收入分配问题，核心是遏制劳动收入占比下降趋势，使其逐步回复到合理水平。
　　解决收入分配问题是个系统工程。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着中等收入陷阱的直接威胁，以及对外经济关系上的责任陷阱和榜眼陷阱、发展
思路和路径上的所谓中国模式陷阱、社会民生及政治领域的拉美化陷阱等挑战，潜在增长率水平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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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出现阶梯式的显著下降。
国民经济要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要成功转变发展方式，离不开收入分配的合理调整和有效支撑
。
提高劳动者报酬比重，是调整国民收入结构和居民收入差距的灵魂和主线。
一方面，应大力推进产业转型，发展“分配理顺型”服务行业；另一方面，应积极促进劳动者素质转
型，培育“体面创新型”劳动力。
产业需求是拉力，劳动者素质是推力，两者结合的双转型才能持续提高劳动收入及其占比，彻底扭转
国民收入结构和居民收入差距的不利格局。
　　沿着上述分析逻辑，本书第一章给出了基本分析框架，梳理出中国收入分配的两大典型特征；第
二章从有关劳动收入占比的国内外理论和实践出发，提炼出产业结构和劳动权益这两大核心要素；第
三章和第四章分别专门讨论产业结构和劳动权益对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第五章和第六章分别对居民
收入差距的理论和现实进行分析；第七章讨论收入结构对收入差距的影响，从而推论出劳动收入占比
在整个收入分配格局中的核心地位；第八章在对未来中国经济发展总体态势作出判断的基础上，提出
了通过产业和劳动力素质双转型来驱动收入分配调整的思路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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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劳动收入占比下降和居民收入差距扩大，是我国收入分配的两大特征。
前者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后者，可持续地提高劳动收入及其占比，是解决我国收入分配问题的灵魂和
主线。
这不仅关系到分配格局的理顺，也事关中等收入陷阱的跨越和发展方式的转变。
调整收入分配是一项系统工程，在转型期需要特别注重两个机制：一方面应大力推进产业转型，发展
“分配理顺型”服务行业，通过结构升级特别是服务业发展来优化要素投入和要素收入结构；另一方
面应积极促进劳动者素质转型，培育“体面创新型”劳动力，通过权益保障和素质提升实现正常增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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