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明：收入分配问题为何
成为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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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张明 

 

去年年底发布的 2035 远景规划中指出，要让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

更加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今年 8 月的中央财经委会议更是集中讨论了如何

促进共同富裕问题。共同富裕涵盖了地区发展差距、城乡发展差距与收入

差距等重要层面，包括但不限于收入分配问题。那么，为何收入分配问题

在当前这个时点成为了国内政策关注焦点呢？ 

首先，从中国国内来看，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连续四十多年持

续高速增长，目前不仅成长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且人均 GDP 也突破了

1 万美元大关。然而，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居民部门收入分配失衡也

逐渐扩大。例如，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9 年中国的收入基尼系数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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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0.465。这个指标在全球范围内位于较高水平，显著高于美、英、日、

德等发达经济体。又如，根据瑞信《全球财富报告 2021》的数据，2020

年中国的财产基尼系数达到 0.704，虽然低于巴西、俄罗斯、美国等国家，

但高于法国、意大利与日本等。上述数据说明中国国内的收入与财富分配

失衡均达到了不得不引起重视的程度。从历史经验来看，收入分配问题没

有解决好，是很多发展中经济体最终受困于中等收入陷阱的最重要原因之

一。这一教训值得我们高度重视。 

其次，从全球层面来看，全球收入与财产分配失衡自 20 世纪 80 年代

起开始抬头，在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明显加剧，并成为最近十余年

来全球深陷“长期性停滞”（Secular Stagnation）的重要原因。 

从学者的相关研究中可以发现，技术进步、教育不平等、全球化、金

融自由化与金融深化是加剧收入分配失衡的最重要原因。其一，技术偏向

型技术进步将会显著提高高技能劳动力的就业率与工资水平，但与之同时

会压制低技能劳动力的就业率与工资水平。其二，教育不平等（例如初等

与中等教育投入不足）将会提高高学历劳动力的工资水平，但同时也会压

低低学历劳动力的工资水平。其三，贸易全球化将会显著压低发达国家国

内低技能劳动力的工资水平。其四，金融自由化与金融深化将会有利于已

经拥有较多收入与较多资产（抵押品）的人群。 

国际经验显示，收入与财富分配失衡加剧将会造成如下负面后果：首

先，收入分配失衡将会降低具有更高边际消费倾向的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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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与消费能力，从而导致消费增速放缓，进而造成总需求不足；其次，收

入分配失衡将会导致中低收入阶层用于人力资本等长远投资的支出比例下

降，并带动房地产等资产价格上升，从而最终导致社会阶层流动性下降；

再次，收入分配失衡通常会导致一国国内受损群体的疑虑、抵制、愤怒情

绪上升，从而加剧社会动荡；第四，为缓解国内受损群体对本国政府的不

满，一国政府通常会采取民粹主义与单边主义的经济外交政策，倾向于在

本国之外寻找替罪羊，而这些政策将会导致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受阻、全

球化速度放缓。事实上，2018 年春季特朗普政府之所以对中国发动贸易战，

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在将本国受损群体（低收入白人蓝领工人）的负面情绪

向外引流。 

再次，妥善解决收入分配问题，对中国经济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而

言也至关重要。在全球经济陷入长期性停滞与中美博弈注定长期化持续化

的外部压力之下，在中国经济体量突飞猛进并达到美国 GDP 的 70%的内

部动力之下，中国政府在 2020 年提出要构建以内循环为主体、内外循环

相互促进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要实现“以内促外”，

关键在于畅通并扩大内循环。笔者认为，内循环的畅通与扩大建立在如下

三大政策支柱之上：一是消费扩大与消费升级；二是产业结构升级与国内

技术自主创新；三是要素自由流动与新一轮区域一体化。从中不难看出，

消费扩大与消费升级，对畅通并扩大内循环而言非常重要。 

要实现消费扩大与消费升级，从供给层面来看，就要为中国家庭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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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高质量与更广范围的消费选择，也即要大力推动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

业的发展。从需求层面来看，归根结底是要持续提高中低收入家庭的收入

水平。众所周知，中低收入家庭的边际消费倾向更高，如果他们的收入能

够持续增长，那么他们就会将更多的收入份额用于消费。 

而要提高中低收入家庭的收入水平，不外乎两大政策。政策之一，是

努力为中低收入家庭增收。一方面，考虑到中国的中低收入家庭大部分分

布在农村，因此，如何持续提高农村家庭收入、如何持续缓解城乡发展失

衡就变得非常重要。这就意味着户籍制度改革、公共服务均等化、农地流

转、乡村振兴等改革必须尽快推出并加速实施。另一方面，考虑到民营企

业吸纳了中国 80%的就业，要扩大中低收入家庭的收入水平，就必须确保

民营企业有广阔的发展空间、以及民营企业家有充足的信心扩大生产经营。 

政策之二，是要在居民部门内部实施更大规模、更有成效的转移支付

政策。从全球经验来看，基于财产而非基于收入的、具有累进性质而非累

退性质的财产税，是很多国家进行收入再分配的有效工具。从这一角度出

发，未来 10 年至 15 年，诸如资本交易利得税、房产税甚至遗产税等直接

性财产税，都有可能在中国逐渐推出。值得指出的是，在加征财产税的同

时，中国政府还必须通过制度建设与制度监督来保证这些税收收入能够公

平、透明地转移到中低收入家庭那里去。 

今年 8 月的中央财经委会议首次重点讨论了如何扎实促进共同富裕问

题。会议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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