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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收入分配不公问题
”

研讨会综述

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部
、

首都社会经济发展研究所及中共昌平县委研究室共同举

办的 “ 社会收入分配不公问题
”
研讨会

,

于 1 9 9 1年 9 月 3 日至 6 月在北京市 昌平县举行
。

国

内社会学界
、

经济学界以及国务院有关部委的 50 余位代表出席了会议
。

与会代表主要就下述

几个问题进行了探讨
。

一
、

关干公平问题的理论认识

讨论社会收入分配不公及其矛盾
,

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何谓公平以及应追求什么样

的公平等等
。

经过讨论所形成的基本共识是
,

公平从本质上说是一种价值判断
,

是人们的主观

感受
。

一方面
,

它是一个历史范畴并且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

人类社会中没有绝对
、

永恒的公

平
,

每一时期的公平都是由特定的经济与社会条件所决定的
。

另一方面
,

基于不同的判断标

准
,

也就形成了不同的公平观
。

总的来说
,

可分为两种基本形式
:

第一种公平观
,

也有人称

为社会公平
,

是基于 “
人的平等

”
对分配规模进行度量的

,

对公平与否的判定依据是分配结

果的均等程度 , 第二种公平观
,

亦称为经济公平
,

其判断标准是分配功能
,

即人们的机会是

否均等
,

等量要素投入能否获得等量报酬
。

由于我国经济形式
、

分配方式的逐步多元化导致

了公平观的多元化
,

因而分配领域
,

特别是社会心理环境中的许多矛盾
,

也在很大程度上是

由于公平观冲突所致
。

在追求何种形式的公平间题上
,

涉及到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间题
。

两种公平观本身有着不

可调合的矛盾
:
第一种公平观意味着舍弃效率 ; 经济公平则保 证 效 率

,

而两种公平无法兼

得
。

因此
,

在加速发展生产力经济发展的今天
,

就必须坚持第二种公平
,

即在整个经济活动

及分配过程中
,

特别在初次分配过程中
,

必须以机会均等为 出发 点
,

坚持公平与效率的统

一
。

在我国十余年来的改革中
,

凡是成功的领域和地区
,

事实上都是较好地坚持了这种公平

形式
。

、

二
、

对我国 目前分配状况及杜会心理反映的签本到断

社会收入分配不公间题
,

无论是作为学术界讨论的热点
,

还是作为社会各阶层普遍关注甚

至普遍不满的焦点
,

主要是在改革开放以来
,

特别是近几年才出现的
,

是各项改革重新调整

利益关系所自然引发的
,

而且也是自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居民收入普遍获得较大提高的前提下

发生的
。

除在整个分配格局中国民收入明显 向个人倾斜外
,

社会收入分配领域中的基本矛盾

是差距悬殊和
“
平均主义

”
共存

。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主要体现在城乡之间
、

不同所有

制之间
、

不同地区之间以及不同行业和群体之间
。 “ 平均主义

” 的矛盾则主要表现在群体内

部
,

特别是公有制经济内部的工资性货币收入部分 ; 也有人总结为政府直接控制的部分平均

分配严重
,

间接控制的部分特别是无法控制的地下经济部分差距过大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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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分析
,

大家还普遍认为
,

我国目前的分配状况是极为复杂的
。

这不仅表现 为 分 配

方式上是多元的
,

分配的形式也是杂乱的
,

有工资收入及工资外收入
,

有表面收入及隐性收

入
,

有货币形式
,

也有非货币形式等等
。

所有这些
,

特别是实 物 与 福 利形式的比重非常之

大
,

使实际的财富分配格局变得更为复杂
,

即使具有各种定量化的统计结果
,

也难以获得令

人满意的解释
。

目前社会上公众舆论及不满情绪
,

主要还是集中于差距的扩大
,

尤其是一部分社会成员

的过高收入及过高的消费水平
。

尽管治理整顿以来采取了很多有效措施
,

但分配领域中的混

乱状况及群众的不满情绪还尚未真正缓解
。

在一些地区
,

由于经济波动
,

还引起了一部分居

民收入水平的相对下降
,

这又进一步刺激了不满情绪
。

综合各地的调查分析
,

从不满情绪的群体来源看
,

基本上是城市高于农村
、

公有制内高

于公有制外
、

内地大于沿海开放地区
。

较为普遍的不满情绪也已使许多社会成员产生了明显

的心理失衡
,

严重地影响了经济发展及社会稳定
。

这在公有制经济内部尤为突出
。

三
、

关于矛盾的根源问题

对根源问题的探讨
,

实际上是从两个层面上展开的
:

一是作为事实判断的客观差距扩大

的根源
,

二是作为价值判断的不公情绪的根源
。

当然
,

二者是互相关联的
。

客观上的收入差距扩大
,

或说是一部分社会成员收入的迅速提高
,

其形成原因又可区分

为两个方面
。 ·

是基于个人因素
,

即通过个人努力和付出 (包括劳动投入和其他要素投入 )

的差异形成 , 另一方面则基于非个人因素
,

或说是体制因素
。

而关键的问题则是由于改革不

到位
、

双轨制经济的摩擦所造成的分配过程中的无序状态
,

它使得许多人的收入状况不取决

于个人努力及个人的理性选择
,

而是基于各 种 非 正 常的环境条件
。

总的来说
,

双轨制的摩

擦及时常错位使计划对资源的配置能力极其有限
,

市场的调节力量又因本身发育程度低和不

规则而难 以奏效
。

此外
,

象价格政策
、

区域及产业政策
、

税收信贷政策等等本身都存在许多

不合理因素
,

再加上许多改革措施不配套
、

政府对分配结果的调节能力低以及法制不健全等

等
,

导致了理性的分配模式及正常的权力机制无法形成
。

而各种非正常的权力因素则肆意干

预分配
,

不同部门
、

群体及 个体在无序的状态中所获财富量的大小就主要依据其对各种有限

资源的实际
、

占有
、

支配租控制能力
。

权力的来源一部分是社会赋予的
,

一部分则是通过各种

交换获得的
。

这就很 自然地涉及到了不满的根源问题
。

总的来说
,

最大的不满是针对于因体制因素造

成的就业
、

竞争及发展机会的不均等
,

多劳不一定多得
,

要素投入与报酬也极难对等
。

这里又

进一步涉及到对通过腐败
、

以权谋私
、

非法经营获得非法收入如何认定的问题
。

部分学者认为

非法收入不属于社会收入分配的范畴
,

而其他人则认为
,

依照各种手段获得非法收入即影响了

分配为过程
,

也影响了实际的财富分割结果
,

因而的确是 目前矛盾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根源
。

由于公平与否属于主观指标
,

因而在不满的背后还有较复杂的心理因素
。

如几十年低水

平均等化的分配体制造成了人们对收入差距的调适能力脆弱 ; 分配形式的多样化而且透明度

低
,

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人们判断的情绪化
; 一些传统观念诱发人们对部分高收入者 (如个体

户 ) 评价时的
“ 标签效应

” 等等
。

关于公有
_

制内部严重的
“
平均主义 ” 间题

,

大家认为
,

这一方面是由于在公有制企事业

单位内部
,

象住房等许多福利
、

实物形式灼分祝己经在实际上拉开了人们彼此间的差距
,

所



以就难以再用工资形式进一步将其扩大
。

另一方面
,

因经济水平决定
,

可供分配的工资总量

太小
,

所以也只好以平均主义的方式满足大多数人的基本需求
。

虽然平均主义对提高经济效

率的危害极大
,

但人们的反映却不强烈
。

这一方面是长期形成的心理惯性影响
,

另一方面
,

在机会不均等条件下人们也会很自然地去追求这种结果公平形式
。

四
、

关于缓解分配不公的对策问题

鉴于目前分配领域中的矛盾特点
,

普遍的观点还是从大处着手
,

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
,

建立理性的分配模式
。

基本思路是
,

在初次分配领域
,

主要依靠市场机制进行
。

其前提是通

过劳动市场为所有社会成员提供尽可能均等的就业与劳动机会 ; 通过理性的市场规则
,

为不

同社会群体和成员创造平等的竞争条件
。

在再分配领域
,

则主要依靠政府的计划力量
,

依靠

社会保障和税收等手段
,

调节高收入
,

保护低收入
。

总之要逐步把无序变为有序
。

近期改革主要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

一
、

严惩腐败
、

以权谋私
,

取得非法收入
,

并通

过税收及收取
“ 级差地租 ”

等调节过高收入
。

二
、

加速劳动
、

人 事 制 度改革
,

发育劳动市

场
。

三
、

完善价格政策
、

税收政策及区域和产业 政 策 等
。

四
、

完善社会主义产权关系及企

业制度
,

对企业承包
、 “

工效挂钩
”
等措施进一步调整完善

。

五
、

改革工资制度
,

不同部门

引入不同类型的收入分配机制
,

并使收入增长与整个经济发展状况相协调
。

在 目前
,

还特别

要结合房改
,

使实物分配货币化
。

六
、

抓紧养老
、

医疗特别是待业与失业保险等社会保障体

系建设
。

除各项经济措施外
,

社会学界的代表还特别强调通过各种措施提高 人 们 的 心理承受能

力
,

如运用各种
“
安全阀

”
机制以及重视权力

、

声望等社会资源的分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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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研究工作者必备
:

S P SS/ P C
`

高级教程出版

s P s s 是国际上标准化的统计分析软件
,

可安装在各种型号 的微机上
、

应用面

极广
` ,

尤其在现代社会的经验研究领域发挥着不容替代的重要作用
。

`

由北京大学社

会学系阮桂海老师主编的 《微电脑的使用与软件应用大全》 (经济日报出版社 1 9叭

年版 ) 即以此为主要内容
。

全书共分两篇 (上篇
:
微电脑使用与软件应 用 , 下篇

.

S P S S / P C
+

V 4
.

。高级教

程 )
,

系统介绍了数据的计算机处理
、

S P S S与 d B A S F间数据的直接调用
,

并指导

读者选用 S P S S过程模块进行基本统计分析以及回归
、

方差分析
、

聚类 分 析
、

因素

分析等各种高级统计分析; 对于统计学中的各种图形表格的精制
、

汉化和打印也均

做了详尽的分述
。

全书兼备程序
、

图例和习题
,

是读者自学深究的良友
,

欢迎选购
。

本书为 16 开本
,

共 72 万字
,

定价 1 3
.

50 元
。

通信地址
: 1 0 0 8 7 1 ,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电话 : 2 5 5 2 4 7 1转 3 5 1 -

联系人
: 周爽 (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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