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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收入分配差距逐渐扩大已成为

社 会 公 众 最 为 关 注 的 焦 点 问 题 之

一。 如何尽快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形成符

合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要求的收入分配

新体制， 也就成为当前及未来宏观经济

政策必须重点关注的课题。 这其中，营造

公平的竞争环境、 鼓励并保护包括劳动

在内的要素取得合理合法收入， 是收入

分配体制改革的核心。
在理论上， 对收入分配差距问题的

认识存在着较大的分歧。 尽管有一些争

论，但有一点却是几乎所有人都认同的，
那就是： 不公平竞争是导致收入分配差

距扩大的主要原因之一。 广大民众的不

满，更多指向的是分配不公的竞争体制。
竞争体制的偏向性使得部分群体无法享

受改革开放的成果， 成为导致经济社会

不稳定的制度性根源。
从理论上来说，如果一个市场体制是

充分竞争的，所有的生产要素都是按照其

边际生产力来获取报酬，那么最后的分配

结果虽然不相同， 但一定是公平和平等

的。 这就是说，适度的收入分配差距是市

场经济国家的正常现象，但关键前提必须

是机会平等条件下的分配差距。
然而， 恰恰就是在这个收入分配体

制最核心的地方，由于各种原因的存在，
我国的公平竞争体制始终没有有效地建

立起来。 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些问题和矛

盾越积越深， 现在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

时候。
不公平的户籍制度导致了城乡收入

差距越来越大。 实证研究表明，城乡差距

是导致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第一大

因素，在各项原因中占比 40%以上。 从国

家统计局的数据也可以看出， 当前我国

城乡居民收入比达到 3.3 倍，而国际上最

高在 2 倍左右， 中国已成为城乡收入差

距最大的国家之一。 很显然，城乡分割的

户 籍 制 度 是 拉 大 城 乡 差 距 的 罪 魁 祸 首 ，
它使得城乡居民从一出生就站在不同的

“起跑线”上。 即使是已经进城务工的农

民工， 也由于身份的不同而受到种种歧

视。
垄断现象的存在是不公平竞争的典

型例证， 而垄断是加剧收入分配不公的

另一大原因。 在同一个市场经济竞争体

系中， 垄断企业和非垄断企业展开的是

一场非对称的、实力悬殊的竞争。 垄断企

业凭借强大的垄断力量在获取资源和资

金方面具有先天的优势， 进而攫取高额

利润。 在内部人控制下，又存在巨大的高

福利、高工资冲动。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

是，众多非垄断企业市场竞争激烈、生存

环境恶化，致使员工工资福利欠佳。 据有

关部门的估计， 目前垄断部门的工资水

平大概是其他部门工资的 3-4 倍。 但如

果再加上垄断部门的各种高福利， 这种

差距将扩大到 6-10 倍。
灰 色 收 入 是 民 众 最 反 感 的 现 象 之

一，也是收入分配不公的主要体现。 由于

监督管理制度的缺陷， 我国灰色收入规

模庞大， 并已成为扩大收入分配差距的

一股重要力量， 而其来源主要是围绕权

力对公共资金和公共资源的分配而产生

的腐败、寻租、侵占公共资金和他人收入

等行为。 大量“灰色收入”的存在，说明国

民收入分配已严重扭曲。
不公平竞争对收入分配产生不利的

影响， 还体现在加剧劳动者个人的市场

竞争能力分化。 人力资本理论认为，财富

的初始分配对贫富不同家庭的教育投资

决策会产生重大影响。 贫困家庭由于生

存压力，不得不减少对孩子教育的投入，
而 人 力 资 本 的 匮 乏 又 是 导 致 贫 困 的 根

源。 对于低收入阶层来说，低工资下劳动

者 愿 意 用 于 培 训 的 投 入 也 会 大 大 减 少 ，
同 样 会 陷 入 低 收 入-低 素 质-低 技 能-低

收入的恶性循环中。
要缩小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 最重

要、 最紧迫的任务是建立公平竞争的市

场环境。 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果断地加大

户籍制度改革力度，加快城市化进程，尽

快消除城市中对农民工的各种歧视性做

法；打破垄断格局，采取多种措施抑制垄

断企业收入增长过快的势头； 进一步完

善法律法规， 坚决阻止形形色色的灰色

收入泛滥。
如 果 没 有 一 个 公 平 公 正 的 竞 争 环

境， 那么一个合理的收入分配体制就无

法真正建立起来， 而让广大人民享受改

革开放成果的目标也就难以实现。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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