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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4 月 1 日，《求是》杂志发表国务院总理温
家宝长文《关于发展社会事业和改善民生的几
个问题》，文章提出：“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和改
革分配制度”，“当前，收入分配问题已经到了
必须下大力气解决的时候。”

记者近日亦从权威人士处获悉，国家发改
委正在牵头制定完善《关于加强收入分配调节
的指导意见及实施细则》(以下简称“意见”)，“意
见”有望年内出台。

据透露，这份“意见”酝酿6年，已经数易
其稿，围绕如何实现公平分配，对包括起点干
预政策体系(竞争环境和竞争能力)、过程干预
政策体系(初次分配过程)和结果干预政策体系
(再分配过程)等核心制度框架皆开展了深入调
研和论证。

“意见”目前主要分歧在于，方案涵盖的方
面、范围，是仅作原则性的规定，还是明确分行
业、分领域具体内容？是囊括全社会的分配改
革，还是局部调整性的改革？

怎样协调庞杂局面
早在 2004 年，有关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

案的调研工作便已启动，2006年，方案初步拟
定，并一度进入征求意见阶段，政府决策层也
一直在推进。

解决公平问题，构成新一轮收入分配改革
的核心。“更加注重社会公平是今后我国收入
分配制度改革的主旋律。在当前收入差距不
断扩大的形势下，首要的目标是努力缓解收入
差距扩大的趋势，在此基础上，考虑逐步缩小
收入差距。”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
员张本波对记者说。

改革的目标年份瞄准了 2020年。“本轮改
革没有非常明确的时间表，但是中央提出2020
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全面小康，当
中就隐含了国民收入分配的合理化前提。”国
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说。

十年，弹指一挥间。彼岸，是公平分配、全
面小康、和谐社会的宏伟蓝图；此岸，是收入差
距扩大趋势并没有得到真正遏制的现实。

据了解，此前酝酿的草案，涵盖范围很广，
但多是概括性表述。“发改委作为‘意见’的牵
头协调部门，拿出一个详细且具有可操作性的
方案很难。”有知情人士说。

“因为牵涉到各个阶层，各个板块利益的
调整，怎样兼顾社会公平正义？怎样和扩大内
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结合起来？这不是一个
简单的问题。各国都是这样，不管一次、二次
分配，都是利益格局的变换。”国家发改委上述
负责人对记者说。

这是一个牵动全局的庞杂局面：居民、企

业与政府之间的利益协调；居民中，包括高中
低收入人群，其中又包含有城乡间不同人群的
关系；企业包括大中小型企业，大企业中又包
括国有垄断型企业；政府方面，则又包括中央
与地方间关系，不同层级地方政府间关系，不
同区域地方政府间关系。

“这次改革的阻力非常复杂，这也是(‘意
见’)协调这么多年的原因。”杨宜勇认为，收入
分配改革这样大的命题，显然不能靠中央一份
文件就迎刃而解，还需要多方共同努力，需要
具体落实，而不是纸上谈兵。

该动谁的奶酪
收入分配改革方向已明，如今推进的艰

难，正源于上述诸多关系之间利益分配的难以
协调，牵一发往往动全身。“意见”会将提供一
整套改革思路、举措，但改革的每一步都势必
牵涉到现有利益格局的重构，阻力无处不在。

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为例。国际上普遍统
计，最低工资相当于平均工资的40%到50%，中
国目前的是20%，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势在必行。

然而，这势必意味着企业成本增加，如果
增长过快、短期增幅过大，就可能影响到企业
投资信心，进而影响到就业。这就又要涉及政
府部门对企业如何减税让利，牵涉到政府部门
财政收支的结构调整。

另一个改革方向，是采用集体协商谈判的
方式增加工人谈判能力。这无疑提供了一个
劳资双方博弈的平台，而平台设定合理与否，
游戏规则是否公平有效，都将直接影响到谈判
双方利益格局的平衡，影响到这一平台功能的
发挥，需要谨慎有序推进。

“改革的最大阻力在于富人，在于高收入群
体，还有垄断企业和一部分企业主。”杨宜勇说。

这是因为，多年来政府部门一直缺乏合理
有效调节过高收入的手段，在事实上造成高收
入群体相当低廉的纳税支出。而今后，随着个

人所得税制改革、加强税源监控和税收征管、
加强个人收入信息体系和个人信用体系建设、
开征物业税，低廉的纳税支出将成为过去。

另一方面，温家宝总理在上述文章中明确提
出，要坚决打击取缔非法收入，规范灰色收入，逐
步形成公开透明、公正合理的收入分配秩序。

具体内容包括，堵住国企改制、土地出让、
矿产开发等领域的漏洞，深入治理商业贿赂。
严厉打击走私贩私、偷税漏税、内幕交易、操纵
股市、制假售假、骗贷骗汇等经济犯罪活动，切
断违法违规收入渠道。加大党政机关和事业
单位“小金库”治理工作力度，并向社会团体和
国有企业延伸。

同时，要推进事业单位工资制度改革，清
理和规范工资外的各种津贴补贴、非货币性福
利等。加强反腐倡廉建设，深化政务公开，严
禁国家机关和教育、卫生等事业单位以及供
水、供气、供电等企业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
乱涨价，严厉查处官商勾结、以权谋私、权钱交
易的行为。要大力加强反腐倡廉制度建设，从
源头上消除腐败行为滋生的土壤。

所有这些，都将意味着对盘根错节的旧有
体制下灰色、黑色利益链的清理、切断与消除，
阻力、难度可想而知。

政府进什么退什么？
整个收入分配改革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纠葛

中，政府处于最核心的主导地位。而问题的复杂
之处在于，政府自身同样存在着各种利益的纠结，
有时反而成为收入分配秩序失衡的一个诱因。

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王小鲁认为，在政策层面上存在相当程度的要
素配置失衡。

以地方政府为例，其目标是GDP增长、是
大项目投资，过分热衷于鼓励资本密集型投资，
为大企业提供各种优惠政策，不断把经济资源
向强者倾斜；而相对来说，对劳动密集型小企业重视

不够。而后者恰恰
是解决就业和收入
的主力军。

另一方面，
正是几十年对效
率优先的强调，逐
渐 演 变 为“GDP
至上”，从而形成
发展的单一路径
依赖，需要慢慢刹
车而不太可能一
天转变。区域发
展的不平衡也让
资本获得了多方
需求带来的主动
权。

与 之 相 伴
的，还有中国现行
税制结构的不合

理。多年来，以增值税等为主体税种的流转税
在中国税制结构中一直处于主导地位，是政府
税收收入的主要来源。增值税是链条税，环环
紧扣，对企业产品增值部分征税。

这意味着，产业链越长，产品生产得越
多，政府可以从企业那里征收到的税会越多，
而不论是否产能过剩。这直接推动了地方政
府想尽办法引进大项目、尤其是重化工类产
业链条很长的项目的积极性。

“我们的基本制度还没有从创造GDP转到
让老百姓更加富裕的轨道上来。”教授郑功成说。

从财政支出看，政府财政收入占到GDP
的 25%，但是财政支出用于民生部分仍然严
重不足，大量资金用来进行投资，加大了收入
分配的结构问题。

“现在谈基础设施，都只知道经济性基
础设施，就是‘铁公基’，而不重视社会性基础
设施，比如公共卫生、教育、社会服务。”浙江
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姚先国说，“而后者才
是真正改善民生的。”

对社会性基础设施的投入，短期看能直接
促进就业，其就业效果要远远高于‘铁公基’，中
期看这些基础设施如果向低收入人群倾斜，起
到了矫正收入差距的作用，长期看则能提高整
个社会的人力资本。但后者相较于“铁公基”
来说，对GDP和税收的拉动大为逊色。

对于中国政府而言，政府公共资源的再分配有
相当大的调整空间。比如，社会保障在福利国家要
占到财政的50%左右，在新兴工业化国家也起码要
1/3以上，中国为12%多，这个空间还很大。

在郑功成看来，财政支出方面的改革必须
要“增量”与“存量”同时发力，一定要减少经济
建设的直接投入，这方面投入应主要依靠市场
的投资和融资；缓建部分公共设施；压缩行政
成本；民生由政府来承担责任。“政府控制的财
政资源的结构调整应该更多地惠及民生，实现
普惠，这是摆在最优先考虑的位置。”他说。

而实现这一改革的最大阻力仍然是原有利
益分配格局的调整，是对一个系统，一个部门甚至
一个地区所有人利益的重新调整，这同样存在着
路径的惯性依赖。与此同时，政府间财政关系的
调整、部门利益的消除，都将面临着重重阻力。

“公共权力控制公共资源，一定要谋取公
共福利。这是政府合法性的问题。掌握的是
公共权力，掌控的是公共资源，理所当然要谋
取公共福利。”郑功成说。

而更加现实的问题是，没有足够坚强的意
志决心、高超的政治智慧、一整套行之有效的
手段，这艘改革之船将无法顺利到达彼岸。

“意见”有望于年内出台
“意见”出台脚步声悄然临近。“有望于年

内出台，将涉及收入分配改革的诸多方面和层
次。”杨宜勇日前在接受记者专访时透露。

国家发改委一位相关负责人对此则略显谨
慎。该负责人告诉记者，有关部门正在努力加

快推进这件事情，但因为牵涉到“十二五”规划
等方面问题，各个相关部委沟通协调也需要时
间，目前还没有非常具体明确的出台时间表。

据了解，上述有关工作已部分展开。比如
国资委正在研究央企高管薪酬制度；人社部也
正在研究分别针对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出台
具体的工资收入分配改革措施，将研究出台国
有企业工资总额管理办法以及工资法。

在教授郑功成看来，经过 30 年鼓励一部
分人先富起来的历程，现在确实到了必须把

“合理地分配财富”置于跟“尽可能地创造和增
加财富”并重的位置上来考虑，才有利于财富
的继续增长和长期积累。

他曾建议中央政府，十二五规划应该将
“通过收入分配改革和收入分配政策的调整，
尽可能缩小财富分配的不公，消除社会分配里
的失范现象”纳入其中。“应作为极其重要甚至
是头等任务，至少是跟创造财富同等重要的任
务。”从记者最新得到的信息来看，这一建议显
然已经得到了中央政府的重视和认可。

2009年是国民收入分配改革具有转折性
意义的一年。相对于8.7%的GDP、9.5%的财政
收入增速，政府用于民生的投入增长 32%以
上，其中用于社会保障方面的资金增长16.6%。

“政府的真金白银拿出来了，并且正在沿
着制度化的方向迈进，这是一条不可逆转之
路。”郑功成对记者说，这个制度形成以后，会
对政府形成强有力的约束，将来要把公共资源
越来越多地用到民生，还会对地方政府形成一
种强势牵引。

据新华社《财经国家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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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轮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吹响“集结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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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岂能
囿于人情而罔顾法律

从2007年开始，100多名被拖欠工资的民工向长沙一
建筑工程老板讨薪，但屡次被殴打。2009年，湖南益阳赫
山区法院、益阳市中院相继判决施工方向民工支付薪水，
但公司拒不执行并扣押3名法警。今年3月18日，益阳赫
山区法院正式委托宁乡县法院执行局，对欠薪建筑公司法
人代表文军执行拘留15天的裁定申请。然而一个多月过
去了，宁乡执行局称，与老板认识，不好意思到家抓人。
(见5月5日《三湘都市报》)

一个三年前就竣工的工程，至今恶意拖欠100多名农民
工工资达122万元。这些可怜的农民工从讨要拖欠款、打官
司、执行，时经3年，历尽艰辛。为打这个官司，他们向法院支
付了5万多元案件受理费，又花了近5万元律师费，官司赢
了，执行已两年多，可拖欠的工资至今还分文未拿到。

看到这个新闻，我的第一感觉是：工头恶霸在欺压民
工，我们的法律不仅不能及时保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而
且，还需要他们的血汗来滋养和浇灌。

清平世界，荡荡乾坤，居然有这等事情！真是岂有此理！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飞扬跋扈的“老赖”，在法院强制

执行阶段，仍然不断对外承包工程，仅目前在建的大型工
程项目就有3个。

这个老赖为什么如此嚣张，可以如此蔑视法律，却又
能长期逍遥法外？

联想到当地执行局“与老板认识，不好意思到家抓
人”的混账话，一切都不言而喻了。

是的，当法律管不了熟人，而只是用来对付陌生人的
时候，法律对于公平公正的维护岂不成为空话？法律的尊
严又从何谈起？

我不知道，宁乡法院执行局的法官为什么和一个长
期恶意拖欠工人工资的建筑商“认识”，也不知道，这里的
法官还认识什么人。但我知道，一个地方法院的法官，必
定认识当地的政府官员，认识自己的同学、朋友、亲戚，以
及各行各业的老板、大款。如果这其中有人犯了法，法官
们是否都会因为“认识”而自动“回避”，让法律成为熟人间
的真空地带？果真如此，那么，有一个法官朋友和亲戚，就
太划算、太必要了。至少，在你犯法的时候，他可以“视而
不见”，可以回避，从而放弃对你的执法权，客观上起到庇
护你的作用。至于那些农民工，谁要认识他们？他们身在
异乡，贫穷愚昧，无权无势，认识他们有什么好处？假如他
们犯了法，完全可以依法从重从快处理。因为他们是陌生
人，法官不认识他们。

由此可见，选择性执法，有着长久而广泛的人情基
础。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有所谓有法不依、违法不究、执法
不严的惯例，才有老赖恶意拖欠工资而仍能长期逍遥法外
的现象。当权力和人情都放肆地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时候，
普通百姓的权利受到伤害而无法得到法律救助，就不难理
解了。只是，那些声称是熟人便不好意思执法的法官们，
当你们吃着纳税人的俸禄而徇私枉法时，会不会觉得有什
么“不好意思”？ 吴文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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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子工程
反映了内心的焦躁

一个财力只有3000多万元的贫困县，计划斥资
60多亿元建新城；一场历时十年的造新城运动，结果
是留下了一堆“烂尾楼”，这一闹剧发生在内蒙古自治
区呼和浩特市清水河县。(见5月5日齐鲁晚报)

形象工程搞得这样浩大，以至于一发不可收
拾，清水河县的问题算得上登峰造极，但未必是绝版
的特例，只是比较显著地暴露了贫困地区在发展中
的冲动和焦躁。无独有偶，江苏阜宁县为了提升形
象和促进发展，拨款数百万元建了个中看不中用的
山寨版“世博中国馆”，与清水河县的问题相比，不过
是小巫与大巫的差异。

由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不同地区之间仍
然存在着很大差距，一些贫困地区因为资源匮乏、资金
不足、交通闭塞，在发展中遇到了很难突破的瓶颈。但
是为了实现“后发制人”，这些地区往往采取超常规的
模式，大搞形象工程，希望能在短时间内实现城乡面貌
改观。这些缺乏科学论证和现实基础的工程搞到最后
只能是骑虎难下，既不能实现发展中的超越，又给当地
财政和民众生活增加了沉重的负担。对贫困地区来
说，决策中的冲动简直是雪上加霜的灾难。

脱离实际，盲目决策，固然暴露了一些地方官
员在决策中无拘无束的长官意志。同时，我们也应
深思——与相对发达地区相比，为什么一些贫困地
区表现得如此冲动，为什么就不能更从容一些？这
恐怕不只是官员之间的个人素质差异所致，应该还
有深层次的体制问题。贫困地区在发展中贪大求
快，不能不说是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这种压力不
外乎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在和发达地区的比较
中感受到了差距，从而自我加压；另一方面是受到上
级政绩考核，不得已而为之。如果是前者，就需要以
科学的决策机制加以约束，不能因为个别官员“头脑
发热”导致群众一起吃药受罪。如果是后者，则需要
一种科学的政绩考核机制评价贫困地区的发展，不
能以GDP和财政收入论英雄，更不能搞一刀切。目
前，越来越多的优势资源正向比较发达的地区集中，
一些贫困地区受客观条件限制本来就不具备快速发
展的条件，非要鞭打慢牛，企图弯道超越，最终可能
会使得慢牛乱了方寸。

所以，要杜绝贫困地区的形象工程，不仅要提高
领导素质、完善决策机制，更要树立一个科学的发展
观，比如有些贫困地区在生态环保方面具有重要价值，
不一定非得按着发达地区的模式大拆大建，完全可以
因地制宜地制定发展规划。这就需要上级部门在政策
上有意识地引导资金、人才和技术进入贫困地区，或者
让发展较好的地区更多地帮助贫困地区，解除贫困地
区的焦躁，真正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只要贫
困地区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发展模式和信心，华而不实
的形象工程自然会大大减少。 沙元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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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张声势打黑不啻鼓励犯罪
据《经济观察报》的报道，一个多

月前，深圳市高调召开新闻发布会，宣
称要从即日起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一场
声势浩大的“打黑除恶”专项行动，但
一个月后，深圳市公安局负责人轻描
淡写地表示，那场信誓旦旦要进行的

“打黑行动只是正常的治安行动”。有
分析人士认为，深圳黑白关系盘根错
节非常复杂，以至于深圳只能在将“打
黑”之手高高举起后又不得不轻轻放
下，整个变化，恰似小时候父母嗔怒之
下吓唬小孩的一声声“嘿嘿”。

深圳有没有黑势力？黑恶势力

是否猖獗？要不要打黑？对这些问
题，《经济观察报》报道中所指深圳“保
护费”普遍，白石洲黑势力猖獗的事实
作了无声的回答。

关键是，对这些黑恶势力，深圳
市有关部门到底持什么态度？是一边
用只能忽悠百姓难以吓倒黑社会的

“雷”声去造势，一边却高调宣称要“立
法赶走无业人员”的无知思维；还是真
正以公众利益为重，勇于行使职责，促
进深圳的软环境上一个新台阶？

深圳清除黑恶势力雷声大雨点
小的做法，其作用和副作用都是很明确

的：百姓方面，这样的做法让公众误以为
黑恶势力不敢行动，并因此被整得更惨；
上级方面，这样的说法很有忽悠效应，让
上级误以为深圳是安全的，民众是幸福
的；黑恶势力方面，如此举措不亚于一种
鼓励——放手去干吧，没什么可怕的。

作为特区，从某种意义上讲，深
圳现在需要重点考虑的，是如何营造
一个能让人安居乐业的社会港湾。基
于此，如何推进政治文明、打造安居城
市、铲除非法势力、解决户籍倒挂，营
造一个具有平等氛围和法治秩序的现
代城市，才是要好好去做的 陈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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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调控是否会提高离婚率

今年 4 月份以来，中央政府和各
级地方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房地产宏观
调控政策，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来
自房地产企业和学术界的呼声不容小
觑。一些人认为，限制居民购买房屋
的数量，有可能会导致离婚率上升，这
不利于整个社会的稳定。

我认为，宏观调控政策的实施，
可能会导致一些家庭为了购买多套住
房而办理离婚手续。但是，这种建立
在经济利益关系基础之上的投资行
为，不足以从根本上动摇中国的婚姻
家庭关系。如果为了房地产投资而解
除婚姻关系，那么，说明这样的婚姻关
系根本不值得维系下去。

现在人们关心的问题是，如果为

了规避中央政府的房地产宏观调控政
策，而推迟办理结婚登记或者办理离
婚手续，那么，如何处理财产关系呢？

首先，我国婚姻法充分尊重当事
人的约定，在约定明确的情况下，当事
人发生财产争议，可以直接请求法院
依照双方签订的协议对房地产进行处
分；其次，在约定不明确的情况下，法
院可以根据民事关系的性质，确定彼
此的权利和义务。第三，双方尚未办
理结婚手续，共同出资购买房屋，并且
以一方的名义获得房产证的，发生财
产纠纷后，可以向有关房地产登记机
关说明情况，如果向人民法院起诉，应
当出示双方签订的出资协议以及资金
交付情况证明。

总而言之，我国现行法律和司法
解释对于房地产财产分割并非没有规
定，当事人在处理有关房地产纠纷时，
完全可以依照我国婚姻法及其司法解
释，妥善地处理彼此的权利和义务。

恐吓不能改变我国的房地产宏
观调控政策，中国不会出现大规模的
离婚浪潮。此次中央政府的房地产宏
观调控政策力度之大前所未有，房地
产开发商应当尽快改弦更张，配合中
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的房地产宏观
调控政策。如果散布错误言论混淆视
听，那么，必然会被消费者所唾弃。我
们希望此次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能够
坚持下去，真正达到“居者有其屋”的
良好目的。 乔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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