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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摘要：

扩大和调整居民收入的对策建议

李 波

 居民收入的来源与格局：劳动收入致富，财产收入增收，创业收

入发家。

 扩大居民收入的着力点：大力提升创造性努力（劳动）收入、实

体经济领域的投资性财产收入，鼓励“用钱赚钱”，倡导创业（即

“用人赚钱”，也即依靠别人赚钱）。

 调整居民收入的立足点：把握减税和增税的重点；规范初次收入

分配的计算依据；鼓励创业，提高收入上涨速度和调整社会收入

结构；开征遗产税，促进当代人创造、积累并使用（消费）财富；

加快金融市场化进程，培育金融市场主体，打破金融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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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和调整居民收入的对策建议

李波

2012 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报告提出，“2020 年实

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 2010 年翻一番”，即“收入倍

增计划”。其中，收入倍增者是指中低收入者的收入翻一番，实现收

入倍增的途径主要有三个：一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二是实现高质量

的就业，三是抓好收入分配。

一、居民收入的来源与格局

来源与格局：劳动收入致富，财产收入增收，创业收入发家。

“致富”的判定标准：衣食住行娱，基本不受劳动收入的约束；

“增收”的判定标准：居民投资收入增速要超过物价增速和银

行存款利率，但不高于劳动收入的增速；

“发家”的判定标准：参与创业的家庭和家族成员能依靠劳动

收入致富，分享创业收入。

“格局”：居民可支配收入中，劳动收入为主，财产收入为次，

创业收入为辅。

二、扩大居民收入的着力点

1.大力提升创造性努力（劳动）收入，控制分配性努力（劳动）

收入

大力提升创造性努力（劳动）收入，控制分配性努力（劳动）

收入，确保创造性劳动收入占单位（部门）、经济体系中劳动收入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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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的绝对比重（建议：80%以上）。

提高劳动收入占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是夯实居民收入来源

的基础。居民可支配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劳动收入，如工资、奖金、福

利等。劳动收入是居民创造的增量社会财富，其增长速度应高于 GDP

和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

促进居民投入创造性劳动，获得超额劳动收入。实体经济（即

实业生产）部门的劳动收入应高于虚拟经济（即金融投资服务）部门；

省、地、市、县行政领导职位的劳动收入应分别高于上一级职能岗位，

如省长的劳动收入应高于财政部等职能部部长，以此类推；单位内部

生产技能型岗位的劳动收入应高于职能服务岗位，如生产岗位上高级

工程师的劳动收入应高于财务部等部门经理；教授劳动收入应高于高

校财务部、人事部等职能处处长，以此类推。

2.大力提升实体经济领域的投资性财产收入，控制虚拟经济领域

的投机性财产收入

大力提升实体经济领域的投资性财产收入，控制虚拟经济领域的

投机性财产收入，确保全社会中，实体投资性财产收入在财产性收入

总额中占有绝对比重（建议：80%以上）。

农业和工业生产领域的资本投资收益应高于金融服务领域，如

产品价格补贴、出口补贴、种粮补贴等；农业和工业生产领域的投资

成本应低于金融服务领域，如生产性贴息贷款等；农业和工业生产领

域的投资门槛和壁垒应少于金融服务领域，如简化生产性项目审批手

续、减少生产性项目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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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鼓励“用钱赚钱”

倡导用自身积累的劳动收入赚钱，确保全社会中，自身积累财产

投资所创收入在个人财产收入总额中占有绝对比重（80%以上）。

打击以“圈钱”为目的金融游戏行为，打造适宜居民中长期投

资且收益稳定的金融产品，如高于实际利率的股权分红收益；开发适

宜居民长期积累投资和长期受益的不动产投资品，如房产、收藏品等。

4.倡导创业（即“用人赚钱”，也即依靠别人赚钱）

倡导创业（即“用人赚钱”，也即依靠别人赚钱），尤其要鼓励受

教育程度较高、有一定工作经历的人员开展机会型创业。同时，要科

学引导和规范生存型创业，通过二次创业和再创业转向机会型创业，

确保经济系统中，机会型创业收入占创业收入总额的绝对比重（80%

以上）。

三、调整居民收入的立足点

立足点：确保“多劳多获”，减少“多劳少获”，控制“少劳多

获”，打击“不劳而获”。

1.减税与增税的重点

减少所得税（含劳动所得和创业所得），增加再分配所得税（如

股票、债券等有价证券利得税、遗产税、房屋交易税等，不要开征房

屋使用税或房产税）；减少实体经济中的增值税、营业税等，增加虚

拟经济中的增值税、印花税等。

2.规范初次收入分配的计算依据，确保收入分配公平

组织相关专业人员研究初次收入分配的指导性依据，构建社会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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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的利益获取依据，并定期发布，以解决收入分配不均的根源性社会

矛盾。初次收入分配的指导性依据，可成为与“最低工资制度”、“工

资指导线”并行的初次收入分配调控政策。

3.鼓励创业

鼓励创业，尤其是高学历人员创业，提高收入上涨速度和调整社

会收入结构。创业是改变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和社会收入结构的有效办

法，对初次创业要采取“零限制”+“零税费”+“正资助”+“正救

助”政策，引导居民通过创业改变自身所处的社会收入结构层级。

4.开征遗产税

开征遗产税，促进当代人创造财富，积累财富并使用（消费）财

富。减少财富的代际转移，尤其是向下一代转移，促进成“代代努力，

代代创富，代代聚财，代代用财”的社会风气，规避“代代富”与“代

代穷”的恶性循环，防止社会阶层固化倾向，尤其是社会阶层代际固

化倾向，确保社会居民能自由选择和自由竞争。

5.加快金融市场化进程，培育金融市场主体，打破金融垄断

投融资渠道多样化，投融资交易成本低零化，投融资成本透明化，

投融资收益保障化，创造适宜居民（而不仅仅是适宜大机构和巨富基

层）投融资的金融环境。

作者简介：李波，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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