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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收入分配形势分析及建议
＊

张车伟　赵 文

摘要：随着我国收入分配改革不断推进，收入分配格局正在得到改善。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

产率提高基本同步。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优化了部门间分配，为经济增长注入了新的活力。居民

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基本同步，城乡和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缩小。建立更加合理有序的分配秩序，
需要在初次分配中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让各类要素取得应有的回报，合理提高工薪劳动者

的收入水平；再分配环节要注重调节收入差距，完善“先富带动后富”的机制，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

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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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全面及时分析，是构建合理分配格局的重要参考。资金流量分析是研究

国民收入分配的重要方法。魏众（２０１４）使用资金流量表对２０００—２０１１年中国宏观收入分布格局的

分析表明，住户部门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的份额均有所下降，劳动报酬占ＧＤＰ比重较低且不断下

降。潘文轩（２０１８）使用资金流量表分析了税收对中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影响。
功能性分配作为国民收入分配的起点，对部门间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以及居民收入分配有着

重要的影响。以往研究大多聚焦于国民收入分配的局部，而对于分配全局的把握不够。同时，国家

统计局发布的《资金流量表》相对滞后，难以及时反映实际情况的变化。对此，本文参照国家统计局

《国民经济核算制度》（２０１７），编制了２０１８年的《资金流量表》（非金融交易），并将非金融企业部门分

解为国有和民营两个部分，形成了６部门的核算结果。在此基础上，本文首先分析我国国民收入在

要素间的功能性分配以及在部门间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状况，然后分析了居民收入增长和居民收入

差距的变化情况，简要讨论统计外收入的基本情况及其对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构建这样一个对国

民收入分配格局分析的路径框架，有助于从全局把握分配形势的变化情况及其原因。在此基础上，
探讨了更大规模减税降费对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影响。

一、国民收入在要素间的功能性分配形势分析

所谓功能性分配就是国民收入在要素间的分配，实际上就是在劳动和资本要素之间的分配，它是

国民收入分配的起点。不过，在国民收入核算中，除了劳动报酬和资本报酬之外，国民收入分配的最初

环节还包含生产税净额和混合收入两个项目。生产税净额是政府在初次分配环节取得的收入，这部分

收入既包含劳动的贡献，也包含资本的贡献。而混合收入则是因为没有办法区分要素的贡献，需要在

统计当中被单独列出来的那部分收入。因此，在观察国民收入的功能性分配时，统计上会看到劳动报

酬、资本报酬、生产税净额和混合收入四个部分。长期以来，劳动报酬份额偏低一直是我国功能性分配

存在的主要问题。近年来，劳动报酬份额随着市场环境的改善和收入分配改革的深入而不断提高。
（一）劳动报酬份额

劳动报酬是劳动要素在市场分配环节取得的回报。根据最新的统计口径，劳动报酬指雇员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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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活动应获得的全部报酬，既包括货币形式的报酬，也包括实物形式的报酬，主要包括工资、奖金、
津贴和补贴，单位为其员工缴纳的社会保险费、补充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行政事业单位职工的

离退休金、单位为其员工提供的其他各种形式的福利和报酬等。
当观察劳动报酬份额变化情况时，从国际上来看，通常有两个统计口径，一个是宽口径，另一个

是窄口径①。宽口径是把自雇经济部门②收入分拆出来一部分视作劳动报酬，并把它和雇员劳动报

酬之和作为经济体的全部劳动报酬。宽口径对自雇经济收入中应该有多大比例被视为劳动报酬收

入的规定具有一定的随意性，因此，讨论自雇收入中的劳动报酬意义不大。一般来说，发达国家的自

雇经济比重较低，发展中国家则较高，因此，使用这一口径劳动报酬进行国际比较时，往往会造成一

些含义上的混乱。窄口径也是联合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ＳＮＡ）使用的统计口径，也就是仅仅计算雇

员部门的劳动报酬，而对自雇经济部门收入进行单独核算，全部归入混合收入项目下。图１是本文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资金流量表数据③，分劳动报酬、资本报酬、生产税净额和混合收入四个分配

项目，观察到的收入分配格局变动情况。

图１　劳动报酬、资本报酬、生产税净额和混合收入在ＧＤＰ中的份额

表１展示了两种口径劳动报酬份额的变化。劳动报酬占全部ＧＤＰ的比重中的合计项目，是宽

口径的劳动报酬份额。２００８年，这一份额为４７．０１％，２０１８年提高到５１．７５％，提高了４．７４个百分

点。其中，窄 口 径 的 雇 员 经 济 部 门 劳 动 报 酬 占 全 部 ＧＤＰ的 比 重 从２９．８７％提 高 到２０１８年 的

３７．４５％，提高了７．５８个 百 分 点。自 雇 经 济 部 门 劳 动 报 酬 占 全 部 ＧＤＰ的 比 重，从１７．１４％下 降 到

２０１８年的１４．３％，下降了２．８４个百分点。

表１　我国劳动报酬份额的变化（％）

年份
劳动报酬占全部ＧＤＰ的比重 劳动报酬占本部门ＧＤＰ的比重

合计 雇员经济部门 自雇经济部门 雇员经济部门 自雇经济部门

２００８　 ４７．０１　 ２９．８７　 １７．１４　 ４１．３６　 ６５．５０

２００９　 ４７．７６　 ３０．５０　 １７．２７　 ４２．７９　 ６５．０６

２０１０　 ４６．１１　 ２９．４９　 １６．６３　 ４２．０１　 ６１．０４

２０１１　 ４５．３９　 ２８．９１　 １６．４７　 ４１．４７　 ６０．４７

２０１２　 ４７．４６　 ３０．０７　 １７．３９　 ４３．３０　 ６４．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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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雇员部门ＧＤＰ、雇员部门劳动报酬总额、自雇部 门ＧＤＰ、自 雇 部 门 劳 动 报 酬 总 额 的 计 算 方 法，参 见 张 车 伟、赵

文（２０１５）。

自雇经济就是自我雇佣的经济活动，包括个体经济和农户经济。

如无特殊说明，本文数据均来自国家统计局。



续表１

年份
劳动报酬占全部ＧＤＰ的比重 劳动报酬占本部门ＧＤＰ的比重

合计 雇员经济部门 自雇经济部门 雇员经济部门 自雇经济部门

２０１３　 ５０．２５　 ３３．１５　 １７．１０　 ４４．３７　 ６９．９５

２０１４　 ５０．９６　 ３３．８５　 １７．１０　 ４４．５６　 ６９．９５

２０１５　 ５１．８０　 ３４．７０　 １７．１０　 ４５．６６　 ６９．９５

２０１６　 ５２．０５　 ３４．９５　 １７．１０　 ４５．９７　 ６９．９５

２０１７　 ５１．５７　 ３７．０７　 １４．５０　 ４７．２６　 ６７．２７

２０１８　 ５１．７５　 ３７．４５　 １４．３０　 ４７．８０　 ６６．０７

　　

雇员经济是以公司化、组织化或者产业化生产方式为特征的生产部门，有明确的雇佣劳动关系，

资本和劳动的贡献容易区分，能够实现按要素贡献进行分配，因此，雇员经济部门的劳动报酬份额是

真正反映要素分配关系的关键指标。２００８年，这一份额为４１．３６％，２０１８年提高到４７．８％。雇员经

济部门包括非金融国有企业、非金融民营企业、金融机构部门和政府部门，共四个部门。从各部门情

况来看（表２），２０１８年，非金融国有企业的劳动报酬份额约为４８％，非金融民营企业约为４３％，金融

机构部门约为３３％，政府部门约为８８％。与２０１３年相比，非金融民营企业和金融机构部门的劳动

报酬份额有了明显提高。非金融国有企业劳动报酬份额高于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劳动报酬增长偏

快、高管薪酬与普通员工工薪水平差距过大的问题一直存 在。非 金 融 国 有 企 业 的 劳 动 报 酬 份 额 在

２０１６年后开始下降，反映了近年来国有企业工资决定机制改革尤其是改革工资总额确定办法、完善

工资与效益联动机制两方面改革的成效。

表２　各部门劳动报酬份额（％）

年份 非金融国有企业 非金融民营企业 金融机构部门 政府部门

２０１３　 ４５．２　 ３９．６　 ２９．４　 ８７．１

２０１４　 ４６．６　 ３９．７　 ２９．３　 ８５．９

２０１５　 ４９．１　 ４０．２　 ３０．１　 ８６．４

２０１６　 ４９．６　 ３９．９　 ３１．８　 ８６．８

２０１７　 ４８．０　 ４２．２　 ３３．０　 ８７．１

２０１８　 ４８．１　 ４２．７　 ３３．４　 ８８．３

　　

劳动报酬份额持续提高表明功能性分配持续改善。劳动报酬份额提高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劳

动力市场供求形势转变，从供大于求转向供求总量基本平衡，从而拉动工资上涨。二是企业实际社

保费率不断提高，加之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的改革，①劳动报酬中的社会保险费、补充社

会保险费占比不断提高，推高了劳动报酬份额。

劳动力市场供求形势的转变推高劳动报酬水平。我国劳动参与率的下降趋势由来已久，加之劳

动年龄人口在２０１３年达到高点之后开始下降，经济活动人口和就业人员总数分别于２０１７年和２０１８
年开始趋势性下降。根据《２０１８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２０１８年末全国就业人员７７５８６
万人，比２０１７年减少５４万人，增长率为－０．０７％。从就业人员总数的增长率上，也能观察到就业趋

势的变化。２００７年 就 业 人 员 总 数 为７５３２１万 人，此 后 以 年 均０．３７％的 增 长 率，增 长 到２０１４年 的

７７２５３万人，而后，增长率出现了趋势性下降。２０１７年就业人员总数为７７６４０万人，仅比２０１６年增

加３７万人，与之前十年动辄二三百万人／年的增量难以相提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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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正规化提高了实际社会保险费率。社会保险费是劳动报酬的一个重要部分。我国就业的

主要矛盾已经从就业岗位不足为特征的总量矛盾转变为就业质量不高为特征的结构性矛盾。实际

社会保险费率不断接近政策要求的费率水平，是就业质量提高的重要方面。２００８年《劳动合同法》
实施以来，企业用工更加规范，就业保障显著提高。无论是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数，还是参

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人数，抑或参加失业保险、工伤保险人数，都在不断增加。除了企业雇员以外，

２０１５年，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改革加速，从以前视同缴费状态，转变为基本养老保险费

纳入社会保障基 金 财 政 专 户，扩 展 了 劳 动 报 酬 的 来 源，并 大 幅 度 地 增 加 了 劳 动 报 酬 总 额 的 数 量。

２０１８年，机关事业 单 位 基 本 养 老 保 险 基 金 收 入 达 到 了１３４４４．８亿 元。企 业 部 门 实 际 保 险 费 率 由

２００８年的１４．７％提高到２０１８年的１６．８％，包括机关事业单位的全社会实际保险费率由２００８年的

１２．５％提高到了２０１８年的２０．３％。
如图２所示，尽管劳动报酬份额提高了，但对工资尤其是对劳动者真正拿到手的工薪收入的影

响并没有同样大。在劳动报酬中扣减了社会保险缴费、住房公积金、个人所得税后的部分，是劳动者

的可支配劳动报酬。它是可以用来消费和储蓄的劳动报酬，是普通劳动者最后能够拿到手的收入。

２００８年，可 支 配 劳 动 报 酬 为７５９４８．３亿 元，占 当 年 ＧＤＰ的２３．８％。２０１８年 可 支 配 劳 动 报 酬 为

２３２６１１．９亿元，占当年ＧＤＰ的２５．８％。２０１８年，可支配劳动报酬占劳动报酬总额的比重为７０％，
较２００８年下降了１０个百分点（图２）。这表明，近年来劳动报酬份额有所提高的现象，一个重要的原

因是社会保险费、住房公积金、企业年金、个人所得税等居民不可支配部分快速增加。与２００８年相

比，劳动报酬总额占ＧＤＰ的比重提高了７．６个百分点，可支配劳动报酬总额占ＧＤＰ的比重提高了

２．０个百分点，两者相差的５．６个百分点就是各类扣款占ＧＤＰ比重的提高幅度。

图２　劳动报酬的结构

过去，由于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市场环境不利于普通劳动者，造成工资水平偏低。近年来，随

着劳动力市场转变，市场环境似乎正在向着有利于劳动者的方向变化。但是，由于一些行业和一些

经济领域过高的资本回报抬高了要素价格，使得中小企业在资本市场上处于较为不利的地位。实际

上是让中小企业承担了一部分本该由其他部门承担的风险，这造成中小企业淘汰率过高。根据第四

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２０１８年末，中小微企业吸纳就业占全部就业的比重为７９．４％，是吸纳社会就

业的主体①。中小企业所承担的风险，就业于其中的普通劳动者也在承担，造成了我国劳动者的工

资水平长期偏低。现在我国普通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尽管比过去有了一些提高，但横向比较来看，与

—６—

①国家统计局：《中小微企业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第四次全国经济 普 查 系 列 报 告 之 十 二》，ｈｔｔｐ：／／

ｗｗｗ．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ｔｊｓｊ／ｚｘｆｂ／２０１９１２／ｔ２０１９１２１８＿１７１８３１３．ｈｔｍｌ。



发达国家的不低于５０％的劳动报酬份额还有一些差距①。
（二）资本报酬份额

根据国民经济核算原理，任何增加值最后都会以要素报酬的形式归于某种要素的所有者。一个

经济体的ＧＤＰ，在减去劳动报酬、生产税净额和混合收入之后，剩余部分就是企业部门的资本报酬。
它的实现形式是企业部门的盈余以及财产收入和固定资产折旧。

从核算结果来看，我国资本报酬份额稳定，投资环境持续改善。２０１２年，全国资本报酬总额为

１６４２９９亿元，占当年ＧＤＰ的３０．５％。２０１８年，全 国 资 本 报 酬 总 额 为２７３５３４亿 元，占 当 年ＧＤＰ的

３０．４％。２０１２年以来，我国劳动报酬份额持续提高。在这种形势下，资本报酬份额一直稳定在３０％
左右，这说明，我国投资环境对资本是持续有利的。

具体来看，资本报酬份额能够保持稳定，得益于生产税净额和混合收入的相对减少。换句话说，
劳动报酬份额的提高不是与资本争利的结果。生产税净额占ＧＤＰ的比重，２０１２年为１２．８％，２０１８
年下降为１１．１％。生产税净额占比的下降反映出减轻企业税费负担的宏观调控思路。混合经济占

ＧＤＰ的比重，从２０１２年的２６．６％下降到２０１８年的２１％。个体经济及农户经济规模相对减小，是我

国经济工业化、城镇化、非农化、正规化的表现。②

从部门来看（表３），２０１７年 非 金 融 国 有 企 业 资 本 报 酬 份 额 约 为４４％，非 金 融 民 营 企 业 约 为

３９％，金融机构部门约为５７％，政府部门约为１２％。③ 进一步提高资本报酬，关键在于减税降费。如

表３所示，非金融国有企业资本报酬份额之所以较高，关键在于生产税净额的份额较低。２０１８年，非
金融国有企业生产税净额的份额为８％，远远低于非金融民营企业１７．８％的水平。

表３　各部门功能性分配的规模和结构

年份 增加值及项目 非金融国有企业 非金融民营企业 金融机构部门 政府部门 住户部门

功能性分配规模（亿元）

２０１７

增加值 １１４５５１　 ３９２５５６　 ６５３９５　 ７１３７３

劳动报酬 ５４９４６　 １６５５４１　 ２１５８７　 ６２２００

资本报酬 ５０４４５　 １５３７２５　 ３７７８２　 ８８０３

生产税净额 ９１６０　 ７３２９０　 ６０２６　 ３７０

１７６８７９

１７１８８１

４９９９

２０１８

增加值 １２０９６９　 ４３６０９０　 ６９１００　 ７９２５７

劳动报酬 ５８１４９　 １８６０２７　 ２３０５７　 ６９９５０

资本报酬 ５３１３２　 １７２３０９　 ３９１６３　 ８９３１

生产税净额 ９６８８　 ７７７５４　 ６８８０　 ３７６

１９４８９４

１８９２７１

５６２３

功能性分配结构（％）

２０１７

增加值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劳动报酬 ４８．０　 ４２．２　 ３３．０　 ８７．１

资本报酬 ４４．０　 ３９．２　 ５７．８　 １２．３

生产税净额 ８．０　 １８．７　 ９．２　 ０．５

１００．０

９７．２

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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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２０１１年，美国 雇 员 劳 动 报 酬 份 额 约 为５４．９％，日 本 约 为５２％，英 国 约 为５６．３％，德 国 约 为５５．８％，法 国 约 为

５７．８％。２０１７年，美国雇员劳动报酬份额约为５５．４％，日本约为５０．７％，英国约为５５％，德国约为５７．９％，法国约为

５８．６％。

在我国的统计实践中，混合收入还包括了居民自有住 房 服 务 业 增 加 值，即 居 民 自 有 住 房 提 供 的 服 务 所 产 生 的

收入，包括出租服务收入和虚拟服 务 收 入。２０１８年，居 民 自 有 住 房 服 务 业 增 加 值 为２６６１３亿 元。从 结 构 来 看，２００８
年，居民自有住房服务业增加值占混合收入的比重为１０．５％，２０１８年提高到了１３．７％。同期，城乡个体经 济 增 加 值

从４９．５％提高到了５１．７％，农户经济增加值从４０％降低到了３４．７％。

住户部门的劳动报酬和资本报酬不做划分，合计为混合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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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３

年份 增加值及项目 非金融国有企业 非金融民营企业 金融机构部门 政府部门 住户部门

功能性分配结构（％）

２０１８

增加值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劳动报酬 ４８．１　 ４２．７　 ３３．４　 ８８．３

资本报酬 ４３．９　 ３９．５　 ５６．７　 １１．３

生产税净额 ８．０　 １７．８　 １０．０　 ０．５

１００．０

９７．１

２．９

从结构来看，利息、红利和其他盈余是资本报酬最主要的三个部分（表４）。２０１８年，利息收入为

１１０２６３亿元，占资本报酬总额的４０．３％。红利包括上市公司发放的红利流通股现金红利和股票红

利以及非上市公司发放的红利。２０１８年，红利总额约为１６３４９亿元，约占资本报酬总额的６．０％。

地租包括土地租金、资源税、矿产资源补偿费收入、探矿权采矿权有偿使用费收入、国有资源有偿使

用收入。２０１８年，地租总额约为８３２６亿元，约占资本报酬总额的３．０％。其他财产收入主要是保险

投资收益。２０１８年，其他财产收入总额约为２７１亿元，约占资本报酬总额的０．１％。其他盈余主要

是固定资产折旧。２０１８年，其他盈余总额约为１３８３２６亿元，约占资本报酬总额的５０．６％。

表４　资本报酬的基本情况（亿元）

年份 利息 红利 地租 其他财产收入 其他盈余 资本报酬总额

２００８　 ３３６７３　 ８９７８　 １３３７　 ７９７　 ５６０１６　 １０２８６７

２００９　 ３２３５４　 ９２３５　 １７３４　 ８０３　 ６３６３５　 １０８３６４

２０１０　 ４６２１２　 ３４１０　 ２４２９　 １１０３　 ７２５１０　 １２６６７８

２０１１　 ６６５１６　 ４５５３　 ３０７６　 １３８３　 ７６１２８　 １５２８７６

２０１２　 ８２９２８　 ４７１４　 ４４１１　 １９４３　 ６８３１１　 １６４２９９

２０１３　 ６８５６２　 ６６０３　 ５１２８　 １６２９　 ９５９５８　 １８０８３１

２０１４　 ７８８８７　 ９１８４　 ５８６９　 １４５０　 ９３３５７　 １９１８９６

２０１５　 ７９４４９　 １３４４１　 ６７４３　 ３６８　 １００５３９　 ２０４７２７

２０１６　 ８００１６　 １３６１４　 ６８７７　 １７８　 １１３２６２　 ２１８３３７

２０１７　 ８４５６５　 １５３２２　 ７８２２　 １６９　 １３７８７８　 ２５０７５５

２０１８　 １１０２６３　 １６３４９　 ８３２６　 ２７１　 １３８３２６　 ２７３５３４

二、国民收入在部门间的分配：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形势分析

不同的生产要素掌握在不同的经济部门之中。各个经济部门支付了使用其他部门生产要素对

应的报酬，取得其他经济部门使用本部门生产要素对应的报酬后，就形成了国民收入在非金融国有

企业部门、非金融民营企业部门、金融机构部门、政府部门和住户部门之间的初次分配。初次分配是

市场自发分配的结果，包含了一些不公平的因素，需要政府加以调节，这就是再分配。从初次分配来

看，分配结果主要向企业部门倾斜，再分配向政府部门倾斜，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部门分配的基本

格局。２０１２年以来，我国加快健全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再分

配开始大幅度向居民部门倾斜。这清晰地体现出了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

兼顾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的执政思路。
企业、政府、居民之间的分配格局是指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后三个部门的收入情况。初次分配总

收入是指根据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各部门获得的收入总额。根据表５，虽然和２００８年相比，当前

企业部门的初次分配总收入占比略有下降，但是和２０１２年相比，却有着明显的提高。企业部门的初

次分配总收入占比的提高主要是政府初次分配总收入占比下降的结果。２０１２年，政府初次分配总

收入占比为１５．６％，２０１８年下降到１４．２％。

—８—



企业部门初次分配总收入中，金融和房地产行业占比提高。金融部门初次分配总收入占全国初

次分配总收入的比 重，２０１２年 为４．０％，２０１８年 提 高 到５．６％；房 地 产 行 业 初 次 分 配 总 收 入 占 比，

２０１２年为３．９％，２０１８年提高到４．３％。企业部门中的实体经济的初次分配总收入占比，从２０１２年

的１４．９％，提高到２０１８年的１６．１％。实体经济的初次分配总收入占比的提高速度慢于金融和房地

产行业。
再分配后，形成可支配总收入。与初次分配相比，再分配的基本格局是企业部门收入占比下降，

政府部门收入占比上升。２０１２年开始，再分配大幅度向居民部门倾斜。居民部门支付的个人所得

税、社会保险费规模相对缩小，得到的社会保险福利、社会补助规模相对增大。

表５　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变化：初次分配和再分配（％）

初次分配总收入格局

年份 企业 政府 居民

２００８　 ２６．６　 １４．７　 ５８．７

２００９　 ２４．７　 １４．６　 ６０．７

２０１０　 ２４．５　 １５．０　 ６０．５

２０１１　 ２３．９　 １５．４　 ６０．７

２０１２　 ２２．７　 １５．６　 ６１．６

２０１３　 ２４．１　 １５．２　 ６０．７

２０１４　 ２４．７　 １５．２　 ６０．１

２０１５　 ２４．２　 １４．９　 ６０．９

２０１６　 ２４．３　 １４．５　 ６１．３

２０１７　 ２５．４　 １４．０　 ６０．６

２０１８　 ２５．６　 １４．２　 ６０．２

可支配总收入格局

年份 企业 政府 居民

２００８　 ２２．７　 １９．０　 ５８．３

２００９　 ２１．２　 １８．３　 ６０．５

２０１０　 ２１．２　 １８．４　 ６０．４

２０１１　 ２０．０　 １９．２　 ６０．８

２０１２　 １８．５　 １９．５　 ６２．０

２０１３　 １９．８　 １８．９　 ６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５　 １８．９　 ６０．６

２０１５　 １９．８　 １８．５　 ６１．６

２０１６　 ２０．０　 １７．９　 ６２．１

２０１７　 ２１．２　 １８．０　 ６０．８

２０１８　 ２１．４　 １７．９　 ６０．７

初次分配总收入－可支配总收入

年份 企业 政府 居民

２００８　 ３．９ －４．２　 ０．４

２００９　 ３．５ －３．７　 ０．２

２０１０　 ３．３ －３．４　 ０．１

２０１１　 ３．９ －３．８ －０．１

２０１２　 ４．３ －３．９ －０．３

２０１３　 ４．４ －３．７ －０．６

２０１４　 ４．２ －３．６ －０．６

２０１５　 ４．３ －３．６ －０．７

２０１６　 ４．２ －３．４ －０．８

２０１７　 ４．２ －３．９ －０．３

２０１８　 ４．３ －３．７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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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居民的收入增长和收入差距变化

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提出到２０２０年实现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２０１０年翻一番、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当前，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实现了基本同步，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

配中的比重较前一个时期有了明显提高。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２０１０年翻一番的目标能够顺利实现。
（一）居民收入增长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住户调查数据显示，２０１８年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额为３９．４万亿元（图３）。近

期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额占ＧＤＰ的比重，大约在４０％～４８％之间波动。自２００２年开始，这一比重有

一个比较长时间的下降，２０１１年 降 低 到 了３９．８％，之 后 在２０１６年 提 高 到４４．５％。２０１７年 和２０１８
年，这一比重分别下降到了４４％和４３．８％。根据２０１９年前三季度的数据来推算，２０１９年居民可支

配收入总额占ＧＤＰ的比重将会回升到４４％。

图３　居民收入总额及其占ＧＤＰ的比重

由于收入来源的性质不同，各类收入与经济增长的相关程度也不同。从根本上来说，居民收入

增长与经济增长的不同步，源于ＧＤＰ构成和居民收入构成之间存在差异。居民收入的来源有四个

部分，即劳动报酬、财产性收入、经营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在居民部门，大部分经营性收入实际上

为劳动报酬，因此，区分劳动报酬和经营性收入意义并不是很大。２００８年以来，劳动报酬占居民收

入的比重不断上升，２０１８年占比达８５．２％，而经营性收入占比不断下降，这主要反映了我国经济正

规化以及就业雇员化的趋势（表６）。
多渠道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一直是我国收入分配改革的重要目标。目前，居民的财产性收入有

四类：存贷款产生的净利息收入、国债利息收入、股东的利润分配收入（主要是Ａ股市场的红利）、保

险业投资收益中属于居民的部分。目前国债回报率较低，因此，居民已经很少持有。目前，居民财产

性收入中，利息占６０％，红利占１３％，保险业投资收益占２７％。这一结构与２００８年相比，分别变化

了－１６个百分点、４个百分点和１２个百分点，数额上是２００８年的１．９倍、３．６倍和４．２倍。而同一

时期，ＧＤＰ和全国租赁房屋租金总额分别是原来的２．６倍和１．７倍。这说明，证券市场和保险市场

是财产性收入增长的主渠道。利息净收入增长缓慢，主要是由于居民住房贷款增长较快，从而贷款

利息支出增长加快。而住房贷款利息要高于租赁房屋租金，资金配置出了点问题。还要看到，利息

收入中的中低收入群体占比较高，红利和保险业投资收益中的中高收入群体占比较高，因此，财产性

收入的结构变化意味着居民收入差距会被拉大。
转移性收入占比很小。这里的转移性收入指的是由其他部门创造的财富，转移到居民部门中的收入。①

—０１—

①这里的转移性收入与住户调查中的概念不同。住户调查中的转移性收入多是由居民创造的财富，经由其他部

门转走后，再转回到居民的收入，包括养老金或退休金、社会救济和补助、政 策 性 生 产 补 贴、政 策 性 生 活 补 贴、经 常 性

捐赠和赔偿、报销医疗费、住户之间的赡养收入，以及本住户非常住成员寄回带回的收入等。



转移性收入主要的进项是社会保险福利、社会补助和保险业赔付，主要的出项是个人收入税、社会保

险缴款和保险业保费中居民承担的部分。由于社会保险现收现付、个人所得税和社会补助的资金规

模大致相当，因此，部门之间的转移性资金规模很小。这种再分配方式的主要意义在于居民内部的

收入差距调节。
低收入群体状 况 改 善。２０１８年，按 城 镇 居 民 五 等 份 收 入 分 组，低 收 入 组 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为

１４３８６．９元，名义增长率为４．８％。按农村居民五等份收入分组，低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３６６６．２
元，名义增长率为１１％。２０１８年，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１０３７１元，是２０１２年的１．９９
倍，年均增长率为１２．１％；扣除价格因素，年均实际增长率为１０．０％，比全国农村平均增速快２．３个

百分点。２０１８年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全国农村平均水平的７１．０％，比２０１２年提高

了８．８个百分点，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的差距进一步缩小①。

表６　居民可支配收入的结构（％）

年份 劳动报酬 财产性收入 经营性收入 转移性收入

２００８　 ８１．０　 ４．４　 １４．４　 ０．３

２００９　 ８０．５　 ３．８　 １５．３　 ０．４

２０１０　 ７８．５　 ３．４　 １７．６　 ０．５

２０１１　 ７７．８　 ３．７　 １８．０　 ０．５

２０１２　 ７９．８　 ４．１　 １５．５　 ０．６

２０１３　 ８３．７　 ４．０　 １１．４　 ０．９

２０１４　 ８４．０　 ３．９　 １１．２　 ０．９

２０１５　 ８４．５　 ３．５　 １０．９　 １．１

２０１６　 ８４．１　 ３．８　 １０．９　 １．２

２０１７　 ８５．１　 ３．９　 １０．６　 ０．４

２０１８　 ８５．２　 ２．７　 １１．０　 １．１

（二）居民收入差距

虽然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实现了基本同步，但这并不意味所有阶层的居民的收入都实现了这种

同步。因此，我们还要关注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化情况。

２０１３—２０１８年，居民收入差距先减小后增大。判断居民收入差距的重要指标是居民收入差距

指数，计算公式是“全国居民人均可 支 配 收 入”的 平 均 数 除 以 中 位 数，数 据 由 国 家 统 计 局 按 季 度 发

布。另一个判断居民收入差距的指标是基尼系数。根据国家统计 局 发 布 的 数 据，我 国 基 尼 系 数 在

２００８年曾经达到了０．４９１，而后逐渐 减 小，２０１５年 降 低 到 了０．４６２，２０１８年 重 又 提 高 到 了０．４６８。
如图４所示，居民收入差距指数和基尼系数均显示，从２０１３年到２０１５年，我国居 民 收 入 差 距 逐 渐

缩小，从２０１６年到２０１８年连续增大。其中，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指数和农村居民收入差距指数分别

从２０１５年的１．０７１和１．１１０提高到２０１８年的１．０７８和１．１１９。同期，我国城乡和地区之间的收

入差距都在不断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从２０１５年的２．７３１下降到了２０１８年的２．６８５，地区收入差

距（以 东 部 地 区 和 西 部 地 区 居 民 人 均 收 入 的 比 率 衡 量）从２０１５年 的１．６７３下 降 到２０１８年 的

１．６５５，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也有所减小。这说明，城镇内部收入差距扩大是全 国 居 民 收 入 差 距 扩

大的主要原因。

２０１９年，全国居民收入差距指数为１．１５９。从２０１９年四个季度数据来看，居民收入差距指数均

较２０１８年同期有小幅下降。同时，城乡收入差距、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都稍有减小，城镇内部收入

差距略有扩大但幅度不大。因此，本文推测２０１９年居民收入差距比２０１８年略有下降。

—１１—

张车伟 赵文：国民收入分配形势分析及建议

①国家统计局，２０１９：《扶贫开发持续强力推进　脱 贫 攻 坚 取 得 历 史 性 重 大 成 就———新 中 国 成 立７０周 年 经 济 社

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十五》，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ｔｊｓｊ／ｚｘｆｂ／２０１９０８／ｔ２０１９０８１２＿１６９０５２６．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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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居民收入差距

四、“统计外收入”及对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

统计外收入是指难以被常规的住户调查包括进来的居民收入。目前，还存在大量的统计外收入

游离于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之外，因此，计算居民收入差距指数或者是基尼系数的时候，都无法将这部

分收入纳入进来。由于统计外收入主要属于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因此，实际的居民收入差距指数或

者是基尼系数，应该比看到的要高一些。

统计外收入的核算思路来自国民经济核算中的收支平衡原则，即生产总额等于收入总额，也等

于支出总额。住户调查属于收入总额的调查。如果住户调查得到的收入总额偏少，应该能从生产总

额和支出总额中观察到偏少的程度。具体的测算方法参见张车伟、赵文（２０１８）的研究。

图５报告了１９９２—２０１８年我国的统计外收入情况。２０１８年，统计外收入总额为１１．７３万亿元，

比２０１７年增加１．８５万亿元，增长率为１８．７％。２０１８年，统计外收入总额占ＧＤＰ的比重为１３％，比

２０１７年提高了１个百分点。２０１８年，统计外收入总额占实际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额的比重（漏报率）

约２３％，比２０１７年提高了１．５个百分点。

从时间变化来看，近一个时期漏报率的高点和低点分别出现在２０１１年和２０１５年。原因主要有

两个方面：一是与收入分配秩序的规范化有关；二是国家统计局２０１３年开启的住户调查改革提高了

数据质量，这与２００２年的调查办法改革对数据质量提高的效果类似。从２０１６年开始，漏报率重新

提高。与之伴随的是居民收入差距指数和基尼系数同步提高。因此，可以推断，统计外收入主要为

高收入群体拥有。如果将统计外收入考虑在内，我国居民实际的收入差距应该比现在看到的统计数

字要大一些。

图５　统计外收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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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更大规模减税降费”对收入分配格局的影响

２０１９年，我国实行了更大规模减税降费。这次减税降费，着眼“放水养鱼”、增强发展后劲并考

虑财政可持续，是减轻企业负担、激发市场活力的重大举措，是完善税制、优化收入分配格局的重要

改革，是宏观政策支持稳增长、保就业、调结构的重大抉择。减税降费及相关配套措施主要有四个方

面：一是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降低增值税税率，重点降低制造业和小微企业税收负担；二是下调城

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降低企业社保缴费负担；三是增加了特定国有金融机构和央企

上缴利润，还从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出更多资金调入一般公共预算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四是

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根据预算，减税涉及资金约１８７００亿元，社保降费约１２８０亿元，

部分金融机构和中央企业上缴利润约５６５０亿元，从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出资金约３９０亿元，划
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带来的收入约２６００亿元①。

根据《国民经济核算制度》（２０１７），本文编制了２０１８年的《资金流量表》（非金融交易）。在此基础

上，将减税降费的措施按照《资金流量表》的编制办法进行核算，得到了更大规模减税降费后的国民收入

分配格局的变化。结果显示（表７），初次分配中，２０１９年政府部门初次分配占比为１２．２％，较２０１８年下

降２个百分点。这主要是增值税减税的结果。相应地，非金融国有企业初次分配占比提高０．５个百分

点，达到４．５％；非金融民营企业初次分配占比提高１．６个百分点，达到１７．６％。再分配后，２０１９年政

府部门再分配占比为１６．２％，较２０１８年下降１．７个百分点。相应地，非金融国有企业初次分配占比

提高０．２个百分点，约为３．６％，非金融民营企业初次分配占比提高１．６个百分点，约为１４．７％。

总体来看，本轮收入分配格局调整中，非金融民营企业部门收益最大，政府收入下降，非金融国

有企业部门次之，居民部门再次之。虽然从国有企业调拨资金进入了一般公共预算和社保基金，但

是不足以补充减税降费带来的政府资金缺口。对此，各级政府应压减一般性支出，大力优化支出结

构，适当提高赤字率，收回长期沉淀资金，盘活各种资金和资产。

表７　部门分配形势：初次分配和再分配（％）

初次分配总收入格局

年份 非金融国有企业 非金融民营企业 金融机构 政府 居民

２０１８　 ４．０　 １６．０　 ５．６　 １４．２　 ６０．２

２０１９　 ４．５　 １７．６　 ５．６　 １２．２　 ６０．１

可支配总收入格局

年份 非金融国有企业 非金融民营企业 金融机构 政府 居民

２０１８　 ３．４　 １３．１　 ４．９　 １７．９　 ６０．７

２０１９　 ３．６　 １４．７　 ４．７　 １６．２　 ６０．９

初次分配总收入－可支配总收入

年份 非金融国有企业 非金融民营企业 金融机构 政府 居民

２０１８　 ０．６　 ２．９　 ０．７ －３．７ －０．５

２０１９　 ０．９　 ２．９　 ０．９ －４．０ －０．８

　　数据来源：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国家统计局数据计算。

六、总结与思考

合理的收入分配是激发各方生产积极性的前提，是经济持续健康增长的基础。本文构建了６部

门的《资金流量表》，沿着功能分配到部门分配再到居民分配的路径，对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进行全局

—３１—

张车伟 赵文：国民收入分配形势分析及建议

①２０１８年，我国非金融国有企业国有资本及权益总额约５８．７万亿元，金融国有企业国有资产约为１７．２万亿元，

行政事业单位资产净资产约为２３．６万 亿 元。２０１９—２０２０年 两 年 划 拨 完 成。同 期 国 有 企 业 利 润 总 额 约 为５３０３４亿

元，因此，估计２０１９年带来的收入约为２６００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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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分析。结果发现，近一个时期，我国收入分配改革不断推进，收入分配格局正在得到改观：一是劳

动报酬份额持续提高，功能性分配格局改善，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分配关系向着更合理的方向发展；二
是资本报酬份额稳定，投资环境持续有利；三是企业、政府、居民之间分配关系不断优化调整，再分配

明显向居民倾斜；四是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实现基本同步，低收入群体收入状况改善明显；五是居民

收入差距经过多年缩小后，近年来略有扩大；六是统计外收入规模持续增大，统计漏报率持续提高；
七是２０１９年开启的更大规模减税降费和相关举措，为经济增长注入了新的活力，民营企业和非金融

企业受惠最多。
过去，在外需旺盛的情况下，收入差距大一些，更倾向于资本一些，有利于扩大投资和出口，最终

促进经济增长。虽然分配关系不尽合理，但毕竟普通劳动者实际收入提高较快，社会满意度整体提

高。当下世界经济增速放缓，国际环境更加复杂严峻，依靠内需拉动经济增长，必须把分配关系摆正

理顺。国际历史经验表明，劳动报酬具有收入均等化的作用（张车伟、赵文，２０１７）。劳动报酬偏低，
居民收入差距就容易扩大，必然制约居民消费，阻碍国民经济良性循环。对此，要继续沿着党的十九

大报告指出的改革方向，坚持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基本分配制度，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完善按要素分

配的体制机制，促进收入分配更合理、更有序。中小微企业的就业占总就业的比重是五分之四，劳动

报酬占居民收入的比重也是五分之四，因此，稳定中小微企业就业岗位，保持中小微企业的工资合理

增长，是劳动报酬合理增长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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