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制定缩小收入差距的政策，注意遵循经济规律 

 

提要：为实现共同富裕，发展的任务仍然很重。要在保证经济持续发展的前提下，

制定合理政策缩小收入差距。 

 

“共同富裕”是个美丽的长期目标。为什么是长期目标？因为现实距离该目标还

很远。中国刚刚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其平均生活水平还谈不上富裕。而“共

同富裕”不仅高于中等收入国家水平，甚至还高于一般的高收入国家水平，因为

它不仅要求平均水平赶上高收入国家，而且还要求不能有很多人掉队。 

 

为实现这个长期目标，可以说发展的任务仍然很重。重视二次分配和三次分配，

从而缩小收入差距，应该在确保经济能持续发展的前提下进行，确保中国能超越

“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因为经济增长不能急，所以共同富裕也不能急。试想如果试图一口气实现共同富

裕，那么很可能抵御不住“打土豪、分田地”的冲动，其结果会是“共同贫困”。 

 

当然，缩小收入差距很重要。但是制定缩小收入差距的政策，一定要考虑经济规

律，否则就会“好心办坏事”。比如人们的收入大体由劳动力市场供需决定，如

果强行提高工资（或社保福利），那么高企的用工成本会导致企业不能承受而退

出（或用更多机器人），反而会让劳动力供过于求，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反而

可能下降。 

 

再比如，如果中国单方面出台遗产税，就会导致资本外逃，不仅无助于提高劳动

者收入，还会影响经济增长的大局。考虑到资本的跨国流动性，对资本的税收一

定要寻求国际协作。 

 

政府在现阶段应该做的，是纠正那些导致收入差距的政策扭曲。比如政府应该扫

除劳动力市场户籍壁垒，让低收入人群能平等地竞争大城市的工作岗位。这样做

能让劳动力市场运行得更好，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同时提高低收入人群的收入，

缩小收入差距。 

 

政府也可以通过公共产品供应来缩小收入差距。美丽的城市小公园、快捷便宜的

公共交通、优质的幼托和公办教育等等，能让人们直接获得享受和便利，或者降

低焦虑，因此也是一种增加人们幸福感的收入。而且这种收入天生贫富无欺，穷

人和富人同样享受。那么扩大公共产品供应、提高公共产品质量，就能实质性地

缩小收入差距。 

 

在众多公共产品中，优质的公办教育尤其重要。一方面，优质充足的教育资源有

助于人力资本的投资和积累，从而有助于持续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优质且廉价

的公办教育能让下一代所受教育的质量差距缩小，而教育质量差距缩小能带来未

来收入差距的缩小。 

 

在这点上，中国的现实状况并不乐观。在基础教育方面，因为户籍限制，众多儿



童不能在父母工作所在地入学，成为农村“留守儿童”。而农村的中小学教育质

量和大城市无法相比，加上父母角色缺失对儿童成长的影响，会导致未来更加严

重的收入差距。 

 

即使在城市里，公办教育质量也参差不齐，否则也就没有学区房的炒作空间了。

当然，这点已经受到政府关注，比如北京正在出台有力措施进行纠正。希望北京

能闯出一条新路，成为其他城市效仿的榜样。 

 

为让教育机会更加均等和充足，我们也应该延长义务教育到高中阶段。同时加大

对高校的投入，尤其是一般本科院校。中国家庭愿意为孩子的高等教育花钱，但

这要求政府全面提高高等教育水平，不能只建设头部几所高校。目标应该是让大

多数高中生，不需要出国留学，就能受到优质的大学教育。 

 

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国外，大学教育给年轻人的回报都是非常可观的。未来人工智

能广泛应用，机器人广泛取代人力，很可能会导致大学教育回报更高，导致大学

毕业生和中等教育毕业生之间的收入差距更大。而扩大高等教育覆盖面，则能让

未来的体力劳动者相对稀缺，从而也提高他们的收入，缩小劳心者和劳力者收入

差距。 

 

当然，包括教育在内的公共产品，都依赖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税收收入。而税收收

入一方面取决于税制和税率，另一方面也取决于经济蛋糕有多大。所谓“对富人

加税”，应当慎重。政府应提高税法的公平性，打击逃税漏税，关闭避税机会，

从而获得更多税收。但不能运动式地随意针对富人加税，从而伤害投资信心，影

响国家经济基本面和政府长期税收能力。 

 

其实缩小收入差距对富人也有好处。一方面，因为穷人边际消费倾向较高，所以

当他们收入提高后，公司产品会更好卖，公司利润会更高。另一方面，收入差距

小的社会更加稳定和谐，会给生活在其中的富人更多安全感。因此增加税收以支

付更高质量的公共产品，完全可能得到包括富人在内的所有人支持。但前提要在

法治框架下，通过民主协商，获得社会各阶层的认可。 

 

如果有社会共识的支持，同时尊重经济规律，在经济持续发展中逐渐缩小收入差

距，那么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将不是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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