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改革热点与难点·
西部论坛

ＷｅｓｔＦｏｒｕｍ
第２０卷第６期　２０１０年１１月
　Ｖｏｌ．２０　Ｎｏ．６　Ｎｏｖ．２０１０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４８１３１．２０１０．０６．００６

社会各阶层收入差距及影响因素研究


———对重庆市的调查分析

李佑静

（重庆社会科学院 社会学研究所，重庆 ４０００２０）

摘　要：根据调查分析，重庆十一大社会阶层总体收入差距较大，阶层内部的收入差异也比较明显；阶
层间收入分化界线已经出现，收入水平呈五级“金字塔”结构。各阶层收入的主要影响因素存在差异，社会

上层收入的主要影响因素为年龄和性别，文化程度对社会中下层收入影响显著。应促进社会公平，改善阶

层内部差距，缩小收入差距，并通过“调高、扩中、提低”来调整收入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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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以来，有关中国社会经济分化趋势和
社会阶级或阶层问题的研究一直是国内社会科学

研究领域的热点之一，迄今已取得了丰富的理论成

果，但各门各派观点林立、说法各异，这充分反映了

当前中国社会快速变迁中阶层分化的动荡局面和

社会阶层结构的不稳定状态。本文基于大样本调

研数据，对重庆社会各阶层间以及各阶层内的收入

差距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定量分析，以期说明当前我

国社会各阶层收入差距现状和层级结构及其合理

性，进而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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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庆社会各阶层划分

中国社科院 ２０００年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
究报告》［１］划分出了十大阶层，本文以此为依据，并

考虑到２００５年的公务员制度改革后形成的普通公
务员群体，无论从“经济资源”、“组织资源”和“文化

资源”的角度看，皆已具备界限清晰的阶层特征，故

将“普通公务员”从“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阶层中

分离出来，作为一个新的阶层来考量，由此构成了

“十一大社会阶层”。本文将重庆市十一个社会阶

层的排序如下：（１）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事业单位
负责人，（２）规模以上企业负责人，（３）私营企业主，
（４）普通公务员，（５）专业技术人员，（６）办事人员
和有关人员，（７）个体工商户，（８）商业服务业人员，
（９）产业工人，（１０）农业劳动者，（１１）无职业人员。

表１　重庆市社会阶层结构／％

阶层分类 占比 所处层级 层级占比

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事业单位负责人 ０．６０ 上

规模以上企业负责人 ０．４６ 上

私营企业主 ０．３９ 上

１．４５

普通公务人员 ４．０９ 中上

专业技术人员 １．３５ 中上

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 ２．４２ 中中

个体工商户 ２．８７ 中中

商业服务业人员 ９．４０ 中下

２０．１３

产业工人 １２．８６ 下

农业劳动者 ６３．２３ 下

无职业人员 ２．２６ 下

７８．３５

二、重庆社会各阶层收入差距现状

作为２００８年重庆市重大决策咨询课题和重庆
市委、市政府２１个重点调研课题之一，由重庆社会
科学院和国家统计局重庆调查总队组成联合调查

组对“重庆社会各阶层状况”进行了２５００份问卷调
查分析，获得第一手的数据和资料。

从总体上看，本次调查中各阶层平均年收入

为２９７９８．０３元，中位数为 １８０００元，标准差为
４２４６６．８７；最大值为私营企业主阶层样本，年收入
６０万元；最小值为农业劳动者阶层样本，年收入
１０００元，极差为５９９０００。从总体相对差距来看，
未做人口加权处理的变异系数为１．４３，基尼系数
为０．４９，比较大。

１．各阶层间收入差异
从年收入均值来看，各阶层加权后平均年收入

为１６３７０．７１元。私营企业主阶层收入最高，这一

阶层收入远远高于其他阶层，其平均年收入是排在

第二位的国家机关等单位负责人平均年收入的２．８
倍，是收入最低的无职业人员阶层的１７．７倍；排在
第二位和第三位的分别是国家机关等单位负责人

阶层和规模以上企业负责人，他们的年收入均值差

不多；接下来是阶层普通公务员、个体工商户、专业

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他们的收入均值

都在２万元到３万元之间；排在八到十位的是阶层
产业工人、商业服务业人员、农业劳动者，他们的年

收入也相差不大。

从相对差异来看，人口加权后所得变异系数为

０．０５，基尼系数为０．２，各阶层收入差异还不算大。
造成基尼系数比较低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本

次调查是由被访者自己填写收入，收入高的人有填

低的可能，收入低的人有填高的可能；二是由于按

照每个阶层年收入的平均值计算基尼系数，各阶层

内部收入差异无法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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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重庆社会各阶层收入与支出

阶层 年收入／元 标准差 变异系数 基尼系数

私营企业主 １２７６７８．６１ ９４２２２．４６ ０．７４ ０．３３
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事业单位负责人 ４５５４０．００ １６７０３．２４ ０．３７ ０．２０
规模以上企业负责人 ４３８６４．６５ ２３５９６．６４ ０．５４ ０．３０
普通公务员 ２９３０４．００ １１２６６．９９ ０．３８ ０．２１
个体工商户 ２６４９６．５０ １２９２．００ ０．０５ ０．３５
专业技术人员 ２４１７７．６０ １２９２３．５９ ０．５３ ０．２８
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 ２２１０９．２０ １１６３５．９４ ０．５３ ０．２８
产业工人 １６２３７．２５ ８２５９．９３ ０．５１ ０．２３
商业服务业人员 １６２２７．５０ １０５９６．８１ ０．６５ ０．２８
农业劳动者 １４１２２．６７ ８２０２．５１ ０．５８ ０．３１
无职业人员 ７２１５．５６ ２１５．６２ ０．０３ ０．１９
合计 １６３７０．７１ ８６０．５９ ０．０５ ０．２０

２．各阶层内部差异
从阶层内部差异来看，私营企业主和个体工商

户内部差异比较大。私营企业主阶层的绝对差距

最大，标准差远高于其他阶层，调查问卷样本最高

年收入为６０万元，是最低年收入的５０倍。规模以
上企业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和有关人

员、商业服务业人员、农业劳动者的内部差异次之，

国家机关等单位负责人、普通公务员和产业工人的

内部差异更小。内部差异最小的是无职业人员

阶层。

３．主要结论
（１）私营企业主阶层收入远高于其他阶层
私营企业主阶层平均年收入是国家机关等单

位负责人阶层的２．８倍，是收入最低的无职业人员
阶层的１７．７倍，拥有经济资本的私营企业主阶层收
入明显高于其他阶层。

（２）阶层收入分化界线已经出现，收入水平呈
五级结构

通过方差分析，我们可以得到１１大阶层收入
的分化界线。第一条界线处于私营企业主阶层和

国家机关等单位负责人之间；第二条界线处于规

模以上企业负责人与普通公务员之间，这是上中

层的分界线；第三条界线处于办事人员和有关人

员阶层和产业工人之间；这是体力劳动与非体力

劳动的分界线；第四条界线处于农业劳动者与无

职业人员之间。

图１　重庆社会各阶层收入分化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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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上述的收入分化界线，我们可以把当前阶层
收入差距描绘成一个五级结构：私营企业主阶层在最

上层，占比为０．３９％；国家机关等负责人阶层和规模
以上企业负责人阶层在中上层，占比为１．０６％；普通
公务员、个体工商户、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和有

关人员阶层在中层，占比为１０．７３％；产业工人、商
业服务业人员、农业劳动者在中下层，占比为 ８５．
４９％，无职业人员在下层，占比为２．２６％。从收入
等级的形态来看，除开无职业人员阶层，基本上是

一个“金字塔”结构，中下层收入者比例过大。

三、各阶层收入影响因素分析

为了考察收入的影响因素，我们选入性别、年

龄、文化程度、户籍、政治面貌、婚姻状况、工作年

限、父母职业、认识有钱人与否、认识有权人与否、

认识有关系人与否等多个变量计算与年收入的相

关关系，最后得出结果，年龄、性别、文化程度、户

籍、婚姻状况５个变量具有统计学意义，其与年收入
的相关系数分别为 ０．０６、－０．０９８、０．１７４、０．１６４、
０．０６１。因此，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如下：

ｙ^ｉ＝ａ０ｉ＋ｂ１ｉｘ１ｉ＋ｂ２ｉｘ２ｉ＋ｂ３ｉｘ３ｉ＋
ｂ４ｉｘ４ｉ＋ｂ５ｉｘ５ｉ＋ｂ６ｉｘ６ｉ＋εｉ

　　其中 ｙ^ｉ为第 ｉ阶层的收入，ａ０ｉ为第 ｉ阶层常数
项，ｂｊｉ为第ｉ阶层第ｊ项回归系数，ｘ１ｉ、ｘ２ｉ、ｘ３ｉ、ｘ４ｉ、ｘ５ｉ、
ｘ６ｉ分别表示第ｉ阶层的性别、文化程度、年龄、婚姻
状况、年龄平方、户籍变量。重庆市各阶层拟合结果

如表３。

表３　重庆社会各阶层收入影响因素模型

常数项 性别 文化程度 年龄 婚姻状况 年龄平方 户籍

１国家机关等单位负责人

回归系数 －１２０３６４ －７１２３．２８４５７４．０４ ５７６８．５４ －９１１１．２５ －６２．６０ ２４７８２．２８

Ｔ检验值 －２．９２４ －２．３０９ １．３１０ ３．９１８ －１．４３６ －３．８２３ １．６４０

Ｐ值 ０．００４ ０．０２３ ０．１９３ ０．０００ ０．１５４ ０．０００ ０．１０４

２规模以上企业负责人

回归系数 －９３５６９．０ ２７９．８６ ５１７１．０４７４７１９．９５６－３８５３．７９２－５５．４２４ １６１９０．３１

Ｔ检验值 －２．２５９ ０．０５ １．１２９ ２．６５３ －０．５３７ －２．７４７ １．３６６

Ｐ值 ０．０２６ ０．９５７ ０．２６２ ０．００９ ０．５９２ ０．００７ ０．１７５

３私营企业主

回归系数 －２２０７１６ －２０２８６．５５２５０．０３８１７７０２．３１８７４７．３２９ －２０３．８７３－６５７０．９６

Ｔ检验值 －１．８３１ －１．４９４ ０．５６３ ２．８６９ ０．５５５ －２．７０２ －０．３４９

Ｐ值 ０．０６ ０．１３７ ０．５７４ ０．００５ ０．５８０ ０．００７ ０．７２７

４普通公务员

回归系数 －３６９４９．７－３６４５．９４４０４９．９３９３２１４．０２１－１５０１．０７５ －３８．０７ －１２８３．４５１

Ｔ检验值 －２．２７２ １．７８０ １．６４６ ３．４７７ －０．４８１ －３．３４ ０．３５１

Ｐ值 ０．０２５ ０．０７８ ０．１０３ ０．００１ ０．６３２ ０．００１ ０．７２６

５专业技术人员

回归系数 －２６７６１．２－３６６．０６２２７７６．４５６２４０７．７２３－２４５４．０８１－２９．８１４ １９５１．９７１

Ｔ检验值 －２．９３４ －０．２２４ ２．５８４ ４．５６８ －１．２２１ －４．７５５ ０．９６６

Ｐ值 ０．００４ ０．８２３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０ ０．２２３ ０．０００ ０．３３５

６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

回归系数 －２０７７４．８－２５６０．９９１３７１０．０８９１２２９．３９７２３４０．９２３ －１６．０５３ ５２４６．９１３

Ｔ检验值 －２．２０２ －１．８２７ ３．４２１ ２．３７３ １．２７３ －２．４８９ ２．８０５

Ｐ值 ０．０２９ ０．０６９ ０．００１ ０．０１８ ０．２０４ ０．０１３ ０．００５

７个体工商户

回归系数 ３５４７．４５８－８８７７．７０１５５８１．５３９ ９１４．０３２ －５０２．９３３ －８．９６６ ５９９．２００

Ｔ检验值 ０．１７２ －３．５８３ ３．００５ ０．７９１ －０．１６ －０．６１４ ０．１９１

Ｐ值 ０．０６４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３ ０．４３ ０．８７３ ０．５４０ ０．８４９

８商业服务业人员

回归系数 －９２３０．２６－３１１９．９５６３８１８．２７３１０７４．４８７ －１４７．６８７ －１４．０３４ ８５５．０７９

Ｔ检验值 －１．４７２ －３．０２９ ５．４５３ ２．８３６ －０．０９８ －２．８７２ ０．７９２

Ｐ值 ０．０１４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５ ０．９２２ ０．００４ ０．４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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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常数项 性别 文化程度 年龄 婚姻状况 年龄平方 户籍

９产业工人

回归系数 ２１８２．７８８－１８１９．３９１１６７５．９２７ ４６３．０７２ １５０８．５５６ －５．９５３ ７４８．８２５

Ｔ检验值 ０．４７７ －２．２１５ ２．７８７ １．７２８ １．３４ －１．８６８ ０．６７７

Ｐ值 ０．６３４ ０．０２７ ０．００６ ０．０８５ ０．１８１ ０．０６２ ０．４９９

１０农业劳动者

回归系数 １３３３６．８３－３３０５．２７２２０９６．３６８ －６７．２０４ ２８０２．１９６ －２．３４３ １２７０．８０８

Ｔ检验值 ２．２３４ －３．６６５ ３．２１８ －０．１９３ ２．１２２ －０．５３７ ０．６９４

Ｐ值 ０．０２６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０．８４７ ０．０３５ ０．５９１ ０．４８８

　　注：１－１０阶层样本数量分别为：１００，１００，２００，１００，２５０，２５０，２００，４００，４００，３００。

　　总体上看，每个阶层收入的影响因素不同，各
有差异。年龄对各阶层收入影响趋势一致，劳动年

龄与阶层收入呈倒“Ｕ”型关系，收入首先随着年龄
的增长、经验的积累而增加，当达到一定年龄后逐

步下降。文化程度与各阶层收入正相关，男性劳动

力的收入高于女性，婚姻状况主要对农业劳动者收

入产生影响。

分阶层看，国家机关等单位负责人和普通公务

员相同，影响收入的主要因素是性别、年龄、年龄平

方，而文化程度、婚姻状况、户籍的影响都不显著，

说明在无论是机关负责人还是普通公务员，年龄大

的男性处于更高地位，收入更高。规模以上企业负

责人和私营企业主与此相仿，影响收入的因素为年

龄和年龄平方，但性别的影响不显著。

影响专业技术人员收入的因素为文化程度、年

龄、年龄平方，学历更高、经验更丰富的专业技术人

员其收入更高。

而影响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收入的因素有文

化程度、年龄、年龄平方、户籍，说明在办事人员阶

层中拥有非农户口、文化程度高的人收入更多。影

响个体工商户收入的因素为性别和文化程度，男性

的高学历个体户挣得更多。

影响商业服务业人员和产业工人收的因素相

同，为性别、文化程度、年龄、年龄平方。影响农业

劳动者收入的因素主要为性别、文化程度、婚姻状

况。而无职业人员阶层收入差距不大，各影响因素

都不显著。

综上所述，所述剔除影响不显著的因素，各阶

层收入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如下：

ｙ^１＝－５９４３２．５－６９３５．４３ｘ１１＋５３９５．８７１ｘ３１－
６０．３９２ｘ５１＋ε１，Ｆ＝７．９２２，Ｒ

２ ＝０．２
ｙ^２ ＝－３１１２６．８＋３８１３．９１５ｘ３２－４５．０４５ｘ５２＋

ε２，Ｆ＝３．１７８，Ｒ
２ ＝０．１

ｙ^３＝－２３４９９２＋１８１３２．７ｘ３３－２１０．１０８ｘ５３＋ε３，
Ｆ＝６．３２８，Ｒ２ ＝０．１

ｙ^４ ＝－２２７９８．５－３７８８．３９８ｘ１４＋３１４５．６５９ｘ３４
－３８．９６８ｘ５４＋ε４，Ｆ＝８．７１，Ｒ

２ ＝０．２
ｙ^５ ＝－２３１１７＋３３３２．５６３ｘ２５＋２０７２．９９６ｘ３５－

２６．１７８ｘ５５＋ε５，Ｆ＝１２．３６４，Ｒ
２ ＝０．２

ｙ^６＝－２６６０９．９＋３３２２．９６５ｘ２６＋１５７４．９２２ｘ３６－
１９．８１３ｘ５６＋５２８７．０９９ｘ６６＋ε６，Ｆ＝９．４０２，Ｒ

２ ＝０．２
ｙ^７＝－２６８７０．３５－８９２３．８７８ｘ１７＋４６５１．３７９ｘ２７

＋ε７，Ｆ＝１２．８０６，Ｒ
２ ＝０．２

ｙ^８＝－９１４２．００９－３００１．８１９ｘ１８＋４０２１．５３９ｘ２８
＋１０８２．２４７ｘ３８－１４．０３９ｘ５８＋ε８，Ｆ＝１６．４６６，Ｒ

２ ＝
０．２

ｙ^９ ＝７８２．００８－１７８９．７０４ｘ１９＋１７４０．１７４ｘ２９＋
７００．３６６ｘ３９－８．３２３ｘ５９＋ε９，Ｆ＝５．８５１，Ｒ

２ ＝０．１
ｙ^１０ ＝１４７３０．１５－５６２０．４９ｘ１１０＋９３８１．７０２ｘ２１０

＋９８９．１２４ｘ４１０＋ε１０，Ｆ＝３．９８３，Ｒ
２ ＝０．２

从以上分析，可得出以下结论：

（１）影响上层收入的因素主要为年龄和性别。
可以看出，国家机关等单位负责人阶层收入的影响

因素为年龄、年龄平方和性别，而规模以上企业负

责人、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收入影响因素主要是年龄

和年龄平方，对社会上层来说，影响其收入的因素

主要是年龄和性别。

（２）文化程度对中下层收入影响显著。与上层
收入的影响因素不同，文化程度对中下层收入影响

显著，说明文化程度高低成为重庆社会中下层收入

差距的重要因素，教育回报在中下层中影响显著。

（３）户籍和婚姻状况对阶层收入影响较小。除
办事人员阶层外，户籍对各阶层收入影响均不显

著，说明户籍的不同不会造成收入的显著差距；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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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状况也仅对农业劳动者阶层收入产生影响。

四、重庆社会各阶层收入方面存在的

问题

１．总体收入差距较大，阶层内部收入差
异比较明显

总体上看，重庆社会阶层收入总体差异比较

大，未做人口加权的基尼系数达到０．４９，加权后的
基尼系数为０．２，如果加上上下层之间的灰色收入、
福利、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差异，贫富差距还将更大。

现阶段，我国基尼系数超过警戒线０．４已经是不争
的事实，过大的贫富差距容易造成、引发社会矛盾，

对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严重危害。

阶层内部收入差异比阶层间收入差异更为显

著。分阶层看，最高收入阶层与最低收入阶层差距

较大，但除去私营企业主阶层，中间阶层特别是中

下层收入则差距不大，基尼系数比较低。阶层内部

差异明显，特别是收入较高的私营企业主、规模以

上企业负责人、个体工商户的内部差异较大，他们

因为掌握的经济资本大小不同而收入不同；专业技

术人员、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商业服务业人员，因

为行业和部门不同内部差异也比较明显；收入较低

的农业劳动者，由于打工收入的差距，内部差异也

较大。阶层内部收入差异反应了劳动力的个体特

征差异，有助于引导劳动力的合理流动。但目前垄

断与非垄断企业的行业收入差距、不同部门的隐性

收入、某些权力腐败也造成了阶层内部过大的收入

差异，这些不合理因素如果不加以打击和规范，将

会造成社会成员强烈的不公平感，引起社会矛盾。

２．收入层级结构不理想
根据社会学理论，社会阶层结构有两种比较典

型的结构形态，一种是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结

构，这是比较优越的现代社会结构。这种结构有庞

大的社会中间层，社会中的大多数人从事着有较高

社会地位的职业，如白领职业，并享有中等或中等

以上的收入。另一种与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相反的

是传统的社会阶层结构，即顶尖底宽的金字塔结

构。在这种结构中，极少数人居于社会的上层，绝

大部分人则处于社会的下层。“金字塔型”社会结

构是一种很不理想的结构，由于底层过大容易产生

社会矛盾。

现阶段，重庆收入层级结构的“金字塔型”反应

了当前重庆老工业基地和城乡二元分割的现实：社

会中下层长长的一横是庞大的农业劳动者阶层和

城市中处于最底层的产业工人和商业服务业人员，

而短短的中上层则是代表规模不大的掌握文化资

本、权力资本、经济资本的城市精英。改革开放以

来，虽然重庆市的中间阶层规模在逐步扩大，但相

对于庞大的、处于下层的社会阶层来说，其发展则

显得十分缓慢。“产业工人”和“商业服务业人员”

收入增长过于缓慢，长期处于城市社会底层，而“专

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普通

公务员”这些中间阶层过小，占比仅为１０．７％，还不
足农业劳动者的１／６。中间阶层规模过小、发展缓
慢，对重庆构建现代社会稳定的阶层结构是非常不

利的。

３．某些收入影响因素不合理
（１）文化程度对某些阶层收入影响并不显著
应该说，劳动力要素的人力资本差异是导致收

入分配差距的长期因素和重要因素，提高文化程度

是提高低收入阶层就业能力和收入水平的一个根

本途径，而且，教育的回报效应在高收入阶层中更

加明显。但在本次调查中，文化程度对上层的国家

机关负责人、规模以上企业负责人、私营企业主、普

通公务员的影响均不显著，说明在社会上层，文化

程度并未对收入起显著影响，这是不正常的，也容

易增加上层内部以及社会下层的不公平感，并对改

革公务员制度、提高公务员素质起消极影响。

（２）户籍、性别等因素显著影响某些阶层收入
户籍性质不同导致的收入差距在办事人员阶

层中影响显著，虽然有农村办事人员收入低于城市

办事人员的因素，但在本次调查中发现，城市中某

些工作因户籍不同而“同工不同酬”的现象依然存

在。特别是在管理人员（即办事人员阶层）中特别

明显，这在重庆统筹城乡建设、农村劳动力向城市

大量转移的背景下是不合理的。而性别因素成为

国家机关负责人、普通公务员、个体工商户、产业工

人、商业服务业人员、农业劳动者阶层收入的显著

影响因素，应该说，在产业工人、商业服务业人员、

个体工商户、农业劳动者等阶层的体力劳动中，男

性的身体生理优势与能力使其获得更高的收入回

报是合理的。但在国家机关负责人、普通公务员阶

层，女性职务普遍低于男性已是不争的事实，女性

因为性别原因难以获得和男性相同的晋升和增加

收入的机会，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性别不平等的

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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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对策建议

１．缩小收入差距
（１）促进社会公平
从本次调查可以看出，在阶层内部，年龄、性别、

户籍等因素成为拉大收入差距的推手，成为阶层内部

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而阶层间由于出身、关系等因

素造成教育、社会地位、职业的差距，从而造成收入差

距、影响阶层流动的情况也反映出社会的不公平。现

代福利经济学的观点认为机会平等是实现社会收入

公平的根本途径，促进社会公平，才能有效缩小阶层

间及阶层内部收入差距。

首先，建立公平公正的教育机制。合理分配教

育资源，改善农村地区的教育状况，促进教育均衡

发展，保障不同地区、不同阶层的人都有接受各种

教育的机会，为个人才能的发挥和弱势群体向上流

动创造条件。其次，完善相关制度，使人们享有平

等的就业机会，逐步消除收入分配中的年龄和性别

歧视。再次，从制度上尽量消除身份对阶层流动的

限制。长期以来，户籍制度对农村人口的限制有目

共睹。虽然近年来户籍制度有所淡化，但其他有形

无形的身份限制仍然存在，如体制外的人要进入体

制内工作非常困难，企业职工不能调入政府机关工

作，等等。身份的限制阻碍了阶层的流动，制约了

中下阶层的人向上流动，让人产生极大的不公平感。

（２）改善阶层内部收入差距
从重庆社会各阶层收入差距可以看出，阶层内

部的收入差距是社会收入差距的重要影响因素，近

年来同一阶层内部，不同行业和不同部门之间的收

入差距不断扩大是不争的事实。所以，改善阶层内

部收入差距对缩小贫富差距具有重要意义。

一是要深化垄断行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对一

些垄断行业，如石油、电力、电信、民航、金融保险等

行业的较高收入进行合理的限制；二是整顿不合理

收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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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通

过统筹城乡的配套制度改革，加快“稳定就业和稳

定居住基础上的人口城镇化”进程，改变因为户籍

身份同工不同酬的状况。

２．改善收入阶层结构
目前，重庆的收入阶层结构还是不太理想的

“金字塔型”，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如果政府坚

持“以人为本”、公平正义的发展目标，通过制度创

新和积极的政策干预，调整利益分配格局，收入阶

层结构将向比较理想的“橄榄型”进化。为此，要规

范分配秩序，在分配中贯彻实施中央关于“调高、扩

中、提低”战略，以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

（１）调节高收入阶层收入水平
目前，偷税漏税、走私贩私、制售假冒伪劣产

品、进行非法交易等现象的存在，造就了一批高收

入阶层，从而加大了社会的两极分化，也成为社会

反映最强烈、影响最突出的行为。首先，要加大打

击非法收入的力度，对侵吞公有资产、贪污受贿、偷

税漏税、走私贩私、制假售假等非法收入，要坚决依

法打击和惩处；其次，对一些垄断行业的较高收入

进行合理的调节；再次，利用税收杠杆调节收入过

高人员，对一些收入过高的人员可以利用个人所得

税、利息所得税和遗产税等手段进行调节。

（２）扩大中等收入阶层比重
一是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居民收入在

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

比重，特别是要提高中间阶层收入水平。二是通过

分配制度改革，提高各类企业、事业单位的专业技

术人员、一般管理人员及技术工人的收入水平。三

是通过农村劳动力转移，使农业劳动者更多地向更

高阶层流动。

（３）切实提高中低阶层收入水平
一是加快新农村建设，有效提升传统农业的产

业化水平；二是加强社会保障，要从财政收入中拿

出更大比例用于社会保障，包括医疗、养老、失业救

济、最低生活保障等，为社会中下层提供基本生活

保障，减少社会不安定因素；三是财政继续加大对

城镇低收入群体、农民的帮扶力度，缓解社会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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