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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均可支配收入偏低

数据显示，北京、上海
去年的人均 GDP 已经接近
富 裕 国 家 水 平 ，其 中 北 京
2011 年 人 均 GDP 80394
元 ，按 年 平 均 汇 率 折 合
12447 美元；按照世界银行
划分各国贫富程度的标准，
北京已经达到中上等富裕
国家水平，超过了 12276 美
元的“标准线”。

与此同时，去年北京城
镇 居 民 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32903 元，仅为人均 GDP 的
约 40%；农村居民人均纯收
入 仅 为 14736 元 。 从 人 均
GDP 到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什么会“蒸发”了这么多？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

济 学 教 授 王 建 铆 表 示 ，从
GDP 到人均可支配，中间
要 经 过 一 系 列 环 节 , 这 就
是“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
问题。

GDP 可以分成四部分，
第一项是劳动者报酬，也就
是全体劳动者的全部税前
收入，包括工资、社保及其
他 福 利 ，也 包 括 个 人 所 得
税。第二项是生产税净额，
即政府在生产过程中收取
的税收，主要是增值税。第
三项是固定资产折旧，即在
生 产 过 程 中 消 耗 的 资 本。
第四项是营业盈余，主要是
企业的税前利润，包括企业

所得税。
王建铆称，北京的人均

可 支 配 收 入 相 当 于 人 均
GDP 的 40%是偏低的，特别
是考虑到中国很低的社会保
障水平，这一比例比一些富
裕国家至少要低 10 个百分
点。人均可支配收入偏低主
要是因为劳动者报酬占比偏
低，或者说是另外三部分占
比偏高。

例如，固定资产折旧是
不能参与分配的。如果固定
资产折旧数额大的话，总收
入中可供分配的就相应减
少。数据显示，2011 年全年
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311022 亿 元 ，比 上 年 增 长
23.6%。

税收增速高于GDP增速

去年 9 月，个税起征点
从 2000 元提高到 3500 元，不
少中等收入的“小白领”从

“纳税族”变成了“无税族”。
小李是个税起征点提高

的 受 益 人 之 一 ，她 月 收 入
3700 元，扣除“三险一金”后
还剩约2800元。“我现在每个
月可以少交 60 多块钱的税，
可这又有什么用呢？买件衣
服还只能‘淘宝’。”她说。

此前的数据显示，个税
起征点提高将使我国纳税人
数减少约 6000 万人，国家财
政一年将因此减收约 2000
亿元。另一组数据是，去年

全 国 税 收 总 收 入 达 到
89720.31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22.6% ，增 速 高 于 9.2% 的
GDP增速。

王建铆分析称，从 1997
年到 2011 年，我国每一年政
府 税 收 的 增 速 都 要 高 于
GDP 的增速。其中和生产
税净额有关的税种的增速略
高于 GDP 的增速，企业所得
税、个人所得税等的增速明
显超过GDP的增速。

薛先生经营着一家制造
业企业，公司每年营业额约
100万元，账面利润率每年约
8%，每年缴纳的国税和地税
占到账面税前利润的近40%，
再加上各种公关营销、人际
关系等费用，只能刚刚维持

企业运营。去年以来，由于
国外经济持续低迷，很多国
外客户都取消了订单，让他
的日子更加艰难。“虽然去年
大幅上调了增值税和营业税
起征点，我觉得优惠力度还
远远不够，抹去的只不过是
个零头”，薛先生说，“我希望
国家能多向那些大企业、特
别是垄断国企多收税”。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
副研究员王天龙认为，虽然
去年我国税制做出了一些调
整，但未来税制改革仍会继
续，包括税级、税率、税种等
方面都有进一步完善、改进
的空间。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 沈玮青

谁动了“我”的GDP？
去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占人均GDP约40%；专家称，这一比例比富裕国家至少低10个百分点

首都经贸大学近日公
布的“2011北京社会经济生
活指数”显示，去年北京市
城 镇 居 民 幸 福 指 数 为
72.28，“幸福感”比 2010 年
略有降低。报告分析认为，
幸福指数降低的原因主要
是“对收入不满”。

另据近期发布的《第 6
次中国城市女性生活质量
调查报告》显示，2010 年城
市女性最焦虑的三件事分
别是：“物价上涨”、“买不起
房”和“家庭收入低”，选择

这三项的人数比例分别为
78.2%、39.9%和29.4%。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
心副研究员王天龙表示，
从 经 济 学 的 技 术 角 度 来
讲，幸福感是用货币来衡
量的。也就是说，一个人
的可支配收入越高，就应
该越幸福。虽然现实中并
不完全如此，但不可否认
的是，收入水平是衡量生
活质量的重要标准。

王天龙认为，从总量上
看，要让人民越幸福，就应

该想方设法增加 GDP 和可
支配收入。因此，我国大力
发 展 经 济 的 政 策 是 正 确
的。但与此同时，在经济发
展过程中还需要不断完善
一些公共服务，如国防安
全、医疗、教育等，给国民一
个稳定、安全的外部环境，
这样有助于国民提高创造
财富的效率。经济发展主
要关注“效率”和“公平”的
问题，从目前我国的发展阶
段来说，“公平”相对滞后于

“效率”。

对收入不满“幸福感”降低

毛女士是北京某商场财务部门中层管理人员，每
月税前收入约为 1.5 万元。在她看来，自己的工资水
平连“小康”都达不到。毛女士表示，她身边的朋友和
同事都普遍存在一种“焦虑感”，不管薪酬水平如何，都
在为“挣钱”而奋斗着。“我的老板年薪50万，为了生孩
子也还在拼命赚奶粉钱”，她说，“我的工资两三年没
涨了，但东西却越来越贵”。

毛女士和她的朋友们有个疑问，北京人均GDP已达
中上等富裕国家水平，为什么生活于北京的“我”还是不
富裕？

■ 相关

小姚是北京市某高校
2011 年应届硕士毕业生，目
前在一家高新技术企业从事
新材料的研发工作。和众多

“北漂”族一样，他每天上班
要挤地铁，下了班就宅在家
里玩网游，因为“外面的那些
娱乐消费都太贵了”。他说，
自己就是给北京 GDP“扯后
腿”的，“除了日常开销，我基
本没给GDP做什么贡献”。

小姚目前每个月的平均
税前收入约 7500 元，包括基
础工资、岗位工资和奖金。

扣除五险一金 700 元及个税
227 元后，实发工资约 6500
元。在有些人看来，对刚毕
业的学生来说这一工资水平
已经很不错了，但除去各种
开销后，他的积蓄不到工资
的一半。

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与其他两个同学合租一套上
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老房，自
己住其中一个十余平米的单
间，租金 1500 元；每个月基
本伙食费约 1200 元，但如果
算上应酬（同学、同事近期结

婚的特别多），还要多花约
500 元。加上交通费、手机
费、上网费、水电费等开支
600 元，以及每个月寄回家
的 500 元，小姚每个月的积
蓄不足 2500 元。“我现在没
有女朋友，能省下不少钱”，
他略带自嘲地说，“不然攒下
的钱还不够买一个名牌包，
更别说买房子了”。

小姚说，生活在北京让
他觉得很没有安全感，就算
老板给加工资，也赶不上通
货膨胀的速度。

■ 案例

月入7500元“没有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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