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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实现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同步”
财政部部长谢旭人表示，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财政部副部长王保安表示，要缩小收入分配差距

统计局官员：

我国工资
水平差距大

■ 相关新京报讯 （记者李蕾
刘兰兰）记者昨日从财政部获
悉，财政部长谢旭人日前在中
国财政学会2012年年会上表
示，要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
长与经济增长同步、劳动报
酬增长与劳动生产率提高同
步，有效遏制收入分配差距
的扩大，加快形成合理有序
的收入分配格局。

降低低收入者税收负担

国民收入分配是当前社
会各界普遍关注的问题。此
前中央频繁表态，改革收入
分配制度，规范收入分配秩
序。

“要研究完善个人所得
税制度，积极推进综合与分
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征管
改革，加强税源监控和税收
征管，降低中低收入者的税
收负担，加大对高收入的调
节力度。”谢旭人称，要更好
地发挥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
节作用。同时，完善提高居
民消费能力的长效机制。研
究建立公平和可持续的社会
保障制度，形成完善的社会
保障体系。

谢旭人认为要优化对城
乡低收入群体的各项补助政
策，完善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
与物价上涨挂钩的联动机制，
降低物价上涨对困难群体基
本生活的影响，完善对低收入
群体的转移支付政策。

此外，财政部副部长王
保安也在上述年会上称，

“要完善工资制度的研究，
建立工资正常增长机制，稳
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并积
极创造条件增加居民财产性
收入，拓展居民收入来源渠

道；同时研究公共资源出让
收 益 的 全 民 共 享 机 制 建
设。”近年我国收入分配差
距扩大，严重影响经济健康
发展和社会稳定，缩小贫富
差距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焦
点。王保安说，要加大税收
调节力度、缩小收入分配差
距。深化消费税和财产税的
研究工作，逐步推进财产税
体系建设；着手进行开征社
会保障税的研究工作。

高层多次表态增
加居民收入

事实上，针对国民收入
与经济增长不匹配的问题，
国家高层早已反复表态。

此前，中共中央关于制定
十二五规划的建议中首次提
到即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
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
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

今年以来，国家领导人
更是对此多次喊话。

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
3月 14日在十一届全国人大
五次会议举行的记者会上表
示，缓解收入分配差距首先
要提高城乡居民的收入，提
高最低工资水平，使城乡居
民的收入能与经济增长和劳
动生产率的提高相适应。

随后，中共中央政治局
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
4 月 2 日 在 博 鳌 亚 洲 论 坛
2012 年年会上也表示，将着
眼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质
量，构建社会保障的安全
网，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
化，鼓励就业创业，努力实
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
同步，提高居民消费能力，
扩大国内需求。

新京报讯 在此次
中国财政学会 2012 年年
会上，财政部部长和副
部长都谈到，我国收入
分配差距扩大的问题，
事实上，国家统计局近
期发布的数据也印证了
此说法。

国家统计局人口和
就业统计司司长冯乃林
5 月 29 日表示，目前我国
工资水平的地区差距、
行业差距、岗位差距仍
然存在，有的表现还比
较突出。深化收入分配
制度改革，努力扭转收
入差距扩大的趋势，任
务艰巨而繁重。应建立
工资正常增长机制，着
力提高中、低收入者的
工资性收入。

冯乃林 说 ，在 城 镇
非 私 营 单 位 在 岗 职 工
中 ，对 占 全 部 就 业 人
员 40.5% 的 制 造 业 和 建
筑 业 在 岗 职 工 而 言 ，
其 年 平 均 工 资 不 仅 远
远 低 于 金 融 业 的 91364
元 ，也 比 平 均 工 资 水
平 分 别 低 5958 元 、
9795 元 。

他 介 绍 ，对 私 营 单
位 就 业 人 员 而 言 ，其
年 平 均 工 资 更 低 ，仅
为 城 镇 非 私 营 单 位 在
岗 职 工 平 均 工 资 水 平
的 57.8% 。

国家统计局 5 月 29
日发布数据显示，2011 年
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在
岗 职 工 年 平 均 工 资 为
42452 元，而全国城镇私
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
工资为 24556 元。全国城
镇非私营单位的工资水
平是私营单位工资水平
的 1.73 倍。

从 行 业 来 看 ，无 论
是 非 私 营 单 位 还 是 私
营单位，最高工资行业
和 最 低 工 资 行 业 都 非
常 一 致 ，金 融 业 、信 息
产 业 和 电 力 等 行 业 的
工资水平最高，而农林
牧渔、住宿餐饮和社会
组 织 这 些 行 业 的 工 资
水平则较低。

在公布的所有行业
中，非私营单位的工资
水 平 明 显 高 于 私 营 单
位。收入最高的行业为
金 融 业 ，在 该 行 业 ，非
私营单位职工年平均工
资 为 91364 万 元 ，而 私
营 单 位 的 这 一 数 字 为
28884 元，前者是后者的
近 3.2 倍。

本版采写/（除署名
外）新京报记者 李蕾

新京报讯 谢旭人在中
国财政学会 2012 年年会上
表示，将促进房地产市场调
控和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
重点研究完善抑制投机、投
资性需求的体制机制，进一
步巩固调控成果，促进房价
合理回归。

在经济增速下滑的背景
下，中央各部门近期频繁出
台措施稳增长。不少人担忧
为刺激经济增长，对房地产
的调控或会再次放松，重演
2009 年 房 价 暴 涨 的 一 幕 。

对此，有专家表示，三年前为
应对经济危机，放松房地产
政策造成的资产价格泡沫等
恶果至今未消除，即使在稳
增长的大环境下，政策也要
坚持对房地产的调控。

谢旭人昨日称，当前，经
济社会发展仍面临不少困难
和挑战。经济发展中不平
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矛盾
和问题仍很突出，来自国外
的不确定、不稳定因素依然
存在。经济增长存在下行压
力，物价水平仍处高位。

但他表示，目前房地产
市场调控处于关键阶段，将
继续促进房地产市场调控
和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
重点研究完善抑制投机、投
资性需求的体制机制，进一
步巩固调控成果，促进房价
合理回归；研究保障性安居
工程建设和保障性住房保
障形式、品种以及建设、分
配、管理、退出等制度；研究
改革房地产税收制度，促进
房地产市场长期平稳健康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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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家说

“经济下滑影响居民收入”
中央财经大学税务学院

副院长刘桓昨日对新京报记
者表示，目前我国经济增速
出现下滑，经济增速的下滑
必然会影响到居民收入的增
速。在经济下滑的情况下，
如何保证居民收入增长成为
当前的难题。过去经济增速
下滑时主要靠投资拉动，而
过去投资拉动经济的模式，
基本没有对居民收入产生正
面的影响。未来应当投入到
拉动居民增长的领域。

他认为，目前我国国民
收入现状并不合理，首先经

济增长速度超过居民收入增
速；同时居民收入中的工薪
收入所占比重在不断下降，
由建国之初的90%下降到当
前的 35%-40%，说明普通劳
动者的收入水平在不断恶
化，工薪收入的增速低于资
本收入增速。要解决上述问
题，要改变初次分配中政府、
企业和居民的收入分配比
例。有效措施就是政府大规
模减税，但是如果继续实行
当前的税收制度，这一状况
无法得到有效解决，在现行
税制下，税收只能越收越多。

建立工资正
常增长机制，并创
造条件增加居民
财产性收入，建立
公共资源以及国
有资产收益的全
民共享机制。

——谢旭人
在 中 国 财 政 学
会 2012 年年会
上说。

要完善工资
制度的研究，建
立工资正常增长
机制，稳步提高
最低工资标准；
并积极创造条件
增加居民财产性
收入。

——王保安
在 中 国 财 政 学
会 2012 年年会
上说。

■ 链接 “促进房价合理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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