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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也曾有消息透露，收入分配改革

方案的重点在于初次分配的改革。

发改委收入分配改革司人士曾向记者

讲解：“目前收入分配共有三个层次。 ”

“第一层次是初次分配，即劳动者的工

薪。 ”据了解，为中小企业减税意在为初次

分配中劳动者加薪提供基础。

此前发改委着手制定政策均主要针对第

二次分配和第三次分配。“第二次分配是税收，

第三次分配是各种慈善捐款。 ”上述人士表示。

对于二次分配，也曾有学者建议和讨论通

过为中小企业减税，增加就业和收入等问题。

“十二五”规划也提出，坚持和完善按劳分

配为主体、 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初

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

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加快形成合理有序

的收入分配格局，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

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

的比重，尽快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

记者从参与该方案制订的人士处获悉，

“如果进展顺利，明年 3月前会对外公布。 ”

而此时，“正是方案制订讨论最多，争议较

大的时期。 ”据了解，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由发改

委牵头制订，人社部等相关部门参与讨论。

观点

收入分配改革

不能向垄断行业妥协

关于收入分配改革遭到反对、干

扰、阻挠，相关报道不少。 比如，有劳

动专家公开指出，收入分配改革久未

成行是因为既得利益集团阻挠；中国

社科院去年发布的《社会蓝皮书》也

披露，收入分配改革遭遇私企和国企

阻挠。如今，又有知情人士披露《工资

条例》因垄断行业反对而“夭折”。

显而易见， 在如今这个多元化

的时代，无论是某项立法，还是某

项改革，必然会有各种博弈，有人

支持就会有人反对，这很正常。 问

题是，我们必须要搞清楚是谁在反

对而且是强烈反对， 因何反对，以

何种方式反对？ 如果不搞清楚这些

问题，支持者与反对者就无法进行

公正公平博弈。

这次， 知情人士称垄断行业反

对《工资条例》。 尽管“垄断行业”指

向比较明确，但众所周知，中国的垄

断行业有很多， 究竟是哪些垄断行

业让《工资条例》“夭折”呢？ 公众应

该知道。

在笔者看来，改革过程中出现博

弈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公众不知道自

己和谁在较量———也就是说，不知道

对手是谁，“敌人”是谁；更可怕的是，

不知道对手以何种方式表达反对意

见。 如果公众处在明处，而对手处在

暗处，显然，最终吃亏的是公众。

因此，谁在反对《工资条例》，以

什么方式反对，有关知情者应该公开

准确信息。围绕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

这场博弈， 才是公平公正公开的，否

则，天平就有可能向干扰者倾斜。

其实，杜绝干扰也不难，只要有

关部门开门立法，让民众全程参与改

革，不给干扰者留下作为空间，即使

垄断行业想干扰也没有机会。如果政

策制订过程处于保密状态，公众无法

监督，自然就给了干扰者阻挠改革的

机会。鉴于《工资条例》受到垄断行业

强烈反对， 所以笔者也强烈建议，以

公开透明来遏制各种干扰。

更重要的是， 任何改革都有阻

力，改革的主导者要有不怕阻力的勇

气。 如果因为某些阻力，《工资条例》

就销声匿迹了，恐怕还是改革的勇气

不够。 我们要意识到，如果这一轮收

入分配制度改革向垄断行业妥协，对

改革的破坏力将会更大，我们为收入

分配不公付出的代价也更大。

（综合《中国经营报》、《新京报》）

作为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的重要内容

《工资条例》因垄断行业反对夭折

收入分配改革方案一直获得国务院的

高度关注，“在明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肯定

会对收入分配改革有所体现，所以，现在的

工作就是在两会召开之前，完成方案。 ”一位

参与制订该方案的人士向记者表示。

据了解，从 2004 年起，国家发改委就业

与收入分配改革司就着手制订《收入分配改

革总体方案》。 并在近一年的时间内，召集了

社会各界的学者和官员进行讨论研究。

记者采访的多名参与发改委关于收入

分配改革讨论的人士都向记者表示：“收入

分配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制订得不会很详细，

比如工资问题，不可能像人社部对相关问题

讨论得那么仔细。 ”

一位曾经参与发改委讨论会议的人士向

记者透露：“我们当时讨论的问题主要集中在

如何缩小收入差距、垄断行业收入过高的问题

如何解决，如何有效控制灰色收入等。 ”

在将要公布的《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总体

方案》中，“这些问题都有可能涉及。 ”

由于涉及的问题非常敏感，发改委在制

订该方案的时候，也非常注重保密工作。

《工资条例》曾被寄予厚望，但在 2 0 1 0 年上报国务院之后就销声匿迹了，了解情况的人士说，这是由于争议较多，受到垄断行业的强烈反对而“夭折”。

1 0 月 1 7 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及收入分配改革时，表示将在第四季度制订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总体方案。 记者日前从

参与该方案制订的人士处获悉，“如果进展顺利，明年 3 月前会对外公布。 ”在专家们看来，“现在正是方案制订讨论最多，争议较大的时期。 ”

了解情况的人士还向记者透露，总体方案是纲领性的文件，不会如外界预想的那样具体，但对于社会普遍关注的垄断行业收入分配问题，总体方案

肯定会有体现。 另据了解，原先备受关注的《工资条例》中的部分内容将被融入收入分配改革总体方案。

10 月 25 日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对外表示，各

个方面有关部门正在研究制订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案，方案涉

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职

责主要是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

职工的工资制度方面，根据中央

和国务院的部署，各个方面有关

部门正在研究制订收入分配制

度改革方案，这要经过有关部门

研究，经过中央和国务院审议批

准之后发布。

“在收入分配改革方案中，

将会涉及垄断行业。 ”上述参与方

案制订人士透露，“整体方案都属

于纲要性的东西， 不会涉及具体

规章， 在总体方案中将包含对垄

断行业进行收入分配改革的意思

表达。 ”

垄断行业的收入分配问题一

直牵动着社会各界的神经， 由于

这些部门多数靠控制国家资源和

公共服务获利， 其背后有着深厚

的政府背景和公共资源， 他们获

得远高于社会平均收入水平的待

遇而备受诟病。 据了解，人社部多

年来的调研都涉及垄断行业的收

入差距， 既包括垄断行业企业内

部存在着的近百倍的收入差距，

也包括垄断行业和非垄断行业间

存在着的巨大的收入差距。

据了解，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总体方案的起草工作于 2004 年

启动， 由国家发改委牵头负责，

财政部、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 国资委等多个部委参与制

订。 作为收入分配改革中重要内

容的《工资条例》曾被寄予厚望，

但在 2010 年上报国务院之后就

销声匿迹了，了解情况的人士表

示，由于争议较多，受到垄断行

业的强烈反对而“夭折”。

事实上， 据记者了解， 在对

《工资条例》讨论时期，便对垄断

行业的分配方式给予诸多关注。

甚至，《工资条例》 讨论小组收到

来自上级的指示， 并最终制订了

垄断行业涨薪需要对外公布以及

听证的规定。

虽然《工资条例》出台已经无

望， 但其讨论小组与收入分配改

革方案讨论组的人士存在着部分

重合， 垄断行业收入问题依然是

绕不过去的坎儿。

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劳动工资研究所日前发布的 2011

年《中国薪酬发展报告》，部分行

业工资上涨过快，2007 年企业高

管与农民工工资收入差距最大曾

达 4553 倍，企业内部近 5 年来高

管工资增幅明显超过普通职工工

资增幅。

剑指垄断行业

确定重点

敏感时期

接受记者采访的几位人士均表

示：“前期讨论的内容都很一般，与这

几年外界和学者的呼声都差不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