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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规范市场秩序，规范资本

运作，约束资本无节制逐利与无界限扩张，引导资本

面向创新、国际竞争与完善产业链，破除一切形式的

市场垄断与行政垄断，防止利益固化和寻租腐败。要

在国有经济收益上缴财政制度的基础上，建立公有经

济发展成果全体国民共享的直接机制，可将每个人的

社会保障账户扩展为国民公有经济收入账户与社会保

险账户，使每位公民每年定期收到公有制经济共享收

益，从而使全民所有制经济真正惠及全民。

第四，坚持分配与贡献等量原则，进一步完善公

平分配体系。公平分配首先是报酬与劳动付出等量，

不能多劳少得或不劳而获。公平分配体系实行分配与

贡献等量原则，实行按劳分配、按知识和产权等要素

分配原则，防止侵害知识产权、财产权与劳动权。列

宁指出：“对等量劳动给予等量产品”。马克思指

出：“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以后，从社会

领回的，正好是他给予社会的。”同时，要解决收入

分配失衡问题，促进公平分配。目前，我国城乡收入

差距、群体收入差距、区域收入差距等“三大收入差

距”还很大，我国基尼系数现在是0.465，应该通过遗

产税、累进个人所得税的方式，把它逐步降到0.35之

下。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占整体人口比例约为30%，

还是“哑铃型”的收入分配结构。要解决收入分配失

衡的问题，就要规范引导初次分配，稳步提高最低工

资标准，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使劳动

报酬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从目前的52%左右稳步提高到

60%以上，从而使劳动报酬收入成为国民财富的主体；

要完善制度性社会再分配体系，完善累进所得税制

度，研究出台遗产税、房地产税与赠与税；加快完善

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公共服务制度，完善公共服

务支出制度，使我国公共教育支出、公共医疗卫生支

出、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逐步达到高收入国家水

平；发展社会公益组织，壮大民间慈善事业，建立鼓

励慈善捐赠的税收抵免制度，以减免税的方式鼓励社

会力量建设公益设施，充分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

第五，促进人力资本开发的现代化，进一步完善

创富能力体系。人人拥有创富能力是共同富裕的“共

同性根源”。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将脑力劳

动与体力劳动的对立消失、脑力劳动与智慧劳动的普

及化，即人人拥有创富的人力资本作为“各尽所能、

按需分配”社会的重要标志。当前，我国受过高等教

育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还比较低，第七次全国人口

普查显示，我国2020年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为

2.1836亿人，仅占总人口的15.47%。我们必须以人人

享有创富能力、人人享有高等教育或高等职业教育为

目标，加快完善高质量教育体系。

第六，推进公共服务的现代化和基本公共服务

均等化。要强化就业优先政策，提高就业稳定度，实

现有尊严的就业和收入好的就业，完善劳动条件和工

资福利集体协商谈判制度，加强劳动工资监管和劳资

关系执法，防止出现大规模、集中式、行业式裁员，

健全就业公共服务体系、劳动关系协调机制、终身职

业技能培训制度，完善覆盖全国的就业服务网络，消

除妨碍公平就业的各种政策规定与准入限制；健全多

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实现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推

进医疗保险全国统筹，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网；

健全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发展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

险体系，稳步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全面推进健康

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以三级甲等医院为代表的优质医

疗单位普及；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大幅度扩容扩

大托儿所与幼儿园；更大幅度地建设公共住房与公共

租赁住房，完善长租房政策；加快完善公共文化体育

服务体系，完善旅游公共服务体系，全面一体完善城

乡公交、环境卫生、污水处理与垃圾处理、自来水、

天然气等公共设施，使全体社会成员都享有公共服务

的均等机会。不断缩小“三大收入差距”，加快完善

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加大“三农”财政投入与金融支

持，逐步缩小城乡差距；兜牢民生底线，提高城乡居

民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扩大低保保障范围，逐步缩

小群体收入差距。同时，要以“人均标准财政需求”

为重点，科学设计转移支付制度，以区域人均财力均

衡为抓手逐步缩小区域收入差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