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富的人拿走了最多的钱

收入分配改革不是简单涨工资

中国人比想象中更有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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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存在巨额“灰色收入”，中国国民

收入的实际分配格局和分配流程已发生改

变。王小鲁说，“我现在很担心的一个问

题是，把收入分配改革理解为简单的涨工

资。”如果政府只想到用行政手段来提高工

资，最容易改变的就是公务员涨工资、国企

单位涨工资。如果凡是真正靠市场调节的

部分动不了，去动那些靠行政权力能改变

的那些人的工资，结果是拉大收入差距而

不是缩小收入差距。

真正解决收入分配问题，除了要解决

低收入居民享有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的问

题外，还需要改革财税体制和政府管理体

制，堵住那些导致收入不公平分配的制度

漏洞。

“大量灰色收入的存在，会造成严重的

贫富不均和两极分化，穷的更穷，富的更

富。因而导致的消费能力长期两极分化，

必然会导致社会心理不满，问题丛生。”著

名经济观察家仲大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如

是说。

中国社会隐性收入九万亿？
其中“灰色收入”较多，收入分配改革不是简单涨工资

高达 9.26 万亿的巨额隐性收入显

示，中国人比想象中更有钱。然而，数

字背后的暗流却让人笑不出来。

学者王小鲁和他的研究团队认为，

从 2005 年到 2008 年的三年间，游离于

统计数据之外的隐性收入，用甩开

GDP增速近20个百分点的速度一路飞

奔，膨胀了91%，其中，20%位于收入金

字塔上层的人们拿走了 80%以上的财

富，与钱权交易和垄断利益等密切相关

的“灰色收入”高达5.4万亿，城乡最高

收入家庭与最低收入家庭的实际人均

收入相差65倍。这些数据来自一份中

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关于灰色收入

课题的研究报告。 据《北京晚报》

许多工薪阶层认为和CPI相比，自己的

实际收入一直在零增长甚至负增长。今

年，全国总工会的调查也显示，超过两成的

职工5年来没有涨过工资。但就在人们抱

怨收入增长缓慢的同时，却出现匪夷所思

的另一面：房价收入比一直在反常的10倍

左右，楼市却持续火爆；海量的个人资金涌

入股市，大笔个人存款进入国外银行，甚至

流失海外的巨额赌资都在数百亿之上……

王小鲁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基金会国

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经济学博士。王小鲁和他的研究团队推

算，2008年全国城乡居民的隐性收入高达

9.26万亿元，占GDP的30%。

他们曾经对2005年的中国灰色收入状

况进行过详细研究，当时推算出的隐性收

入是4.85万亿元，三年之后，这个数字扩大

了近一倍，上升91%。而同期的名义GDP，

只增长了71.4%。增速能超过GDP的数字并

不多，隐性收入做到了。这也许就是上述

一系列矛盾背后的秘密。

中国人的实际收入被严重低估了！因

此，全球唯一的七星级酒店，六成客人是中

国人，最低每晚消费2000美金。

然而，隐性收入的集中程度令人咋舌：

10%的最高收入家庭拿走了其中63%的财

富。报告中推算，2008年 10%的城镇居民

最高收入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3.9万

元，是统计数据的3.2倍。再加上10%的高

收入组，城镇20%高收入居民的隐性收入，

占全部城镇居民隐性收入总量的 80%以

上。

城镇最高收入家庭与最低收入家庭的

实际人均收入相差26倍，而按统计数据计

算只有9倍。如果城乡合计，2008年全国最

高10%家庭的人均收入是9.7万元，全国最

低10%家庭的人均收入是1500元，两者相

差65倍，而按统计数据计算只有23倍。尽

管如此，研究团队仍然认为有更高收入的

居民被遗漏了。

在超过九万亿隐性收入中，被王小鲁

定义为“灰色收入”的部分有5.4万亿。他认

为“灰色收入”往往与这些现象密切相关：

钱权交易，以权谋私；公共投资与腐败；土

地收益的分配以及其他垄断利益的分配。

星报综合报道 随着“中国丹霞”地貌

成为中国的第40项世界自然遗产，一时间

中国又掀起了“遗产热”。各地政府在申遗

上的花费可谓不遗余力：“中国丹霞”申遗牵

头的湖南崀山所处新宁县，为这一次申遗花

了4亿多元，而其2008年的财政收入才刚

突破2亿元。“中国丹霞”六地共为申遗花费

十几亿元。这些高达十几亿的巨资究竟花

到了哪里？到底值不值得？记者专访中国

丹霞申遗专家组组长，中山大学教授彭华。

“中国丹霞”申遗大约花了十几个亿，

具体花在哪些方面？彭华说，综合来看，投

资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笔大钱是

基础设施建设，如道路改线和扩建、景区“三

线下地”和卫生设施等。第二笔大钱是配套

设施建设，如博物馆、游客中心、各种监控设

施等。第三笔大钱是景区综合治理，如搬迁

核心区不适宜发展或有碍发展的村庄，景区

内设施和村庄的整治改造等等。此外，还有

几笔小钱，申遗过程中，还有规划编制、研讨

会、论证会、国际咨询、公共活动等费用。

彭华认为，这些钱花得很值，世界遗产被

称为“地球的名片”，是所在国家的荣誉和自

豪，花十几个亿拿到6个地的遗产品牌，在国

内申遗史上花费算比较小的。国内外的遗产

地发展道路表明，申遗成功后所带来的经济

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难以估量，除旅游

经济发展之外，品牌提升、美誉度提升、环境

改善所带来的其他项目投资，外围城市和区

域的社会经济发展等，会得到更大的收益。

“丹霞”申遗花十几亿值不值？

据《法制晚报》报道 昨天上午，铁道部

运输局副局长苏顺虎表示，铁道部正在研究

制定高铁月票，提供一些优惠政策。

目前，我国的高铁采取公交化运输模

式，能否像公交车、地铁那样推行一些类似

公交系统的一卡通，还提供某种优惠等受到

关注。对此，苏顺虎表示，铁道部门正在研

究。我们研究了多种形式的乘车卡，比如京

津城际有个快通卡，但用得并不是非常好。

至于是否可以优惠的问题，在运输能力得到

大力释放之后，会认真研究，逐步解决。

苏顺虎表示，网络订票不是仅仅针对高

铁，在试点之初可能在某条线，或某条高铁

进行试点，在比较容易的地方，然后逐步推

开。我们在功能上考虑是齐全的，在不同历

史条件下不同时期采用范围不同。在未来，

票出来后可以像民航的票，从计算机打印出

来直接去坐车。

昨天上午，铁道部运输局综合部主任李

军向记者介绍，铁路网络订票项目进入实质

性推进阶段，技术方案基本确定，相关准备

工作进展顺利。李军说，铁路部门正在抓紧

推进系统调试和相关商务合作协商，争取早

日开通网上订票。

铁道部正在研究制定高铁月票
网络订票方案已确定，争取早日网上订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