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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继亮

一、内蒙古收入分配现状

共同富裕是人民美好生活

需要的重要内容，收入分配失衡

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突出表

现。从根本上解决社会主要矛

盾，必须调整生产关系，通过经

济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提高生产力

水平，实现共同富裕。改革开放

以来，随着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内蒙古自治区收入有大幅提升，

人民生活质量有了明显改善。随

着改革不断深入，居民收入分配

体制中存在的问题日益突出，具

体表现在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差

距逐渐扩大等方面，本文重点研

究内蒙古收入分配与共同富裕之

间的相互关系。

2000 年以来是内蒙古城乡

居民收入高速增长阶段，内蒙古

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

工业增加值大幅增加，综合实力

显著增强。2002-2010 年内蒙古

GDP 增长速度水平连续 8 年居

全国第一，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

内蒙古提出“富民强区”战略，

不断增进民生福祉，提高最低工

资标准、提高退休养老金标准、

提高医疗保障水平、推行农村牧

区税费改革，提高农牧业的补

贴。在进入经济调整期后，内蒙

古把促进就业作为了惠民生的主

要抓手，通过一系列行之有效的

就业政策，确保城镇居民工资性

收入的稳定增长。内蒙古市场导

向的就业机制逐步建立，社会职

业构成发生变化，社会分工不断

细化，新的职业群体不断形成，

劳动力在不同行业、地域自由流

动，分配制度不断完善，推动城

镇居民工资性收入快速攀升，内

蒙古城乡居民收入呈现快速拉大

的趋势。

全国城乡人均收入略高于

内蒙古人均可支配收入，且增长

趋势大致相同（如图 1）。随着

时间的推移内蒙古城镇居民和农

村居民个人可支配收入差距逐渐

增大，这一阶段内蒙古为达到经

济快速增长的目标，侧重于效率

而忽略了公平问题。收入分配向

投资倾斜的更多，劳动报酬在

GDP 中的比重逐渐降低，这种

情况下，内蒙古居民收入虽然有

所增长，但远远滞后于经济增长

幅度，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呈现

明显不同步的特征。2003 年以

后内蒙古 GDP 增速逐年增加，

GDP 逐渐与人均工资拉开差距

（如图 2）。2000 年 -2010 年是内

内蒙古收入分配和共同富裕

摘  要 ：收入分配问题是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关系到社会的公平正义。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把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实现现代化强国的重要目标。本文重点研究内蒙

古收入分配和共同富裕之间的关系，发现 2010 年以来虽然内蒙古城乡居民相对收入差距控制较好，但

绝对收入差距仍呈现出扩大态势，已是西部 12 省市中绝对收入差距最大的省份 ；收入分配影响内蒙古

共同富裕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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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00 年 -2019 年内蒙古居民个人可支配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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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经济高速发展的 10 年，内

蒙古这一阶段的经济发展伴随着

大量煤炭资源的开采和对能源、

矿产的开发与利用，依靠工业经

济发展得到高速增长的经济，具

有典型的不均等特点。同时 , 内

蒙古进入了以企业改革为中心的

全面改革阶段，积极实施结构调

整，推行企业改革、改组、改

造，由于这一阶段的财税政策重

心向城市偏移，使市场经济主体

向城市聚集，极大地拉动了城镇

居民收入水平。而这一阶段，内

蒙古农村牧区受到初始资源禀赋

的限制，加上产业结构不合理导

致收入增长乏力。

各盟市的人均可支配收入

存在差距。包头市个人可支配收

入最高为 45879 元，兴安盟个人

可支配收入最低为 21342 元（如

图 3）。从内蒙古 12 盟市城乡居

民绝对收入差距对比情况来看，

呈现出“西高东低”的特点。内

蒙古西部盟市由于气候条件好、

设施农业和特色农牧业水平相对

发达，农牧业产出效果更好，所

以城镇居民收入水平相对较高。

与其他省市相比，内蒙古城乡居

民收入相对差距处于中等偏下水

平，2019 年内蒙古城乡居民个

人可支配收入比为 2.668，排名

第八位。西部 12 省城乡收入比

最高的是甘肃省，达到 3.357，

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比最低的省

市是四川省，城乡居民可支配收

入为 2.464，内蒙古与四川的城

乡居民收入差距不大。但内蒙古

的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绝对差距

位居西部 12 省市第一位，最低

的省为广西省，绝对收入差距为

21069 元，内蒙古比广西省高出

4431 元，这个差距是 2019 年农

牧民可支配收入的 29%。可见，

2010 年以来虽然内蒙古城乡居

民相对收入差距控制较好，但绝

对收入差距仍呈现出扩大态势，

已是西部 12 省市中绝对收入差

距最大的省份。

二、收入分配影响内蒙

古共同富裕的实现

在经济学中“分配”是指

在一定时期内创造的国民收入，

按一定的方式在政府、企业和个

人之间的分割，形成流量的收入

分配格局和存量的财产分配格

局。按照收入分配的具体类型，

收入分配可以分为初次分配、再

分配和第三次分配。其中，初次

分配是按照市场要素贡献进行的

分配，主要由市场机制形成，体

现效率原则 ；第二次分配是由政

府侧重公平原则，通过税收、社

会保障支出等进行具有一定强制

性的再分配，体现公平原则 ；第

三次分配是在道德文化等非强制

力量的作用下，通过自愿捐赠、

慈善事业、志愿行为等方式而进

行的分配，是对前两种分配方式

的有效补充。2019 年 10 月，中

共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明确了

“第三次分配”为收入分配制度

体系的重要组成。此次中央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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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内蒙古人均工资与 GDP 变化

图 3　 2020 年内蒙古各盟市个人可支配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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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会议立足促进共同富裕的

目标，明确提出要“构建初次分

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

的基础性制度安排”。

共同富裕的实现程度取决

于两大因素，一是物质基础是

否丰厚决定着可供全民共享的潜

在份额 ；二是分配机制是否合理

决定着全民共享的公正程度。简

而言之，共同富裕的真谛就是在

“做大蛋糕”的同时还要“切好蛋

糕”。“做大蛋糕”要靠经济持续

高质量发展，“切好蛋糕”则要靠

科学合理的制度性安排。就“做

大蛋糕”而言，就是要加快推动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实现经济

总量和财富规模的持续积累，并

维持较高质量的社会公共服务。

（一）收入分配不均导致社

会阶层分化严重影响共同富裕

图 4 显示 2000 年至 2020 年内

蒙古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内蒙古

城乡恩格尔系数总体呈现下降趋

势，但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高于

城镇居民。表明内蒙古城乡收入分

配不均，带来了社会阶层的分化，

导致经济增长速度下滑，不利于和

谐社会的建设，降低了民众的幸福

感。造成分布不均的主要原因在于

居民收入来源结构存在问题，特别

是工资性收入的占比下降，财产性

收入占比不高。居民的主要收入来

源在于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

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不同群

体的收入来源不同。城镇居民的主

要收入来源是工资性收入，但内蒙

古人均工资性收入占可支配收入的

比重逐年下降，而财产性收入因为

受资产价格逐步上升、居民家庭资

产积累等因素影响，我国家庭财富

收入比逐年上升。表 2 显示内蒙古

居民资产净收入情况，城镇居民

资产收入远高于农村。

（二）内蒙古三大产业收入

分配不均影响共同富裕

内蒙古产业结构调整尤其是

近年来第二产业增速较慢，对人

均收入造成影响。图 5 显示内蒙

古三产业净收入情况，2012 年

内蒙古第一产业净收入高于第三

产业净收入，2015 年以后第三

产业净收入超过第一产业，但第

二产业净收入一直处于较低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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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内蒙古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

图 5　 内蒙古全体居民三产业净收入影响

表 1   2019 年西部 12 省城乡居民
收入差距情况对比

地区

全 国
内蒙古
广 西
重 庆
四 川
贵 州
云 南
西 藏
陕 西
甘 肃
青 海
宁 夏
新 疆

26338
25499
21069
22805
21484
23648
24335
24459
23773
22695
22331
21470
21542

2.644
2.668
2.541
2.507
2.464
3.199
3.045
2.889
2.929
3.357
2.942
2.670
2.642

城乡收入比绝对收入
差距 / 元

表 2   内蒙古资产净收入

时间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978
1076
1203
1266
1203
1288
1442
1614
1624

1454
1587
1802
1870
1733
1824
2070
2344
2366

346
357
389
425
453
515
520
523
498

城镇居
民资产
净收入

全体居
民资产
净收入

农村居
民资产
净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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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三产业收入分布不均是影响

内蒙古共同富裕的重要因素，内

蒙古三产业发展仍是传统产业为

主，新兴产业未能充分发展。

三、实现共同富裕的路

径和对策

在共同富裕的政策语境下，

分配问题是重中之重，是解决关

键问题的核心抓手。实现建立在

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的共同富

裕，需要高度重视三次分配之间

的协调机制，根据经济社会发展

和国家治理水平的实际情况，来

对收入分配机制做有效的法律保

障和必要的政策引导。

（一）健全完善有效调节收

入分配差距的税制体系

当前收入分配差距较大，

税收不仅要对社会分配形成全方

位的调控，更要消除高收入群体

规避税收空间。税制对收入分配

的调节不仅是调控收入差距，还

要考虑公平性，尤其是对资本的

附加值进行调控。在个人所得税

方面，应以家庭为单位，平衡纳

税人的整体家庭收入和实际负

担，减轻中低收入家庭的负担。

同时细化分类总和税制，对不同

收入征收不同的税，降低工资薪

金、劳务等维持生计的税率，提

升股息、促进等收入税率。在消

费税方面，当前对高消费、奢侈

品只征收营业税，应将其列入课

税范围，并制定累计差别的消费

税率，有效调节消费品和消费行

为的价格。对于消费者而言，消

费税实行价内税掩盖了间接税的

性质，应以价外税的方式转变为

直接税。

（二）健全调节收入分配的

社会保障体系

社会保障对于减少突发性

损失、增加临时性救助和保障基

本生活、缩小贫富差距作用重

大，是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

组成部分。为此，要在明确社会

保障主要内容、主要帮助对象及

最终效果中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一是发展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

险体系，实现老有所养。二是实

现医疗、工商保险的省级统筹，

健全医疗保险制度，落实异地就

医结算，以此减轻人民经济负

担，带给人们真切实惠，防止因

病致贫。三是促进社会救助方面

呈现分层特征、形成城乡统筹局

面，充分发挥其基础性作用，实

现最低生活有保障。四是完善针

对孤寡等特殊群体的帮扶制度，

使弱势群体生活得到保障，逐步

完善社会福利制度体系。此外，

针对灵活就业、自由职业的群

体，完善相应的社会保障制度，

更好满足这类新兴群体的现实需

要，针对妇女、儿童等群体要高

度重视其合法权益的保障与落实。

（三）提高教育质量体系，

促进教育发展以达到共同富裕

教育的发展既可以阻止贫

困代际传递，符合摆脱贫困的需

要，又可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

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要建设高

质量的教育体系，一是健全学

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

只有实现学校、家庭、社会三者

的有效结合，才能凝聚育人的更

大共识。二是明确学校、教师和

学生的主要任务。对于学校而

言，要高度重视学科建设，加快

培养紧缺人才，不断深化校企合

作。对于教师而言，要不断加强

师德师风建设，不断提升教书育

人的能力和服务社会的本领。对

于学生而言，要显著增强文明素

养，高度重视社会实践，切实牢

固树立责任意识。三是针对不同

层次教育提出的相应要求。要推

动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鼓励高

中学校的多样化发展，提升高等

教育的发展质量。四是加大教育

改革力度，努力实现教育公平。

改革是促进教育事业发展的动

力，公平是推动教育发展的要

求，教育改革是为了实现教育公

平，教育公平是教育改革成效的

体现。教育水平的提升可以促进

内蒙古居民人口素质和人力资

本，提升就着者工资水平并且推

动内蒙古经济发展，最终实现共

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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