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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全国两会期间，“高品质生活”以前所未有的关注度进入大众视野。
中国已经明确，要“推动坚持生态优先、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有
机结合、相得益彰。”高品质生活意味着什么？将如何进一步改善民生福祉？
在未来几年工作中将有哪些具体体现？

结合“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的具体目标，本报今起推出系列报道，为您
解析可感可知可预期的“高品质生活”。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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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建共享“高品质生活”
①

在 湖 南 ， 长 沙
经 济 技 术 开 发 区

（以 下 简 称 “ 长 沙
经 开 区 ” ） 起 步
早、制造业企业密
集，是区域经济发
展的风向标和排头
兵。最近，全国各
地 都 铆 足 了 劲 儿 ，
争取“十四五”开
好局、起好步，长
沙经开区也“上紧
发条”。

每天下午 4 点，
三一重卡数字营销
部总经理谢凯和他
的同事们都会准时
拎起手持云台，来
到一辆刚刚下线的
三一重型卡车跟前
开始直播。

“我们的客户主
要 是 大 货 车 司 机 ，
他们跑长途运输很
辛苦，经常吃住在车
上，挣钱不易。通过
直播进行产品介绍
和销售，不仅降低了
销售成本，而且也
推动着重卡行业从
单纯服务商品运输
向服务运输从业者
转变。”谢凯说，从
3 月份的情况看，平
均每场销售型直播
都能带来上百台的
订单。

直 播 取 得 成
功，靠的是企业自
身的制造水平和产
品实力。走进三一
集团位于长沙经开
区 的 重 卡 智 慧 车
间，首先映入眼帘
的是窗明几净的工
作环境和一台台智
能的自动导引运输车 （AGV）。“AGV 可以根据
不同车型自动调节工位间距，保证最优的生产效
率，达到柔性与自动化的最优平衡。主线生产设
计节拍为6分钟，每5-6分钟就可以下线一台整
车，极限节拍最高可达到4分钟。”谢凯介绍。

长沙经开区内，产销两旺的不仅有整车制造
企业，也有上游零部件生产商。

与三一重卡智慧车间相距不远的，是索恩格
汽车部件 （中国） 有限公司的研发和生产车间。
记者在其车间内看到，所有机器都在满负荷运
转，生产的汽车发电机、起动机、“起动—停
止”系统等零部件产品包装好后，贴上“菲亚
特”“宝马”“奔驰”“广汽”等字样，被发往相
应的汽车生产厂商。

该公司市场及外联总监夏伟说，汽车产业是
一个庞大复杂的体系，索恩格在华实现技术突破
与成本优势，与上下游本土供应商的高质量发展
密不可分。目前，索恩格德国总部之外最大的研
发中心就坐落在长沙经开区，研发的多款产品也
开始向海外市场供货。

在长沙经开区内，有不少中国本土企业都在
深耕细分赛道、争当“隐形冠军”。

在湖南中大创远数控装备有限公司的厂房
内，齿轮实验室工程师刘友蕾正忙着对公司即
将交付的一款高档数控螺旋锥齿轮加工机床进
行最后的测试。只见他将一个待加工的钢坯放
入机床工位固定好后，关上舱门，输入加工程
序指令。没多久，一个完美的螺旋锥齿轮零部
件就加工好了。

“这种齿轮，可以应用于军工、航空航天、
汽车、船舶、石油化工、冶金矿山等多个行业，
范围广着咧！”刘友蕾说。据介绍，由于国内螺
旋锥齿轮制造行业基础薄弱，为了攻克技术瓶
颈，中大创远每年投入的研发费用达到企业总投
入的 25%。公司每个月的工作计划中，设计部
门、工艺部门的实验计划就占了一半以上。

目前，中大创远成为国内唯一能够提供全套
螺旋锥齿轮精密加工成套技术的企业，也是全球
3家掌握高档数控螺旋锥齿轮加工机床核心技术
的企业之一。对刘友蕾来说，想不忙都难。

从山河智能的微型小型挖掘机发货日本，到
铁建重工大直径盾构机钻地挖井；从湖南自贸试
验区首单便利化批量付汇业务落地，再到“5G+
工业互联网”示范工厂加速建设……“十四五”
开局之年，长沙经开区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正在不
断迈上新台阶。

以高校和职业院校毕业生、技能型劳动者、农民工为重点，不断提高中等收入群体比重——

未来5年，中等收入群体要算上你
本报记者 徐佩玉

满
工
满
产
销
售
旺
，
苦
练
本
领
技
术
强
—
—

长
沙
经
开
区
﹃
上
紧
发
条
﹄

本
报
记
者

王
俊
岭

▲3 月 27 日，绣娘正在陕西省汉中市
宁强县青木川羌绣传习基地生产羌绣绣品。

吴天文摄 （人民视觉）

◀2 月 23 日，在成都开往广州的川籍
农民工返岗专机上，当天过生日的乘客展
示生日贺卡等礼物。

新华社记者 沈伯韩摄

▶近年，一批批宁夏青年经由
“闽宁劳务协作”和“扶志扶能”助学
项目前往福建，学习技能，增长知
识，增加收入。

图为3月4日，宁夏籍学生在福建
省飞毛腿高级技工学校上实训课。

新华社记者 姜克红摄

3 月 26 日，位于长沙经开区的三一重卡生
产线上，工人正在装配零部件。

本报记者 王俊岭摄

3 月 26 日，位于长沙经开区的三一重卡生
产线上，工人正在装配零部件。

本报记者 王俊岭摄

“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实施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行动
计划，以高校和职业院校毕业生、技能型劳动者、农民工
为重点，不断提高中等收入群体比重。

中等收入群体是消费的主力军，是经济社会的中坚力
量。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为何聚焦这些人？将产生怎样的
影响？

中等收入群体有什么特点？

——全国已有 4 亿多中等收入群
体；部分群体收入不稳定

谁是中等收入群体？
“互联网公司薪资高，进了那些‘大厂’，肯定就是中

等收入群体了。”
“老师、医生，这些专业技术人员，工资不会很高，但

也不低，社会保障好，应该是中等收入群体。”
“亲戚在老家建大棚种草莓，一年净收20万元以上，在

当地过得挺滋润，也算中等收入群体吧。”
不同人眼中，对中等收入群体有不同的印象。
国家统计局有关负责人曾指出，中国中等收入群体，

典型的三口之家年收入在 10万到 50万元之间。中国已有 4
亿多中等收入群体，占总人口约30%。

人数多，但占比不高，是中国中等收入群体的特点。
据介绍，在发达国家，居民收入分布通常呈“橄榄型”，即
两头小、中间大，中等收入群体要占到 60%-70%，这样的
居民收入结构也被认为相对健康，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

此外，中国目前中等收入群体中的相当一部分，还存
在收入不够稳定的状况。

快递小哥、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灵活就业群体，
靠订单量“吃饭”，总体收入还算不错，其中不少人的家庭
年收入已迈上了10万元的台阶。

“以前在农村的时候，一家人挤在十几平方米的房子
里，冰箱、洗衣机都没有，衣服都是手洗。”来自河北省广
宗县燕红龙村的颉秋双现在是大城市的一名滴滴司机，每
天 7 点半出车，一天工作 10 个小时，一年能有十几万元收
入。如今，全家人的生活水平大大改善，跑单之余还能接
送孩子上下学，她对现在的生活很满意。算不算中等收入
群体？颉师傅说：“当然算了！我现在衣食无忧，收入还能
覆盖日常消费、医疗、教育的支出。”

“平时一天能送40多单，月收入基本稳定在8000元至1
万元。”小王是北京一家生鲜超市配送员，“碰上节假日，
一天差不多能送60单，再加上公司的奖励和补助，有时候
月薪能到 2 万元。”不过，“收入虽然不错，但是不稳定
啊！”小王说出了许多同行的心声。像小王一样的灵活就业
群体，收入绝对值虽然不低，但不稳定性也高，同时面临
着在大城市较高的生活成本。

“目前中等收入群体中，有大约 1/4的人收入稳定性不
高。需要稳定他们的就业，使收入保持稳步增长，才能让
他们在中等收入群体中稳定下来，不向下滑落。”浙江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李实对本报记者表示。

谁最有潜力成为中等收入者？

——高校和职业院校毕业生、技
能型劳动者和农民工，既有成为中等
收入群体的可能性，也有现实必要性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当下要拉谁“上车”？
高校和职业院校毕业生、技能型劳动者、农民工，是

“十四五”规划纲要重点强调的群体。专家认为，让他们成
为中等收入群体，既有可能性，也有现实必要性。

高校和职业院校毕业生群体数量多，文化程度和技能
水平高，具备了成为中等收入群体的可能。中国劳动学会
特约研究员苏海南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这个群体基
于自身的文化程度和素质水平，大多从事的不会是简单重
复劳动或基本无技术含量的工作，因此具备了进入中等收
入群体的现实可能性。”

技能型劳动者，是“十四五”时期经济高质量发展必
不可少的人才。“中国要实现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
从‘制造’迈向‘智造’，离不开技能型人才队伍的扩大。
使这部分人成为中等收入群体，既是使其报酬与技能水平
和劳动贡献相匹配的需要，也是调动他们积极性、创造性
的需要，同时有利于吸引更多人努力提升自身技能水平，
成为技能型劳动者。”苏海南表示。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中国技
能劳动者已超过2亿人，占就业总量比例从前几年的20%提
高到 26%，其中高技能人才超过 5000 万人。近年来，技能
型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上供不应求，收入更是节节攀升。
最近，人社部印发《技能人才薪酬分配指引》，鼓励企业针
对技能人才特别是高技能领军人才实行年薪制、协议薪酬
制、专项特殊奖励，并探索实行中长期激励。《指引》同时
提出，对掌握关键操作技能、代表专业技能较高水平、能

够组织技改攻关项目的，其薪酬可达到工程技术类人员的
较高薪酬水平，或者相当于中层管理岗位薪酬水平，行业
佼佼者薪酬待遇可与工程技术类高层级专家和企业高层管
理岗的薪酬水平相当。

“农民工是中国产业大军的主要组成部分。他们中也有
很多人具备较高的文化程度和技能水平，能够从事较复杂
劳动和创新劳动。”苏海南表示。2020年，中国农民工数量
超 2.8 亿，其中外出农民工近 1.7 亿，农民工月均收入水平
为 4072元。如果以家庭计，不少已接近中等收入群体的门
槛。“让农民工中相当一部分人进入中等收入群体，对于缩
小城乡收入差距、提升产业大军技能素质水平、加快乡村
振兴等，都具有必要性和现实可行性。”苏海南分析。

未来，随着这些重点群体收入水平提高，居民收入
格局会进一步优化。苏海南指出，当今中国社会的主要
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
发展之间的矛盾。这种不平衡、不充分在收入领域，主
要表现为居民收入比重和劳动报酬比重偏低，城乡、地
区、行业、社会群体之间收入差距仍较大，平均收入水
平还不高。而中等收入群体的进一步扩大，必将提高居
民收入比重和劳动报酬比重，进而带动居民收入格局朝

“橄榄型”收入分配格局发展，有利于使收入分配格局更
符合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

如何实现“扩中”目标？

——扩大就业，优化营商环境，
加强收入再分配政策的调节力度，大
力提高劳动者综合素质

加快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对新发展格局下推动高质量
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具有重大意义，将提升人民群众的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苏海南指出，当前，要实现从全面小康向共同富裕迈

进，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是最有效的途径，同时也是促进扩
大内需、实现新发展格局的需要。“只有扩大中等收入群
体，老百姓兜里有了钱，衣食无忧了，才能更多消费，这
是扩大内需的基本动力来源。”

如何实现这一目标？
关键在于稳定和扩大就业。苏海南表示，就业是最大

的民生，也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之源。“十四五”时期，应
更加注重缓解结构性就业矛盾，重点促进高校毕业生、农
民工、困难人员就业创业，维护好快递员、网约工、货车
司机等就业群体的合法权益。

着力改善营商环境。李实说：“小微企业经营者、
个体商贩占全社会就业人群的很大比重，他们或是中等
收入人群中的‘脆弱者’，或仍是低收入人群。提升他
们的收入，需要改善营商环境、落实税收优惠等财税政
策，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促进中小企业和民营经
济发展。”

加强收入再分配政策的调节力度。李实认为，一
方面，应提高税收调节力度，改革现有税种结构，特
别 是 要 提 高 直 接 税 比 重 ， 降 低 间 接 税 比 重 ； 另 一 方
面，应增加政府财政支出中的民生支出比例，而且民
生 支 出 应 更 加 偏 向 低 收 入 人 群 和 中 等 收 入 人 群 中 的

“脆弱者”。
大力提高劳动者综合素质。“十四五”规划纲要指

出，要实施高素质农民培育计划，运用农业农村资源
和现代经营方式增加收入。此外，苏海南表示，提高
中偏高岗位人员的素质，也是“扩中”的重要支撑。随
着劳动者素质和能力越来越强，将促进社会财富蛋糕越
做越大、质量越来越好，反过来对“扩中”形成强有力
的支撑。

“保持经济可持续健康稳定发展，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的经济基础。”苏海南认为，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将会
有越来越多的低收入和中间偏下收入群体转化为中等收入
群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