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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收入群体日渐扩大

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有多大？在著名投资银行瑞士
信贷的研究院日前发布的 《2015 年度财富报告》 中显
示，按绝对值计算，中国中等收入群体达到 1.09亿人，
数量上全球第一。

这份报告还认为，中国中等收入群体去年的财富为
7.34万亿美元，仅次于美国与日本。

与此同时，还有许多研究机构对中国中等收入群体
进行了预测。例如，今年4月初，全球著名管理咨询公
司埃森哲发布报告称，2030年将有70%的中国人成为中
产阶级。澳新银行同样乐观，在去年发布的一份研究报
告中，他们估计，到2030年中国的中产阶级人数将占城
市人口总数的93%。

除此之外，也有一些来自国内的调查。例如，中国
（海南） 改革发展研究院的调研结果认为，当前我国中
等收入群体比例大致为23%—25%，规模约为3亿人。

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不断扩大的背后，是即使经济
增速放缓，2015 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1966 元，
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7.4%，超过同期 6.9%的 GDP 增
速，居民收入实现了连续多年跑赢GDP增速。

在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执行院长李实
看来，中国收入分配格局在不断变化，收入差距持续扩
大的势头得到初步遏制。城乡之间收入差距的缩小，也
带来了全国收入差距的缩小。他认为，这说明当下的收
入分配改革方向值得肯定。

无论从观感还是数字上，这一群体都在扩大。但很
多研究者和普通人都关心的是，衡量中等收入群体的标
准是什么？实际上，放眼世界，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标
准，无论中等收入群体还是“中产阶级”，概念都相对
比较模糊。

此前，国家统计局“根据国际标准进行换算”，将
家庭年收入在6万元至50万元之间的家庭列入中等收入
群体。但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的《社会蓝皮书：2016年
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中则认为，应该考虑不同城
市的生活成本。

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苏海南认为，我国的中等收入
者群体应该具备四个特征，包括以适当高于平均收入水
平为基础，生活比较富裕且收入水平、生活水平较稳
定，职业处于社会中等及其附近职业，初步拥有大体相
近的价值观及其行为规范。

2015年，著名调查机构普索金融服务团队对北亚地
区的“中产阶级”调查报告显示，在来自中国内地的

1000 名受访者中，
自认为达到这一标
准的平均家庭月收
入为45202元。

每个人的看法
也不一样。家住成
都 的 小 姜 今 年 30
岁，在一家大企业
工作的他，已经有
车、有房，也有了

一个可爱的孩子。按照许多人的标准，他早已跻身中等
收入群体行列了，但他给出了自己的标准，认为所谓

“中产”，应该是“按照自己的想法活着”。
不管标准如何，从社会学理论和人类已有的实践

看，一个中等收入群体成为社会中坚的“橄榄形社
会”，是一个稳定的社会形态。

这一群体比例仍然偏低

纵览发达国家，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阶层是不可或
缺的。而中产阶级，这个被普遍认为源自法国大革命时
期的概念，如今早已风靡世界。随着时间的变迁，越来
越成为一个经济学和社会学的概念，收入、消费水平等
成为衡量是否“中产”的重要标准。

根据前述瑞信研究院的报告，澳大利亚中等收入群
体占 66%，比利时和新加坡的中等收入群体占 60%以
上，意大利、日本、西班牙、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和英国
中等收入群体达55%以上，而爱尔兰、荷兰和新西兰的
中等收入群体比例达50%以上。

发达国家对于中产阶级的重视程度非常高。2015
年，美国总统奥巴马向国会提交了一份近4万亿美元的
2016财年联邦政府预算案，其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全面
扭转财政紧缩政策，加大投资，以打造21世纪中产阶级
经济。同样，新加坡政府向国会提出的财政预算案中推

出多项措施，突出
了扶持中产阶级和
中 小 企 业 的 重 要
性。在日本，尽管
经济经历了停滞到
衰退的过程，中产
阶级不断缩水，但
看上去牢不可破的
中产阶级，依然是
社会长期稳定的基
础。

在 《中 产 阶 级
史》 一书中，作者
劳伦斯·詹姆斯分析
英国中产阶级发展
壮大并影响国家和
社 会 的 过 程 后 发
现，自从中产阶级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
诞生以来，逐渐形
成 了 独 特 的 品 味 、
诉求和消费，并最
终 在 英 国 的 政 治 、
经济和文化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成为社会主流和中流
砥柱。尽管过程有波动，但中产阶级始终在促进社会稳
定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中等收入群体的比例仍然偏
低。

即使按照瑞信的研究报告看，中国中等收入群体的
比例也仅有 11.3%。这背后，是中国中等收入群体数量
仍然不够大。

前述中国 （海南） 改革发展研究院的调研也认为，
我国经济结构已经进入工业化中后期，但社会结构指标
还仍处在工业化初期水平。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分析说，改
革开放以来，中国开始出现中产阶层，主要包括政府公
务员、企业家、各类专业人士和一部分城乡居民。但他
同时指出，欧美工业化进程中最大的中产阶层群体来自
最初的工薪阶层，随着技术的发展和工资的提高，他们
转型成为中产阶层。但在中国，至少到目前为止，大量
的工人阶级尤其是农民工还没有转型成为中产阶层。

郑永年认为，过去30年，中国经济增长比“亚洲四
小龙”都迅速，但中等收入群体比例仍然捉襟见肘。

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宋扬看来，扩大中
等收入群体具有战略意义。这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
标之一，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是社会主义社会
的必然要求；同时，也有利于形成合理的收入分配格
局；另外，对于提高社会总体消费水平、促进宏观经济
稳定增长有重要作用。

扩大这一群体是大战略

早在1985年，邓小平在会见美国时代公司组织的美
国高级企业家代表团时就表示，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
可以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逐步

达到共同富裕。
从一部分人先富，到共同富裕，早已成为中国人耳

熟能详的说法。而培育一个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正是
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路径。

研究者认为，中国正处于由中等收入阶段迈向高收
入阶段的关键时期，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是个大战略。如
果能够以民富优先破题收入分配改革，有望到2020年实
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使其占总人口的比重不低于
40%，从而奠定橄榄型社会的基础。

在李实看来，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如果只要求城市
户籍人口进入这一群体是远远不够的，应该让占全部人口
20%—30%的农民工成为中等收入群体最大的人口来源。

如何扩大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
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三次会议上，习近平提

出了六个“必须”——必须坚持有质量有效益的发
展，保持宏观经济稳定，为人民群众生活改善打下更
为雄厚的基础；必须弘扬勤劳致富精神，激励人们通
过劳动创造美好生活；必须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坚持
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劳
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处理好政府、企
业、居民三者分配关系；必须强化人力资本，加大人
力资本投入力度，着力把教育质量搞上去，建设现代
职业教育体系；必须发挥好企业家作用，帮助企业解
决困难、化解困惑，保障各种要素投入获得回报；必
须加强产权保护，健全现代产权制度，加强对国有资
产所有权、经营权、企业法人财产权保护，加强对非
公有制经济产权保护，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增强人民
群众财产安全感。

在研究中等收入群体的专家看来，这六个“必须”
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宋扬认为，扩大这一群体的规模，需要从初次分配
和二次分配上下工夫。初次分配主要通过劳动力市场进
行，二次分配主要通过财政手段实现。具体来说，就业

是民生之本，扩大中等收
入群体应该多从劳动力市
场上下功夫。除此之外，
财政政策也要跟上，比如
降低中低收入群体的平均
税率，强化社会保障对中
低收入群体的保护作用
等。

研究表明，中国当下
有条件迅速扩大中等收入
群体的规模。中国 （海
南） 改革发展研究院的报
告认为，人口城镇化的快
速推进将支撑中等收入群
体的快速形成，服务业主
导的经济转型将为中等收
入群体提供就业空间，而
城乡一体化进程加快则是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重要
推动力。

“从历史上看，要维持
一个国家的良性运转，中
产阶级是关键的力量。”郑
永年认为，这将有助于一
个国家的有效治理。

在前不久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
三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扩大中等
收入群体，关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
现，是转方式调结构的必然要求，是维护社
会和谐稳定、国家长治久安的必然要求。

根据学者研究，一个国家或地区只有中
等收入群体占较大比重、形成橄榄型的收入
分配格局时，经济才能持续发展，社会秩序
才能稳定。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正是中国在发
展中期望实现的目标之一。

不过，尽管通过经济发展、完善收入分
配制度、提高人力资本等举措能够促进中等
收入人群的扩大，但真正坚实的中等收入群
体需要制度的巩固。在他们增长收入的同
时，明晰的产权、完善的社会保障，才能让
他们真正保持中等收入群体的地位，生活得

有尊严，不再滑向低收入群体。
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发展迅速，取得

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许多人也因此搭上了经
济发展的快车，跨越温饱阶段成为了中等收
入人群。但是，面对所期望的更好的教育、
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
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
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他们实现起来
却仍有些困难。其看似体面生活背后仍有很
多“不尽如人意”。

比如高企的房价。对于一线城市的白领
们来说，年薪30万元已是一份令人羡慕的收
入。然而面对动辄四五万元一平方米的房
价，这样有竞争力的薪水也显得捉襟见肘。
这与大家想象中居住着宽敞舒适的住宅的

“中等收入者”相去甚远。
比如对未来生病的担忧。许多人高收入

的背后往往是过度加班和身体透支。未来遇
到疾病怎么办？这是这些“中等收入者”们
不得不思考的情况。在许多企业只按照最低

标准缴纳医疗保险的情况下，他们往往需要
通过购买商业保险才能解决看大病的问题，
否则就要花掉自己的大部分积蓄，甚至出现
一病返贫的现象。

还有像在子女上学、父母养老、买车、
日常消费等方面，中等收入群体都需要不少
的付出。如果希望能享受到优质一点的教
育、医疗等资源，他们更是要加倍付出。而
在税收承担方面，中等收入群体正成为纳税
者的主体。所以，尽管这些中等收入者在看

似体面的收入下，却有着身处夹心层的担忧
与焦虑。

因此，巩固中等收入人群、让他们活
得更舒适、更有尊严，就需要让他们感受
到 更 多 的 保 障 。 除 了 收 入 的 保 持 甚 至 增
加，他们需要更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能
够在生病时看得起病、年老时老有所依；
他们需要更公平分配的教育资源，不再为
买一处学区房而透支未来的积蓄；他们需
要更完善的投资渠道，能够让自己的资本
收益更有保障。

总之，中等收入人群增加的不能只是收
入，还要在乎它实实在在的购买力以及是否
享受到优质的公共服务。只有这样，这一群
体才能真正巩固，社会的橄榄型结构才会坚
实有力。

橄榄型结构需要制度巩固
柴逸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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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月月1616日日，，习近平总书记习近平总书记
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三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三
次会议上强调次会议上强调，，扩大中等收扩大中等收
入群体入群体，，关系全面建成小康关系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目标的实现社会目标的实现，，是转方式是转方式
调结构的必然要求调结构的必然要求，，是维护是维护
社会和谐稳定社会和谐稳定、、国家长治久国家长治久
安的必然要求安的必然要求。。

在有关专家看来在有关专家看来，，在如在如
此高级别的会议上专门提出此高级别的会议上专门提出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扩大中等收入群体，，释放出释放出
了一种明确的信号了一种明确的信号，，那就是那就是
一个两头小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中间大的““橄橄
榄形社会榄形社会”，”，将成为中国未来将成为中国未来
发展的方向发展的方向。。

消除两极分化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实现共
同富裕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是社会主义的本质
要求要求。。要想实现这一目标要想实现这一目标，，
只有不断提高低收入群体的只有不断提高低收入群体的
收入水平收入水平，，使其进入中等收使其进入中等收
入群体之列入群体之列。。而这而这，，不但是不但是
经济目标经济目标，，还关乎社会的价还关乎社会的价
值取向和奋斗目标值取向和奋斗目标。。

中等收入群体对改善居住条件有比较强烈的需求。图为顾客在杭州一楼房销售中心观
看新建楼盘的模型。 龙 巍摄 （人民图片）

通过一年多的努力，吉林长春“90后”曾健鹏创立的彩球装饰艺术公司，已拥有加盟
商10余家，公司年收入超过50万元。 新华社记者 张 楠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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