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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在当代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经济局面

及其政策选择
Ｘ

桁 林

【提 要 】
小康社会看似貌不惊人 ， 却将 中 国从一个与佛得 角 相提并论的低收入 国 家带

到 了 类似于黑 山 共和 国 这样的 中 等收入 国 家 ， 再乘 以 十 三亿 多 人 口
， 总量更是无 比 巨 大 。

一个新的 经济
“

增长极
”

已悄 然屹立 于世界 东 方 。 总量上超英赶 美 实属 不 易 ， 而 防止 （ 防

治 ） 两极分化更难 ， 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到 共 同 富裕是现代化的 一道坎 ， 历 史上 、 现 实

中掉入这个陷 阱的 国 家不计其数。 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就必须跨越 中 等收入 陷 阱 。 当 然 ， 收

入分配差距扩大要区分几种不 同 情形 ， 笼统地斥之为 两极分化等 于废除市场 经济的基础性

地位和决定性作用 。 防止 （ 防治 ） 两极分化要靠 国 家治理体 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

【关键词 】
小康社会 中等收入陷 阱 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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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提出建设小康社会
“

三步走
， ，

战略 ， （ 《邓小平文选 》 第 ３ 卷 ， 人民出版社 Ｉ＂ ３ 年版 ， 第 ５ ４ 页 ）

以求真务实的态度开创 了 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新
漬 年又 提 出 实现小康社会分

“

三 步走
”

的 战 略构 想 ：

事业 ， 几代领导人前赴后继带领全国人 民不断

开拓 、 发展壮大这 乂事业 ， 阳导 了举世瞩 目 的元 。 第二步是到本世纪末 ， 再翻一番 ， 人均达到一千美元 。

成就 。

①现在到 了
“

收关 （官 ）

”

阶段的最后 ５ 年实现这个 目标意味着我们进人小康社会 ， 把贫 困 的 中 国变

 成小康的 中国 ＝ 那时 国 民生产总值超过一万亿美元 ， 虽然

＊ 此论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与建设创新工程项人均数还很低 ， 但是 国家的力量有很大增加 。 我们制定 的

目
“

国家治理观的历史演进
”

（ ２０ １ ４ｍｇｃｈｑ０２２ ） 、 中 国社会科Ｓ标更重要的还是第三步 ’ 在下
芒
纪用三十到五十年 ’ 胃

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创新工程项 目
“

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麵番 ’ 大体上达到人均 Ｈ千美元 。 做到这－步 ’ 中 国就

社会主义发展史研究
”

（ＭＹＹＣＸ２０ １ ４０４ ） 麵家社科基金项达到 中等发达的水平 。

”

（ 《邓小平文选 》 第 ３ 卷 ， 人民出版

目
“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视域 中 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
”社 １ ９ ９ ３ 年版 ， 第 ２２ ６ 页 ） 党的十三大 以后 ， 这一战略构想

（ １ ２ＡＫＳ００ １ ） 的阶段性成果 ａ 就成了我 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指导思想 ，
１ ９ ９ ７ 年党的十五

① 邓小平不仅描绘了小康社会的蓝图 ， 还提出 了建设小康社大提出
“

建设小康社会
”

的历史新任务 ； 十六大提 出在新

会跨世纪发展的
“

三步走
”

战略构想 。 改革开放伊始 ， 邓世纪头二十年即到 ２０ ２ ０ 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 目 标 ，

小平率先提出
“

小康
”

概念 以及到二十世纪末达到
“

小康之后再继续奋斗几 十年 ， 到本世纪 中 叶基本实现现代化 。

社会
”

的构想 。 他说 ：

“

我们要实现的 四个现代化 ，

… …是这个发展 目标时间跨度长达 ５０ 年 ， 延伸到 了２ １ 世纪中 叶 。

‘

小康之家
’

。

”

（ 《邓小平文选 》 第 ２ 卷 ， 人 民 出版社 １ ９８３党的十六大至 十八大报告 的标题都彰显 了小康社会这一

年版 ， 第 ２ ３ ７ 页 ）

“

这个小康社会 ， 叫做中 国式的现代化 。

”

主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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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２ ０２０ 年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 ， 许多机构预界从此也离不开中 国 。

测 ， 届时中 国经济总量将超过美 国 ，

一个新的第二 ， 将小康社会与现代化联系 在一起 ，

世纪即将到来 ， 就如 同 １ ８ ７ ２ 年美 国经济总量超在人类历史上还是头一次 ， 丰富 了小康社会的

过英国开创 了
“

美 国世纪
”
一样 。 距离 冲刺所内涵和精神实质 ， 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

剩时间不多 ， 未来五年 （正好是
“

十三五
”

时小康的 目 标有确定 的边界 ， 《大学 》 中讲

期 ） 是关键 ， 这就有如接力赛 ， 无论前几程 的
“

知止而后有定
”

， 正 因为知道边界在哪里 ， 才

接力棒有多重要 ， 最后一棒都是致胜环节 。 所 会有恒心和定力 。 把小康社会绑在现代化的车

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 就是除 了要有正常 的建 轮上 ， 这就赋予小康社会 以现代意识 ， 它就不

设速度保质保量完成之外 ， 还要对前期査漏补 再是静止 的 、 消极 的 。

一方面 ， 只有建立在开

缺 ， 完善各项制度 。＇ °

 社会 ） 才是真正可持续的 ， 土豪式挥霍和浪费 、

―

、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意味着挥金如土是可耻的 ， 也是不可取 的 。 尤其是水

经济总量达到或接近资源利用 、 环境治理 ， 对于十三亿多人 口 来说

全球第一 始终是现代化进程 当 中越来越紧 的瓶颈和硬约

束 。 另一个方面 ，

一个现代化 的小康社会才是
邓小平 当年很睿智地讲 ’ 我们 的现代化不

有保证的 。 小康社会不是撞大运或天上掉焰饼
要贪大贪功 ， 能够实现小康社会就很 了 不起 ，

得来的 ， 而是整个社会有序 、 有效运行的结果 ，

这是很有见地的 。必须要有制度规范和制度保障 。 现代化的
“

止
”

第一 ， 虽然从人均水平上 只有 中等发展 国 和
“

定
， ，

就在这里 。 如果 只是吃得好一点 ， 穿

家水平 ， 但乘以 十三亿多人 口 ， 总量规模无 比得好一点 ， 生活略有富余 ， 那不 叫现代化 ； 现

Ｓ大 。 代化必须是生活在现代的 国 家治理体系 、 制度

从人均收人和人均资源 占有量 、 消 费量来中 ， 具有现代思维理念和行为方式 。

看 ，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只是达到 了 中等发达 国可见 ， 我们所讲的小康社会 ， 骨子里是现

家水平 ， 有些人均资源 占有量 、 消 费量指标甚代化的 ， 现代化 的载体是小康社会 ， 这就极大

至还达不到 。 这对于刚 刚摆脱贫 困 、 越过温饱地丰富了现代化的血 肉 。 是否达到小康社会不

线的人们来说无疑是喜从天降的大礼包 ， 但 以仅要有总量指标 （尽管它是先行指标 ） 和人均

今天的眼光看 ， 就没有太大吸引 力 ， 不能夺人指标 ， 还要看是否建成 了 现代 国 家治理体系 ，

眼球 ， 很多城市家庭都远远超过了这个水平 。以及它的治理效果和治理能力怎样 。

但是 ， 人均水平乘以十三亿多的人 口数量 ，一

 ｌ Ｗｒｘ 八和社的八換ｗ工各而

其总量规模不得了 ， 已是世界上数－数二 的体
一、 全面

量 。 也就是说 ， 即便建成的只是小雜会 ，

－建成小康社衣更加重要

个巨人已经悄然屹立在 了世界的东方 。 它于 中在总量 、 人均水平之外 ， 还要看结构 。

一

国 、 于世界都有非凡的意义 。 对 中 国来说 ， 这

是百年来未见 的世纪大逆转 ， 由
一个积贫积弱

① 据称 ， 时任英国首相布莱尔在被问到如何看英 国 ＧＤＰ 被中

走向穷途末路的 国家向世界强 国跃进 。 对 中 国国赶上时说 ：

“

中 国是一个有着 １ ３ 亿人 口 的大 国 ， 这样一

来说 ， 这是在 向 正常 的 发展路径 （ 常 态 ） 回 ａ

ｒｔｗｎｕｏｕ？ 田 士 、朴去 、

、
， 址斗 １

＝
＞ Ｉ

． ．们不应当感到奇怪 。

”

转引 自 ２０ １ ２ 年 ３ 月 ５ 日 《环球时报 》

归 ’ 但对世界来讲意乂就非 同小可 。 从
＾
国文章 ： 《美媒例数哪些领域

“

败北
”

专家认为 中 国 以量取

制造
”

到Ｇ２ ０ 、 再到Ｇ２ 、 再到Ａ ＩＩＢ（亚投行 ） ，胜 》 ， 或 参 见ｈ ｔ ｔｐ ：／ ／ｗｏｒ ｌｄ ， ｈｕａｎｑ ｉｕ ． ｃｏｍ／ ｒｏ ｌ ｌ ／ ２０ １ ２  ０ ３ ／

再到人民币进入 ＩＭＦ 特别提款权货币 篮子 ， 中 ２ ４ ９ ７ ３ ７ ９ ＿ ｈ ｔｍｌ 。

②
“

超英赶美
”

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 （

“
一五

”

计划期
国走向世界的脚步越来越快 ，

一定程度上改变间 ） 提出 的 ， 当时仅限于粗钢产量 ， 未涉及经济总量 ， 更

了当今世界 的格局 ， 不仅 中 国离不开世界 ， 世谈不上全面赶超 。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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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小康并不难 ， 难 的是家家户户都达到小康水只有中间收入者 占多数的小康社会才是最

平 ， 这样 ， 整体实力就很强 了 。 臂如 ， 两个 国稳定 的 、 高质量的小康社会 ， 是安全 、 幸福的

家同样都达到小康水平 ， 总量和人均指标大致小康社会
——其幸福感来源于和谐的 、 健康 的

相当 ， 但结构不同 ， 稳定性大不一样 。 结构匀 （量人为 出 、 适可而止的小康社会 ） 、 乐观的人

称的小康社会 ， 其稳定性就好 ， 抗风险能力强 ；际关系 （乐观是因为 自信和对未来充满希望 ） 。

两极分化的小康社会 ， 其稳定性就差 ， 起于纷总量指标 、 人均指标气势恢宏 ， 并不代表

争 、 终于内乱 ， 穷 于应付 ， 自 顾不暇 ， 哪来发脚底下没有陷 阱 ， 中等收入陷 阱就是这么 出 来

展后劲 ？ 的 。 两极分化的小康社会的 总量指标 、 人均指

从统计特征来讲 ， 均值和 中值高度 吻合 ， 标也很体面 ， 但它是两极分化 的 （沙漏型收人

没有两极分化 ， 这个时候系统 （性能 ） 最稳定 。 分配结构 ） ， 由此导致内部关系紧张 、 撕裂 ， 出

相反 ， 内部两极分化 ， 系统就不稳定 。 衡量全现鸿沟 。 即便有着很高 的 收人 ， 但如果彼此情

面建成 （小康社会 ） 除 了 总量指标 、 人均指标 绪对立 ， 生活在仇视和敌视或者恐惧的氛围 中 ，

外 ， 还要有结构指标 ， 方能反 映它 的全面性 、 不可能会有幸福感 。 两极越分化 ， 内部越容易

稳定性 。 如基尼 系数 、 中等收人群体 占 比 ， 都 撕裂 ， 整个社会不得安宁 ， 不断会有各式各样

是反映小康社会结构特征的重要指标 。矛盾和 斗 争爆发 。 争 资源 、 争利 益 、 争福 利 ，

一般来讲 ， 纺锤型收人分配结构具有稳定 造成连锁反应 ， 乃至于内乱 。

性 ， 当快速发展 、 变道超车时能承受得住压力 ，

＿
＿＿

而哑铃型 （或称沙漏型 ） 收入分配结构就不能三、 总、量 〖旨标 、 人均 〗旨标和

承受同样的压力 ， 在拐弯时难免会 出乱子或是结构指标密不可分

中途翻车 ， 由纷争导致失序 、 由 失控导致 内乱

直至内战 。 当然 ， 如果纺锤型收人分配结构指

的是平均主义
“

吃大賴
”

ｍ ｉ麵魏
舒齡的職 ， 也不能及咖賴险 。 总量

要靠结构来支撑 ， 要 达到什么 样 的 总量 目 标

小康社会是否稳定 、 是否可持续 ， 关键４（结果 就要有相应的结构支撑 ’ 否则难 以胃

于结构是否稳定 ， 是否惠及大多数人 。 只有多
久 。 竹架子只能搭茅草房而建不 了高楼 。 总量

数人都达到小康而不是只有少数人富有 、 多数 和结构 密不 可分 ， 二者形影 相 伴 ， 骨 肉 相 连

人贫穷 ， 那才是高质量的小康社会 。 （结构是骨 ， 总量是 肉 ） 。 有什么样 的总量就会

贫富差距越大 ， 贫富分化越严重 ， 弱势群 有什么样的结构 ； 同样 ， 有什么样的结构就有

体越多 ， 社会越不稳定 。 光顾总量快速发展而 什么样的总量 ， 共同构成活 的有机体 （ 即生产

不顾结构恶化 ， 迟早要翻车 。 历史上很多 国家力

都没有摆脱这种厄运 ， 如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总量如何发展壮大 ， 跟结构密切相关 ，
二

俄国 、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拉美掉到
“

中等收者相互匹配 。 什么样 的结构能够支撑得住多大

人陷 阱
， ，

泥潭而不能 自 拔 不是 因为没有发总量 ， 能够发展成多大体量 ， 能持续多长时间 ，

展 ， 而是快速发展时 出 现 了 阶级分化 ， 裂痕难都是有讲究的 ， 这是一种生产方式而不是彼此

以弥合 ， 最后整个社会被撕裂 了 。 上世纪五六分离的两种生产方式 的拼接 。 譬如 ， 碳排放是

十年代 ， 土地肥沃 、 资源丰富 的拉美 国家一度跟传统增长方式相伴而生的 ， 要总量增长就得

发展很快 ， 但随之而来 的是严重 的分配不均 、
忍受雾霾 ， 要减少和消 除雾霾就得壮士断腕 ，

贪污腐化 、 通货膨胀和两极分化 ， 结果是 内讧摒弃传统增长方式 、 限产减员 ， 总之不能两头

不断 ， 阶级斗争愈演愈烈 。 如果追溯得更早些 ， 都 占而不付出代价 。

资本主义兴替 、 封建王朝倒 台大都与分配不公 、为了更好地说明现实 中 的总量与结构的关

两极分化有联系 。 系 ， 总量是如何快速增长 的 ， 结构是如何两极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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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化 （畸形化 ） 的 ， 需要区分以下几种情形 ：市场 ； 而从原料供应上看 ， 非公经济最初不 占

第一种情形 ： 增量改革 。任何资源 ， 得从 国有部 门分得一杯羹 ， 这就滋

倘若要素投入不求 回报 ， 还有人愿意投入生了两种体制下
“

倒爷
”

、

“

黄牛
”

等的权力寻

吗 ？ 倘若收人分配不拉开差距 ， 能有生产积极租现象 。 没有利益输送 ， 也就不会有资源倒流 。

性并增加产 出 吗 ？１ ９ ７ ５ 年第一次复 出后 的邓小所以 ， 不能笼统地讲拉开收人分配差距就

平就提 出 了这个问题 。 当时正处在批
“

唯生产是两极分化的表现 。

力论
”

、 批
“

资产阶级法权
”

这样的大环境 中 ，第二种情形 ： 外向型经济 。

但是 ， 主抓经济工作就不能不针锋相对地提 出作为边际改革 的一种 ， 它走得更远 ， 因 为

两个尖锐问题 ，

一是生产到底要不要抓 ， 二是它的 回旋余地更大 。 先是有 四个特定开放城市 ，

抓生产究竟 以 什么 为动力 ， 多劳多得有什么然后是沿海开放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十 四个

错 ？
？ 要想马儿跑得快又要马儿不吃草 ， 最终只沿海开放城市 ） ， 再是沿边开放 、 沿江开放 （九

能是除良存劣 ， 社会退化 。

“

大锅饭
”

之所以走十年代 ） ， 最后是加入 ＷＴＯ ， 形成全面开放的

到穷途末路 ， 是 因为它导致逆 向选择 、 坐吃 山经济格局 （仅指贸易领域而非金融领域 ） 。

空 ， 所有人都向贫穷看齐 。 所以 ，

“
一大二公

”

最初的外向 型经济只是为 了弥补财政投人

体制迟早得改 ， 这出戏没法长期唱下去 。不足和创汇能力不足的
“

双缺 口
”

， 引进外资既

改革首先就是要拉开收人分配差距 ， 允许不需要增加财政投资也不跟国 内市场发生冲突
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 这并不意味着收入分配结 （供销两头朝外 ） ， 还能够增加就业 、 增加税收 ，

构恶化 ， 相反地 ， 它优化 了收入分配结构 ， 提拉动产值 （ＧＤＰ ） ， 因此是一个内外双方合力共

高了收人分配的质量 ， 是社会发展和进步的源贏的格局 。

泉 。 回过头来看 ，

“

大锅饭
”

是让收入均等化引进外资被看成是一本万利 、 坐地分成 的

了 ， 但那是低水平 的收人均等 ， 连温饱都不能好事 。 初建开发区搞
“

四通一平
”

只是为 了筑

满足 ， 除了特权者会心存幻想之外 ， 谁还会死巢引凤 ， 以满足外商投资对软硬环境 的特殊要

抱着不放呢 ？ 求 ， 把它当作特事特办 ， 意外地又有两大获益 ，

最初的改革触及不到 旧体制 的核心利益 ，

一是规模效益 ， 集 中开发连片工业 园 区 ， 上 中

一部分最先富起来 的人群也只是活跃在 旧体制下游产业相对集 中 、 互相衔接 ， 能极大地降低

的边缘 、 外 围 ， 存量部分没有动 ， 旧 的利益分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 ；
二是通过土地置换 ， 提

配格局并没有被打破 。 只是放宽 了 尺度 、 解除高了土地利用效率和土地价值。 因此分税制之

了禁令 ， 不再把小商贩按
“

投机倒把罪
”

法办后
“

土地财政
”

率成 了地方财政的命根子 ， 这

了 ， 没有对国有工商业造成直接冲击 。是推动城镇化最重要的一股强大势力 。 这个时

国有工商业和早集晚市之间没有交集 ， 不候 ， 开发区热和城镇化热两股热潮 汇流一处 ，

构成直接利害 冲突关系 ， 而是互相补充 ， 共 同房地产开发就成了推动经济增长的火车头 。

繁荣市场供给的花色品种 ， 增加 了 消费选择性 ，外向型经济这种态势和格局对于收人分配

因而使得社会整体福利明显改善 。结构会产生何种影响呢 ？

如果是在不妨碍其他人利益的条件下允许外 向型经济也是一种增量改革 ， 不管与它
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 当然是对收入分配结构 的对接的是 国 内市场还是 国 际市场 ， 都选择绕道

极大优化 ， 激励 了投入和产 出 ， 因而拉开收人而行 ， 不触及原有的体制机制 ， 因 而收人分配

分配档次和差距是合理的 ， 不能看作是扭 曲 的 、 结构总体上是改善的 ， 虽然收入分配差距拉开

畸形的 。 然而事实上并非全然如此 。 国有工商了 ， 但它是 良性 的 ， 不会严重恶化 ， 社会整体

业是否真的毫发无损 ， 进而所有人的利益都不

受损 呢 ？ 显然不是 。 只要允许非公经济发展 ，

① 参见冷溶 、 汪作玲主编 ： 《邓小平年谱 （ １ ９ ７ ５
￣

１ ９９ ７ ） 》 （上 ） ，

就会损害到 国有垄断利益格局 ， 这是讲的销售中央文献出版社 ２ ０ ０ ４ 年版 ， 第 ５ ６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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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和个体福利都提髙了 。 第三种情形 ： 存量改革 。

可以说 ， 外 向 型经济开辟 了改革开放 的广前两种情形只涉及增量部分 ， 没有触及 旧

阔空间 。 最显著的指标就是产出和就业 。 同时 ， 体制的核心利益 ， 关键在于存量部分如何改革 。

外向型经济也 比
一般的边际改革带来更大的收这才是大头 。 最大 的存量不外乎资本 、 土 地 ，

人分配差距 ， 这个统计特征也是非 常显著 的 。 还有在职 （ 岗 ） 员工 。

？

原因就在于它丝毫不受 国 内需求的牵制和约束 ，财产性收入分配对收入分配结构的影响更

只跟随国际市场行情波动 ， 而国 内在
“

农转非
”

大 ， 很难逆转甚至不可逆 ， 因而具有马太效应 。

完成之前劳动力永远处于某个不变的价格 （潜存量资本改革有三个关节点有可能恶化收入分

在的失业人 口 过多 、 供给过剩 因 而呈现无限供配结构 ：

给的态势 ） ， 这就使得收入分配结构 出现了两极
一是在招股认股环节个人侵吞 国 有资产 ，

分化趋势 。 这个阶段也是收入差距拉大 比较显将股份划人个人名 下 ， 那么股份化就会恶化收

著的阶段 。人分配结构 。

能否据此判断收人分配结构恶化和两极分二是内部人收购 （ＭＢＯ ） 。 俄罗斯私有化只

化呢 ？ 恐怕不宜过早下此结论 。 我们看到 ， 在是第一步 ， 最后它被 内部人收购 ， 由此少数人

完成了
“

农转非
”

出现
“

民工荒
”

和工资成本
一夜暴富 ， 而绝大部分人的生活水准下降 ， 从

上涨之后 （此现象发生在 ２００ ５ 年前后 ， 而世界而加剧 了贫富两极分化 。 极少数财富帝 国像一

银行预测是在 １ ９ ９ ５ 年 ） ， 产业转移 、 产业转型 、 座座孤岛处在失望人群的汪洋大海之中 。

产业升级势所必然 ， 两极分化现象相对缩小 。三是全流通 。 股权分置 （非流通 ） 有很大

另外 ， 城市化进人新阶段之后 ， 必然更加重视的问题 ， 但是全流通之后如果制止不 了 内幕交

分配和消 费 ， 更加重视人力 资本投资 。 所 以 ，
易 ， 股价完全掌握在操盘手 中更难控制 ， 这就

应该肯定收入分配结构变化仍然是改善型 、 收不是一夜暴富而是一次键盘回车 〇 ．〇 １ 秒就能搞

敛型的 ， 尽管它还不是分享型 的 。 可 以判断收定的事情 ， 两极分化就更加惨烈 。

入分配差距扩大是 良性的而不是恶性的 ， 不会围绕土地也展开 了激烈 的交锋 。 土地 问题

无限拉大或加剧 ， 它在达到一定程度后会 自 动跟城市密切相关的是住房 ， 每个人都得有栖身

收缩 ， 不至于恶化到不可收拾 的地步 。 先期是之地 。 城市化进程其实也就是房价 、 地价攀涨

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 ， 农 民 工被大量吸收 ，
的历史 ， 这是历史规律 ， 只能说明城市 的效率

当 出现
“

民工荒
”

之后进人拐点 ， 工资水平开和效益所在 。 当然 ， 城市化也有生命周期 ， 房

始上涨 ， 前期 的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告一段价就是城市化的温度表 。 什么时候城市化进程

落 。 可见其收入分配结构是呈倒 Ｕ 型变化的 ，
中止了 ， 房价地价也就涨到头 了 。 比如底特律 ，

而且是 自动实现的 ， 不存在系统性风险 。 据此 ，
过去是汽车城 ， 城市扩张规模与房价涨势同步 ，

可以认为开放不会导致系统性风险升级 ， 市场现在城市产业空心化 ， 房价一落千丈 。

自我调整的能力不是降低了而是提髙 了 。财产性的两极分化更甚于收人性 两极奸

当然 ， 如果整个世界 出现经济危机 ， 就有化 ， 有些人从 中获得 了经营性收入 ， １卩租金 、

可能引发突变 ， 导致系统性风险 。 如果外需锐 房价增溢 、 地价增溢 ， 而另 一些家庭则是常备

减 ， 整个外 向型经济就会掉转头 向 原本就很紧 开支 ， 需要支付购房首付款 、 月 供 、 年租金或

张的内需挤压 ， 因 而过去那套避重就轻 、 舍近 半年租金 ， 这一进一 出是产生新的两极分化的

求远的战略就失控 了 ， 加剧并恶化 国 内 矛盾 。



最典型例子是十九世纪末的德 国 ， 俾斯麦新政①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通过关停并转和下 岗分流减员增效 ， 消

制造了一个强大帝 国 ， 但是碰到世界性经济危化了－部分国企在职 （ 岗 ＞员工 ’ 余下未决的是这部分员

＾＾
—工的养老金挂账问题 ， 如何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 ， 能不

机 ， 国 内的利益格局又动不 了 ， 矛盾就激化了 ，

能用 国企资产补缺 ？ 这些因素都会影响 收入分配结构变动

这个时候喜剧就反转成了悲剧 。及其趋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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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源头 。 更要命 的是 ， 房价涨幅 比工资涨幅国家 ， 都能够避免落入 中等收人陷 阱 ， 而且大

还快 ， 资产价格起到 了二次分配的功能 ， 拉大踏步地迈向发达 国家 。 反过来 ， 如果不能很好

收入分配差距 。 如果一个人现在买不起房 ， 也地解决这个问题 ， 就有可能落人中等收人陷阱 。

意味着将来买不起房 ， 收人的增长永远跟不上当然 ， 如果不发生 国 际金融危机 ， 旧 的发展方

房价的涨 幅 ， 这就将新城市人 （包括外地人 、 式还能苟延残喘多时 。 但是 ， 如果 国 际上发生

年轻人 ） 拒之 门外 ， 新 的城 乡 差别 、 代际差别了金融危机而国 内又不能解决两极分化 ， 此时 ，

由此产生 。 如果既是外地人又是年轻人 （外地并发症就会出现 ， 那就相当危险了 。 拉美问题 、

年轻人 ） 那就只能成为城市 中 的蚁族 ， 城市 中中东危机都出现在这个断裂带上 。

高楼林立跟 自 己 又有什么关系 呢 ？
一边是飞涨制止两极分化有两种极端办法可 以起到立

的房价和租金 ， 另一边是扎堆的蚁居 ， 会有什 竿见影的效果 ， 但它们是极度短视 的行为 ， 只

么后果 ？ 必然滋生仇富心理和街头暴力 。顾眼前不顾长远 ， 毁灭培育持续发展的后劲 。

第四种情形 ： 如何让 中 间层大多数人富裕 一是削足适履 ， 全面限制和控制收人分配 ， 结

果是投入和产 出全面萎缩 ， 人才 、 技术 、 资本
上述三种情形实际上也是我们所经历的三 外流 ；

二是纵容 、 包庇 、 袒护既得利益者 ， 高
个
＾
段 ， 所

巧
， 不能笼统地讲

巧
人分配差距拉 通胀是常规手段 ， 甚至不惜动用武力维护 ， 幕

大就是好或就是坏 ， 理应区别对待 。后藏污纳垢腐败不堪 ， 国家沦落为马基雅维里
胃－种情形 ’ 增量改革 的结果 ’ 适 当驗 式的利维坦 ， 谁也不会有安全感 、 幸福感 。

开了收人分配差距 ’大于弊 ’

如果说建设小康社会紐－部分人先富起

来 ， 由先富带动后富 ， 最后实现共同富裕 ， 那
入分配差距扩九 ｗ至于

［
重恶化 ， 但縣

么 ， 全酿鮮雜会就龄 了織合力 和共
统性风险也在积聚增长 ； 第三＿形 ’ 存

同富裕问题 。 形成合力和共同富裕不能拆开来 ，

革的结果是收人分配结构有可能恶化 ， 才是需
共同富裕不是打秋风 ， 劫 富济贫 ， 而是要形成

分１先胃
合理的共同賺励相容机制 ， 让＿切劳动 知

ｊｓ ，

识、 技术 、 管理 、 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 ， 让一

切创造社会财富麵泉充分涌 流 。 如果此时我

们因噎废食 ， 就很容易得 出 市场经济必然导致
后续＿长动力要靠大多数人创造 ’ 才能弥补

赚分化 种草軸结论
因产业升级 、 结构调整换档期 出 现 的真空 。 如

ｎ

果还是旧有的发展方式 ， 无法胜任这一根本性四 、 跨越 中等收入陷併
转变 。 因此 ， 贫困状态和 富裕之后 的发展起点

不同 ， 发展理念也要改变 ， 必须 因地制宜 ， 与显然 ， 转型期面临新挑战 ， 因此改革也要

时俱进 。进人新常态 ， 应对这种挑战 ， 才能最终跨越 中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应包括人均 、 总量 、 结等收人陷阱 。 有人极端地认为 中等收人陷 讲是

构三大指标 。 由
“

先富
”

到
“

共享
”

， 实现收人个伪命题 ， 无视两极分化倾向 ， 最后就把小矛

分配结构合理化 ， 这是
“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 盾拖大 、 大矛盾拖炸 。 积极的应对策略是 ：

的寓意所在 。 如果仅是人均和总量达标 ， 同 时第一 ， 经济紧缩是实现新常态的必要条件 。

出现两极分化 ， 那我们改革开放的事业就失败经济繁荣 、 快速增长时期是不可能调整结构的 ，

了 。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全面性就体现在这里 。 只会助长原有经济结构更加畸形 。 经济下滑肯
“

共享
”

不是去两头 留 中 间 ， 而是要设法让 中 间定不利于就业 ， 影 响社会稳定 ， 但有利于结构

大多数人贏得发展的机会 ， 这才是最大的共享 。 调整和经济转型 。 结构调整得最好 、 市场能够

但凡能够很好解决中 间层动力机制 的 中等收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时期恰是经济紧缩时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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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 经济紧缩 的 同时要让市场发挥更大讲法治 ， 仍 以生产力 为检验标准 。 同时 ， 讲法

的作用 。 真正的市场都是在经济高潮退去 、 政治一定要讲真正 的法治 ， 不能倒果为 因 ， 只讲

府撤手时作为补充 、 回填 、 补缺的角色进人的 ， 手段而背离 了根本 。 否则法治就成 了外生的强

反而穷实了市场基础 。 事后证实 ， 其后续成长制 ， 不是来源于 内 生 的需要 ， 即不是产生于市

性非常好 ， 抗风险能力很强 。 十八届三 中全会场行为 （者 ） 自身 （ 内在的 ） 需要 。

提出 了一个重要的命题 ， 要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第四 ， 发展方式 的根本性转变不仅意味着

用 ， 还有一个宏大的设想 ， 就是要让一切劳动 、 工作重心 的转移 ， 也意味着领导方式 的 改变 ，

知识 、 技术 、 管理 、 资本 的活力竞相迸发 ， 让有了前述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 国两个方
一切创造社会财富 的源泉充分涌流 ， 形成更加面的规范 ， 从严治党也就有 了准绳 。 最突 出 的

蔚为壮观的合力 （生产力 ） 。 所谓市场起决定性表现 ， 就是在以前所未有的髙压态势治理腐败 。

作用的用意分明 凸显在这里 。要想做官就别想着个人发财 ， 政商关系泾渭分

第三 ， 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必须全面依明 ， 切断权贵资本的连襟 ， 从而强化 了党 内依

法治国 。 市场是 由 预期指导下 的选择行为构成纪依规办事办案和依法治 国 的效力 。 如果还是

的 ， 反映行为 主体的意志 ， 倘若没有定法 、 没旧有的发展方式 ， 责权利 的界线势必难 以清晰

有规则 ， 那么预期无从产生 ， 就不可能有资源 、 划定 ， 全面从严治党也就无从谈起 。

要素解囊相助 、 纷纷投人 ， 相形之下 ， 单一主

体 、 单一渠道 的投入是不可能让市场兴旺 的 。本文作者 ： 中 国 社会科 学 院马 克 思主义研

所谓法治社会 ， 不是要强制规范人们依法守法究 院研 究部 副 主任 、 研 究 ！ 、 创 新 工程

的行为 ， 而是为 了产生稳定 的预期 ， 导致行为项 目 首席研究 员

的连续性和持续性 ， 这是法治社会的一大功效 。责任编辑 ： 周 勤 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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