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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之 报告解读

收入倍增不是简单“乘以二”
扣除了物价上涨因素，GDP增速略高于7%人均收入就能10年翻番

十八大报告提出到2020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新目标。这

一目标事关百姓收入，关乎生活质量，引发广泛关注和讨论。

不少百姓很想了解这一目标如何计算、如何实现等焦点问题，记者就此采

访了会上代表和会外专家予以深度剖析。

“按照规划惯例，这个‘翻
一番’目标自然是扣除价格因
素，这是货真价实的倍增计
划。”规划专家、清华大学教授
胡鞍钢代表说，“这个‘翻一
番’，就是以2010年为价格基
期，按不变价格来计算。”

其实历来在经济统计方
面，无论是经济总量指标，还
是人均收入指标，都考虑了物
价上涨因素。权威部门专家也
证实，按照十八大提出的目标

总要求，相关具体部门在操作
执行上，要考虑物价因素。

国家统计局数据表明，
2010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
别为19109元和5919元。但这并
不意味着2020年人均收入就是
简单“乘以二”的结果。“考虑到
通胀因素，到时人均收入数字
会超出38218元和11838元，扣除
价格因素计算，实际收入应达
到两倍的标准。”

“翻一番”，按扣除价格因素计算

报告中提出城乡居民人
均收入，是指所有人——— 即
全体人民人均收入“翻一番”
的总体概念，并不意味每个
人都在目前水平上翻一番，
可能低收入者增加的还要
多，高收入者增加的要少，这
要视具体情况而定。

浙江嘉兴市委书记李卫
宁代表说，党中央更加重视
改善民生，这是实现人均收
入增长的最大优势，但难点
却存在于缩小贫富差距、城
乡差距、区域差距等方面。

根据历史数据，从1979年
至2011年我国城乡人均收入
年均增长7 .4%，2002年至2011
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
实际增速分别为9.2%和8.1%。

胡鞍钢代表测算，只要今
后人均收入年均增长7 . 2%左
右，就可以实现到2020年人均

收入“翻一番”的目标。“关键
是要更高质量、更高水平的增
长，是货真价实的增长。”

十八大报告已明确提
出，要“千方百计增加居民收
入”，要着力解决收入分配差
距较大问题，使发展成果更
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在过去很长时期里，城
镇居民收入增速要高于农村
收入，尽管2010年、2011年农
村居民收入增速连续两年快
于城镇，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有所缩小，但未来任务还很
艰巨。而不同行业之间也存
在着收入差别，一些垄断行
业收入过高现象较为突出。

胡鞍钢代表认为，此次
报告提出的“收入分配差距
缩小”的说法指向明确。“先
富比较容易，但共同富裕比
较难，要努力使改革开放的
成果让所有人来共享。”

收入倍增不意味每人收入都翻番

加强建立工资增长保障制度

北京大学国民经济核算
研究中心研究员蔡志洲说，
没有经济增长，改善生活就
难以实现。“居民收入要改
善，必须要转变发展方式，改
变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更
加注重投资与消费的协调。”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
究员张立群说，十八大报告
提出经济增长和人均收入同
步发展。要实现人均收入“翻
一番”目标，年均经济增速需
要略高于7%。要通过推动创
新和产业升级，不断提高劳
动生产率，这是劳动者收入
不断增长的坚实基础。

蔡志洲认为，应该加强
建立工资正常增长的保障制
度，特别是企业对农民工的

工资机制；要从制度上保证
劳动收益，缩小收入分配差
异扩大化趋势，保证和提高
劳动在收入分配关系中的蛋
糕份额；税收制度要做调整，
既然要提高居民收入，又不
能过于影响企业经营，政府
要采取措施，适当给企业和
个人减税。

十八大代表、中国农业
银行董事长蒋超良表示，要
采取多重措施，继续提高居
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占
比。“通过加大转移支付、建
立更加完善的社会保障体
系、限制过高收入等方式，进
一步缩小收入差距，真正提
高更大多数人民的生活满意
度。” 据新华社

历来在经济统计方面，无论是经济总量指标，还
是人均收入指标，都考虑了物价上涨因素。

只要今后人均收入年均增长7 . 2%左右就可以实
现到2020年人均收入“翻一番”的目标。

要从制度上保证劳动收益，缩小收入分配差异
扩大化趋势，保证和提高劳动在收入分配关系中的
蛋糕份额。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主任、党组书记张平10日说，
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人民
群众的生活水平继续得到提
高。居民的收入，我这里有两
个数据。去年农村居民人均
纯收入实际增长了11 . 4%，城
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实
际增长了8 . 4%。今年前三个
季度，农村居民的人均现金
收入实际增长了12 . 3%，城镇
居民的收入实际增长9 . 8%，
这些数字都是剔除了物价因
素以后的实际增长。

据新华社

前三季度

城镇居民收入

增9 . 8%

八成受众称未来十年

贫富差距

最需解决

有媒体调查发现，81 . 3%

受众认为排在中国未来十
年最需解决问题首位的是

“贫富差距拉大”。
由于城乡差别、地区的

差别、行业的差别等诸多因
素，导致“一部分人先富起
来”之后，随着经济的持续
增长，更为公平的收入分配
制度尚未建立起来，贫富差
距逐渐拉大，这些在时而出
现的新闻中能够发现，社会
的“痛感”在随之累加，增加
收入成了受访者的首选。

“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浮出
水面，也是与民意期待的互
动。 (宗禾)

据英媒报道，针对倍增
计划，英国米德尔塞克斯大
学经济系高级讲师刘阿英认
为，从中国经济过去几年的
发展速度来看，这个目标是
可能实现的。

刘阿英说，要实现2020

年居民收入倍增的目标，最
大的先决条件就是社会必须
稳定，不能出乱子。并且，中
国经济增长的速度每年只要
维持在7 . 2%至7 . 3%即可，而
通货膨胀在中国来讲，其实
也不算特别严重。

(宗禾)

英媒：

目标可实现

格数字

格调查

格热评

人均收入十年翻一番

有信心跨过

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
济研究所党委书记、中国社科
智讯专家张车伟认为，目前我
国人均GDP超过5000美元，翻一
番意味着要一万美元，要达到
高收入国家水平。这个目标隐
含中国有信心跨越中等收入陷
阱，不会出现因经济发展自身
矛盾难以克服等因素，经济增
长回落或长期停滞。从现在开
始到2020年是跨过中等收入陷
阱的关键时期。如不能实现目
标，就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这一目标体现了决策者对我们
跨越中等收入阶段，进入高收
入国家的信心。

国家统计局原总经济师、
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姚景
源表示，2020年中国GDP要达80

万亿元，“这应该没有问题”，但
实现居民收入倍增计划“要努
力”。

收入倍增

依赖国家财富增长

人为让劳动力价格增长，
肯定会造成通货膨胀，不少人
忧心收入倍增被物价上涨所抵
消。对此，张车伟表示，所指增
长是实际增长，是扣除物价因
素、汇率因素后的真实增长。物
价上升，增速就更高。收入增长
意味着劳动者的真实消费能力
和收入水平实际增长。当然一
定要控制好物价水平。因为物
价水平对不同人的影响不同，
对低收入人群更不利，毕竟低
收入人群的消费更多是用于基
本生活。

收入增长，依赖于国家总
财富的增长。劳动力价格的增
长是因为劳动力创造的价值
增加了。比如今年劳动力挣
1 0 0元，生产1 0 0斤粮食，明年
挣 2 0 0元，但生产了 3 0 0斤粮
食。劳动力增加100元，但能买
的粮食增加了。总财富增速
比劳动力价格增速快，物价
不会上升。如人为让劳动力
价格增长，肯定会造成通货
膨胀，但在蛋糕不断做大的
情况下，居民收入增长和经
济增速是一样的，不会引起
价格变化。

据《京华时报》

人均可支配收入：指个人收入扣除
向政府缴纳的个人所得税、遗产税和赠
予税、不动产税、人头税、汽车使用税以
及交给政府的非商业性费用等以后的余
额。在一定时期内，由于物价上涨的因
素，使得相同的货币所能购买到的生活
消费品和社会服务的数量与基期相比相
应减少，造成货币的购买力下降，货币贬
值。因此，计算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实际增
长时，必须要扣除价格因素的影响。

格名词

“倍增计划”隐含中国有信心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
高收入国家的信心。如果人为地让劳动力价格增长，肯定
会造成通货膨胀，但在蛋糕不断做大的情况下，居民收入
增长和经济增速是一样的，不会引起价格变化。

怎么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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