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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看待劳动收入占比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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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收入占比下降

是不争的事实

劳动收入 占国民收入

的整个比重的下降 , 是不争

的事实 , 不能由简单的统计

误差所解释 和很多国家

相比 , 我国劳动收入占国民

收入的比重处在较低水平

在发达国家 , 劳动收入占

国民收入的比重大概是 65 %

到 70% , 美国和英国经济在

的是为了控制工资过快 上涨, 遏制通货

膨胀和工资相互上涨 , 而不是为了纯粹

为提 高工人的工资 相反 , 在西方  些

国家里 , 由 工会有组织地和管理方讨价

还价 以提 高工资 , 往往带来的是罢工 !

游行 , 以及劳资关系的不和谐

现阶段乃至未来三至五年过渡时期

里 , 我们的首要任务还是对低收入家庭

进行补贴 , 这要 比搞 盲目的丁_资集体协

商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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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经 济发 展过 程  扣-

个特殊阶段的必然结

果 对此 不要 上纲 上

线 , 将这种现象看成

是我国的重大缺陷

劳动收入占G O P

的比例下降 , 这是在

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

中, 任何社会无例外

都会出现的情况 国

外基本 上遵循经济发

过去 50 年中 , 劳动收入占 GDP 的比重在

65% 到 80 % 之间波动 , 而我们是40% 以下

根源在二元经济结构

对劳动占比下降 , 找出原因才能对

症下药 根据历史的 ! 跨国的比较发现 ,

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下降的主要原

因, 是中国经济的二元结构 就是说 ,

过 去 20 多年 以来 , 农村大量剩 余劳动 力

在逐步地转移到城 市, 在这个过程 中 ,

劳动 者工资 率不能 得到提 升 , 即农 民_∀

进城 工资士不去 , 大量建筑工人 ! 餐馆

服务员 ! 保安的工资上不去 , 这就带来

了劳动收入的 卜降 这是个基木事实

大规律是劳动收入占比在下降 , 大

趋势是未来三五年内这种状况将会得到

逆 转 , 因为农村 的剩 余劳动 力 已经基 本

上转 移干净 了

从英国I_业革命之后到美国的早年

崛起 , 到 日本的 _∀!Ik化 进程 中都 出现过

同样的现象 , 这是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 ,

展规律 , 没有刻意出台政策提高劳动收

入 占国民收入的比重 当然 , 它们也会

采取一些社会层面 ! 政治层面的措施 ,

就是众所周知的 # 工会措施 ! 劳资纠

纷 ! 罢工游行等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 ,

相信我们国家的领导和老百姓是不愿意

看到这些措施的 我们要看到和谐的社

会 ! 和谐的劳资关系 , 我们想看到劳资

比重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提高的

过程 , 不希望通过 上述方式达到目的

集体协商不利于劳资和谐

对于大家广为关注的工资集体协商

机 制 ∀或 叫 ∃ 工资共 决 %), 应该 说 , 工

资集体协商机制对于提高劳动报酬在初

次分配中的比重不像有些专家说的那样

具有决定性意义

工资集体协商机制是在什么情况 厂

使用的? 是在通货膨胀出现 , 从而劳动

支付成本非常 高的时候使用 的 在瑞 典 !

墨西哥出现过劳资集体谈判 , 当时的目

补贴政策直接有效

针对我国的情况 , 我们要做 的是 ,

首先 , 不要以各种各样应对通货膨胀的

目标为理由, 打破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

其次 , 在政策层面 , 不要 百接干预劳动

力市场本身的运作 , 而应在市场之外进

行补贴, 出台 一些干预和补贴政策 这

是过渡时期给予的短期干预和补助 , 目

标非常明确

不能拔苗助长 , 否则遗患无穷 , 不

出五年我们会讨论另 一个 问题 , 就是劳

动力工资增 长过快的问题 我们不能盲

目地拍脑袋 !搞概念 , 要尊重事实 !数据 ,

看看其他国家 , 看看英国人的 200 年是

怎么发展的, 韩国 ! 日本是怎么发展的

我 们看 问题 , 眼 光要远 一点 , 视野

要宽 一点 , 不能头疼医头 , 脚疼就医脚 ,

不能为 了治 发烧 而 治发烧 , 这是 不负责

任的讨 沦方式 要透过 艾杂经济 发展过

程中的表象 , 看清楚劳动占比下降的根

源 , 尊重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 , 在这个

基础 仁, 进 行 一些 社会 调节

现在的首要任务是保护好劳动者的

基本权益 ! 合法权益 , 然后加快劳动力

转移 , 使之尽快进入 一个新阶段 让农

村的富余劳动力转移千净之后 , 劳动工

资开始 卜升 工资率 卜fl一, 这才是扭转

劳动收入占比 卜降的根木之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