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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用电量回升、固定资产投资加速、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环比增加……近两个
月来的一些数据预示，我国经济正处于温
和复苏的轨道上。

改革是最大的红利。专家认为，明年
的收入前景不仅取决于经济形势好转，更
要依靠改革，进行增收“挖潜”。

——收入分配改革或将为更多人“增收”。
提高居民收入比重和劳动报酬比重，

缩小收入差距是收入分配改革的大方向。
建立工资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

机制，建立起各利益主体间的利益表达和
利益协调机制；鼓励实业发展，拓宽就业渠
道增加劳动者收入都是收入分配改革的重
点，而通过破除垄断、打击取缔非法收入，
则是缩小收入差距的必经之途。

——新型城镇化推进，或将为居民“增
收”提供强大动力。

党的十八大报告和中央经济工作会
议、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多次提到推进城镇

化步伐，专家认为，这为提高居民收入水
平，特别是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提供了动力。

“城镇化进程的加快能实际拉动居民
收入增长，城镇化会逐步扩大中等收入群
体。”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
林认为，城镇化不仅能够缩小城乡收入差
距，并且能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提高服务业
比重。“服务业比重加大了，也就增加了就
业的机会，进而能够让百姓增收。”

——土地制度改革，赋予农民更多财
产性收入。

近期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
今后一段时间，农民收入至少应与城镇居
民收入同步增长，并力争超过。十八大报
告中提出，改革征地制度，提高农民在土地
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

“土地是农民最重要的资产。”中国社科
院研究员党国英说，“关键是要赋予农民跟
地方政府‘讨价还价’的权利，通过谈判来确
定征地补偿标准，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

今年，您的腰包“鼓”了吗？
——让居民走出工资增长财产缩水的尴尬

□新华社记者 刘敏 王海
鹰 万一

2012年，收入分配改
革牵动人们神经，“增收”
成为国计民生最重要的
热词之一。十八大报告
提出 10 年收入“倍增”目
标，并再次强调多渠道增
加居民财产性收入。

今年，你增收了吗？

岁末年终，盘点起今年的家庭收入，北
京市民孙清一家喜中有忧。

孙清的父母是国企职工，今年月工资分
别上涨210元和195元，事业单位供职的孙
清每月多入账600元，全家全年工资性收入
增加12060元。除此之外，家里位于城北的
一套两居室年租金收入3.6万元。

如果单算这些“进账”，那么这一家今年
可增收近5万元，但是股市投资失利却让家
庭收入曲线出现“180度反转”。

孙清年初入市的30万元到了12月中旬
赔进去12万多元。“一增一减”算下来，一家
今年非但没有增收，反而“减收”7万元。

工资性收入增加，财产反而缩水——这
是今年一些工薪家庭的缩影。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前3季度居
民收入保持两位数增长，城乡居民名义工资
增幅更是在12%以上。全球知名人力资源
咨询公司怡安翰威特发布的《2012全国人力
资本情报研究报告》显示，今年我国企业平
均薪酬增幅为9.1%。

工资上涨毕竟有限，而与财产性收入相
关的资本市场却“熊”冠全球。A股上周虽经
历了一波强劲反弹，但大多数股民依旧深套

其中。按照2月份年内高点计算，截至12月
23日，沪深两市总市值“蒸发”约4.4万亿
元。股指下跌，财富“蓄水池”也变成了“抽
水池”，按照A股持股账户约5600万户计
算，相当于人均亏损7.87万元。

伴随股市下挫，基金收益和理财产品收
益率也从“蒸蒸日上”转而“一路下探”，理财
市场成为投资者的“伤心地”。

在广大农村，农民增收成为一大亮点。
秋粮的丰收为我国粮食生产带来“九连

丰”。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发布的
《2012年中国农村政策执行报告》预计，今年
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速有望接近10%。

粮食丰收的同时，一些在外务工的农民
工收入情况却出现了“分化”。去年年底今
年年初局部省份出现的农民工回流现象，实
际上意味着部分农民务工收入的减少。农
业部的数据也显示，今年全国范围内农民工
外出务工收入增速减慢。

“使工资收入在居民家庭收入中所占的
比重持续下降，财产性收入比重持续上升，
是实现收入大幅增加的通道，也是衡量居民
收入状况是否良好的重要标志。”国家行政
学院副教授黄锟说。

工资性收入增加 财产反而缩水

内需疲软、出口不旺、投资需求减
弱……2012年，世界经济感冒，中国经济“打
喷嚏”，与此相关的就业市场和资本市场受
到“牵连”。

——经济增速趋缓，就业岗位减少——
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降低。

“经济增速趋缓对就业的影响已经显
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杨志明
说，城镇新增就业增幅自4月份以来有所下
降，企业招聘岗位有所减少。

据悉，今年我国城镇需就业劳动力有
2500万，而新增岗位只有1000多万个。人
多岗位少，限制了劳动者的“议薪”能力，更
降低了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不是不想涨薪，而是‘力不从心’”——
经济下行压力大，企业盈利水平下降。

国家统计局预计，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全年增速在10%左右，比去年的13.9%回落
近4个百分点。不少中小企业反映，盈利水
平普遍更低。

一些地方早已感受到压力，截至3季度，

20余个省份公布的本年度工资上涨基准线
普遍在14%左右，而在2011年和2010年，
这个指标均在20%以上。

——投资渠道单一，理财异化为投机
——财产性收入增加难。

“股市里赚钱越来越难，有点闲钱却不
知往哪儿投。”很多百姓都有类似的感叹。

来自美联储和中国研究机构的数据显
示，90%的美国家庭拥有个人金融资产，其
中各类养老保险、个人信托产品等占家庭金
融资产的比例超过80%；而在中国，家庭金
融资产的70%左右为银行存款，对金融衍生
品的投入几乎可忽略不计。

投资渠道单一、回报率不佳还催生了
“炒房族”，不乏因投机一夜暴富的案例。

“增加财产性收入一定要提防‘马太效
应’，即加大贫富差距。”中国劳动学会副会
长苏海南认为，一是要拓宽居民理财的渠
道，二是要通过“限购”、扩大房产税试点等
措施防止房地产市场大起大落，制约以炒房
获得财产性收入的方式。

是什么阻碍了收入增长？

2013年增收前景

绘图 雅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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