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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对策研究

○谭永生

�㾷φ持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是释放消费潜力、扩大内需、建设“橄榄型”社会的重要基础，

也是我国真正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必要举措。我国已形成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等收入群体，但在群

体规模、城乡分布、区域分布、行业分布及职业分布等方面与发达国家仍存在较大差距。建议把中等

收入群体倍增作为国家战略，通过提升经济发展质量、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改进完善财政税收制

度和健全现代产权制度等方面综合施策，加快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

ީ䭤䈃φ收入分配  中等收入群体

中等收入群体被称作社会的

“稳定器”、分配的“晴雨表”，

中等收入群体的比例越大，社会

的稳定性就越强，收入分配的公

平性也越高，产生矛盾的概率就

越小。按照党的十九大部署，到

2035 年实现“中等收入群体比例

明显提高”，到 2050 年“把我国

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扩大中等

收入群体规模，让大部分人进入

到中等收入群体，是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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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等收入群体的界定

中等收入群体是一个在社会

学、经济学和政治学中被广泛提

及和研究的概念。学术界对于中

等收入群体的定义较为模糊，至

今还没有形成一个权威的、规范

的和统一的衡量标准 [1]。一般认

为，中等收入者是指一定时期内，

收入保持在全社会中等水平、生

活较富裕、生活水平相对稳定的

群体 [2]。其主要特征是：该群体

收入不仅能保证家庭基本生活需

求，而且应有一定数量的家庭储

蓄和其他货币性资产，具有较高

的优越感、家庭幸福感和社会责

任感等 [3]。

尽管中等收入群体不仅仅是

一种经济现象，但以经济收入来

界定中等收入群体仍是最常用的

方法 [4]。经济收入方法又分为相

对标准法和绝对标准法。

绝对标准即设定收入的上下

限，介于该收入上下限的人群即为

中等收入群体。世界银行以贫困线

（日人均收入1.9美元）为参照系，

提出日人均收入介于 10 ～ 100 美

元的人为中等收入群体。由于世界

各国发展水平差距较大，因此，对

于人均国民收入较高的发达国家来

说，该标准就显得偏低。对于广大

发展中国家来讲，随着经济快速增

长，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又会在短时

间内增长很快 [5]。国家统计局以

家庭年可支配收入 9万元～ 45 万

元人民币为标准，测算出 2015 年

我国中等收入家庭占 24.3%。国

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课题组

（2012）将人均年可支配收入在

22000 ～ 65000 元（ 以 2010 年 为

基期）之间的群体界定为中等收入

群体，预测到 2020 年我国中等收

入群体比重可达到 45%[6]。

相对标准则是以收入分布的

中位值或平均收入为基线，通过

设定上限和下限作为中等收入群

体的收入区间。美国劳工统计局

曾以家庭人均收入中位数的 75%

㺞 ��������������������ѣㅿ᭬ޛ㗚։Ⲻะᵢ⢯ᖷ

指标 基本特征

收入方面 收入超过社会平均水平，家庭年人均可支配收入 10-100 美元。

财产方面 一定的资产或财产积累，包括货币、房屋、汽车、金融理财产品等。

消费方面
一定的支付能力与合理的消费结构，恩格尔系数为0.3-0.365，是旅游、
文化等消费的主体消费群体。

生活态度 社会地位自我评价居中或以上、对生活满意、对未来有信心。

安全感 具备相应的抵御生活风险能力和能够实现稳定预期的能力。

资料来源：根据文献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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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下限、以人均收入中位数的

125% 为上限定义“收入中产”。

李春玲（2018）将家庭人均收入

中位数的 76% ～ 120% 视为中等收

入群体 [7]。相对标准由于上下限

的弹性较大，且在很大程度上受

收入分布的影响。一般而言，其

测量结果的国际可比性不强。尤

其是，相对标准不能反映一个国

家经济增长对于中等收入群体规

模的影响，因为只有当收入差距

在不断缩小时，中等收入群体才

会扩大，其他因素则与中等收入

群体规模关系不大 [8]。

综述上述两种方法，绝对标

准更多地被用于国际比较和分析

全球中等收入群体的发展趋势，

而相对标准则更多地被用于国内

收入分配结构的分析和社会政策

的制定。

（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意义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推

动社会向“橄榄型”收入分配结

构转变，既有利于经济发展和转

型升级，又有利于社会稳定和经

济可持续增长 [9]。

1. 有利于国民经济的持续增

长。从消费需求来看，中等收入

群体是社会消费的最大群体，他

们有不断提高生活质量的强烈欲

望和不断提高生活质量的物质条

件。此外，中等收入群体的边际

消费倾向较高，扩大中等收入群

体，可以刺激消费、扩大内需，

促进经济向消费型增长转变。同

时，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结构也

更倾向于新型消费品，对于新技

术、新产品、新业态的接受能力

普遍较高，也更有利于经济向高

端内生性经济转型升级。

2. 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如果

中等收入群体占的比重较小，则

分配格局将呈现为两头大、中间

小的哑铃型。在哑铃型分配格局

下，贫富分化加剧，社会矛盾容

易向激化的方向发展，带来社会

稳定风险。如果高收入群体、中

等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的规模

依次增大，则社会的分配格局将

呈现为金字塔型。金字塔型的收

入分配结构容易导致阶层固化，

社会缺少流动性、陷入僵化停滞

的局面。中等收入群体占据多数

的橄榄型分配格局，最有利于社

会稳定和经济持续增长 [10]。在橄

榄型格局下，低收入群体通过一

定的奋斗，有可能上升至中等收

入群体，中等收入群体也可以通

过努力，进入到高收入群体，阶

层之间有着良好的社会流动性，

这对于社会稳定和国民福利的提

高都有利 [11]。

3.实现共同富裕的客观需要。

目前，发达国家中等收入群体一

般都占到全部人口的半数以上。

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比重虽然还不

够高，但随着现代化建设的不断

推进，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会随之

快速提高。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是

要提高大多数低收入者的收入水

平，使更多的低收入者进入中等

收入者的行列，让更多的贫困人

口走上富裕之路。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和实现现代化的过程，正是

中等收入群体扩大的过程。从让

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到让大部分人

进入中等收入群体，是实现共同

富裕目标的客观需要。

（三）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

的估算

采用世界银行的标准，将中

等收入标准界定为：成年人每天

收入在 10 ～ 100 美元之间，也即

年收入 3650 ～ 36500 美元。按照

美元与人民币 1:7 的大致汇率计

算，将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标准

定为年人均收入 2.5 万～ 25 万元

人民币。

2017 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为 25974 元，中位数为 22408

元。按居民五等份（人数各占

20%）收入分组，低收入组人均可

支配收入 5958.4 元，中等偏下

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 13842.8

元，中等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

22495.4 元，中等偏上收入组人均

可支配收入 34546.8 元，高收入

组人均可支配收入 64934.0 元。

照此计算，中高收入组和高收入

组合计 40% 的人口落入了世界银

行中等收入群体的标准。即使在

高收入组内部把 25 万元以上群体

扩大到 8%，所剩下的 12% 的人口

加上中高收入组的 20% 人口，合

计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也达

到 30%。如果再加上中等收入组保

守估计 5% 的人群超过 2.5 万元，

那么，2017 年，我国中等收入群

体比重应在 37% 以上，人口总量

在 5 亿人以上，名副其实已形成

㺞 �������������� 年Њ ���� 年ޞളቻ≇ӊㅿԳ᭬࠼ޛ㓺ᮦᦤ

单位：元

年份 低收入 中等偏下 中等收入 中等偏上 高收入

2013 4402.4 9653.7 15698.0 24361.2 47456.6

2014 4747.3 10887.4 17631.0 26937.4 50968.0

2015 5221.2 11894.0 19320.1 29437.6 54543.5

2016 5528.7 12898.9 20924.4 31990.4 59259.5

2017 5958.4 13842.8 22495.4 34546.8 64934.0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7）》及《中国统计摘要（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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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等收入群

体。

过去 40 年，我国在成功减少

近 3 亿贫困人口的同时，也使 5

亿多人口步入中等收入群体行列。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我国目前中

等收入群体在绝对数量上已成为

全球最大，占全球中等收入群体

的30%以上，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

仍然存在较大的差距。主要表现

为两个比例的不足。一是我国中

等收入群体占全部人口的比重还

不高。发达国家的中等收入群体

占比基本都超过了 60%，高出我国

近 30 个百分点，是典型的“橄榄

型”。二是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标

准线上限人数比例不高。按照世

界银行标准，2.5 万元属于中等收

入，25 万元也属于中等收入，两

者相差 10 倍。在我国目前的中等

收入群体中，接近标准线下限的

中等收入居民更多一些，提升中

等收入群体的规模和质量依旧任

重道远。

ӂȽᡇളѣㅿ᭬ޛ㗚։࠼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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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正处于波

浪式上升阶段，在群体规模、城

乡分布、区域分布、行业分布及

职业分布等方面明显表现出发展

中国家特征，在整体性、稳定性、

成熟性和影响力等方面还不能与

西方国家中等收入群体相提并论。

（一）从城乡分布看，中等收

入群体越来越集中在城镇

中等收入群体向城市集中是

发展中国家城镇化进程的典型特

征 [12]。从城镇居民五等份数据看，

2017 年我国城镇居民达到中等收

入群体及以上的比重接近 80%，农

村居民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也超

过了 20%。从增长速度上看，城镇

居民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增长速

度明显快于农村居民，显示出中

等收入群体越来越向城镇集中的

特征。

（二）从区域分布看，中等收

入群体越来越集中在东部地区

从区域分布来看，东部居民

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不仅绝对值高于

其他地区（2016年，我国东、中、西、

东北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

值为1.39∶ 1.01∶ 1∶ 1.02），

增长速度也明显高于其他地区

（2016 年，我国东、中、西、东

北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速

度分别为8.1%、7.7%、8.1%、6%），

导致中等收入群体进一步向东部集

中。目前，我国中等收入群体集中

在东部的比重超过 50%（李实等，

2017），并呈现出中等收入群体越

来越向东部地区集中的趋势。

（三）从产业分布看，中等收

入群体越来越集中于非农产业

非农产业已经成为我国中等

收入群体就业的主要行业，不同

维度定义的中等收入群体基本都

集中在非农产业就业。从 2016 年

部分典型地区产业结构与城乡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数据看，非

农产业结构越高的地区，其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也越高。细分产

业看，中等收入者主要集中在制

造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批

发零售业，教育，交通运输仓储

及邮电通信业，居民服务和其他

服务业等行业。因此，推动非农

产业发展，尤其是高新技术产业

和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是我国扩

大中等收入群体的重要方向。

пȽᡇളѣㅿ᭬ޛ㗚։ᢟ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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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国家发展改革委社会发

展研究所（2012）预测方法，假

定城乡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保持

同步，城镇化率在 2017 年 58.5%

基础上每年增长 1.2 个百分点，

中等收入上下限区间沿用 [25000

元，250000 元 ]。通过测算，并

充分考虑党的十九大战略部署，

到 2020 年，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比

重可以达到 45% 左右，到 2022 年

㺞 ������������� 年Њ ���� 年ޞളค䭽ቻ≇ӊㅿԳ᭬࠼ޛ㓺ᮦᦤ

单位：元

年份 低收入 中等偏下 中等收入 中等偏上 高收入

2013 9895.9 17628.1 24172.9 32613.8 57762.1

2014 11219.3 19650.5 26650.6 35631.2 61615.0

2015 12230.9 21446.2 29105.2 38572.4 65082.2

2016 13004.1 23054.9 31521.8 41805.6 70347.8

2017 13723.1 24550.1 33781.3 45163.4 77097.2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7）》及《中国统计摘要（2018）》。

㺞 �������������� 年Њ ���� 年ᡇളคҗቻ≇Ӱൽਥ᭥䞃᭬ޛ∊䖹

单位：元

 						时期

地区

城镇居民 农村居民

2016 2015 2016 2015

东部地区 39651.0 36691.3 15498.3 14297.4

中部地区 28879.3 26809.6 11794.3 10919.0

西部地区 28609.7 26473.1 9918.4 9093.4

东北地区 29045.1 27399.6 12274.6 11490.1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7）》整理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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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超过 50%，2035 年基本达到

60% 左右，2050 年基本达到 70%

左右。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有几个

假定在里面。一是保持经济平稳

较快增长。计量分析表明，在不

同的经济增长率情景模拟下，中

等收入群体规模变化不一样。假

设 2017 年～ 2035 年平均经济增

长率是 5%，到 2035 年中等收入

群体的规模刚刚达到 60%；如果

2017 年～ 2035 年平均经济增长率

是 4%，那么 2035 年中等收入群体

的规模不会超过 55%。从这个意

义上讲，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

必须要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
[13]。二是加快推进以人为中心的

城镇化。2035 年前后，我国城镇

化水平要达到 70% 左右。三是实

施积极的财政、税收、社会保障

政策，不断缩小收入分配差距，

2035年左右全国基尼系数降至0.4

以下。如果能够实现上述假定目

标，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比例就可

以从现在的不足 40% 提高到 2035

年的 60% 左右；从 2035 年到本世

纪中叶，中等收入群体比例可以

进一步提高到 70% 左右，从而实

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

Ƚᢟཝѣㅿ᭬ޛ㗚։䶘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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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滞后，

收入差距依然较大

我国宏观收入分配格局失衡，

劳动者报酬总体偏低，制约着我

国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 [14]。从

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格局看，1992

年～ 2015 年，政府部门分配比重

由 14.08% 上升为 14.63%；资本

部门分配比重由 36.65% 上升为

38.76%；劳动者报酬分配比重由

49.26% 下降为 46.6%。从国民收

入再分配格局看，1992 年～ 2015

年，政府部门分配比重由 17.87%

变为 18.95%，变化相对平稳、

略有上升；资本部门分配比重由

13.43% 变为 19.70%，份额增长明

显；劳动者部门分配比重由 68.7%

变为 61.36%，份额下降明显。

2017 年，我国总体基尼系数依旧

在 0.46 以上，城乡居民收入倍

差为 2.72，收入差距依然较大。

2007 年，我国财产性收入增长占

居民收入的份额不到 2%，2017 年

增长到 8.11%。2017 年，城镇居

民财产性收入占城镇居民可支配

收入的比重接近 10%，而农村居民

财产性收入占农村居民可支配收

入的比重不足 2.8%。财产性收入

的分配不均等，带来的是部分居

民财产的快速增加和分配差距的

急剧扩大。

（二）基本公共服务不均衡，

社会性流动不畅

长期以来，我国教育、医疗

等公共资源过度集中在大中城市，

农村和欠发达地区基本公共服务

水平明显偏低 [15]。2016 年，我国

高中阶段毛入学率比高收入国家

约低 10 个百分点，高等教育毛入

学率比高收入国家低 30 多个百分

点。劳动年龄人口和新增劳动力

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分别为 10.4

年和 13.3 年，与发达国家相比有

很大差距。城乡教育资源配置不

均衡不公平，农村儿童尤其是留

守儿童健康状况堪忧，营养不良，

影响智力发育。新型城镇化没有

真正实现农村居民向城镇居民的

纵向流动，农民工通过代际升级

改变家庭命运的愿望难以实现。

这都不利于农村和落后地区居民

人力资本的提升，也不利于劳动

力要素和社会成员的合理流动，

制约了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

（三）产业结构不合理，居民

㺞 ���������� 年ޮශ൦॰ӝѐ㔉ᶺфคҗቻ≇Ӱൽਥ᭥䞃᭬ޛ∊䖹

单位：%，元

地区
产业结构 人均可支配收入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城镇 农村

上海 0.7 39.7 59.5 57691.7 25520.4

北京 1.0 23.8 75.2 57275.3 22309.5

江苏 6.5 50.3 43.2 40151.6 17605.6

福建 9.7 50.1 40.1 36014.3 14999.2

山东 9.1 51.6 39.4 34012.1 13954.1

内蒙古 10.5 51.7 37.8 32974.9 11609.0

重庆 9.2 48.0 42.8 29610.0 11548.8

新疆 17.1 42.5 40.4 28463.4 10183.2

陕西 9.9 52.8 37.3 28440.1 9396.4

河北 12.6 51.3 36.1 28249.4 11919.4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7）》。

㺞 ������������������ 年Њ ���� 年ᡇളуੂ᭬ޛ㗚։Ⲻ㿺⁗人⎁

单位：%

年份 低收入 中等收入 高收入

2020 45 45 10

2022 39 50 11

2035 28 60 12

2050 15 70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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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收可持续动力不足

2017 年，我国三次产业产值

结构为 7.9:40.5:51.6；三次产业

就业结构为 26.9:28.1:45.0。第

一产业就业人数占比仍偏大，由

于一产劳动生产率较低，劳动者

收入普遍偏低；第二产业中传统

制造业仍然占较大比重，劳动者

基本从事技术含量不高的重复性

劳动，他们的工资大都处于社会

平均工资水平以下；第三产业虽

然发展迅速，但仍主要以劳动密

集型行业为主，现代生产生活服

务业发展偏慢，这都不利于中等

收入群体规模的扩大。

（四）再分配调节作用有限，

制约着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

再分配是调节居民收入，特

别是保障中低收入群体分享发展

成果的重要手段。国际经验表明，

在所有收入差距降低的因素中，

财政税收政策能够起到 70% ～ 90%

的作用。长期以来，我国居民转

移性收入在可支配收入中比重偏

低，收入分配调节作用不明显。

税收以流转税为主，对收入分配

具有很强调节作用的个人所得税

规模偏小。2016 年，全国个人

所得税收入仅占全国税收收入的

7.7%。加之许多高收入者收入来

源多、征管难度大，税收流失较多，

弱化了税收调节居民收入分配差

距的作用。

ӊȽሯㆌᔰ䇤

有效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

需要瞄准重点群体，协调发挥政

府、企业与社会的力量，通过转

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收入分配

制度、强化产权保护等多措并举，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让更多

人分享改革发展成果。

（一）瞄准农民工群体，扩大

中等收入群体来源

2017 年，我国低收入者的比

重在 55% 左右，中等收入者的比

重约为 37%，高收入者约为 8%。

未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政策目

标的核心是让有潜力的低收入人

群尽快地步入中等收入群体行列。

2017 年，我国农民工数量 2.86 亿

人，约占全国总人口的 20%，占劳

动人口的30%左右。从收入结构看，

过去 10 年，农民的收入整体在增

加，部分高收入农民工已经达到

了或超过中等收入门槛。所以，

无论是从数量讲，还是从收入的

水平可增长的潜力看，农民工都

是未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重要

来源。

要尽快落实以居住证为核心

的常住人口制度，逐步消除与户

籍挂钩的教育、医疗等基础权利

差异。对农民工数量占比高的特

大城市，建立“积分落户”制度，

促进有稳定就业和住所的农民工

有序落户。加强农民工公共就业

服务体系建设，强化对农民工就

业前和在岗培训，引导用人单位

与农民工依法签订劳动合同，多

管齐下促进农民工转移就业 [16]。

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的前提下，

鼓励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

让、租赁、入股，赋予农民更多

财产权利，增加农民财产收益，

使农民获得稳定的收入流。

（二）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夯

实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物质基础

从经济增长速度看，我国经

济仍保持在中高速增长的通道内，

但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已是当务

之急。坚持有质量有效益的发展，

应继续在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发

力，有针对性地统筹实施各项经

济政策及措施，努力消除经济环

境不确定性因素的负面影响，实

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加快经济

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

以扩大内需特别是增加居民消费

为重点，加快推动经济发展向内

需驱动、消费支撑、均衡发展的

模式转变。加快产业升级换代，

继续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和科技

创新，大力提升我国经济发展质

量，继续做大做好社会财富蛋糕，

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夯实物质基

础。

（三）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使更多劳动者进入中等收入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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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

政府、企业、居民三者分配格局。

按照分类管理思路，建立反映劳动

力市场供求关系和企业经济效益的

工资决定及正常增长机制。对于已

经市场化的非公有制部门，在法制

框架下充分尊重其工资制度的自主

性，积极推行企业工资集体协商和

行业性、区域性工资集体协商，为

促进低收入群体进入中等收入群体

创造条件。对政府部门仍具有较大

控制权的机关事业单位、国企等部

门，健全科学的工资水平决定机制、

正常增长机制、支付保障机制，调

整工资结构，提高基本工资比重，

降低津贴补贴的比重。强化对垄断

行业税款和税后利润的征收，完

善对垄断行业工资总额和工资水平

的双重调控政策，结合中央管理企

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制定其他

企业高管薪酬监管办法，以促进扩

大中等收入群体。贯彻以增加知识

价值为导向的分配政策，引导社会

和用人单位在分配中向科技研发人

员、技能工人等倾斜，促进重点群

体增收并进入中等收入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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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完善财政税收制度，促

进中等收入群体扩大

进一步改革公共财政支出结

构，确定社会保障和就业、教育、

医疗卫生等的支出下限比例并逐步

提高。健全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继

续加大对老少边穷地区、农村的转

移支付力度，加快实现城乡居民基

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中等收入

群体的扩大。加快将各种国有资本

收益全面纳入财政预算管理，对资

本利得实行分级设不同税率征收，

平衡其与劳动报酬征税的关系。扩

大国有资本收益上缴范围，适当

提高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上缴比

例，统筹用于民生支出。

加快税收结构变革，形成有

利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新税制。

改进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逐步

实行分项和综合相结合的征收办

法，建立根据家庭负担情况相应

豁免费用的制度，适时调整起征

点，合理降低低收入和中等收入

群体的个人所得税税负。加大对

高收入群体非劳动报酬征收个人

所得税的力度，确保其在获得高

收入的同时，缴纳相应的税负。

减轻低收入人群的纳税负担，保

证每个纳税人的纳税负担与所获

得的财富收入相匹配。调整税收

结构，减少间接税的比重，增加

直接税的比重，适时出台房产税、

遗产税，为调节居民财产性收入

提供法律依据。

（五）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化

解中等收入群体的后顾之忧

实施全民参保，让医疗服务

回归公益，让国民教育增进公益，

让养老育幼等公共服务维护公益，

让住宅从投资品、投机品回归到

正常的生活消费品，增强城乡居

民的抗风险能力与安全感，化解

中等收入群体的后顾之忧。根据

经济发展水平、经济承受能力和

保障人民群众生活需要合理提高

社保标准，妥善协调平衡各类参

保人员的社保待遇关系，逐步缩

小不同群体之间不合理的社保待

遇差距，实现城乡、区域、行业、

不同所有制之间社会保险的顺利

衔接。加大政府对社会保障的投

入，适当降低企业和职工缴纳的

比例，切实提高劳动者的可支配

收入。开辟更多更可靠的社保基

金保值增值渠道，实现社保基金

的保值增值。完善最低生活保障

制度，健全针对困难群体的动态

社会保障兜底机制，确保困难群

众维持基本生活水平。

（六）健全现代产权制度，增

强中等收入群体的财产安全感

完善的法治化产权制度是现

代市场经济的基石，也是扩大、稳

定中等收入群体的重要保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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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获得

感。建立并完善有利于企业家创新

创业的激励约束机制，依法保护企

业家财产权和创新收益。深化科技

成果使用、处置和收益管理改革，

实行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分配

政策，加强对创新人才的股权、期

权分红力度。创新劳动力产权制度，

在条件成熟的企业实行规范的员工

持股，让更多有能力的企业员工能

够凭借自身的技术、管理获得财产

性收入，并形成企业与员工的利益

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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