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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居民收入分类概述 

[摘  要]本文简短阐述中国居民收入的主要内容，从工资性收入，转移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

入对其进行分类，并举例说明其支付的一般性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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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居民收入概述 

居民收入是指一个国家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者在一定时期内创造的价值总和。根据中国

国家统计局数据，收入差距大及分配制度不完善是当今中国居民收入的主要特点。在行业及

地区收入中，收入差距体现尤为明显。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 2020 年全国职工平均工资中，

按照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来看，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由高到低排列是东

部、西部、中部和东北，其中私营企业收入远低于非私营企业。 

2020 年中国居民的基尼系数是 0.394308，说明中国的收入分配仍有非常大的差距。 

过大的收入差距和收入分配不公，都不利于经济长期发展和社会稳定。过去，我国经济

社会之所以能够在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同时保持相对稳定，主要有赖于经济的高速增长和低

失业水平。收入差距虽在扩大，但低收入人群收入在增长，贫困人口数量在减少。如果经济

增长出现下滑或出现经济长期衰退，过大的收入差距和分配不公对社会不稳定的影响将会更

加凸显。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的收入分配制度及贫富差距正在进一步的缩小和完善。 

二、居民收入分类 

中国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居民收入分类包括：工资性

收入，转移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 

1.工资性收入 

工资性收入指就业人员通过各种途径得到的全部劳动报酬，包括所从事的主要职业的工

资以及从事第二职业、其他兼职和零星劳动得到的其它劳动收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

动法》规定，各地区须设立最低工资标准。 

其支付条件为：各类劳动者必须通过合法劳动获得报酬。 

（1）计时工资 

计时工资是指按计时工资标准（包括地区生活费补贴）和工作时间支付给个人的劳动报

酬。 

主要包括：对已做工作按计时工资标准支付的工资；实行结构工资制的单位支付给职工

的基础工资和职务（岗位）工资；新参加工作职工的见习工资（学徒的生活费）；运动员体

育津贴。 

（2）计件工资 

计件工资是指对已做工作按计件单价支付的劳动报酬。包括：实行超额累进计件、直接

无限计件、限额计件、超定额计件等工资制,按劳动部门或主管部门批准的定额和计件单价

支付给个人的工资；按工会任务包干方法支付给个人的工资；按营业额提成或利润提成办法

支付给个人的工资。 

（3）奖金 

奖金是指支付给职工的超额劳动报酬和增收节支的劳动报酬。包括：生产奖；节约奖；

劳动竞赛奖；机关、事业单位的奖励工资；其他奖金。 

奖金在特殊情况下给予，比如奖励杰出贡献人或部门等。 

（4）津贴和补贴 

津贴和补贴是指为了补偿职工特殊或额外的劳动消耗和因其他特殊原因支付给职工的

津贴，以及为了保证职工工资水平不受物价影响支付给职工的物价补贴。 

津贴包括：补偿职工特殊或额外劳动消耗的津贴,保健性津贴,技术性津贴,及其他津贴。 

物价补贴包括：为保证职工工资水平不受物价上涨或变动影响而支付的各种补贴。 

（5）加班加点工资 

加班加点工资是指按规定支付的加班工资和加点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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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特殊情况工资 

特殊情况下支付的工资包括：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因病、工伤、产假、计

划生育假、婚丧假、事假、探亲假、定期休假、停工学习、执行国家或社会义务等原因按计

时工资标准或计时工资标准的一定比例支付的工资；附加工资、保留工资。 

2.转移性收入 

转移性收入就是指国家、单位、社会团体对居民家庭的各种转移支付和居民家庭间的收

入转移。家庭间的赠送和赡养等。 

（1）政府给予个人 

包括政府对个人收入转移的离退休金、失业救济金、赔偿等。在特定情况发生时，个人

可获得政府的转移性支付，例如失业、退休、司法赔款等等。 

（2）单位给予个人 

包括单位对个人收入转移的辞退金、保险索赔、住房公积金等。单位需替职工缴纳“五

险一金“，指用人单位给予劳动者的几种保障性待遇的合称，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

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及住房公积金。 

在特定情况发生时，如被辞退、满足特定保险索额情况及住房购买等，可获得转移支付。 

现阶段中国法定退休年龄为男性 60 周岁，女干部 55 周岁，女工人 50 周岁，正式退休

后可按月获得养老金。 

（3）家庭 

“赡养收入”、“赠送收入”、“亲友搭伙费”、“记账补贴”基本上是发生在居民家庭内部的

收入转移。主要发生于家庭之间的人情往来、法定赡养、民间活动等情况下。 

3.经营性收入 

经营性收入是指纳税人通过经常性的生产经营活动而取得的收益，即企业在销售货物、

提供劳务以及让渡资产使用权等日常活动中所产生的收入，通常表现为现金流入、其他资产

的增加或负债的减少。 

支付条件：指生产经营活动而带来的收入，商品或劳务买卖过程中获得的收入。 

4. 财产性收入 

指通过资本参与社会生产和生活活动所产生的收入。即家庭拥有的动产（如银行存款、

有价证券、车辆、收藏品等）和不动产（如房屋等）所获得的收入。包括出让财产使用权所

获得的利息、租金、专利收入；财产营运所获得的红利收入、财产增值收益等。长期以来，

人们通过对自己动产或不动产的交易、出租等方式来获得财产性收入，随着时代的发展和金

融产业的成熟，人们逐渐增加了新的财产性收入的来源，储蓄、股票、债券、保险、理财产

品等金融产品成为了大家财产性收入的主要来源。 

支付条件：必须通过有形或无形资本进行盈利。 

（1）股票 

股息又称为股利，是股票持有者定期从股份公司中取得的收益部分。分配标准通常以股

票的票面额为依据。在具体分派上又因股票性质的不同（优先股抑或是普通股）而有所不同。

优先股系按固定的股息率优先支付，而普通股的股息则是在支付了优先股以后以公司的剩余

利润为标准而确定和支付的。 

红利则是股东所取得的超过股息部分的收益。当公司支付了股息之后；如果尚有盈余，

且董事会决定将部分盈余分派给股东时，就称作分红。一般说来，只有普通股的股东才可以

参与分红活动，而优先股的股东除极个别的以外，均无权参加红利的分配。 

（2）债券 

债券的利息收益。这是债券发行时就决定了的，除了保值贴补债券和浮动利率债券，债

券的利息收人不会改变，投资者在购买债券前就可得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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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资本利得。资本利得受债券市场价格变动的影响。 

再投资收益。再债券投资收益受以周期性利息收人作再投资时市场收益率变化的影响。

由于资本利得和再投资收益具有不确定性，投资者在做投资决策时计算的到期收益和到期收

益率只是顶期的收益和收益率，只有当投资期结束时才能计算实际收益和实际到期收益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