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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
的内在逻辑与路径选择

徐　 政,郑霖豪
(中国人民大学

 

应用经济学院,北京　 100872)

摘要:共同富裕思想源远流长,既是中华民族长期追寻的目标,也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更是经济

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 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上,党中央强调要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 共

同富裕不仅仅是实现物质层面的富足,更包含了经济富裕、政治昌明、精神富足、社会安定、环境宜居等

多个层次的内涵。 高质量发展是旨在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推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

五位一体建设更高效率、更可持续的发展,是新时期发展的方向和重要课题。 经济环节的高质量发展是

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并以此促进经济总量的提升、经济结构的优化,从而促进乡村振兴和居民收入水平

提高,实现经济富裕。 其中,坚持科技创新的首要地位、目标与结果和数量与质量的辩证统一以及发展

成果的普惠性,是新时代高质量发展道路鲜明的时代特征。 基于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和更好地实现共同

富裕目标,可以从理论逻辑、时代逻辑和实践逻辑三个角度讨论高质量发展赋能共同富裕的内在逻辑。
共同富裕必须是高质量发展基础上的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成功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结果。 推动高质量

发展和实现共同富裕在时间脉络上相互衔接,同时也具备实践意义上的可行性。 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

富裕拥有着时代机遇,也面临着一系列挑战。 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与群众基础、国家

治理治理能力的不断提升是高质量发展赋能共同富裕的时代机遇,但同时也面临着区域差距和居民收

入差距、人口老龄化问题和财政压力、数字技术发展不平等、新旧动能转换造成短期经济承压、新冠疫情

加剧不确定性五大挑战。 最后,提出高质量发展赋能共同富裕的实践路径: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

度,把握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通过推动财税制度改革完善收入分配体系;助力乡村振兴计划,推动产业融

合发展;顺应数字化转型,完善科技创新体制,为共同富裕提供更加科学的现代化手段;推动产业优化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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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提升金融发展质量,更好地促进共同富裕。 可以认为,本研究结论对理解高质量发展与共同富裕间

的内在逻辑,探索实现共同富裕的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启示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乡村振兴;国家治理体系;国家治理现代化;收入分配;新发展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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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高质量发展战略是面向

新时期社会主要矛盾转变和发展形势变化制定的重要发展战略,统筹今后一个时期的发展方向。 中国

在取得经济增长伟大成就的同时也存在经济发展质量不高的问题,提升经济发展质量成为顺应社会矛

盾转变新形势和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重要环节。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到 2035 年实现“共同富

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际性进展”的阶段性目标。 我国“十四五”规划在改善人民生活品质部分突出强

调了需要扎实推动共同富裕。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提出了“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

命题,这是党中央面对新形势新局面作出的重要部署。 2022 年政府工作报告强调,要扎实推进共同富

裕,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鉴于此,在新时代背景下深入研究高质量发展与共同富裕的关

系,对于我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一、学界研究进展

“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是当前国内学界研究的热点。 “高质量发展”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实

现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背景、内涵、特征、关键问题和实现路径。 比如:刘志彪和凌永辉认为,当前中国经

济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在于国民经济结构性失衡,而解决结构性失衡的关键在于通过发挥结构转换中

的存量优化和增量创新作用,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1] ;何立峰认为,在推动高质

量发展过程中要把握评价维度的系统性、目标和思路的动态性以及实现过程的长期性[2] ;张军扩、侯永

志等人从制度发展和转变角度剖析现实状况和矛盾症结,他们强调从体制改革和机制转换角度推动高

质量发展[3] ;徐政等认为,收入分配问题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点问题,高速发展阶段扩大了贫富差

距,高质量发展应该将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实现经济发展的协调性与共享性,重点富裕向共同富裕

转化[4] ;陈四清认为,金融要发挥实体经济的血脉功能,以金融力量服务高质量发展[5] ;李彦宏认为,智
能经济是高质量发展的新形态,要顺应数字化转型,以智能经济赋能高质量发展[6] ;杨耀武、张平认为,
高质量发展重点在于提升人力资本,促进知识阶层崛起,形成有利于广义人力资本形成的消费与创新

效率补偿的良性互动[7] 。
对于“共同富裕”的理论研究,国内学者进行了补充和发展,其成果主要集中于对共同富裕内涵的

诠释、共同富裕程度的评价和测度、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等。 比如:从政治逻辑视角出发,郁建兴、任杰

认为,发展性、共享性和可持续性是中国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的几个关键因素,而发展是共同富裕的前

提,共享是共同富裕的核心,可持续关乎共同富裕的稳定[8] ;李军鹏认为,共同富裕是物质富裕与精神

富裕的统一,是生活丰裕、生态优美、社会和谐、公共服务体系完善的富裕[9] ;杨宜勇、王明姬认为,共同

富裕可以拆分为“共同”和“富裕”两个层面,由“富裕差异性”和“富裕共享性”来衡量“共同”,而“富
裕”又可以分为“物质生活富裕”“精神生活富足”和“生活环境宜居” [10] ;刘培林、钱滔等人从共同富裕

的测度和评价角度认为,必须同时对总体富裕程度、发展成果共享状况、共同富裕实现过程和实现程度

等诸多方面进行度量,要引导缩小差距但不能搞平均主义[11] 。 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也是学界讨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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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重点。 蒋永穆、谢强提出,要从稳定脱贫、多渠道就业、高质量教育、平等分配、健康中国几个角

度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实现[12] ;魏后凯认为,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在于显著缩小城乡差距[13] ;吴卫星提

出,要通过推动金融改革和创新来助力共同富裕实现[14] 。
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作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两个重要目标,目前学界对二者之间关系

的研究仍然成果不多,而本文的学术贡献在于,阐述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的新时代内涵,讨论高质量

发展赋能共同富裕的内在逻辑,探索高质量发展赋能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

二、共同富裕思想的起源与内涵解析

共同富裕思想源远流长,一直是中华民族的美好追求和宏伟愿景。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处于从原

始社会步入封建社会的转型变革阶段,出现了阶级分化、贫富差距加大、社会矛盾尖锐等一系列社会问

题,这一状况也反映在了诸子百家的思想中,孔子所说的“不患寡而患不均”
 [15] ,墨子追求的“兼爱交

利”
 [16] ,管子建言的“以天下物利天下人”

 [17] ,都体现了天下人对于“平等地分配物质财富”的渴求,这
既是先哲们的思想光辉,也是社会意识和人民精神诉求的集中反映。 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对共同富裕

的精神诉求不断延续和发展,阶级矛盾的缓和和加剧随着一次次封建王朝的更迭而呈现出周期性的变

化,中华民族的共同富裕思想也在曲折中不断丰富和发展。 虽然这种共同富裕思想与今天我们所说的

共同富裕在概念上还存在一定差异,仍然属于较为朴素的共同富裕理想,但仍然像其他优秀的传统文

化一样,深深地印刻在了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中,为后来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良好的社会

土壤和文化基础。
共同富裕这一概念的系统科学提出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典著作中。 科学社会主义者们在吸

收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之上,提出了“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

齐心协力,共同参与劳动,消除剥削现象,并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对于各式各样关于共同富裕的构想,
包括先哲们朴素的共同富裕理想,以及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空想社会主义者对共同富裕的构想,马
克思和恩格斯对他们进行了批判继承18] ,使共同富裕的概念走向了科学化和体系化,并创造性地提出

了共同富裕包含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方面因素,这也是共同富裕为什么只能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关

键原因。
共同富裕的科学构想跟随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来到了中国,伴随着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中国

共产党对共同富裕的理解在中华民族文化基因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础上不断深入发展。 毛泽东同志

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的共同富裕和国家的富强是分不开的。 “这个富,是共同的富;强,是共同的

强”
 [19] 。 计划体制的经济僵局让中国道路的前进方向成为讨论的焦点。 改革开放后,面对党内外的质

疑之声和对于社会主义前进方向的争论,邓小平同志阐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
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20] ,并创造性地提出了“先富带后富”这一实现路径。 改革

开放的进行伴随着收入差距的拉大,分配问题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时代问题。 对于“发展成果如何分

配”这一问题,江泽民同志提出“发展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的思想[21] ,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是建

设现代化国家和实现共同富裕的应有之意。 对于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和共同富裕的关系,胡锦涛同志提

出要“依法逐步建立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
 [22] 。 可以认为,中

国共产党的历代领导核心立足于中国社会主义的实践,结合时代特征和社会的基本矛盾,阐述了对共

同富裕的理解,丰富和发展了共同富裕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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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对共同富裕的理解迈向了新的高度。 共同富裕就是要处理好“增加经济总

量”和“重视分配公平”之间的辩证关系。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是人民群

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 [23] ;“实现共同富裕应当循序渐进,分阶段进行,这
体现了新时代共产党人对共同富裕内涵的深刻理解[23] ”。 显然,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重要论述阐明了

共同富裕的政治意义和社会意义,而全面脱贫的如期实现是共同富裕征途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
当然,消灭了绝对贫困仍然与实现共同富裕相距甚远,目前我国人均 GDP 还处于相对低位,区域差距、
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仍然较大,这些都意味着实现共同富裕这一伟大愿景仍然存在着艰巨性和复杂性,
需要坚持不懈的长期努力。

三、高质量发展的内涵与时代特征

进入新时代,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和经济发展形势的变化,我国经济增长模式已经从高速增

长阶段转化为高质量发展阶段,这是中国共产党根据社会发展状况和形势变化作出的重要判断。 改革

开放以来,尤其是在 1978—2017 年的 40 年间,我国 GDP 平均增速达到 9. 5%①。 2020 年,我国 GDP 总

量已经超过了 100 万亿元,其中人均 GDP 为 72
 

447 元,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增长成就。 但高增长的

背后仍然潜藏着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产业结构总体水平仍然较低,部分产业存在重复投资、过度竞

争甚至恶性竞争情况,这也是党中央提出“去低端产能”的政策指向;产业经济附加值较低,科技成果

转化不够充分,自主创新能力仍待提升,在关键技术领域掌握度较低,存在被“卡脖子”风险;单位经济

总量能耗高、污染高,造成原材料供应紧张和环境保护等一系列问题。 实现高质量发展,既是经济发展

的特定选择,也是解决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的时代要求。
(一)高质量发展的内涵

高质量发展是区别于传统经济发展方式,在新发展理念的指导下,变革经济发展的推动力,提升经

济发展的效率,改善经济发展的质量,使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的公平、高效、可持续的发展。 高质量

发展是经济增长数量和经济增长质量的结合,重视经济发展质量并不意味着否认经济增速的重要性,
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前提,扩大经济基本盘的量仍然

是摆在决策者面前的重要议题。 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需要注意经济结构转变、新旧动能转换、高新

产业赋能、新经济增长方式培育等重要方面。 高质量发展更重要和更具有开创性的要求在于五位一体

的协调发展[24] ,而不是单一维度的发展,经济发展固然是高质量发展的首要环节,但是片面地追求经

济发展而忽视文化建设、社会保障和环境保护工作,导致文化贫瘠、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社会矛盾尖锐

和环境恶化等一系列问题同样也是不可取的。 高质量发展理论赋予了经济发展之外其他领域更多的

关注和更多的权重,旨在促进全面发展。
(二)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特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模式。 根植于新时代主

要矛盾转化的社会土壤,区别于传统经济增长模式,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下,高
质量发展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24

①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计算标准,GDP 平均增速以 1978—2017
 

年的数据按不变价格计算,原始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 城乡居民实

际收入平均增速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计算,原始数据参见国家统计局《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消费质量明显改善———改革开放 40
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四》,2018 年 8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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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科技创新是促进高质量发展的首要驱动因素

科技创新作为促进经济发展的一大动力,自古典经济学伊始,就得到各个时期、各个学派的重视。
亚当·斯密通过社会分工说明科技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宏观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以其建立的用

以揭示经济发展规律的“索洛模型”而享誉世界,索洛通过在生产模型中引入技术变量,来说明技术进

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经济学家罗默提出的内生增长模型说明内生技术因素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

力。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科学技术与生产力发展之间的关系。 邓小平同志曾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

生产力”。 在新时期,特别是近年来随着数字技术的迅速发展,科技产品日新月异,数字化和智能化的

发展趋势极大地改变了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社会管理方式。 科技创新的作用在数字化转型的时代

背景下显得尤为重要。 科技创新颠覆传统的发展模式,克服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长期存在的痼疾,以
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方式,拉动低碳产业和新业态的发展,实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均衡发

展。 此外,科学技术可以通过推动经济发展和增强技术手段,缩小区域差距,助力社会公平。
2. 坚持过程与目的、数量与质量的辩证统一

共同富裕的实现和现代化国家的建成这一结果固然重要,发展的过程也不容忽视。 同样,发展数

量和质量也不是二选其一,而是缺一不可。 应当运用辩证的思维看待发展的过程和目的,兼顾发展的

数量和质量。 高质量发展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坚持五位一体建设,通过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 通过

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提升人民幸福感和获得感,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在经济发展的目标

设定上,通过建立更多层次、更加科学的评价体系,更好地评判发展的质量和水平。 通过现代化治理体

系的建设,提升我国的政治治理能力,推动我国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在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全过程和各

个方面,都要坚持以“质量优先,兼顾数量”为原则,既要重视数量的积累,又要重视质量的提升。
3. 坚持发展成果的普惠性。
实现“发展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这一目标。 由于现实情况的复杂性以及改革面临的各种阻力,

这一目标距离完成仍然存在较大的距离,“贯彻发展成果的普惠性,实现发展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
这是新时期高质量发展所肩负的时代使命。 在实现全面脱贫的时代新起点上,需要进一步推动乡村振

兴事业发展,弥补中国广大乡村地区目前仍然存在的发展短板。 当前社会主要矛盾出现变化,需要我

们在继续推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让发展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各
种差距进一步缩小,提升居民收入水平,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迈上现代化的坦途,实现共享发展、充分发

展和协同发展。

四、高质量发展赋能共同富裕的内在逻辑

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是摆在新时代共产党人面前的两个重要命题。 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并

不是两个毫无联系的理论概念,而是紧密联系、相辅相成的。 通过高质量发展赋能共同富裕具有理论

逻辑、时代逻辑和实践逻辑上的一致性。
高质量发展是旨在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推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位一体建设

更高效率、更可持续的发展。 经济环节的高质量发展可以促进经济总量的提升、经济结构的优化,从而

促进乡村振兴和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 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是政治环节高质量发展的应

有之意。 通过高质量发展推动人民政治权利的完善,为人民群众参政议政、参与国家治理营造良好的

政治环境。 文化环节的高质量发展可以提供丰富多彩的精神文化产品,促进文化的繁荣,让人民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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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繁荣的文化中丰富精神世界和陶冶情操。 社会环节的高质量发展体现在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弘扬,营造积极向上的社会风气。 生态文明建设的高质量发展要求我们推动美丽

中国建设,改善生态环境,营造“绿水青山”的美丽家园。 对共同富裕的把握不应只是从经济视角,而
应该全方位把握。 具体而言,共同富裕中的“富裕”应当包含经济富裕、政治昌明、精神富足、社会安

定、环境宜居,这些都是共同富裕中“富裕”一词的应有之意。 从理论逻辑上看,要实现共同富裕必须

要通过高质量发展来实现,共同富裕是成功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结果(见图 1)。 实现共同富裕这一美好

愿景,需要落实到五个领域的具体工作中。 在朝着共同富裕奋进的伟大征程中,需要把高质量发展作

为实现目标的重要抓手,实现共同富裕必须依靠高质量发展。 共同富裕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目标,在
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必须把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目标和前进动力,把为人民谋福祉作为

工作的主要着力点。 需要认识到,共同富裕无法脱离高质量发展而独立实现,牺牲社会或者环境的发

展利益来实现经济增长无法实现共同富裕。 同样,如果无法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样的发展也难以称

得上是高质量发展。

图 1　 高质量发展赋能共同富裕理论逻辑图

共同富裕在新时期拥有了新的时代内涵,具有经济富裕、政治昌明、精神富足、社会安定和环境宜

居五个层面的意义,其中经济富裕是最为重要的物质基础。 经济富裕的两个重要层面是居民财富的提

升和收入水平的提升,这是存量和流量之间的关系。 我国的分配制度安排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

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并通过建设初次分配、二次分配、三次分配协调统一的收入配置体系,实现

社会分配的公平。 初次分配主要依靠市场,是国民总收入(即国民生产总值)直接与生产要素相联系

的分配,更多地倾向于机会公平和过程公平,相对公平使得初次分配的机会公平和过程公平能够随着

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而逐渐缩小;二次分配的主导力量是政府,经济主体不必直接通过劳动而可依法

获得的收入,把功能收入中的一部分拿出来通过税收、转移支付和社保系统进行重新分配,形成了二次

收入分配;第三次分配助推分配正义的充分实现,促进社会道德风尚的改善,三次分配追求社会责任,
富人们应当在自愿的基础上拿出自己的部分财富,来提升贫困人民生活、医疗以及教育的水平。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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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次分配直接影响居民的收入水平,二次分配和三次分配在影响收入水平的同时,也推动着居民财富

水平的均衡化。 三种分配方式协调统一,是促进社会分配公平的基础性制度安排。
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对完善“初次分配、二次分配、三次分配协调统一”的收入分配体系具有重要的

推动作用。 经济高质量发展带动下的产业结构升级和产品附加值增加,有助于增加劳动者的就业机

会,提升劳动报酬。 目前,在国家分工链条的末端仍然存在大量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产品附加值较低,
劳动者付出辛勤劳动却只能获得较低的劳动收入。 推动产业升级,提升国家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发
展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的产业,有助于提升“劳有所得”的所得水平。 二次分配的主导权在政府,
政府推动二次分配的主要力量是税收。 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有助于政府在减税降费、减轻低收入者负

担、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的同时,又能确保税收任务的足额完成,为转移支付、社会保障等促进社会公平

的二次分配行为提供物质保障。 经济和社会的高质量发展带动下物质财富的充盈和社会风气的积极

向上,有助于营造崇德向善的良好社会风气,高收入者把扶贫济弱作为承担社会责任、弘扬道义担当的

自觉行动。 当前,相较发达国家,我国三次分配的社会风气尚未广泛形成,三次分配的制度保障和道德

激励仍然有所欠缺,这是实现共同富裕道路上亟待解决的问题。
研究认为:(1)高质量发展赋能共同富裕具有时代逻辑上的一致性。 2017 年,党的十九大报告首

次提出了“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增长阶段”。 2020 年,“十四五”规划将高质量发展确

定为“十四五”期间乃至更长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 2020 年政府工作报告没有设定经济增长

目标,2021 年、2022 年政府工作报告分别设定了 6%和 5. 5%的经济增长目标,相对于高速增长目标而

言,较低的经济增长目标表明了中国政府把政策重心从经济高速增长转向了经济高质量增长。 2020
年,我国摆脱了绝对贫困,这是共同富裕的阶段性胜利。 乡村振兴战略是我国从全面脱贫到实现共同

富裕的必由之路。 根据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到 2035 年,农业现代化基本实

现,乡村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到 2050 年实现乡村的全面振兴。 中国拥有广袤的农村地区,乡村振兴

的实现程度很大程度决定着共同富裕的实现程度。
 

“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了“十
四五”时期制定和实施促进共同富裕行动纲要,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 从实现全

面小康后到 2035 年,这一阶段的目标是显著提升中等收入人群的比例,显著缩小城乡差距和居民的收

入差距。 到 2050 年,基本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共同富裕基本实现,人民享有更加幸福安康的生

活。 以上是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的时间脉络。 高质量发展的逐步深化和共同富裕程度的不断提高

具有时代逻辑的一致性,统一于“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中。 (2)高质量发展赋能共同富裕具有实

践意义上的可行性。 2021 年 6 月,浙江省通过了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实施方案,这是共同富裕落地地方

的一次先行先试。 实施方案提出了要紧紧围绕“高质量发展”这一中心,通过创新带动发展,通过创业

造富人民。 在推动经济总量不断扩大的同时,发挥浙江地区民营经济强大的独特优势,用民营经济增

强经济发展活力。 实施创新首位战略,通过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产业集群驱动经济发展,为共同富裕

筑牢根基。 浙江省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方案表明,高质量发展有推动共同富裕的强大动能,具有实

践意义上的可行性。

五、高质量发展赋能共同富裕的机遇、挑战及实现路径

在高质量发展赋能共同富裕的过程中,既拥有社会主义新时代赋予的时代机遇,也面临着由于改

革存在的痼疾或是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带来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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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质量发展赋能共同富裕的机遇

1. 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是实现高质量发展赋能共同富裕的根本保证

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夙愿和美好追求。 历代共产党人不断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这一目标而努力奋进,并不断提升对共同富裕的认知和理解。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对共同富裕的理解和重视程度上升到了新的高度。 为了实现共同富

裕,习近平同志提出了精准扶贫、高质量发展和共享发展的理念。 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广大党员干

部参与到扶贫攻坚战中,献策献力,为实现全面脱贫做出巨大的贡献。 党的领导,是中华民族得以摆脱

贫困的重要原因。 此外,社会主义制度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可以集中有限的资源,补足短

板,在关键领域实现高效率发展。 在脱贫攻坚战中,我国政府集中各方力量,通过发展生产脱贫、易地

搬迁脱贫、生态补偿脱贫等措施,减少贫困人口,促进经济发展,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在补足短板

方面的重要作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制度优势,也将体现在实现共同富裕的征程中。
2. 民心向背是实现高质量发展赋能共同富裕的群众基础

中国共产党不忘初心使命,信守执政承诺,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地迈向共同富

裕,得到了广大群众的衷心拥护。 近年来,为实现社会公平,党和国家加大了反垄断力度,控制资本的

无序扩张;更加重视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推动社会保障的均等化;抑制房价的快速上涨,防范实体经

济“脱实向虚”的趋势和潜在的经济风险;推动税制的动态调整,通过二次分配降低收入分配差距,并
鼓励三次分配来促进社会公平。 这些推动社会公平的举措,得到了人民群众广泛的支持,目前为止也

取得了较为良好的政策效果。 改革逐步走向深化,实现共同富裕的路途也不会一帆风顺。 在实现共同

富裕这一目标上,人民的立场和观点是高度统一的。 调动人民群众投身于推动共同富裕工作的积极

性,保障人民群众对相关国家政策的知情权和参与权,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高质量发展中自身获得

感和幸福感的提升,才能更好地夯实高质量发展赋能共同富裕的群众基础。
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步入新时代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时代机遇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

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步入新时代是我们必须把握的历史坐标和时代方位。 当前我们正面临着党的

十九大和二十大交汇的重要历史节点,迎来了全面脱贫战的胜利,实现了全面小康这一伟大工程。 国

家机构改革不断深化,现代治理体系正在逐步建立,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有目共睹。 在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下,成功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同时,又要向下一个目标砥砺奋进,开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的新征程。 我们既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民族复兴这一伟大目标,也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共同富裕

这一宏伟梦想。 社会主义新时代新起点,正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历史机遇。
(二)高质量发展赋能共同富裕的挑战

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当前的基本国情,不平衡不充分发展是我国目前存

在的发展问题。 城乡、区域和收入差距是长期困扰我国的发展问题。 同时,因为新冠疫情的冲击,短期

内国内经济容易产生波动,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加剧。 经济发展存在的固有问题以及内外部环境的不

确定性给高质量发展赋能共同富裕带来了一系列挑战。
1. 客观上存在较大的区域差距和居民收入差距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2020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可以发现,2018 年区域收入差距对

总体收入不均等的贡献程度为 1. 82%;2020 年,我国城乡收入倍差为 2. 56 倍。 其差距虽然较之前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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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但城乡差距、区域差距和居民收入差距依然很大。 造成这一现象的因素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是发展的收敛性不足,发展质量有待提高。 魏后凯的研究表明,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不存在总体人均收

入的绝对收敛,但存在条件收敛或区域收敛,其中关键性因素有工业化程度、市场开放程度、技术引进

力度等[25] 。 发展的收敛性不足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过去几十年区域经济发展不充分,发展质量较低。
可以认为,缩小城乡、区域和收入差距,提升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是高质量发展赋能共同富裕面临的重

大挑战。
2. 人口老龄化问题和财政压力可能迟滞共同富裕

长期以来,人口红利支撑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 人口红利体现在较低的人口抚养比有利于实现高

储蓄率和高投资,为承接其他国家产业转移提供大量的产业工人,且充足的产业工人可以保证较高的

投资收益率。 财政是国家治理体系中的支柱,在推动经济发展、产业升级和实现全面脱贫中扮演着重

要的角色。 目前,人口老龄化成为困扰国家发展的一大问题。 根据中国发展基金会测算,2020 年中国

约有 13%的人口年纪在 65 岁以上。 人口老龄化意味着政府财政需要把更多的资金投入到养老保险、
医疗资源和社会保障中,造成财政资源的紧张。 显然,用以推动经济发展和共同富裕的资金将受到一

定程度上的冲击和限制。
3. 数字技术的普及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贫富差距

数字技术可以优化服务体验,帮助人们更好地改善生活。 技术进步带来的生产效率的提升以及成

本的降低,都能很好地提升社会总福利。 然而,数字技术的发展在带来数字红利的同时,也会带来数字

鸿沟,使贫富差距拉大,从而不利于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此外,数字技术的发展会造成垄断现象以及

其他形式的市场滥用,过度的数据提取和隐私侵蚀以及网络攻击风险,让人们的生活面临的不确定性

风险加大,在社会、经济等领域产生新的歧视。 在技术更迭加快的时候,中老年人可能跟不上前进的步

伐,用到数字场景时可能会增加生活负担;而面临虚假信息的轰炸,也可能使人们盲目相信数字网络,
给人们的物质和精神层面带来损失。 数字经济固然有其优点,但放任其不当发展可能会阻碍共同富裕

的实现。
4. 新旧动能转换造成短期经济承压

改革开放 40 年来,我国依靠大量的资源投入、较高的环境成本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但也带来

了一系列发展和环境问题,这是不可持续的。 经济高速增长向经济新常态的转变不是一个周期性的变

化,而是一个阶段性的变化。 实现动能转换意味着需要“腾笼换鸟”。 客观形势转变要求主观思维也

必须转变。 长期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严重依赖于投资和出口,内部需求仍有待提升。 随着内外部形

势的变化,过去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动能正在衰竭,亟待培育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寻找新的经济增

长点。 然而,产业的培育和发展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去除过剩、落后产能后,产业升级的任务可能还刚

刚起步,对整个国民经济拉动作用达不到计划中设想的效果,这一出一入短期内造成经济缓慢增长甚

至是经济衰退的压力。 巴西、墨西哥、委内瑞拉等国在淘汰传统产业后又无法实现产业升级而步入了

“中等收入陷阱”,与迈入发达国家的机遇失之交臂。 在新旧动能转换的客观命题之下,如何在保证一

定经济增速的情况下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关键任务。
5. 新冠疫情使得高质量发展赋能共同富裕的不确定性加剧

2020 年,受新冠疫情的冲击,我国 GDP 增长率仅为 2. 3%,其中受疫情影响最为严重的第一季度,
GDP 出现了 6. 8%的缩减。 在国民经济中,服务业受到的影响首当其冲,住宿、餐饮、文旅、交通等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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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业随即受到致命冲击,大量的经营者破产或者被迫改变职业。 服务业在创造就业岗位、增强经济

活力、维护社会稳定、提升居民收入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持续近两年且距离结束仍遥遥无期的新冠疫

情重创服务业的正常运转,而服务业中存在的大量小微经营者和个体户的破产和失业意味着这一创伤

可能是不可逆的。 而新冠疫情在其他国家的蔓延改变了原有的供应链格局,加剧了去全球化的趋势,
可能会导致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和经济摩擦的加剧。 从国际环境上看,我国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面临着在供应链上的优势地位被重新洗牌的潜在风险。

(三)高质量发展赋能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

1. 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新旧动能转化面临的短期经济承压要求我们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我国自党的十五大以来一

直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

要支柱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 在当前阶段,仍需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鼓励、
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基本经济制度的提出和不断丰富完善,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

主义理论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增强了道

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从而夯实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根基。 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

方式并存,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逐步形成的分配制度。 将按劳分配结合按生产要素分配,坚持效率优

先,兼顾公平,先富带动和帮助后富,逐步走向共同富裕。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进一步完善产权

制度与要素市场化配置,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促进要素自主有序流动,提高要素配置效率,进一

步激发全社会的创造力与市场活力,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从而更好地促进共

同富裕。
经济活动是一个循环往复的动态过程,政治经济学把经济活动划分为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经济

资源通过这四个环节在居民、企业和政府等主体间循环流动。 按地理边界划分,经济循环又可以分为

国内经济循环和国际经济循环。 历史经验表明,一个国家在发展初期往往采取出口导向型战略。 通过

出口初级工业制成品获得贸易收入和技术外溢效应,实现经济上的快速增长。 当一个国家发展到一定

阶段的时候,由于受到国际市场波动和国内产业转型升级的压力,继续采取原有的经济发展模式就会

导致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提升乏力,所以往往从外向型经济转向“内外结合,以内为主”的经济发展模

式。 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新发展,将经济发展的立足

点更多放在国内,畅通国内经济循环,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实现产销并进、供需平衡和效率提升,提升

国内经济发展质量。 2019 年,中国的人均 GDP 达到了一万美元,把人均收入在中间收入组水平以上住

户作为宽泛的中等收入群体,那么中国是世界上最大规模中等收入群体的国家。 大规模的中等收入人

群是扩大内需,实现国内经济循环的基础。 同时,实现高质量的国内经济循环,也将提升居民生活水

平,促进共同富裕的实现。
2. 推动财税制度改革,完善收入分配体系

缩小居民收入差距需要充分发挥财税制度在调节收入分配中的重要作用。 财税制度是上层建筑

调控居民收入分配的关键环节。 根据现实情况调整相关法律法规,完善原有的制度体系,是国家治理

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推动收入分配体系的完善,关键在于构建初次分配、二次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

的分配制度安排。 在就业方面,进一步打破城乡、地区、行业分割和身份限制,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兼
顾收入分配的公平和效率,完善收入分配体系。 为减轻土地财政依赖,缓解地方财政压力,同时发挥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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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在现有税制的基础上,可以进一步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扩大综合征收范

围。 此外,推动房地产税和遗产税改革,开征房地产税和遗产税一方面有利于缓解当前土地财政存在

的困境;另一方面,通过征收资产税可以缓和阶层固化,增强代际流动性,促进社会公平。 对于尚未开

征的房地产税和遗产税,可以考虑在部分地区进行试点改革。 国外历史经验表明,通过征收遗产税和

房地产税,可以提升富裕者进行捐赠的意愿,鼓励富裕者多进行慈善活动,通过第三次分配来缩小收入

分配差距,改善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从而更好地促进社会公平,以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
在完善收入分配体系中,需要切实做好“提低、扩中、限高”。 在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方面,完善最

低工资标准,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将资源向欠发达地区以及困难民众倾斜;在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方

面,要加大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调节精准度,切实减轻中等收入群体的税收负担,并给中等收入

群体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在“限高”方面,合理调节过高收入,加快《反垄断法》修订,遏制以垄断和不

正当竞争行为获取非法收入。 在这个过程中,将蛋糕切好,缩小收入差距,促进共同富裕。
3. 助力乡村振兴战略,推进产业融合发展

乡村振兴战略是党中央缩小城乡差距、区域差距和居民收入差距的重要战略部署,也是实现共同

富裕的必由之路。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依然在农

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依然在农村。”在全面实现脱贫攻坚的基础上,农村工作的基调转向乡村振兴

这一重点。 这既是实现城乡协调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关键。 我国目前有五十多

万个村庄(社区),每个村庄在具有一般性的同时又具有自身现实情况的特殊性。 工作范围广,现实挑

战大,乡村振兴的任务艰巨而繁重。 要实现乡村振兴,需要准确把握乡村振兴战略的科学内涵和主要

着力点,以区域的高质量发展带动乡村振兴的实现。
乡村振兴的关键在于产业振兴,推动建立现代农业产业,延长农业产业链,提升农业经济附加值,

扶持小规模生产农户,因地制宜发展当地特色农业。 发展农业的同时又不局限于农业,以建立现代农

业产业作为重要抓手,打造特色农业品牌,推动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和纵向一体化发展。 在产业开发

和进行经济活动的同时,应贯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推动乡村生产生活方式向绿色化转

型,实现乡村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开发利用相协调,建设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实现乡村振兴需要广

泛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不仅需要政府财政资金的有力支持,更需要市场、企业、金融在产业振兴中的投

入,以及农村居民、知识人才和社会团体的广泛参与。 要充分发挥市场在乡村振兴中的重要作用,促进

要素在城乡间的自由流动,完善乡村振兴相应的保障制度,充分发挥乡村振兴各参与主体的积极性,为
共同富裕奠定坚实的基础。

4. 顺应数字化转型,完善科技创新体制

在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需要顺应时代发展的轨迹,利用好数字化红利为人民提供更好服务,同时

需要重视数字鸿沟的存在,尽力减小数字鸿沟。 在政府方面,需要更好地规范数字技术的运用,在激发

数字创新发展的活力时,还需要严格规范和保护个人隐私权,并加强数字场景应用的监管,完善数字技

术发展的相关法律法规,制定数据保护框架,尝试通过规定具体权限和对数据处理活动进行限制等,让
人们的个人隐私信息得到合理保护。 此外,还需要倡导消费者理性消费,甄别信息,不能盲目跟风大数

据消费。 对于中老年人,政府部门和社会各界应多增加培训,提升用户的大数据体验,从而减小数字技

术代沟。 数字技术还可以被运用在减贫事业中,例如秘鲁社会保护计划利用数字化身份证,以保障公

共资源发放到受助者手中;泰国、菲律宾借助手机与地球观测数据使预测的贫困水平更加精确,从而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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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精准地改善贫困状况;中国贵州研发了让多个政府部门连接的大数据平台,更好地反映与贫困户教

育、医疗以及就业相关的实时信息。 因此,要更好地利用数字技术的优势,在国家治理体系上科学合理

地利用好数字技术,加强数字政府建设,将数字鸿沟转化为数字红利,促进共同富裕。
2018 年中美爆发“贸易战”以来,欧美国家动辄以科技封锁作为国际谈判的筹码,企图扼杀中国的

产业升级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 当前,我国的科技创新能力和科研成果转化能力仍然较为薄弱,仍
然有多项“卡脖子”的关键技术尚未攻克。 政府层面需要加大高端技术人才的培育力度,完善科技创

新体系,可以通过引进国外人才、增加人才培养的经费和高新技术企业的经费支持,更好地为核心技术

的发展增添动力。 在企业层面,需要加大研发人员的奖励力度,并进一步完善技术人才的培养方案,让
人才培养体系逐步成熟。 加强专业技能培训以及同行业人才的定期交流,降低学习成本,提升技术研

发的效率,更好地为促进共同富裕服务。
5. 推动产业优化升级,提升金融发展质量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体现,也是提高人均收入水平的关键。 需要以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为基础,重视质量,提高效益,紧紧抓住“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这个“牛鼻子”,全力推

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高质量的产业结构促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不断增强我国的创新能力和竞

争力。 产业发展效率是资源利用程度及投入产出效果的直观反映,坚持产业结构优化的效率变革导

向,需要通过产业结构优化提高企业效率、优化资源配置。 需要考虑到地区与城乡间不平衡发展的现

实问题,通过产业转移形成地区间的比较优势。 此外,还需要加大对影响产业发展的关键技术的研发

力度,提升产业基础水平和产业链供应能力。 在产业发展过程中,需要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加强

产业间的融合发展,加快动能转化,清除过剩产能,引导产业向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和新型基

础设施建设发展。 在产业升级的过程中,要把握“低碳绿色、高端智能”的产业发展方向,结合新型工

业化和新型城镇化,用产业升级带动居民生活水平的提升,实现共同富裕。
在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需要重视金融业在产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金融是支持关键技术开发、

科技成果转化、双循环发展格局构建的重要力量。 金融在促进科技创新、释放消费动能、提升人的全面

发展能力等方面发挥重要功能,也为促进共同富裕发挥着积极作用。 因此,需要进一步发挥资金融通

基础功能,增加信贷投放供给,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创新产品形式,更好地为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服

务。 不断发展产业数字金融,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在支持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和数字经济方面发挥

积极作用。 此外,需要进一步加大绿色金融和普惠金融的力度,支持脱贫地区发展优势特色产业,增加

脱贫地区人民的财富积累。 此外,还要利用慈善信托、慈善基金等金融工具,以慈善公益项目进一步缩

小贫富差距,让金融为共同富裕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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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dea
 

of
 

common
 

prosperity
 

has
 

a
 

long
 

history.
 

It
 

is
 

not
 

only
 

the
 

goal
 

pursued
 

by
 

the
 

Chinese
 

nation
 

for
 

a
 

long
 

time 
 

but
 

also
 

the
 

essential
 

requirement
 

of
 

socialism 
 

and
 

it
 

is
 

also
 

the
 

proper
 

meaning
 

of
 

high - 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At
 

the
 

Six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9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the
 

need
 

to
 

promot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promote
 

common
 

prosperity
 

was
 

emphasized.
 

Common
 

prosperity
 

is
 

not
 

only
 

the
 

realization
 

of
 

material
 

wealth 
 

but
 

also
 

includes
 

multiple
 

levels
 

of
 

connotation 
 

such
 

as
 

economic
 

prosperity 
 

political
 

prosperity 
 

spiritual
 

prosperity 
 

social
 

stability 
 

and
 

livable
 

environment.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s
 

a
 

more
 

efficient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imed
 

at
 

meeting
 

the
 

people s
 

needs
 

for
 

a
 

better
 

life
 

and
 

promoting
 

the
 

five - in - one
 

construction
 

of
 

economy 
 

politics 
 

culture 
 

society
 

an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t
 

is
 

the
 

direction
 

and
 

important
 

topic
 

of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The
 

economic
 

high - quality
 

development
 

is
 

the
 

key
 

to
 

high - quality
 

development 
 

and
 

it
 

will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the
 

total
 

economic
 

volume
 

and
 

the
 

optimization
 

of
 

the
 

economic
 

structure 
 

thereby
 

promoting
 

the
 

revitalization
 

of
 

the
 

countryside
 

and
 

the
 

improvement
 

of
 

the
 

income
 

level
 

of
 

residents 
 

and
 

achieving
 

economic
 

prosperity.
 

Among
 

them 
 

adhering
 

to
 

the
 

primacy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he
 

dialectical
 

unity
 

of
 

goals
 

and
 

results 
 

quantity
 

and
 

quality 
 

and
 

the
 

inclusiveness
 

of
 

development
 

results
 

are
 

the
 

distin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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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stics
 

of
 

the
 

era
 

of
 

high - quality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Based
 

on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better
 

achieving
 

the
 

goal
 

of
 

common
 

prosperity 
 

the
 

internal
 

logic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enabling
 

common
 

prosperity
 

can
 

be
 

discussed
 

from
 

three
 

perspectives 
 

theoretical
 

logic 
 

era
 

logic
 

and
 

practical
 

logic.
 

Common
 

prosperity
 

must
 

be
 

based
 

o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common
 

prosperity
 

is
 

the
 

result
 

of
 

successful
 

high - quality
 

development.
 

The
 

promotion
 

of
 

high - quality
 

development
 

and
 

the
 

realization
 

of
 

common
 

prosperity
 

are
 

interconnected
 

in
 

terms
 

of
 

time 
 

and
 

are
 

also
 

practically
 

feasible.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to
 

promote
 

common
 

prosperity
 

has
 

the
 

opportunity
 

of
 

the
 

times 
 

but
 

also
 

faces
 

a
 

series
 

of
 

challenges.
 

Th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the
 

institutional
 

advantages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mass
 

foundation 
 

and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national
 

governance
 

capacity
 

are
 

opportunities
 

of
 

the
 

era
 

for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to
 

empower
 

common
 

prosperity 
 

but
 

at
 

the
 

same
 

time 
 

it
 

is
 

also
 

faced
 

with
 

five
 

major
 

challenges 
 

regional
 

disparity
 

and
 

income
 

disparity 
 

population
 

aging
 

and
 

financial
 

pressure 
 

unequal
 

development
 

of
 

digital
 

technology 
 

short-term
 

economic
 

pressure
 

caused
 

by
 

the
 

transformation
 

of
 

new
 

and
 

old
 

kinetic
 

energy 
 

and
 

the
 

heightened
 

uncertainty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Finally 
 

a
 

practical
 

path
 

for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to
 

empower
 

common
 

prosperity
 

is
 

put
 

forward 
 

improve
 

the
 

basic
 

socialist
 

economic
 

system
 

and
 

grasp
 

the
 

new
 

dual-cycle
 

development
 

pattern 
 

improve
 

the
 

income
 

distribution
 

system
 

by
 

promoting
 

the
 

reform
 

of
 

the
 

fiscal
 

and
 

taxation
 

system 
 

assist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plan
 

and
 

promote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industries 
 

conform
 

to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mprove
 

th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system 
 

and
 

provide
 

more
 

scientific
 

and
 

modern
 

means
 

for
 

common
 

prosperity 
 

promote
 

industrial
 

optimization
 

and
 

upgrading 
 

improve
 

the
 

quality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better
 

promote
 

common
 

prosperity.
 

It
 

can
 

be
 

considered
 

that
 

the
 

conclusions
 

of
 

this
 

study
 

have
 

important
 

theoretical
 

inspiration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understanding
 

the
 

internal
 

logic
 

betwee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common
 

prosperity 
 

and
 

exploring
 

the
 

path
 

to
 

achieve
 

common
 

prosperity.
Key

 

words 
  

high - quality
 

development 
 

common
 

prosperity 
 

rural
 

revitalization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income
 

distribution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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