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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共同富裕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目标,也是人类自古以来的美好梦想追求。 它既是社会主义的

本质要求,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是党和政府的重大责任。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将为

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和使命。 建党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将共同富裕作为践行

初心使命的着力点,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历史的伟业,不断深化对共同富裕重大理

论和实践问题的系统思考。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既着眼长远,又立足当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

打赢脱贫攻坚战,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从理论维度和实践

维度回答了共同富裕的学理逻辑和现实基础,从历史维度和价值维度回溯了共同富裕的历史源流与价

值取向,形成了新时代共同富裕理论。 纵览党的百年历史,党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紧紧围绕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主题,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不断深化对实现共同富裕的理论和实

践探索,持续加深了对共同富裕的理论认识,成功走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实现共同富裕之路。 新时代共

同富裕理论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坚实的立论基础,体现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鲜明标识,彰显出中

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主动精神,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科学指引,具有深厚的价值意蕴与战略指向。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要牢固树立社会主义国家的新发

展理念、社会主义国家的新财富观、社会主义国家的新分配观、社会主义国家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

裕观,织密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网,乘势而上、再接再厉、接续奋斗,推动共同富裕在推进人民经济的征

途中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关键词:新时代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理论;中国式现代化;人民经济;百年历程;理论建构;历史渊源;

价值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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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同富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未来社会建设思想的重要内容,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

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是党和政府的重大责任。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既着眼长远,又立足当

下,既通过扎实推动精准扶贫、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解决了困扰中国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又
“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标志着新时代我国将迈进坚持大扶贫格局的新阶段” [1]117。 既“树

立战略眼光,顺应人民对高品质生活的期待,适应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进程”,又
“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 [2]4,“不断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3]66,作出“现在,已经到了扎实推动

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 [4]的重要判断。 这些重要论述,既从理论维度回答了共同富裕的学理逻辑,
又从实践维度为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作出了初步的制度安排;既从历史维度回溯

与勾连了共同富裕的历史源流与未来方向,又从价值维度回答了为什么要推动共同富裕的行动取

向,形成了新时代共同富裕理论。 基于中国历史的长时段、世界历史的宽视野和人类发展的总趋势

的历史视域,站在新的历史阶段,坚持大历史观和正确党史观,准确把握新时代共同富裕理论的历

史渊源、价值意蕴与实践进路,以理论上的清醒、政治上的坚定、策略上的得当、制度上的耦合、路径

上的配套来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不断彰显新时代共同富裕理论的理论伟力与实践伟力,具有重要的

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一、新时代共同富裕理论建构的文献生成及研究背景

纵览党的百年历史,中国共产党始终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主题,锚定实现“民族独

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两大历史任务,坚持把共同富裕作为为人民谋幸福的着力

点,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历史的伟业,深化了对包括共同富裕在内的重大理论

和实践问题的系统思考。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个

根本问题的高度,在多个重要场合深刻阐述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重大意义、本质要求、目标安排、实
现路径和重大举措,指明了实现共同富裕的前进方向,描绘了实现共同富裕的宏伟蓝图,为新时代

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提供了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在积极探索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

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上作出了新贡献。
伴随中国共产党对共同富裕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的不断深化,学界围绕这一研究主题进行了

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但也有不少人对共同富裕产生了误读,进而对政治思

潮、学理阐释、舆论意见、政策制定等产生了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必须对其进行固本培源、正本清

源,并在此基础上真正做到自信自强、守正创新。 从文献生成而言,现有研究涉及共同富裕的“内涵

论”“意义论”“实质论”“关系论” “战略论”等多个维度。 (1)内涵论。 有学者提出,共同富裕具有

严密的马克思主义历史逻辑和丰富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实内涵[5] 。 共同富裕应当包括发

展性、共享性和可持续性这几个关键的核心要素[6] 。 (2)意义论。 有学者认为,把共同富裕作为中

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和重要目标,表明党对共同富裕的认识达到了新的理论高度,深刻反映了我

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深邃认识和准确把握,开拓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是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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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人对科学社会主义的重大贡献[7] 。 (3)实质论。 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丰富了

新发展阶段的目标内涵,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显著特征,昭示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价值追求,升
华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意蕴[8] 。 (4)关系论。 共同富裕作为一个特定范畴,包含“共同”和

“富裕”两方面的内容,两者的关系就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关系[9] 。 追求共同富裕贯穿于中

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形成和拓展的历史过程、体现在中国式现代化不断丰富发展的奋斗目标中、明确

了走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必然要求、彰显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深厚文化底蕴[10-11] 。 中国式现

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共同富裕道路上一个不能掉队,体现了富裕的全面性[12] 。 (5)
战略论。 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必须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落到实处、把高质量发展落到实处、
把共享发展理念落到实处、把按照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办事的要求落到实处[13] 。 共同富裕的体制机

制必须保持一定的灵活性、可逆性以及可改革度,建设高效的共同富裕体制机制[14] 。 要构建科学的

指标体系加以测度和引领[15] ,夯实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基础[16] 。 同时也要充分认识这一艰巨任务

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坚持实事求是、理性务实的态度,不急于求成,不搞大冒进,稳扎稳打[17] 。 可以

认为,现有研究体现出视角多样、思路开阔、学科交叉、内容广泛、研究深入等基本特点,为进一步深

化研究提供了基础和借鉴。
然而,当前学术界、舆论界也对共同富裕存在一些误读,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其一,对共同富

裕的科学内涵把握不准。 把共同富裕简单地理解为单一维度的物质层面、经济层面的富裕,认为有

钱就是共同富裕。 没有从反映特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角度,从社会主义本质论的战略高度,把握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关系党的执政基础的重大政治问

题” [18]502,“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 [4] 。 其二,对现阶段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

性与紧迫性认识不足。 没有站在历史、现实与未来的高度,打通对“先富” “共享”与“共富”阶段性、
持续性与连续性的逻辑关联。 没能科学把握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进入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
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必须更加注重共同富裕问题” [3]502。 其三,对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实现方式认

识不足,认为共同富裕就是杀富济贫、搞“你有我有全都有”式的平均主义。 共同富裕,既不是“齐步

走”,也不能“跑步走”,其目标是缩小差距,而不是消灭差距,不是通过简单的运动式方法,推进不同

区域、不同人群的同时、同步与同等富裕,共同富裕是普遍富裕基础上的差别富裕。 其四,对中国式

的共同富裕与西方福利社会的本质区别认识不清。 有人认为西方福利社会就是共同富裕,认为共

同富裕就是要搞福利主义。 没有科学把握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既避免像一些拉美国家那样盲

目进行‘福利赶超’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又避免像一些北欧国家那样实行‘泛福利化’导致社会活

力不足” [3]528,对共同富裕必须依靠共同奋斗的认识不足。 其五,对规范、支持和引导资本市场健康

发展,运用财政税收等调控手段促进共同富裕的政策取向认识不准。 资本作为一种运动中的价值,
作为创造财富与参与财富分配的重要前提与要素,在共同富裕中起着重要作用。 “资本的占有是有

产者与无产者的分界线;财富多少是富裕与贫困的分界线” [19]197。 错误认为共同富裕就是要限制私

营资本发展,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要为资本设置‘红绿灯’,依法加强对资本的有效监管,防止资

本野蛮生长”理解不深,对“两个毫不动摇”的方针把握不准,对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是实现共同富

裕的关键一环理解不透。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总结中国共产党推动共同富裕的根本立场、历史经验,深化新时代共同

富裕的理论研究,要深入研究阐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深刻理解共同富裕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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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内涵和精神实质,科学把握新时代共同富裕理论建构的历史渊源、价值意蕴与实践进路,紧紧抓

住收入分配、均衡发展、改革创新、制度保障、政策支持等实践热点加以突破,并基于对共同富裕先

行试点总结出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形成更多的理论成果、实践成果和制度成果,为扎实推动

共同富裕提供坚实的理论资源、实践养分和制度支撑。

二、新时代共同富裕理论建构的历史渊源与思想进展

中国共产党自 1921 年成立以来,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

使命,始终坚持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信念,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谱写了从“打土豪、分田地”到

“脱贫困、奔小康”的共富曲,在缩小三大差距,致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方面进行了矢志不渝的

探索与奋斗,为新时代共同富裕理论提供了历史镜鉴、现实基础与未来方向。
党的一大党纲明确提出,“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资料,归社会公

有” [19]320。 推翻资产阶级国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以及消灭私有制、解决生产资料公有制这些目标

导向,就鲜明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党的二大,提出了我们党的最高纲领为“组织

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

社会” [20]414。
毛泽东同志早在 1925 年 12 月所撰写的《 <政治周报>发刊理由》一文中就强调,“为什么要革

命? 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
 [21] 。 首次表达

了中国共产党人追求民族解放、人民幸福的崇高初心和使命。 土地革命时期,在革命根据地开展的

打土豪、分田地,废除封建剥削和债务的土地革命运动,践行了“耕者有其田”与“平均地权”等民生

主义思想。 在 1940 年的《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毛泽东同志提出“中国的经济,一定要走‘节制资

本’和‘平均地权’的路”,并提出了其原则是决不能是“少数人所得而私”,决不能让少数资本家少

数地主“操纵国民生计”的要求,否则“他就自己要碰破头的” [22] 。 在解放战争时期,通过制定《中国

土地法大纲》等制度,推进全面土地改革运动,基本上消除了封建土地制度,改变了农村旧有的生产

关系,特别是新中国的成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创造了根本社会条

件。 1953 年 9 月 25 日,《人民日报》在庆祝新中国成立四周年的口号中提出“团结一致,发挥集体主

义精神,提高生产效率,提高粮食及其他农作物的产量,增加收入,争取共同富裕的生活”。 这是在

党的重要报刊中第一次出现“共同富裕”概念。 1953 年 12 月 16 日,中央文件首次提出“逐步实行农

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使农业能够由落后的小规模生产的个体经济变为先进的大规模生产的合作经

济,以便逐步克服工业和农业这两个经济部门发展不相适应的矛盾,并使农民能够逐步完全摆脱贫

困的状况而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荣的生活” [23] 。 “一化三改造”的完成和社会主义社会基本政治

经济制度的建立,则标志着以公有制为主体,以多劳多得、按劳分配方式,以消灭剥削、推动共同富

裕为目标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正式建立,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供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

度基础。
邓小平同志对“共同富裕”进行了系统思考,将其上升为社会主义本质论与“证明马克思主义正

确性”的高度对其不断丰富和发展。 一是从时间维度来看,“共同富裕”构想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 1975 年邓小平同志复出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邓小平同志重点关注的是按劳

分配这个社会主义的原则问题,强调这“始终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不能“按政分配”与“按资格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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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 第二阶段,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至 1990 年 3 月邓小平同志正式辞去军委主席职务,先
后提出了“比较快地富裕起来”“集体富裕”“共同富裕”与“共同致富”等核心命题,并从社会主义与

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原则区别的角度进行了持续思考。 1984 年 11 月 9 日,提出了“在社会主义制度

下,可以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然后带动其他地区共同富裕” [24] ,首次提出共同富裕这一重大

命题。 第三阶段,从 1990 年 3 月至其逝世前,将共同富裕提高到社会主义本质论和中心课题的高

度,强调“分配问题大得很”,“这个问题要解决”,“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
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25]373。 二是从战略构想及路径推进维度看,提出以“两

个大局”为重点,逐步解决地区共同富裕的策略。 1988 年 9 月,他在《中央要有权威》一文中强调,
“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

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 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 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

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 [23]277-278。 在南方

谈话时,再次对“两个大局”的思想进行了强调。 三是从价值维度看,既要从“证明马克思主义正确

性”的高度来逐步推动共同富裕,又要避免所谓“福利”误区。 1980 年,他就提出“我们也反对现在

要在中国实现所谓福利国家的观点,因为这不可能。 我们只能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生

活”,“解决这类问题,步子一定要稳,要对群众很好地进行引导,千万不能不负责任地许愿鼓

动” [26] ,“如果我们达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四千美元,而且是共同富裕的,到那时就能够更好显示社

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就为世界四分之三的人口指出了奋斗方向,更加证明了马克思主义

的正确性” [23]195-196。
江泽民同志对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促进共同富裕进行了创新思考。 一是将缩小三

大差距,推进共同富裕作为关系全局的大事来抓。 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把“坚持先富带动和帮助未

富,最终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27]405-406 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问题进行强调。 党的

十四届五中全会强调,“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和本质特征,绝不能动摇” [27]466。 1996
年,江泽民同志指出“要把调节个人收入分配、缩小地区经济差距作为关系全局的大事来抓” [27]543。
在纪念改革开放 20 周年大会上,他强调“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

营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和群众,最终达到全国各地区普遍繁荣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这
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一项重大政策” [28]256。 二是对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分配制度进行

不断探索。 “在分配制度上,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兼顾效率与公平。 运用包括

市场在内的各种调节手段,既鼓励先进、促进效率,合理拉开收入差距,又要防止两极分化,逐步实

现共同富裕” [27]227,“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水平”
 [29]550。 三是对

“两个大局”战略构想进行理论创新。 指出“我理解,邓小平同志提出通过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

富起来,然后逐步达到共同富裕,这不是终点” [28]340-341,并在世纪之交推出了西部大开发等区域发

展战略。 四是对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如何在推动共同富裕中发挥作用提出了新期待。 2000 年,他对

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提出“要加快企业自身发展的同时,也要开展致富思源、富而思进的活动,帮助更

多的人走上富裕之路” [29]152。 五是对各级领导干部如何对待先富与共富的关系敲响警钟。 强调“在

逐步实现全国人民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党员干部必须正确处理好先富与后富、个人富裕与共同富裕

的关系” [29]280。
胡锦涛同志就新形势下“必须把提高效率同促进社会公平结合起来”等问题进行深入思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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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围绕科学发展观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重大问题,在理论、制度与实践创新上就共同富裕进

行了全面推进。 一是对关于工农城乡关系的两个趋向作出判断,明确提出“我国在总体上已进入以

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 [30]248。 二是将共同富裕纳入贯彻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 将“保障

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31]4 作为贯彻科学发展观的核心要求,作为

“以人为本”的重要内容。 三是将公平正义作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 要“在促进发展的

同时,把维护社会公平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综合运用多种手段,依法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

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使全体人

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 [28]291。 四是提出了“既要做大蛋糕,又要分好蛋糕”的重要论断。
“在继续坚持发展并不断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的前提下解决好收入分配问题,重视通过深化改革和

完善制度促进收入分配公平,逐步实现发展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 [31]453-454。 五是在缩小城乡、区域

与行业三大收入差距方面进行了全面实践探索。 包括取消农业税,建立以工补农、城乡互动、协调

发展的新型城乡关系。 坚持统筹区域发展,推动东中西部良性互动。 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完善

城镇养老保险制度,完善城市最低居民生活保障制度,逐步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规范收入

分配秩序,努力缓解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趋势,等等。

三、新时代共同富裕理论建构的价值意蕴与立论基础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把握党

和国家所处的新的历史方位,明确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

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努力克服党群干群关系中的“塔西

陀陷阱”,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中等收入陷阱”,把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

上,“努力建设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 [32] ,实现了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与社会长期稳

定,创造了人民经济及其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并在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探索中,形成了马克思主义

反贫困理论中国化最新成果,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社会建设理论的新境界,新时代共同

富裕理论的思想基础、物质基础和体制基础日益坚实。
从思想基础来看,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建设理论、分配理论为指导,与中国具体实际与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自觉加深共同富裕的理论思考,并对其进行持续的理论建构。 具体而

言,将“关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理论” [18]502 作为开拓马克思主义政

治经济学新境界的九大重点内容之一;把“要正确认识和把握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和实践途

径” [33]列为中央经济工作会需要关注的五大新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之首。 党的十八大把“促进

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内容,把“必须坚持

走共同富裕道路”作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必须牢牢把握的“八个必

须”的基本要求之一,强调“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

进” [29]621,624。 党的十九大提出“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 [3]35,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

大会提出“不断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34]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

“扎实推动共同富裕” [18]16,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提出“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使

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目标扎实迈进” [35] 。 新时代以来,共同富裕从“道路”“方向”到“目标”再到

“实质性进展”的定位调整,从“稳步前进”“稳步迈进”到“不断迈进”,从“不断推动”到“扎实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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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战略取向,无不深刻反映出对共同富裕理论的系统性建构。 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探索,彰显了新时

代共同富裕理论徐徐展开的逻辑生成。 习近平总书记对共同富裕的谋划,化为新时代中国的勇毅

笃行[36] 。
从物质基础来看,既包括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

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

贫困问题的历史性成就与历史性变化,又包括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打赢脱贫攻坚战、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以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

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高标准高质量建设雄安新区,东中西和

东北“四大板块”优势互补,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在“限高”“提低”“扩中”等处用力,不断缩小群

体收入差距,还包括在教育平等、就业优先、医疗保障、社保医保兜底等基本民生福祉的保障与社会

保障网的建立上。 就整体经济实力而言,中国经济总量从 2012 年的 54 万亿元增长到 2021 年的逾

114 万亿元,占全球经济比重预计超过 18%;人均 GDP 突破 1. 2 万美元,超过世界人均 GDP 水平。
就体现缩小三大差距,促进共同富裕为重点的具体指标而言:2021 年全国中等收入群体超 4 亿,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 2012 年实际增长 78. 1%;2013 年至 2021 年,我国城镇新增就业始终保持在

1
 

100 万人以上;义务教育入学率接近 100%;我国居民人均预期寿命由 2015 年的 76. 3 岁提高到

2019 年的 77. 3 岁;到 2021 年底,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分别覆盖 10. 3 亿人、13. 6 亿

人[37] 。 就衡量收入分配差距的权重指标而言:一是 2021 年城乡居民收入比值由上年的 2. 56 缩小

至 2. 50,西部地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名义增长比上年增长 9. 4%,增速分别快于东部、中部、东北

地区居民 0. 3、0. 2 和 1. 4 个百分点。 二是 2021 年全国居民恩格尔系数为 29. 8%,比上年下降 0. 4
个百分点[38] 。 三是 2011—2020 年,收入最高省份与最低省份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对差距逐年

下降,收入比由 2011 年的 4. 62 降低到 2020 年的 3. 55。 四是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在

2008 年达到最高点 0. 491 后,2009 年至今呈现波动下降态势, 2020 年降至 0. 468,累计下降

0. 023[39] 。 五是区域之间义务教育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事业费最高与最低的省份之比从 2010 年

的 6. 9 下降至 2019 年的 5. 1[40] 。 六是劳动报酬占比趋于稳定,按 GDP 法计算的劳动收入份额 1990
年达到 54. 1%的峰值后,2007 年降至 44. 9%,2017 年维持在 47. 5%的水平[41] 。

从体制基础来看,既包括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再界定,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再定义,社会主

义分配理论再发展,又包括缩小城乡、区域与居民收入三大差距的制度安排、政策取向与措施落地。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促进共同富裕进行了框架性的体制设计,比如,“关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

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2]75,强调既要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又要发挥我国社会主义

制度的优越性、发挥党和政府的积极作用,并将“促进共同富裕”作为政府的基本职责和任务之一。
“通俗化的解释就是让市场干市场的事,让政府干政府的活儿” [42] 。 强调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

必须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强调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针对城乡、区域和居民收入三

大收入差距依然较大的客观实际,强调将“进一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作为六个重大课题进行专门

研究,将“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

须解决的重大问题,指出全面深化改革必须“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作为一面镜子”,
“在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尽量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事情做好”。 党的十九大报告在界定政府与市场

关系上,将原来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调整为“使市场在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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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更加注重政府与市场二者之间的互相依存与相对独立

性,使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界限更加清晰。 要“坚持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居民收入同步增长,在劳

动生产率提高的同时实现劳动报酬同步提高” [3]36-37。 “两个同步”的制度设计为缩小收入分配差距

提供了有力支撑,并对区域发展、脱贫攻坚、社会保障等民生领域进行具体安排。 党的十九届四中

全会擘画了“中国之治”的宏伟蓝图,在进行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总体设计时,突出了“走

共同富裕道路”的制度耦合。 比如,既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保障和改善民生、增
进人民福祉,走共同富裕道路的显著优势” [1]3 上升为坚定“四个自信”的基本依据,又“对社会主义

基本经济制度作出新概括,把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升为

基本经济制度” [43] 。 这个“三位一体”框架,标志着我国经济制度更加成熟和定型。 此外,还就“提

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按贡献

决定报酬机制”,“重视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 [1]15 等作出制度安排。

四、新时代共同富裕理论的价值取向与实践进路

马克思曾指出,“光是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 [44] 。 理论清

醒是政治上清醒的基本前提,政治上清醒是政策清晰落地并且见到实效的重要保障。 进入新发展

阶段,不论是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无缝衔接,从建党百年宣布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到浙江试点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先行区,再到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强调“在高质量发展

中促进共同富裕”的谋篇布局,“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已经从理念层面上升为国家战略,已经从学理

层面的原创性概念、判断、范畴、理论的研究,进入到实操层面的道路选择、目标设定、战略布局、政
策选择、制度保障与试点推进的落地阶段,呈现出抽象层面的理论建构与实践层面的功能落地“双

线思考”与“双向促进”特点。
新时代共同富裕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的最新体现,是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内在要

求,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道路的鲜明标识。 马克思主义依据社会经济形态而把社会划分为自

然经济、商品经济、产品经济(或时间经济)三大形态理论。 其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分期理论中占有重

要地位,是我们分析社会发展阶段的理论依据。 “人的依赖关系”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即前资本主义

社会,人的生产能力只能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任何个体成员都不能脱离其所赖

以生存的集体。 “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 即资本主义社会,普遍的商

品经济又使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普遍化,而这种普遍关系是通过物即金钱来实现的,物的依赖关系

取代了人的依赖关系。 以“自由人联合体”为基础的产品经济社会,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

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社会形态中,人既是自然界的自觉的主人,也是社

会的自觉的主人,因而成为人自身的主人[45] 。 “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既是

对社会主义社会特定的社会生产力的要求,也是对特定的社会生产关系的要求,共同富裕成为社会

主义社会的基本特点。 将“彻底消灭阶级和阶级对立,通过消除旧的分工,通过产业教育、变换工

种,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 [46] 作为共产主义原理的重要内容之一。 马克思主义社

会形态理论所提供的价值坐标,其正向度是人类的解放和每个人的全面发展,其负向度则是马克思

所说的人在各种“神圣形象”和“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 从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来看,
“制约着同资本积累相适应的贫困积累。 因此,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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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一极

是更多的或更大的资本家,另一极是更多的雇佣工人” [47]673-674 式的两极分化成为现实图景[47]708。
资本积累规律成因是资本主义的自我异化,其首先体现为“劳动主体的异化”,进而体现为“财富分

配的异化”和“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之间的矛盾尖锐化”。 致使出现“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

贬值成正比”,“货币作为现存的和起作用的价值概念把一切事物都混淆和替换了” [48] ,致使拜金主

义、利己主义盛行。 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的价值目标和价值导向,不仅要求人类从人对人的

“依附性”中解放出来,而且要求人类从人对物的“依赖性”中解放出来[49] 。 坚持以正当的方式分配

“收入与财富、义务与权利、权力与机会、公共职务与荣誉等等”这些物品,它给予每人以应得的东

西
 [50] 。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我们决不能允许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穷者愈穷富者愈富,决不

能在富的人和穷的人之间出现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 [3]19。 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

族人民,对内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对外推进世界和平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人类文明发展新形态,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在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同时,促
进人的全面发展,中国走出的是一条以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价值旨归的中国式现代化之路[36] 。

新时代共同富裕理论与中华民族“大同”梦想一脉相承,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基于历史自信的

历史主动精神,必将奋力书写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史诗。 儒家首提“天下大同”理想,强调社

会和谐的关键是财富分配公平。 针对西汉时期“富者田边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极端两极分化

现象,董仲舒提出了限民名田、薄赋敛、轻徭役、宽民力、盐铁皆归于民,禁止官宦与民争利等“调均

贫富”的策略。 在封建统治的王朝更替中,衍生出均田制、常平仓等制度措施,也留下了对“大同”理

想的诗意表达。 但基于“人的依赖关系”的维护地主阶级和皇权统治的封建社会,所追求的只是实

现小富、均富的梦想。 代表农民阶段的太平天国起义,“把天下田亩,按口均分;二十五家立一国库,
婚丧等费用,都取给国库,私用有余,亦须缴入国库等;全是极简单的思想,极灭裂的手段” [51] 。 代表

资产阶级的辛亥革命,宣告了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的结束,建立了以倡导“平均地权、节制

资本”的中华民国,力求建设国富民强、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也因没有切实的行动纲领、具体举措

而被历史、时代与人民所淘汰。 “两千多年中国只有‘大同世界’理想而没有丰富的物资来谋‘大同

世界’的现实” [52] 。 但“小康”和“大同”的美好梦想,已成为中华民族传承几千年的集体记忆与共同

追求。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论是从理论、制度还

是实践创新,都进行了不懈探索与实践,铸就了第一个百年的辉煌史诗。 中国共产党人通过的第三

个历史决议,总结了第一个百年的重大成就与基本经验,绘就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二个百年”必

须致力实现包括共同富裕在内的新蓝图。 比如,将“不断创造美好生活、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

裕”作为新时代五大特征之一;将“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

展”作为“十个明确”重要内容之一;将“坚定不移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道路”作为“坚持人民至上”
等“十个坚持”基本经验的重要内容;将“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作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目标;将“促进共同富裕”与“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
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并列,上升为国家战略。 这一标注历史航

向,指引未来发展的历史决议,必将见证中国共产党“对历史的最好致敬,就是书写新的奋斗历史”
的庄严承诺。

新时代共同富裕理论是走出经济增长下行周期的科学指引,是降低“新技术对社会财富分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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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凝聚力” [53]57 负面影响,在高质量发展中实现共同富裕的行动指南。 当前,世纪疫情与百年变

局相互交织,世界经济整体处于下行周期,“全球经济蛋糕不容易做大,甚至变小了,增长和分配、资
本和劳动、效率和公平的矛盾就会更加突出” [18]153,三大矛盾所带来的经济社会问题日益彰显。 经

济增速下降,直接导致就业岗位减少,虽然对高技术高薪岗位与低技术含量低薪岗位冲击不大,但
对绝大多数“好工作”产生直接冲击,致使总体就业形势更加严峻,直接冲击通过出卖劳动所得到的

工资收入。 而先富起来的群体更可发挥自身拥有的资本优势,通过多种投资方式、多种金融工具应

对已经到来或可能到来的风险,既在增量上拉大年均收入的差距,又在存量上致使累积的财富差距

越来越大,更难遏制长周期内贫富差距在代际之间的传递,因为“上一轮市场竞争的结果必将成为

下一轮市场竞争的起点,于是已有的实际上的机会不均等又为今后的实际上的机会不均等准备了

前提” [54] 。 加之“在经济增长减速时,社会对不平等的容忍度会减弱,贫富差距更容易触发社会矛

盾”。 正如斯坦福大学历史学教授沙伊德尔指出,“历史上不断扩大的不平等几乎都难以善终,最后

往往以大规模的暴力和灾难重新洗牌” [55] 。 与此同时,以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和基因技术为特

征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在推进人类共同福祉的同时,也出现“机器驱赶人” “算法替代人”等新的问

题,“这种转变可能导致财富进一步集中到资本和知识产权者手中” [53]71。 新时代共同富裕理论,一
方面强调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大蛋糕,使整个社会的财富水平极大提升;另一方面强调在“共同端”发

力,利用三次分配理论,在充分尊重市场,注重体现效率的前提下,更加注重发挥政府的力量和道德

的力量,主动克服“市场的道德局限”和“福利陷阱”,致力于在促进公平上做文章。 其将通过税收、
转移支付等手段,通过“水涨船高,大家受益”式的共同提升,进一步降低三大差距的不良影响,进一

步扩大社会中等收入群体比重,进一步提升福利政策的边际递增效应,不断促进社会的正向调节,
克服“内卷”“躺平”等消极影响,进而在高质量发展中实现共同富裕。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 如何充分发挥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将共

同富裕从战略目标变成策略路径,防止“急性病”“慢性病”“口头秀”“客里空”“中梗阻”“打折扣”,
真正将其从纸上的计划变为行动中的过硬措施,奏响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的共鸣

曲,需要做好打总体战、持久战甚至阻击战的准备,防止以下三大原因影响甚至阻断共同富裕的进

程。 即“首先,问题可能过于困难,不是我们现有能力所能解决的;其次,虽然有解决办法,但代价太

大;最后,我们的努力可能太少或为时已晚” [56] 。
具体而言,新时代推进共同富裕的路径选择有五。
一是要树立社会主义国家的新发展理念。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提出了包括共享在内的五大发展理念,全民共享、全面共享、共建共享、渐进共享正成为

在新发展阶段推进共同富裕的基本范式。
 

必须在共享理念的指导下划清国家、企业、个人与社会的

边界,充分发挥各方的积极性,切实发展人民经济[57] ,把“归根结底就是让全体中国人民都过上好

日子”真正落到实处,在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中充分体现“先富—共享—共富”的中国特色治国理政

之道。
二是要树立社会主义国家的新财富观。 既要克服小国寡民与安贫乐道,又要克服“经济人”假

说与财富异化;既要克服不注重生产力发展而一味追求公平的低水平的“平均主义”,也要克服不注

重社会分配只注重生产力发展所带来的社会达尔文主义。 正确处理资本与劳动、市场与政府的关

系,防止资本主义式的劳动异化、资本异化所带来的财富异化,打破“社会财富的增长与创造财富的

272



周廷勇　 新时代共同富裕理论建构的历史渊源、价值意蕴与实践进路

劳动者的贫困成正比”的财富分配怪圈,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调整和优化生产关系中,促进全体人

民的共同富裕。 “社会主义国家的新财富观既重视个人财富,更重视社会财富;既重视物质财富,更
重视精神财富;认为财富来自社会,也要回归社会” [19]193-208。

三是要树立社会主义国家的新分配观。 就是要充分发挥第一次分配、第二次分配与第三次分

配的综合作用,在初次分配中,要发挥各种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彰显市场这支“看不见的手”的作

用,充分体现注重效率的价值取向;在第二次分配中要充分发挥政府“看得见的手”的调节作用,通
过税收政策与转移支付等手段,防止“三大差距”鸿沟的继续扩大;在第三次分配中,要积极发挥道

德的力量,激发社会各界人士与企业界人士伸出援助之手,在慈善与志愿等服务中发挥好重要

作用。
四是要树立社会主义国家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观。 具体而言,就是要正确处理做好蛋

糕与分好蛋糕的关系,只有在生产发展的前提下,分配才有基础,只有做好分配工作,生产才有积极

性。 要正确处理好近期与远期的关系,防止一哄而起,一上就乱。 要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正确

处理试点推进与面上推广的关系,既要考虑顶层设计,又要考虑基层创新,还要考虑各地可能。 要

正确处理机会平等与规则平等的关系,通过提供平等的受教育机会与充分的就业岗位,提高社会整

体活力。 同时,要从法制上入手,“努力健全国家治理急需、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必备

的法律制度” [58] 。
五是要织密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网。 要适应社会老龄化现实需要,促进我国社会保障事业高

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真正把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建立在经济和财力可持续增长的基础之上,充分

考虑需要与可能,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不脱离实际、超越阶段,防止“漏保” “脱保” “断保” “穿

低”等现象发生,真正发挥好民生保障安全网、收入分配调节器、经济运行减震器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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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mmon
 

prosperity
 

is
 

the
 

basic
 

goal
 

of
 

Marxism
 

and
 

the
 

human
 

dreams
 

since
 

ancient
 

times.
 

It
 

is
 

not
 

only
 

an
 

essential
 

requirement
 

of
 

socialism 
 

but
 

also
 

an
 

important
 

feature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and
 

a
 

major
 

responsibility
 

of
 

the
 

Party
 

and
 

government.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taken
 

it
 

as
 

its
 

original
 

aspiration
 

and
 

mission
 

to
 

seek
 

happiness
 

for
 

the
 

people
 

and
 

rejuvenation
 

for
 

the
 

nation
 

since
 

its
 

founding.
 

Over
 

the
 

past
 

100
 

years
 

since
 

its
 

founding 
 

the
 

CPC
 

has
 

always
 

taken
 

common
 

prosperity
 

as
 

the
 

focus
 

of
 

fulfilling
 

its
 

original
 

aspiration
 

and
 

mission 
 

constantly
 

creating
 

great
 

achievements
 

worthy
 

of
 

the
 

times 
 

the
 

people 
 

and
 

history 
 

and
 

constantly
 

deepening
 

its
 

systematic
 

thinking
 

on
 

major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ssues
 

concerning
 

common
 

prosperity.
 

Since
 

the
 

18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with
 

Comrade
 

Xi
 

Jinping
 

at
 

the
 

core
 

has
 

adhered
 

to
 

a
 

people-centered
 

development
 

philosophy
 

and
 

implemented
 

a
 

new
 

vision
 

of
 

innovative 
 

coordinated 
 

green 
 

open
 

and
 

shared
 

development.
 

Both
 

take
 

a
 

long-term
 

perspective 
 

and
 

based
 

on
 

the
 

present 
 

the
 

Party
 

leads
 

the
 

Chinese
 

people
 

of
 

all
 

ethnic
 

groups
 

to
 

win
 

the
 

battle
 

against
 

poverty 
 

build
 

a
 

well-off
 

society
 

in
 

an
 

all-round
 

way
 

on
 

Chinese
 

land 
 

promoting
 

all
 

people s
 

common
 

prosperity 
 

answering
 

common
 

prosperity
 

theory
 

logic
 

and
 

realistic
 

foundation
 

from
 

a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dimension 
 

manifesting
 

the
 

historical
 

context
 

and
 

value
 

orientation
 

of
 

common
 

prosperity 
 

forming
 

the
 

theory
 

of
 

common
 

prosperity
 

in
 

the
 

new
 

era.
 

Looking
 

back
 

on
 

the
 

Party s
 

one
 

hundred
 

years
 

history 
 

the
 

Party
 

has
 

always
 

insisted
 

on
 

the
 

guide
 

of
 

Marxism 
 

been
 

closely
 

around
 

the
 

subject
 

of
 

realizing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deepening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explore
 

on
 

realizing
 

common
 

prosperity 
 

continuing
 

to
 

deepen
 

the
 

theoretical
 

understanding
 

of
 

common
 

prosperity 
 

successfully
 

founding
 

the
 

way
 

to
 

achieve
 

common
 

prosperit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theory
 

of
 

common
 

prosperity
 

in
 

the
 

new
 

era
 

has
 

a
 

profound
 

historical
 

origin
 

and
 

a
 

solid
 

theoretical
 

basis.
 

It
 

reflects
 

the
 

distinctive
 

mark
 

of
 

the
 

new
 

way
 

of
 

Chinese
 

style
 

modernization
 

and
 

the
 

historical
 

initiative
 

spirit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t
 

provides
 

scientific
 

guidance
 

for
 

the
 

realization
 

of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has
 

profound
 

value
 

implication
 

and
 

strategic
 

direction.
 

Based
 

on
 

the
 

new
 

stage
 

of
 

development 
 

we
 

should
 

carry
 

out
 

the
 

new
 

development
 

concept 
 

build
 

a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and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We
 

should
 

also
 

establish
 

a
 

new
 

view
 

on
 

development 
 

wealth 
 

distribution 
 

common
 

prosperity
 

of
 

socialist
 

country 
 

and
 

perfect
 

the
 

social
 

safety
 

net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e
 

need
 

to
 

make
 

persistent
 

efforts
 

to
 

achieve
 

more
 

tangible
 

progress
 

toward
 

common
 

prospe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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