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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新质生产力何以推进共同富裕
———基于数字赋能与数字平权的解释

陈桂生,吴合庆
(天津师范大学

 

政治与行政学院,天津　 300387)

摘要:新质生产力是助推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共同富裕发展的新动能。 数字生产力创新变革传统

生产模式,以技术创新驱动为核心形塑数字新质生产力,成为推进共同富裕的有效抓手。 从理论、历史

与实践维度剖析数字新质生产力嵌入共同富裕的内在机理,阐释传统生产力迈向新质生产力的演进逻

辑。 理论维度上,数字生产力与新质生产力同构共生,衍生出推进共同富裕的数字新质生产力概念;历
史维度上,数字新质生产力促进共同富裕公平正义发展,平衡效率与公平关系;实践维度上,数字新质生

产力耦合数字赋能扩散效应与数字平权分配正义,推动社会数字化再生产的创新,并夯实共同富裕基

座。 数字新质生产力语境下的共同富裕是以数字赋能“做大做优蛋糕”的价值共创与以数字平权“公平

分好蛋糕”的价值共享为逻辑起点。 在价值共创上,数字技术赋能经济效益升级、数字要素挖掘社会再

生产价值、数字治理营造共同富裕社会新生态,制定了实现共同富裕价值共创的实践方案;在价值共享

上,保障数字生产主体权能、加快数字基本服务均等化、提升城乡数字发展协同化,提升了共同富裕成果

共享水平。 基于价值共创与价值共享的数字化生产实践融合于共同富裕的价值指向,助益数字新质生

产力效能扩散。 共同富裕与数字化生产的耦合效应体现为基于数字赋能的价值共创与基于数字平权的

价值共享,而以数字赋能与数字平权为内容的数字化生产则锚定着共同富裕的增量与底色。 数字新质

生产力助推实现共同富裕需数字“赋能发展”与“平权共享”的双轮驱动:一是以“赋能”增“效能”,诉诸

数字赋能的生产新模式,从迭代数字生态产业红利、升级智慧生活应用的智能红利、拓展适老化智能服

务创新红利等方面放大数字红利的可及性效应;二是以“平权”稳“分配”,以形塑人本主义的数字生产

理念、建构数字公益治理共同体以及优化数字公共服务共享来纾解数字红利普惠难题。 数字新质生产

力赋能共同富裕,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供给源动力,提升社会数字化生产效能,推动共同富裕发展行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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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与文献述评

(一)问题提出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是推动社会进步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最终决

定力量。 2023 年,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深刻指出,要“积极培育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

造和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培育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1] 。 新质生产力是创

新主导、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与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

理念的一种先进生产力质态,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正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

原创性成果,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最新发展。 在此基础上,2024 年 1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

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进一步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

重要着力点,必须继续做好创新这篇大文章,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 [2] 。 由此,新质生产力概念

的提出进一步丰富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基础,也为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提供新发展路径。
随着数字技术嵌入社会生产领域的程度加深,作为新质生产力的一种表现形态———数字在共

同富裕建设过程中的赋能作用也日益凸显,数字生产力在多领域激发了数字新业态发展动能。 它

不仅驱动产业组织新经济价值的生成,而且也助推着社会数字化生产效能提升并持续夯实着共同

富裕的财富积累基础。 换言之,数字生产力是社会数字化生产转型的助推器,也是提升社会生产效

能的价值工具,更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前置条件。 由此可见,数字生产力在提升整体社会财富增量的

同时也助益富裕社会的公平共享,而数字赋能与数字平权则协同推进数字化社会生产转型与共同

富裕社会建设。 在此基础上,数字新质生产力可概念化表述为基于新质生产力理论,遵循价值共创

与价值共享,发挥数字技术的赋能与平权功能,创新数字生产力新样态而推进共同富裕目标的创新

质态。 一方面,超越传统生产力运行范式,数字新质生产力数字化地再造着效率与公平兼具的社会

生产新质态。 作为数字新质生产力推动共同富裕建设的双轮,数字赋能指向社会生产力变革的共

建,兼具激发社会财富“扩存量”与“提增量”的价值共创功能;另一方面,数字平权则锚定财富公平

分配关系的共享,以财富分配公平为价值旨归,着眼于共同富裕的价值共享关系建设。 显然,社会

生产场域的数字技术要素支撑、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与绿色可持续发展,无不展示着新质生产力、数
字生产力与数字新质生产力的新质态特征。 某种意义上,发展新质生产力、数字生产力、数字新质

生产力与推进共同富裕相辅相成,它们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范式的多样态实践。 进言之,数字新质

生产力视域下的数字赋能共同富裕实现需要回应如何夯实物质财富基座、缩小收入差距与城乡差

别等经济增长问题,并诉诸于增强人民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等关系构建。 总之,数字赋能与数

字平权共生同构于数字新质生产力体系,表征着以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为内容的共同富裕发展。
如果在赋能层面,共同富裕是以全体人民共创社会财富的数字“使能”过程[3] ;那么在平权维度,共
同富裕则面向全体人民以及人与社会的互促发展。 从数字赋能与数字平权的作用机制看,共同富

裕的共建共享贯穿于“赋能”蛋糕“做大”的过程以及“平权”蛋糕“分好”的结果之中[4] 。 因而,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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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平权保障共同富裕发展,应注重利益分配机制建设,确保数字红利为全民共享。
就问题域而言,如何解读数字新质生产力嵌入共同富裕的逻辑自洽? 数字赋能、数字平权与共

同富裕间的关系及其运行机制是什么? 如何从平权共享与赋能发展的路径数字化推进共同富裕社

会建设等问题,都应成为重要议题。
(二)文献述评

共同富裕与新质生产力的主题研究成为当下的学术热点。 扼要地看,在共同富裕的内涵与实

践路径上,共同富裕是富裕的共享,也是共享的富裕,其属性是兼具发展与共享的综合体[5] ,实现全

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6] ,是全体与全面、精神与物质、共建与共享的有

机统一[7] 。 共同富裕离不开数字财富这一新型社会财富的推动力量[8] ,释放出数字经济促进财富

积累和成果共享的效应[9] 。 面对城乡共同富裕发展问题,在发展融合、要素融合与社会融合方面存

在梗阻[10] ,从加快数字政府整体协同[11] 出发,促进城乡要素双向有序流动[12] 、提高数字技术与农

业生产的耦合度[13] ,并从价值创造和价值分配两方面促进共同富裕[14] 。 聚焦于数字新质生产力相

关研究,新质生产力的本质是创新驱动[15] ,其代表新质态的生产力[16] ,以发展创新、要素创新、生产

力跃升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发展理论[17] ,并以新技术、新动能与新质能加速生产效能提升[18] 。
数字化生产创新时代,以数字技术为抓手,实现新质生产力赋能共同富裕的现实价值[19] 。 数字技

术[20] 、数据要素[21]赋能社会再生产的多维领域,以科技创新为导向,探索“数实”一体化发展新模

式[22] ,通过技术、管理与模式创新实现新质生产力的数字化转型[23] ,打造数字新质生产力[24] ,赋能

社会共同富裕,提升中国式现代化高质量发展水平。
综而观之,梳理共同富裕与数字新质生产力的文献,发现既有研究主要集中于数字情境下共同

富裕的因应策略。 整体上说,基于数字新质生产力背景,从数字赋能与数字平权为切入口聚焦共同

富裕发展动力与分配公平的研究较少涉及。 一方面,数字赋能共同富裕建设多从数字赋能的普惠

效应以及数字技术助推城乡融合发展的宏观层面展开,而以数字要素赋能数字化生产生活、以弥合

数字鸿沟促进共同富裕的研究也有待挖潜。 既有的数字平权研究虽已从市场机制与社会制度角度

对公平分配作了讨论,但从主体权能、数字公益、数字服务供给的数字平权体系等维度,研究分配主

体平等与共同富裕成果共享公平的议题应进一步拓展。 另一方面,当前新质生产力正成为学术研

究热点,基于宏观层面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来研究新质生产力的成果较多,主要聚焦于新质生产力的

基本意涵、历史演进、现实特征、困境挑战以及发展路径等。 诚然,关于新质生产力的研究成果丰

硕,但从中微观层面结合数字生产创新与共同富裕的相关研究仍需丰富。 故此,本文尝试从数字新

质生产力概念出发结合数字化生产转型时代背景,从理论、历史与实践的三维解读数字新质生产力

何以赋能共同富裕? 进而以价值共创与价值共享为数字新质生产力耦合共同富裕的逻辑起点,以
数字赋能式发展与数字平权式共享为创新工具,以数字技术创新激发新质生产力为要素活力,一方

面研究共同富裕存量与增量的双增,完善数字技术创新促进共同富裕红利共享机制。 另一方面讨

论数字技术推动社会生产新旧动能转换、数字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畅通数字生产要素流动,如何

以数字新质生产力为抓手提升社会数字化生产效能与共同富裕水平。

二、理论、历史与实践:数字新质生产力嵌入共同富裕的三重维度

数字新质生产力是对传统生产力的继承与超越,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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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 [25] 。 数字新质生产力相较传统生产力在数字赋能方式之“新”与数字平

权关系之“质”上优化提升。 从共同富裕的发展脉络看,数字新质生产力嵌入共同富裕不仅具有厚

重的历史渊源,也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更具有鲜明的实践特征。 它表现为以数字生产力为抓手的

数字治理已全方位、多领域地融入社会生产与人民生活,并持续为共同富裕提供动能。 从历史、理
论与实践之维剖析数字生产力如何推进共同富裕进程,既凸显数字新质生产力嵌入共同富裕的内

在价值,也益于增进对数字治理促进共同富裕发展的系统认知。
(一)理论维度:共生于数字新质生产力的共同富裕与数字治理

如果说治理现代化为共同富裕的可持续发展营造了稳定的社会环境,那么数字治理则为治理

现代化与共同富裕供给新动能。 一方面,数字赋能为“中国之治”探索出了一条新质生产力发展之

路,也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新的可能。 另一方面,数字平权则为共同富裕红利共享与数字红利公

平分配提供了前置条件。 从“经济新常态”“新发展理念” “高质量发展”到“新质生产力”的中国之

治其实是一脉相承的理论推进,数字治理不仅与治理现代化紧密关联,而且也助推着共同富裕建设

跨越式发展。 因此,数字新质生产力不仅紧密关联数字中国建设,也助推着共同富裕发展进程。
1. 数字赋能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新质生产力质态

数字“赋能”与共同富裕“使能”的系统转换实践表明,数字赋能既是共同富裕的创新动力,也是

符合新发展理念的一种先进生产力质态。 之所以成为促进共同富裕的新动能,是因为它双向延展

了个体与社会的数字潜能与价值空间。 从个体发展看,数字赋能个体数字化应用技能与治理参与,
使个体需求对接共同富裕成果,并激励其能动地参与数字实践。 从社会经济发展看,数字赋能加速

数据要素结构重组与产业数字化分工,数据要素促进我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26] ,体现数字技术的

要素驱动与价值创新过程。 概言之,一是在整合数据、要素流动与资源配置的基础上最大化数据要

素的经济效益,探索高经济价值的数字产业化途径;二是以产业数字化助力社会生产方式与生产结

构再造,进而提升数字新质生产力生产效率。 数字赋能不仅加速数字资源要素的跨域流动,也大大

提升了生产资源的产出效率。 总之,在共同富裕的“做大蛋糕”层面,个人发展与社会经济增长协同

推进着数字中国建设与社会财富量增水平。
2. 数字平权调适利益共享的分配秩序

数字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必然引起生产关系变革,带来利益分配秩序的重新调整。 作为一种前

置性“看门人”角色,数字平权规定着共同富裕成果与数字红利共享而诉诸于分配正义。 由此,共同

富裕所要求的共建共享与分配公平应以数字平权作支撑,后者是共同富裕社会的合法性基础,它指

向无差别群体的分配正义。 因而,共同富裕的实现既需要全体人民的“共建”,也需要普惠可及的机

会平等,进而实现发展成果最广泛“共享”。 数字新质生产力赋能共同富裕阶段是以人民性与正义

性为行动准则,这是因其与数字平权在“人民主体”与“平等共享”内涵上的一致性。 进一步讲,通过

缩小数字红利分配差距,数字平权给予弱势群体以更多人文关怀,精准熨平因“数字鸿沟”而引致的

“马太效应”。 从公平竞争、阶层流动切入,数字平权的“共富”机制将在促进就业创业公平、增进劳

动力流动等方面着力于贫富分化问题应对。 由此,以价值共享消弭群体间差距,数字平权为物质财

富与精神财富的共享创造着与数字新质生产力适配的新型生产关系。
(二)历史维度:转型发展中公平与效率的时代抉择

生产力迭代升级贯穿于整个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生产力发展兼顾公平与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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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调适着共同富裕建设的“好”与“快”关系。 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科学发展观再到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好”与“快”在不同历史时期被赋予不同的优先次序。 数字新质生产力

背景下,衡平“好”与“快”的关系是回应效率和公平互促的共同富裕[27]不容回避的议题。 因此,“富

裕”的发展与“共同”分享,既是共同富裕的基本内容,也是数字新质生产力的目标任务。
1. 赋能发展是新质生产力赋予共同富裕的时代命题

赋能发展是数字新质生产力推进共同富裕的价值追求与现实路径。 数字新质生产力旨在围绕

经济发展这一主题提升社会生产力与物质精神水平,进而追求更高质量的社会发展。 作为数字新

质生产力创新要素的数字技术,在为共同富裕发展注入动能的同时也成为共同富裕的重要特征。
数字化时代中的共同富裕是以数字手段与发展目标深度融合为特征的社会发展模式。 一方面,它
赋能社会生产生活的质效提升,以此为积累物质财富与丰富精神富裕内容创造条件;另一方面,人
力资源是引领共同富裕的关键要素。 培育数字新质人才为数字新质生产力赋能共同富裕注入新动

能,并通过人才要素的跨域流动缓解区域禀赋差异。 换言之,数字技术变革社会生产,数字赋能共

同富裕社会建设不仅表现在动力引擎上增进了量的飞跃,而且在数字新质生产力的质态上也增进

了共同富裕的文明程度。
2. 平权共享是新质生产力赋予共同富裕的底线逻辑

共同富裕不是“均贫富”,而是兼顾社会发展的效率与公平。 公平正义是数字新质生产力视域

下发展共同富裕的底线逻辑,让全体人民共享共富发展的机会和数字红利是其核心要义之一。 在

基本民生需求满足后,人们对共同富裕的公平正义提出更高要求。 这是因为,数字新质生产力语境

下的共同富裕是全面富裕、全民富裕与共享富裕,将公平正义理念融入社会发展进程是推动共同富

裕向公平正义迈进的必然要求。 共同富裕社会的实现,要以社会主义分配制度为原则,秉持公平正

义底线,规避资本侵蚀社会发展“空间正义”的风险[28] 。 发展数字新质生产力推进共同富裕,分好

“蛋糕”是关键,要体现公平性又要兼具共享性。 其中,公平性即缩小贫富差距的两极分化,完善数

字化财富分配制度;共享性则指向全民共享与全面共享,一是共建主体人人享有共富成果,二是数

字新质资源公平配置,全面保障全体人民共享数字新质生产力释放的数字红利。
(三)实践维度:作为共同富裕实现方式的数字生产力创新

实践表明,数字嵌入为社会治理的场景应用创造了更多可能,而数字新质生产力也能动地成为

推进共同富裕的新工具。 数字时代,数字新质生产力驱动生产力变革并促成生产质效的跃升,大数

据、区块链、ChatGPT 等数字技术广泛运用,加速产业数字化与数字产业化的迭代升级,这为共同富

裕供给了强劲有力的技术支撑。
1. 数字赋能发展是数字新质生产力推进共同富裕的事实呈现

现实地看,数字赋能发展是夯实共同富裕底座的实践需要,而作为新质生产力时代特征之一的

产业数字化发展大幅增进着数字化生产效能。 新业态、新模式与新动能的产业数字化过程夯实了

数字新质生产力赋能于共同富裕社会的经济基础,有利于“做大蛋糕”体量。 在产业数字化与数字

产业化进程中,生产、运输、销售与分配等市场环节的数字赋能过程,大大提升了数字生产要素的利

用效率与应用价值。 在社会领域,数字赋能聚焦于收入分配、就业创业、公共服务、贫困治理等问题

的破解,进一步营造了共同富裕的稳定发展环境。 由此可见,因其为共同富裕做大“蛋糕”的动能挖

潜,数字赋能业已成为实现共同富裕的创新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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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数字平权体系是数字新质生产力回应富裕共享的现实要求

数字赋能与数字平权构成驱动共同富裕的双轮,对应着“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目标。 在

“做大蛋糕”的增量前提下,“分好蛋糕”的公平正义也不应偏废。 在数字新质生产力赋能共同富裕

过程中,建构数字平权体系是遵循共同富裕社会福利分配原则的现实要求。 一方面,数字创新驱动

共同富裕,要求新质生产力深度融入社会产业,多元化衍生新经济产业形态。 某种意义上,产业数

字化转型过程其实也是一个数字平权理念下的新质生产力消解产业差异的应用过程。 在提质增效

的同时,数字生产力以数字技术不断弥合着发展过程中的事实差异。 另一方面,以跨域统筹数字资

源一体化机制、赋能数字生产组合的质态优化,数字平权不断缩小区域行业间的数字产业资源分配

差距,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水平也由此得以提升。

三、价值共创与价值共享:数字新质生产力耦合共同富裕的两个节点

以数字技术创新驱动为核心的数字新质生产力不仅为共同富裕量增注入新动能,也为均衡可

及的价值分配带来了新契机。 数字生产力提升是一个面向新质生产力和共同富裕实践的系统工

程。 从数字赋能“做大蛋糕”的价值共创与数字平权“分好蛋糕”的价值共享的两个维度而言,围绕

价值共创与价值共享两个关键点,数字新质生产力赋能共同富裕的基本价值持续放大。 换言之,价
值共创与价值共享是将数字新质生产力与共同富裕任务有效连接起来的两个重要节点,并基于此

创造了以数字技术创新赋能共同富裕的中国经验。
(一)价值共创:以数字赋能“做大蛋糕”
面向共同富裕的价值共创是全体人民做大“蛋糕”的合作过程。 从数字新质生产力赋能共同富

裕发展的价值意蕴看,数字技术促进产业经济升级、数字要素挖潜社会价值、数字治理推动共同富

裕整体进程,释放数字新质生产力“乘数效应”,夯实社会财富基础。
1. 数字赋能产业价值合作升级

在发展数字新质生产力背景下,数字技术创新提升社会生产效率,进而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持

续动力。 具体来说,数字智能化拓展生产技术应用空间,并迭代数字新质生产力在价值共创中的赋

能效用。 一方面,数字新基建项目为产业生产优化生产基础,延伸数字产业链的价值再造空间,促
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其对产业生产过程的正向作用不仅指向社会生产数字化升级,更是聚焦

于数字化新业态生成、数字产业附加值提升以及跨域数字产业合作。 另一方面,数字技术促进企业

协同生产创新模式,以大数据服务平台增进企业间信息互联互通,破除信息壁垒,响应市场需求,助
推产业生产数字化转型,提升企业生产的经济附加值。

2. 数字要素合力挖掘社会价值

数字要素构成数字经济体系的微观单元,其在资源配置优化与生产效率提升方面凸显了数字

新质生产力推进共同富裕的社会价值。 资源属性与应用属性是数字要素挖掘与创造数字经济价值

的两个重要特征。 一方面,在价值生成维度,资源化是数字要素价值性赋予的过程。 通过识别、分
析、整合、应用等流程,它将流动的数字要素视为价值应用的生产性资源。 数字要素的资源化过程

及生产要素的数字流动性突破时空界限,助推数字要素价值再造。 另一方面,在数字应用维度,可
重复应用数字要素放大信息开放的共享性,拓展数字技术生产的应用规模。 通过积极开拓数据要

素市场价值增值路径[29] ,特别是加强在生产领域的技术创新,激发数字技术赋能数字要素活力并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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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融入社会生产,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实现。
3. 数字治理推进富裕社会共建

数字新质生产力赋能社会发展多重领域,其中,数字技术嵌入成为数字治理体系与能力现代化

的创新工具。 数字治理创新实践为基层社会治理提供新思路,并耦合社会数字治理与共同富裕的

内在价值。 一是,构建“互联网+社会治理”数字治理模式,整体性推进社会治理效能。 面向社会需

求,数字治理因时、因地、因需地创新共同富裕社会建设形式。 通过吸取数字治理新经验,运用数字

化手段增进实现共同富裕的可及性。 二是,数字治理推动共同富裕发展是多领域、全方位的系统性

工程。 数字治理促进共同富裕不仅体现在数字技术促进各行业的生产力提升效应方面,也体现在

扶贫事业中构筑起数字治理网络进而实现精准扶贫,协同推动共同富裕社会的共建进程中。
(二)价值共享:以数字平权“分好蛋糕”
以数字新质生产力促进共同富裕的价值共享,是一个福利分配与红利分享的数字化财富配置

过程,它是数字平权理念对“分好蛋糕”的一种现实反映。 “分好蛋糕”不仅应着眼于赋能全体数字

公民参与“做大蛋糕”的平等机会,更应着力于赋予“人格化”数字主体参与的资格权能。 从数字平

权原则出发,夯实数字行为主体权能、加快数字基本服务均等化、数字化融合城乡技术应用,是提升

共同富裕成果共享水平的现实路径。
1. 数字行为主体权能的“稳”与“增”
就数字行为主体而言,数字权能的平等获得是数字新质生产力推进共同富裕价值共享的必要

条件。 价值共享首先在于数字主体治理权能的“稳定与可预期”,这是因为保障治理主体的数字权

能是打造普惠可及的数字治理模式的必要条件。 在实现数字主体地位平等上,数字平权维系并增

强着主体间的协作;在数字资源应用权利平等上,数字平权赋予各主体“平等可取”与“平等可用”的

数字资源权利,完善着机会公平与公平竞争的数字平权体系。 其次是数字主体治理权能的“量增与

扩张”,即数字治理场景创新要求打破既有的数字藩篱,畅通数字要素流动与技术合作、学习模仿的

流程重塑,释放数字主体创新治理的“加速度”。 数字平权赋予数字公民的治理创新动能,使数字治

理推动中国式共同富裕的创新空间更加多样化。 由此,建立在主体平等基础之上的数字要素流动、
数字信息共享与数字技术应用价值增殖,协同推进着“分好蛋糕”的数字平权实践。

2. 基本公共服务数字化均等的“量”与“质”
加速推进数字化基本服务均等水平,既是保障民生、提升数字幸福感的有效途径,也是推动共

同富裕的关键举措。 数字新质生产力助推数字公共服务均等化是促进共同富裕发展的关键举措。
“规模扩展”与“质量提升”构成数字新质生产力优化公共服务的有效路径。 一方面,数字新质生产

力拓宽数字基本服务的覆盖面,延伸数字平权“触角”。 数字服务的专业化再分工将数字技术融入

多样化服务场景,为不同群体提供平台搭建、网络社区、数字申请等基础性数字化服务。 数字基本

服务均等化不放弃对社会弱势群体平等性的考察,锚定无障碍改造及适老化数字服务的提供,成为

扩大弱势群体服务供给规模的新载体。 这样一来,平权理念下的基本公共服务空间与规模得以数

字化延展,数字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也随之被实践验证并不断推进。 另一方面,数字新质生产力优

化数字公共服务质量。 以“最多跑一次”“一网通办”“高效办成一件事”等“放管服”改革,数字平权

践行着普惠民众并提升数字服务质量的共富要求;而“群众少跑腿、数据多跑路”在便捷群众的业务

办理方面则大大加速了公共服务领域的效能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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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数字融合城乡发展的“和”与“美”
在数字化应用的深度与幅度方面,城乡融合的数字新质生产力应用水平尚存较大差距。 但不

可否认数字赋能农村数字化减贫效应[30]使得这一差距在共同富裕的数字化共享中有被逐步缩小的

趋势。 进言之,数字新质生产力赋能城乡共富发展不仅助益破解“三农”问题,也拓宽数字技术赋能

乡村“三生空间”,更进一步推进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建设。 一是在生产领域,数字新质生产力赋能

乡村数字产业振兴。 凭借技术下乡、乡村农业产业数字生产链延伸、产业经济增值空间拓展,农民

增收致富之路越走越宽。 二是在生活领域,数字新质生产力赋能新型职业农民的数字素养提升。
乡村数字平台不仅丰富村民数字精神文明与数字技能的获得,也吸纳着“数字新农人”参与乡村共

同富裕事业的建设。 三是在生态领域,乡村人居环境的数字化整治实践大幅提升农村生态宜居水

平。 随着乡村数字农文旅、生态数字平台、环境数字监测等数字生态治理实践的深入,在城乡数字

要素融合发展的同时,生态价值向经济价值转换的进程也大大加快。

四、赋能发展与平权共享:数字新质生产力赋能共同富裕的新时代进路

在数字化时代,超越传统生产力的数字新质生产力融合数字赋能与数字平权的价值内核,应积

极探索数字新质生产力推进共同富裕的现实进路,进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进程,提升全体人民

福祉。 从数字新质生产力赋能共同富裕的逻辑看,以“赋能”增“效能”是夯实共同富裕底座的必要

条件。 它着眼于数字新质生产“可及性”数字红利,保障共同富裕数字红利内容的获得;以“平权”稳

“分配”,破解“数字鸿沟” 则是提升共同富裕水平的前提条件。 它聚焦于数字红利主体的“普惠

性”,诉诸共同富裕所面向的财富分配与共享关系。
(一)以“赋能”增“效能”,提升数字红利水平

数字新质生产力融合社会生产生活场景,数字化延展了共同富裕的空间应用。 从迭代数字生

态产业红利、升级智慧生活应用的智能红利、拓展适老化智能服务创新红利等方面出发,如何以“赋

能”手段增进“效能”目标的实现是必答题。 为此,在工业生产数字化与社会生活智能化等数字平台

上,物质性财富的增加将为共同富裕的高质量发展,夯实螺旋式转型发展的数字红利底座。
1. 迭代数字产业的互联网红利

数字技术产业化的嵌入与应用加速了数字赋能互联网经济发展的进程。 截至 2023 年 12 月,我
国网民规模达 10. 92 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

 

77. 5%。 5G 应用融入 97 个国民经济大类中的 71 个,规
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 17

 

483 亿元[31] 。 数字新质生产力的数字技术

应用加速了数字赋能工业互联网经济发展的进程,升级工业互联网技术创新的新质态,释放数字新

质生产力红利。 为此,一方面从横向突破产业边界,扩展用户关系圈层,赋能工业互联网的流程再

造。 如,以科研人才引领互联网信息化研发平台与工业技术创新,打造“数字工厂”与“数字车间”,
催生新业态与产业新模式;围绕工业产业链,前瞻性地布局“十五五”数字工业体系,拓宽颠覆性、创
新性技术在工业生产领域的运用规模。 另一方面跨界纵向完善产业链整合、重构链圈式产业价值

体系。 如,加大工业互联网平台与互联网开发应用示范区,整合“平台+内容+应用+终端”为内容的

垂直闭环数字产业链,不断创新工业互联网生态红利获取方式;创新数字工业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

发展模式,耦合数字技术迭代与现代工业更新的螺旋式发展目标,将数字生态红利反哺数字工业以

发展数字新质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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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升级智慧生活应用的智能红利

数字新质生产力融合生活场景,推动数字赋能智慧生活应用红利的升级。 社会民生领域,数字

新质生产力契合共同富裕发展目标,凭借数字技术精准捕捉社会民众生活需求,研发多场景应用的

数字技术服务产品,提升民众数字生活水平。 由此,一方面,从数字生产的“技术逻辑”转向“人本逻

辑”,突出共同富裕发展中人民的主体性价值。 建构遵循数字人文关怀理念的普惠可及的“温情数

字”服务体系,给予社会弱势群体以有温度的数字化服务。 另一方面,智慧生活应用红利的延展还

需要厚植数字技术研发的人本理念,创新多场景应用的智能服务。 运用大数据与物联网技术记录、
收集、分析与应用数据,将其嵌入诸如数字社区、数字医疗、网络教育、智慧交通、智能穿戴以及网络

消费等大众化数字生活空间。 由此,多场景的智慧生活应用不仅为推进智慧生活技术的可持续发

展提供了创新场域,也进一步扩大了数字智能红利共享水平及其发展规模。
3. 拓展适老化智能服务的创新红利

 

“代际数字鸿沟” [32]是数字经济发展与人口老龄化社会的现实梗阻,它说明数字能力不平等现

象依然存在。 发展数字新质生产力建构适老型数字友好社会,帮扶社会老龄群体,是秉承共建共享

共同富裕成果的正义性要求。 通过数字技术在家庭、政府、企业层面有效衔接“需求端” 与“服务

端”,开发适老化产品与无障碍数字便捷服务[33] 。 一是在家庭层面,增进对老年群体的数字生活引

导。 增加其诸如移动支付、社交应用程序、数字购物以及适度网络化生活所需的数字素养培育;二
是在政府层面,以数字新基建方式推进适老化数字基础设施升级,夯实数字生活的技术基础。 这就

需要增加财政投入开发数字智能服务项目为老龄群体提供便捷数字服务,精准解决其数字化生活

中的“急难愁盼”。 三是在数字企业层面,企业肩负社会责任,遵循逐利而不忘义的原则,结合人文

关怀与“银发经济”的市场驱动力,研发适老型智能产品与无障碍信息服务。 为此,在以年轻、快速、
迭代为主题的数字产业化浪潮中,应兼顾老龄群体的需求,开发诸如适老化 APP、语音指示操作系

统以及简化网络可视化操作页面等适老化用户服务以适配其数字体验感、获得感。
(二)以“平权”稳“分配”,破解“数字鸿沟”障碍

“效率与公平兼顾且更加注重社会公平” [34] 的共同富裕社会发展愿景,需要吸纳全民主体参

与,以全民平等共享与公正分配均衡为共识。 发展数字新质生产力,通过“平权”稳“分配”是分好

“蛋糕”、实现共同富裕数字红利的公平分配的价值遵循。 也就是说,共同富裕应更多聚焦从数字平

权出发的和谐财富分配关系构建。 以数字平权为准则,需要从形塑以人本主义的数字生产理念、打
造数字公益社会治理共同体以及优质公共服务的数字化共享等方面,弥合数字新质生产力赋能共

同富裕过程中财富共享的现实鸿沟。
1. 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数字化生产理念

数字新质生产力赋能共同富裕发展是人民生活及社会整体发展水平提高的工具创新。 数字平

权理念蕴含“人民性”“民主性”,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伦理契合共同富裕的价值诉求。 一方面,
以人民利益为起点,在创新社会数字化生产模式与生产实践时都应注入民本价值的内容。 为此,既
需要建立便民化生产信息服务的数字平台,切实关心民众生产实际需求,又要因地制宜地创新便民

服务的数字化工具。 另一方面,以人民利益为归宿,以数字平权理念践行共同富裕进程中的收入分

配体制与共享机制。 在收入分配上,以数字技术衡平初次分配、再分配与三次分配间的结构关系,
推进由“金字塔型”向“橄榄型”收入分配结构的转换步伐;在成果共享上,拓宽数字化生产红利普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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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性群体的规模,关注分配活动在主体、客体、内容、程序上的公平属性,保障数字社会所有公民

基本权益。
2. 打造“数字公益”社会治理共同体

数字新质生产力推动数字技术创新,发挥人工智能的大语言模型优势[35] ,为建构公益性社会治

理共同体提供技术支撑。 由此,多场景、低门槛、趣公益的“数字公益”社会治理共同体规模将愈发

扩大。 在发展数字新质生产力背景下,以数字公益营造社会治理良好生态是推进共同富裕的基本

前提之一,因此应发挥社会公益事业、爱心企业、公益组织等“数字公益”共同体在第三次分配中的

补充作用,助益共同富裕的分配公平。 一是积极宣传数字公益事业,搭建如“绿康时间银行” “民生

直达”慈善公益模块等互联网公益平台。 基于社会资本吸纳与涉及企业技术嵌入的“益商联结”公

益体系,清单化公益治理主体职责、形塑数字治理共同体的“公益云”运行架构。 二是以“数字公益”
治理服务云平台为载体,耦合公益数字实践的平权应用价值。 强化数字公益治理,点对点帮扶弱势

群体,提供线上爱心捐赠与志愿者对接的数字化精准帮扶服务。 在公益平台数字监管上,数字信息

审核、公益信息透明、用户数据隐私保护,也是无差别惠及“数字公益”治理共同体的基本规程。
3. 引领公共服务数字化优质共享

在优化民生公共服务质量、改善民众生活、提升国民收入水平方面,数字新质生产力大幅加速

了共同富裕成果的平等共享,放大了共同富裕社会的“共同”效应。 扼要地看,一方面要弥合城乡间

数字化公共服务鸿沟,以“数字下乡”“数字益农”等形式推动“互联网+”多领域地嵌入乡村产业、医
疗、卫生、教育服务,以精准对接乡村公共需求,靶向供给乡村群体以共享更优质服务。 由此,发展

数字新质生产力推动数字服务资源由城市向乡村流动,城乡间公共服务差距将因数字化融合实践

而日益缩减。 另一方面,要创新数字化多场景服务应用,拓展数字服务规模。 搭建数字咨询服务平

台,简化操作程序与服务流程,创新数字公共服务手段,发挥数字技术的赋能效应以回应民众多样

性需求,使共同富裕的发展红利在“数字平权”场域中惠及最广泛的人民群体。

五、结论与讨论

数字新质生产力代表着先进生产力的前进方向,数字技术创新驱动社会数字化再生产转型,优
化组合新型劳动者、新型劳动资料、新型劳动对象,实现数字全要素生产率大幅跃升。 这些都为着

力发展数字新质生产力蓄势赋能,为共同富裕发展提供强劲支撑。 数字化转型时代,共同富裕社会

建设离不开数字新质生产力的建设性参与。 这一建设性作用主要体现为数字新质生产力赋能共同

富裕增值及其共享程度的两维。 换言之,面向共同富裕的数字赋能与数字平权的治理行动,须兼顾

社会财富量增与分配秩序公平的核心内容。 由此,实现共富既需要数字赋能社会生产力的价值共

创,也需要数字平权维护共同富裕成果分配的价值共享。 新起点,新征程,立足于发展数字新质生

产力这一背景,释放数字技术创新驱动的价值动能,发挥数字技术创新的“头雁效应”、放大数据要

素的“乘数效应”、规避数字鸿沟的“马太效应”,打造人才链、产业链、技术链、价值链等全链条生产

形态,全方位、全过程、全周期为共同富裕的高质量发展增添数字动能,凸显数字新质生产力赋能共

同富裕的现实价值与时代意义。
在推动数字新质生产力赋能共同富裕过程中,以数字技术创新驱动实现“赋能”增“效能”,促进

社会生产力发展是条件;以“平权”稳“分配”,破解“数字鸿沟”难题是基础。 就因应之策而言,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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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技术创新驱动来赋能社会数字生产活力,以普惠数字红利共享释放分配正义,通过打通社会数字

化再生产的“堵点”、接续“断点”、填补“盲点”以及化解“难点”是数字新质生产力推进共同富裕社

会建设的有效路径。 当然,结合数字新质生产力,从数字赋能与数字平权两个切口对共同富裕社会

建设作探讨,是一个新议题的研究尝试。 囿于研究视野、旨趣及方法,本研究尚存诸如以新质生产

力视角构建共同富裕指标评价体系、数字生产力的量化证实、数字生产力理论体系建构、算力算法

的伦理价值、人工智能主权确权以及数字生产的监管机制等亟待解决的理论问题,这些都需要理论

研究者与实务工作者共同面对,并持续提出契合数字新质生产力赋能共同富裕社会建设的中国

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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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is
 

a
 

new
 

driving
 

force
 

for
 

common
 

prosperity
 

and
 

development
 

in
 

the
 

context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Digital
 

productivity
 

innovation
 

transforms
 

traditional
 

production
 

models 
 

with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s
 

the
 

core
 

driving
 

force
 

to
 

shape
 

new
 

digital
 

productive
 

forces 
 

forming
 

an
 

effective
 

lever
 

for
 

promoting
 

common
 

prosperity.
 

Analyzing
 

the
 

internal
 

mechanism
 

of
 

embedding
 

digital
 

new
 

productive
 

forces
 

into
 

common
 

prosperity
 

from
 

theoretical 
 

historical 
 

and
 

practical
 

dimensions 
 

the
 

progressive
 

logic
 

of
 

traditional
 

productive
 

forces
 

moving
 

towards
 

new
 

productive
 

forces
 

is
 

interpreted.
 

From
 

a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digital
 

productivity
 

and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are
 

isomorphic
 

and
 

symbiotic 
 

giving
 

rise
 

to
 

the
 

concept
 

of
 

digital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that
 

promotes
 

common
 

prosperity.
 

From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digital
 

new
 

productive
 

forces
 

promote
 

common
 

prosperity 
 

fair
 

and
 

just
 

development 
 

and
 

balanc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fficiency
 

and
 

fairness.
 

From
 

a
 

practical
 

perspective 
 

the
 

coupling
 

of
 

digital
 

new
 

productive
 

forces
 

with
 

digital
 

empowerment
 

diffusion
 

effects
 

and
 

digital
 

equal
 

distribution
 

justice
 

promotes
 

innovation
 

in
 

social
 

digital
 

reproduction
 

and
 

solidifies
 

the
 

foundation
 

of
 

common
 

prosperity.
 

The
 

common
 

prosperity
 

in
 

the
 

context
 

of
 

digital
 

new
 

productive
 

forces
 

is
 

based
 

on
 

the
 

value
 

co-creation
 

of
 

digital
 

empowerment
 

to
 

make
 

the
 

cake
 

bigger
 

and
 

better 
 

and
 

the
 

value
 

sharing
 

of
 

digital
 

equal
 

rights
 

and
 

fair
 

distribution
 

of
 

the
 

cake.
 

On
 

the
 

dimension
 

of
 

value
 

co-creation 
 

digital
 

technology
 

empowers
 

economic
 

efficiency
 

upgrading 
 

digital
 

elements
 

tap
 

into
 

social
 

reproduction
 

value 
 

digital
 

governance
 

creates
 

a
 

new
 

ecological
 

environment
 

for
 

common
 

prosperity 
 

and
 

has
 

formulated
 

practical
 

plans
 

to
 

achieve
 

value
 

co-cre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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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common
 

prosperity.
 

On
 

the
 

dimension
 

of
 

value
 

sharing 
 

ensuring
 

the
 

rights
 

and
 

powers
 

of
 

digital
 

production
 

entities 
 

accelerating
 

the
 

equalization
 

of
 

basic
 

digital
 

services 
 

and
 

enhancing
 

the
 

synergy
 

of
 

urban-rural
 

digital
 

development
 

have
 

constructed
 

effective
 

indicators
 

to
 

examine
 

the
 

degree
 

of
 

shared
 

achievements
 

in
 

common
 

prosperity.
 

The
 

integration
 

of
 

digital
 

production
 

practices
 

based
 

on
 

value
 

co-creation
 

and
 

value
 

sharing
 

into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common
 

prosperity
 

helps
 

to
 

promote
 

the
 

efficiency
 

diffusion
 

of
 

digital
 

new
 

productive
 

forces.
 

The
 

coupling
 

effect
 

between
 

common
 

prosperity
 

and
 

digital
 

production
 

is
 

reflected
 

in
 

value
 

co-creation
 

based
 

on
 

digital
 

empowerment
 

and
 

value
 

sharing
 

based
 

on
 

digital
 

equity 
 

while
 

digital
 

production
 

based
 

on
 

digital
 

empowerment
 

and
 

digital
 

equity
 

correspondingly
 

anchors
 

the
 

increment
 

and
 

background
 

of
 

common
 

prosperity.
 

The
 

promotion
 

of
 

common
 

prosperity
 

through
 

digital
 

new
 

productive
 

forces
 

requires
 

a
 

dual
 

drive
 

of
 

digital
 

empowerment
 

development  
 

and
 

 equal
 

rights
 

and
 

sharing   
 

firstly 
 

to
 

increase
 

 efficiency  
 

through
 

empowerment 
 

and
 

resort
 

to
 

new
 

production
 

models
 

empowered
 

by
 

digital
 

technology 
 

such
 

as
 

amplifying
 

the
 

accessibility
 

effect
 

of
 

digital
 

dividends
 

from
 

the
 

aspects
 

of
 

iterating
 

digital
 

ecological
 

industry
 

dividends 
 

upgrading
 

intelligent
 

life
 

applications 
 

and
 

expanding
 

the
 

innovation
 

dividends
 

of
 

aging
 

friendly
 

intelligent
 

services 
 

the
 

second
 

is
 

to
 

stabilize
 

 distribution 
 

through
 

 equal
 

rights  
 

such
 

as
 

shaping
 

the
 

humanistic
 

concept
 

of
 

digital
 

production 
 

constructing
 

a
 

digital
 

public
 

welfare
 

governance
 

community 
 

and
 

optimizing
 

the
 

sharing
 

of
 

digital
 

public
 

services
 

to
 

alleviate
 

the
 

problem
 

of
 

digital
 

dividend
 

inclusiveness.
 

Digital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enables
 

common
 

prosperity 
 

provides
 

the
 

source
 

of
 

power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improves
 

the
 

efficiency
 

of
 

social
 

digital
 

production 
 

and
 

promotes
 

the
 

road
 

of
 

common
 

prosperity
 

and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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