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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共同富裕是“富裕”和“共同”的有机统一，包含

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两方面特质，从质的规定性上

确定了共同富裕的社会理想地位，使之成为社会主

义的本质要求、中国共产党的重大使命和中国式现

代化的重要特征①。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开局期积极稳妥、扎实推进共同富裕，需要准确把

握现阶段共同富裕的要求，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

结合上理解共同富裕的科学内涵。“富裕”反映了社

会拥有的财富，是社会生产力水平的集中体现；“共

同”则反映了社会成员对财富的占有方式，是社会生

产关系性质的集中体现。“共同”用以说明富裕实现

的范围，是相对于私有制导致的两极分化现象而论；

“富裕”则表征生活丰裕的程度，是相对于贫穷而

言。概言之，共同富裕就是消除两极分化和贫穷基

础之上的普遍富裕。

共同富裕涉及效率与公平、市场与政府、做大蛋

糕与分好蛋糕、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以及起点公平、

过程公平与结果公平以及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等多

对范畴，需要从经济学、管理学、政治哲学和伦理学

等多学科进行综合审视。效率在经济学中最简单的

定义是投入产出比，追求以最小的投入得到最大的

产出；在管理学中按德鲁克的说法，“效率就是以正

确的方式做事”，旨在强调个人或组织高绩效的达

成、竞争优势的获取或收益的最大化。无疑，富裕关

乎效率，需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和大力发展生产力

以“做大蛋糕”。公平最朴素的涵义是合情合理，不

偏袒。经济学上的公平是收入分配差距不能过分悬

殊；管理学中的公平更多强调尊重个人(员工)权利和

需求，尊重利益相关者利益，体现付出和回报的均

衡；政治哲学和伦理学上的公平则是权利平等、分配

合理、机会均等、司法公正，或曰“分好蛋糕”。公平

注重生产关系，强调在市场调节的基础上更多地发

挥政府调控作用，同时处理好起点公平、过程公平与

结果公平，以及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关系。

正义简单直白的含义是公平、公正，但对其侧重

【专题：共同富裕】

公平正义原则下共同富裕的核心要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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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和内涵学者们见仁见智。柏拉图认为，“正义就是

各尽其职”；乌尔比安认为，“正义就是给每个人以应

有权利的稳定的永恒的意义”；凯尔森认为，“正义是

一种主观的价值判断”，凡此等等，不一而足。一般

而言，正义是人类社会普遍认为的崇高价值，是指具

有公正性、合理性的观点、行为、活动、思想和制度

等。简言之，正义就是彰显符合事实、规律、道理或

某种公认标准的行为。在汉语中，正义的“义”指做

应该做的事情，把应该做的事情做到位。《中庸》

曰：“义者，宜也。”“义”即“合宜的道理或举动”。

本文在使用正义一词时，不仅表征公平公正，亦指

称正确合宜的举动，或正确应然之事。新时期的

共同富裕可以形象地概括为既要“做大蛋糕”，也要

“分好蛋糕”。如果说分好蛋糕是公平，做大蛋糕则

是正义——正确应然之事，是共同富裕的题中之

义。在共同富裕中若一味注重“共同”，而忘记“富

裕”这个基础前提和根本目的，这样的共同富裕是

“伪”共同富裕，其结果不过是共同贫穷。要富裕就

必须仰仗有效率的高质量发展，必须把蛋糕做大。

形象言之，一个直径为一米的蛋糕的百分之一，也远

比直径为一厘米的蛋糕的百分之百要多得多，这就

是做大蛋糕的意义所在。

众所周知，公平、正义属于价值判断；效率、收

入、财富、富裕则属于事实判断，一般与价值无涉。

然而，财富的形成过程和享用、处置财富的方式却关

涉公平正义。因此，本文不仅将公平正义作为共同

富裕最根本的价值取向，还将其作为展开讨论的逻

辑主线。

共同富裕是什么

共同富裕是注重公平正义和发展共享的富裕。

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是中国构建“双循

环”新发展格局的一个必然要求，②是我们党在第二

个百年宏伟篇章开篇之际作出的重大战略延展。习

近平总书记多次在地方考察时强调扎实推进共同富

裕，不断展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本质特征，这既是

我们党初心使命的体现，也是对执政承诺的信守和

坚持，必将推动社会主义向更高阶段迈进。党和政

府一再强调，改革开放过程必须坚持公有制的主体

地位，保证人民占有、使用和支配生产资料的平等权

利；必须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保证人民获得财富的

公平权利；必须加强宏观调控，保证人民享有共同致

富的权利。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十三五”规划

建议，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

理念，新发展理念强调创新是第一动力、协调是内

生特点、绿色是普遍形态、开放是必由之路、共享是

根本目的，发展的最大受益者是人民，实现好、维护

好、发展好人民的根本利益始终是党和国家一切工

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因此，尊重人民主体地位，

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就是要做到

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

享，而其中所指的“人民”应该是也必须是“最广大的

全体人民”。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蛋糕”不断做大了，同

时还要把“蛋糕”分好。我国社会历来有“不患寡而

患不均”的观念。我们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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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尽力而为、又量

力而行，努力使全体人民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

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③

党中央在当前提出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旨在强调在

现代化国家建设新征程中更加注重发展成果更多更

公平地惠及大多数人。在社会主义向更高阶段迈进

的当下，需要将从前的效率优先转向保持效率和公

平间的平衡，更加注重分配正义，使社会财富和收入

分配更加公平合理。理论研究和现实情况均表明，

贫富差距过大，会使得居民消费需求不足，从而导致

经济增长动力不足；会导致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群

无力积累人力资本，使他们长期陷入贫困，带来社会

阶层的固化；还会导致社会成员之间难以建立起相

互信任的社会关系，引发社会矛盾。推动共同富裕

既是破除阻碍阶层流动的物质性界限、防止阶层固

化之必须，也是社会公平竞争的实质性根基，在此之

上人们才能够真正追求个人的人生目标和实现人民

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

近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社会

整体福利不断增进，实现了各行各业、各阶层各地区

都受益的普惠式增长，中国已成为中等收入国家。

但是，经济发展的惠及程度并不均衡，贫富差距扩

大、阶层固化、要素占有不公平等现象不容小觑，一

··48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2022.9
THE SOCIALIST ECONOMY: THEORY AND PRACTICE

些地区和行业劳动的边际收益太低。此外，国家还

面临超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巨大挑战。现阶段既要

保持合理的经济增长速度做大蛋糕，又要分好蛋糕

以保持充分的社会流动性，④在当下“做大蛋糕”的速

度放慢时，“分好蛋糕”愈显重要。“十四五”及今后一

个时期，我国应在已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

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普遍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

逐步缩小分配差距，坚决防止两极分化，力争在2035
年前将基尼系数下降到0.35以内，⑤城乡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比值从现在的2.56缩小到1.7以下⑥。这就

需要进一步强化基本社会保障制度，坚持基本公共

服务均等化改革方向，社会福利向弱势群体倾斜，加

大对低收入和贫困人口的转移支付力度，视经济社

会发展情况逐步调整并缩小城乡之间以及不同人群

之间的基本社会保障待遇差别，提升共济性和普惠

性。特别地，尽快实施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

筹，平衡各地畸轻畸重的企业养老保险缴费负担；

加快城乡区域一体化发展和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健

全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畅通农民工在城镇

落户的渠道，优化个体从业者就业环境。同时，强

化分配机制的法治化，一方面鼓励勤劳致富，保护

合法收入，允许根据市场评价和贡献程度形成的

合理差距；另一方面，坚决清理规范隐性收入，取缔

非法收入，遏制以权力、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获

取收入，将收入获取建立在公平竞争和要素贡献基

础之上。

共同富裕是在生活普遍富裕基础上的差别富

裕。共同富裕作为目标能够提供相对公平、差异较

小的实质性福祉，如就业、教育、医疗、健康等方面的

基本福利，以此建立起一个人与人起点相对公平的

实质平等社会。然而，发展的惠及程度并不均衡，社

会福利在人群间、行业间、城乡间、地区间都有一定

差距。此外，社会成员因各自素质能力、初始条件、

约束条件、资源禀赋不同，对社会贡献不同，财富占

有的多寡也就不同。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并不否认企

业家、经理人、科技人员等基于创新、技术、知识、管

理、资本等生产要素可以获取较高收入，也不抹杀和

忽视个人努力、能力、选择带来的收入和财富水平差

异。事实上，只有承认富裕程度上的差别性，才能调

动人民群众发展经济的积极性，才能为高层次的富

裕提供示范。没有差别富裕，也就没有人民群众追

求更富裕生活的动力，就不会有全体人民高层次的

普遍富裕。多劳多得，既符合经济学中的“激励相

容”，也为全社会实现“帕累托改进”提供物质条件和

经济基础。

当年中央正是基于对共同富裕中所蕴含的差别

富裕内涵的揭示，才勾画出先富、共富的战略构想，

开辟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人民走向共同富裕的

基本途径。通过推进与经济市场化改革相伴的收入

分配改革，中国打破了“大锅饭”的分配模式，改变了

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激发了企业和居民的生产活

力，促成了40多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差别富

裕的理想图景是，通过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形成中间

大、两头小的橄榄型结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

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

决定》专门提出要“逐步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指出

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对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推动

经济高质量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十分重要。扩

大中等收入群体是一项长期任务，需要坚持以经济

建设为中心，解决好发展质量效益、扩大人力资本、

发挥企业家作用、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建设技能型

劳动者队伍等重大问题。以高校和职业院校毕业

生、技能型劳动者、农民工等为重点，不断提高中等

收入群体比重。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为

人民提高受教育程度、增强发展能力，创造更加普

惠、公平的条件，给更多人创造致富的机会。要增加

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调节过高收入，

逐步形成以“中等收入阶层”或“中等收入群体”为主

体的社会。

共同富裕是部分到整体的逐步富裕。共同富裕

是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帮后富，从

而使人民大众逐步实现并最终达到富裕。先富、共

富是统一的，只是在不同的历史时点上侧重点有所

不同，但两者从来都不是割裂的。“先富”旗帜鲜明地

表明“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澄清了过去对社会主义

的模糊认识，开辟了改革开放的新道路，中国由此取

得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经济成就。早在1986年3月
会见时任新西兰总理兼外交部部长朗伊时，邓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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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就谈到，我们的政策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

先富起来，以带动和帮助落后的地区，先进地区帮助

落后地区是一个义务。同年8月，邓小平同志在天津

提出：“我的一贯主张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

富起来，大原则是共同富裕。一部分地区发展快一

点，带动大部分地区，这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

的捷径。”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新的征程

上，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维护社会公平正

义，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和人民群众急

难愁盼问题，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

进展。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表明，共同富裕不仅是

远景目标、执政理想和国家意志，更要求在推进中举

措切实，见真章、求实效。

当前我国民生福祉虽已取得长足进步，但社会

福利和公共服务仍有很大提升空间，需要在教育、就

业、医疗、养老、育幼、居住、环境等方面持续努力。

同时，需要进一步鼓励各地因地制宜探索有效路径，

把先前实施的东部率先、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东

北振兴等区域发展战略提升到新的层级，恰如《中共

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

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
指出的那样，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推动东北

振兴取得新突破，促进中部地区加快崛起，鼓励东部

地区加快推进现代化，支持特殊类型地区加快发展，

在发展中促进相对平衡。在此基础上强力推进京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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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新增长极，从而实现从局部

率先发展带动全局加快发展，从部分地区特色发展、

错位发展到全国整体的协调协同发展，进而逐步实

现从部分富裕到整体富裕。

共同富裕是从低层次到高层次的过程富裕。显

然，富裕是有层次的。以前需要解决“有没有”问题，

现在和未来则需要解决“好不好”的问题。以“民以

食为天”中的“食”为例，其层次性表现为从“吃得饱”

到“吃得好”，再到“吃得健康”。以后在吃的方面会

更多摄入具有增强人体体质(如增强免疫能力)、预防

疾病(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便秘和肿瘤等)、保持

健康(控制胆固醇、防止血小板凝集、调节造血功能

等)、调节身体节律(神经中枢、神经末梢、摄取与吸收

功能等)以及延缓衰老等功能的“功能性食品”。⑦相

应地，共同富裕也有其层次。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

的2035年目标是，“人民生活更为宽裕，中等收入群

体比例明显提高，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

平差距显著缩小，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本实现，全

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到 2050年的目标

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我国人民将享有

更加幸福安康的生活”。这两个目标不仅鲜明地体

现了改善人民生活、缩小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要

求，也充分体现了实现共同富裕的阶段性、层次性和

过程性。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从基本小

康到全面小康，再到高水平富裕，是一个接续奋斗过

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一

项长期任务，必须循序渐进，久久为功。几十年来中

国经济的加速发展尤其是民营经济大发展，使我国

就业率大大提高(其中，民营经济对新增就业贡献率

超过90％)，《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实施使

劳动者的基本权益得到了较好保障，近几年精准扶

贫历史性地消除了绝对贫困，区域性整体贫困得以

解决，所有这些都为共同富裕打下了坚实基础。

过去 40余年，中国已基本确立与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相适应的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

存的分配制度，包括各类企业多种多样的薪酬分配

制度，机关事业单位工资分配制度，多种形式的经营

性收入、资产性收入分配制度等；以税收、社会保障、

转移支付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框架也已基本形

成，包括个人所得税、五险一金、年金、补充医疗保

险、城乡居民最低收入保障体系、取消农业税等社会

保险、社会福利制度和惠农转移支付均已建立。但

是，我们要对共同富裕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有

充分估计，推进中不吊高胃口，不搞“过头事”，充分

兼顾需要和可能，既尽力而为满足实际需求，又量力

而行保障持续供给，防止落入福利主义陷阱和中等

收入陷阱。在社会民生领域需要特别强化系统观

念，将系统谋划，辩证思维贯穿始终，要立足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科学确定合理的阶段性发展指标和标

准。在由全面小康迈向共同富裕的过程中，既要打

攻坚战，更要打持久战，坚持基本经济制度，坚持“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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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毫不动摇”，把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在经济发展和

财力可持续的基础之上，重点加强基础性、普惠性、

兜底性民生保障建设。同时，坚持稳中求进，按照经

济社会发展规律，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

着一年干，接力全面小康，加速由中等收入国家发展

成为高收入国家的建设进程，力争早日实现共同富

裕从低层次向高层次的跃升。

共同富裕是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全面富裕。

按照萨缪尔森的定义，收入是指一定时期内的工资、

利息、股息和其他有价物品的流入，财富则是某一时

点民众拥有资产的货币净值。虽然收入和财富并不

是一回事，但为行文方便起见，本文并不刻意区分二

者而是根据上下文混用。显然，共同富裕首先以经

济学中物质的富裕为基础，这是共同富裕最重要的

前提。经济学中的“富”表示收入多、财富多，富裕表

示拥有的金钱、物资、房屋、土地等的数量多，贫困则

是拥有这些资源数量少。众所周知，仅有物质生活

的富裕，绝不是现代文明意义上的富裕，物质富裕而

精神空虚是畸形富裕，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双重

富裕，当是共同富裕的应有之义。共同富裕之“共

同”，既是人与人之间的共同，也是物质与精神的共

同；高度的物质文明和高度的精神文明，既是现代化

的重要内容，也是共同富裕的必备内容⑧。展言之，

共同富裕绝不单纯是分配问题，而且是生产、交换、

消费问题；它也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政治、文

化、社会、生态文明问题，⑨从根本上讲，是每个人的

全面发展问题。共同富裕的目标要求不应只把目光

聚焦于经济增长之上，而应该回归人本身，⑩以人的

全面进步来衡量，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依归。这

就要求在新发展阶段更加注重包含智力、审美、素

养、人格、个性，以及理想、信念、道德、情操、公平、正

义等知性美德的全方位发展，更注重发挥人的创新

性和创造性，实现人的价值塑造与精神富足。

此外，“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

越来越成为全社会共识，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物质财富要极大丰富，精神财富也要极大

丰富，这就需要一以贯之地抓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建设，为全体人民提供坚强的思想保证、强大的精神

力量和丰润的道德滋养。党的十九大报告对当前我

国社会主要矛盾作出与时俱进的新表述，指出“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

转化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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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

论，人们在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等物质需求得到满足

之外，一定会出现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等

高层级精神需求。当前，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

要日益多元多样，人们期盼在有更安全的食物、更稳

定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

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的基础上，渴求有更优美的

环境、更好的教育、更丰富的文化，呼唤更丰沛的充

满正知、正见、正能量的“意义世界”和“价值空间”。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人民群众的这些需求决定了我

们的农业要更加绿色健康，工业要更加精密精良，文

化产品要更加丰富多彩，教育要更加高品质，精神生

活更加丰盈圆融。当今中国高质量发展之路，一方

面，是大力增进民生福祉、促进物质的全面丰富之

路；另一方面，也必然是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人

民精神力量、增进人的全面发展之路。

共同富裕不是什么

共同富裕不是同时富裕、同步富裕、同等富裕，

更不是绝对平均、整齐划一、齐头并进的富裕。普遍

富裕不是也不可能靠现有财富的平均分配来实现，

我们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共同富裕，然而

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那些声称共同富裕就是同步

富裕、就是绝对平均主义的说法是错误的、片面的和

伪善的，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

后，共同贫穷，过去我们已经吃了这个亏；世界上一

些国家超出发展水平搞过度福利化、导致公平效率

不能兼顾、经济发展活力不足，也给我们提供了深刻

教训。现在，应旗帜鲜明地反对不劳而获、盲目仇富

的思想，坚决不走共同贫困的老路。须知，公平与平

等不是一回事。平等是一种状态的描述，公平则附

加了价值判断情况下对平等状态的认识，至少包括

了机会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三者是不可分割

的有机整体。本质上，同时、同步、同等是相信和追

求结果公平或终点公平，不仅理论上错误，实践上也

十分有害。为简单和便于理解起见，用体育中的田

··51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 2022.9
THE SOCIALIST ECONOMY: THEORY AND PRACTICE

径赛类比略作说明。根据遵循和坚持“机会(起点)公
平和过程公平”(简称原则A)，所有参赛者都始于同

时同地，经过同样的赛道，获得同样的待遇，而由此

得到的结果大家愿意接受也必须接受，尽管成绩可

能参差不齐。在原则A下，每位选手都是自由的，也

被激励奋勇争先创佳绩，不用扬鞭自奋蹄。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基于信奉和谋求“结果

公平或终点公平”(简称原则B)，所有的参赛者都要

同时抵达终点，而起点和过程以及规则也必然服务

于这一目的。因此，为了同时抵达终点，必须采取一

系列措施。首先，必须有一个监督组织；其次，确保

速度快的慢下来。于是，那些速度快的反而会受到

惩罚，整个过程不再有自由，比赛也不再有竞争。自

十五大以来，党的多个重要文件中都一再重申坚持

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

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按

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与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

制经济共同发展”并列，上升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

制度，2020年党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构建更加

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中还提出

进一步完善劳动力等要素的市场化配置。只有坚

持这三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劳动力等生

产要素的市场化配置，才不会重蹈平均主义大锅饭

的覆辙。

共同富裕不是坐享其成的富裕。坚持社会主

义，建设比资本主义优越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摆脱

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一定要使

生产力发达。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要靠人人奋

斗，共同富裕要人人参与、人人尽力，靠全体人民辛

勤劳动、相互帮助，这是根本途径。特别地，对于低

收入群体来说，共同富裕绝不是不劳而获，坐等财富

划转。毋庸讳言，除资源、区位、政策等外部宏观原

因致贫，以及部分人(家庭)没有劳动力或主要劳动力

突然夭折，或遇到灾难(疾病、天灾)，或受到盘剥、盗

抢、意外等客观不可抗、不可控因素陷入贫穷外，确

有一些人是因好吃懒做、游手好闲而沦入贫穷。改

革开放 40余年来中国取得的成就不是天上掉下来

的，更不是别人恩赐施舍的，而是全国各族人民用勤

劳、智慧、勇气干出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

全体人民的共同事业，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

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根本上靠劳动、靠劳动者创

造奋斗。当然，劳动不仅是出力流汗的生产劳动、日

常劳动、服务劳动等一般劳动，还包括脑力劳动、创

造性劳动等所有高(或超高)附加值的复杂劳动。党

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情系全国广大劳动者，

强调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

美丽，勉励大家为创造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而奋

斗。他在多个场合强调，幸福是奋斗出来的，新时代

是奋斗者的时代，并进一步指出，奋斗本身就是一种

幸福，只有奋斗的人生才称得上幸福的人生。

每个人都应树立“奋斗幸福观”，积极参与民族

复兴大业，在实现共同富裕中贡献自己的一分力

量。“功崇惟志，业广惟勤”，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

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虽然人均GDP已达 11000美

元，但距离中等发达国家人均 40000～60000美元差

距不小，全体人民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实现中国梦

任重道远。因此，全社会要持续弘扬勤劳致富、艰苦

奋斗精神，厚植奋斗者文化，营造全民推动共同富裕

的良好氛围；激励全体人民焕发劳动热情，激发各类

主体的活力和创造力，最大程度地形成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强大合力，让更多人深度参与

到中国现代化进程，成为共同富裕的积极贡献者、共

同受益者；要尊重人民的首创精神，激励创新创造致

富，畅通社会向上流动通道，创造更好的营商环境和

就业环境，继续发挥好企业家的积极性，给敢于创业

的致富带头人创造更多脱颖而出的空间；要构建良

好的分配秩序，形成正确的激励导向，给更多诚实劳

动、辛勤劳动、合法经营的劳动者和创新创业者创造

增收致富机会。同时，对“躺平”、等靠要、“穷有理”、

不劳而获、坐享其成，坚决说“不”。

共同富裕不是削峰填谷、劫富济贫。社会上对

共同富裕的误解中，削峰填谷、劫富济贫或是最典型

的。不能任由这类偏激舆论盲目煽动仇富心理，夸

大社会矛盾，人为撕裂社会，搞乱社会舆论。当下，

特别需要客观、冷静、理性地辨析那些似是而非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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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和论调，以正视听。凡此种种的说法或认识，既不

符合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精神，也不符合党

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和“十四五”规划。其次，进

入新时期中国的富人大多数不同于之前通过血腥原

始积累获取资本的“资本家”，他们大多数的财富是

靠艰苦创业积攒而成。虽然确有侵吞国有资产发财

的，或通过官商勾结掠夺国家资源的，以及通过垄断

地位获取超额收益的，但并非富人主流。再次，富人

财富中除资本报酬、风险报酬和作为管理者、经营者

的劳动报酬外，大部分超额利润来自创新——包括

产品创新、管理创新、商业模式创新，以及技术创

新。此外，不管富人名义上拥有多少财富，其自身和

家庭消费也是有限的，更多的是为社会提供产品/服
务，解决就业，贡献税收。因此，共同富裕不是、也不

能削峰填谷、劫富济贫，更深层的逻辑是：宏观上看，

社会发展当是让财富总量不断扩大，依靠“劫富济

贫”——把富人的钱转移到穷人身上，是“零和博弈”

而非创造增量的“正和博弈”，对社会整体发展的边

际贡献为零。中观上看，运动式的打土豪、均贫富，

将导致整个富人阶层的消失，对社会而言无异于一

场灾难。劫富济贫本身属于竭泽而渔、饮鸩止渴：社

会可以没收已有的财富，但不可能没收本来可以创

造出来但没有人愿意创造的财富。由此，现有的富

人不想继续富，潜在的将富者也不敢富。不保护产

权，谁还有长期打算?谁还有奋斗动力?长此以往，经

过“逆向淘汰”后整个社会将不再有富人。中微观上

看，在一个法制健全的公平社会，最能创造财富的人

(不包括天然垄断)，大体上是最有理想、最聪明和最

有创造性的那些人。1800年，法国经济学家 J.B.萨
伊在首次定义“企业家”时，其表述就是“将经济资源

从生产力较低的领域转移到较高的领域的人”。劫

富济贫必然导致社会最有活力和最能创造价值的那

部分人失去动力和意愿，这会让社会整体萎靡停滞

不前甚至倒退。坚决保护财产权，保护他们积极性，

鼓励他们创造更多财富，百利无一害。此外，高水平

共同富裕的基本逻辑，不是把高者往下拉，而是把低

者往上提；换言之，不是把“方差”降下来(劫富或削

峰)，而是把“均值”升上去，即把中等收入群体数量

变大(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从根本上讲，是要通

过做大蛋糕(做加法)，而不是只通过分蛋糕(做除法)
来实现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不是用二次、三次分配来主导一次分

配。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

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

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在《建议》第42条“提高人民

收入水平”中指出：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

方式并存，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完善

工资制度，健全工资合理增长机制，着力提高低收入

群体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完善按要素分配政

策制度，健全各类生产要素由市场决定报酬的机制，

探索通过土地、资本等要素使用权、收益权增加中低

收入群体要素收入。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

入。完善再分配机制，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

调节力度和精准性，合理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

入。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事业，改善收入

和财富分配格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亦再

次强调并明确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正确处理效率和

公平的关系，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

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

概言之，初次(一次)分配是按照各生产要素对国

民收入贡献的大小进行的分配，主要由市场机制形

成；再分配(二次)是在初次分配基础上，对部分国民

收入进行的重新分配，重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校

正市场的“马太效应”，这主要由政府调节机制起作

用；第三次分配是在道德、文化、习惯等影响下，社会

力量自愿通过民间捐赠、慈善事业、志愿行动等方式

济困扶弱的行为，是对再分配的有益补充。中国现

已进入“三新一高”(新发展理念、新发展阶段、新发

展格局，高质量发展)阶段，在这个发展阶段，关注重

心将由先富转向共富，强调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

付等调节力度，强化二次分配的“平衡作用”，把民

生短板通过再分配尽快补上。众所周知，就业、教

育、医疗、养老、健康等都是政府职责，都需要通过二

次分配优化提高，这将是新阶段特别是“十四五”期

间政府的重要工作。民生各项事业不仅是共同富裕

的重要表现和基本内容，也是对共同富裕的托底和

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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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并不能因此就得出可以用二次分配来主

导一次分配的结论。二次分配的基础是一次分配，

如果未能调动社会各阶层市场竞争的积极性，让一

切能够创造财富的源泉都充分涌现出来，使社会各

阶层拥有充裕的、合理合法的一次分配收入，国家就

难以建立规范的包括基本社会保障、税收和财政转

移支付等在内的二次分配制度。况且在有为政府和

有效市场之间，在市场配置机制和政府调节机制之

间，市场的基础性毋庸置疑。一次分配是实现共同

富裕的重要基础，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最重要的

还是必须坚持合理的初次分配机制。我国过去一段

时间过分注重经济实力增长，各地大多依赖投资拉

动经济增长，国民收入分配长期倾向于资本所得，充

分市场化的工资收入机制也未建立健全，广大基层

普通员工尤其是农民和农民工的收入低，这种状况

亟待从一次分配的机制上加以解决。

同样地，三次分配是自愿而非强制的慈善捐赠，

虽然很有必要，国家也会通过税收政策给予适当激

励，但尚不是当前的工作重点，对改善分配结构只能

起补充作用。在“市场之手”不到位，“政府之手”缺

位的情况下，指望“道德之手”去实现共同富裕目标，

显然靠不住。因此，理论和实践上共同富裕在过去、

现在和将来都不可能用二次、三次分配来主导一次

分配。当前我国的一次分配中，国民收入结构中的

居民收入相对于财政收入和企业收入，比重仍然偏

低，亟须加大劳动者在初次分配当中的比重。尽管

这些年来中国的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占比有所

上升，但就过去30年平均而言仍处于较低值，最低时

还不到40％，作为参照，包括美国在内的主要国家该

占比在70％左右。为此，需要健全完善真正实现充

分就业的市场化和合理的工资形成机制。此外，在

一次分配中，还要强化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收

入分配政策，充分尊重科研、技术、管理人才，建立健

全数据权属、公开、共享、交易规则，以更好实现知

识、技术、管理、数据等要素的价值。

共同富裕过程中的不公平、不正义

贫富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

下，“贫”通常表现为相对的贫，只是相对于富有者阶

层财富增长的速度或相对于社会财富增长的速度来

说，贫穷者群体在社会总价值“蛋糕”中，所分得的量

越来越少。下面讨论中的穷人(或弱势群体甚或普

通人)和富人也是在这种相对意义下的称谓。

起点(权利、机会)不公平。起点公平是社会成员

在参与经济活动时依法享有平等的权利，享有平等

的参与机会、发展机会与共享机会，即权利公平和机

会公平。当人们在社会公共资源的分配上面临机会

不公平时，人们的分配公平感就会降低。起点公平

意味着不因性别、年龄、民族、地区、文化、经济能力

及家庭背景不同而受歧视，每个公民都可以依法平

等享有诸如受教育、就业和自主择业等权利和机

会，都可以在同一起跑线上起跑。理论上，在起点

公平条件下，所有人不分民族、种族、阶级、财富都可

以靠自己的努力成为社会精英，向上参与治理国

家，向下提升自己和家族的社会地位，所谓“朝为田

舍郎，暮登天子堂”，就是人们期待的愿景。判断收

入分配状况是否公平并不在于结果(收入)均等，收入

差异若因学识、能力、业绩、努力程度等内在因素而

形成，人们并不认为不公平；若因关系、圈层、地位、

平台等外在因素导致收入差异，则被认为不公平。

起点(权利、机会)不平等不仅不公平，也不正

义。美国学者罗尔斯提出了正义的两个原则，其

中原则一要求平等分配基本的权利和义务，由此

还给出了更一般的正义观：“所有的社会基本价值

(或者说基本善)——自由和机会、收入和财富、自尊

的基础——都要平等地分配，除非对其中一种价值

或所有价值的一种不平等分配合乎每一个人的利

益”。罗尔斯的正义观阐述了这样一种理念：坚决

纠正由形式上的正义而导致的实质上的不正义，实

现形式正义和实质正义的统一。在《正义新论》中，

罗尔斯将相关表述更准确地表达为：一是每一个人

对于一种平等的基本自由之完全适应体制都拥有

相同的不可剥夺的权利，而这种体制与适于所有人

的同样自由体制是相容的；二是社会和经济的平等

应该满足两个条件：其一，它们所从属的公职和职

位应该在公平的机会平等条件下对所有人开放；其

二，它们应该有利于社会之最不利成员的最大利益

(差别原则)。

中国同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大部分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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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最不利人群)由老人、妇女、少数民族、残疾人等

组成，在贫困人口中大多数又生活在农村，低收入人

群中农民占比很高。我国农村一些地区由于生产条

件差，自然环境恶劣，农民辛勤劳动一天除去各种物

质投入成本，劳动纯收益几近为零，有时甚至是负

值。阿玛蒂亚·森认为，农民贫困的根源并不在于贫

困本身，而在于权利贫困。一般地，贫困弱势群体的

不公平感，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权利贫困，城乡二元

结构引发的机会短缺便是权利贫困的表现之一。长

期以来，中国社会结构最重要的特征是城乡二元结

构。客观地讲，最近几十年来政府在户籍制度的部

分放开、新农合医疗保险的推广、农业税的取消，以

及农民开始领到(微薄)养老金等方面，已经作出了巨

大努力，但城乡户口差距、农村土地流转受限等问

题，仍然使农民工户口自由迁徙受限制、就业遭歧

视。中国现有 2.9亿农民工，占城镇总就业人数 4.4
亿的66％，双轨就业体制下他们缺少市场议价权，工

资被过分压低，加之市场在劳动报酬与资本收益之

间偏向资本，其边际生产率跟实际报酬存在巨大差

值。之所以出现这些状况，根本上还是我国尚未建

立城乡统一完善的劳动力市场，实现平等就业。此

外，教育对机会公平有独特影响，因为教育为人们提

供了社会经济地位向上流动的基本动力，戈利等学

者研究发现，户籍因素对教育不平等中的机会不平

等影响最大。众所周知，农村教育条件落后，家庭

重视程度低、师资力量与城市学校也根本不能相提

并论。这些年来，虽然国家越来越重视教育公平，教

育部先后推出针对贫困地区的“自强计划”和针对农

村学生的“专项计划”，城乡间的教育公平仍有很长

的路要走。

过程(规则、程序)不公平。人们在判断资源分配

是否公平时，不仅要考虑分配结果，而且要考虑分配

过程。公正启发理论认为，过程公平会影响人们对

结果公平的判断。过程公平要求所有社会成员参与

经济社会活动的规则、过程必须公平，即规则公平或

程序公平。公平的结果是由公平的程序产生的，没

有任何理论可以在不检验程序公平性的基础上得出

结果公平。研究发现，利用手中的权利(或权力)对
收入分配进行干预、权钱交易、官员腐败等现象是人

们产生分配不公平感的主要微观原因。从宏观上

看，以下五方面政策(规则或制度)的偏差和不完善增

加了弱势群体的不公平感。

一是劳动报酬占比政策。托马斯·皮凯蒂在《21
世纪资本论》中将收入分为劳动收入和资本收益两

部分。从统计数据来看，国民收入的大部分是劳动

收入，然后才是资本收益，也就是财产收入。以美国

为例，1970年以来，工资、津贴等劳动收入，在美国国

民收入中占比是 62％至 68％。中国底层民众几乎

没有资本收益，只有劳动收入，因此，提高劳动报酬

占比就显得尤其重要。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

劳动收入份额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以及劳动报酬在

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整体呈下降趋势，2008年之后有

所回升，但至今仍低于 20世纪 90年代初期，虽然与

欧美国家同一经济发展时期相比，我国劳动报酬处

于中等水平，但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大部分经济体

都存在劳动收入份额持续下降、资本收入份额不断

上升的现象。劳动者收入和工资呈现持续下降的趋

势值得高度警惕。“十四五”及今后一个时期，应该坚

持多劳多得原则，着重保护劳动所得，增加劳动者特

别是一线劳动者报酬，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

的比重。

二是工资市场化形成机制。当下，市场的自发

性调节和收入分配机制不健全，一些部门尚未真正

建立起充分市场化的工资合理形成机制，导致收入

分配规则和收入分配形式扭曲。在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条件下，需要进一步完善反映市场供求关系和企

业生产经营效益的工资决定机制，包括劳动报酬增

长机制和薪酬支付保障机制。同时，进一步完善劳

动力供求双方工资集体协商机制，参照市场工资水

平，合理调整机关事业单位职工的劳动报酬，使教

育、医疗、政府部门等非物质生产的劳动者也要获得

合理收入。

三是农民和农民工的财产性收入政策。土地要

素的城乡二元分割至今仍严重制约农民工和农民的

总体收入，为此需要进一步打破土地要素的城乡行

政分割局面，将附着在宅基地和农村集体经营性建

设用地上的巨大潜在财富转化为农民工和农民可以

平等交易的财产权益，多个研究报告指出，相关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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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农民工打工收入还要高。有资料显示，因为大量

农民工常年外出，各地农村的农房空置率普遍在

20％以上，沿海很多地方在40％左右，最高达70％。

农村宅基地流转不畅，使农民财产性收入无法提

高。因此，要尽快将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赋予农

民更多的财产权利”和十九届五中全会再次提出的

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加以落实。

四是货币政策。由于央行的供应货币往往服务

于宏观经济目的，容易导致货币超发。但大量货币

投入市场后富人“富上加富”却更方便，资本可以轻

易获得廉价货币向各个领域投资。同时，资本流通

比劳动力流通更自由，劳动力只能被动获取货币，由

此使劳资双方或穷人与富人之间的收入持续分化。

五是税收政策。全球流行的房产税、资本利得

税、遗产税三大“富人税”在我国均未实行，需要适时

推出。

只看到结果不均等的不公平。结果公平是指生

产成果在分配上的均等，收入差距合理，强调社会成

员之间所拥有的收入份额的相对关系。通常，人们

在生产成果分配上如果获得了正当的利益，付出与

所得相符、贡献与收益相称，则认为初次分配状况是

公平的。现实世界中，社会和经济结果的不平等

(不均等)客观上不同程度地存在，但并不能就说此为

不正义。根据罗尔斯正义原则之二，“只要其结果能

给每一个人，尤其是那些最少受惠的社会成员带来

补偿利益就是正义的”。再则，起点公平和过程公平

并不必然保证结果公平，因为其中每个人的努力和

能力不尽相同，甚至迥然有别。公平也不意味着均

等或均分。干和不干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

干差一个样，必然导致懒惰成性、缺乏主动。

结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公平正义这一根本的原则和价值取

向，从效率与公平、市场与政府、做大蛋糕与分好蛋

糕、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以及起点公平、过程公平与

结果公平和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等多对范畴的视

域，从经济学、管理学、政治哲学和伦理学等多学科

视角，对共同富裕进行综合审视，尤其注重从生产力

和生产关系的结合上揭示共同富裕的科学内涵：“富

裕”反映的是社会所拥有的财富，是社会生产力发展

水平的集中体现，“共同”反映的是社会成员对财富

的占有方式，是社会生产关系性质的集中体现；“共

同”强调富裕实现的范围，“富裕”则彰显生活丰裕的

程度。为更深刻、全面、辩证地洞察共同富裕的核心

要义，本文从共同富裕“是什么”和“不是什么”两个

维度进行进一步阐释。其要义是：共同富裕是消除

两极分化和贫穷基础之上的普遍富裕，是注重公平

正义和共享发展的富裕，是在生活普遍富裕基础上

的差别富裕，是部分到整体的逐步富裕，是从低层次

到高层次的过程富裕，是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全

面富裕。但共同富裕不是同时富裕、同步富裕、同等

富裕，更不是绝对平均、整齐划一、齐头并进的富裕；

共同富裕不是削峰填谷、杀富济贫，不能坐享其成，

也不能用二次、三次分配来主导一次分配。这样的

剖析不仅更深入地揭示共同富裕的科学内涵和核心

要义，也是对理论和实践中存在的似是而非的有关

观点、言论的有力澄清。

多年来中国经济转型中居民收入差距扩大乃至

贫富两极分化加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市场经

济秩序的失序和漏洞，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中阶段性

的“野蛮生长”，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经济改革的

不完善，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的地区倾斜，收入分配

体制的不健全，以及国家宏观调控不力、城乡分割的

体制性障碍、居民个人禀赋条件的差异以及腐败

等。解决这些问题和挑战需要基于公平公正的根本

原则，以共同富裕愿景为“目标导向”，结合“问题导

向”，从全局出发，综合考虑，系统设计，精准施策，坚

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通过公开、透明、市场化、

法治化改革，构建初次(一次)分配、再(二次)分配、三

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适时制定出台

有效的收入分配与再分配政策，以抑制收入差距扩

大的趋势，加快推进由“先富”向“共富”的战略转

换。本文给出的建议主要有五点。

一是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必需更加重视“富裕”

这个基础前提和根本目的。在当下的语境和背景

下，很容易过分(乃至)一味强调“共同”而忘记“富

裕”。须知，这样的共同富裕不过是“伪共同富裕”，

其结果是共同贫穷。要富裕就必须仰仗有效率的高

质量发展，必须把蛋糕做大。要秉持“发展是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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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发展是第一要务”的指导方针，驰而不息地释放

中国经济的活力和潜力，进一步提升做大蛋糕的速

度和效率。为了不影响“做蛋糕”的积极性，最好在

“做蛋糕”之前就把分蛋糕的原则和方法，以及一次

分配、二次分配、三次分配的原则和方法通过宪法和

法律的形式予以明确。

二是继续坚持改革开放以来的普惠式增长模

式，高度关切、时时警惕推进共同富裕过程中显在的

和潜在的不公平、不正义，及时调整和纠正效率和公

平之间出现的各种偏差，切实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在推进共同富裕的进程中，既要做大蛋糕，也要分好

蛋糕；要坚持市场调节、政府调控，要坚持注重效率、

维护公平，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

平。初次分配要注重效率，创造机会公平的竞争环

境，维护劳动收入的主体地位；再分配要更加注重公

平，提高公共资源配置效率，缩小收入差距。

三是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要素配置和价格形成

中的基础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

控作用。基础民生的普惠性平等性，是国之所需亦

是民之所需，是新发展阶段政府职能特别需要强化

的部分。中国多年积累的民生问题欠账较多，一方

面与公共基础领域投资渠道不畅、机制不顺有关，另

一方面也是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造成的，不能让医

疗、住房和教育等民生问题成为新发展阶段阻碍高

质量发展的新桎梏。

四是完善再分配机制，加大税收、社会保障、转

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和精准性，发挥慈善等第三次分

配作用，改善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增强社会保障

待遇和服务的公平性可及性，完善兜底保障标准动

态调整机制。建立完善个人收入和财产信息系统，

健全现代支付和收入监测体系。

此外，要聚焦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三大难点和

三大挑战，持续发力，见真章，求实效。三大难点分

别是：如何持续提高低收入人群收入并使其收入增

速超过高收入人群，如何扩大中等阶层的规模，如何

采取有效措施调节高收入；三大挑战分别是：如何调

节垄断部门的高收入，如何在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中

排除既得利益群体和部门的阻挠，如何加快政治体

制改革进程以遏制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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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re Meaning of Common Prosperity under the Principle of Fairness and Justice

Xu Fei

Abstract：Fairness and justice are the fundamental value orientation of common prosperity and also the logical
guideline for exploring its connotation and denotation. Under the principle of fairness and justice, this article defines
the core meaning of common prosperity from the two dimensions of "what it is" and "what it is not", that is, common
prosperity requires paying attention to shared development and fairness and justice, is differentiated despite the gener⁃
ally prosperous life of the people, gradually progresses from one sector of society to another, is a process of improving
from a low level to a high level, and indicates all-round affluence in both the material life and spiritual life; common
prosperity is not to make up the deficiency with the surplus, nor to use secondary and tertiary distribution to dominate
primary distribution. Based on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 and value orientation of fairness and justice, this article pro⁃
poses to pay close attention to and always be vigilant against the unfairness and injustice that are explicit or implicit
in the process of advancing common prosperity, adjust and correct various deviations between efficiency and fairness
in a timely manner, and effectively promote social fairness and justice.

Key words：common prosperity; fairness and justice; efficiency; market regulation; government reg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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