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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关于共同富裕的研究连绵不断、

高潮迭起。2021年8月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

召开以来，又一波研究高潮正在兴起。在党中央把

实现共同富裕确定为我国长期不可动摇的战略目标

的新的背景下，回顾这些年来关于共同富裕的研究，

感到有一些问题还需要从学理上进行深入探讨。比

如，什么是马克思语境中的共同富裕？社会主义初

级阶段要实现什么样的共同富裕？现阶段促进共同

富裕应该注意什么问题？等等。本文围绕上述问题

谈一些认识，以求教于学界同行。

一、什么是马克思语境中的共同富裕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共同富裕，是马克思

主义的一个基本目标”。[1]那么，马克思是如何论述

“共同富裕”这一基本目标的呢？在马克思的著作

中，虽然没有“共同富裕”这个概念，但在《共产党宣

言》《资本论》《哥达纲领批判》等著作中都蕴含着极

其丰富的共同富裕思想，需要我们提要钩玄、概括

凝练。

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诞生的光辉文献《共产党

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代替那存在着

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

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

由发展的条件”。[2]531894年，当《新纪元》周刊要求恩

格斯用简短的字句来概括未来社会的基本特征时，

恩格斯认为最合适的就是《共产党宣言》中“每个人

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一论

断。[3]731可见，所有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共产主

义社会最本质的特征。但是，联合体如何实现所有

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所有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

展和共同富裕是什么关系？《共产党宣言》对此并没

有作出明确的论述。在《政治经济学批判 (1857-
1858年手稿)》中，马克思在分析真正的财富时曾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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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未来社会“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 [4]104

马克思这里说的“所有的人富裕”就是我们现在所说

的共同富裕，但他也没有再作深入阐述。他在代表

作《资本论》中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时，明确指出

代替资本主义社会的是“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一个个

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

式”，[5]683这和《共产党宣言》中的观点一脉相承，即坚

持把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作为未来社会最本

质的特征。他在《资本论》中剖析了资本主义两极分

化的制度根源和形成机理，明确指出是资本主义基

本矛盾在资本积累过程中的运动导致了两极分化。

“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

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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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43-744马

克思在《资本论》中不仅分析了资本积累过程中两极

分化的后果，而且揭示了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消

除两极分化的新的社会制度。马克思指出，资本主

义积累的历史趋势是资本主义灭亡，“在资本主义时

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

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

新建立个人所有制”。 [5]874更有意味的是，马克思还

从与商品生产对比的角度粗线条地勾画了自由人联

合体的生产和分配，印证了重新建立的个人所有制

就是劳动者对生活资料的个人所有制。马克思指

出，“设想有一个自由人联合体，他们用公共的生产

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

当做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这个联合体的总

产品是一个社会产品，这个产品的一部分重新用做

生产资料。这一部分依旧是社会的。而另一部分则

作为生活资料由联合体成员消费。因此，这一部分

要在他们之间进行分配。这种分配的方式会随着社

会生产有机体本身的特殊方式和随着生产者的相应

的历史发展程度而改变。仅仅为了同商品生产进行

对比，我们假定，每个生产者在生活资料中得到的份

额是由他的劳动时间决定的。这样，劳动时间就会

起双重作用。劳动时间的社会的有计划的分配，调

节着各种劳动职能同各种需要的适当的比例。另一

方面，劳动时间又是计量生产者在共同劳动中个人

所占份额的尺度，因而也是计量生产者在共同产品

的个人可消费部分中所占份额的尺度”。[5]96马克思

对自由人联合体生产和分配的叙述，实际上就是他

对取代资本主义的未来社会的设想。在马克思设想

的未来社会里，劳动者自主联合起来，使用公共的生

产资料有计划地共同劳动，生产出社会产品。社会

产品在扣除一部分生产资料后以劳动时间为标准在

劳动者之间分配。这样，未来社会在共同占有生产

资料的基础上，通过共同生产和按劳分配重新建立

了生活资料的个人所有制，实现了劳动者对生活资

料的平等占有。这种在生产资料共同占有的基础上

通过共同生产和按劳分配实现的劳动者对生活资料

的平等占有，就是和资本主义两极分化根本对立的

共同富裕。《资本论》中关于“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

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

立个人所有制”的论述，实际上就是“共同富裕”的制

度化表述，阐明的就是《共产党宣言》提出的“每个人

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制度

基础。

“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在马克思亲自修订的

《资本论》法文版中的表述是“重新建立劳动者的个

人所有制”。[6]826这就带来一个问题，《资本论》第一

卷关于自由人联合体生产和分配的论述仅仅涉及全

体劳动者通过共同生产和按劳分配实现生活资料的

平等占有，而不是全体社会成员或全体人民对生活

资料的平等占有，那么，共同富裕的主体究竟是全体

劳动者还是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富裕的客体究竟是

生活资料还是包括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在内的全部

物质资料？这个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探讨。

我们知道，在马克思那里，全体劳动者和全体社

会成员是有严格区分的。全体社会成员不仅包括全

体劳动者，还包括“还不能劳动或已经不能劳动的成

员”。[7]992“已经不能劳动的成员”的生成原因除了年

龄之外，还应该包括残疾等。那么，社会上由残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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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造成不能劳动的成员是不是共同富裕的主体

呢？首先，从共产主义的最终目的看，它是要实现所

有人的富裕，实现所有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因

而，共同富裕的主体应该是全体社会成员而不仅仅

是作为一部分社会成员的劳动者，客体应该是包括

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在内的所有物质财富而不仅仅

是社会总产品的一部分——生活资料。其次，从与

资本主义两极分化的对比看，共同富裕的主体也应

该是全体社会成员，客体应该是全部生产资料和生

活资料。因为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前提和后果的

两极分化指的是财富占有上的两极分化。资本主义

生产方式的前提或基本条件是商品市场上的两极分

化：一方面是货币、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所有者，

他们要购买他人的劳动力来增殖自己所占有的价值

总额；另一方面是一无所有的自由劳动者，即自己劳

动力的出卖者，他们只有把自己的劳动力作为商品

出卖给资本家才能获得维持自己劳动力再生产的生

活资料。这种财富占有上的两极分化通过资本积累

不断地作为后果扩大地再生产出来，一极是财富的

积累，一极是贫困的积累。既然两极分化指的是包

括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在内的所有物质财富占有上

的两极分化，那么，作为两极分化对立物的共同富裕

的客体也应该是包括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在内的所

有物质财富，主体也应该是包括全体劳动者在内的

全体社会成员。再次，从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运行

看，社会全部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是全体社会成员，参

与自主联合劳动的是全体劳动者，社会总产品的分

配必须先进行社会扣除后才能按劳分配，所以，共同

富裕的主体也不能仅仅是全体劳动者，而必须是全

体社会成员，共同富裕的客体也不能仅仅是生活资

料而撇开生产的条件——全部生产资料。由此可

见，共同富裕的主体是全体社会成员，客体是包括全

部生产资料和全部生活资料在内的全部社会物质

财富。

既然共同富裕的主体是包括丧失劳动能力的社

会成员在内的全体社会成员，那么，已经不能劳动的

成员是如何获得生活资料的呢？其实，这个问题在

《哥达纲领批判》对未来社会生产和分配的更为详细

的叙述中已经得到了解决。在《哥达纲领批判》中，

马克思系统地论证了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即社会

主义社会的生产和分配，回答了丧失劳动能力的社

会成员如何从社会总产品中获得生活资料的问题。

马克思指出，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劳动者具有

二重身份：一重是“处于社会成员地位”[8]433的生产

者，他们和其他社会成员一样，是社会全部生产资料

的平等的所有者，和其他所有社会成员共同占有社

会的全部生产资料；另一重是“处于私人地位的生产

者”，[8]433他们和所有其他劳动者联合起来共同使用

社会所有的生产资料，按照联合体的计划劳动，并根

据自己的劳动量获取相应的生活资料。全体劳动者

联合起来使用归全体社会成员所有的社会全部生产

资料各尽所能地劳动，生产出社会总产品来。社会

总产品的分配首先扣除生产过程中消耗掉的生产资

料、用于扩大再生产的追加的生产资料、社会生产的

保险基金等，而扣除的这部分生产资料仍旧是归社

会所有的，具体地说，归全体社会成员(包括全体劳

动者和全体丧失劳动能力的人)共同所有。此外，还

要扣除一般的社会管理费用、用来满足共同需要的

部分、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所设的基金等。显然，这

里的“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所设的基金”就是社会成

员中丧失劳动能力的那部分人生活资料的来源，这

里的“用来满足共同需要的部分”就是全体社会成员

用于共同消费的部分。社会在分配中对社会总产品

进行这些扣除，依据的是全体社会成员对全部生产

资料的所有权。社会总产品在作出上述扣除之后剩

下来的部分才能作为生活资料在“处于私人地位的

生产者”即劳动者之间进行分配，而分配的依据是劳

动者在联合劳动中尽其所能提供的劳动量。全体社

会成员组成的联合体对社会总产品进行这些必要的

社会扣除依据的是社会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其目

的是实现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没有劳动能力

的社会成员通过社会扣除形成的基金获得自己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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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资料。每个劳动者作为“处于私人地位的生产

者”，凭借他们提供给社会的劳动获得相应的生活资

料，多劳多得，少劳少得。通过社会扣除和按劳分配

进行的社会总产品的分配实现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的再生产：一方面通过社会扣除用扩大的规模再生

产了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同时保障了社会的共

同需要和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提供生活资料；另一

方面通过按劳分配再生产了全体劳动者的生活资料

个人所有制。所以，从更广的意义上说，马克思语境

中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共同富裕是全体社会成员在共

同占有社会全部生产资料的基础上通过社会扣除和

按劳分配共享社会总产品而形成的生活资料平等占

有状态。或者说，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是社会全体

成员共同占有社会全部物质资料的平等状态。

受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由其决定的生产关系的

制约，共产主义社会分为不同的发展阶段。共产主

义社会第一阶段的共同富裕是生产资料占有上平等

而生活资料占有上存在差距的共同富裕，生活资料

占有上的这种差距是以劳动者提供给社会的不同劳

动量为基础的，是通过按劳分配实现的。在马克思

看来，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在生产资料社会所有

制基础上通过社会扣除和按劳分配实现的共同富裕

仍然是相对的，仍然存在着不平等。因为在按劳分

配中通行的与在商品等价交换中通行的是同一原

则，即一种形式的一定量劳动同另一种形式的同量

劳动相交换。在按劳分配中通行的这种平等的权

利，对不同等的劳动来说是不平等的权利。劳动者

通过按劳分配得到的生活资料事实上存在着富裕程

度的不平等。可见，社会主义社会在生产资料社会

所有制基础上通过社会扣除和按劳分配实现的共同

富裕是社会成员在生产资料占有上平等、生活资料

占有上存在差距的共同富裕。这种共同富裕和资本

主义两极分化根本对立，它消除了资本主义社会仅

仅把生产资料作为奴役人的手段的根本弊端，实现

了生产资料的平等占有，使劳动者从“自由得一无所

有”的贫困境地中解脱出来，重新建立了生活资料的

个人所有制。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是人类历史的巨

大进步，但和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的共同富裕相

比，它又存在着明显的不足。然而，这种共同富裕在

客观生产条件归全社会所有、主观生产条件归劳动

者个人所有的分配状况下，却是必然的、不可避免

的。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才能完全超

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

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8]436在共产主义社

会高级阶段，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充分涌流，全体社

会成员的精神文明程度显著提高，社会对生活资料

实行按需分配，社会的个人的需要成为必要劳动时

间的尺度，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即自由时间成为财

富，一切人都获得了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可见，共产

主义社会高级阶段的共同富裕是在共产主义社会第

一阶段共同富裕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是在分工消

失、劳动成为生活第一需要、生产力高度发展、集体

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条件下的必然现象。这种通过

按需分配实现的共同富裕，是实现了“每个人的自由

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共同富裕，人类

社会从此由必然王国进入了自由王国。

至此，我们可以对马克思语境中的共同富裕作

一个理论概括：社会主义社会的共同富裕是全体社

会成员在共同占有社会全部生产资料的基础上通过

社会扣除和按劳分配共享社会总产品实现的生活资

料平等占有状态；共产主义社会的共同富裕是全体

社会成员在共同占有社会全部生产资料的基础上通

过按需分配实现的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如果从

社会成员占有全部物质资料的角度来看，则社会主

义社会的共同富裕是全体社会成员通过生产资料社

会所有制和生活资料个人所有制共同占有社会物质

财富的平等状态，共产主义社会的共同富裕是全体

社会成员在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和物质财富充分涌

流的基础上实现的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中国共

产党带领人民最终要实现的共同富裕指的就是共产

主义社会的共同富裕，而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共同

富裕和中国共产党实现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是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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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的。

马克思语境中的共同富裕是资本主义两极分化

的替代物，其实现的条件蕴含在社会主义社会的经

济文化发展中，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制度基

础。资本主义社会两极分化的制度基础是生产资料

资本主义私有制，社会主义社会共同富裕的制度基

础是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社会主义社会共同富裕

代替资本主义社会两极分化只是生产资料社会所有

制代替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结果，只是生产资料社会

所有制基础之上劳动者自主联合劳动的必然结果。

没有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就没有劳动者的全社

会范围的自主联合劳动，就没有社会对劳动成果即

社会总产品的支配，就没有社会对社会总产品的必

要扣除，就没有劳动者对社会扣除后的社会总产品

的按劳分配，就没有生活资料的个人所有制，也就没

有劳动者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通过社会扣除和

按劳分配实现的共同富裕、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

段通过按需分配实现的所有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

展。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社会共

同占有是全体社会成员平等占有生活资料的基础，

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制度基础。没有全体社会成员

对全部生产资料共同占有的这个制度基础，企图实

现全体社会成员对生活资料平等占有的共同富裕只

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二是物质基础，即社会的

共同生产及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马克思明确指出共

产主义社会建立在资本主义时代成就的基础上，这

种成就首先体现在协作、共同生产以及由此带来的

生产力的高度发展，表现为物质基础。马克思认为，

分配本身是生产的产物，分配的对象只是生产的成

果。如果没有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没有充裕的可供

分配的社会总产品，就不可能实现共同富裕。而资

本主义时代却为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在社会所有制

基础上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物质条件。资本主义时

代最辉煌的成就是资产阶级在其阶级统治中所创造

的巨大的社会生产力。资本的伟大的历史方面就是

创造这种社会劳动生产力。但在资本主义社会，劳

动生产力的任何新的发展，都不可避免地要加深社

会对比和社会对抗，其结果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

的两极分化和阶级对立。资本主义条件下大工业及

其所引起的生产无限扩大的可能性与资本主义占有

方式产生了剧烈的矛盾，导致资本主义的占有方式

“让位于那种以现代生产资料的本性为基础的产品

占有方式：一方面由社会直接占有，作为维持和扩大

生产的资料，另一方面由个人直接占有，作为生活资

料和享受资料”。[8]561在继承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

基础上，通过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使社会的每一

个成员不仅参加社会财富的生产，而且参加社会财

富的分配和管理。联合起来的劳动者通过有计划地

经营全部生产，就能使社会生产力及其成果不断增

长，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加辉煌的成就。在资本主

义时代成就的基础上更好更快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是

社会主义社会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公有制基

础上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是共同富裕的条件，没

有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水平而企图实现全体社会成员

对生活资料的平等占有，其后果只能是全体社会成

员的共同贫穷。三是由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发展制约

的文化发展，具体表现为社会成员的精神文明水

平。资本主义两极分化的思想基础是建立在私有制

基础上的私有观念，所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要求全

体社会成员不仅要在制度上同私有制决裂，还要在

意识形态上同私有观念决裂；不仅在物质生活上要

富裕，还要在精神生活上富裕，最终实现人的自由而

全面的发展。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和高级阶段具

有共同的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为什么社会总产品

却实行不同的分配方式，由此形成的共同富裕具有

不同特点呢？除了生产力水平外，其中一个重要的

原因在于，在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脱胎而来的共产

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社会成员的精神文明水平还受

经济发展的制约，资产阶级权利还有其经济基础，私

有观念的影响还在发挥作用，而还在发挥作用的资

产阶级权利和私有观念限制了社会成员的道德水平

和眼界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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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实现什么样的共同

富裕

前面我们探讨了马克思语境中的共同富裕，对

照共同富裕的本来意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不具

备实行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的共

同富裕的条件。从生产资料所有制看，社会主义初

级阶段实行的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

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而不是全体社会成员占有社

会全部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从生产要素参与生

产的方式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的是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而不是社会按预定计划进行生产的

计划经济；从收入分配方式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

行的是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生产要

素按贡献参与收入分配的分配制度，而不是全社会

范围的按劳分配。可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远不

具备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共同富裕的条件，

更遑论要实现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的共同富裕

了。所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促进共同富裕的实践，

不是脱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去

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共同富裕，也不是跨

越社会发展阶段去实现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的共

同富裕，而是坚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朝着共同富裕

的目标稳步前进并取得实质性进展。

既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不能实现共产主义社

会第一阶段的共同富裕，那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

没有共同富裕的阶段性目标呢？

马克思指出，“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

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

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例如，资本主义生产

方式的基础是：生产的物质条件以资本和地产的形

式掌握在非劳动者手中，而人民大众所有的只是生

产的人身条件，即劳动力。既然生产的要素是这样

分配的，那么自然就产生现在这样的消费资料的分

配。如果生产的物质条件是劳动者自己的集体财

产，那么同样要产生一种和现在不同的消费资料的

分配”。 [8]436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

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

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和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社

会第一阶段还存在着重大差别。首先，从分配的生

产条件看，虽然我国已经建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

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但全体社会成

员共同占有的仅仅是一部分生产资料，其余的生产

资料分别由一个一个的社会成员集体和一个一个的

社会成员个人占有。归全体人民共同所有的生产资

料目前采取的是国家所有制的形式，并按照所有权

和经营权相对分离的原则交给企业经营。经营国有

生产资料的企业既是贯彻国家整体利益的经济单

位，同时也是具有相对独立利益的盈亏实体。归一

个一个集体所有的生产资料虽然在集体内部关系上

具有和集体大小相对应的公的性质，但在和其他经

济实体的经济关系上，具有明显的私的性质。在我

国农村，一个村民组(改革前的生产队)就是一个集体

经济单位，再加上村、乡镇以及村和乡镇举办的企

业，再加上城市各级举办的企业，我国的集体所有制

经济单位可能有上千万个之多。这些集体经济单位

占有着不等的生产资料，同时绝大多数同样按照所

有权和经营权相对分离的原则委托经营者经营集体

所有的生产资料。这些一个一个的集体所有制单位

实际上也就成了相对独立于所有者的具有自身利益

的盈亏单位。还有一些生产资料归一个一个社会成

员个人或家庭所有，形成社会成员的个人财产。至

于存在于劳动者身体内的劳动能力则属于劳动者个

人所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的这种复杂的主客

观生产条件和状况，不仅决定了社会经济运动中国

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存在以及它们之间

复杂无比的经济利益关系，而且决定了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的客观必然性。其次，从资源配置方式看，社

会主义国家虽然代表全体社会成员的利益，通过制

定指导性计划指导社会经济运行，对社会经济运行

实行宏观调控，但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如何生产和

为谁生产这些社会基本经济问题基本上仍然是由市

场来解决的。市场在社会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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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政府更好发挥作用。价格成为引导社会资源配

置的信号，价格体系中的两组价格即产品价格和生

产要素价格的相互作用解决了产业之内和产业之间

生产的组织问题。“与生产产品的成本相关的产品价

格，决定着资源在产业之间的分配；资源的相对价格

决定着生产产业之内要素的配合。”[9]19市场之所以能

够在资源配置中发挥这种决定性作用，是因为自愿

交易所形成的市场价格具有传递信息、提供激励、分

配收入三大功能。一种产品或生产要素供求关系的

变化引起价格变动，价格变动决定着生产者、消费

者、生产要素所有者等利益相关者的收入变动。价

格变动有效地迅即传递着一种产品供求关系变化的

情报，并刺激生产者、消费者、生产要素所有者等利

益相关者迅速作出反应。作出这种迅速反应的根本

原因在于，价格变动决定了收入在他们之间的分

配。再次，从收入分配方式看，虽然按劳分配已经在

分配制度中占主体地位，但按劳分配是通过作为市

场主体的企业来进行的，作为分配标准的劳动是经

过市场承认的劳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

用表现在分配上就是市场在收入初次分配中起决定

性作用。“一个通过市场获得收入的人，他的收入取

决于他出售货物和劳务的所得同他在生产这些货物

和劳务时所花费的成本之间的差额。”[10]24-25任何人的

收入决定于“他所拥有资源的数量和他所出卖这些

资源的服务的价格”。[9]19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要

素的价格与生产要素所有权的分配共同决定了收入

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初次分配。土地、资本、劳动、信

息等生产要素按照市场认可的贡献参与收入分配。

此外，从生产力水平看，虽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已经

实现了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经济发展速度，但我国仍

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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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当

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同时，共同富裕和社会生产

水平的矛盾也将是长期的。从思想观念看，虽然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的作用日益增

强，但封建的和资本主义的痕迹和影响在经济社会

生活的一定范围内也还存在。受社会经济结构以及

由经济结构决定的社会文化发展水平的制约，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的共同富裕必然呈现出不同于社会主

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共同富裕的阶段性特征。

1978年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对我国超越

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生产关系进行了持续的、全面的、

深刻的改革，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同时逐渐形成

了适合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

关系的总和决定了我国的社会主义是初级阶段的社

会主义。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为主体的所

有制结构决定了社会成员在生产资料占有上存在着

根本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但又区别于共产主义社

会第一阶段的差别，由此决定了存在于劳动者之间

的除了他们向市场提供不等劳动量所带来的劳动报

酬的差别外，还有基于生产资料占有上的差别所带

来的财产性收入的差别。不仅如此，市场作为在资

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手段，还在收入初次分配

中起决定作用，由此放大了劳动者基于劳动能力和

财产占有差别而产生的收入差距。概括起来，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收入差距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一是财

产占有上的不平等带来的收入差距。一些社会成员

不仅是全民所有的生产资料的平等的所有者，还是

集体所有的生产要素的平等的所有者，其个人还拥

有客观生产要素或财产。社会成员个人拥有财产的

差别，包括所在集体拥有的客观生产要素的多少不

等，必然导致社会成员财产性收入的不等，产生基于

财产性收入的差距。二是劳动力的不同质量及其在

市场经济运行中的不同运用产生的收入差距。每个

劳动者拥有的劳动能力不等，通过市场实现就业的

单位不一样，在生产过程中主观努力不一样，必然使

劳动者的收入产生基于劳动能力运用的差距。三是

市场经济奖优汰劣的竞争机制使同样的生产要素产

生不等的收入。同样数量的资本、同样水平的劳动

者等，抓住了市场机遇，其收入就能像滚雪球一样不

断积累增加；抓不住市场机遇，就可能血本无归，破

产清算，负债累累。四是历史形成的地区之间、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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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城乡之间的发展程度的不等产生的收入上的

差距。等等。即使在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下这些因

素都会导致收入差距的拉大，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

还不完善的条件下就更会导致形成收入差距拉大的

趋势。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一个一个社会成员

集体、一个一个社会成员个人根据自己投入生产过

程的生产要素量和生产要素在生产过程中的贡献获

得各自的收入。如果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

市场是完善的，那么，由市场确定的收入初次分配就

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共同富裕奠定了一个客观的

基础。政府再根据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市场初

次分配的状况，基于社会主义的价值导向，运用税

收、转移支付等政策工具对收入差距进行调节，把收

入差距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

由此看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然存在着小于

资本主义两极分化、大于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收入

差距。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收入差距小于资本主义

两极分化的收入差距，是因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的所有制结构中公有制占主体，社会成员虽然在财

产占有上存在差别，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保证了劳

动者除了劳动收入外，还可以获得国家和集体所有

的生产资料带来的收益，还可以通过共同消费来满

足共同需要，通过政府从社会利益出发进行的再分

配来调节收入差距，不可能出现穷的越穷、富的越富

的两极分化。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收入差距大于共

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共同富裕的收入差距，是因为

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通过按劳分配实现的生活资

料平等占有状态，只存在劳动者基于劳动能力不同

的劳动量带来的生活资料占有上的差别，而没有基

于财产占有量不同和利用市场机遇等而产生的收入

差别。同时，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生产是有计划

的，不会导致劳动者个别劳动和社会劳动的偏离，而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体制必

然使劳动者的个别劳动和社会劳动发生偏离，从而

产生收入差距的放大效应。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于其生产关系总和而产生

的收入差距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既不能达到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基础上通过社

会扣除和按劳分配实现的共同富裕，更不可能达到

通过按需分配实现的共同富裕，而只能实现受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发展制约的共同富裕。恩格斯指

出，“每一种特定的经济形态都应当解决它自己的、

从它本身产生的问题；如果要去解决另一种完全不

同的经济形态的问题，那是十分荒谬的”。[11]458-459脱

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结构以及由其制约的社

会的文化发展去实现超越社会发展阶段的共同富

裕，理论上是危险的，政策上是错误的，实践上也是

行不通的。我们的责任只是在于把这种收入差距控

制在一个适度的范围内，使其发挥促进社会生产力

发展的正向作用，而抑制其对生产力发展的负面

作用。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即使是在政府再分配调

节后社会成员之间也必然存在着收入差距。那么多

大的差距合理呢？平均主义不是共同富裕，收入差

距过大更不是共同富裕。如果收入差距过小，则趋

向于平均主义，平均主义违背社会主义解放和发展

生产力的根本要求，容易挫伤人民群众的主动性、积

极性、创造性，束缚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损害人民群

众的根本利益。如果收入差距太大，就会走向两极

分化，造成社会心理的失衡和社会认知的分裂，背离

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同样损害广大人民群众的切

身利益，束缚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笔者理解，党的十

八大提出的、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

次会议上再次强调的“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

结构”正是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共同富裕目标的一

种形象表述。橄榄型分配结构是“中间大、两头小”

的一种通俗说法，是指中等收入者占多数，低收入者

和高收入者均占少数的一种收入分配状态。形成中

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正是我国现阶段调

整和控制收入差距的一个政策目标，也是我国现阶

段要实现的共同富裕目标。在形成中间大、两头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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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橄榄型分配结构之后，再创造条件逐步实现社会

主义的共同富裕，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共同富裕。

三、现阶段促进共同富裕应该注意的问题

(一)在现阶段促进共同富裕要紧紧抓住发展生

产力这个第一要务。“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

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

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

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

质文化生活。”[12]63在中国的特殊国情下，走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从根本上说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发展

生产力，为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奠定雄厚的物质基

础。如果生产力不发展，那只能是共同贫穷。所以，

现阶段促进共同富裕首先要发展。发展是硬道理，

是第一要务。发展仍然是解决当代中国一切问题的

基础和前提。促进共同富裕要求经济必须保持一定

的发展速度，要持续快速地发展，要高质量发展。如

果经济发展失速，推进共同富裕就会失去物质基础，

想做的事就做不了，已经做的好事就难以维持。尤

其是经济发展失速可能导致一部分生产要素得不到

充分利用，而不能实现充分就业，生产要素所有者就

会失去收入来源，甚至会使一部分人返贫。如果经

济发展不能持续，推进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就不能

稳定，向共同富裕前进的步伐就会停顿。如果经济

发展质量不高，则共同富裕的质量也必然不高。要

通过发展生产力来促进共同富裕，在高质量发展中

实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共同富裕的目标。

(二)在现阶段促进共同富裕要始终盯住初次分

配这个关键领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决定了市

场不仅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而且在收入的

初次分配中也起决定性作用。劳动、资本、经营才

能、土地、信息等生产要素按照它们在生产中的贡献

参与价值和产品的分配。投入劳动获得工资，投入

资本获得利息，投入土地获得地租，投入经营获得利

润，投入信息、知识、技术等要素获得相应的要素报

酬。各种投入生产的要素的贡献由市场衡量，从而

各种投入生产的要素的收入由市场价格决定。在社

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一个一个社会成员集体、一

个一个社会成员个人根据自己投入生产过程的生产

要素量和生产要素在生产过程中的贡献获得各自的

收入。如果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市场是完

善的，那么，由市场决定的收入初次分配就为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的共同富裕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政

府再根据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收入初次分配的

状况，对收入进行调节，形成较为合理的收入差距。

在社会成员投入生产的生产要素的量既定的情况

下，初次分配的结果是否合理主要决定于价格体系

是否合理。一般而言，价格本来是市场交易过程中

买卖双方自由竞争的结果。但由于市场不完善，某

些市场主体可能对价格的形成有较大或更大或绝对

的权利。商品的买卖双方在多大程度上掌握了价格

的制定权，实际上也就掌握了相应程度的收入初次

分配权。从这个意义上说，市场经济体制是否完善，

价格体系是否合理，市场管理是否到位，直接关系到

收入初次分配结果的合理性。收入初次分配是整个

收入分配制度的基础，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促进共

同富裕的第一道关口。如果初次分配的结果严重不

合理，那试图通过再分配和三次分配来纠正就难了，

这就如同后天矫正一个严重畸形儿一样困难。所

以，在现阶段促进共同富裕一定要把重点放在初次

分配上，通过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比如加强反垄断、

反欺诈、反不当竞争、反官商勾结等等，让收入初次

分配的结果基本合理，为再分配提供好的基础。目

前我国初次分配中的问题比较多，初次分配的结果

还不太合理、有失公正。只有盯住收入初次分配这

个关键环节，通过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秩序更

加规范、价格体系更加合理、价格信号更加准确、市

场监管更加到位，才能使初次分配的结果公正合理

起来，才能为政府的再分配提供一个比较公正合理

的基础。

(三)在现阶段促进共同富裕要扭住再分配这个

重要着力点。初次分配是通过市场机制来实现的，

而市场是存在缺陷的。市场经济体制再完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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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再准确，初次分配的结果也会存在不足，更何况

市场经济存在马太效应，容易导致穷的越穷、富的越

富的两极分化现象的产生。所以，单靠市场实现的

初次分配是不能实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共同富裕目

标的。促进共同富裕要求政府在初次分配的基础

上，遵循共同富裕的价值导向，通过税收、财政转移

支付、社会保障和社会救助等方式对初次分配结果

进行调节，形成橄榄型的分配结构。我国的市场经

济体制是从计划经济体制转轨而来的，是政府主导

下在对外开放的背景中通过不断试错建立和完善起

来的，目前还没有完全定型，还处在不断的改革和完

善中。在目前的经济体制下，我国市场体系还不很

完善，生产要素市场中还存在着一定的扭曲现象，作

为初次分配手段的市场价格及其体系还不太合理。

初次分配既然由还不太合理的市场价格体系来实

现，初次分配的结果必然存在着不少问题。在初次

分配存在问题的情况下，再分配必然是现阶段促进

共同富裕的重要着力点。当前，我国在运用再分配

手段促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共同富裕方面，还有非

常大的操作空间。从税收角度看，个人所得税占整

个税收收入的比重较低且主要来源于工薪阶层，未

能充分发挥对高收入者收入的调节作用；调节社会

成员财产占有差别的遗产税等税种还没有开征；对

收入分配有调节作用的房地产税也还停留在局部地

区试点的阶段；消费税等通过调节消费实现收入再

分配的税种的税制还不完善；等等。从转移支付角

度看，转移支付的规模和结构还不太合理，使用缺乏

监督；对特定地区、特定群体、特定事项的转移支付

的目的性还不够强；对特定地区、特定项目的转移支

付较多，对特定群体的转移支付较少；等等。从社会

保障角度看，社会保障管理体制分割，制度机制缺乏

衔接；城乡间、不同群体间社会保障待遇差别较大；

城乡低保、医疗救助与社会保险之间缺乏统筹安排

和有效衔接；等等。当前要促进共同富裕，必须进一

步“完善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为主要手段的

再分配调节机制”。[13]46一定要利用大数据等手段搞

清所有社会成员初次分配的真实收入，一定要做到

对所有社会成员初次分配收入调节的全覆盖，一定

要创造条件开征财产税、遗产税等税种，一定要在注

重社会公平的同时提高再分配的效率，充分发挥政

府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手段的再分配功能。

(四)在现阶段促进共同富裕要提高公民道德水

平，用精神文明引领社会成员在初次分配、再分配和

三次分配中的行为。在促进共同富裕的制度体系

中，初次分配的功效最大，再分配次之，三次分配最

小，三次分配只是补充性质的分配。三次分配属于

建立在社会成员道德基础上的慈善性质的社会产品

再配置。如果指望三次分配在促进共同富裕过程中

发挥主要作用，那就会发生大的偏差。一些学者和

媒体的文章过分夸大了三次分配对于促进共同富裕

的作用，对先富起来的社会阶层、个人和企业产生了

很大的压力。在现阶段促进共同富裕的进程中，三

次分配不能作为一种强制性的或变相强制性的分配

手段，不能通过行政或运动的方式来推进，而要通过

提升社会成员的道德水平，使三次分配成为社会成

员发自内心的自觉行动。要把提升社会成员的道德

水平体现在经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发展生产

方面，要通过道德规范引领生产活动参与者遵守职

业道德，实现资本合法地投资、企业合法地经营、劳

动者各尽所能地劳动、市场主体公平地交易，使生产

经营活动运行在社会主义道德基础之上。在初次分

配上，要通过道德规范引领生产要素投入者按贡献

获得收入，合法致富，不要不劳而获、不投入而得利

等。在再分配上，要通过道德规范引领初次分配的

收入者按法律规定纳税，不要偷税漏税、钻税收制度

的空子避税等。在三次分配上，要通过道德引领让

社会成员自由自觉地奉献爱心。政府要依法尊重初

次分配的结果，全社会要依法尊重初次分配和再分

配后形成的分配格局，尊重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后形

成的收入差距。要鼓励先富起来的社会阶层和个人

奉献爱心，教育还没有富起来的人们面对现实，积极

向上。先富起来的人不但不能为富不仁，而且要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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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带动和帮助还没有富起来的社会成员；还没有富

起来的社会成员也不能视先富起来的人得到的是不

义之财，心中愤愤不平。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形成的

分配结构是现有的经济体制、经济政策和经济运行

的结果。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形成的分配结构不甚合

理，只有通过完善现有的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来调

整，而不能把群众的注意力引导到“劫富济贫”上。

只有不断地完善经济体制，不断地发展生产力，不断

地完善初次分配、再分配和三次分配的制度机制，不

断地提高全体社会成员的道德水平，现阶段促进共

同富裕的实践才能取得重大进展，进而才能实现社

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共同富裕目标，并创造条件逐步

向社会主义社会的共同富裕前进，最终实现共产主

义社会的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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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etical Thinking on Common Prosperity and Its Promotion at Current Stage
Zhao Xueqing

Abstract：Marx's works contain extremely rich ideas of common prosperity. Common prosperity in his context
can be summarized as the following: in socialist society, it is the state of equal possession of the means of substance to
share total social products formed by social de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according to labor on the basis of all the means
of production of the society owned by all social members; in communist society, it is free and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 realized by sharing total social products according to their needs on the basis of all the means of pro⁃
duction of the society owned by all social members. The goal of common prosperity at the primary stage of socialism is
to form an olive-shaped pattern of distribution with one large middle and two small ends. To promote common prosper⁃
ity at current stage, we must firmly grasp development as the primary priority, always focus on the key area of primary
distribution, grasp the important focus of redistribution, and guide primary distribution, redistribution and tertiary dis⁃
tribution by cultural-ethical advancement.

Key words：common prosperity; Marx; the primary stage of socialism; income distrib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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