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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和文献综述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

代化的重要特征。当前，我国历史性解决了绝对贫

困问题，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入了新发展

阶段。新发展阶段是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阶段。分

配制度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制度安排之一。2021
年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强调要“在高质量发

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

分配的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①这充分肯定

了第三次分配在新发展阶段推动共同富裕的意义，

标志着具有中国特色的第三次分配被纳入基础性制

度安排中。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准确理解第三次

分配的科学内涵、深刻把握推进第三次分配发展的

理论逻辑、全面认识第三次分配对实现共同富裕的

时代价值，有助于全社会从理论到实践、从思想到行

动形成推动第三次分配发展的共识，更好助力新阶

段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从学术界研究来看，国外并没有对“第三次分

配”的直接研究，与之相关的研究主要是围绕公益慈

善和“非营利组织”展开。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

是从理论上对公益慈善行为的动机进行研究。国外

学者提出了“纯利他主义理论”②“非纯粹利他主义理

论”③“温情效应”④“亲社会行为”⑤“观众效应”⑥等基

于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行为学视角的理论解释，

并发现动机与行为并不总是对应，人们愿意参与慈

善捐赠是包括物质激励因素、⑦社会性因素、⑧个人

因素等多种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⑨二是对非营利

组织的慈善捐赠税政策研究。里斯(Reece)认为慈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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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赠的税收是非营利组织获得捐赠额的重要决定变

量，通过单一价格弹性估计，税收与捐赠存在完全替

代的关系。⑩伦道夫则认为在长期中，捐赠额对收入

变化具有充分弹性；而在短期中，捐赠额对税收政策

具有充分弹性。瑞奇(Reich B R)则指出慈善捐赠的

税收激励实际上是一种支出项目，税收优惠政策可

以算作对进行捐赠的企业和个人的国家补贴。与

此同时，国外很多学者研究还发现遗产税能发挥税

制对慈善捐赠额的正向影响。

在我国，第一次提出“第三次分配”概念的是我

国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他在《股份制与现代市

场经济》一书中指出，第三次分配是在道德力量的作

用下，通过个人收入转移和个人自愿缴纳和捐献等

非强制方式再一次进行分配。以“第三次分配”为

主题进行文献检索可以发现，从时间轴上看，第三次

分配研究热情与国家相关政策文件出台紧密相关，

成果数量呈现出几起几落；同时，在内容上，与第三

次分配有关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共同富裕、收入分配、

和谐社会、慈善事业等领域。随着“推动共同富裕”

战略目标的提出和实践，学界的研究重心逐步聚焦

到阐释第三次分配的内涵、特征、生发、功能、运行机

制等方面。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可以发现，主要聚焦

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聚焦第三次分配的内涵。在探讨中逐渐形

成了“公益慈善说”“分配补充说”“转移支付说”

“资源配置说”“制度机制说”等有代表性的观点。

此外，还有学者从共同体维系和繁荣、财富和人的

升维等比资源配置和财富分配更高的维度来探寻第

三次分配的内涵，赋予了第三次分配概念更为深远

广阔的现实意义。二是聚焦第三次分配的特征，提

出其自愿性、非政府性、无偿性、道德性、公益性和社

会性特征。三是聚焦第三次分配的生发基础，提出

包括利己动机、互惠动机、同情或纯粹利他三类在内

的人性基础，指出日趋雄厚的经济实力、初步建成

的制度体系和丰富灿烂的优秀传统文化为第三次分

配生发奠定了物质基础、制度基础和文化基础。

四是聚焦第三次分配的问题，如关注第三次分配中

立法不全、监管缺失，制度构建不完善，慈善文化

不浓、主体单一，分配有效性不足。五是聚焦第三

次分配的功能，认为其有推进分配正义、增进社会和

谐、缩小贫困差距等作用。在我国，第三次分配是

推动全体人民物质和精神共同富裕的重要手段。

六是聚焦实现路径。在文化和观念层面，提出营造

良好的舆论环境、弘扬慈善文化、加强科学财富观培

育，激发内生动力。在制度和管理层面，提出要放

管结合，建立健全法律法规、提高慈善组织公信力、

培育企业家社会责任、构建激励体制机制、实现制度

化发展等。

综观我国学者对第三次分配的研究，可以发现，

对第三次分配的研究范围较广泛，成果数量呈增长

趋势，且在一些方面已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但是

目前研究仍存在内涵理解还需紧跟现实发展、理论

逻辑阐释还需深入、时代价值视域还需拓展等问

题。基于此，本文在全面系统阐释第三次分配科学

内涵的基础上，深入解析第三次分配的价值基础、实

践动因、目标指向，进而科学全面探析第三次分配的

时代价值，以推动形成发挥第三次分配促进共同富

裕作用的共识。

二、第三次分配的科学内涵

准确把握我国第三次分配的科学内涵，是理解

第三次分配理论逻辑和在新发展阶段的时代价值的

逻辑起点，也是不断完善第三次分配制度、发挥其促

进共同富裕作用的重要前提。

(一)基本含义

从第三次分配实践的实然状态和应然价值展望

来看，它绝非仅属社会学或者经济学学科范畴，而应

该是一个跨诸多学科、内涵更加丰富、层次更加多元

的范畴。因此，必须站在比资源配置和财富分配更

高的维度上来探寻第三次分配的科学内涵。综合

学界当前对第三次分配的理解，它应该是由社会主

义制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共同富裕目标指向等因

素共同塑造的，依靠社会道德力量和文化力量、人

的心灵需要和情感满足等更为深层的驱动力，并以

多样化的实践指向人文理性、社会理性、价值理性的

统一，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第三次分配。因此，从这个

意义上综合学者对第三次分配的理解，中国特色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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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分配是基于自愿原则，在道德力量、精神力量、

文化因素、价值追求等的综合影响下，实现社会财富

资源在劳动人民各阶层、社会各主体之间由盈余方

向短缺方流动或盈余方与短缺方共享的资源配置活

动，并进而通过对生产力发展、收入公平促进、社会

互助合作强化、精神文明提升等的沁润作用，助力推

动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和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

第三次分配作为社会层面的分配方式，可以填

补初次分配市场调节和再分配政府调节的空白领

域，三次分配共同构成国民收入的完整分配体系，使

收入分配系统对整个国民收入乃至社会财富起到闭

合调节的作用。因此，系统全面理解第三次分配的

科学内涵，还须深刻理解三次分配在共同富裕过程

中的作用地位及其相互关系(见表1)。
“有效市场”主导的初次分配是共同富裕的重要

基础。三次分配中，初次分配奠定国民收入分配基

本格局，在收入分配中起到决定性作用。初次分配

是依靠市场机制，根据劳动、土地、资本、知识技术、

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在生产过程中的贡献进行分

配，分配主体和分配对象之间是一种价值交换关系，

指向提高生产效率、做大蛋糕，这是实现共同富裕的

基础条件。作为调节收入分配格局的“无形之手”，

初次分配是与生产活动直接相关的分配，直接涉及

国家、企业(集体)和劳动者个人的经济利益。随着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要重点关注劳动者个人的

收入状况，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缩小

市场机制带来的收入差距。因此，从共同富裕的角

度出发，未来除了需要更进一步优化市场分配机制，

促进初次分配中效率和公平之间的更高水平动态平

衡外，还需要政府“有形之手”的再分配机制介入，以

促进收入分配格局持续优化。

“有为政府”主导的再次分配是共同富裕的根本

保障。再分配依靠行政力量，是政府通过税收和各

种转移支付手段，在初次分配的基础上再次调节各

收入主体的收入分配状况，分配主体和分配对象之

间形成以国家强制力为保障的财富调整关系，指向

社会公平和分好蛋糕，这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保

障。作为调节收入分配格局的“政府机制”，再分配

能够对初次分配的结果进行有力纠偏，弥补初次分

配的不足。但再分配以政府掌握的财税资源和政策

效力为基础，如果不能够在再分配中明晰行政权力

的边界和再分配应占的份额，再分配大概率就会扩

张分配领域并扩大所占份额，从而损害市场效率，

最终影响政府分配能力。因此，未来除了需要进一

步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的调节力度并提高精

准性和有效性外，还需要社会“温柔之手”，通过第三

次分配的社会机制作用调节社会“盈余财富”，以促

进社会公平，服务于共同富裕。

“有爱社会”主导的第三次分配是共同富裕的重

要途径。第三次分配是在社会机制作用下，社会主

体主要以慈善捐赠、志愿服务、公益文化活动等方式

自愿把个人所属资源无偿转移给他人，指向人与人

之间社会互助共同体的维系和繁荣，它是收入分配

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重

要补充，并以其超越经济范畴的价值功能，成为促进

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作为建立在道德基础上调节

收入分配格局的“温柔之手”，第三次分配除了对收

入分配进而对经济循环等方面有调节作用外，还具

有传承中华传统美德、弘扬大爱理念、引领互助共享

社会风尚等作用，对扎实推动共同富裕起到特殊的

精神价值作用。但这绝不意味着第三次分配可以独

挑支撑共同富裕的“大梁”，它必须与在共同富裕进

表1 共同富裕过程中三次分配的比较

分配类型

分配主体

分配原则

分配关系

分配目标

对共同富裕的作用

初次分配

市场

效率

价值交换关系

市场资源的优化配置

重要基础

再分配

政府

公平

财富调整关系

社会的稳定和公平

根本保障

第三次分配

社会

自愿

互助共享关系

社会共同体的维系与繁荣

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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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具有基础作用的初次分配和具有根本保障作用

的再分配一起，形成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建立完善

的基础性分配制度，才能有效发挥促进共同富裕的

重要途径作用。

初次分配、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共同构成促进

共同富裕的有机分配体系。其中初次分配是基本的

分配形式，再分配是具有调节功能的分配形式，第三

次分配是发挥补充作用的分配形式，三者相辅相成

辩证统一。实践中，初次分配、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

并非一种具有先后规定性的时序排列，而是互相交

错和并行不悖的三种分配形式。三者功能相互补

充，初次分配结果形成收入分配根本格局，对共同富

裕产生基础性作用；再分配是对“市场失灵”的矫正，

通过“有为政府”统筹弥合在初次分配环节无法消除

的“三大差距”；第三次分配是对“市场失灵”和“政府

失灵”的补充，通过“有爱社会”利用全社会力量自发

调节社会“盈余财富”流动，精准调控社会资源和改

善财富分配格局。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三

者互为补充、相互促进，在市场、政府、社会机制的合

力作用下，兼顾效率、公平和共同富裕目标，推动共

同富裕的基础性制度建设稳步向前。

(二)基本特征

理解第三次分配的科学内涵，还需把握它的基

本特征。从共时性上看，中国特色第三次分配与内

嵌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慈善活动具有本质差异；

从历时性上看，中国特色的第三次分配是在初次分

配、再分配之后提出的。因此，进一步将其与初次分

配、再分配进行比较，更有助于理解第三次分配的基

本特征。从第三次分配的表现形式和存在状态来

看，第三次分配的基本特征除了表1中体现出来的以

外，还有如下重要基本特征。

第一，分配行为的社会性。初次分配的分配主

体是市场，依靠市场机制和效率原则按照贡献进行

分配，这是在市场领域发生的；再分配的分配主体是

政府，依靠行政机制和公平原则进行分配，这是在行

政力量领域发生的；而第三次分配的整个分配环节

不仅是在包括企业、社会组织、家族、家庭、个人在内

的公共社会生活领域中进行，而且还需要参与主体

在涉及各种资源财富流动共享的过程中，不断建构

自身与他人之间的联系并丰富扩大自身的社会性和

公共性。并且，这个过程中的参与主体具有不特定

性和不固定性，拥有明显的广泛性和社会互动性特

征。由此，每个社会主体都可以是分配者和被分配

者，既可以是社会财富和社会资源盈余主体向匮

乏主体的单向流动，也可以是满足了发展性需要

的主体向无法满足生存性需要的主体的无偿帮

助。因此，第三次分配实践中分配主体的互助和共

享活动符合真正的公共行为的特征，昭示了分配主

体对公共利益的认同和归属，展现了其社会责任和

公共担当。

第二，分配动力的自觉性。初次分配的主驱动

力来自市场机制作用下的利益回报目标，再分配的

主驱动力来自解决分配不公平、发展不平衡等社会

问题的行政目标，两者背后都有强制力的推动，这也

是其与第三次分配的根本区别。第三次分配依靠分

配主体自觉自愿的互助、利他的目标驱动，其分配行

为是自下而上的“自调节”机制。分配主体的动力

来源无论是伦理道德、精神需要、价值实现，还是文

化传统、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因素，表面看起来复

杂多元，但其根本动力始终是以公益、利他和非营利

为核心的各种社会机制的综合作用；其价值内核始

终是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协同配合、相互理解和互助

共享。第三次分配的这种特征从根本上体现了社会

的文明进步，是对大爱理念的发扬。

第三，分配目标的多维性。初次分配是在遵循

市场规律的基础上，以资源财富配置实现效率提升；

再分配是围绕国家意志，以资源财富调整实现公平

公正；第三次分配体现了社会成员的价值理念和心

灵需求，以资源财富流动满足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及

人类生命价值的不断提升。因此，从目标维度看，第

三次分配的分配目标跳出了市场领域或行政领域，

面向基于交往理性和价值理性所构建的更广阔的生

活世界，追求的是在人文理性主导下的经济发展、

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的统一，最终指向人民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和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第三次分配的目

标是多维的，但多维目标直指人类的终极价值，即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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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消解人类解放过程中主客体条件的互斥性，实现

生产力发展水平与劳动者精神境界的共同提升，以

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目标，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

的全面进步。

(三)内涵的拓展

在新发展阶段，第三次分配是助力缩小收入差

距、促进社会财富流动、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补

充手段，也是与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和国家治理相

关的重要制度安排，对于促进共同富裕意义重大。

要充分发挥第三次分配促进共同富裕的作用，不仅

要把握第三次分配的科学内涵和基本特征，还要结

合新的发展背景和发展条件拓展第三次分配的内

涵，以期充分发挥第三次分配助力迈向共同富裕的

最大功用。具体而言，要拓展第三次分配的实现形

式、价值功能、参与主体、作用领域。

1.拓展实现形式：超越慈善捐赠范畴

从第三次分配的实现形式看，既有外在的实现

形式，即通过什么样的行为活动实现；又有内在的实

现形式，即通过分配什么来实现。要厘清第三次分

配在推动共同富裕中发挥的作用，促进其在价值取

向上与社会各阶层劳动人民的利益相融合，在时代

语境中为人民所认同，必须要用超越经济学的社会

理性、人文理性和价值理性来面对第三次分配，要穷

尽归于“社会”主体名下的所有类型的资源分配实

践，要站在比资源配置和财富分配更高的维度上来

探寻第三次分配的实现形式。

从外在实现形式看，在厉以宁教授提出第三次

分配是人们基于道德力量的捐献、捐赠、捐助等公益

慈善活动后，学者对第三次分配进行研究，相继提出

公益慈善说、财富转移说和资源配置说等思想观点，

这些研究几乎都把第三次分配等同于道德力量作用

下的慈善捐赠。也就是说，传统的认识几乎就是将

慈善捐赠行为作为第三次分配唯一的外在实现形

式。但结合中国特色的第三次分配内涵本质来看，

其外在实现形式除了公益慈善外，只要与实现社会

资源财富无偿流动相关的活动都可以纳入第三次分

配外在实现形式范畴。比如现在新兴的网络众筹、

以购代捐、普惠公益共享经济活动等，这些与传统慈

善捐赠活动的外在表现形式虽然迥异，但是其本质

上都内含着无偿自愿地将自己的资源财富转移给他

人或与他人实现共享的特征。

从内在实现形式看，传统的第三次分配是以分

配货币财富或有形的物质财富来实现的，这也是其

常能满足他人需求的有效实现形式。而人们的生活

需要，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划分为三个渐次递增

的层次，即从满足人的基本生活的生存性需要到不

断增长的发展性需要再到“美好生活需要”。同时，

社会还存在除了个人之外的科技创新发展、社会公

共服务供给等更广范围的需要。因此，第三次分配

的内在实现形式应该而且在实践中已经得到了拓

展，其分配内容既包括各种有形财富和无形财富，还

包括物质资源和精神资源。比如，公益无偿的劳务

服务、技术服务、智力服务、专利转让以及免费的艺

术展览、文物古迹欣赏，就突破了货币或有形财富的

形式，极大地满足了社会的多样化需求。

2.拓展价值功能：超越救苦济贫范畴

厉以宁教授2019年撰文指出，“第三次分配通常

是指基于道德力量作用的收入再分配，包括社会公

益事业把人们捐赠的钱财用于帮助低收入家庭，也

包括人们自愿从事的帮助低收入家庭脱贫的捐献，

如帮助孤寡老人、病人、残疾人、儿童，还包括人们自

愿提供各级各类学校的奖学金，等等。此外，在发生

洪水、地震、泥石流、长期干旱的地区救灾活动中，也

会有不少人或向慈善机构捐献，或自行向受灾群众

捐款，这些都属于第三次分配的范畴”。从这里我

们可以窥见第三次分配具有满足贫困人口和社会弱

势群体迫切需要等救苦济贫的价值功能。但随着我

国实践的发展，第三次分配新样态陆续产生，第三次

分配的价值功能也在实践中得到了相应的拓展。从

第三次分配的财富去向来看，其蕴含的价值取向已

经大大地突破了传统的纾困扶弱，开始具备了鼓励

科学探索、推进社会进步、造福全人类、促进世界和

平和谐等深刻意蕴。从第三次分配的发展趋势看，

慈善、公益和志愿者行动也已经成为科技创新、环境

保护、沙漠治理、养老事业等方面不可或缺的重要力

量。从第三次分配的作用过程看，社会成员遵循着

··98



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2023.11
THE SOCIALIST ECONOMY: THEORY AND PRACTICE

自觉自愿的互助、互动、共济、共享的理念，在这个过

程中形成一种体现共生共存的命运共同体，这不仅

蕴含了对社会成员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满足和协

调作用，还可以发挥社会成员广泛实行自我管理、自

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作用，实现共同富裕

道路上的双向奔赴与共同抵达。

3.拓展参与主体：超越企业、富人范畴

第三次分配是分配主体为了与其生活的世界主

动建立联系，将资源让渡给其他主体的活动。其中，

主体就是盈余财富供给方，实践中表现为社会资源

财富的捐赠者、志愿服务的提供者等。参与第三次

分配的主体包括慈善组织与企业等各种社会组织，

也包括家族、家庭单位、个人等主体，十分广泛，且每

个主体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从实践层面看，

目前我国第三次分配主体中以企业和社会组织为

主，个人占比较低；从观念层面看，还存在公众认为

第三次分配仅仅是富人的责任或企业家的事情的观

念。因此，要充分发挥第三次分配促进共同富裕的

作用，必须拓展第三次分配的参与主体并充分发挥

好各类主体的独特作用。如果把第三次分配仅仅当

作“企业的事”“富人的事”，这不仅可能会背离其本

质，造成“劫富济贫”的误解，还会进一步削弱个体的

参与意愿，无法调动普通人参与第三次分配的积极

性。因此，为了进一步调动社会成员的积极性和主

动性，国家要积极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第三次分配的

常态化机制，鼓励支持企业和个人在有意愿、有能力

的情况下积极参与公益慈善事业，但不能搞道德绑

架式“逼捐”；要鼓励各类社会力量开展自助互助，

全体社会成员“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形成人人参

与、各尽所能的社会氛围，实现各类主体和社会资源

的联动。例如，鼓励民营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参

与社会公益和慈善事业，将实现共同富裕宏伟目标

与个人和企业的奉献联系起来；社会组织投资兴办

普惠性非营利性的服务机构，并加强自身建设，提高

公信力；社会团体、公益基金会、居委会(村委会)、企
业和个人创办的社会企业协助解决社会问题、服务

后富群体；不同个人奉献自身的时间、技术、知识参

与志愿服务活动；社区居民自觉建立社区自治组织

和各类志愿团体，通过居民之间的互助、互动、共济，

以应对生活中的困境和难题，丰富社区公益慈善资

源。总之，拓展第三次分配的参与主体，助力形成人

人参与、各尽所能的社会氛围，必将激励全体人民进

一步焕发参与热情、释放第三次分配的潜能，为共建

共享共富提供持续不断的强大动力。

4.拓展作用领域：超越收入分配范畴

在经济学视域下，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

配的结果主要是针对收入分配产生影响，因此，第三

次分配的作用也就被习惯性地限定于收入分配领

域。但实际上第三次分配的作用早已超出了单纯的

分配范畴，延伸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不能

仅仅在资源和财富分配的经济学语境下讨论第三次

分配，而要拓展其讨论语境和作用领域。第三次分

配倡导以互助和共享为主的生活方式，在人与人之

间建立直接和柔性的资源连接形式，这与市场和政

府的那种基于利益计算或严格制度化的资源分配存

在明显区别。在经济领域，作为公益性、利他性的

资源财富转移活动，第三次分配能开辟社会资源分

配的新渠道、实现社会财富的流动与共享，进一步促

进资源的优化配置，进而带来经济效率提升。在创

新领域，第三次分配通过汇聚社会众多主体的盈余

财富用于科技领域创新转化，有助于社会重大理论

和技术的创新突破。在精神文化领域，第三次分配

作为一种广泛群众性的道德实践活动，通过更为广

泛的正外部扩散效应，助力形成自愿共享、人心向

善、互助友爱的社会氛围，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在社会领域，于社会成员与自身所处的生活世

界建构深层而广泛的联系过程中，推动社会成员实

现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发展，增强实现共同富

裕的内生动力。总之，第三次分配已突破了单纯经

济学视域下的收入分配领域，大大超越了第三次分

配下传统社会财富的作用范畴。

三、第三次分配的理论逻辑

在上述对第三次分配的科学内涵密切联系现实

状况的理解基础上，就能够更加深入地从理论逻辑

层面去回答，为什么新发展阶段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需要第三次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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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价值基础

第三次分配追求的是实现社会成员之间共生共

存的互助互动状态，携手实现满足美好生活需要的

双向奔赴，这其中就蕴含了以最终实现每个人自由

而全面的发展为根本遵循的价值理念。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既是马克思主义的核

心思想，也是推进共同富裕、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的根本价值指向，这从马克思那里能找到答案。其

一，马克思指出必须关注现实的人的多重需要。从

事实际活动的人的第一需要是物质生活需要，满足

人的物质生活需要是整个人类生活及其发展的前

提。现实的人“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

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

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并且人

的需要的发展和满足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已经得到

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

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因

此，伴随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社会的不断进步，更高

层次的精神生活需要和发展需要日益丰富和不断提

升，更加需要注重促进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

全面发展。其二，马克思指出要为人的全面发展提

供可能性空间。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

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

的总和”。一方面，人总是在各种社会关系中展开

他的实践，实现自身的发展，社会关系是人实现全面

发展的条件。另一方面，“社会关系实际上决定着一

个人能够发展到什么程度”，“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

和他直接或间接进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

也就是说，人的全面发展需要自由、全面、丰富的社

会实践、社会交往和社会关系为其提供空间和条件，

并依赖于个人社会关系的不断扩展和高度丰富。个

体的人在不同的时间、空间维度，通过参与各领域、

各层次的社会交往实践，与这个社会产生丰富的物

质和精神交换，在此过程中不断突破旧的社会关系，

开辟社会交往的新境界，那么人就可以实现其自身

的发展。

新发展阶段，第三次分配通过一系列社会机制

和良性的制度安排为社会成员之间自由而丰富的交

往和发展创造了可能性空间，为满足人的物质和精

神的双重需要提供了多样化的渠道。通过参与各领

域、各层次的第三次分配实践，例如慈善捐赠、公益

活动、志愿服务等，社会成员通过发挥主体性和能动

性，在社会交往中不断与其生活的社会产生丰富的

物质和精神交换，建构自身和他者之间的关系，并在

此过程中不断突破旧有的社会关系，丰富拓展社会

交往的新境界，在享受到获得感、满足感、幸福感的

同时实现社会关系的丰富，实现自身的发展。在这

个过程中，第三次分配还为社会成员创造了物质和

精神的双重利益，使得社会成员有了全面地占有这

种与社会的物质和精神的交往关系的可能，而不仅

仅是某一方面的满足和发展，因为“人，本质上就是

文化的人，而不是‘物化’的人；是能动的、全面的人，

而不是僵化的、‘单向度’的人”。例如，在共同富裕

理念下的第三次分配实践中，财富资源较多者在给

予财富资源缺乏者帮扶的同时，也实现了自身精神

境界的提高与道德品质的升华，实现了精神需求的

满足和精神世界的充盈。

马克思还指出必须促进每个人的发展。马克思

批判了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资本家靠占有劳动

者的劳动实现财富的积累和自身的发展，劳动者被

资本家剥削、被自身劳动奴役和摧残的状况。可以

看到，在资本主义社会，少数人的发展是靠牺牲多数

人的发展换来的；社会的发展是以牺牲部分人的发

展为代价的。这是因为在“虚假的集体”中，个人丧

失了其作为个体的完整性和主体性，成为了他者发

展的工具和手段。相反，个人只有在“真实的集体”

中，才能实现自由且全面的发展，这才是符合社会发

展规律的，因为“社会也是由人生产的。活动和享

受，无论就其内容或就其存在方式来说，都是社会的

活动和社会的享受”。

第三次分配内嵌着互助共享、共生共存的价值

观念，在多样化的实践样态的内生演化过程中致力

于促进每个人的发展。第三次分配追求一种个体与

类、“小我”与“大我”相统一的新型道德与价值共

识。通过在人与人之间形成一种平等、互动、互补、

互助的关系，在人与社会共同体之间形成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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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共同进步的关系，最终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

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在整个第三次分配的实践过程

中，分配主体和分配对象之间、不同分配主体之间、

不同分配对象之间形成了一个具有坚实人性基础的

真正的集体。在这里，现实的个人始终是实施第三

次分配的主体和目的，集体是单个人发展的形式和

条件，社会成员建构起坚实的命运共同体，每个人在

这其中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实现个人的联合和联合

的个人两者之间的有机结合、相互协调。第三次分

配在实践中具有的这种强大凝聚力和感召力，能够

把单个人有机整合起来，“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

福利”“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发展”，从

而形成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的巨大力量。正如恩格斯

指出的，未来社会要“为所有的人创造生活条件，以

便每个人都能自由地发展他的人的本性”。

(二)发挥社会财富的本质功能：实践动因

第三次分配的科学内涵已经表明了第三次分配

实现的财富流动既包括有形财富，还包括无形的精

神财富。而从马克思的财富观来看，财富的本质应

该是满足人类需求、推动共同富裕，进而促进人的自

由全面发展，造福人类。

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的财富积累和

贫困积累中阐明了对于财富的基本观点。在资本主

义社会，财富是资产阶级用以剥削和压迫劳动人民

的工具和手段，无法占有财富的劳动者反而被自己

创造出来的财富所奴役，逐渐陷入异化状态，“工人

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生产的影响和规模越大，他就

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

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

比”。创造和分配财富的“狭隘的资产阶级形式”

带来了人与人之间的异化和分离、社会的撕裂和动

荡。马克思指出：“事实上，如果抛掉狭隘的资产阶

级形式，那么，财富不就是在普遍交换中产生的个人

的需要、才能、享用、生产力等等的普遍性吗？财富

不就是人对自然力——既是通常所谓的‘自然’力，

又是人本身的自然力——的统治的充分发展吗？财

富不就是人的创造天赋的绝对发挥吗？……在这

里，人不是在某一种规定性上再生产自己，而是生产

出他的全面性；不是力求停留在某种已经变成的东

西上，而是处在变易的绝对运动之中。”可以看到，

真正的财富实际上就是人自身充分、全面的发展，

“财富的本质就在于财富的主体存在”。在人类学

笔记中，马克思还摘录了摩尔根《古代社会》中的一

段论述：“现在，财富的增长是如此巨大，它的形式是

这样繁多，以致这种财富对人民说来已经变成无法

控制的力量。‘人类的智慧在自己的创造物面前感到

迷惘而不知所措了。然而，总有一天，人类的理智一

定会强健到能够支配财富……单纯追求财富不是

人类的最终的命运。自从文明时代开始以来所经

过的时间，只是人类已经经历过的生存时间的一小

部分，只是人类将要经历的生存时间的一小部分。

社会的瓦解，即将成为以财富为唯一的最终目的的

那个历程的终结，因为这一历程包含着自我消灭的

因素……这(即更高级的社会制度)将是古代氏族的

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复活，但却是在更高级形式上的

复活。’”在马克思看来，绝不能把一味地寻求个人

财富在数量上的持续不断扩张作为人的追求，未来

共产主义社会必须打破“财富幻象”，“社会化的人，

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

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

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因此，必须

消除导致财富异化的私有制，“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

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并“向自身、向社会的即

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和

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这时

候，以处于流动状态下的全部社会财富来满足人的

主体性需求、价值、尊严，实现了财富应有的终极价

值。最终，社会的人以社会财富的流动和共享在财

富层面建构幸福生活，“个人和普遍之间的对立发展

为自由的和谐，发展为单个幸福和普遍幸福的统一，

发展为社会的公共的和谐”。

新发展阶段下，第三次分配贯彻了马克思财富

观的内核，秉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抑制“资本

逻辑”下财富无序扩张的局面，形成了财富向需、向

善流动的状态。第三次分配通过开辟社会资源分配

的新渠道、拓展财富资源分配的空间，在人与人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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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爱互助中发挥财富资源造福全人类的最大效用

和真正价值。在第三次分配实践中，“个人的财产”

实现了更高意义上的复归，个人可以依据自己的道

德情操、文化习惯、价值追求等按照自主意愿将盈余

财富分配给有需要的人，实现财富对人的主体需要、

主体价值的尊重，人与人之间形成互助、关爱的社会

关系。实际上，为满足财富拥有较少的人的生存和

发展需要，财富较多的人将自己的财富向财富拥有

较少的人那里转移，这不仅使财富拥有较少一方的

状况得到改善、促进他们需要的满足，而且财富拥有

较多的一方也从中获得了满足感。因此第三次分配

作为社会的活动，最终实现了“社会的享受”，在这里

“别人的感觉和精神也为我自己所占有”，构建出了

财富享有的社会共同体。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要

建立这样一种制度，“使社会的每一成员不仅有可能

参加社会财富的生产，而且有可能参加社会财富的

分配和管理，并通过有计划地经营全部生产，使社会

生产力及其成果不断增长，足以保证每个人的一切

合理的需要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得到满足”。而在

第三次分配实践过程中，“个人以整体的生活为乐

事，整体则以个人的信念为乐事”，个人的财富以整

体的共享为目的，社会的财富以个人的享有为条件，

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呈现出和谐快乐的状态。

(三)促进劳动人民各阶层的大团结和大联合：目

标指向

第三次分配的关注点在现实的人，关键点也在

人。第三次分配关注人的需要的满足、人的全面发

展、人的主体性尊严的维护。第三次分配的重点在

于劳动者之间的团结和共享，在于人人为我、我为人

人的互助精神，因此可以说实现劳动人民各阶层的

大团结和大联合是第三次分配的目标指向。并且只

有在这种联合中，才能打通堵点和痛点，使其正常运

行的一系列机制不断生成发展；只有在这种联合中，

才可以最大限度发挥集体财富的最大价值和造福人

类的本质功能；只有在这种联合中，社会成员才可以

自觉追求全社会的公共利益。

首先，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社会人为地把社会

割裂为两大阶级阵营，资本家通过异化劳动机制、相

对剩余人口机制、工资机制等将劳动者嵌入竞争的

逻辑中，以分裂劳动者阵营，在竞争中使劳动者彻底

成为资本家谋利的工具和手段。而无产阶级要实现

自身的解放就必须要承担起资产阶级的“掘墓人”和

未来社会建造者的历史使命，就要联合起来、打破分

裂和竞争的状态，自觉组织成为阶级和政党，并通过

无产阶级革命摆脱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规律的支

配，重新占有社会全部的生产资料和自身全部的社

会关系，实现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的统一，实现自身

的自由全面发展。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第三次分配

的行为模式超越了资本竞争逻辑，代之以互助互惠、

共生共存的逻辑。中国特色的第三次分配建立在社

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制度基础上，建立在劳动人

民相互之间的帮助和对同类人的关爱上，是完全自

愿的，不掺杂任何私心，是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谋

幸福的。此外，第三次分配的主体之间也是平等的，

既尊重了人的现实需要，也充分维护了人的尊严和

主体性价值，实现了人与社会的和解，这奠定了实现

劳动人民各阶层之间的大团结大联合的社会基础。

其次，马克思认为现实的人是社会性、历史性的

人，自私自利并不是人一开始就有的，而是私有制产

生后，人把他人看作实现自身利益的工具和手段，这

时候人“才表现为外在的必然性”。而在资本主义

社会人和人之间只存在利益联系，只剩下冷酷无情

的现金交易。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不论是慈善还

是各种福利，实质上都是资产阶级利用、收买无产阶

级，以养成对他们的感恩之情和顺从之意所进行的

一种欺骗性、功利性活动。而“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

现在正在各地提倡各民族的兄弟友爱，用以对抗旧

的赤裸裸的民族利己主义和自由贸易的伪善的自私

自利的世界主义”。并且只有劳动人民之间的慈善

是最原始的、真正的慈善行为，“穷人从他们的穷弟

兄那里得到的帮助，比从资产阶级那里得到的要多

得多”。可以看到，工人阶级之间的互助精神才是

真正的仁爱精神，这是因为“共产主义者既不拿利己

主义来反对自我牺牲，也不拿自我牺牲来反对利己

主义”，社会主义社会才可以将个人的现实生活条

件和对自我实现的追求结合起来，有效处理个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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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与公共利益的矛盾。从这个意义上说第三次分

配的思想动因是以人们的集体意识、博爱、互助精

神，来遏制由资本自由化冲动引发的利己主义和个

人主义的行动，并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从新的生产关

系出发重建社会并恢复“与他的个性不可分割的品

质”、摆脱生存条件的偶然性导致的思想奴役状态，

以过上道德完满、意志自由、精神丰盈的生活，这奠

定了实现劳动人民各阶层之间的大团结大联合的思

想基础。

四、第三次分配的时代价值

当前脱贫攻坚宣告胜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

标任务历史性完成，我国已经到了扎实推动共同富

裕的历史阶段。党中央从基础性制度安排层面，把

完善第三次分配、发挥第三次分配促进共同富裕的

作用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在新发展阶段具有重大

战略意义和时代价值。第三次分配虽然不及初次分

配和再分配对于共同富裕的基础性和保障性作用，

但作为一种基于自愿的具有广泛主体参与的社会分

配方式，对共同富裕能够起到多方面的沁润作用。

结合第三次分配的科学内涵和理论逻辑，可以看到

第三次分配对新发展阶段经济秩序、分配秩序、社会

秩序、道德秩序重构的重要意义，从而凝聚合力，形

成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

(一)助力经济秩序重构：推动经济发展

共同富裕的前提是富裕。推进共同富裕的辩证

关系中隐含着共同富裕的逻辑路径，即要先着力突

出效率、发展生产、创造财富，实现社会财富的增长

和富裕程度的提升。从发展生产力和增长社会财

富所需资源的配置方式来看，初次分配是通过价值

规律这只“看不见的手”配置资源，而由市场评价贡

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不可避免地会因为个体

性差异导致社会收入的差异，长期下来会影响经济

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再分配是通过政府的财税渠

道这只“看得见的手”植入更多公平的因素调节初次

分配的配置结果，但必须处理好劳动者积极性调动

与再分配调节力度的关系，否则，就容易出现“鞭打

快牛”或“养懒汉”的问题，影响经济秩序正常运

行。显然，初次分配、再分配之后，整个社会资源明

显还存在进一步分配的空间，这时候第三次分配将

发挥拾遗补阙作用，通过社会渠道将这些资源再度

进行分配，以增加社会资源和社会财富的流动性，改

善资源配置格局，发挥资源最大效用，增强经济发展

潜力。同时，第三次分配的结果带来的社会分配格

局的直接改善效应，有助于通过收入分配作用释放

消费潜力，扩大内需，增强国内大循环，从而促进生

产发展。另外，第三次分配中存在广泛的定向资源

流动，如个人和公益基金在市场与政府投入不足的

例如教育、科研、创新等领域的直接捐赠，最终会转

化为促进劳动力素质提高、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创新

增长能力提升的持久动力。因此，第三次分配利用

社会机制这只“温柔之手”，通过开辟社会资源分配

的新渠道，不仅可以填补前两次分配留下的空白，还

可以矫正和弥补市场机制和行政机制的功能缺陷和

失灵现象，助力补足经济社会发展的短板，为形成良

好的经济秩序和在高质量发展中实现共同富裕贡献

力量。

(二)助力分配秩序重构：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社会公平正义是共同富裕的应有之义。分配公

平是社会公平的逻辑起点与最终归宿，没有分配领

域的公正就难以实现社会公平；分配公平关系到人

与人之间的社会财富和社会资源的分配合理性，关

涉社会的稳定性等问题。实现共同富裕就要做到分

配公平和正义，形成人人享有的合理分配格局。当

前我国区域之间、城乡之间与群体之间的收入分配

差距还比较明显，分配机制还存在不健全不完善的

问题，利益失衡与贫富分化问题也还未完全解决。

为此，必须完善和优化收入分配格局，正确处理效率

和公平的关系，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

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

重，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合理调节高收入，取缔非

法收入，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促

进社会公平正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使全体人民朝

着共同富裕目标扎实迈进。初次分配在市场机制中

坚持竞争法则和效率法则，会造成收入差距问题，同

时对未能进入市场的资源不能产生调节作用，这是

“市场不行”的表现；再分配中政府以公平为导向，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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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税收法则和转移支付法则进行基于结果更加公平

的分配，但再分配只能在政府财政税收范围内发挥

作用，由于政府掌握的资源和政策空间有限，难以充

分考虑到各个方面，且面对突发性、紧急性情况难以

做出灵活有效的反应，这是“政府不能”的表现。第

三次分配针对的是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作用以外的财

富资源领域，是对前两次分配的重要补充，它以人的

意愿为主导，以互助共享为导向，实现社会财富和收

入在不同主体之间的流动。拥有较高收入或较多财

富的人，自愿将自己的一部分收入和财富无偿、单向

地转移给低收入个人、群体或地区，可以起到直接调

节收入分配的作用，这是对前两次分配结果的一种

社会机制作用的矫正。并且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

展、中高收入人群体量的增大，第三次分配将为实现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起到更加重要的支撑作

用。从这一意义上看，第三次分配拥有调节和重构

分配秩序、促进财富合理流动、实现社会正义的价值

功能。并且通过与初次分配、再分配的协同作用，三

者整体发力、聚焦发力，可以共同发挥推动实现共同

富裕目标的最大效用。

(三)助力社会秩序重构：增进社会和谐

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我

们要吸取一些国家贫富分化，中产阶层塌陷，导致社

会撕裂、政治极化、民粹主义泛滥等进而引发社会动

荡、民生凋敝的深刻教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

须坚决防止两极分化，促进共同富裕，实现社会和谐

安定”。目前中国正处在社会问题与社会矛盾凸显

期，利益失衡与贫富分化是社会矛盾激化的重要原

因，如何公正合理地分配蛋糕，解决好人民最关心、

最迫切的诸如教育、医疗、住房等民生问题，是共同

富裕必须面对的重大挑战。第三次分配的价值功能

显示了其具有助力构建良好社会秩序、维护社会安

定和谐的重要意义。

首先，在第三次分配的机制下，人们通过自愿捐

赠或通过各种慈善基金形式把自己获得的财富回报

给社会，既能够使财富流向有所需的社会成员、促进

不同群体的共同发展，还有利于防止财富的代际积

累。这有利于夯实社会和谐的利益基础，无论对于

促进人自身的发展还是对于促进市场机制运行都具

有重要意义。其次，第三次分配借助社会成员之间

情感的联结，柔性调节社会矛盾。在向善道德力量

的推动下、在社会责任的引领下、在法律法规的规范

和促进下，民间企业、社会组织、家庭、个人等微观主

体汇聚形成巨大的合力，从而第三次分配有利于调

控社会成员间的人际关系、增强民众的凝聚力和相

互之间的信任感，在情感上缓解贫富之间的隔阂和

对立，乃至舒缓由收入差距造成的社会整体结构上

的紧张，这有利于夯实社会和谐的情感基础，促进社

会成员和睦和谐。并且，这种建立在社会成员互助

共享、人心向善基础上的资源财富共享，不但不会伤

害人们的自由创造精神与原动力，不会妨碍国民收

入增长，反而会减少社会分配不均的情况，对于整个

社会而言是一种纯粹的帕累托改进，有助于实现差

异基础上的社会和谐，全面推进共同富裕实现。最

后，第三次分配以构建共生共存的“民间社会保障体

系”助力保障社会和谐。当前，我国在社会保障方面

还存在某些制度性缺陷和某些“短板”，政府的公共

服务难以兼顾各方面各层次的需求。而第三次分配

实践中各阶层群体与各类社会组织自觉自愿建构的

以平等、和谐、互助、共享为特征的共生共同体，本质

上形成了一个独立于政府和市场的“民间社会保障

体系”，可以帮助政府分担其难以兼顾的诸多问题，

对于社会秩序的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例如，民间自

治、自救组织不仅长期担负着救济性功能，发挥先富

者对后富者的带动作用，增强社会成员抵御风险的

能力，还通过社会成员之间形成的强大的互助和帮

扶力量应对短期内天灾人祸的冲击，更具灵活性和

针对性。而近年来，个人、企业和社会组织借助第三

次分配的社会渠道，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等方面

持续发挥重要作用，尤其是在脱贫攻坚、疫情防控、

抗险救灾领域作用突出，发挥了第三次分配在推进

社会治理、稳定社会秩序中应有的作用，有力促进了

社会和谐稳定。

(四)助力道德秩序重构，提升精神文明程度

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全

面富裕。第三次分配通过广泛的群众性参与，从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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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个体的人心向善、互助友爱到宏观社会的思想境

界、道德水平和文明程度提升，助力社会道德秩序重

构，推进物质和精神协同共富。

从作用机制看，第三次分配通过道德、文化、习

惯等影响下的民间捐赠、慈善事业、志愿行动等方式

济困扶弱，不仅是对初次分配、再分配的有益补充，

还建立了一种整合经济理性和价值理性的机制，塑

造了社会成员之间的资源共享、互助友爱的社会信

念。第三次分配的准则既不基于私有制也不基于合

法性，而是回归人心的里仁或良知，以道德作为主要

表征或媒介，通过超越人类之“手”的精神之手乃至

灵性之手来实现。有着提升公众社会责任、凝聚全

社会共建共治共享价值共识，整合全体人民的精神

力量、巩固全体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功能。

从需求层次看，第三次分配在特有的“温情效

应”下具有有效传播真善美的道德实质，使每个参与

者都能在这个过程中感受共生共存共同体的温暖力

量，自觉扮演积极促进互助友爱、提升文明道德的重

要角色。这个过程中，既可以在物质上扶持和精神

上抚慰受赠主体，增加其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缓解他们对于不稳定、不确定的未来的恐惧，消释不

同群体、不同阶层之间的紧张关系；还可以满足分

配主体更高层次的如情感交往上的需求、自我价值

实现等精神需求。这决定了第三次分配是新时代重

要的文明实践工程，有助于形成人人从善、全民向善

的社会精神风貌、提高社会文明程度，促进奉献和大

爱理念在社会成员间传递与持续扩散。

从实践形式看，以公益文化艺术为实践形式的

第三次分配发展迅速，成为第三次分配的一种重要

外在实现形式，有利于促进人们的精神富裕。公益

文化艺术是更高维度的价值需求和财富流向，承载

了公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精神富裕的追求。进

入新发展阶段，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

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民主、法治、公

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需求日益增长，财富的

用途日益转向更加丰富和广阔的社会、文化乃至精

神面向。文化社会组织的大量存在、形式多样的文

化艺术活动，不仅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

部分，还为中华文化与艺术的发展和传播作出了很

大贡献。这些向社会大众无偿开放或低价开放的、

具有传播力和感染力的文化艺术产品和服务，不仅

为公众享受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提供了渠道，

还为促进人们的精神富足和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重

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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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cientific Connotation, Theoretical Logic and Time Value of the Third Distribution

Ma Wenwu Kuang Chenglan

Abstract：The third distribution is an important way to promote common prosperity in the new development
stage. Based on the actual and realistic needs of China's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the third distribution
should go beyond the traditional realization form, value function, participation subject and functioning field, expand
its scientific connotation and form the third distribu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t the same time, we should
understand the value basis, practical motivation and goal of China's third distribution from the theoretical logic of real⁃
izing people's free and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giving full play to the essential function of social wealth and pro⁃
moting the great unity and unity of all levels of the working people. We should also examine its strategic significance
and time value for solidly promoting common prosper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third distribution helping to recon⁃
struct the economic order, distribution order, social order and moral order in the new development stage. This will
help the whole society form a consensus to improve the third distribution system from theory to practice, from thought
to action, and play its role in promoting common prosperity.

Key words：common prosperity; the third distribution; connotation expan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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