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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形成的

重要概念。习近平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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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可见，“共同

富裕”概念是中国共产党政治话语体系中具有标识

性的重要术语，是中国共产党在特定历史语境中对

“共同富裕”认识的概念化过程。当前，学界对共同

富裕这一命题的研究取得了不少的成果，主要是从

共同富裕的思想资源、理论内涵、发展历程、现实困

境、实现路径等层面探讨，但是从概念史视角考察

“共同富裕”概念的源流考释、术语涵义、话语变迁等

方面的研究成果仍显不足。作为中国共产党政治话

语体系的重要术语，“共同富裕”概念本身就彰显着

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和意蕴。因此，从概念史角度

梳理“共同富裕”概念的历史演变与话语意蕴，既可

呈现“共同富裕”在中国发展的演进历程，揭示中国

共产党百年来对共同富裕探索和追求的奋斗轨迹，

也可为当下更全面地理解和诠释“共同富裕”提供历

史参考。

一、“共同富裕”概念的源流考释

“共同富裕”概念的源流考释既包括词源考释，

也包括理论溯源。从词源上考释，主要是对“共同”

和“富裕”两词进行说文解字，追溯“共同富裕”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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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本语义内涵；从理论上溯源，主要是从中国古代

传统文化中对“小康社会”和“大同”理想的相关论

述、马克思主义关于共同富裕思想和共产主义社会

的设计图景等，厘清“共同富裕”概念的理论渊源。

“共同富裕”是由“共同”和“富裕”组成的复合

词。在中国古代汉语语境中，“共”字主要有两种含

义，一是共同占有或承受。如《说文解字》说：“共，同

也。”②二是作为副词，共同或一起之意。如《商君书·

修权》：“法者，君臣之所共操也。”③而“同”字主要有

相同、共同、统一、赞同等意思。可见，“共同”一词亦

有大家一起(做)，属于大家的，共同具有、享有或承担

之意。对“富裕”中的“富”字考释，主要有三层意思：

一是指完备，多而全。如《易·系辞上》：“富有之谓大

业”，指的是广大无所不有的称之为大业。④二是指

财富、财物。《礼记·大学》：“富润屋，德润身。”三是使

富足，富裕。《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秦用商君，富国

强兵。”⑤“裕”字主要有丰富、充足、使富足等内涵。

如《国语·吴语》：“裕其众庶，其民殷众，以多甲兵。”

《荀子·富国》：“足国之道，节用裕民。”⑥“裕其众庶”

和“节用裕民”均表达了“使富足”“富裕”等含义，意

思是让民众富裕起来，使民众富足。因此，从词源学

角度对“共同富裕”一词的释义主要指的是大家共同

占有财富或共同使用财物，强调的是经济上的宽裕

和富足。

“共同富裕”概念的原初语义源于中国古代传统

文化中对“小康”社会和“大同”理想的相关论述。“小

康”概念见于《诗经·大雅·民劳》：“民亦劳止，汔可小

康。”此处的“小康”指的是安定、安康、安乐和富足，

表达了底层劳动人民对安稳祥和、生活富足的美好

社会的憧憬和期盼。“大同”作为中国传统儒家文化

中的崇高社会理想，最为典型的论述是出自《礼记·

礼运》，即“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

睦……是谓大同。”意即建设一个天下公有、和谐美

好且至善的“大同”社会，表达了古人对“共同富裕”

的最初愿景，成为后世国人理想社会中的典范和摹

本。不管是“小康社会”还是“大同”理想，均含有共

同富裕、经济发展和财产公有之意。此外，对“共同

富裕”概念的追溯，还需回到中国古代传统社会的具

体语境中，“天道均平”“共财”“以天下之财，利天下

之人”等可视为“共同富裕”概念在中国古代不同时

期的理解和表述。如《礼记·祭法》：“黄帝正名百物，

以明民共财。”意即将财富与民共享；《管子·霸言》提

出的“以天下之财，利天下之人”的治国理政主张；唐

末王仙芝、黄巢的“均平”等⑦，都表达了中华传统文

化中共同富裕思想和世人对共同富裕目标的追求，

为“共同富裕”概念的提出奠定重要的思想基础。在

近代中国社会里，以洪秀全为代表的农民阶级、以康

有为为代表的维新派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

革命派对“共同富裕”概念也有着不同的理解和阐

释。洪秀全受西方宗教所谓“平等”思想影响，企图

建立“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

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太平天国。康有为在《大

同书》中描绘了“大同之世，天下为公，无有阶级，一

切平等”的大同世界图景。孙中山提出民生主义，认

为“社会上之财产，须平均分配”⑧。从这些论述中可

以看出，时人对“共同富裕”概念的理解，基本上仍是

在“大同”理想和“小康社会”的思想图景中进行阐

释，无论是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康有为的“大同世

界”，还是孙中山的民生主义，都表达了“无处不均

匀”“一切平等”“平均分配”等“共同富裕”概念的初

始内涵。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关于共同富裕思想和共

产主义理想是“共同富裕”概念的重要理论来源。马

克思恩格斯对“共同富裕”概念内涵的阐述主要是从

生产分配、公平正义以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等方面

来论述，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人类的崇高理想，即共产

主义社会，极大拓宽了“共同富裕”概念的理论内

涵。其一，强调生产力的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经

济基础。生产力的极大发展既是实现物质分配的基

础，也是消除阶级差别的重要前提条件。马克思恩

格斯在《流亡者文献》中关于俄国的社会问题里，指

出“只有在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才能“使得

阶级差别的消除成为真正的进步”⑨。并且批判俄国

传统公社制中的无差别富裕和公社间缺乏联系的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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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认为“各个公社相互间这种完全隔绝的状态，在

全国造成虽然相同但绝非共同的利益”⑩。此处用

“相同”区别于“共同”，其实这也指出了“共同富裕”

概念的共同价值指向，并非是相同的“富裕”或相同

的“贫穷”，而是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之上的“共同富

裕”。其二，强调社会主义公有制是实现共同富裕的

制度基础。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私有制是

导致社会两极分化，并使之持续扩大的社会根源，要

实现共同富裕、消除两极分化，必须建立社会主义公

有制的分配制度。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统治阶级所

宣扬的“公平正义”“永恒公平”论调，实质上只是统

治阶级为维护本阶级分配利益的一种欺骗手段。正

如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针对拉萨尔派离开生

产关系空谈“公平分配”“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的错

误观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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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马克思恩格斯还

强调用事物运动发展的观点看待社会的分配方式，

避免陷入“同步富裕”和“同时富裕”的误区。1890年
8月5日，恩格斯致康拉德·施米特中，指出：“分配方

式本质上毕竟要取决于有多少产品可供分配，而这

当然随着生产和社会组织的进步而改变”。其三，

强调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内在规

律。对“共同富裕”概念的认识和理解，离不开历史

唯物主义的指导。1892年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

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指出：“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

革的终极原因”，“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

更中去寻找”。对未来社会的发展形态和发展阶段

也应当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中去寻找和规划。马

克思恩格斯在科学阐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规律基

础之上，将“共同富裕”纳入共产主义社会的图景设

计里，勾画了未来社会的生产和分配关系。在未来

美好生活的社会里，“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

的”，并且“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和“集体财富的一

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真正实现“各尽所能，按需

分配”。可见，马克思恩格斯深刻诠释了“共同富

裕”概念的理论内涵。概而言之，“共同富裕”中的

“共同”是涉及到生产分配、所有制、公平正义等方面

的问题；“富裕”则是涉及以生产力为基础的经济、社

会、政治、人的发展等方面的问题，为“共同富裕”概

念奠定基本的理论基础。

二、革命语境下的“共同富裕”概念：“土地平均

分配”“大体上的平均”“人人富裕”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共同富

裕”概念的形成有一个思想认识和实践反思的过程，

包括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探讨、生产与分配关

系的研究、对未来幸福生活的设想以及“打土豪，分

田地”“土地平均分配”等革命背景下的初步实践，促

进“共同富裕”概念的孕育生成。

在中国革命语境下，“共同富裕”概念既是作为

一个奋斗目标、代表幸福生活的术语，又是作为分配

方式的重要实践理念。虽然此时的中国共产党人尚

未直接提出“共同富裕”概念，但始终秉持着“为人民

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致力于建设包

括劳苦大众在内的绝大多数人的幸福社会以及对共

产主义的追求，孕育着“共同富裕”概念的形成。

1919年1月1日，李大钊在《新纪元》中批判达尔文的

社会进化论，认为人类的幸福不能以“牺牲弱者的生

存幸福”，而造成强者“优胜的地位”，表征了“共同

富裕”概念在中国共产党话语语境中的萌芽。在中

国共产党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对“共同富裕”概念

的认识和理解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研究和设想中初见

端倪。李大钊作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

对“共同富裕”概念中的生产与分配问题有着较早的

认识。1919年 2月 7日，李大钊在《战后之世界潮流

—有血的社会革命与无血的社会革命》中提出：“有

生产才有分配，有生产的劳工才有分配的问题。”同

年 12月 1日，李大钊在《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中设

想未来社会的所有制和分配方式，认为“生产的方法

由私据的变为公有的，分配的方法由独占的变为公

平的”。可见，李大钊关于生产方式的“公有”和分

配方式的“公平”论述是对马克思主义原初语境中

“共同富裕”概念的承继和表达，为“共同富裕”概念

的形成奠定重要的语义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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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此，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探索实现“共同富裕”

的方法，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生产分配理论的基础上，

进一步丰富“共同富裕”概念。1921年 1月 15日，陈

独秀在广州公立法政学校演讲中，批判古代社会主

义是“理想的简单的均富论”，指出近代社会主义应

从“社会经济制度——即生产和分配方法”中去寻

找，要“设法改造生产和分配底方法”。借助“生产”

“分配”两个概念，划清理想主义“均富论”与社会主

义“共同富裕”的界限，使“共同富裕”概念摆脱传统

的“均富”意义，开始有一套新的阐释方式。同年4月
8日，李达在《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一文中，认

为社会主义“实行将一切生产机关归为公有，共同生

产共同消费”。同时，“生产消费完全可以保持均

平”。其实，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对于“共同生产

共同分配”“均平”等社会主义分配论述，都是有别于

“平均分配”，是在理论层面注重生产方法与分配方

法并重的“共同富裕”。正如李大钊在《社会主义与

社会运动》中指出，“社会主义不是使人尽富或皆贫，

是使生产、消费、分配适合的发展，人人均能享受平

均的供给，得最大的幸福”，即“人人富裕矣”。“最

大的幸福”“人人富裕”等不同表述，其实质都蕴含了

“共同富裕”概念的本质内涵。

“共同富裕”概念在理论上既涉及到生产问题，

也涉及到分配问题。但在革命背景下，中国共产党

更为强调和凸显“共同富裕”概念实践中的分配意

义，是有其历史的必然性：既是革命的现实需要，也

是中国共产党革命意识形态使然，同时也是人民的

利益需要。其中，最为直接的实践就是解决土地问

题，也是“共同富裕”概念在革命语境中的初步践

行。1927年 4月 19日，毛泽东在土地委员会第一次

扩大会议上的发言中，明确阐释了现时解决土地问

题的三个重要意义：“使农民得解放”“增加生产”“保

护革命”。因此，这一时期的“打土豪，分田地”“土

地分配”“平均土地”等话语和实践，赋予了“共同富

裕”概念的革命意义和革命力量。1931年 1月，《中

央通告——目前政治形势及党的中心任务》指出，

“现在党应以没收一切地主土地、平均分配给贫农中

农为中心口号来发动群众”。在革命时期，“平均分

配”是有其重要的革命意义和政治意蕴的，不仅是为

了巩固扩大中国革命力量，而且也是为了发展生产，

切实改善底层人民的物质生活基础。正如毛泽东在

《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中指出：“我们的目的不但要发

展生产”，而且要“把革命战争和经济建设的物质基

础确切地建立起来”。这其实也是为实现“共同富

裕”提供经济基础。不可否认，中国共产党人在这一

时期对于“共同富裕”概念的理解，尤其对生产与分

配关系的理解是有其准确性和历史性的。但由于生

产条件的限制，在实践过程中出现了对“共同富裕”

概念的理解偏差，陷入了“绝对平均主义”的误区。

1929年12月，毛泽东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

中，认为：“就是在社会主义时期”，也“决无所谓绝对

的平均”，现在“应该做到大体上的平均”，“这是现时

斗争环境所需要的”。揭示了“物质的分配”是要做

到“大体上的平均”，并不是“绝对平均主义”，并且透

露了现时的“平均分配”“平等分配”是革命环境的需

要，使“共同富裕”概念有了阶段性的特征。

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背景下的“共同富裕”

概念：“要富裕就要有工业”“过富裕的和有文化的生

活”“大为富、大为强”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对“共同富裕”概念

的理解与运用，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注重分配的

单向维度到生产与分配并重的双向维度，并适时提

出“工业化”“现代化”等经济发展要求，完成社会主

义三大改造，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为“共同富裕”提供

物质基础和制度保障。在此过程中，形成了“过富裕

的和有文化的生活”“大家富裕起来”“走向富裕”“走

共同富裕的道路”等朴实的“共同富裕”话语，并在

《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中正式提出“共

同富裕”概念。

恢复生产、发展经济、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是新

中国推进“共同富裕”的首要任务。1949年5月2日，

刘少奇在天津市工商业家座谈会上的讲话就指出：

“目前的主要问题，便是恢复与发展生产”，“国家才

能富强”。如何发展经济、走向富裕是摆在中国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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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党人面前的重要实践难题。1950年刘少奇在《国

家的工业化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中指出：“只有

工业化和电气化”，才能使中国人民“能够过富裕的

和有文化的生活”。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工业化”

“电气化”等是“现代化”在经济领域的体现，也为“共

同富裕”概念注入了新的内涵。1953年党提出过渡

时期总路线中的“一化”就是社会主义工业化，其重

要性可见一斑。1957年 6月 26日，周恩来在政府工

作报告中指出：“使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一切劳动者都

能够共同享受富裕的有文化的幸福生活”，关键是

“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化工业和现代化农

业的社会主义国家”。紧接着，周恩来在《关于我国

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中，再次强调“要富裕就要有

工业”。虽然这一时期经常使用的是“社会主义工

业化”“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农业”等话语，其实质上

是“中国式现代化”内涵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表述。

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将“共同富裕”概念置于

中国式现代化的框架范围之内，不断深化和夯实“共

同富裕”概念的内涵和现实基础。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对

“共同富裕”概念的阐释和运用还体现在社会主义三

大改造上，并且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正式提

出“共同富裕”概念。1953年 7月 2日，邓子恢在《农

村工作的基本任务和方针政策》中，认为只有进行农

业社会主义改造，“才能使农民真正丰衣足食、大家

富裕起来”。随着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实践的深入推

进，“大家富裕起来”“一年一年富裕起来的生活”等

话语的提出，“共同富裕”概念已然呼之欲出。1953
年 12月 16日，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发展农业生产

合作社的决议》中首次提出“共同富裕”概念，认为农

业社会主义改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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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

外，中国共产党在引导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也

在积极引导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4年 1月 6
日《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党组关于第三次全国

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的报告》中指出：“经过合作化

道路，将逐步过渡到大家富裕的社会主义社会。”值

得注意的是，此处用的是“大家富裕”而不是“共同富

裕”的表述，这也说明了“共同富裕”概念内涵外延的

不确定性，处于初期发展阶段。

对“共同富裕”概念使用较多的是毛泽东。1955
年 10月 27日，毛泽东在《工商业者要掌握自己的命

运》中指出“以后要同大家一起共同富裕起来”；随

后，毛泽东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座

谈会上的讲话》一文中，对“共同富裕”概念的内涵做

了初步界定，“我们的目标是要使我国比现在大为发

展，大为富、大为强”，“而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

强，是共同的强，大家都有份”。用“共同的富”“共

同的强”来形容“共同富裕”，“强”字有强盛、强大、富

足之意，使“共同富裕”概念超越了经济意义的物质

富裕，亦有政治意义、文化意义等层面的“共同富

裕”。因此，“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话语也应运而生。

1956年 1月 11日，毛泽东在参观陵园区玄武湖农业

生产合作社和太平村十月农业生产合作社时鼓励大

家，“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亦

即走“共同富裕和共同繁荣”的社会主义道路。但

之后由于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多重因素影响，毛

泽东便很少再提“共同富裕”概念了。

1956年基本完成了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社会主

义制度在中国基本建立，这为“共同富裕”的实现奠

定了重要制度基础。当然，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和

认识上的一些偏差，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对于“共

同富裕”的实践也出现了一些失误，追求纯而又纯的

公有制、分配形式上也过于简单划一，形成诸如“平

均分配”“同步富裕”“平均主义”等教条式思想观念，

造成了吃“大锅饭”“共产风”的社会状态，以致遗留

了长期束缚经济发展和人们思想观念等问题。

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

“共同富裕”概念：“先富带后富”“小康社会”“协调

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在改革开放背景

下，中国共产党逐渐廓清对“共同富裕”概念的片面

认识，在理性反思中逐步丰富和深化“共同富裕”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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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的内涵。“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一部分地区

先富裕起来”“先富带后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协

调发展”等成为这一时期“共同富裕”概念的主要话

语内涵。

“先富带后富”话语的孕育过程是“共同富裕”概

念在人们思想观念中发生转变的过程。1978年9月
15日，邓小平批评了改革开放前过于简单追求物质

上的“平均主义”，认为“企业管理得好，为国家贡献

大的，应给予奖励”，“平均主义害处太大了”。邓小

平从“给予奖励”入手，打破人们思想观念中的没有

差别地“绝对平均”，主张“搞得好的要奖励”。同年

12月 13日，邓小平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

致向前看》中指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

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

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这就隐含着“先富带后富”

的思想萌芽，使“共同富裕”概念被重新定义或正名，

同时也是共同富裕观念重塑的过程。1983年1月12
日，邓小平再次强调：“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一部分

地区先富裕起来”。“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一

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先富带后富”等构成“共同富

裕”概念的历时性话语，这既是对事物发展客观规律

的遵循，也有其重要的历史现实考量。正如 1984年
10月20日，《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

指出：“平均主义的泛滥必然破坏社会生产力”，“鼓

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是符合社会主义发展

规律的”。这段论述表明了人们对“共同富裕”概念

理解的转变，反映了“完全平均”“同一时间”“同等速

度”的“平均主义”观念被唾弃，取而代之的是“鼓励

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的正

确共同富裕观念，进一步厘清“共同富裕”概念内涵。

在理性反思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有一个长期过

程，中国共产党适时提出建设“小康社会”的阶段性

目标。“小康社会”是“共同富裕”概念的应有之义，也

是“共同富裕”发展的必经阶段。1979年 12月 6日，

邓小平在《中国本世纪的目标是实现小康》一文中指

出：“到本世纪末……要达到第三世界中比较富裕一

点的国家的水平”，“中国到那时也还是一个小康的

状态”。此处的“小康”主要是指经济层面的“小康

水平”。1984年 6月 30日，邓小平在《建设有中国特

色的社会主义》一文中对“小康”做了初步定义，“所

谓小康，从国民生产总值来说，就是年人均达到八百

美元”，并进一步强调“按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就可

以使全国人民普遍过上小康生活”。合理阐释了现

时段的“共同富裕”概念，既有“共同富裕”中的“共

同”，即坚持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又有“共同富裕”中

的“富裕”，即经济发展层面的“小康水平”“小康状

态”“小康生活”。要进入“小康社会”，首先要摆脱贫

困，解决温饱问题，达到小康水平，才能进入“比较富

裕”的阶段。为了避免陷入“小康社会”误区，过度拔

高其经济状态，邓小平多次解释“小康社会”的形

态。1986年6月18日，邓小平在《争取整个中华民族

的大团结》中指出：“所谓小康社会，就是虽不富裕，

但日子好过。”其实，在一定意义上来说，“小康”“小

康社会”等表述既是“共同富裕”的发展阶段，也是中

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背景下对“共同富裕”概念的理

解和呈现。正如 1987年 4月 16日，邓小平会见香港

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的讲话指出：

“共同富裕，那时候我们叫小康社会，是人民生活普

遍提高的小康社会。”不断丰富“共同富裕”概念内

涵，使“共同富裕”概念逐渐走向具体化、实践化和清

晰化。

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的推进，

“共同富裕”概念的社会主义性质内涵不断强化和凸

显。1988年和1990年间，邓小平在不同场合对其做

了重要的论述，分别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制

度不能动摇的原则”，“社会主义的一个含义就是共

同富裕”，“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

裕”。不断扩展和凸显社会主义性质，使“共同富

裕”概念的政治特色明显加重。1992年邓小平在南

方谈话中明确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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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些论述可以看出，“共同富裕”概念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极端重要性，使用诸如“原则”

“最大的优越性”“本质”等带有强烈政治色彩的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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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指称，进一步丰富了“共同富裕”的概念属性。可

见，要实现共同富裕，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只有在社

会主义框架体系内，才能真正实现共同富裕。显然，

邓小平关于“共同富裕”一系列相关论述，极大地拓

宽了“共同富裕”概念的丰富内涵，使之逐渐走向规

范和成熟。

党的十三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语境

中不断形塑“共同富裕”概念，即在效率与公平、“先

富”与共同富裕、按劳分配与其他分配方式等关系中

理解和阐释。1993年 11月 14日，《中共中央关于建

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明确

指出：“建立以按劳分配为主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的收入分配制度。”在一定意义上，效率与公平的关

系可以说是鼓励“先富”与促进共富之间的关系，讲

究“效率优先”就是鼓励一部分、一部分地区先富裕

起来；兼顾公平就是防止两极分化，发挥社会主义分

配制度的优势，坚持先富带后富、促进共同富裕。

2000年 1月 14日，江泽民在《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

必从严》中提出，要“处理好‘先富’与共同富裕的关

系”，这“是符合经济发展不平衡和事物波浪式前进

的规律的”，进一步廓清了人们在“先富”带来的贫

富悬殊两极分化问题认识上的矛盾。随着经济发

展、社会进步，“协调发展”“科学发展”越来越成为

“共同富裕”概念强调的政治意涵。2006年 10月 11
日，胡锦涛在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

上的讲话中指出：“走共同富裕道路，推动社会建设

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协调发展。”可见，

从“先富带后富”到“协调发展”的演变，不仅折射出

人们对“共同富裕”观念的深化认识和普遍接受，也

反映了“共同富裕”概念更高层次和更高水平的变化

发展。

五、新时代“共同富裕”概念的多重话语意蕴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

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在新的历史语

境下，“共同富裕”概念在理论内涵层面主要包括共

建共享发展理念、建立社会公平保障体系、生态良好

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以及社会全面进步等；在实践

方面主要表现在如期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实现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等，为现阶段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提供重要的基础。正如习近平指出：“现在，已经到

了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

经过长时间的理论探索和实践探索，中国共产

党对“共同富裕”概念的塑造经历了由表及里、由浅

入深、由幼稚到成熟，并在新的历史阶段建构“共同

富裕”的多维话语。2012年 11月 17日，习近平在主

持党的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的讲话中

指出：“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

要“逐步建立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使全体人民“朝着

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强调要从制度建设方面

保证发展成果分配的公平正义，对“公平正义”一词

的意义进行了再塑造。这也意味着将“制度体系”

“公平正义”与“共同富裕”联系起来，赋予“共同富

裕”概念的制度内涵和价值意蕴。2013年 11月 12
日，《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

定》指出：“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深化社会体制改革，改

革收入分配制度，促进共同富裕”。可见，“建立社

会公平保障体系”“改革收入分配制度”等话语和实

践，是对“共同富裕”概念中的“共同”的进一步深

化。此外，中国共产党立足于新的历史语境，即社会

主要矛盾所显示出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更

加强调“共同富裕”概念中的“公平”“共享”等方面的

问题，提出“共享发展理念”的新表述，进一步丰富

“共同富裕”概念的内涵。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首次

提出了“共享发展理念”，强调经济发展要始终以人

民为中心。2015年 10月 29日，《中共中央关于制定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

进一步阐释“共享发展”，指出：“共享发展注重的是

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绝不能出现‘富者累巨

万，而贫者食糟糠’的现象”。显然，新矛盾催生新

任务，在过去“短缺经济”背景下党和国家工作重点

是要通过“先富”打破平均主义，着重解决的是“做大

蛋糕”的问题；当前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背景

下，党和国家在经济建设上更加突出“共富”，解决分

配不公的问题，即要“分好蛋糕”。通过梳理“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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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裕”的历史脉络，可以清晰地看到“共同富裕”概念

最为重要的内涵有两点，一是生产富裕，即“做大蛋

糕”；二是分配公平、共享发展，即“分好蛋糕”。党的

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在共同富裕方面迈出了更为

坚实的步伐，形成了“消除贫困”“精准扶贫”“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等阶段性的“共同富裕”概念话语。经

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长期奋斗，2021年，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大会上庄严

宣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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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奠

定了坚实基础。

在新时代共同富裕伟大实践过程中，中国共产

党继续深化对“共同富裕”概念的理解，不断增添新

的内容。不仅强调“共同富裕”概念中的“共同”，也

增添了“共同富裕”概念中的“富裕”内容，是包括生

态环境良好、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等层面的

“富裕”。2014年 9月 30日，习近平在庆祝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65周年招待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不断开

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而不懈努力”。用“生活

富裕、生态良好”来表达“共同富裕”概念中的“人与

自然”和谐发展的内涵，实则也是从“共同富裕”概念

本身的意义中演绎出来的。此外，人的全面发展与

“共同富裕”是高度统一的，实现共同富裕的另一层

面的意思就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正如习近平指

出：“促进共同富裕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高度统一

的”，要“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

的精神文化需求”。“共同富裕”概念的内涵较之前

扩大了很多，其隐含的“社会全面进步”的理论意涵

也逐渐兴起。2018年2月26日，习近平在《关于深化

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决定稿和方案稿的说明》中，指出

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目的是“更好推动人的全

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人民共同富裕”。由此可以

看出，新时代“共同富裕”概念的内涵不再只是指物

质基础层面，而是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生态、人的

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等多维度的、全面的“共同

富裕”，使“共同富裕”概念逐渐有了科学、丰富的内

涵。如今，“共同富裕取得新成效”，“共同富裕”概

念已成为当代中国家喻户晓的标识性概念，“共同富

裕”观念逐渐深入人心。

六、结语

“共同富裕”概念在中国的生成发展，典型体现

出政治实践对于概念术语的形塑作用。百年来，中

国共产党致力于“共同富裕”概念的理论和实践探

索，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关于马克思主义生产分

配方式理论的初步探索，在革命语境下强调和凸显

“共同富裕”概念中的分配意义，以“打土豪，分田地”

实践中的“平分土地”来动员群众革命，赋予“共同富

裕”概念的革命意义；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背景下

对“共同富裕”的初步实践，在“一化三改”过渡时期

总路线的语境中孕育“共同富裕”概念，促进“共同富

裕”概念的正式提出，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和认识

上的偏差，导致“平均主义”“共产风”“同步富裕”等

错误观念盛行；到改革开放背景下对“共同富裕”概

念的理性阐释，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指导

下，“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先富

带后富”等成为“共同富裕”概念的主流话语，并且适

时提出“中国式现代化”“小康之家”“全面建设小康

社会”，使“共同富裕”概念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

中逐步深化；再到新时代“共同富裕”概念的多重话

语意蕴，在实践上完成脱贫攻坚工程、如期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在理论上更加强调分配的公平正义，提出

“共享发展理念”“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的全面进步”

等，使“共同富裕”概念成为包含经济、政治、文化、生

态、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等层面的总体概

念。当然，随着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实践的进一步深

化，“共同富裕”概念内涵将继续丰富和发展。

注释：

①习近平：《扎实推动共同富裕》，载于《求是》2021年第

20期。

②转引自郑春兰：《汉字由来》，四川辞书出版社 2012年

版，第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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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istorical Origin and Semantic Change of the Concept of "Common Prosperit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entered on the Historical Document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uang Xiaojuan

Abstract：The term "common prosperity" is a key concept in the political discourse system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a symbolic term of the essential difference between socialism and capitalism.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made a diachronic and synchronic interpret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the concept of "common prosper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oretical origin, it is not only the inheritance of the concept of "welloff society" and "Great
harmony" in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but also the preliminary practice of the lofty ideal of "communism" in Marx⁃
ist classic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evelopment, it has experienced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equal distribution",
"synchronous prosperity","rich f irst and then rich","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building a moderately prosper⁃
ous society in all respects" and "common prosper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notation evolution,"material prosper⁃
ity","spiritual prosperity","all- round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 and "all- round social progress" have become
prominent concepts in different periods. From the def inition of nature,"the essential requirements of socialism","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important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have become the stage positioning of its conceptual attributes. This paper combs the historical gen⁃
eration and semantic evolution of the concept of "common prosper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ceptual history, pres⁃
ents the historical picture of the development of "common prosperity" in China, reveals the struggle track of the Com⁃
munist Party of China's exploration and pursuit of common prosperity for a hundred years, and provides historical ref⁃
erence for a more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and interpretation of "common prosperity".

Key words：Communist Par ty of China; Common prosperity;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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