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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共同富裕
重要论述的原创性贡献

李 冉  陈海若

摘要：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具有重大原创性贡献，推动中国共产党对共同富裕的认识达

到全新高度。在关于“什么是共同富裕”的认识上，明确了共同富裕的战略步骤与衡量指标，以人的全面发展

为导向丰富和发展了共同富裕的内涵，澄清了党内外对共同富裕的主要认识误区，从而开辟新的境界；在关

于“为什么要实现共同富裕”的认识上，站在治国理政全局高度，以广阔的视野揭示了新时代扎实推动共同富

裕的重大意义；在关于“怎么实现共同富裕”的认识上，对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生产力基础和制度安排作出系

统论述，在做大做好蛋糕的同时切好分好蛋糕，有效解决了在新发展阶段扎实推动共同富裕这一重大现实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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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人一以贯之的奋斗目标，也是我们党的使命所在。新时代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回应了“什么是共同富裕”“为什么要实

现共同富裕”“怎么实现共同富裕”等基本问题，具有重大原创性贡献，推动党对共同富裕的认识达到

全新高度。党的二十大进一步将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并明确把“全

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①纳入 2035 年我国发展总体目标，从而彰显出共同富裕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的重要战略地位。深刻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共同富裕重

要论述的原创性贡献，对新发展阶段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

化具有深刻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一、在关于“什么是共同富裕”的认识上开辟了新境界

习近平总书记在继承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富裕思想的基础上，系统总结中国共产党追求共同

富裕的百年成果，结合新时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对共同富裕的内涵作出科学化、时代化阐释，在

关于“什么是共同富裕”的认识上开辟了新的境界。

（一）明确共同富裕的战略步骤与衡量指标，完成从理论蓝图到战略目标的历史性跨越

共同富裕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想，也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马克思指出，未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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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如此迅速……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①，描绘了共同富裕的理想图

景。纵观百年党史，在将共同富裕作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重要目标的认识上，经历了从愿景到理论的

发展过程。邓小平准确把握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从社会主义本质的高度揭示了共同富裕

的科学内涵，提出共同富裕的理论蓝图，并指出：“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什么基础

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②

新时代是“不断创造美好生活、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代”③，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促进

共同富裕创造了良好条件。在这一背景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共同富裕摆在突出位置，

结合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安排对共同富裕作出具体部署。由此，共同富裕从社会主

义本质论中的理论蓝图逐步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中分阶段、有规划推动的战略目标，内涵更

为具体，更加明确。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共同富裕作为事业发展目标的认识进入新阶段。

共同富裕从理论蓝图到战略目标的历史性跨越表现在战略步骤与衡量指标的明确上。党的十八

大以前，共同富裕基本上被视为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宏观性目标。尽管我们党也规划了让一部分人

先富起来和先富带动后富两个基本阶段，但是这两个阶段的具体衡量指标、时间安排却始终未能得到

进一步的明确。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结合“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的安排，对新发展

阶段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作出了清晰部署：“到‘十四五’末，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到

2035 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到本世纪中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

现”④。作为战略目标，共同富裕包含居民收入差距、实际消费水平差距、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具体

指标。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了要加快制定“科学可行、符合国情的指标体系和考核评估办

法”⑤的要求。这些论述使得共同富裕的内涵更加清晰具体，得以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中有步

骤、有计划地逐步实现。

（二）揭示共同富裕与人的全面发展的统一性，丰富和发展了共同富裕的内涵

人的全面发展是共同富裕的根本价值指向。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视野中，共同富裕归根到

底指向的是在生产资料由社会占有的前提下全体社会成员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

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⑥与体力和智力充分自由的发展和运用。随着党对共同富裕

的认识维度不断拓展，共同富裕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内在联系也逐步被揭示出来，形成如“我们建设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也就是要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

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⑧等观点。新时代以来，社会主要矛盾的转

化推动人的全面发展与共同富裕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一方面，较之于物质文化需要，人民美好生活需

要所涵盖的维度、质量都有了明显提升。美好生活需要内在蕴含着人民对分享改革发展成果的诉求，

特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任务完成后，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等更高层次的目标取代传统意义上

满足基本生活需要、消除绝对贫困等底线问题，成为人民对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的主要愿景。另一方

面，不平衡与不充分的发展也指向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民生短板与城乡、区域经济发展不协调等问题。

在这一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促进共同富裕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高度统一的”⑨，揭示了共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8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200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374 页。

③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3 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年，第 9 页。

④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4 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 年，第 142 页。

⑤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4 卷，第 142 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563 页。

⑦ 《江泽民文选》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 294 页。

⑧ 《胡锦涛文选》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年，第 621 页。

⑨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4 卷，第 14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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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富裕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导向丰富和发展了共同富

裕的内涵。

首先，习近平总书记将共同富裕嵌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指出“让人民共

享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方面发展成果……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

裕”①。这就拓宽了共同富裕所涵盖的领域，使之更加全面丰富。其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精神生活

共同富裕的重要性，指出共同富裕不仅要求经济高质量发展所带来的物质层面的丰富，更要“不断满

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②。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

都富裕，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富裕相互统一，互为条件。再次，共同富裕不仅为人的全面发展奠定

基础，更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机会和环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奋斗出来的，必须提高人

民就业创业能力，为增强人的发展能力创造公平普惠的条件，在广大劳动者的共同参与、共同奋斗中

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总之，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根本目的是满足人的需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人也

在共同参与、共同奋斗的过程中为共同富裕贡献力量。

（三）对共同富裕的主要认识误区作出深入辨析，使党内外对共同富裕的认识更加完整准确

在对共同富裕的认识上，习近平总书记既回答了“是什么”的问题，也回应了“不是什么”的问题，尤其

是澄清了人们在认识上的一些误区，从而更加完整准确地揭示了“什么是共同富裕”这一重大理论问题。

第一，共同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针对社会上出现的共同富裕就

是平均主义，就是要搞“劫富济贫”，共同富裕仅是个别发达地区内部的事情，不同地区各有指标等论

调，习近平总书记进行了全面澄清。首先，共同富裕是一个整体概念，包含各阶层、各区域、各行业、各

族人民的共同富裕。不要将城市、农村分开，或是东部、中部、西部分开，各提各的指标。其次，共同富

裕要坚决避免两极分化，“绝不能出现‘富者累巨万，而贫者食糟糠’的现象”③。最后，共同富裕不是

整齐划一的结果平等，而是要求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后

富者不能凭借“等”“靠”“要”坐享其成，而是通过诚实劳动与合法经营，在畅通的社会流动渠道和公平

竞争环境中通过个人奋斗改善自己的生活品质。

第二，共同富裕不是“福利主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扎实推动共同富裕要坚持尽力而为、量力

而行，“坚决防止落入‘福利主义’养懒汉的陷阱”④。有的学者将共同富裕视为纯粹的分配问题，认为

其主要依靠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实现；有的学者片面强调社会福利对于共同富裕实现的意义。以北

欧为代表的福利国家由于社会福利过度，政府不堪重负、经济活力降低，这就是福利主义陷阱的典型

体现。西方福利主义所标榜的运用税收与社会福利等手段调节贫富差距的做法只能暂时缓和社会矛

盾，不可能从根本上遏制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的两极分化趋势。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统筹需

要和可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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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兜底

性民生保障建设”⑤，避免超出经济发展水平的过高福利承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国有企业、新型集

体经济在促进共同富裕与保障人民共同利益上的重要作用，并明确指出，要注重“初次分配的公平

性”⑥。这就在理论与实践上破除了片面强调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忽视初次分配和共同富裕的所有

制基础的取向，澄清了共同富裕与福利主义的根本区别。

第三，共同富裕不是同时富裕、同步富裕。针对将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整体性理解为就是要“整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3 卷，第 183 页。

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4 卷，第 146 页。

③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2 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年，第 200 页。

④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4 卷，第 143 页。

⑤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4 卷，第 143 页。

⑥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4 卷，第 2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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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划一齐步走”的认识误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不是所有人都同时富裕，也不是所有地区

同时达到一个富裕水准，不同人群不仅实现富裕的程度有高有低，时间上也会有先有后，不同地区富

裕程度还会存在一定差异，不可能齐头并进”①。从时间上看，目前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

现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还不成熟；从空间上看，当前中国面临生产力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东西

部、城乡区域间发展存在差距。这就决定了共同富裕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需要立足当前、着眼长

远，遵循经济发展规律，从个别区域到整体区域，从部分试点到全面推行，让共同富裕在渐进量变中逐

渐实现整体质变。

二、在关于“为什么要实现共同富裕”的认识上达到新高度

共同富裕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的不懈追求。百年来，围绕“为什么要实现共同富裕”，已经形成了一

系列科学认识。其中包括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②和“最大的优越性”③、共同富裕是鸦片

战争以来中华民族面对的“两大历史任务”④之一、共同富裕有助于巩固“社会主义民族关系”⑤、共同

富裕“和为人民服务在根本上是一致的”⑥等观点。在此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理论探索和实践过程，站在治国理政全局高度，以广阔的视野揭示了新时代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

重大意义，推动对“为什么要实现共同富裕”的认识达到全新高度。

（一）从共同富裕与现代化的关系来看，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与本质要求

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就需要准确定位共同富裕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地

位。对生产力整体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中国而言，共同富裕必须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迈向现代化的

过程中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在很大程度上被现代化和生产力发展的特定进程所规定。共

同富裕也深刻塑造了我国现代化的路径选择和历史进程。邓小平同志结合人民生活水平指标对现代

化概念予以丰富发展：“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

家’”⑦，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中国式的现代化”这一重要概念。党的十三大将人民生活富裕纳入基

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内容，提出到 21 世纪中叶，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

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⑧。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如何实现现代化发展成果由全体人民

共享成为其中的关键问题。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⑨，

“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目标”⑩，并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进一步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

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这些论断深刻揭示

了中国式现代化与共同富裕的关系，将共同富裕的定位提升至全新高度。贫富分化问题是世界现代化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4 卷，第 147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111 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364 页。

④ 《江泽民文选》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 2 页。

⑤ 《江泽民文选》第 2 卷，第 344 页。

⑥ 《胡锦涛文选》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年，第 57 页。

⑦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年，第 237 页。

⑧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 年，第 478 页。

⑨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4 卷，第 142 页。

⑩ 习近平：《论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 年，第 503 页。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

表大会上的报告》，第 22—2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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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程中的共同难题，事实证明，西方现代化的丰富物质成果没有带来国民生活的普遍改善和共同富裕，

反而加剧了国内财富与收入的两极分化。同资本的增殖与全球扩张主导下的西方现代化不同，中国式

现代化的进程不是建立在人的异化基础之上，其发展成果既是人民共同奋斗的结果，也由全体人民共

同享有。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始终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世界贫富分化日益严

峻并日益成为阻碍世界现代化进程重要因素的大背景下，中国式现代化的共同富裕特征，不仅充分彰

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更有助于打破西方话语垄断，增强中国的国际影响力。

（二）从共同富裕与社会主义的关系来看，共同富裕彰显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社会主义本质理论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探索中的伟大创造。列宁指出，社会主义也即马克思、

恩格斯提出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还不能完全摆脱资本主义的痕迹，它并非“僵死的、凝固的、一成不

变的东西”①，始终处于不断前进发展的过程中。然而，在现实中长期存在把社会主义当作教条，忽视

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矛盾运动，将计划经济、公有制等特征片面、教条地等同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和

实践。对此，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旗帜鲜明地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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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这就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的建立破除了思想障碍，从而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道路。

在此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

求”③，“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贫穷的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富裕但是不均衡、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

义。共同富裕才是社会主义”④。“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论断是对社会主义本质理论中生产力维度的

进一步发展。“不均衡、两极分化的富裕不是社会主义”的论断则进一步对社会主义本质理论中的生产

关系维度进行再阐释。“共同富裕才是社会主义”的论断则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本质理论中生产力、生

产关系与价值目标三个维度的内在联系。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为了奠定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消灭

剥削和两极分化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手段，二者归根结底服务于共同富裕的价值目标。这些论述是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鲜明体现，也是对社会主义本质认识的进一步深化。此外，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要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逐步实现全体人民

共同富裕”⑥的论述揭示了共同富裕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要求与发展方向的重要地位。由此

可见，共同富裕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所孜孜以求的目标，更是检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与马克思主义政党性质的一把标尺，必须在各项工作中予以重视。

（三）从共同富裕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来看，共同富裕是经济发展的出发点与落脚点

共同富裕与经济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随着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的

重要性越加突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⑦，“发展才是社会主义，发展必须致力于共同富裕”⑧。在新时代，共同富裕在引领经济改革方向、

保证经济改革稳定、激发社会参与合力、扩大内需潜力，畅通经济循环上具有重要意义。“只有促进共

① 《列宁选集》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 201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373 页。

③ 《习近平在首个“扶贫日”之际作出重要批示强调：全党全社会继续共同努力  形成扶贫开发工作强大合力》，《人民日报》

2014 年 10 月 18 日，第 1 版。

④ 杜尚泽：《微镜头·习近平总书记两会“下团组”》，《人民日报》2022 年 3 月 7 日，第 1 版。

⑤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4 卷，第 123 页。

⑥ 习近平：《共倡开放包容  共促和平发展：在伦敦金融城市长晚宴上的演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年，第 6 页。

⑦ 习近平：《论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第 62 页。

⑧ 《习近平在重庆考察并主持召开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座谈会时强调  统一思想一鼓作气顽强作战越战越勇  着力解

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人民日报》2019 年 4 月 18 日，第 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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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富裕，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提升人力资本，才能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夯实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基础”①

的论断，深刻揭示了共同富裕在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将共同富裕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

与落脚点，不仅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具体体现，更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立场对资本主义经济发

展目的的反思。在资本主义社会，以资本增殖为目的的经济发展客观上增加了社会产品的总量，但这

并没有带来普遍富裕与人的全面发展。与之相反，人与自然都被吸纳进资本主义生产的过程中，成了

资本自我增殖的一个环节。资本积累规律决定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富裕是两极分化的，这既表现为生

产数量过剩、有效需求不足造成的浪费与大多数人民生活的相对贫困，又表现为物质产品、私人产品

的过剩与精神产品、公共产品的不足。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向共同富

裕稳步迈进。经济发展的成果并非建立在对劳动的剥削和人与人之间的对立与压迫基础之上，而是

由全民共享。

（四）从共同富裕与党的领导的关系来看，共同富裕是夯实党执政根基的重大政治问题

共同富裕不仅是对社会生产力水平与贫富差距的总体规定，更关乎社会稳定。在中国共产党的

探索实践中，共同富裕与党和国家发展稳定性的关系逐步清晰。毛泽东同志早就指出：“任何政党的

政策如果不顾到这些阶级的利益……要想把国事弄好是不可能的。”②江泽民同志继而提出：“全体人

民共同富裕了，任何国外敌对势力也颠覆不了我们，任何国内破坏势力也动摇不了我们，党和国家就

会稳如泰山、长治久安。”③对此，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

关系党的执政基础的重大政治问题。”④这一论断将共同富裕的定位提升至全新层次。一方面，改革

开放以来，短时间内城乡、区域、社会各阶层间财富、收入、生活水平的差距拉大，引发社会心理失衡；

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重点民生资源还面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随着市场机制的成熟，出现利

益主体分化，社会利益多元化的趋向。共同富裕目标的适时提出，有助于弥合争议，凝聚共识，缓和贫

富差距扩大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进而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另一方面，“中国执政者的首要使命

就是集中力量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逐步实现共同富裕”⑤。共同富裕承载着广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殷

切期盼，是人民至上价值观的充分彰显，更是党践行宗旨和使命的应有之义。

三、在关于“怎么实现共同富裕”的认识上迈入新阶段

共同富裕是个理论问题，更是个实践问题。“现在，已经到了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⑥习

近平总书记结合新的发展阶段与时代背景，直面实践中面临的新问题、新挑战，指出新发展阶段“首先

要通过全国人民共同奋斗把‘蛋糕’做大做好，然后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正确处理增长和分配关系，把

‘蛋糕’切好分好”⑦，系统解决了在新发展阶段扎实推动共同富裕这一重大现实问题，使中国共产党

对“怎么实现共同富裕”的认识迈入新阶段。

（一）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解决做大做好蛋糕的问题

共同富裕的实现需要社会整体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在做大做好蛋糕的问题上，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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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这就明确了扎实推动共同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4 卷，第 141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808 页。

③ 《江泽民文选》第 2 卷，第 184 页。

④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4 卷，第 171 页。

⑤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2 卷，第 30 页。

⑥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4 卷，第 141 页。

⑦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4 卷，第 210 页。

⑧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4 卷，第 14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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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裕所需的生产力基础。

第一，以新发展理念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提高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包容性。创新发展理念为

共同富裕提供动力；协调发展理念解决共同富裕中的发展不平衡问题；绿色发展理念指向共同富裕的

可持续性问题；开放发展理念为共同富裕提供开放环境和外部动力；共享发展理念直接关涉共同富裕

所关注的民生问题。具体来看，在发展的平衡性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

要素流动”“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优化重大

生产力布局”①等具体部署，旨在提高城乡区域发展的平衡性，逐步缩小城乡区域在发展上的差距。

在发展的协调性上，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行业发展的协调，尤其是金融、房地产行业与实体经济的

协调，提出要将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实现不同经济部门的协调发展。针对企业之间的

协调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不仅要看到大企业、国有企业对国民经济的作用，也要鼓励中小企业

成长，构建大中小企业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发展生态。在发展的包容性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强调必须把增进人民福祉作为发展的出发点与落脚点。在经济发展中，要推动

公共资源向基层延伸、向农村覆盖、向困难群体倾斜，保障妇女、儿童、残疾人的合法权益，使得更多群

体共享经济发展成果。同时，将扩大内需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促进公共文化产业

发展，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不断升级和个性化的美好生活需要。

第二，鼓励勤劳创新致富，形成人人参与的发展环境。“幸福生活都是奋斗出来的，共同富裕要靠

勤劳智慧来创造。”②实现共同富裕需要构建充满活力的发展环境，使人人都能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

经营实现自身发展。一方面，要增强人民发展能力。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提升全社会人力资

本和专业技能，提高人民受教育程度与就业创业能力，增强致富本领，这就为共同致富奠定了主体基

础。另一方面，要为人人参与提供公平机会。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促进机会公平，指出要促进

高质量就业，给更多人创造致富机会。此外，适当的社会流动性有助于人力资源的高效配置，激发经

济活力，更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应有之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防止社会阶层固化，畅通向上流动通

道。通过促进劳动力、人才合理有序流动，释放和增强社会活力，为实现共同富裕创造有利的发展

环境。

第三，以乡村振兴为抓手，解决农民农村共同富裕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促进共同富裕，最

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③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如何推动农民农村共同富裕作出具体论

述。首先，做好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对易返贫致贫的人口与区域要进行监测，及时干

预，避免其再次返贫致贫，并在此基础上扎实推动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五位一体”的乡村振

兴。其次，加强农村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建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统筹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

布局，促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从农民关心的医疗、教育、卫生、人居环境等重点民生领域入手，

加大公共资源投入，切实改善农民生活。再次，拓宽农民致富渠道。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

书记明确提出“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④的要求。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过程中，通过农业产业化、

制度创新等各种手段盘活农村资产，保障农民财产权益，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这有助于鼓励引领广

大农民勤劳致富，为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提供强大内生动力。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

表大会上的报告》，第 31 页。

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4 卷，第 142 页。

③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4 卷，第 146 页。

④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

表大会上的报告》，第 3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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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解决切好分好蛋糕的问题

公平与效率是人类经济活动追求的重要目标，也是经济思想史上经久不衰的论题。长期以来，在

关于公平与效率关系问题的认识上存在效率优先、公平优先的不同观点，其实质是将公平与效率对

立，忽视了二者的内在统一性。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必须在提升资源配置效率，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

同时逐步缩小社会整体财富与收入分配的差距，重点在于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实现公平与效率的同

向互促。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

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既有利于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

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又有利于促进效率和公平有机统一、不断实现共同富裕。”①在此基础上，习

近平总书记对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制度安排进行了系统论述。

第一，夯实共同富裕的所有制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

经济共同发展，大力发挥公有制经济在促进共同富裕中的重要作用，同时要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

展、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②一方面，坚持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生产资

料公有制是共同富裕的制度基础。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资本循环与积累的过程会导致两极分

化，这一过程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在另一极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

积累”③。只有在社会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条件下，劳动者真正和生产资料结合，消灭了剩余价值及

其背后的剥削关系，共同富裕才得以实现。在新时代，公有制经济在促进共同富裕中具有重要作用。

具体来看，“国有企业是推进国家现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④。在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

进程中，国有企业服务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支撑国民经济发展，在利润上缴财政、劳动者权益保护等

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更是按劳分配的重要载体，有助于改善收入分配格局。集体经济在缩小城乡差

距、促进乡村振兴中起到基础性作用，要“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性质，发展新型集体经济，走共同

富裕道路”⑤。另一方面，目前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非公有制经济仍发挥着解放和发展生

产力、推进现代化事业进程、为共同富裕奠定物质基础的重要作用。非公有制经济创造了大量的就业

岗位，为勤劳创新致富提供了机会和平台。要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基础上，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环境，

发挥非公有制经济在财富生产、提供就业以及创新活力等方面积极作用的同时，通过法律和制度创新

引导其积极承担社会责任。

第二，完善共同富裕的分配制度。分配制度是实现效率与公平同向互促的制度载体，是促进共同

富裕的基础性制度。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探索中形成了“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

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⑥的观点。在此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高度强调三次分配之间的配套和

协调，提出要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⑦。首先，在初次分配

上，维护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坚持多劳多得，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使广大劳动者共享

改革发展成果。党的二十大进一步将实现“劳动报酬提高与劳动生产率提高基本同步”⑧纳入未来五

年的目标任务。同时，完善按要素分配制度，健全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

并探索多种渠道增加中低收入群众要素收入与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其次，在再分配中，应始终坚持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4 卷，第 184 页。

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4 卷，第 143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 289—290 页。

④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1 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 年，第 78—79 页。

⑤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3 卷，第 261 页。

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 年，第 30 页。

⑦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4 卷，第 144 页。

⑧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

表大会上的报告》，第 2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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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共同富裕重要论述的原创性贡献

共同富裕、人民至上的原则。对此，要加大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措施的调节力度，健全多层次

社会保障体系与兜底救助体系、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推进房地产税立法和改革、加快建立住房保障

制度等，通过有力的再分配举措调节分配差距，切实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的利益问题。再次，在第

三次分配上，发展社会公益事业，探索社会参与共同富裕的体制机制与政策体系。要加强公益慈善事

业规范管理，发挥慈善、捐赠等行为的分配功能，并引导、支持有意愿有能力的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

积极参与慈善事业。

习近平总书记还特别强调规范收入分配秩序与财富积累机制的重要性。在宏观上，分配制度要

以在全社会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为目标，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

入，防止两极分化、消除分配不公。在微观上，习近平总书记针对高校毕业生、技术工人、中小企业主

和个体工商户、进城农民工、公务员特别是基层一线公务员及国有企事业单位基层职工等群体作出具

体论述，指出要“抓住重点、精准施策，推动更多低收入人群迈入中等收入行列”①。促进共同富裕不

仅要求调节收入差距，更要求解决财富不平等问题。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

“规范财富积累机制”②的要求，从而将财富分配问题明确纳入到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制度安排之中。

第三，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共同富裕的实现需要以社会主义性质规定市场经济，使

之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和人的全面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③。

其中，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结合发挥着重要作用。一方面，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完善产权保护、市

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逐步消除要素流动壁垒，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

从而提升经济效率，使现代化成果惠及大多数人；另一方面，切实发挥政府在调节城乡、区域、社会各

阶层收入与财富差距以及提供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功能，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

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改善社会分配格局。

此外，作为新发展阶段稳步推进的重要任务，共同富裕的实现需要坚持和加强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一方面，要发挥党领导全局、协调各方的优势，以党的领导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坚持共同富

裕正确方向。另一方面，以党的建设引领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实践进程。“要紧盯党中央惠民富民、促

进共同富裕政策落实，持续纠治教育医疗、养老社保、扶贫环保等领域腐败和不正之风”④，保证共同

富裕各项部署落到实处。

四、结语

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基本实现是一个历史性的飞跃，也是一个充满艰辛

的过程。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不仅使中国共产党对共同富裕的认识达到全新层

次，更为新发展阶段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提供了根本立场、政治引领与行动方案。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共

同富裕的重要论述是一个发展着的理论体系，其在与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取得新的发展，不断回应着

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并将在未来引领共同富裕取得新的突破。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4 卷，第 144 页。

②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

表大会上的报告》，第 47 页。

③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4 卷，第 144 页。

④ 张洋：《习近平在十九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充分发挥全面从严治党引领保障作用  确保“十四五”时期目

标任务落到实处》，《人民日报》2021 年 1 月 23 日，第 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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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eply Understanding the Original Contribution of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s 
Important Exposition on Common Prosperity

Li Ran Chen Hairuo
（School of Marxism，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P.R.China）

Abstract：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s important exposition on common prosperity makes 
contributions with significant originality and brings the CPC’s understanding of common prosperity 
to a new height.  In the understanding of “what is common prosperity”，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makes a scientific and contemporary interpretation of common prosperity， which opens up a new 
realm in the understanding of common prosperity’s connotation.  Firstly，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clarifies the strategic steps and measurement indicators of common prosperity， accomplishing 
a historic leap which turns common prosperity from a theoretical blueprint into a strategic objective.  
Secondly， he reveals the unity between common prosperity and people’s well-rounded development， 
making the connotation of common prosperity enriched and developed.  Thirdly， he clarifies the 
major misunderstandings on common prosperity kept by some Party members and non-Party 
members.  Common prosperity is neither a prosperity for minority， nor is rigid egalitarianism； 
common prosperity is not a “welfarism”； common prosperity is not a simultaneous prosperity.  In the 
understanding of “why to achieve common prosperity”，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stands on the 
overall level of governance and reveals the great significance of solid progress in promoting common 
prosperity in the new era with a broad vis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mmon prosperity and modernization， common prosperity is an important feature and essential 
requirement of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mmon prosperity and socialism， common prosperity is the core requirement of social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mmon prosperit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common 
prosperity is the starting point and foothold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mmon prosperity and th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common prosperity is a 
major political concern for consolidating the foundation of the Party’s governance.  In the 
understanding of “how to achieve common prosperity”，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systematically 
discusses the productive foundation and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for common prosperity， 
effectively solving the major practical problem of solid progress in promoting common prosperity in 
the new development sta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oductivity basis， it is necessary to promote 
common prosperity through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making the 
cake bigger and bett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it is necessary to properly 
handl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fficiency and fairness，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cutting and 
distributing the cake better.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s important exposition on common 
prosperity not only brings the CPC’s understanding of common prosperity to a new level， but also 
provides a fundamental position， political guidance， and action program for solid progress in 
promoting common prosperity in the new development stage.  As a developing theoretical system， it 
constantly makes new developments in the process of combining with practice， responding to 
problems in practice， and will lead the process of making new breakthroughs in common prosperity in 
the future.
Keywords： Common prosperity；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Theoretical innovations of Marx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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