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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共同富裕的国际经验与重要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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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共同富裕是中国人民的美好夙愿，是中国共产党的不懈追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领导中国人民进

行了富有成效的探索和实践，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为共同富裕奠定

了坚实基础。中国已经到了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

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中国要立足国情，认真吸取国际社会的经验和教训，牢牢把握实体经济这一根基、科技和教育

这一弥合贫富差距的重要途径、收入财富调节这一避免阶层固化的有效工具，处理好共同与富裕、差距与平衡、物

质与精神、先富与后富、效率与公平、当前与长远的关系，科学制定分阶段的重大战略目标，确保共同富裕沿着正确

方向和既定目标扎实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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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国之道，富民为始。中国已经到了扎实推

动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2021年年底，中央经济

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正确认识和把握共同富裕的

战略目标和实践途径。党的十二大报告提出，中

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到

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

进展。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必须回答而且必须答

好的时代必答题。纵观国外实践，通过做大社会

财富“蛋糕”和提高低收入群体保障水平，在一定

程度上缓和了社会矛盾，但在新技术革命下，也出

现了财富向少数人集中、社会两极分化加剧的问

题，导致中等收入群体萎缩和民粹主义抬头，其相

关经验和教训可为中国提供借鉴和启示，有助于

我们加深对共同富裕的正确认识，回答好什么是

共同富裕、怎样建设共同富裕这一重大理论和实

践问题，从而更加扎实地在高质量发展中推进共

同富裕。

一、中国推进共同富裕取得的成果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得到历史性解

决，为共同富裕奠定了坚实基础。从富裕上看，中国

实现高质量发展，居民收入快速提高，物质财富持续

提升，在做大社会财富“蛋糕”上取得积极进展。从

共同上看，地区、城乡、收入三大差距逐步缩小，在分

好社会财富“蛋糕”上迈出重要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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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民更加富有，家庭收支水平普遍提高

居民收入快速增长，居民消费明显扩大。2021
年，中国全体居民、城镇居民、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分别为 35128元、47412元、18931元，分别是

2013年的 1.92倍、1.79倍、2.01倍；全体居民、城镇

居民、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分别为 24100 元、

30307元、15916元，分别是 2013年的 1.82倍、1.64
倍、2.13倍。农民工生活持续改善，近3亿农民工群

体收入水平逐年提高，月均收入从 2013年的 2609
元提高到2021年的4432元，增长了69.9%。

2.国家更加富强，工业、科技和国防实力显著提升

发展水平实现跃升，2012—2021年，中国人均

GDP从6364美元提高到12506美元，基本实现了从

中等收入向高收入的跨越（见图1）。工业大国地位

持续巩固，2012—2021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与美

欧（盟）的合计比值从70.6%提高到95.2%。科技实

力不断增强，2012—2021年，中国研发经费投入强

度从1.91%提高到2.44%，研发人员总量连续6年位

居世界首位。国防实力日益提升，国防科技和武器

装备发展水平明显提高。

3.精神更加富足，人民文化需求得到满足

文化产业蓬勃发展，2012—2020年中国文化产

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从3.36%提高到4.43%，人均

教育文化娱乐支出快速增长，占全部消费支出的比

重从2012年的10.5%提高到2019年的11.7%。文化

事业更加繁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覆盖城乡、惠及全

民，每万人口拥有公共文化设施建筑面积达到444.1
平方米。国民素质持续增强，国民综合阅读率由

2012年的 76.3%上升到 2021年的 81.6%，国民道德

水准、文明素养、法制意识和诚信意识不断增强。

4.社会保障更加完善，民生兜底保障网进一步加固

中国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参

加基本医疗保险人数13.6亿人，基本养老保险参保

人数达到 9.99亿人。健康素养水平优于中高收入

国家平均水平，2020年中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 78
岁，超过中高收入国家的 75.94岁，健康预期寿命

（68.53岁）也高于中高收入国家水平（66.98岁）。教

育总体发展挺近世界中上行列，2020年中国义务教

育巩固率达到 95.2%，普及程度达到世界高收入国

家平均水平，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2012年的30%提

高到2020年的54.4%，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

限10.8年。中国建成世界最大的住房保障体系，帮

助2亿多城镇困难群众改善了住房条件。

5.城乡、地区、收入三大差距持续缩小

城乡发展更加均衡，城乡收入倍差连续 9年缩

小，2012—2021 年城乡收入倍差从 3.41 下降到

2.50。区域发展更加协调，欠发达地区发展速度总

体快于发达地区，东西部地区发展相对差距缩小，

特殊类型地区基础不断夯实，以省域为基本空间单

元的区域差异系数总体呈现持续下降的态势，

2012—2021年区域差异系数从 0.426下降到 0.374
（见图 2）。不同群体更加和谐，脱贫攻坚取得全面

胜利，现行标准下9899万绝对贫困人口实现全部脱

贫，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长速度快于高收入群体，中等

收入群体规模不断扩大，目前已超过4亿人。

图2 1981—2021年中国区域差异系数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注：区域差异系数是通过计算31个省（区、市）人口加权

后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变异系数得到。

二、中国推进共同富裕面临的突出问题

在富裕方面，中国收入和财富水平与发达国家

图1 1991—2021年中国人均GDP与全球高收入经济体、中

高收入经济体比较

数据来源：中国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全球高收入

经济体、中高收入经济体数据来自世界银行数据库。

推进共同富裕的国际经验与重要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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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差距还较大，且物质财富增长速度放缓。在共同

方面，中国城乡、地区、收入三大差距依然较大。

1.做大社会财富“蛋糕”存在基数较低、增长放

缓、红利消失等突出矛盾

第一，居民收入水平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还较

大。2021年，中国居民家庭平均收入为9.2万元，而

美国、英国的家庭收入中位数在20万元以上。2021
年，美国、德国家庭收入中位数分别是 48.5万元和

36.9万元，分别是中国的5.3倍和4.0倍。如果进一

步考虑财富历史积累的差异，中国居民富裕程度总

体上落后发达国家30—50年。

第二，经济增速和全员劳动生产率增长放缓，

财富增长后劲存在减弱的风险。中国人均GDP增

速在2011年滑出两位数增长区间后，增长中枢快速

下移，在几年时间内进一步滑出8%、7%、6%的增长

区间（见图 3）。全员劳动生产率增速持续多年下

降，劳动力创造的价值增加量相对减少，国家财富

增长放缓。

第三，人口老龄化加速到来，人口红利逐步消

失，给持续做大社会财富“蛋糕”带来严峻挑战。

中国劳动年龄人口（16—59岁）和劳动力数量分

别从 2012年和 2016年首次下降，这导致劳动力供

需发生根本性变化，迫使最低工资水平出现较大

幅度的提升。人口总量即将进入峰值，2012年以

来人口自然增长率快速下滑至 0增长水平，65岁

以上人口占比从 2012年的 9.4%提高到 2021年的

14.2%，已经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越来越多的中

高收入人群在进入老年后面临转化为中低收入人

群的风险，这会拉大贫富差距。农民工老龄化程

度加深，农民工平均年龄从 2012年的 37.3岁上升

到 2020年的 40.1岁，50岁以上农民工占比从 2012

年的 15.1%上升到 2020 年的 26.4%，30 岁以下农

民工占比从 2012 年的 36.8%下降到 2020 年的

23.0%。

2.分好社会财富“蛋糕”存在三大差距明显、收

入分配制度不完善等矛盾

第一，城乡差距问题突出，二元结构没有根本

破解，城乡财产性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城乡收入倍

差高达2.5，距离工业化、城镇化完成后城乡均衡的

理论情形、距离发达国家城乡收入 1:1的情况都有

巨大差距。特别是城乡二元结构仍未真正破题，要

素双向自由流动尚未实现，盘活农村资产、增加农

民财产性收入仍面临较大的制度性、体制性障碍。

2020年，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和户籍人口城镇化

率分别为63.9%和45.4%，两者差距有扩大趋势，农

业转移人口的落户意愿城市与放开户口限制的城

市存在较大错位。

第二，区域差距问题明显，部分区域发展滞后，

区域间居民收入和实际消费水平差距大。区域差

异系数高达 0.374，距离要素自由流动下区域发展

相对协调的理论情形、距离发达国家区域差异系数

0.2—0.25的情况都有巨大差距。特别是以沿海和

内陆为代表的东西部地区绝对差距长期存在，以南

方和北方为代表的南北方地区相对差距日益凸显，

东北地区、西北地区等发展转型遇到困难的地区明

显增多，黑龙江鹤岗、辽宁阜新、甘肃金昌等人口减

少、市场萎缩、财富缩水的中小城市不断增加，区域

间居民收入和实际消费水平差距较大。

第三，收入差距问题复杂，低收入群体返贫风

险高、中等收入群体规模还不够大且不稳固、高收

入群体非法收入等亟待规范。基尼系数维持在

0.46以上的高位，而美国人均GDP处于 1万—2万

美元的相似发展阶段时，这一指标处在 0.40—0.42
之间。低收入群体规模庞大，约 3亿人月均收入不

到 700元、6亿人月均收入仅千元，因病、因灾返贫

风险大。中等收入群体占比不高，工资性收入增长

放缓，个体工商户等重点群体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大，部分中等收入群体滑落至中低收入群体。从五

等份分组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来看，2021年中国前

20%高收入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后20%低收入

组家庭的 10.3倍，贫富差距和收入差距仍是较大

问题。

第四，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

（
）

图3 1981—2021年中国人均GDP增速（三年移动平均）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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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性制度安排尚不健全。初次分配劳动报酬比

重有待提升，再分配社会保障总体偏低、偏弱且对

资本和存量财富的调节机制基本缺失，三次分配财

富的代际传递问题出现苗头，机会不均、阶层固化

趋势渐显，并引发信仰缺失、精神空虚等问题。

三、典型国家推进共同富裕的经验和教训

虽然国外没有明确提出共同富裕的概念，但是

有些提法在理论和实践上与共同富裕密切相关或类

似。纵观国外实践，主要是围绕做大社会财富“蛋

糕”和提高低收入群体保障水平发力，在一定程度上

缓和了社会矛盾。但由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人占

有的固有缺陷，无法真正限制财富向少数人集中，

更无力改变两极分化的趋势，在新技术革命下还面

临着中等收入群体萎缩和民粹主义抬头等新的

问题。

1.典型国家贫富差距的演变历程

本文重点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

英国、巴西、德国、日本贫富差距的演变特征（见表1）。

共同富裕模式

自由主义模式

实体经济模式

福利赶超模式

典型国家

美国、英国

德国、日本

巴西

主要特征

“大市场、小政府”，高富裕、低
共同

市场和政府双管齐下，富裕和
共同水平均相对较高

超出发展阶段的福利跃进，既
无富裕也无共同

导致问题

中产阶级塌陷、社会撕裂、政
治极化

富人激励度不高，社会创新
受到一定抑制

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民粹主
义泛滥

贫富差距演变形态

“U”形

“L”形
阶梯形上升

表1 典型国家贫富差距的演变特征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美国、英国贫富差距总体呈现“U”形变化，先后经历

了 1945—1980年的高税收调节、高社会保障下的

“收入高增长、差距相对稳定”阶段，1980年至今的

放松政府管制、富人减税下的“收入增长停滞、差距

持续扩大”阶段。德国、日本贫富差距总体呈现“L”
形变化，1945年后在政府区域、城乡、收入政策干预

下贫富差距持续缩小，21世纪以来初次分配领域的

差距开始拉大，但通过政府对二次分配干预力度的

增加，使得整体贫富差距相对平缓。巴西贫富差距

总体呈现阶梯形上升，先后经历了 1945—1980年

“居民收入提高、差距拉大”的经济高增长阶段、

1980—2000年“收入增长停滞、差距继续拉大”的中

等收入陷阱阶段、2001—2014年大宗商品景气周期

支撑的“收入差距短暂缓解”阶段，2014年至今的资

源财富破灭后的“差距继续扩大”阶段。

2.主要经验

第一，实体经济不仅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也

深刻影响财富分配结构，避免经济脱实向虚是遏制

贫富差距拉大的重要前提。几十年来，西方国家的

实践证明，巩固实体经济优势、保持较高制造业比重

和竞争力的国家往往能创造出大量普惠性、成长性、

技能型就业岗位，社会贫富差距也普遍较小，尤其以

德国、日本较为典型。与此相反，经济脱实向虚、产业

空心化和制造业就业比重下降的国家会出现蓝领工

人规模萎缩，大量劳动力被迫进入低门槛、低收入的

低端服务业，造成中等收入群体萎缩和社会贫富差

距持续拉大，且这一过程很难逆转，尤其以美国、英

国最为典型。如20世纪80年代，德国、日本完成工

业化后，制造业增加值比重基本稳定在20%以上，明

显高于一般发达国家，培育出大批具有竞争力的隐

形冠军和中小企业，制造业工资水平相对较高且较

为均衡，对遏制贫富差距拉大发挥了重要作用。作

为对比，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经济金融化和制造

业外迁导致持续四十年的工作机会流失和收入下

降，国民收入持续流向金融业、跨国公司、高收入阶层。

第二，技术变革是影响共同富裕的重要因素，

技术变革会加速贫富差距扩大，教育是促进技术扩

散、弥合贫富差距的重要途径。从资本主义发展历

程来看，技术进步的总体方向是资本替代劳动、机

器替代人，每一次重大技术变革既带来生产力飞跃

发展，也必然深刻影响劳资关系，在技术变革初期

加剧贫富分化。特别是随着信息技术的广泛渗透，

西方国家的大量低技术岗位被取代，灵活就业人员

数量快速增加，造成普遍的同工不同酬，削弱了劳

动者的权益、地位、收入。因此，如何提升劳动力素

质和人力资本水平，适应技术变化和产业变革，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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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人分享技术进步的红利，就成为缩小贫富差距

的关键。总体来看，西方国家普遍形成了一套相对

公平的教育政策，避免低收入群体因无力进行人力

投资而造成收入差距扩大。德国实行学术教育和

技术教育并行的“双元制教育”。日本推行教育机

会均等政策，通过教师定期轮换等措施均衡教育资

源，打通群体向上跃迁的渠道。

第三，共同富裕的调节手段是收入和财富综合

发力，避免代际传递造成阶层固化。从西方国家的

实践来看，随着劳动和资本地位的此消彼长，贫富

差距在初次分配时就已经拉开，贫富分化的根源，

不仅是流量收入差距，更多的是存量财富差距，有

针对性地制定税收政策、鼓励三次分配，从而加大

对财富的调节力度，减少财富代际传递造成阶层固

化就显得尤为重要。北欧的高额税收和大幅度累

进收入税支撑了福利保障体系，税收占GDP的比重

达 20%—40%，高于欧盟。与此相反，20世纪 80年
代后，美国企业所得税的边际税率不断降低，对财

富调节逐步弱化，成为贫富差距急剧拉大的重要原

因。但美国在第三次分配上强大的慈善、捐赠和公

益文化，对缓冲财富分配不均起到了积极作用。

3.失败教训

第一，过度福利严重影响持续健康发展，并滋

生民粹主义。西方福利国家制度以高税收、高负债

为基础，以高福利、高保障为特征，可以在一定阶

段、一定程度减缓贫富差距。从福利制度的建立者

欧洲、福利制度的模仿者拉美的经验和教训来看，

过度福利造成了经济活力透支、财政入不敷出、公

共政策被绑架等弊端，多数国家的福利制度陷入进

退两难的困境。例如，希腊福利改革的最重要政策

是压缩养老金开支，2009—2020年希腊月人均养老

金从1250欧元压缩到736欧元，但由于长期过度保

障造成的民众依赖心理，改革引发频繁抗议示威和

社会动荡。拉美在中等收入阶段实行民粹主义的

福利赶超政策导致债务危机、金融危机、增长停滞

等一系列不良后果，使经济在 20世纪 80年代掉入

中等收入陷阱，至今都难以自拔。

第二，医疗、教育、住房等民生领域过度市场

化，扭曲社会财富分配。西方国家在事关民众切身

利益的医疗、教育、住房等领域，都注重发挥政府的

保障作用，同时也引入了市场调节手段，但美国在

社会保障领域却实行过度市场化，公共产品价格

高、覆盖面窄，超出大量中低收入群体承受能力，导

致机会不均等、财富分配扭曲。在医疗领域，美国

是发达国家中唯一没有推行“全民医保”的国家，一

直保持着以个人商业医保为主、公共医保为辅的政

策，每年有高达25%的成年人因无力承担高昂医疗

费用而被迫放弃必要治疗。在教育领域，美国教育

产业化、私有化使大学学费持续上涨，超过很多普

通家庭的承受能力，导致入学率连续十年下降。在

住房领域，美国实行“大市场、小政府”的二元住房

体系，在长期宽松的货币政策下房价涨幅明显超过

物价，导致拥有住房的高收入群体的财富持续升值，

拉大了与依靠租房的中低收入群体间的贫富差距。

第三，放松资本管制，资本强势地位挤压劳动

收入。从 20世纪 80年代开始，西方国家普遍实行

新自由主义改革，放松对资本的管制，推行自由化、

私有化政策，大量生产资料以较低价格落到少数人

手中。随着资本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公共政策越来

越倾向资本而忽视普通大众利益，美国工会、日本

终身雇佣制等旨在平衡劳资双方关系、改善劳动者

在初次分配中不利地位的制度也逐渐衰落。例如，

美国工会对就业人员的覆盖率从 1970年的近 30%
下降至2020年的10%左右，工会影响力下降使维护

工人利益的游行罢工等活动几乎消失，这在很大程

度上导致美国最低工资在扣除通货膨胀后常年不

涨。20世纪9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崩溃之后，财阀

和垄断资本将原因归咎于终身雇佣制度，曾经引以

为傲的传统劳资协调关系瓦解，薪酬低、社保差、不

稳定的非正式员工占就业的比重迅速提高到40%，

大量劳动群体的收入恶化。

四、国际典型经验对中国推进共同富裕的

重要启示

中国作为一个拥有 14亿多人口的超大规模经

济体，如何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

入新发展阶段后必须回答而且必须答好的时代必

答题，国际上没有现成的模板可供复制，但相关的

经验和教训可为我们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提供借鉴

和启示。

1.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夯实共同富裕根基

中国作为一个超大规模经济体，实体经济是经

济的命脉所在，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核心。深刻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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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新发展阶段的新特征、新要求，坚持把做实、做

优、做强实体经济作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攻方

向，一手抓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一手抓战略性新兴

产业发展壮大，推动制造业加速向数字化、网络化、

智能化发展，加快建设产学研一体化创新平台，提

高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性和现代化水

平，增强发展韧性，夯实共同富裕的根基。

2.打通科技难点和堵点，促进教育公平，激发共

同富裕的动力

中国要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离不开科技的自立

自强，这是关乎中国生死存亡和做大社会财富“蛋

糕”的基础能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必须直

面中国科技存在的难点和堵点，比如，原始创新能

力还不强、创新体系整体效能还不高、科技创新资

源整合还不够、科技创新力量布局有待优化、科技

投入产出效益较低等，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

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完善国家创新体

系，加快建设科技强国，逐步化解高端制造业面临

的“缺芯少核”等卡脖子问题，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

源源不断的强劲动力。通过完善教育公平，提高教

育质量，源源不断地激发中国工程师红利和人才红

利，创造更多高水平的就业岗位。

3.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更

好服务共同富裕

资本的逐利本性会大幅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但

如果缺乏监管，就会暴露其野蛮性，形成跨行业的

托拉斯和寡头垄断，影响社会公共政策。在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要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

和行为规律，一方面要充分发挥资本在促进经济增

长、提高生产效率、拉动社会就业等方面的积极作

用，另一方面要避免资本无序扩张、拉大收入差距、

脱实向虚、妨碍公平竞争和创新的消极作用，使资

本更好地为共同富裕服务。特别是在教育、医疗、

养老等社会领域，要坚持民生属性，避免过度市场

化，坚决防止资本无序扩张。

4.发挥中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综合优

势，开创共同富裕新途径

实现共同富裕必须紧紧依托并充分发挥中国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优势，立足中国基本国

情，开创共同富裕新途径。以公有制为主体，确保

企业利润（剩余价值）的积累是全体人民社会财富

的积累。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为了充分发

挥市场经济的优势，提高发展效率，激发经济发展

活力。这样的所有制结构和分配方式可以实现社

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在最大程度上

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同时，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在

社会化大生产过程中因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而导致

过度的两极分化，实现做大社会财富“蛋糕”和分好

社会财富“蛋糕”的有机结合。同时，公有制并不意

味着大锅饭和养懒汉，要确保社会保障程度和社会

福利水平的提升与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循序渐进

地推动共同富裕。

五、中国推进共同富裕的对策建议

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一项长期任务，也是

一项现实任务，等不得，也急不得，更不可能一蹴而

就，要对其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有充分估计，必

须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脚踏实地，久久为功，向着

这个目标做出更加积极有为的努力。

1.通过高质量发展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不断做大社会财富“蛋糕”

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

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的角度看，富裕代表社会主义先进生产力，共同代

表社会主义先进生产关系。在推进共同富裕的途

径中，富裕是前提条件和基础支撑，如没有尽可能

大的社会财富“蛋糕”或社会财富“蛋糕”比较小，共

同富裕则成了空中楼阁，并有可能陷入共同贫困的

陷阱。把推动高质量发展放在首位，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贯彻新发展理念，通过高质量发

展，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着力解决当前发展

中存在的不充分问题，做大社会财富“蛋糕”。按照

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

力的要求，不断加强科技创新和在经济社会发展中

的应用，由此推动转变发展方式，推动经济发展质

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增强高质量发展的能

力和动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2.发挥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加快构建初次

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

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毫不动摇地巩

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发挥其对共同富裕的基础性

支撑作用。坚持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和多种

分配方式并存，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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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经济发展，发挥其对共同富裕的重要支撑作用，

激发共同富裕的强大动力。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

特性和行为规律，给资本设置必要的“红绿灯”和

“黄灯”，防止资本野蛮增长和无序扩张，推动资本

健康发展并为促进共同富裕服务。坚持发挥市场

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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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构

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

制度安排，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并

提高精准性，通过有为政府的合理引导，形成人人

共享的收入财富分配格局和优质均衡的社会保障

体系。既坚持多劳多得，着重保护劳动所得，提高

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又健全以税收、社

会保障、转移支付等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

制，规范财富积累机制。同时，完善三次分配机制，

发展慈善等社会公益事业，鼓励高收入人群和企业

更多回报社会。

3.统筹好物质富裕与精神富裕，推动人的全面

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共同富裕不仅是解决物质贫的问题，还要解决

精神弱的问题，使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

富裕。推进共同富裕要处理好“富口袋”和“富脑

袋”的关系，既要家家“仓廪实衣食足”，实现物质富

裕富足，也要人人“知礼节明荣辱”，实现精神自信

自强。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

共同富裕，人民要实现更高水平的收入和财富积

累，为实现高品质的生活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同

时要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加强爱国主

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发展公共文化事业，

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样

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将国家富强、

社会和谐、人民幸福有机结合起来，发挥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思潮的作用，既尊重差异、包

容多样，又有力抵制各种错误思潮、腐朽文化的影

响和侵蚀，为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凝聚起磅礴的精神

力量。

4.坚持先富带后富、先富帮后富，促进城乡区域

协调发展

中国各个地区之间资源禀赋和发展基础不同，

城乡之间制度性差异较大，不同群体间收入差距较

大，共同富裕不能整齐划一、齐头并进，共同富裕的

道路上不能“齐步走”，需要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

地区先富起来，通过先富带后富、帮后富，逐步实现

共同富裕。重点鼓励辛勤劳动、合法经营、敢于创

业的致富带头人，不断完善先富带后富、帮后富的

机制，深入实施东西协作和对口支援，加强对欠发

达地区的帮扶，大力推进产业合作、消费帮扶和劳

务协作，探索共建园区、飞地经济等利益共享模式，

确保在共同富裕道路上每个人都跟上队。

5.把握好差距与平衡的关系，避免“大锅饭”和

两极分化

共同富裕中的共同要求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

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决不能在富的人和穷的

人之间出现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将缩小地区差

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主攻

方向。把握好差距与平衡的关系，缩小差距并不是

要消除差距，实现“一样化”或“平均化”的共同富

裕，更不意味着“杀富济贫”，削高填低，而是要将差

距控制在合理区间。一汪平湖没有落差，难免变成

一潭死水。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毫无差距的“平均

化”“大锅饭”会削弱人民的进取精神，极易陷入共

同贫困的陷阱。过度的差距会产生两极分化，影响

社会和谐稳定，也不利于共同富裕。当前，中国发

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城乡区域发展和收

入分配差距较大。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在

有力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给就业和收入分配带

来深刻影响，包括有可能进一步拉大城乡区域和收

入差距等影响。差距是在发展中产生的，也要靠发

展来解决，通过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发展的平衡性

和协调性，缩小三大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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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and Important Inspiration in Promoting Common Prosperity

Jia Ruoxiang Wang Jiyuan Dou Hongtao
Abstract: Common prosperity is the long-cherished wish of the Chinese people and the unremitting pursuit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led the Chinese people
in fruitful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Especially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China has scored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in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laying a solid foundation for common prosperity. Now China has reached a historical stage of
solid promotion of common prosperity. Based on its national conditions, We should conscientiously draw on the experience and
lesson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We should firmly grasp the real economy as the foundatio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education as an important way to bridge the gap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and income and wealth regulation as an effective
tool to avoid the solidification of the class. We should strike a balance between common prosperity, gap and balance, material and
spiritual, wealth first and wealth later, efficiency and equity, and current and long-term interests. We should set major strategic
goals that are phased in scientifically, and ensure that common prosperity is steadily advanced in the right direction and in the set
goals.
Key Words: Common Prosperity；International Experience；Strategic Orientation; Phased Objec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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