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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发展理念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机理与实践路径

黄金辉, 郑雯霜

摘　 要: 共同富裕与新发展理念作为党的二十大报告的高频词, 具有强烈的内在关联性和互动耦合性。
“创新” 是创造财富的动力源泉, 促进财富 “蛋糕” 量的增长与质的提升, 有利于夯实共同富裕的物质基

础; “协调” 是防止发展分化与失衡的重要杠杆, 保障经济社会健康发展, 有利于筑牢共同富裕的根基;
“绿色” 是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 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生态需求并保障发展的可持续性, 有利于促进生态共

同富裕; “开放” 是统筹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关键举措, 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 有利于拓宽共

同富裕的实现路径; “共享” 是先富带后富政策的具体落实, 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有利于推动共同富裕稳步

前进。 新时代新征程必须牢固树立与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 构建与新发展理念相适应的体制机制及其配套政

策措施, 在高质量发展中扎实促进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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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到 2035 年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

展的战略目标, 并明确指出: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 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要坚持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着力维

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着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坚决防止两极分化。” ① 马克思恩格斯将共同

富裕作为共产主义社会的典型特征和价值目标。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 共同富裕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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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

和运用”,② “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 ③ 的社会。 囿于时代条件的限制,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

同富裕的论述只是提出了一般性的构想和原则, 具体理论内涵和实践路径尚不明晰。 作为马克思主义

理论的践行者和传承者, 中国共产党人丰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共同富裕思想。 毛泽东首次明确提

出共同富裕的思想。 他在 1953 年 《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 中指出: 我们要实行一种能让

人民一年一年走向 “大家都有份” 的 “共同的富” “共同的强” 的计划和制度。④ 在改革开放新时

期, 邓小平将共同富裕上升到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高度, 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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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主义财富属于人民, 社会主义

的致富是全民共同致富”。⑤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实

现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 赋予共同富裕更深刻的内涵: 从受众对象来看, 由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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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分人先富带后富, 转变为更加注重受益对象广泛性的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从涵盖内容来看, 由过

去着重强调物质财富的丰裕, 转变为追求经济、 政治、 文化、 社会和生态等领域的综合发展、 全面富

裕; 从实现要求来看, 由过去重点关注财富总量的快速增长, 转变为既要求 “富裕” 量的增加, 更

要求 “富裕” 质的提升。 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 成立一百多年来始终把实现共同富裕作

为奋斗目标。 在建党百年之际, 党引领亿万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 迎来向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

进军的新发展阶段。
绝对贫困问题的历史性解决, 为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奠定了经济基础与物质条件。 但与此同时, 我

国仍面临着国际经济贸易持续低迷、 新冠疫情肆虐全球、 单边主义与保护主义盛行, 以及国内经济增

速放缓、 自主创新能力薄弱、 贫富差距悬殊、 产业结构亟待绿色转型等现实挑战, 严重制约着共同富

裕目标的实现。 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分析国内外发展大势, 提出创

新、 协调、 绿色、 开放、 共享的新发展理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全党必须完整、 准确、 全面贯彻

新发展理念, ……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 幸福感、 安全感, 让人民群众真真切切感受到共同富裕

不仅仅是一个口号, 而是看得见、 摸得着、 真实可感的事实。”① 共同富裕与新发展理念作为党的二

十大报告的高频词, 具有强烈的内在关联性和互动耦合性。 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价值目

标, 是新发展理念的落脚点; 新发展理念作为新时代新征程的行动先导, 是共同富裕的指挥棒。 新发

展理念是关乎中国经济发展命脉的关键理念, 也是促进共同富裕的科学遵循, 它回答了在新的历史阶

段以什么样的发展目的、 发展方式、 发展动力、 发展路径推动共同富裕等问题。 我们必须意识到以新

发展理念促进共同富裕的必然性和重要性, 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和人的全面发展取得实质性进展。
“新发展理念” 与 “共同富裕” 是当前国内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 “新发展理念” 的相关研究

成果主要集中于对新发展理念的理论内涵、 实现路径, 以及将新发展理念与高质量发展、 新发展格

局、 新发展阶段、 现代化建设等相结合的研究。 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和习近平 《扎实

推动共同富裕》 一文的发表, “共同富裕” 的相关研究发文量呈井喷式增长, 主要集中于对共同富裕

的历史逻辑、 基本内涵、 评价指标、 价值意蕴与实现路径的研究, 研究视角主要包括高质量发展、 乡

村振兴、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与示范区建设等。 但将 “新发展理念” 与 “共同富裕” 结合起来的研究

仍处于起步阶段, 对其展开系统性研究的文献较少。 与本文广义相关的研究成果可分为两类: 一类是

逐一探讨创新、 协调、 绿色、 开放、 共享这五大发展理念之于共同富裕的重要作用, 如邓龙奎研究了

五大发展理念推进共同富裕发挥的渗透性动力作用,② 黄新华、 韩笑关注了以五大发展理念为指导,
在高质量发展中壮大共同富裕社会根基的实现路径。③ 另一类是探究五大发展理念中的某一发展理念

与共同富裕的内在逻辑关系, 如陈劲、 阳镇等指出科技创新驱动经济 “提质增效” 支撑共同富裕目

标的实现;④ 黄群慧提出城乡区域平衡发展、 产业协调发展、 企业竞合共生的协调发展, 既能提高生

产力又能缩小贫富差距;⑤ 沈满洪认为绿色发展关系到发展的协调性、 共享性与可持续性, 是实现共

同富裕的重要驱动力;⑥ 吴宁探讨了共享发展与共同富裕的内在关联, 认为共同富裕和共享发展是目

标指引和路径依赖的关系。⑦ 已有文献中, 系统分析新发展理念促进共同富裕的作用机理及具体实践

路径的研究明显不足。 本文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导, 系统阐释创新、 协调、 绿色、 开放、 共享这五

大发展理念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机理, 探讨全面现代化建设新阶段牢固树立与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
加快构建与新发展理念相适应的经济社会发展体制机制及其配套政策体系, 实现高质量发展与不断推

42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习近平: 《把握新发展阶段, 贯彻新发展理念, 构建新发展格局》, 《求是》 2021 年第 9 期。
邓龙奎: 《新时代推进共同富裕的渗透性动力》, 《江西社会科学》 2022 年第 9 期。
黄新华、 韩笑: 《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研究》, 《海南大学学报》 2022 年第 2 期。
陈劲等: 《共同富裕视野下的中国科技创新: 逻辑转向与范式创新》, 《改革》 2022 年第 1 期。
黄群慧: 《协调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 《金融理论探索》 2022 年第 1 期。
沈满洪: 《生态文明视角下的共同富裕观》, 《治理研究》 2021 年第 5 期。
吴宁: 《共同富裕与共享发展》, 《广西社会科学》 2022 年第 1 期。



黄金辉, 郑雯霜: 新发展理念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机理与实践路径 2022 年第 6 期

进共同富裕的实践路径。

二、 新发展理念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机理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 “贯彻新发展理念是新时代我国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① 新发展理念作为

新时代发展行动的先导, 是把握发展方向、 破解发展难题、 增强发展动力的 “金钥匙”, 也是实现共

同富裕的必然选择。
(一) 创新发展提供动力, 夯实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 “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 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现实前提和物质基础。
没有生产力的高度发展, “那就只会有贫穷、 极端贫困的普遍化; 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 必须重新

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 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② 换言之, 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使人类

社会摆脱强大自然力的制约, 能够解决自然形成的贫困问题。 然而, 对于如何发展生产力, 不同的文

明类型选择了不同的道路。 资本主义凭借 “资本的无止境的致富欲望及其唯一能实现这种欲望的条

件不断地驱使劳动生产力向前发展”,③ 但资本的贪欲在消灭自然形成的贫困的同时, 也因其剥削机

制生产出大量 “人为造成的贫民”。④ 正是看到资本主义的文明作用及其局限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扬弃、 超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 既发挥资本促进效率提升的积极作用, 又努力克服资本的贪欲, 以创

新作为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第一动力, 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步入新阶段新征程, 夯实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不仅要求做大 “蛋糕”, 也要求做优 “蛋糕”。 做

大做优 “蛋糕” 不能只依靠资源和廉价劳动力要素投入的低水平扩张, 更要依靠创新。 党的二十大

谋划制定了未来五年我国科技自立自强能力显著提升, 以及到 2035 年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跻

身创新型国家前列的发展目标, 强调 “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人才是第一资源、 创新是第一

动力, 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 人才强国战略、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⑤ 坚持创新是发展的第一动力,
以创新驱动粗放速度型、 低要素成本优势发展模式向集约效益型、 高科技质量优势发展模式转变, 是

对我国经济分化调整期客观形势的正确把握, 也是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重要手段。 以创新驱动发

展一方面能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 提高生产效率与促进经济总量提升, 实现财富 “蛋糕” 量

的增长; 另一方面能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产业结构的升级优化, 创造出更优质、 更丰富的发展

成果, 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实现财富 “蛋糕” 质的提升。 概言之, 只有把创新摆在

首要位置, 以创新引领和驱动经济发展, 才能夯实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
(二) 协调发展防止发展分化与失衡, 筑牢共同富裕的根基

马克思指出: “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 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⑥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 推动社会

不断发展的动力机制在于人们为自身的现实利益而做出的斗争。 现代社会发展需要这样一个动力机

制, 但现实利益不仅可以推动社会的联合和发展, 也可能导致社会的分裂和动荡。 问题的关键在于人

与人之间现实利益的差距是否合理: 合理适度的差距有利于调动和激发人民群众创造价值的主动性,
但过大的贫富差距, 或者某些领域发展严重不均衡会使民众失去生产积极性, 阻碍经济发展, 导致阶

层固化, 引发社会动荡。 共同富裕不是一步到位的同步富裕和绝对平均的同等富裕, 而是允许存在合

理差距的普遍富裕, 但缩小差距、 平衡发展始终是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 协调发展的核心要义是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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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 各个领域、 各个环节综合平衡, 在补齐发展短板中促进发展的均衡性、 和

谐性和可持续性。 共同富裕中的 “共同” 内在蕴含着补短板、 强弱项、 固根基, 主动解决发展不平

衡问题的要求。 在实现全面脱贫的时代新起点上, 协调发展作为共同富裕之 “共同” 的重要支柱,
体现为城乡协调发展、 区域协调发展、 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同提升。

其一, 城乡、 区域协调发展。 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 各地区的普遍富裕, 发展的综合平衡和财富

的合理分配, 都离不开城乡、 区域的协调发展。 就城乡协调发展而言, 习近平指出: “促进共同富

裕, 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 农村共同富裕工作要抓紧。”① 由于长期受城乡二元经济结构

的影响, 城乡要素流动不畅,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存在较大差距, 农村的短板、 劣势突出。 新时代发

展最不平衡的是城乡之间, 发展最不充分的是农业农村, 共同富裕的主战场仍在农业农村。 城乡协调

发展旨在补齐农村发展短板、 改变农民在经济收入中的弱势地位和畅通城乡经济循环, 这也是实现城

市和农村共同繁荣、 共同富裕的关键环节。 就区域协调发展而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实施区域协调

发展战略, 强调继续推动西部大开发、 东北全面振兴、 中部崛起以及东部现代化。② 通过区域协调发

展, 能够进一步缩小地区间经济社会发展差距, 提高各地区低收入群体与贫困群体收入, 优化各类要

素资源在区域间的配置, 缓解区域间发展失衡问题, 在优势互补的区域发展格局中促进共同富裕。
其二, 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同提升。 “物质贫困不是社会主义, 精神贫乏也不是社会主义”。③

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 是生活富裕富足与精神自信自强的 “双富”, 不仅包括 “看得

见” 的物质富裕, 也包括 “看不见” 的精神富有。 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一方面我们要继

续突出经济建设对于共同富裕的重要意义, 提升人民群众的收入、 生活水平, 解决发展不充分问题;
另一方面, 脱贫攻坚战的胜利为精神文化的丰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因此, 要不断增进人民群众

精神文化生活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避免精神空虚带来利己主义、 享乐主义与拜金主义的泛滥。
(三) 绿色发展解决人与自然和谐问题, 促进生态共同富裕

习近平指出: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 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绿水青山既是自

然财富、 生态财富, 又是社会财富、 经济财富。” ④ 良好的生态本身蕴含着丰富的经济价值, 优美

的生态环境也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按照马克思主义自然观, 人靠自然界生存与发展, 自然资源

对于人类具有先在性和前提性; 没有丰裕的自然资源不可能实现 “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

的” ⑤ 的共同富裕社会。 可以说, 生态良好是共同富裕不可缺少的维度, 生态共同富裕意味着当代

人与后代人都能享有优美的生态环境、 良好的生态产品与生态服务。 因此, 生态共同富裕是共同

富裕的前提与基础, 没有生态共同富裕, 生态资源被少数人垄断和享有, 生态福利两极分化, 更

不会有其他领域的共同富裕。
绿色发展作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 在环境保护中推进经济发展, 是实现生态共同富裕的必

然途径。 一方面绿色发展提供最公平的生态产品, 促进代内生态共同富裕。 丰裕的物质财富作为共同

富裕的必须前提, 本身就涵盖优美的生态环境和丰富的自然资源这个基础性与保障性的生态产品。 换

句话说, 如果人们居住环境老破旧、 脏乱差, 空气和水资源质量、 食品安全都不达标, 即使富了

“口袋” 也会 “垮了身体”, 享受不了富裕的生活。 实现共同富裕不仅需要财富的合理分配, 也需要

生态产品的有效供给与保障。 走绿色发展之路能在改善生态环境、 减少污染排放、 缓解资源趋紧的同

时, 盘活普惠性的生态资源, 提供更多更优质的生态产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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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生态产品的供给和生态环境的改善, 发挥生态富民利民为民的经济效益, 促进代内生态共同富裕。
另一方面, 绿色发展是以可持续为目标的经济增长方式, 能促进代际生态共同富裕。 实现全体人民共

同富裕是一项长期任务, 需要一代又一代人长期努力。 共同富裕不是一代人、 几代人的暂时富裕, 而

是既惠及当代人又福泽后辈的可持续富裕。 绿色发展兼顾当前与长远、 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 推动以

牺牲环境换取经济增长的高投入、 高耗能、 高污染的传统发展模式向环境优化经济增长的低投入、 低

耗能、 低污染的新发展模式转变, 实现资源利用和财富增长的可持续性。 没有接续发展就没有共同富

裕, 只有绿色发展才能保障共同富裕的长久效能, 在财富增长与生态保护的良性互动中实现未来世代

的生态共同富裕。
(四) 开放发展促进经济繁荣, 拓宽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

马克思主义认为, 生产本身以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为前提, 反过来, 交往的具体形式也被生产所决

定。 生产与交往的辩证关系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主要表现为两方面: 一方面, “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

种普遍发展, 人们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 另一方面, “只有当交往成为世界交往并且以大工业

为基础的时候, 只有当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斗争的时候, 保持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①

换言之, 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人与人之间的普遍交往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关联, 要保持生产力的普遍

发展, 必然要保证人与人之间在世界范围内的普遍交往。 开放发展是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把握国际国内

发展大势、 拉动经济复苏与增长的关键举措, 也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 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证

明, 只有扩大开放, 充分利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 才能带来经济繁荣。
共同富裕不是闭关锁国的封闭式 “富裕”, 提升财富积累和经济发展水平离不开开放发展。 构建

高水平、 深层次、 宽领域的全面开放新格局, 充分赋予国内民众市场自由选择权, 发展高层次开放型

经济, 才能拓宽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 具体而言, 一是对内开放, 调动民众创造财富的积极性。 对内

开放是对外开放的前提与基础, 对内开放不足会制约和影响对外开放的深入。 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

已放弃传统计划经济体制, 但某些地方、 领域利用行政手段干预个人和企业的经济选择权, 特别是限

制民营企业自由进入市场等遗留问题并未消逝。 对内开放强调国内各地区之间互相开放、 打开门户,
平等对待各类企业与个人, 破除地方保护和区域壁垒, 形成充分开放、 竞争有序的大市场。 对内开放

能激发市场活力、 调动民众创造财富的积极性与能动性; 反过来, 对内开放不足会阻碍要素和资源流

动、 影响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 减弱经济运行的动力, 进而造成人民群众收入和国民福利增长缓慢。
因此, 充分对内开放能给予劳动者以更多创造财富的机会, 使更多人迈上共同富裕之路。 二是对外开

放, 助推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开放带来进步, 封闭必然落后。 中国开放的大

门不会关闭, 只会越开越大”。② 现在发展的主要问题不再是要不要对外开放, 而是如何更好地推进

高水平的对外开放。 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抓住发展机遇, 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

争, 学习国外成功管理经验, 引进先进技术、 人才、 设备等, 有利于缓解国内发展技术瓶颈, 增强国

内科技创新能力, 提升国内供给质量, 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让对外开放成果惠及全体

人民。 概言之, 通过统筹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 两种资源, 可以让一切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进一步拓宽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

(五) 共享发展促进公平正义, 推动共同富裕稳步前进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经济落后、 物资匮乏, 这一阶段的共同富裕主要是克服传统社会主义的平均主

义分配方式, 鼓励部分人、 部分地区通过创造更多社会财富先富起来, 再通过示范效应和帮扶作用带

动后富群体。 当前我国步入新发展阶段, 已经到了亟需解决贫富悬殊问题的迫切关口。 但是, 发展仍

不充分, 共享发展成果的合理分配制度也尚未构建完成。 而共享发展坚持以人民为主体的价值旨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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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力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 是推动共同富裕稳步前进的重要力量。 正如习近平所言: “共享理念实

质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体现的是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要求。” 习近平将共享发展理念

的内涵概括为 “全民共享、 全面共享、 共建共享、 渐进共享”,① 充分体现了 “发展为了人民、 发展

依靠人民、 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② 的价值追求。
其一, 全民共享要求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 相较于改革开放初期强调一部分人先富

再带动其他人富起来, 新时代强调的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富裕。 习近平指出: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

一个总体概念, 是对全社会而言的, 不要分成城市一块、 农村一块, 或者东部、 中部、 西部地区各一

块, ……我们要实现 14 亿人共同富裕。”③ 全民共享强调普惠性, 能够保障不同职业、 民族、 信仰、
年龄、 性别等的社会成员都有权利和机会共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 进而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其二, 全面共享要求共享经济、 政治、 文化、 社会、 生态等各方面的建设成果。 在物质文明得到

极大提升的新时代, 人们对政治文明、 精神文明、 社会文明、 生态文明的需求与日俱增。 共同富裕既

是一个基础性经济命题, 也是一个重大性政治命题和关键性文化命题, 更是一个全局性社会命题和长

期性生态命题。 全面共享的内容不仅局限于经济领域, 也包括让人民群众享有更真实更广泛的政治权

利、 更繁荣更多样的文化产品、 更完备更全面的社会保障、 更均等更优质的公共服务和更优美更宜居

的生态环境等, 是经济、 政治、 文化、 社会、 生态等领域的共同发展、 共同繁荣。
其三, 共建共享要求人人参与、 人人尽力、 人人享有。 共建与共享相互作用、 相互依存, 是助推

共同富裕的一体两翼。 美好生活不会从天而降, 共享不是坐享其成、 不劳而获地享受, 需要共建为其

提供充足可供分配的财富 “蛋糕”, 而共享又能激励人们团结一致参与到共建之中。 共建共享不仅能

够充分释放人民群众创造财富的潜力, 避免在推进共同富裕进程中落入福利主义和养懒汉的陷阱, 也

能够助推人民群众在共同创造中共享发展成果。
其四, 渐进共享要求处理好目标与过程的辩证关系, 有利于准确把握实现共同富裕的动态过程。

共同富裕不是简单粗暴、 一步到位的平均主义, 而是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解决、 一项任务接着一项

任务完成, 分步骤分阶段推进的渐进共同富裕、 梯度共同富裕。 渐进共享要求处理好目标与过程的关

系, 既要坚定共同富裕的目标愿景, 又要量力而行地渐次推进, 在以量变促质变的过程中分阶段、 分

地区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三、 新阶段新发展理念促进共同富裕的实践路径

新发展理念, 顾名思义是对传统发展理念和思路的更新, 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对发展规律认识
的深化, 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 以新发展理念促进共同富裕, 意味着必须解放思想、 更新观

念, 摒弃以 GDP 论英雄、 以粗放式方式发展经济、 先污染后治理、 重城市轻农村、 重发展效率轻发

展质量等传统发展模式。 新发展理念要落地生根、 转化为实际行动, 必须作出相应的体制机制和政策

措施安排, 以确保新理念转化为新实践。
其一, 以创新引领发展, 在财富不断增长中促进共同富裕。 当前我国处于经济发展新常态, 在经

济增长放缓的同时, 还面临着产业结构升级困难、 经济发展动力不足、 资源约束日益趋紧等诸多问

题。 解决这些经济发展难题的突破口, 在于能否实现经济发展动力从依靠资源和廉价劳动力等初级要

素投入, 向主要依靠创新驱动的根本转变。 习近平指出: “世界经济陷入低迷期, 科技创新成为国际

战略博弈的主要战场, ……立足新发展阶段、 贯彻新发展理念、 构建新发展格局、 推动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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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完善国家创新体系,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① 我国经济由高

速增长阶段转入高质量增长阶段, 迫切要求经济增长由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只有通过创新发展才

能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揽子问题, 才能为实现共同富裕注入强大动力。
要实现财富 “蛋糕” 量的增长和质的提升, 必须以创新作为第一生产力, 而创新的前提是体制

机制的创新, 通过制度变革和体制创新来解放和激发创新所蕴含的巨大潜能。 首先是要深化科技体制

改革: 改革科技创新投入体制, 加大多元化科技投入, 满足不同受众群体需求, 激发全社会创新活

力, 以及加强对基础性、 前沿性、 重大性研究领域的投资, 解决 “卡脖子” 的技术问题。 完善科技

创新组织机制, 发挥市场对各类创新要素配置的导向作用, 加快政府职能从研发管理转向创新服务,
确立企业创新主体地位, 鼓励企业与高校、 科研院所合作,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库向企业开放, 保

障民营企业获得创新资源的公平性, 畅通企业科学研发渠道, 以及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
科学统筹、 集中力量突破关系发展全局的重大技术, 提高科技原始创新能力。 完善科技创新激励机

制, 重点激励高质量科技研发活动, 规范优化各级政府相关激励措施, 提高政府激励的精准性、 科学

性、 导向性。 其次是要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改革: 遵循不同类型人才成长发展规律, 实施科技人员分类

评价机制, 以及完善科技成果和知识产权保障制度, 激励与留住核心人员队伍。 搭建科技创新人才培

育平台, 实施创新素质教育, 推进高校有组织科研, 培养更多战略科学家和创新团队。 围绕柔性引

才、 双向兼职、 联合聘用等方式探索人才双向流动使用机制, 实行更具竞争力更加开放的人才吸引制

度, 大力延揽国外创新人才, 实现人才集聚创新。 简言之, 通过构建创新发展体制机制, 让创新成为

第一生产力, 在财富可持续增长中促进共同富裕。
其二, 以协调引领发展, 在均衡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 协调发展是经济健康发展的 “安全阀”,

也是共同富裕的重要特征和内在要求。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 要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

的现代化, 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 要着力推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 推动经济实现

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② 以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主要包括城乡协调发展、 区域协调发展、
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

一是以城乡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 长期以来, 我国农业竞争力偏弱、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薄弱,
农村大量脱贫人口仍处于贫困临界线边缘。 提高农民收入与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 是共同富裕工作

中最棘手的问题。 在共同富裕道路上, 城市与农村不能分离, 二者缺一不可。 因此, 要通过全面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与新型城镇化战略, 打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 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推进农村居民

就地就近市民化, 使农业转移人口 “进得来、 落得下、 有发展”。 加大对农村和贫困地区公共服务设

施的投入力度, 补齐教育、 医疗、 养老、 交通等领域发展短板, 逐步缩小城乡居民公共服务水平差

距。 推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增强农村和贫困人口致富能力与发展意愿, 常态化

开展返贫动态监测, 防止规模性返贫。 大力发展县域经济, 拓展农民增收渠道, 促进城乡资源要素双

向自由流动, 实现城乡互动、 工农互促、 优势互补。 二是以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 受各地基础

条件、 自然资源、 文化传统以及国家发展战略的影响, 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发展水平显著领先于中西部

地区与东北地区, 且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东部地区与最低的西部地区的差值呈逐年扩大趋势。 区域

发展不平衡是新时代新征程促进共同富裕所需攻破的主要堡垒之一。 基于此, 东部地区要加快推进现

代化, 率先建立全方位开放型经济体系, 带头发展数字经济, 重视对基础研究与核心技术研究能力的

培育以及对中西部、 东北地区的支援、 扶持; 西部地区要持续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 提高经济发

展水平和民生保障质量,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中部地区要提高关键领域自主创新

能力, 培植新的经济增长点, 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东北地区要夯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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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粮仓根基, 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 深化国有企业改革, 调整优化产业结构, 促进东北全

面振兴取得新突破。 三是以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同发展促进共同富裕。 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 我国

在取得经济增长伟大成就的同时, 民众的科学文化素养却没有同步提升。 虽然物质文明能为精神文明

提供现实基础, 精神文明能为物质文明提供智力支撑, 但物质生活的富裕并不会自然而然地带来精神

生活的丰实, 反之亦然。 邓小平同志多次讲, 实现共同富裕要 “两手抓、 两手都要硬”。 在扎实推动

共同富裕的现阶段, 一方面要继续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鼓励民众通过创新创业、 辛勤劳动与

合法经营等途径致富, 提高民众物质生活质量, 让家家 “仓廪实衣食足”; 另一方面要 “以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为引领, 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弘扬革命文化,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① 推进实施

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 促进数字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 抓好网络空间精神文明建设, 营造良好网

络道德环境, 提升公共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供给水平, 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 多层次、 多方面的

精神文化需求, 让人人 “知礼节明荣辱”。
其三, 以绿色引领发展, 在生态富民中促进共同富裕。 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深刻指出: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 ……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② 长期以来, 高耗能、 高污染的粗放型发展在推动经济增

长的同时, 也带来资源枯竭、 环境污染等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重大环境问题, 严重影响可持

续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 绿色发展已成为一个重要趋势, 要求我们必须把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生活生

产方式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 以绿色发展厚植共同富裕之路的底色, 在生态富民中促进共同富裕。
一是激发公众环境保护意识。 借助新闻报道、 道德培育、 文化传播、 健康教育、 案例警示等方

式, 加强绿色发展理念的宣传和推广, 形成节约环保、 绿色低碳的良好氛围, 让生态环保理念深入人

心。 构建公开透明、 规范有序的现代环境监管体系, 维护公众获取环境信息的权益, 保障公众对环境

治理的知情权、 参与权、 监督权。 激发政府、 企业、 社会、 媒体保护环境的主人翁意识, 推动公众环

保意识渗透转化为自觉行动, 做到以知促行、 知行合一。 二是培育可持续发展方式, 促进经济生态

化。 在技术创新方面, 聚焦绿色低碳技术攻关, 以创新驱动传统高耗能、 高污染、 外延型发展方式向

低耗能、 可持续、 内涵型发展方式转变, 把环境保护融入经济发展之中。 在数字化转型方面, 以数字

经济引领绿色发展, 深度融合 5G、 人工智能、 区块链、 云计算、 大数据等新兴技术与绿色低碳产业,
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 以数字化生产提高资源使用率, 减轻生态环境负担, 为共同富裕提供可持

续发展的保障。 三是构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 促进生态经济化。 积极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

落地实施, 建立通畅的生态产品供需关系, 推进生态产品市场的建设及交易, 扩大生态产品的品种和

生产规模, 积极探索碳排放交易有效路径, 提高生态公共产品生产与供给力度, 让绿水青山充分释放

“富民效应”, 把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财富增长优势。
其四, 以开放引领发展, 在内外联动中促进共同富裕。 当前, 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下, 世界百

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 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着内部与外部环境的双重压力。 如何突破单边主义和保

护主义的封锁, 在地缘政治冲突加剧、 各国经济政策出现分化的严峻国际形势下, 继续坚持对外开放

策略, 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现实问题。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 “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
坚定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 ……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 ……反对保护主义, 反对 ‘筑墙设

垒’、 ‘脱钩断链’, 反对单边制裁、 极限施压。”③ 开放发展是我国经济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的重要

法宝, 也是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把握发展机遇的必然选择。 在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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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 要以开放引领发展, 把国内发展与对内对外开放结合起来, 在内外联动中促进共同富裕。
一是深化对内开放: 加快建设高效规范、 公平竞争、 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 实行统一的市

场准入制度, 清除区域市场壁垒, 打破地方保护与市场分割, 促进资本跨地区自由流动。 统筹谋划扩

大内需与优化供给, 调整升级经济结构, 推进供给与需求的有效对接, 释放民众消费潜力, 促进国内

大循环。 围绕推进依法行政、 建设服务型政府加快转变政府职能, 减少政府对市场机制的不必要干

预, 政府更多扮演提供公共产品、 公共服务和解决市场失灵问题的角色。 二是实行高水平的对外开

放: 构建全方位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与国际一流的营商环境, 坚持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原则, 稳步扩大

规则、 规制、 管理、 标准等制度型开放, 促进国内商品、 要素合理有序对外流动。 鼓励国内综合实力

强的企业高水平走出去获取经济资源, 进而带动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 从国际市场引进先进技术、 设

备与现代企业管理制度, 鼓励外资投向先进制造、 数字经济、 现代服务等领域, 推动国内技术进步与

产品更新迭代, 提高国际竞争力。 推动自由贸易试验区深度融入 “一带一路”, 把自由贸易试验区打

造成为对外开放的新高地, 以及密切对接国家重大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与国际经济走廊建设,① 助推国

内区域经济与开放型经济联动发展, 在深化对外开放过程中调整优化国内区域经济布局与倒逼国内产

业升级优化, 内外联动拓宽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
其五, 以共享引领发展, 在普惠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 共享发展是 “先富带后富” 政策在新时

代的具体落实, 通过让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 重整社会资源、 补齐民生短板、 促进发展良性循环,
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全面繁荣。 因此, 在全面现代化建设新阶段, 必须以共享引领发展, 在普惠发展

中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和全面富裕。
一是以共享发展理念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促进收入分配公正。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居民收入

差距较大, 基尼系数长期处于 0. 46 以上的高位值。 实现共同富裕必须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逐步

缩小居民收入差距, 保证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 “分配制度是促进共

同富裕的基础性制度。 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 多种分配方式并存, 构建初次分配、 再分配、 第三次分

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② 在初次分配领域, 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机制, 正确处理政府、 企业、
居民三大部门的初次分配比例; 发挥按劳分配的主导作用, 适度调整最低工资标准, 保障工资按时按

量发放, 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同时实现劳动报酬同步增长。 在再分配领域, 强化财政税收制度改革,
适当调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 加大对低收入人群和贫困群体的转移支付力度, 形成税收负担与居民收

入成正比的累进税; 合理调节过高收入, 取缔非法收入, 加强对非法收入的监管和惩治力度。 在三次

分配领域, 健全回报社会的激励机制, 发挥慈善事业的富民导向作用, 弘扬乐善好施、 互帮互助的社

会美德, 鼓励高收入人群和企业帮扶低收入群体。 二是以共享发展理念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衡发展。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 要 “采取更多惠民生、 暖民心举措, 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健

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 提高公共服务水平, 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 扎实推进共同富裕”。③ 推进基本

公共服务均等化, 是帮扶后富群体和后富地区、 保障其共享发展机会的重要渠道。 因此, 要提升基本

公共服务能力和均等化水平, 增加财政转移支付, 补齐基本公共服务短板, 加强兜底性、 普惠性、 基

础性民生保障建设, 确保幼有所育、 学有所教、 劳有所得、 病有所医、 老有所养、 住有所居、 弱有所

扶。 完善和创新基本公共服务体系, 持续扩大基本公共服务惠及面, 不断丰富多层次多样化生活服务

供给, 促进基本公共服务的内容向享受性、 发展性拓展。 加快转变政府职能, 强化政府为社会和民众

提供公共服务的角色, 政府应在就业创业、 义务教育、 医疗卫生、 住房保障、 社会保障、 养老托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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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体育、 公共安全、 生态环境等领域进一步做好管理和服务, 保障人民共享经济、 政治、 文化、 社

会、 生态等各方面的建设成果, 在普惠发展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富裕。
 

四、 结　 语

党的二十大对未来五年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作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 强调 “加

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 “推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 , “推动绿色发展, 促进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 , “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 坚定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 , “增进民生福祉, 提高人

民生活品质” , 充分彰显了新发展理念作为指导原则和行动引领的重要地位。 新发展理念是关乎中

国经济社会发展命脉的关键理念, 共同富裕的实现与其密不可分: 创新是创造财富的动力源泉,
协调是防止发展分化与失衡的重要杠杆, 绿色是保障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 开放是国家长期繁荣

进步的必由之路, 共享是促进公平正义的重要途径。 这五大发展理念分别从发展动力、 发展要求、
发展属性、 发展路径、 发展价值等方面系统回答了如何促进共同富裕的问题。 新时代实现共同富

裕, 必须深入贯彻落实创新、 协调、 绿色、 开放、 共享发展理念, 加快转变发展思路, 不断健全

推进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与促进收入分配公正的体制机制, 在财富增长、 均衡发展、 生态富民、 内

外联动和普惠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

The
 

New
 

Development
 

Philosophy 
 

Its
 

Internal
 

Mechanism
 

of
 

and
 

Practice
 

Approach
 

to
 

Promoting
 

Common
 

Prosperity

Huang
 

Jinhui Zheng
 

Wenshuang

Abstract As
 

the
 

high-frequency
 

words
 

in
 

the
 

report
 

of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ommon
 

prosperity
 

and
 

the
 

new
 

development
 

philosophy
 

have
 

strong
 

internal
 

relevance
 

and
 

interaction
 

coupling.
 

As
 

the
 

source
 

of
 

power
 

to
 

create
 

wealth 
 

Innovation 
 

improves
 

the
 

quality
 

and
 

quantity
 

of
 

wealth
 

cake  
 

which
 

is
 

conducive
 

to
 

consolidating
 

the
 

material
 

foundation
 

of
 

common
 

prosperity.
 

As
 

an
 

important
 

lever
 

to
 

prevent
 

differentiated
 

and
 

unbalanced
 

development 
 

Coordination 
 

guarantees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economy
 

and
 

society 
 

which
 

is
 

conducive
 

to
 

building
 

the
 

foundation
 

of
 

common
 

prosperity.
 

As
 

a
 

necessary
 

condit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reen 
 

meets
 

people ̓ s
 

growing
 

ecological
 

needs
 

and
 

ensures
 

the
 

sustainability
 

of
 

development 
 

which
 

is
 

beneficial
 

to
 

promoting
 

ecological
 

prosperity.
 

As
 

a
 

key
 

measure
 

to
 

make
 

overall
 

use
 

of
 

the
 

two
 

major
 

markets
 

and
 

resources
 

at
 

home
 

and
 

abroad 
 

Opening
 

up 
 

boosts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help
 

broaden
 

the
 

path
 

to
 

common
 

prosperity.
 

As
 

a
 

specific
 

implementation
 

of
 

the
 

policy
 

of
 

letting
 

the
 

rich
 

help
 

others
 

get
 

rich 
 

Sharing 
 

promotes
 

social
 

fairness
 

and
 

justice 
 

and
 

makes
 

for
 

the
 

steady
 

progress
 

of
 

common
 

prosperity.
 

In
 

the
 

new
 

era 
 

we
 

must
 

firmly
 

establish
 

and
 

implement
 

the
 

new
 

development
 

philosophy 
 

build
 

institutional
 

mechanisms
 

and
 

supporting
 

policy
 

systems
 

compatible
 

with
 

it 
 

and
 

firmly
 

promote
 

common
 

prosperity
 

i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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