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克力：共同富裕新部署，

巨大市场反响背后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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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朱克力博士 国研新经济研究院创始院长、新经济智库（CiNE）

首席研究员、湾区新经济研究院院长 

日前，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研究扎实促进共同富裕等问题，提

出循序渐进分阶段促进共同富裕的新部署。消息一出，旋即引发市场反响

和社会热议。 

今年以来，高层频频提及共同富裕相关议题。但作为中央会议专题讨

论部署共同富裕，这应当还是头一回。 

联系到今年同时适逢建党百年、“十四五”开局之年以及全面建设现

代化国家新征程开启之年，值此特殊节点，如何领会上述谋划与布局之深

意？共同富裕，怎样才能梦想照进现实？ 

从需求侧补短板，重塑国家竞争优势 

共同富裕是一个社会问题或政治问题，但放在今天这个时点来观察，

它也是一个重要的经济问题。首先要结合现实的经济学逻辑，才能更好地

理解。 

如果说，自 2012 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的制约因素主要在供给侧，

那么，随着人口红利的急剧消退，从现在到 2025 年之前，来自需求侧的

制约也越来越突显。双重制约之下，从供需两端同时发力是必然策略。 

迈克尔·波特在《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将经济发展概括为要素驱动、

投资驱动、创新驱动、财富驱动等四大阶段。前三个阶段的经济增长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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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上走，而到了财富驱动阶段，经济增长则会减速甚至停滞。 

从当前我国经济的基本特点来看，从高速增长迈向高质量发展，与创

新驱动、财富驱动两个阶段的叠加状态相契合，亟需从供需两端同时发力，

也就是供给侧改革和需求侧管理相结合。 

前几年，我国政策重点关注的是供给侧，如今，在加快构建以国内大

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更着眼于扩大内

需和促进消费，进一步关注收入分配和共同富裕，意在补上需求侧的短板。 

从需求侧出发，比之过去，需要更重视人力资本而非物质资本的投资，

更关注长期经济发展而非短期经济增长。不仅考虑经济增长总量，更致力

于经济发展成果的分享。 

开启新征程，从全面小康到共同富裕 

从邓小平于 1985 年 3 月首次正式提出共同富裕，经过 36 年的筚路蓝

缕，我国的经济总量由 1985 年的 0.9 万亿元，快速增长到 2020 年的 101.6

万亿元，增长了 112 倍。实现共同富裕，有了更为坚实的经济基础。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我国 2019 年、2020 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

1万美元。2020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 2010年实际增长 100.8%。

此外，脱贫等三大攻坚战取得了重大突破。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开启全面建设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这是十九届

五中全会提出的重大论断。从全面小康到共同富裕，就是新征程的题中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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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 

今年 3 月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制定促进共同富裕行动纲要，

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4 月底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强

调制定促进共同富裕行动纲要，以城乡居民收入普遍增长支撑内需持续扩

大。 

6 月，中央正式发布《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

的意见》，积极开展共同富裕的区域示范和先行先试。紧接着，习近平总书

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强调，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

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高质量发展是共同富裕的前提。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2020 年，

在全球 194 个国家和经济体里，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名列第 63 位；联

合国开发计划署人类发展指数表明，在全球 189 个国家和经济体里，中国

排名第 85 位。 

这说明我们高质量发展的空间还很大。作为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通

往共同富裕注定是一条崎岖之路，要从根本上解决区域、城乡、居民之间

发展不平衡和不充分的“拦路虎”。 

明确标准，循序渐进分阶段促进共富 

“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

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要分阶段促进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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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裕。”这是中央财经委员会召开的这次会上，官方对共同富裕标准进行

的明确界定。相关报道将其概括为“三多”和“两靠”。 

“三多”：一是人数多，是全体人民的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二

是内容多，物质生活要富裕，精神生活也要富裕；三是步骤多，共同富裕

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要分阶段逐步实现。 

“两靠”：实现共同富裕就像做蛋糕，既要做大，还要分好。“做大”

要靠高质量发展，用好创新和教育两大“原料”，不断探索新的“制作方

法”，给更多人创造致富的机会；而“分好”则要靠制度性安排，调整致

富的节奏，实现“先富带动后富”。 

这次会议还部署了重点工作，提出要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

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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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强调，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并提高精准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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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要求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收入分配更均衡、基层保障更精

准，在分得匀的同时还要兜得住，真正做到循序渐进、分阶段促进共同富

裕。 

水到渠成，橄榄型结构撑起品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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