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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个基本要求。

走向共同富裕有“多途”，但和当前面临的挑战相关，可以通过以下三方

面途径加快推进共同富裕的进程。 

一、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 

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需要做好以下三点。 

第一，要保持经济增长在合理区间。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到 2035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

目标，其中包括人均 GDP 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要实现这一目标，发展

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和基础。 

按照我国潜在增长能力预测，要想实现上述目标，需要在未来 15 年

里保持 14.7%～14.9%的年均增长速度。按照现在的发展趋势和生产要素

资本、人力资本、生产力提高幅度等潜能推算，“十四五”结束时，我国

人均 GDP 可达 13000 美元到 14000 美元，能够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到

2035 年，人均 GDP 接近 23000 美元，将非常接近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但

还差一点。 

如果通过一些必要的改革提高潜在增长率，到 2025 年将人均 GDP 提

升到 14000 美元，那么到 2035 年人均 GDP 就可以接近 23000 美元，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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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于今天葡萄牙的人均 GDP 水平，从而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这是我们

必须达到的目标，也是走向共同富裕的一个基础。 

第二，要保持经济增长与收入增长同步。 

历史上，GDP 的增长和居民收入的增长常常是分离的。但党的十八大

以来，我国 GDP 增长和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的同步性非常强，这意味着人

均 GDP 的提高可以转化为居民收入的提高，居民能够共享发展成果。 

未来，还应继续调整国民收入结构，提高居民收入和劳动报酬份额。

同时，也要进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缩小各种收入差距。 

第三，初次分配和再分配要叠加发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居民收入差距，也就是基尼系数有所下降，但几年

后又趋于平缓。基尼系数代表一个国家和地区的财富分配状况，数值越低，

表明财富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越均匀，反之亦然。基尼系数通常把 0.4

作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 

目前，我国的基尼系数保持在 0.46 左右，陷入徘徊状态。这说明我国

的收入分配结构还不够合理。事实上，初次分配是有极限的，不太可能把

收入差距降到 0.4 以下。从 OECD 国家的经验来看，初次分配后的基尼系

数多在 0.4以上，有些甚至超过 0.5。之所以最终的分配结果都在 0.4以下，

有的甚至能达到 0.3，是因为税收和转移支付实现了再分配。 

因此，要想把收入分配结构改善到合理水平，必须借助再分配。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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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发展阶段，再分配应该成为越来越重要的手

段。而且，很多发达国家的经验也显示，虽然经济增长、技术变革、全球

化可以做大蛋糕，但并没有自然而然分好蛋糕的机制，所以必须借助再分

配手段。 

二、促进和扩大社会性流动 

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要促进社会性流动。历史上的流动，主要是横

向流动，比如农民工从原来务农转移到非农产业、小城镇、中等城市、大

城市、沿海地区。但是，在横向流动中也有纵向流动，比如居民收入、身

份、地位的提高，以及岗位提升等。这得益于两点：第一，教育水平改善

速度非常快，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高校扩招，让更多的人进入教育序列当

中；第二，经济增长非常快，蛋糕做得非常大。 

而现在，我国已经进入中高速或者中速的增长时期，劳动力的流动显

著放慢。在这个时候，更应关注向上的纵向流动。如果没有切实的手段，

社会性流动容易变成零和博弈，相当于挤一辆公共汽车，你挤上来我就掉

下去，这种现象会发生，也会产生社会冲突。中央提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核心就是加速社会流动。 

如果按收入将居民分为五组，从宏观看，每组的收入都在提高，这是

今后必须保障的，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就谈不上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从

微观看，每个家庭的收入也在不断增加，这是过去的一个重要特点，但今

后可能会出现零和博弈的现象，一些家庭的收入改善速度或将明显慢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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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家庭。从中观看，很多家庭可以从低收入群体或次低收入群体不断跨越

收入组，进入更高的等级中，这些群体是社会流动的关键，也是扩大中等

收入群体的关键。 

因此我们提出，应该进入一个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倍增计划，主要涉

及以下三个群体。 

“倍增”之一：脱贫后低收入农村人口 

党的十八大以来，大概有 1 亿的农村绝对贫困人口脱贫，但他们仍是

低收入群体。OECD 国家的相对贫困标准是居民收入中位数的 50%。2019

年，我国农村居民收入的中位数是 14389元，它的 50%就是 7195元；2020

年有所提高。 

假设 30%的农村家庭符合这个标准，总人数至少为 1.53 亿，数量非

常可观。如果能够把这部分人培育为中等收入群体，将创造又一个共同富

裕奇迹。 

“倍增”之二：进城农民工市民化 

2020 年农民工的平均工资是 4549 元，是中等收入群体下限水平。虽

然农民工大部分也能算得上是中等收入群体，但他们仍面对一堵“无形的

墙”，即得不到充分的社会保障，无法享受基本公共服务。因此，只有把

他们变成城市居民，他们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中等收入群体。 

2020 年，我国农民工总量 28560 万人，其中，外出农民工 16959 万



 

 - 6 - 

人。如果能够把这些人变成中等收入群体，意义非常巨大，足以实现中等

收入群体的倍增计划。 

“倍增”之三：让老年人过上中等收入生活 

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老年人口比原来想象的多，老龄化程度比

原来想象的高。目前 65 岁及以上人口高达 1.9 亿人，60 岁以上人口高达

2.6 亿人，这是一个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后备军。如何让老年人达到中等收

入生活水平，是我们老有所养的基本要求。同时，这也是共同富裕的需求，

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保证消费需求能够继续支撑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一

个基本条件。 

三、社会福利全覆盖均等化 

迈克尔·波特在《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讲道，经济增长会跨越四个阶

段：第一个阶段是要素驱动，依靠资源和劳动力；第二个阶段是投资驱动，

配合资源大规模投入资本；第三个阶段是创新驱动，依靠技术和生产力的

提高；第四个阶段是财富驱动。波特认为，在前三个阶段，经济增长都是

上行的，而到了财富驱动阶段，经济增长是减速的，而且一不小心就会陷

入停滞。 

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跨过了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阶段，当下需要做的，

是把创新驱动和财富驱动紧密结合。 

长期以来，特别是 2012 年以来，制约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是供给侧，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496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