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奥平：被误解的公平以及

共同富裕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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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张奥平 

 

本文核心观点： 

平均和公平是两码事，平均的本质是不公平的； 

公平用一个词来总结，就是‘赏罚分明’，用一句话来总结就是‘努

力与收获成为相对的正比’； 

公平发展是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然； 

实现共同富裕的核心是‘分阶段打消阶层固化’； 

没有公平的效率是难以长期维持的，没有效率的公平是难有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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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分配是社会实现和平和谐发展的‘润滑剂’。 

一、平均和公平是两码事：平均的本质是不公平的 

最近，社会关于‘公平式发展’的讨论越来越多，有些人认为公平就

是平均，不再需要努力奋斗，只需要躺平，等着被平均就好。然而，平均

的本质是十分不公平的。 

那么，究竟什么是公平？公平一词早在《战国策·秦策一》中便有记载：

“商君治秦，法令至行，公平无私，罚不讳强大，赏不私亲近，法及太子，

黥劓其博。” 

这段话主要是讲先秦法家代表人物商鞅在帮助秦孝公治理秦国时，注

重公平无私，赏罚分明的一些政治举措。在惩罚方面，不忌避威势强大的

贵族；在奖赏方面，不偏私关系特殊的亲信，法令实施至于太子，一切依

法处治。若师、傅犯法，处以黥，劓之刑。经过商鞅变法后的秦国，经济

得到充足的发展，军队实力不断增强，最终发展为战国后期最富强的集权

国家。 

公平一词正式形成理论解释是在 1965 年，美国心理学家亚当斯提出

了‘公平理论’，他在其中指出：人的工作积极性不仅与个人实际报酬多

少有关，而且与人们对报酬的分配是否感到公平更为密切。人们总会自觉

或不自觉地将自己付出的劳动代价及其所得到的报酬与他人进行比较，并

对公平与否做出判断。公平感直接影响职工的工作动机和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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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公平用一个词来总结，就是‘赏罚分明’，用一句话来总结就

是‘努力与收获成为相对的正比’。 

二、为何现在要强调公平：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然 

那么，为何近期国家层面如此强调公平？这背后有两点原因：第一，

中国经济在过去疯狂增长的时代，公平不是第一要务，需要通过公平打消

掉的不公平矛盾还未显现；第二，中国目前不公平的矛盾正在逐步显现，

其次，中国经济正式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为高收入国家，需要实现发展

的公平。 

2021 年 8 月 17 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中指出：“改革开放

后，我们党深刻总结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认识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打

破传统体制束缚，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推动解放和发展

社会生产力。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

更加重要的位置上，采取有力措施保障和改善民生，打赢脱贫攻坚战，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为促进共同富裕创造了良好条件。” 

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实现了实质的‘量速双增’。首先，

从经济增速上看，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实现了 9.5%的 GDP 平均增速，这

是二战后众多经济体都难以实现的。其次，从经济总量来看，从 1980 年

的 0.46 万亿，全球排名第 7；到 2000 年的 9.92 万亿，全球排名第 6；再

到 2020 年的 101.60 万亿，全球排名第 2。所以，单从数据上来看，过去

这四十年可谓是中国经济发展突飞猛进的四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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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四十年的发展，就像会议中指出的一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打

破传统体制束缚，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推动解放和发展

社会生产力。”当然，在这四十年中，公平并不是第一要务，发展才是。

所以，有很多维度、很多领域发展至今是相对不公平的。但是，这种相对

的不公平，是中国经济从“一穷二白”的公平，到快速实现小康社会的必

然选择，没有先富，就难有后富。 

而目前，因不公平发展所产生的社会矛盾正在逐步显现。比如，作为

社会发展核心力量的中青年群体，一方面持续努力学习，但被教育内卷到

找不到发展的出路，996、007 的加班，也看不到实现成长晋升的路径；另

一方面，被大城市的房价及生活成本打压，人生陷入低欲望的状态。按照

‘公平理论’的解释便是：“公平感直接影响职工的工作动机和行为。” 

此外，近几年，中国经济增速开始进入转型换挡期，由过去 40 年平

均约 9.5%的高增速下降到平均约 5%—6%左右的增速，进入了新旧增长

动能转换，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而在新阶段我们首先要实现跨过中

等收入陷阱，成为高收入国家。 

麻省理工学院对一个经济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定义是：国家发展过

程中，其经济增长策略没有从以投资主导模式转型到创新主导模式。这个

定义里的投资不是新兴投资、风险投资，而是传统投资，如铁路、公路、

机场等基建投资，以及房地产投资等。在投资主导模式下，我们会发现只

要一个经济体基础要素充足，例如土地、劳动力等，基本都可以实现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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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速增长，但是科技研发创新的能力不是任何经济体在短期都能具备的

驱动要素。 

所以，中国要实现彻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发展驱动力就必须要进行

转型，不转型便很难实现新的长期增长，而转型就会面临着经济增速进入

换挡期。同时，在经济增速的换挡期也一定会出现某些程度的阵痛，因为

惯性的高速增长面临消失，传统的驱动力面临淘汰。 

而将这些阵痛熨平的核心，就是需要更加公平的发展，从而提升全社

会每一个微观主体的发展欲望，激发创新活力，最终实现提升全员劳动生

产率。反之，倘若没有公平的发展环境，社会便难有创新的活力，核心驱

动力也就很难实现实际的转换，经济便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之中。 

三、共同富裕的核心：分阶段打消阶层固化 

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中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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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分阶段促进共同富裕。要鼓励勤劳创新致富，坚持在

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为人民提高受教育程度、增强发展能力创造更加

普惠公平的条件，畅通向上流动通道，给更多人创造致富机会，形成人人

参与的发展环境。” 

此外，会议指出：“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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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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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344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