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姚洋：共同富裕须尽可能
拉平民众的收入能力和收
入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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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姚洋 

 

共同富裕自去年提出以后，社会上的争论非常多。我看到政府在这方

面仍然处于研究阶段，尚未出台比较切实的行动方案。在明确共同富裕到

底应该怎么做之前，政府出台政策会比较谨慎。 

如何界定共同富裕？共同富裕自2021年提出之后，出现了很多说法。

网上有一些极端言论，例如说应该重新回到 1956 年那种国有化。这样的

极端言论在社会上造成了比较大的思想混乱，特别是在企业家群体中。可

以肯定地说，这样的说法显然不是我们党和政府的想法。 

第二种说法认为，共同富裕应该像以前一样把蛋糕做大。改革开放 40

多年，我们不断做大蛋糕，大家都获益。但这次提出共同富裕，我认为不

仅仅是做大蛋糕的问题，还有蛋糕如何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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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种说法，共同富裕就是要壮大中产阶级队伍。这个说法看似有

很大合理性，也比较契合中产阶级的想法。但问题在于，不管中产阶级队

伍多么壮大，总是会有一些人的收入增速赶不上经济增速，而且这些人的

数量很大。 

在我看来，共同富裕的真正含义应该是让所有民众都以同等的方式享

受经济增长的成果。 

什么叫“同等的方式”？要在民众的收入能力和收入机会方面尽最大

可能拉平。如果我们能做到所有民众以基本相同的方式享受经济增长的成

果，那结果就是民众能够以基本相同的增长速度来提高收入。我们不能一

下子跳到结果，去把收入拉平，因为那会使民众的积极性大幅降低。 

这样就产生了矛盾张力，微观层面希望奖励贤能，宏观层面则要求社

会更加平均。怎么办？就需要投资每个人的能力，给予每个人同等的机会。

每个人的能力都提高了，每个人的机会都相同了，每个人就都可以发挥自

己的特长，最后实现平等。这样的社会才是良性运作的社会，同时也能够

实现共同富裕的理想。 

怎么提高每个人的能力呢？在当今社会，教育是第一要务。我们注意

到，仍然有大量农村青年没有读高中。没有读大学的年轻人中很大部分也

是在农村地区，很多人甚至高中都不读，最多上职高、技校。我们做过研

究，发现上职高、技校的孩子绝大多数这一生都锁定在低收入工种、低收

入行业。事实上，职高教育已经成为阶层锁定的工具。我们调查发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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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高、技校的孩子中 90%是农村孩子。 

当教育有这么大差距的时候，想做共同富裕的难度非常大。很多研究

发现，教育回报率上升最快的阶段是高中和大学，而初中教育只能低端就

业，而且随着技术的发展，这种就业机会越来越少，很快会被 AI、自动化

替代。要想在中国未来社会立足，需要至少拥有高中或大学教育水平。 

教育资源的均等化是当务之急。我认为最佳状态是十年一贯制义务教

育。把九年义务教育改成从小学到高中的十年一贯制义务教育，不用“小

升初”、不用中考，大家平等地都上十年学。17 岁毕业后根据大学专业的

不同，可以再上一年大学预科。17 岁毕业之后再分流，可以选择读本科、

专科、技校（含中专），或就业。现在的情况仍然是初中毕业就要对孩子们

分流，孩子们还不懂事，家长们也不甘心，但 17 岁读完高中，孩子就会更

加成熟，他们已经有能力意识到成为什么样的人是自己的责任。 

优化基本经济制度。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应保障我们能建设一个效率

与公平兼备的社会。一次分配应该遵循按要素分配的市场原则，这是改革

开放 40 多年的基本经验之一。没有按要素分配，就没有今天的成就，因为

就无法调动微观主体的生产积极性。二次分配是再分配，要以社会主义目

标为导向，投资每个人的能力建设，即教育、培训、基本福利等。 

2021 年提出的共同富裕最具争论的是“三次分配”的概念。这个概念

是错误的，不应该有三次分配的说法。分配一定有主体，一次分配的主体

是企业，二次分配的主体是政府，三次分配的主体是谁呢？显然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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