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尚希：走向共同富裕，要

突破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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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领袖 |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

要求之一。 

如何实现共同富裕？ 

近期，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成员、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

刘尚希在《共同富裕与人的发展：中国的逻辑与选择》新书发布暨“促进

共同富裕面临的理论与实践挑战”研讨会上分享了他的观点。 

他认为，共同富裕的实质是人的发展，是所有人的共同发展。 

从理论来看，主要是解决好三个问题，一是如何认识效率与公平的关

系，二是如何认识物的发展与人的发展的关系，三是如何引导社会的“分

配预期”。 

刘尚希认为，促进共同富裕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防止两极分化，坚决

稳住底线。而要做到底线公平，政府就必须在公共服务方面加大力度。除

此之外，更重要的是在发展机会上追求平等，让每一个人的努力与所得相

匹配，实现起点公平、过程公平。 

从实践来看，迈向共同富裕的关键是破除三个“二元”，缩小城乡差

距。包括：市场经济体制的二元、社会身份体制的二元、国有制与集体所

有制的二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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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作者在《共同富裕与人的发展：中国的逻辑与选择》新书发布

暨“促进共同富裕面临的理论与实践挑战”研讨会上的发言实录。（关于新

书详细介绍，参见文末） 

 

感谢大家来参加《共同富裕与人的发展：中国的逻辑与选择》新书发

布会。共同富裕是人类文明发展中的一大难题，也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

难题。之所以产生了马克思主义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就源于当时资本主

义社会的两极分化。联合国 1948 年提出《世界人权宣言》，2000 年提出

《联合国千年宣言》以及世界各国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的努力，国际社

会对经济不平等的探讨研究，如此等等，都是在以不同的方式尽力消除人

类文明演进中的两极分化，免于贫困，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前进。因此，

在探讨共同富裕话题时，我们不能局限于中国的视角，而是要站在全球、

全人类、全世界的角度审视和思考。 

实现共同富裕是世界的愿景，更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实现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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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富裕是一项艰巨的长期任务，不能把它看作马上可以做成的事，但也要

看到促进共同富裕是当前一项重要任务。目前，我国城乡、区域、群体之

间的收入差距、能力差距以及公共服务差距都较大，明显妨碍了双循环新

发展格局的构建。从这个意义上讲，促进共同富裕等不得，不能因为它是

一项长期任务就不管它了，而是应该从现在就着手促进共同富裕、缩小贫

富差距。 

近年来，我们一直在积极探索研究共同富裕问题，在《经济研究》《财

贸经济》等刊物和媒体上也发表过一些零散的观点和看法。由于具备了一

定的研究积累，我们才能在较短时间内出版这本书籍。本书的探讨都是站

在国家治理的高度，基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试图跳出传统的分配框架去

讨论共同富裕。当前，针对共同富裕的一个流行的分析范式或观察视角是

分配。我认为，单纯从分配的视角谈共同富裕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因为只

有在做大蛋糕的过程之中，才能谈得上分好蛋糕。孤立地静态去讨论分好

蛋糕、缩小差距是没有前提和基础的，无异于空中楼阁，因而没有意义。

如何跳出分配来研究共同富裕？不仅要把共同富裕置于社会再生过程中，

把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当作一个整体来研究，而且更为关键的是要跳

出物的层面，从人的发展这一角度来探讨。因此，我们提出共同富裕的实

质是人的发展，是所有人的共同发展。 

当前，促进共同富裕正面临许多理论与实践的问题，这些构成了我们

在促进共同富裕过程中的严峻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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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富裕的理论挑战 

先谈第一个问题，共同富裕的理论挑战。顾名思义，“共同富裕”是

两个词的组合，即“富裕”与“共同”，不仅要富起来，而且是大家都富，

两者怎么融合，实际上涉及效率与公平的问题。可以说，共同富裕的概念

本身就包括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 

➤ 如何认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 

对于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大体有三种看法：第一种看法是冲突论，认

为效率与公平是翘翘板的两端，讲效率可能损害公平，讲公平会有损效率。

一旦形成了翘翘板，就会进入一种困境，难以兼顾。因为经济要讲效率，

社会要讲公平，怎么办？这种情况下又出现了第二种观点，叫兼顾论，这

种观点认为第一次分配讲效率，第二次分配讲公平，政府应该通过调节初

次分配来实现社会公平。实际上，“兼顾论”依然没有摆脱“冲突论”所

带来的困境。因为二者都要兼顾的情况下，很可能在一个时期强调效率，

当发现贫富差距变大后，又开始更加重视公平；当发现强调公平有损效率

时，又会强调效率的重要性。这样就会在效率与公平之间像钟摆一样来回

摆动，从而使政策陷入一种“钟摆效应”的困境。 

研究发现，要从“冲突论”和“兼顾论”中摆脱出来，就必须从一个

更高的层面来认识这一问题，实现两者的融合。过去，我们谈分配，实际

上讲的是物的分配，主要关注的是财富或收入的分配。如果我们仅仅着眼

于财富或收入的分配，就无法跳出冲突论、兼顾论的窠臼。从这点来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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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只有摆脱物的层面，着眼于人的发展，才能融合效率与公平，这样“翘

翘板”效应就会消除了。为什么着眼于人的发展就能实现这种融合呢？因

为人的发展，意味着人的能力提升，相应地，就能创造更大的价值、获取

更多的收入。如果能力的差距缩小了，人与人之间的收入差距也会相应缩

小。所以，我们在本书中提到一个重要观点：贫穷是能力的贫穷，群体性

的收入差距是群体性的能力差距导致的。 

➤ 如何看待物的发展与人的发展的关系？ 

从融合论的角度来理解公平与效率的关系，自然会引出一个命题：共

同富裕是基于物还是基于人，究竟是从物的发展角度还是从人的发展角度

来考虑共同富裕？融合论的观点是物的发展与人的发展必须统一起来，不

能仅仅基于财富或收入的分配去考虑，也不能仅仅基于物的层面讨论“做

蛋糕”与“分蛋糕”的关系。如果仅仅从物的角度，就无法摆脱存量和流

量分配循环所产生的“马太效应”；如果空谈人的发展，就会缺乏物的基

础。在逻辑关系上，人的发展是目的，物的发展是手段。 

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兹的“倒 U”分配曲线从发达国家的实践来看已

不成立。因为原来以为一个经济体在发展初期分配差距会大一点，发展到

一定阶段后分配差距就会缩小，从而呈现出倒 U 曲线。但现在看来，发达

国家的贫富差距曾一度缩小而后又出现扩大。这说明库兹涅兹“倒 U”分

配曲线实际上并不成立。 

所以，我们必须跳出物的层面，从人的角度来认识共同富裕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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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贫穷是能力的贫穷，所有人能力的提升就是要彰显人的主体性、

创造性和文明性。只有不断彰显这“三性”，贫富差距才能最终缩小。当

前群体性的能力差距是导致群体性分配差距的根源。 

➤ 如何引导社会的“分配预期”？ 

在国家帮助下，提升每一个人的能力，这涉及“分配预期”如何引导。

如果有一种预期：等着国家来让我富裕起来，那么，提升自身能力的努力

就不会产生。要消除坐享其成的预期，必须形成努力与所得相挂钩的分配

预期，并让它确定和稳定下来。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其实已经明确了

构建分配预期的原则。其中的“劳”是和自身努力挂钩的，既有简单的

“劳”，创造低附加值；也有复杂的“劳”，带来高附加值，两者带来的

回报自然是不同的。其中的“要素”是通过收入积累形成的财富进入市场

来配置使用，通常表现为“资本”这个要素。获得财产性收入，也就是财

富通过市场实现资本化。要让更多的人获得财产性收入或资本性收入，必

须承认和保护私人产权，并健全市场规则。这也是明晰分配预期的一个重

要条件。否则，就不会有人通过简单劳动、复杂劳动来创造和积累财富，

也不会有人拿着自己的财富去市场上冒险变成“资本”办企业，或投资到

别人的企业。一个社会有了清晰的分配预期，人人努力、人人参与和人人

共享的社会格局就会形成，共同富裕就有了希望。 

这涉及结果公平与机会公平的关系。对于“公平”，大家会有不同的

理解，甚至有人趋向于平均主义，过度强调贫富差距的缩小。从这个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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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473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