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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建立近百年来，

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所进行的一切奋斗，就是为了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a 目前，我国已经进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发展阶段，这是我国发展的新的历史

方位和未来 30 年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根本依据。“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

重要特征”，b 它不仅是新发展阶段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目标，也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拥有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特质和深厚

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基。本文透过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并借助于思想史的梳理，在现代化视域下重新

审视共同富裕有关思想的演进脉络，并特别聚焦于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思想的形成及其在我国社会主义

发展进程中的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和制度创新，以推动我们更深入地理解共同富裕的理论逻辑及其在中

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时代内涵。

一、共同富裕的早期思想及其历史局限性

共同富裕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是我

国在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和制度创新的重要成果；它既是我国社会主义现

代化的一个重要目标，又是反映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一个过程，同时还是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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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 年，第 30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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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尽管与共同富裕有关的思想几乎伴随着人类文明的整个进程，但在开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

转型的现代化进程之前，几乎没有任何社会能够实现共同富裕，其根本原因在于缺乏共同富裕必不可少的物

质基础。英国工业革命开启了西方式现代化道路并推动了经济发展和物质财富的积累，但不仅没有实现共同

富裕，反而引发了较为严重的社会分化。马克思在批判性考察以英国为典型的西方现代化路径及其理论回应

的基础上，为人类社会开辟一种以经济发展推动人的发展的现代化路径提供了理论可能，同时也为真正实现

共同富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我国在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相结

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开辟了一条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相互促进、现代化建设与共同富裕内在互

嵌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不仅为真正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而

且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理论的创新性发展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的飞跃。

[ 关键词 ] 共同富裕     中国式现代化     物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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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的一种理论认识。不过，尽管现代意义上的共同富裕是我国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的独特创新，但与共

同富裕有关的思想却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几乎伴随着人类文明的整个进程。例如，早在雅斯贝尔斯

（1949）所说的为人类文明提供了“问题和尺度”的“轴心时代”，a 就涌现出了诸多与共同富裕有关

的思想。从先秦时代的孔子到晚清时期康有为的“大同社会”，从公元前四世纪柏拉图的“理想国”到

16 世纪莫尔的“乌托邦”，东西方文明从不缺乏关于理想社会的理论设想，其间蕴含着大量与共同富裕

有关的思想。

然而，恩格斯指出，“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

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

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b 不论是东方文明中的“大同社会”，

还是西方文明中的“理想国”和“乌托邦”，其蕴含的共同富裕思想更多地属于一种美好愿望和主观想象。

在农业活动占支配地位的发展阶段，几乎没有任何社会能够真正实现共同富裕，其根本原因在于农业活

动本身的局限性和农业生产的相对脆弱性，使得传统农业社会缺乏实现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具体而言，

农业活动不仅高度依赖数量相对有限、位置相对固定的土地要素，而且容易受到不完全可控的气候条件

和自然灾害等外部因素的冲击，同时也难以像工业部门那样采用完全的分工和标准化生产。c 故在工业

革命发生以前的农耕时代，尽管不同地区和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体各有不同，但整体而言，它们不

仅劳动生产率相对较低、生产条件相对脆弱，而且生产要素流动性低、社会结构相对固化。这样更容易

造成贫富差距的积累，同时还容易因各类内外部冲击或“马尔萨斯陷阱”的困扰而表现出某种周期性循

环（如秦汉至明清的治乱循环）或陷入较为严重的困局（如古罗马的崩溃、诸多古老文明的消亡等）。在

这种情况下，人们的生产生活更多地是为了维持生存，绝大多数社会成员不可能普遍地过上一种富裕的

生活，从而也就谈不上什么真正的共同富裕。

也就是说，传统农业社会并不具备实现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和现实条件，其根本原因在于传统农业

社会的整体性不发展。对此，经济史学家克拉克曾描述说，“1800 年以前，在我们所能观察到的所有

社会中，人均收入会有所波动，时好时坏，但却没有发生趋势性变化。从解剖学意义上现代人的出现，

到孔子、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米开朗基罗、莎士比亚、贝多芬直至简 • 奥斯汀，人类在漫长历史时期

都生活在深陷马尔萨斯陷阱的社会中。简 • 奥斯汀曾描述过手捧中国茶具的优雅品茶闲聊情景，但即使

到 1813 年，大部分人的物质条件并不比他们非洲大草原上的祖先好”。d 理论经济学家凯恩斯同样

认为，“从公元前 2000 年开始，到 18 世纪初期，生活在世界各个文明中心的人们的生活水平，并没有

发生多大的变化。当然中间是时有起伏的。瘟疫、饥荒、战争等天灾人祸时有发生，其间还有若干短暂

的繁荣时期，但总的来看，不存在渐进或激进的变化。一直到公元 1700 年为止的 4000 年间，某些时期

的生活水平也许比别的时期要高上 50%，但不会超过 100%。”e 正是由于农业活动的局限性、脆弱性以

a雅斯贝尔斯认为，“轴心时代”是人类社会在公元前 500 年左右发生的最为深刻的转折，是公元前 800 年到公元
前 200 年产生的一种精神过程，“轴心时代的观点为所有之前和所有之后的发展提供了‘问题和尺度’。早先的高度文化
失去了其形态，承载这些文化的民族在加入轴心时代的运动之后，便消失了。史前的诸民族，在加入轴心时代开始的运
动之前，或者一直保持史前状态，或遭灭绝。轴心时代同化了所有留存下来的东西。从轴心时代起，世界获得了唯一的
结构和持续的，或者说持续到今天的统一性。”参见雅斯贝尔斯：《论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9 年，第 15 页。

b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9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284 页。

c 斯密曾指出，“农业上种种劳动，随季节推移而巡回，要指定一个人只从事一种劳动，事实上绝不可能。所以，
农业上劳动生产力的增进，总跟不上制造业上劳动生产力的增进的主要原因，也许就是农业不能采用完全的分工制度。”
参见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年，第 7 页。

d克拉克：《工业革命》，阿吉翁、杜尔劳夫主编：《增长经济学》第 2A 卷，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9 年，第
219-220 页。

e凯恩斯：《凯恩斯文集·预言与劝说》，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 年，第 35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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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农业生产的劳动生产率相对较低、净剩余相对较少，在以农业活动占支配地位的传统社会中，通常约

需要七八成的人口从事同农业有关的活动才足以维持整个社会的正常运转。不同文明的各类典籍史料

表明，至少在传统农业社会阶段，任何社会似乎只能维持 15%—25% 左右的人口游离在农业活动之外，

几乎没有可以在较长时期将该比例维持在 30% 以上而不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a正因如此，斯密在论及

柏拉图的“理想国”时指出，“要有一片像巴比伦平原那样极大极丰沃的土地，才可以养活五千懒

惰人（当时认为卫护那理想国所必要的战士）及其妻仆。”b 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有富裕也是仅限于少数

群体的富裕，整个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及其提供的物质基础，不足以支撑近八成农业人口的普遍富裕。因

此，不论与共同富裕有关的早期思想多么美妙、理论设想多么精巧，在通过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

进而开启现代化进程之前，几乎没有任何社会能够真正实现共同富裕。

二、西方式现代化及其理论回应：从古典经济学到马克思

对于任何一个社会而言，经由某种现代化进程来推动经济发展和物质财富积累，成为实现共同富裕

必不可少的基本前提。概略言之，现代化进程通常意味着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资源配置的持

续优化以及现代经济部门的不断成长，它必然意味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巨大的变迁，迥然不同的

政治法律秩序和社会经济关系也随之而生。具体而言，正如马克思观察到的，传统农业社会的“小农人

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

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每一个农户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的，都是直接生产自己的大部分消

费品，因而他们取得生活资料多半是靠与自然交换，而不是靠与社会交往。……就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

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汇集而成的那样。……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地域的联系，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

他们彼此间形成共同关系，形成全国性的联系”。c 传统农业社会的核心特征是整个社会围绕数量相对

有限、位置相对固定的土地资源，形成某种相对稳定的经济社会结构和政治法律秩序并表现出某种等级

化特征和人身依附性。这就使得传统农业社会具有相对封闭性，人们的生产活动更多地是为了满足自身

消费和生存需要，进而每个人往往难以完全凭借自身努力改变自身境遇。与之不同，现代社会是一种高

度开放的社会形态，每个人在相对独立平等的基础上普遍地参与一种高频次的市场交易和社会交往，人

们可以更多地凭借个体努力来改善自身境遇。这有助于激发人们的积极性，并通过提高经济效率和社会

活力来促进经济发展，为共同富裕提供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

从国际经验看，任何国家的现代化都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而更多地是一个充满风险挑战和巨大

不确定性的长期过程。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上，1453 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率先打破了欧洲社会的中

世纪沉寂，引发了欧洲特别是西欧社会的一系列连锁反应，特别是伴随着地理大发现、宗教改革以及民

族意识和民族国家的兴起，西欧主要国家率先“在边际上”突破传统农业社会的相对封闭与相互隔离，

推动了商品和要素在更大区域甚至全球范围的流动。在这一过程中，西欧主要国家步入了商业革命时

代，重商主义则是对这一时代主题的理论回应。按照重商主义重要代表人物托马斯·孟（Thomas Mun， 
1571—1641）的说法，重商主义旨在“设法指出一个国王可以公正地分得一部分财富，而不损害或伤及

他的属民的种种方法和手段”。d其本质上是在农业活动仍占支配地位的情况下，通过国王与商人、权力

a尽管中国史料非常丰富，但关于人口的结构性数据仍然比较匮乏。按照《通典》的记载，“晋武帝太康元
年，平吴，收其图籍，户五十三万，吏三万二千，兵二十三万，男女口二百三十万”（参见〔唐〕杜佑：《通典》第 1 册，
北京：中华书局，1988 年，2012 年重印本，第 145 页），即在公元 280 年吴国的 230 万总人口中，官吏和士兵各占 1%
和 10% 左右，再加上通常 5%—8% 左右的商人和手工业者，游离在农业生产活动之外的人口仍然只有不足两成，而这
还是在战火纷飞的三国两晋时代。当然，在主要经济体中，英国可能是一个例外：其农业人口比例在工业革命来临的很久
以前就有了显著下降并维持了较长时间，这可能是英国率先启动工业化进程的重要原因，同时也反映了农业革命的重要性。

b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第 354 页。

c马克思：《路易 • 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566-567 页。

d托马斯·孟：《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年，第 6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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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资本的结盟，在传统农业社会的缝隙中开辟

出一种财富积累的新途径。不过，正如古典经

济学奠基者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

1790）指出的，“重商主义所要奖励的产业，

都是有钱有势的人所经营的产业。至于为贫苦

人民的利益而经营的产业，却往往被忽视、被

压抑”。a 重商主义固然有助于财富积累和国家

竞争，但作为一种以邻为壑并充满短视与偏见

的学说，b 它所推动的仅仅是少数社会成员的

财富积累。事实上，重商主义盛行西欧近 300 年，

期间多数经济体的人均 GDP 并没有发生明显

的趋势性变化（如图 1 所示），其根本原因在于：

仅限于少数社会成员深度参与的商业革命以及

本质上“是一种限制与管理的学说”c 的重商主义缺乏某种普遍性，不足以为所有社会成员的普遍富裕

提供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

正如斯密（1776）强调的，“世界上从未存在过而且也决不能存在完全没有制造业的大国”，d 至少

就大国而言，只有以人们得以普遍参与的工业化启动的现代化，才有可能为共同富裕提供必不可少的物

质基础（图 1 英国人均 GDP 的“翘尾”，更多地反映了英国制造业等现代部门的渐进兴起）。正是在这个

意义上，18 世纪中叶率先发轫于英国的工业革命是人类社会迄今为止最为重大的事件，它不仅深深地

改变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乃至整个社会的组织方式和运行方式，而且为推动现代经济发展和物质财富

积累开辟了一条新途径、创造了一种新可能。事实上，正是借助于英国工业革命及其在西方主要经济体

的扩展，西方国家渐次开启现代化进程并积累起了庞大的物质财富，或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说法：“资

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

要大”。e 一般认为，英国工业革命是一个长期的渐进过程和诸多因素逐渐积累的结果，同时也是工业

化与现代化相互交织的过程，而苏格兰启蒙运动则为这一过程提供了思想基础，古典经济学则是该过程

的理论回应（马克思更是在对古典经济学进行批判性反思的基础上创立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说）。正

如前文提及的，现代社会是一种高度开放扩张的社会形态，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频次空前提高并对政治

法律秩序和经济社会关系提出了新的要求。对此，被誉为“苏格兰启蒙运动之父”的哈奇森（Francis 
Hutcheson，1694—1746）深刻地认识到，为了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必须构建一种奖赏个体

勤劳的现代社会秩序：“为了促进普遍的勤劳和忍耐，也为了让人们同意从事劳动或者让人们能够胜任

劳动，建立某种制度是必要的”，f 其核心是鼓励个体勤奋并保证每个人的收益与努力程度成比例。哈

奇森的学生、苏格兰启蒙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亚当·斯密，则试图构建一种涵盖政治修明、法律严正、

社会包容和经济自由的更为宏大的理论框架，作为古典经济学奠基之作的《国富论》则是其中最为重要

的一项理论成果。按照斯密的看法，“各种佣人、劳动者和职工，在任何大政治社会中，都占最大部分。

a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年，第 212 页。

b恩格斯曾形象地描述到：“这种从商人的彼此妒忌和贪婪中产生的国民经济学或发财致富的科学，在额角上带有
最令人厌恶的自私自利的烙印。……各国像守财奴一样相互对立，双手抱住自己珍爱的钱袋，怀着妒忌心和猜疑心注
视着自己的邻居。”参见恩格斯：《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
第 56 页。

c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第 229 页。

d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第 368 页。

e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第 36 页。

f哈奇森：《道德哲学体系》，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 年，第 298-29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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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重商主义时期的人均 GDP：1453—175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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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最大部分成员境遇的改善，决不能视为对社会全体不利。有大部分成员陷于贫困悲惨状态的社会，

决不能说是繁荣幸福的社会”。a政治经济学的“目的在于富国裕民”，b而“在一个政治修明的社会里，

造成普及到最下层人民的那种普遍富裕情况的，是各行各业的产量由于分工而大增”。c 以此为基础，

斯密围绕人们得以普遍参与的劳动分工和市场交易，构建了一种适应现代社会秩序和市场经济关系的理

论经济学体系，不仅为英国工业革命提供了系统的理论说明并开辟了理论经济学的古典时代，而且在很

大程度上为整个理论经济学及其后来的发展提供了“问题与尺度”。

尽管英国工业革命极大地促进了物质财富积累并在理论层面上有助于“造成普及到最下层人民的那

种普遍富裕”，但在现实层面，英国工业革命不仅没能实现共同富裕，反而在相对漫长的渐进演进过程

中充分暴露了其极为残酷的一面。例如，1843 年议会调查报告表明，七八岁开始参加工作、每天连续

工作 14 甚至 18 个小时，几乎是英国工业革命时期普通民众的常态。d 而常识告诉我们，如果一个人在

相对恶劣的环境下每天连续、紧张地工作 18 个小时，他往往活不了多久。恩格斯（1845）的观察印证

了这一点：“1840 年，利物浦上等阶级（贵族、自由职业者等）的平均寿命是 35 岁，商人和收入较好的

手工业者是 22 岁，工人、短工和一般雇佣劳动者只有 15 岁。”e 也就是说，在英国工业革命开启的西

方式现代化进程中，尽管每个人的机会增加了、收入提高了，但作为综合性指标的平均寿命却表明，普

通民众的生存状况恶化了，其整体生活质量甚至还不如“他们非洲大草原上的祖先好”。英国工业革命

充分表明，经由工业化开启的现代化，有助于为共同富裕提供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但它本身并不能自

动引致共同富裕。事实上，即便人们的政治法律地位是平等的、有关经济活动是自愿的，但这种有助于

促进经济发展和物质财富积累的现代社会秩序，不仅不足以弥补不同要素、不同个体在现实世界中必定

存在的事实上的差异，反而有可能进一步放大这种差异，甚至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

马克思生活在英国工业革命接近尾声之际，对英国工业革命有着更为充分的观察并进一步认识到，

“分工提高劳动的生产力，增加社会的财富，促使社会精美完善，同时却使工人陷于贫困直到变为机器。

劳动促进资本的积累，从而也促进社会富裕程度的提高，同时却使工人越来越依附于资本家，引起工人

间更剧烈的竞争，使工人卷入生产过剩的追猎活动”。f 其根本原因在于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不同要

素的不同特征及其内在差异，特别是劳动要素相对于资本要素的相对弱势及其造成的劳动异化、外化和

对象化过程，导致了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之间存在内在冲突。正是借助于对以英国工业革命为典型的西

方现代化路径 g 及其理论回应（特别是古典经济学）的批判性反思，马克思提出了通过积极“扬弃”劳

动异化、实现以经济发展推动人的发展的政策主张：“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

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合乎

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复归，是自觉实现并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实现的复

归。”也就是说，共产主义是一种“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过程，是一种以经济发展推动人的发展的

现实运动。在马克思看来，“人的发展”是经济发展的目的和归宿，而经济发展则是“人的发展”最根

a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第 72 页。

b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第 1 页。

c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第 11 页。

d1843 年童工调查委员会的报告显示，“儿童早在三四岁时就开始工作，在五岁或五六岁之间的也不少见；一般
说来，正常的雇用在七八岁时就开始了，大多数儿童在九岁以前就开始劳动”（第 159 页）；“几乎每个童工的劳动时间
与成年工人一样长，有时连续不停地干活十六小时，甚至十八小时”（第 161 页）；“青年女工一整天的休息和睡眠时间从
未超过六小时，常常不到四小时，有时只有三小时，甚至不到两小时”（第 161 页）。参见派克：《被遗忘的苦难：英国工
业革命的人文实录》，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 年。

e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420 页。

f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第 123 页。

g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 1 卷第 1 版序言中明确指出，“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
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到现在为止，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因此，我在理论阐述上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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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手段：“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之所以是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

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

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a

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共产主义（未来社会）是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每个人得到自由而全面

发展的社会，“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b 同时，共产主义必定也是真

正实现了共同富裕的社会：“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如此迅速，以致尽管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

所有的人的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还是会增加。”c 尽管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的理论设想包含着丰富的共

同富裕思想并为我国在现代化进程中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奠定了思想基础，但其所涉及的共同富裕概念同

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共同富裕仍然存在很大不同。按照马克思的理论设想，共产主义以生产力高度发达

的资本主义社会为基础，且由于进一步解放了生产力，必定拥有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力水平以及与之

适应的更高级的生产关系，某种程度上是对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全面超越。而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共

同富裕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共同富裕，至少就相对水平而言，按照黄群慧等（2021）的估算，d 即

便到 2050 年我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之时，我国人均 GDP 仍然只有美国的 40% 左右，其生

产力水平同马克思设想的未来社会仍然存在巨大差距。正如马克思强调的，“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

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

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e 事实上，尽管马克思及其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学说为真正实现共同

富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但共同富裕本身却是我国在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创

新性成果。

三、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与共同富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

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的现代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的现代化，这意味着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并内嵌于整个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但正如马克思强调的，“理论在一个

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f 我国是在落后农业国的基础上进行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其具体国情同马克思重点分析的西欧社会存在巨大差异。一方面，我国曾长期

处于传统农业社会，不仅传统社会秩序根深蒂固，而且不同地区之间的自然条件、历史传统和发展水平

存在巨大差别，近代以来更是在内外部冲击和压力之下积贫积弱、历经磨难。对此，列宁（1919）曾特

别提醒说：“东方大多数民族的处境比欧洲最落后的国家俄国还要坏。……你们面临着全世界共产党人

所没有遇到过的一个任务，就是你们必须以共产主义的一般理论和实践为依据，适应欧洲各国所没有的

特殊条件，善于把这种理论和实践运用于主要群众是农民、需要解决的斗争任务不是反对资本而是反对

中世纪残余这样的条件”。g 这意味着，不论是中国式现代化还是内嵌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共同富裕，

都必须经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另一方面，尽管我国拥有数千年不曾中断的灿烂文明，经济总量

亦曾长期居于世界首位，但人均资源条件却始终同西方社会存在较大差距，某种程度上使得中华文明始

终比西方文明更重视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互动，同时亦拥有更为丰富的共同富裕思想。事实上，

正是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中，我国在社

a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第 538 页。

b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第 53 页。

c《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年，第 222 页。

d黄群慧、刘学良：《新发展阶段中国经济发展关键节点的判断和认识》，《经济学动态》2021 年第 2 期。

e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第 592 页。

f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第 12 页。

g列宁：《在全俄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列宁全集》第 37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第 32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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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义发展进程中开辟了一条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相互促进、现代化建设与共同富裕内在互嵌的中国式

现代化新道路。

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指出，“我们党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实践中逐步认

识到，发展社会主义不仅是一个长期历史过程，而且是需要划分为不同历史阶段的过程。”a 新中国成

立前后，“中国还有大约百分之九十左右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这是落后的，这是和

古代没有多大区别的，我们还有百分之九十左右的经济生活停留在古代”。b 这意味着我国社会主义发

展依赖某种工业化进程，进而为中国式现代化和共同富裕提供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对于落后国家如何

推动工业化，李斯特（1837）曾针对德国落后国情论述到，“工业的发展是一个可能需要几百年才能完

成的过程，不该把一个国家通过法律和制度所实现的成就纯粹归之于机遇”。c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工

业化进程同样需要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而这正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任务。正是在社会主义革

命时期，毛泽东明确提出了“共同富裕”概念并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共同富裕之间的

内在逻辑，“这就是在逐步地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逐步地实现对于手工业、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

会主义改造的同时，逐步地实现对于整个农业的社会主义的改造……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

来。”d 当然，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对共同富裕的阐述，更多地是针对我国落后农业国国情下的

广大农民如何经由社会主义道路实现共同富裕，即“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使农民群众共同富裕起

来”，e 某种程度上可视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重要内容。1956 年底，我国基本完成

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正式开启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艰辛探索，其主要任务是在保

障人民基本生活的前提下，尽可能整合各种资源、尽快地推进工业化进程。图 2 清晰地表明，1956—

1978 年是我国集中力量推进工业化的时期，尽管期间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存在较大波动，但

基本维持了持续的上升趋势。我国在短短 20 多年的时间里，迅速由一个拥有数千年小农经济传统的落

后农业国，转变成了工业部门在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工业化国家，进而为中国式现代化和共同富裕

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物质技术条件。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为我国发展及中国式现代化

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同时也为共同富

裕提供了理论准备和物质技术条件，但它本身并没能

实现共同富裕，主要原因有三点。第一，我国是在落

后农业国的基础上、在冷战格局的国际环境下推进工

业化的。我们不得不自力更生、发奋图强，把相对有

限的农业剩余和各类资源集中于工业化建设，居民消

费和社会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抑制，人们的收入

和生活水平并没有随着经济发展同步提高，大多数社

会成员处于较为困顿的生活状态。第二，我国在社会

主义建设时期更多地借鉴了苏联经验或社会主义传统

模式，而以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单一公有制、高度集中

a习近平：《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求是》2021 年第 9 期。

b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1949 年 3 月 5 日），《毛泽东选集》第 4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1430 页。

c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自然体系》，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年，第 41 页。

d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1955 年 7 月 31 日），《毛泽东文集》第 6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年，
第 437 页。

e 1955 年 10 月 11 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参见《毛泽东年谱》第 2 卷，北京：中央文献
出版社，2013 年，第 44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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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产业结构（占 GDP 比

重）：1956—1978 年（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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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计划经济体制和高度集权的行政管理体制等为特征的社会主义传统模式存在着明显的僵化特征。第二

产业的发展某种程度上是以第一、三产业的不充分发展为代价的，而后者同人们的生活状况有着更为直

接的关系。第三，也是最重要的，社会主义传统模式既有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发展，也不乏对马克思主

义基本原理的教条式理解，特别是脱离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和社会生产力水平，孤立、僵化地看待生产资

料所有制形式，片面追求“一大二公”并急于向所有制的“高级形式”过渡，使得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

的艰难探索中历经多次严重曲折并对人们的生活水平造成了较大影响。

1978 年 12 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

作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

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依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我国具体实际，创造性

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并依据该理论深刻认识到“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

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a 以此为基础，我们初步形成了以马克思主义

为根本指导并符合我国具体实际的共同富裕理论，并使之成为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相互促进的中国式现

代化新道路的重要内容，其理论逻辑可简要概括为以下三点。一是我国已经是社会主义国家，更好地满

足人民需要、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根本目的；

二是我国仍处于并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发

展生产力，应当成为我们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检验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b三是按照生产关系一定

要适应生产力水平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随着我国发展和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我们“要根据我国

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在每一个阶段上创造出与之相适应和便于继续前进的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c“这

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d 也即，改革是为了适应社会生产力水平而对生产关系进行的适

应性调整，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我国发展的根本动力。我国发展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其根本目的则是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改革开放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

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为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e 同时也为共同富裕提供

了“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

党的十八大以来，“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

位”，f 其基本依据是改革开放以来创造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极大地提高了我国

社会生产力水平并引起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转化，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

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党的十九大立足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

的发展”之间的社会主要矛盾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总任务，系统阐述了新

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重大时代课题，明确

了分两个阶段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战略安排并初步勾勒了新时代

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在此基础上，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围绕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总

目标，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作出了新概括，为我国在高质量发展中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提供了坚实的

制度基础。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围绕“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a《邓小平文选》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373 页。

b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 年，第 476 页。

c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第 213 页。

d《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370 页。

e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年，第 6 页。

f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年，第 1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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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如何开好局、起好步作出了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全面勾勒了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

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路径，并明确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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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定为 2035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远景目标。

“我国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

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a 同时也是社会主义初

级阶段的现代化。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一个静态、一成不变、停滞不前的阶段，也不是一个自

发、被动、不用费多大气力自然而然就可以跨过的阶段，而是一个动态、积极有为、始终洋溢着蓬勃生

机活力的过程，是一个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步、日益接近质的飞跃的量的积累和发展变化的过程”。b

这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和共同富裕都是一个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步的长期过程。在 2021 年 8 月 17
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围绕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和第二个百年奋斗目

标并结合新时代以来关于共同富裕的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和制度创新，系统阐述了共同富裕的时代内涵

以及新发展阶段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时间表和路线图，明确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

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现在，已经到了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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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同富裕是一个长期目标，需要一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等等，并要求“到‘十四五’末，全体人民

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到 2035 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到本世纪中叶，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其路线图或“总的思路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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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

制度安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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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社会公平正

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目标扎实迈进”。c

简言之，正如前文分析表明的，尽管与共同富裕有关的思想几乎伴随着人类文明的整个进程，但在

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上，不论是数十万年的采猎时期、万年左右的农耕时期，还是近代西欧约略 300 年

的商业革命时期，都不可能真正实现共同富裕，其根本原因在于缺乏共同富裕所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

英国工业革命开启了西方式现代化道路并推动了经济发展和物质财富的积累，但它不仅没有实现共同富

裕，反而加剧了弱势群体的脆弱性并引发了较为严重的社会分化。马克思在批判性考察西方现代化路径

及其理论回应的基础上，为人类社会开辟以经济发展推动人的发展的现代化路径提供了理论可能，同时

也为真正实现共同富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我国在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

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过程中开辟

了一条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相互促进、现代化建设与共同富裕内在互嵌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不仅形

成了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特质并符合我国国情的共同富裕理论并赋予了共同富裕新的时代内涵，而且为

真正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坚实的制度和物质基础，同时也擘画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上以高

质量发展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时间表和路线图。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

重要特征，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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