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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到 2035 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共同富裕的基本内涵，包括物质文明的更加丰富、精神文明的更加发展、政治文明的更加进步、社会

文明的更加和谐、生态文明的更加提升以及人的发展更加全面六大方面。这六大方面的明显的实质性

进展，具体表现在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均在现有基础上实现翻一番，基本公共服务实现

均等化，城乡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拉大趋势得到扭转，生态环境根本好转，人类发展指数进

入极高人类发展指数组等。以上实质性目标的实现，需要通过建设有效市场，进一步做大“蛋糕”；

塑造有志精神，进一步做好“蛋糕”；构建有为政府，营造有爱社会，进一步分好“蛋糕”；完善有偿

生态，激发创造活力，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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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国之道，富民为始。”习近平总书记在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到 2035 年“全体

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1]。共同富裕作为

社会主义的本质和独特命题，外化为中国式现代

化进程中的标志性概念，代表着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战略指向。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

征程的全面开启，共同富裕的实质性进展逐渐清

晰，中国式现代化的美好蓝图徐徐展现。中国式

现代化的基本逻辑，既表现为国家台阶式的发

展，也表现为人民美好生活的显著进步。共同富

裕作为继小康社会之后，中国社会发展的又一新

图景，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特征之一，是中

国共产党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提出 2035 年共

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昭示出中国

式现代化的新高度，显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的真理力量，契合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

和人民群众的现实诉求，完成了“从群众中来，

到群众中去”的价值复归。本文拟结合相关文件

精神和既有研究，就“2035 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的阶段、目标及其

实现作一粗浅探索。 
 

一、共同富裕的理论内涵 
 

共同富裕是指全体人民的富裕，而不是少部

分人或一部分人的富裕。作为资本主义社会“两

极分化”的对立面，共同富裕带有浓厚的社会主

义色彩。1992 年，邓小平同志在阐述社会主义本

质论时，明确提出了将“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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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概括为社会主义的本质

内涵。共同富裕成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中

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特征。从理论逻辑来看，共同

富裕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价值追求。社会生产资

料由谁占有决定了社会性质，也决定了社会生产

的原因和目的这个根本性问题。生产资料所有制

的不同导致社会生产的目的也有所不同。生产资

料由私人占有决定了社会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

足部分群众的需要，生产资料由社会占有则决定

了社会生产的目的是满足所有人的需要。马克思

在《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中提出，在新的

社会制度中，“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如此迅

速，……生产将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2]。正

是因为生产资料由社会占有，社会生产的劳动产

品将服务于所有人，恩格斯才提出，在未来的社

会主义社会中，“可以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

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3]。因此，共

同富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未来社会的一项基本

特征的描述，共产主义社会即是一个共同富裕的

社会。这一理论特征与中国古代“大同社会”中

的生活富裕、财产共有等思想有着相似之处，反

映了中国人民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与追求。 
共同富裕一经提出迅速成为理论界研究的

热点话题。围绕共同富裕这一话题形成了一批研

究成果，达成了一系列研究共识，主要体现在以

下几个方面：其一，认为共同富裕社会既不是平

均主义社会，也不是福利过度的社会，靠均贫富

思想实现不了共同富裕[4]。其二，认为共同富裕

建立在物质财富更加丰富的基础上，要对财富进

行公平分配，不产生两极分化[5]。其三，认为共

同富裕的内涵除了包括物质文明更加丰富以

外，还包括精神文明的更大发展[6]。其四，认为

实现共同富裕最终要通过发展生产力的办法来

实现，并就发展的高质量、共享性、可持续性提

出了新的要求[7]。其五，认为实现共同富裕要发

挥好市场、政府和道德的综合作用。如经济学家

厉以宁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就提出了基于道德为

核心的第三次分配来实现共同富裕的路径[8]。这

些研究成果为共同富裕的相关研究提供了有益

探索。习近平指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一个

总体概念，是对全社会而言的。”[9]除了学术界

达成的以上共识以外，共同富裕作为一个整体性

概念，就其内涵来说，应当包括物质文明、精神

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和人的全

面发展六个方面，只谈一个方面的共同富裕并不

符合其本质要求。因此，本文认为，共同富裕作

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特征，其基本内涵应该涵

盖以下几个方面。 
(一) 物质文明更加丰富 
共同富裕，首先是指物质文明的富有程度，

这是判断一个社会贫穷或富裕的主要标准，也是

包括中国式现代化在内的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共

同特征。但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概念中，共同富裕

的内涵包括两层特殊含义。 
一是社会物质的更加富足。一个物质严重匮

乏的社会绝对不能称之是一个富裕的社会，一个

物质文明水平低、停滞不前甚至有所倒退的社会

也不能称之是一个共同富裕的社会。中国处于并

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物质文明水平与

发达国家相比仍然有较大差距，这就需要其保证

社会物质的不断丰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

高。习近平指出，“中国要实现共同富裕，但不

是搞平均主义，而是要先把‘蛋糕’做大”[10]。 
二是所有人都拥有更加丰富的物质文明。马

克思主义现代化思想在肯定资本主义现代化带

来巨大历史功绩的同时，也指出了资本主义的

“现代化之殇”——居民收入差距的两极化。收

入差距的两极分化不符合社会主义的本质要

求，共同富裕要将共同和富裕两者结合起来，只

有全体人民都富裕才是真正的富裕，而不是一部

分富裕另一部分不富裕，这是中国式现代化超越

资本主义“现代化之殇”的显著优势所在。 
(二) 精神文明更加发展 
就其内涵而言，共同富裕不仅包括物质层面

的富裕，还包括精神层面的富裕。人作为社会的

存在物，是物质与精神高度统一的结合体，两者

相互统一，缺一不可。共同富裕是以物质层面的

富裕为基础，但又离不开精神层面的富裕，精神

文明的发展程度直接影响到物质文明的建设质

量。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认为，物质决定意

识，意识对物质具有反作用。一方面，物质文明

的发展会带动人民群众在精神领域的富足；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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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人民群众在精神领域的富足也会反过来促

进物质文明的发展进步。邓小平同志曾多次强

调：“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

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11]

中国式现代化包括了物质层面现代化与精神层

面现代化，虽然物质层面的现代化建设好了，但

是精神文明建设如果没有跟上，人民群众的理想

信念就会丧失、综合素质就不会提升、违法犯罪

活动就会猖獗、社会道德也会滑坡、国家就可能

动荡不安，这不符合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习近

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

和精神生活都富裕”[9]。 
(三) 政治文明更加进步 
实现共同富裕，需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解

放生产力就是消除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各种制度

和不利因素，发展生产力就是要在切实保障发展

成果的前提下，多举措激发生产力各要素的自由

流动，创造更多的社会价值。共同富裕既需要高

度的物质文明，也需要高度的政治文明。政治文

明的作用就是保障发展成果，激发更多的生产要

素投入到生产之中，创造更多的劳动产品，并对

其进行公平的分配。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共同

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不是两极分化的富

裕。如果发展的权利和发展的成果被少数人占

有，大多数人民群众的发展权没有得到充分体

现，基本的公平正义没有得到切实的保障，就难

以激发起最广大人民群众实现共同富裕的生产

积极性。因此，共同富裕应当具备高度的政治文

明，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充分保障人民群众的

各项基本权利，使人民真正当家作主，让人民群

众在更加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社会环境中实现

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民主是全人类的共同

价值，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始终不渝坚持的

重要理念[12]。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秉持民主

等人类共同价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不断推动中国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实现共同

富裕，离不开政治文明的更加进步。 
(四) 社会文明更加和谐 
“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

性”[13]，是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之一。社会文明

的和谐程度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的程度。社会的和谐和睦、友善友爱是社会发展

的一种良性状态，它包括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

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和睦、友善友爱。这

种和谐和睦、友善友爱的外在表现，实质上反映

了社会各系统各要素之间的运行协调、相互适

应、相互促进。共同富裕作为继小康社会之后更

高一级的社会形态，无论是在物质基础层面还是

在精神文化层面，都应当比小康社会阶段有新的

发展与进步，社会文明的更加和谐和睦就是主要

表现之一。在共同富裕社会里，每一个社会成员

的发展都为其他社会成员的发展作贡献，同时，

其他社会成员的发展也为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发

展带来帮助，这是一个相互成就、共建共享的社

会状态，也是一个安定有序、和谐和睦的美好社

会阶段。 
(五) 生态文明更加和谐 
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

出：“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

什么也不能创造。”[14]人总是在客观的物质环境

下进行创造，生产力的发展依赖客观的物质世

界，离开了物质世界，生产将停滞不前，共同富

裕也将无法实现。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的重要组成部

分，生态文明建设关系到中国式现代化能否顺利

实现，关系到共同富裕的可持续性问题。没有和

谐的生态环境为要件，已经取得的发展成果很有

可能会丧失。人类的社会发展与进步，离不开生

态环境，共同富裕的实现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

代价，而是要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可持续发展。

习近平指出：“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

衰。”[15]纵观人类的发展历史，人类的社会生产

活动必须尊重自然规律，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

展。任何违背自然规律的做法终究会对人类的生

产生活带来灾难。因此，促进生态文明的更加和

谐理应成为共同富裕的基本内涵之一。 
(六) 人的发展更加自由和全面 
除了以上五个方面以外，共同富裕还应当包

括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推进

共同富裕的最终归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致

力于实现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人的解放以及自由

全面发展。共同富裕作为生产力发达的一种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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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本质上是为了给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提供充

足的生活资料，以满足人从事各种创造性的生产

劳动的需要，而这些创造性的生产劳动得以成为

集体财富涌流的“源泉”。马克思认为，在未来

的社会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

发展的条件”[16]。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既是整个

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也是生产力发展的原

因。一方面，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离不开生产力

发展这个前提。如果工人每天工作 16 个小时以

上，劳动的主要目的就是换回必要的生活资料，

我们可以推断这种状态下的生产力是不发达

的，生产力的发展还没有到达可以解放劳动的时

侯。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劳动被日益解放

出来，劳动者不再为了换回必要的生活资料而疲

于奔命，其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水平逐渐得到提

升。另一方面，人的更加自由和全面发展推动着

生产力水平的发展。只有在自由的状态下，个人

才能发挥自身最大潜能，使创造财富的源泉得以

充分涌流出来，带来社会财富的增长和共同富裕

的实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共同富裕与人的自

由全面发展之间有着天然联系。 
综上所述，共同富裕的基本内涵应当涵盖物

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生态

文明和人的全面发展六大领域，其中物质文明是

根本，精神文明是动力，政治文明是保障，社会

文明是表现，生态文明是依托，人的全面发展是

归宿。推进共同富裕致力于让人民群众共享改革

发展成果和幸福美好生活，推动社会的全面进

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二、共同富裕实质性进展的基本 

阶段及其战略目标 
 

在明确共同富裕的基本内涵后，如何设计共

同富裕的战略实施步骤成为现实课题。实现共同

富裕一方面急不得，不能超越生产力发展阶段去

谈共同富裕，否则容易陷入“福利主义”的陷阱

之中，“杀富济贫”只能导致“杀富致贫”；另

一方面等不得，共同富裕已经成为社会主义的本

质要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应有之

义，现在已经到了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历史新阶

段。合理划分共同富裕的战略阶段，对科学制定

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及举措具有重要意义。 
(一) 共同富裕的阶段划分 
在实现共同富裕这个问题上，党的二十大报

告内容和精神体现出明显的分阶段、分步骤来实

现的思想，即第一阶段从 2020 年至 2035 年，在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全面开启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用三个五年计划时间，推动

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第二阶段，在共同富

裕取得实质性进展的基础上，再用三个五年计

划，到本世纪中叶，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

实现。从主客观条件来看，在 2035 年之前，中

国将重点推动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到本世

纪中叶，即在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之

际，共同富裕基本实现。从纵向维度来看，基本

实现共同富裕的时间与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时间

并不一致，中国将在 2035 年基本实现现代化，

此时的共同富裕才刚取得实质性进展，而在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国建成之际，共同富裕基本实现，

两者之间大概有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间隔；从横

向维度来看，共同富裕的实现进程与国家的现代

化进程保持交织共振而非同频共振的态势。这说

明共同富裕的实现需要以国家的现代化为根

基，先有现代化才有共同富裕，只有实现了现代

化，实现了生产力的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才能

够实现。 
明确了共同富裕要分阶段实现的总体设

计，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和方式方法才更有针对

性。从研究现状来看，学术界就如何实现共同富

裕提出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如有学者提出了实现

共同富裕应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

度，在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中实现共同富裕。还有

学者从新发展理念的角度对实现共同富裕进行

了相关分析，主要观点聚焦在高质量发展、新旧

动能转换、有效市场、有为政府、有爱社会建构

等方面[17]。以上研究成果或从生产力角度对实现

共同富裕提供思路，或从生产关系层面对实现共

同富裕提出建议，这些都为共同富裕的建构提供

了多元化思路和相关路径借鉴。但鲜有研究成果

从阶段划分角度对实现共同富裕问题提出思

考，大多数研究成果都侧重于从宏观角度对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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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富裕进行探讨。我们认为，研究推动共同富

裕在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的路径方法具有重要

意义，但目前聚焦共同富裕第一阶段目标即 2035
年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这一重大紧迫问题

更有现实价值。 
(二) 共同富裕阶段划分的理论和实践依据 
马克思关于过渡阶段理论为共同富裕的分

阶段实现提供了理论支撑。在《哥达纲领批判》

中，马克思提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

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

期”[18]，与之相对应的是在政治上也有一个过渡

时期，即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马克思提出，在

过渡时期的第一阶段里，由于社会形态尚未脱离

原有的资本主义属性，出现种种“弊病”是无法

避免的。过渡阶段理论为共同富裕的阶段划分提

供了理论依据。中国目前尚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

阶段，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共同富裕也是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中的共同富裕，这一阶段的共同富裕

与“大同社会”中的共同富裕有较大差别。实现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共同富裕绝非敲锣打鼓、轻

轻松松即可实现，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

推进共同富裕，也有一个从小康社会变为共同富

裕社会的转变时期。根据马克思过渡阶段理论，

我们既不能站在社会主义社会的视角来过度设

想共产主义社会的具体形态，也不能用共产主义

社会的理想标准来审视社会主义阶段推进共同

富裕的方针政策。同理，我们既不能站在共同富

裕第一阶段的视角来过度设想未来共同富裕的

理想形态，也不能用高级阶段的共同富裕标准来

要求第一阶段的共同富裕达到这个标准。共同富

裕的实现需要依赖于当前的社会发展阶段和客

观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马

克思关于过渡阶段理论的意义在于，推动实现共

同富裕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要分阶段分步骤

来实现，切不可将不同阶段的方针政策混为一

谈。 
从实践依据来看，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

实行分步走已经成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特征

之一。1987 年，党的十三大正式确立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分“三步走”。1997 年党的十五大把

“第三步”战略目标具体化，提出了三个阶段性

目标，形成新的“三步走”发展战略，即到 2010
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比 2000 年翻一番，使人民

群众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到建党百年时国民经

济更加发展完善，人民群众生活更加富裕；到建

国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2017 年，党的十九大

正式提出 2020 年到本世纪中叶分两个阶段来安

排，即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十

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2035 年到本世

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十

五年，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党的二十大再次对这一战

略步骤安排进行了肯定。由此得知，分步走或分

阶段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目标是

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要经验，也是中国式现

代化道路的特征之一。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共同

富裕与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安排保

持时间一致，在共同富裕的阶段划分上以社会主

义现代化的战略安排作为参考，到 2035 年推动

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再到本世纪中叶共同

富裕基本实现，符合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规律。 
(三) 2035 年共同富裕的实质性进展定位 
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 2035 年，是推进共

同富裕的第一阶段。该阶段的总体定位是推动共

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何谓实质性进展？首

先，所谓的实质性进展不等于要实现共同富裕，

中国在 2035 年之前实现共同富裕存在较大困难

和挑战。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出，共同富裕的实

现是一个长远目标，需要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

不可能一蹴而就。新时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

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制约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不同地区的发展水平和程度有高有低，实现

共同富裕的时间也应当有快有慢。除个别省市以

外(如浙江省提出到 2025 年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取得实质性进展，到 2035 年，浙江省高质量发

展取得更大成就，基本实现共同富裕，率先探索

建设共同富裕的美好社会[19])，大多数省市难以在

2035 年实现共同富裕，推动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

进展则是更为现实的目标。这充分说明，2035 年

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只是共同富裕建设中

的一个中期目标，而共同富裕的实现将是一个长

期的历史过程，即便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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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裕，也是低水平的共同富裕，与发达国家的水

平依然存在较大差距。其次，实质性进展不等于

不要共同富裕。2035 年无法实现共同富裕并不是

说到 2035 年共同富裕仍然停留在理念和政策宣

传层面，而是进入需要扎实推进、逐步实现的阶

段。因此，2035 年共同富裕任务的定位对制度设

计显得尤为重要，制度的设计既不能超前，也不

能滞后。 
所谓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则该阶段的

目标定位应具有以下特征：一是进一步夯实共同

富裕的物质基础。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是生产力

的高质量发展，虽然 2035 年并不能实现共同富

裕，但为了在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共同富裕，

2035 年中国应实现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新跨越，打

牢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把“蛋糕”进一步做

大。二是进一步丰富共同富裕的精神基础。共同

富裕说到底还需要靠每一个个体发挥主观能动

性来实现，想不想富是第一步。共同富裕不仅包

括物质层面，还包括精神层面。精神领域的自立

自强对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是补充，更是起到推动

作用，其意义重大。三是进一步完善共同富裕的

制度基础。实现共同富裕，依赖于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中国将在 2035 年基本实

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为共同

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提供了制度保障，在做大

“蛋糕”的基础上分好“蛋糕”，防止社会贫富

差距两极化，为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共同富裕打

下良好的制度基础。四是进一步营造共同富裕的

社会基础。从共同富裕的角度来说，中国式现代

化道路与西方现代化道路的最大区别在于，在制

度上中国坚持全体人民实现共同富裕，不是部分

人或少部分人的富裕。共同富裕仅靠政府推动是

远远不够的，还需要营造良好的社会基础，先富

帮后富，鼓励先富群众“奉献”“蛋糕”来帮助

未富裕群众实现富裕，并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五

是进一步构建共同富裕的生态基础。习近平指

出：“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20]

共同富裕的建成依赖于良好的生态环境作为支

撑，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的一个重要指

标就是 2035 年“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

目标建设基本实现”[21]。 

除以上五个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以外，人的

全面发展也是衡量 2035 年推动共同富裕取得实

质性进展必要的指标之一。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始

终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来推动共同富

裕，共同富裕最终还是要让人民群众有实实在在

的获得感，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体现出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鲜明底色。 
 

三、共同富裕之实质性进展的 
主要指标 

 
结合共同富裕的六大内涵和 2035 年共同富

裕取得实质性进展的目标定位，我们认为，2035
年共同富裕实质性进展目标的主要指标，可以用

“5+1”来概括。“5”就是指共同富裕所涉及的

物质、精神、民生、社会、生态五大领域指标，

“1”就是指人的全面发展指标。 
其一，生活富裕富足指标：国内生产总值和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均在现有基础上翻一番。物质

文明发展程度高低直接关系到共同富裕的实质

性进展，发展依旧是硬道理。关于中国究竟能否

在 2035 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国内生产总

值两个指标的双双翻番，部分学者认为存在一定

压力[22]。但综合各方面因素，中国在 2035 年实

现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双双翻番

的目标任务是有可能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

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和《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

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以下简称《纲

要》)两份文件都明确提出，到 2035 年中国“人

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16]。按

照普遍标准来看，发达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约

在 2 万美元以上。2020 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已经超过 1 万美元，2035 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

值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至少应在现有的基

础上翻番。但《建议》和《纲要》并没有明确提

出 2035 年的奋斗目标的提法是通过静态法测算

还是动态法测算，如果是基于动态法测算，2035
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还应当有更大提升。在

国内生产总值方面，虽然《建议》和《纲要》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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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提出国内生产总值的具体任务指标，但如果人

均国内生产总值翻番，国内生产总值指标随之也

会翻番。实现《建议》和《纲要》确定的任务指

标是完全有可能的，据测算，基于年平均增长

4.8%左右的前提，中国将在 2035 年顺利实现国

内生产总值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双双翻番的目

标，推动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 
其二，精神自信自强指标：进一步坚定“四

个自信”，文化强国基本建成。人民群众在精神

领域的自信自强是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2035 年

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其中应当包括进一步

坚定“四个自信”，基本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

国。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

国做出了新部署，明确提出到 2035 年建成社会

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这对提高中国国家文

化软实力，坚定“四个自信”，发展文化事业和

文化产业，不断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提

出了发展方向。文化软实力是国家综合实力的重

要组成部分，2035 年中国在生产力方面需要跨越

一个新台阶，文化软实力也应当跟上步伐，大力

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文化自信是一个国

家、一个民族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没有文化

自信就没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四

个自信”说到底是文化自信，没有文化自信就不

可能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制度产

生自信，在未来的发展中就会迷失方向，陷入各

种各样的“陷阱”之中。展望 2035 年，人民群

众要实现精神领域的自信自强应当进一步坚定

“四个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建成，

这是一个总体指标。具体而言，在文化事业和文

化产业方面，中国文化产品的质和量应实现新的

跨越。2019 年，中国文化产业总产值为 8 137.8
亿元人民币，约占当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0.8%[23]，发达国家的文化产业占 GDP 的比重普

遍在 10%以上。因此，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

产业是 2035 年顺利建成文化强国的关键所在。 
其三，政治民主民治指标：发展全过程人民

民主，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基本实现现代

化。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

属性，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1]。

实现共同富裕必须要不断发展全过程人民民

主，确保到 2035 年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得

到充分保障，基本建成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

治社会。这些具体目标要求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

基本内容，也是中国政治民主民生发展的奋斗目

标。实现共同富裕不仅需要做大做好“蛋糕”，

更需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让人民群众广泛参

与到政治和经济文化事务的治理中来，建成法治

中国，保护好“蛋糕”。法治国家、法治政府、

法治社会的建立对于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

环境，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保护好人

民群众的财产安全具有重大意义。否则，人民群

众得到的“蛋糕”也有可能会失去。政治民主不

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具体的、可操作性的。

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得到充分保障，这

包括公平竞争、勤劳致富、合法致富等权利得到

切实尊重和保护，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以及法治中国建设，这些都是政治民主的内在

要求，是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的制度保障。 
其四，社会和谐和睦指标：中等收入群体持

续扩大，城乡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拉大

趋势得到根本扭转，有爱社会基本建成。展望

2035 年，社会和谐和睦的两个重要考核指标是中

等收入群体的显著扩大和收入差距的显著缩

小。社会和谐和睦是友爱社会的生动体现，如果

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导致社会出现收入差距两

极化，影响社会大局稳定，友爱社会也将无法实

现。据统计，中国目前的收入差距问题呈现出越

来越大的趋势[24]。如果任由这一趋势持续扩大下

去，将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和谐，不符合社会主义

公平正义的基本价值。考虑到各地区发展不平衡

的基本矛盾，到 2035 年，城乡发展差距和居民

生活水平差距持续拉大趋势应得到根本扭转，两

大差距显著缩小；到本世纪中叶，两大差距回归

到合理区间，共同富裕基本建成。在中等收入群

体方面，目前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规模超过 4 亿

人，到 2035 年人均 GDP 翻一番的基础上，这一

指标有望达到或接近 8 亿人，将目前“宝塔形”

收入结构转变为“水滴形”收入结构，进一步促

进社会的和谐和睦。在两大差距显著缩小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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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人民群众愿意在“分好”“蛋糕”的前提下

“分享”“蛋糕”，营造有情友爱的社会氛围，

社会慈善事业健康快速发展，友爱社会得以基本

建成。 
其五，环境宜居宜业指标：生态环境根本好

转，美丽中国基本建成。生态环境是人类生产生

活的客观载体，人的创造总是依赖于一定的物质

基础，离开了自然生态环境，人什么也创造不

了，良好的生态环境为共同富裕提供了物质条件

保障。展望 2035 年，中国生态环境得到根本好

转，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建成，为共同富裕创造宜

居宜业的优美环境。具体而言，一是到 2035 年

基本形成绿色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彻底改变生态

环境恶化的状况。从“十四五”到“十六五”期

间，中国应彻底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着力发

展绿色经济，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朝着绿色方向转

型，形成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格局、产业

结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让保护生态环境成

为每一个人的自觉行动。二是到 2035 年之前中

国应努力实现碳达峰。中国一直积极承担与本国

国情相适应的国际责任，推动发展绿色经济，不

断提高应对全球生态环境变化的行动力度。在二

十国集团第十六次峰会上，习近平提出，“中国

将力争 2030 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 年前实现碳

中和”[25]。从现在起到 2035 年，是中国努力实

现碳达峰的关键时期，也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新

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实现碳达峰不仅是中国

对国际社会做出的承诺，也是提升中国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必由之路。从中国能源消费结构来看，

煤炭约占中国能源消费总量的 56.8%，天然气和

其他清洁能源约占 26.3%[18]，清洁能源的消费比

重仍有巨大的提升空间。中国在 2030 年实现碳

达峰和 2060 年实现碳中和的承诺，绝非权宜之

计，而是推进共同富裕的客观需要。 
其六，人的全面发展指标：人类发展指数再

上新台阶，进入极高人类发展指数组。共同富裕

的建设最终还是要落实到每一个人的全面发展

上 来 ， 人 类 发 展 指 数 (Human Development 
Index，HDI)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于 1990 年提

出，用于衡量各成员国和地区的发展水平。与传

统的衡量指标相比，人类发展指数更加强调人的

全面发展应当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发展的最终标

准，而不仅仅是经济的增长。人类发展指数由三

个指标构成：健康长寿、知识渊博和有体面的生

活，其中健康长寿的衡量指标是预期寿命，知识

渊博的衡量指标是平均受教育年限，有体面的生

活的衡量指标是人均国民总收入。相对而言，人

类发展指数能够比较好地反映出一个国家或地

区人的全面发展情况，因而被大多数国家的政府

和研究机构所采用。人类发展指数有四个类别，

分别是低人类发展指数(0.55 以下)、中等人类发

展指数(0.55 至 0.7)、高人类发展指数(0.7 至 0.8)
和 极 高 人 类 发 展 指 数 (0.8 以 上 ) 。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20 显示，2019 年中国人类

发展指数值为 0.761，在全球近 200 个国家和地

区中位列第 85，属于高人类发展指数水平[26]。21
世纪以来，中国人类发展指数呈现出逐年提升趋

势，平均每年的增长率约为 1.2%。2035 年中国

人类发展指数将有望达到 0.85 以上，进入极高人

类发展水平行列，这意味着全体中国人民的生活

水平有了质的提升，也意味着中国迈向共同富裕

取得了实质性进展。 
 

四、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 
进展的实现路径 

 
2035 年共同富裕要取得实质性进展，是中国

共产党向全体人民群众做出的庄严承诺，是中国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中国人民

千百年来的美好憧憬。2035 年共同富裕能否取得

实质性进展对本世纪中叶共同富裕基本实现至

关重要，必须要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

加强制度设计与协调配合，共同助力共同富裕的

建构。 
(一) 建设有效市场，进一步做大“蛋糕” 
实现 2035 年共同富裕实质性目标，生产力

发展是基础。物质文明程度的高低决定了共同富

裕水平的高低，人民群众能否拥有富裕的生活是

共同富裕是否实现的核心指标。建设高度的物质

文明，进一步做大“蛋糕”是实现共同富裕实质

性进展的关键所在。人类文明发展史表明，在各

种做大“蛋糕”的方式中，市场是最有效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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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是决定资源配置最有效的方式，市场经济被绝

大多数发达经济体所采用，做大“蛋糕”的关键

是建设有效市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真正起到

决定性作用，促进各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和结

合，实现要素价值与使用价值、个人价值与市场

价值的有机统一，促进生产力的快速发展。30 年

来，围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目标，

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推动各领域改革，成功

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充满活力

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2013 年，党的十

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了新时代中国市场经济的改

革方向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为

此，必须全面深化经济体制各领域的改革，尊重

市场客观规律，坚决淘汰落后产能和“僵尸企

业”，减少市场主体力量以外的其他力量对资源

配置的干扰，全力提高市场效率，实现经济的高

质量发展，夯实共同富裕的物质根基。另外，做

大“蛋糕”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两山

论”赋予了生态文明的生产力价值，为解决经济

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问题提供了一

条正确道路。绿水青山作为生态资源，既是自然

财富、生态财富，也是社会财富、经济财富。“两

山论”的提出为完善中国生态补偿机制，进一步

建设有效市场提供了理论支撑。一方面，完善有

偿生态体制机制，建立利益分配机制来保障生态

环境保护中的公平与正义，不能让市场主体只使

用生态资源而无补偿，也不能让部分市场主体污

染生态环境而逃过处罚。另一方面，发挥政府作

用，通过税收、转移支付等财政政策对因生态环

境保护而丧失部分发展利益的地区和群众进行

补偿，引入市场力量来支持生态功能区发展绿色

产业，培育绿色经济，将生态价值转化为经济价

值，进一步做大“蛋糕”，促进共同富裕。 
(二) 塑造有志精神，进一步做好“蛋糕” 
有效市场聚焦做大“蛋糕”，有志精神则聚

焦做好“蛋糕”。做大“蛋糕”与做好“蛋糕”

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实现共同富裕既要做大

“蛋糕”，又要做好“蛋糕”；既要发达的生产

力，又要高素质的国民队伍，物质文明与精神文

明两者缺一不可。根据唯物辩证法，精神层面能

够对客观的物质实践活动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反

作用。精神文明的高度决定了物质文明的质量，

精神文明能够为物质文明的建设提供更加持久

的力量。如果没有高度发展的精神文明，已经取

得的物质文明成果也有可能会失去。共同富裕不

会从天上掉下来，不会在“靠着墙根晒太阳”中

等出来，只有全体人民靠勤劳和智慧创造出来。

塑造有志精神关键在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鼓励勤劳致富、合法致富，培育和弘扬企业

家精神、大国工匠精神等，补足中华民族的精神

之“钙”。在共同富裕道路上，合法致富并不可

耻，而是应当大力弘扬，只要按照规则比赛，“你

的致富能力可以走多远就让你走多远”。这有助

于国民培养起正确的致富观、财富观，消除社会

仇富心理。此外，塑造有志精神还应当弘扬伟大

的中国精神，包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

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中华民族是伟

大的民族，在人类历史上创造了无数的文明成

果，为人类社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从“天行

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到“自己动手，丰衣足

食”，再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勤俭建国”。中国精神在不同时代都有着生动体

现，实现共同富裕需要中国精神提供强大的精神

力量。 
(三) 构建有为政府，进一步分好“蛋糕” 
在“蛋糕”做大做好以后，下一步就是如何

分好的问题了。法国学者托马斯·皮凯蒂提出，

要确保市场各类主体的活力需要建立起稳定的

市场环境和相应的司法系统，这些都离不开“一

个合法而高效的政府”[27]。实现共同富裕，有为

政府不可缺位。习近平指出，坚持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的改革方向，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

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28]。构建有为政

府，需要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来分好“蛋糕”，在

初次分配中应坚持与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

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分配制度，扩大劳动者报酬

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有效落实好劳动、资本、

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相关制度，让

一切闲置的生产要素都能够流动起来，提高劳动

者除劳动报酬以外的其他生产要素收入，拓宽人

民群众的致富渠道。在再次分配中积极发挥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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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方式对“蛋糕”

进行二次分配，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加大支

持困难地区的帮扶力度，基本实现公共服务均等

化。在前两次分配制度基础上“构建初次分配、

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

排”[29]。但我们也应当清醒地认识到，第三次分

配是对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补充和完善，对消除

两极分化，推动形成橄榄形的社会结构起到辅助

性而非主导性作用。在第三次分配中要健全以

“道德”“自愿”为原则的第三次分配制度，有

序推动中国慈善事业朝着法治化、透明化方向发

展。2016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的颁布实

施，为中国慈善事业的健康发展指明了方向，用

法律的形式让捐赠者得到尊重，让求助者得到帮

助，让贪污、挪用、截流慈善财产的行为得到惩

戒，有利于提高中国慈善事业的公信力和形象。

《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规定，中国的慈善活

动坚持非营利性和公益性，这与有效市场主导的

初次分配、有为政府主导的再次分配不同，也说

明了第三次分配既不是市场主导也不是政府主

导，而是基于自愿和公益的前提。完善第三次分

配制度应当避免“道德绑架”“逼捐”等行为

发生，切实保护慈善事业各方的合法权益，让各

方力量自愿参与到慈善事业之中，为共同富裕营

造和谐有爱的社会环境。 
(四)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激发创造活力 
有效市场、有志精神、有为政府、有爱社会、

有偿生态，最终还是要落实到人的全面发展上

来，做大“蛋糕”、做好“蛋糕”、分好“蛋

糕”、让经济社会的发展成果惠及群众，促进人

的全面发展，激发创新创造活力。这是共同富裕

的本质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价值

旨归。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真正的财

富就是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30]，这与人的

全面发展息息相关，只有每个人都实现全面发

展，个人所拥有的生产力充分展现出来，才能创

造出高度的物质文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要求

我们聚焦提升人口素质这个核心问题，进行相应

的制度设计。一是健全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

加强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保障，通过发展全过程

人民民主形式推动人民的各项权利得到充分保

障，为实现人的更加全面发展保驾护航。二是扩

大普惠性教育资源，包括将学前教育纳入国家义

务教育范畴，适当延长国家义务教育的年限，尽

最大可能确保不同地区、不同发展状况中的人民

群众享受接受教育的均等机会。三是加强人力资

本的投入力度，重点关注贫困落后地区的人力资

本发展情况，例如进行相关职业技能培训，促进

人力资本的合理流动、加强人力资本服务建设、

完善人才市场等。四是加强创新型人才培养，建

设一支创新型的人才队伍。随着人类文明由工业

时代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人力资本成为经济社会

发展的动力源泉。实现共同富裕，做大做好“蛋

糕”，需要一批高素质的人才队伍来推动经济社

会的高质量发展。通过发展赋能予人，激发人民

群众实现共同富裕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为共同富裕的实现提供内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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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is clearly stated in the Report to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at by 2035, “the common prosperity for all the people will have made more obvious and substantial 
progress”. Basic connotations of common prosperity include more abundant material civilization, more 
developed spiritual civilization, more democratic political civilization, more harmonious social civilization, 
more lifte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 The obvious substantive 
progress in the above six aspects is specifically manifested in achieving both GDP and per capita GDP 
doubled on the current basis, realizing the equalization of basic public service, reversing the trend of th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and residents' living standard, turning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fundamentally better, and making the human development index into the high human development group, etc. 
To achieve the above substantive goals, we need to build an efficient market and further enlarge the "cake"; 
shape the spirit of ambition, and further do a good "cake"; construct promising government, further divide 
the "cake"; create a loving society, and further contribute to the "cake"; perfect the paid ecology, further 
compensate the "cake" and promote the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people. 
Key Words: 2035; common prosperity; substantive prog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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