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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也是我们党追求的目标。共同富

裕作为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对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促

进共同富裕的实现仅仅只靠提高生产力是难以实现的，分配制度的健全与完善是

至关重要的一步。2021 年 8 月，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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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重要的政策安排，把三种分配方式促进共

同富裕提高到重要位置，要着力研究三种分配方式的作用，促使三种分配方式发

挥各自作用并相互补充，把我国收入分配推向更加公平的方向，为我国共同富裕

的实现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

文章从四个方面对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思想与三次分配协同促进共同富裕

进行了论述。第一部分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思想的内涵和实现条件，并研

究了在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理论的指导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思想的

发展。第二部分研究了三次分配理论。首先阐述了三次分配理论的内涵，其次分

析了三次分配的理论框架，最后研究了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思想对三次分配协同

促进共同富裕的理论指导。第三部分分析了三种分配方式促进共同富裕主要取得

的成效和面临的挑战。第四部分分析了三次分配协同实现共同富裕的机制探讨。

从初次分配、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方式入手，分别探讨促进共同富裕的具体举措。

分析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思想的理论内涵，分析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思想与我国

三种分配制度之间的具体联系，重点分析三种分配方式协同促进共同富裕存在的

问题和深层次原因，探索合理的分配对策。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思想 三次分配 初次分配 再分配 第三次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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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mmon prosperity is a fundamental principl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a goal pursued by our Party. Common

prosperity, as the common expectation of the people, has put forward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the economic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our country. It is difficult to promote the realization of common

prosperity only by improving productivity. The sound and perfect

distribution system is a crucial step. At its 10th meeting in August 2021,

the Financial and Economic Commission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pointed out that to promote common prosperity through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we should strike a proper balance between efficiency and

equity, and establish a basic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for coordinating

and supporting primary distribution, redistribution and tertiary

distribution. This important policy arrangement puts three distribution

ways in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promoting common prosperity. We

should try to study the effect of three distribution ways, promote 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 in our country to play their respective roles and

complement each other, in order to push 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 in a

fairer direction, and provide solid institutional guarantee for the

realization of common prosperity in our country.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Marxist thought of common prosperity and

the three times distribution to promote common prosperity from f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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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pects. The first part expounds the connotation and realization

conditions of Marxist common prosperity thought, and studies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ommon prosperity thought under the guidance

of Marx's common prosperity theory. The second part studies the theory

of cubic distribution. Firstly,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connotation of the

theory of cubic distribution, then analyzes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cubic distribution, and finally studies the theoretical guidance of the

Marxist thought of common prosperity to promote the cooperative

development of common prosperity. The third part analyzes the main

achievements and challenges of the three distribution methods in

promoting common prosperity. The fourth part analyzes the mechanism

of realizing common prosperity through three times of distribution

cooperation. From the primary distribution, redistribution and the third

distribution respectively, to explore the specific measures to promote

common prosperity. To explore the theoretical connotation of Marxist

thought of common prosperity, and analyze Marxist thought of common

prosperity and myself.

Keywords:Marxist thought of common prosperity；Cubic distribution；

Primary distribution；Redistribution；Third distrib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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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1.1.1 研究背景

2012年 11月在第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所以必须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

及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在这一重要论述阐明了新时代我国

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任务是实现共同富裕这个伟大事业。我国促进共同富裕最有

效的路径是大力发展生产力，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用经济

高质量发展创造出更多的社会财富，其次通过有效的财富分配，在确保公平和效

率的前提下，完善我国现有的收入分配制度，将生产出来的社会财富公平的分配

到每一个社会成员手中，让全体社会成员都能享受到市场经济发展的果实，每个

中国人民都能过上富裕的生活，努力实现物质富裕和精神富裕的同步实现，以此

确保我国共同富裕的早日实现。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经济发展虽然飞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我国经济总量

跃居世界第二，各类经济要素的发展在世界也占有了重要的地位。但是我国社会

发展中还存在许多收入分配不合理的现象，社会出现贫富差距逐渐拉大现象，两

极分化现象也日趋严重，社会上不和谐因素也逐渐增多，对我国共同富裕的早日

实现影响巨大。在此基础上，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开展了一系列对收入分配调节

的有益探索，且成效明显。在初次分配的调节下，我国居民的收入大幅度增长，

收入水平得到显著提高，收入来源也逐渐丰富化，生活水平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再分配中政府的作用更加显著，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再分配特色调节机

制不断建立完善，极大了保证了社会的公平分配，人们都享受到了基本的公共服

务全覆盖，生活的幸福感也极大地增强了。第三次分配中慈善捐赠事业也有了长

足的进步，捐赠资金和资源总量不断增大，人们的捐赠意识也逐渐增强，成为财

富分配的重要力量。但是由于市场调节经济的自发性，政府调控的盲目性、第三

次分配中慈善机制的不完善等客观因素的影响，我国的收入分配制度还存在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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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陷，初次分配调节的不足需要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进行补充，第三次分配的不

完善还需要初此分配和再分配进行完善，再分配作用的发挥必须建立在初次分配

和第三次分配的基础之上，因此构建初此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

收入分配制度促进共同富裕的早日实现是亟需探索解决的问题。

1.1.2 研究意义

一是理论意义。第一，实现共同富裕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目标。马克

思主义共同富裕思想的内涵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符合，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思想具

有指导性，新时代中国现代化建设不断深入，为推动新时代中国实现共同富裕提

供重要的理论指导。第二，探究了马克思经典书籍中关于对共同富裕的论述，马

克思主义共同富裕思想的理论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共产党宣言》、

《资本论》等书籍中也有所体现，比如“异化劳动论”、“剩余价值论”、“劳

动价值论”等。整理这些经典书籍中关于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理论的内涵和实现，

结合我国共同富裕发展的具体实际，能够帮助解决我国在实现共同富裕进程中遇

到的问题，有助于我国共同富裕的早日实现。

二是现实意义。第一，有助于为我国在收入差距问题解决上提供一定的思路。

对三种分配方式促进共同富裕的措施进行分析，可以分析在收入分配制度中具体

遇到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使收入分配制度更加完善。第二，初次分

配和再分配中对公平和效率的兼顾，有利于保证社会公平的实现。初此分配追求

效率导致的收入差距可以通过再分配注重公平，加以缩小和平衡，有利于社会经

济的稳定发展，人们的生活条件的差距也可以缩小。第三，对三种分配方式发挥

的功能分别进行探究，发掘其内在本质，探索出三种分配方式是一个紧密联系的

有机整体，充分分析各自的优势，促使初次分配、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相互促进，

相互补充，协同发力推动我国共同富裕的实现。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要义，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

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强调要使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

展。长期以来，对于马克思共同富裕思想的研究国内的学术界进行了不断地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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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研究，并且学术成果颇丰。实现共同富裕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也是同等重要的，

国内关于三种分配方式实现共同富裕的探讨也成果颇丰。

1.2.1 国内研究现状

1、关于马克思共同富裕思想的研究

（1）关于马克思共同富裕思想基本内涵的研究

赵学清指出共同富裕是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基础之上的生活资料个人所有

制，是在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占有全部生产资料的基础上通过按劳分配实现生活资

料的平等占有状态，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最本质的属性。
①
高宏利认为从语言上

来说，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思想里面含有两种含义相互有机统一相互包含。一是

必须具有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契合的社会物质财富；二是这种已然集聚的物

质财富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所采用的方式是共同占有。
②
刘慧认为马克思共同

富裕思想内涵主要包括三个部分，一是共同富裕的制度属性是生产资料公有制；

二是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是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三是共同富裕的价值追求在于促

进劳动者的全面发展。
③
张春敏、吴欢阐述共同富裕是在《共产党宣言》中描述

“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

那里，每个人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在这个新的联合体中，生

产的目的是所有人富裕，即“给所有人提供充裕的物质生活和闲暇时间，给所有

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
①
刘长明、周明珠把马克思共同富裕思想概括为以

下几点：一是共同富裕是所有社会成员的经济充裕，二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制度

是共同富裕的必要制度基础，三是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等剥削制度的唯一可行

途径是暴力革命，四是共同富裕应当以“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为前提。

②
田超伟论述马克思共同富裕思想的核心要义是共同富裕是所有人的富裕，是人

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共同富裕，是动态的历史实现过程。
③

①
赵学清.马克思共同富裕思想探讨[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4(04):52-56.

②
高宏利.中国共产党共同富裕思想的伦理价值与时代进路[J].理论导刊,2016(01):44-47.

③
刘慧.逻辑与实现: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富裕思想的发展理路[J].河南社会科学,2017,25(08):63-67.

①
张春敏,吴欢.新时代共同富裕思想的理论贡献[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报,2020(01):14-24+2.

②
刘长明,周明珠.共同富裕思想探源[J].当代经济研究,2020(05):37-47+113.

③
田超伟.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富裕思想及其当代价值[J].马克思主义研究,2022(01):8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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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于共同富裕实现途径的研究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实现的奋

斗目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一项长期任务，也是一项现

实任务，急不得，也等不得，必须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
①
为此许多学者提出了

许多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杨宜勇、王明姬认为要站在国家政策的新起点上多方

面研究共同富裕的内涵，多角度分析不同地区的发展经验，将“共同”和“富裕”

有机统一多维度计算共同富裕系数，建立指标评价体系要兼顾富裕的共享性和差

异性，促进共同富裕目标如期实现。
②
陈燕认为关键是要厘清“共同”与“富裕”

的关系，提高“相对贫困”的治理能力，要注重明确相对贫困的相对标准，准确

识别相对群体范围，注重地区差异，切莫“一刀切”，由政府主导转向群众自主

治理，解决了相对贫困才能实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
③
蒋永穆、谢强强调共同富

裕必须着重于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重点解决人民反映的突出问题，要采取针对

性、有效性的举措在相对贫困问题、就业、教育、社会保障、基本收入、医疗卫

生方面扎实推进。
④
李瑞军、董晓辉等人在系统哲学视域下认为实现全体人民的

共同富裕要实现一个接一个的阶段性目标，要先推动共同富裕先富向共富的转

变，在顶层设计上注重统筹推进，在实施任务上注重协同推进，在政策导向上注

重稳步推进，要体现出新的目标性、关联性、差异性和动态性特征完成这一项系

统工程。
⑤
向国成、邝劲松等人认为共同富裕要将两极分化缩小到合理范围并且

要可持续发展，通过绿色发展促进共同富裕要有高度发达的生产力，需要通过分

工的专业化、多样化、迂回化和组织化等路径予以实现,，贫富差距的缩小主要

是通过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来推动完成。
⑥
耿百峰认为实现共同富裕需要破解我国

社会的主要矛盾，要从五大新发展理念着手，通过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

①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七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确保“十四五”

时期我国发展开好局起好步[J].思想政治工作研究,2021(02):6-7.

②
杨宜勇,王明姬.更高水平的共同富裕的标准及实现路径[J].人民论坛,2021(23):72-74.

③
陈燕.中国共产党的共同富裕:理论演进与实现路径[J].科学社会主义,2021(03):115-120.

④
蒋永穆,谢强.扎实推动共同富裕:逻辑理路与实现路径[J].经济纵横,2021(04):15-24+2.

⑤
李瑞军,董晓辉,周长峰.系统论视域下新时代共同富裕的思想意蕴和实现路径[J].系统科学学

报,2021,29(02):70-75.

⑥
向国成,邝劲松,邝嫦娥.绿色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机理与实现路径[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

科学版),2018,51(06):7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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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解决实现路径中的动力源泉、平衡杠杆、美丽底色、外

部条件、价值遵循，争取早日实现共同富裕。
①

（3）展望实现共同富裕的前景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到二 O三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

标，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有部分学者认为当前我国

的共同富裕还没有实现，并对未来实现共同富裕的局面做了预测。杨煌从新时代

我们国家如何实现共同富裕指出，共同富裕要在物质极大富裕的基础上，生活充

裕富足、精神自信自强也是一个国家现代化的全面体现。
②
李军鹏认为达到共同

富裕整体应达到非富裕水平，各个人都将拥有美好生活需要的各种生产资料和生

活资料，人人都达到富裕生活水平但存在合理差距的普遍富裕。
③
李实对共同富

裕的实现提出的标准是，全体社会居民的收入差距缩小、财产平均分配、公共服

务覆盖率高，水平高，财产、公共服务、人的发展能力差距小，就会被认为是接

近共同富裕社会。
④

2、关于分配促进共同富裕的研究综述

共同富裕包括“共同”和“富裕”，做大蛋糕的同时还要分好蛋糕。收入分

配制度通过把收入差距保持在合理区间从而促进共同富裕，初次分配、再分配和

三次分配制度的不断完善，是中国经济不可忽视的制度保障。收入分配也是国内

学者关心的热门问题，在这方面累积了大量的学术成果。

（1）初次分配促进共同富裕研究

初次分配促进共同富裕是基础性的，通过增加劳动报酬的比重促进共同富

裕。肖金成、洪晗指出政府应制定最低工资报酬标准，并不断进行动态调整来提

高劳动报酬比重。
⑤
李实认为要建设一个完善的要素市场来促进初次分配。

⑥
李松

龄提出要构建以劳动力资本化的制度安排，激发资本等要素的创造活力促进生产

力和财富的增长。
⑦
袁媛提出要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力要素占比等方式增加

①
耿百峰.新发展理念视阈下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前瞻[J].科学社会主义,2018(01):69-74.

②
杨煌.共同富裕：中国共产党百年的奋斗与追求[J].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1,6(09):23-37+102-103.

③
李军鹏.共同富裕：概念辨析、百年探索与现代化目标[J].改革,2021(10):12-21.

④
李实.从全面小康走向共同富裕的着力点[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20(02):16-19.

⑤
肖金成,洪晗.共同富裕的概念辨析、面临挑战及路径探索[J].企业经济,2022,41(04):5-15+2.

⑥
李实.以收入分配制度创新推进共同富裕[J].经济评论,2022(01):3-12.

⑦
李松龄.初次分配推进共同富裕和美好生活的理论逻辑[J].消费经济,2022,38(01):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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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①

（2）再分配促进共同富裕研究

再分配通过政府税收调节促进共同富裕。袁媛指出要坚持财富的增量与存量

的统一，进行税收调节并且加大转移支付的力度和精准度，发挥再分配的关键作

用。
②
孙威、白利鹏认为再分配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化解社会矛盾，增进社会

福利，避免社会矛盾激化。
③
孙豪、曹肖烨谈到要重视税收政策的有效性，还应

重视公民的劳动能力的极大提升上，以“授人以鱼”到“授人以渔”。
④
唐任武、

孟娜等人指出再分配应注重“扩面”和“提效”，注重公共资源分配中的公平覆

盖率和空间效率的极大使用。
⑤
侯为民认为再分配要合理确定财政和税收政策调

控重点，着眼于缩小收入、地域、行业之间的差距。
⑥
李海舰、杜爽认为再分配

应体现公平优先原则，要“分好蛋糕”。
⑦
吴海江还谈到要注重提高社会保障的

精准性，增强对弱势群体的扶持。
⑧

（3）第三次分配促进共同富裕研究

第三次分配通过慈善等公益活动对收入和财产进行调节是促进共同富裕的

重要手段。邓国胜认为在慈善捐赠的规模和结构发力，激发公众的捐赠热情和提

高个人捐赠比例来促进共同富裕。
⑨
高德胜、季岩谈到要健全第三次分配机制，

推动反垄断建设和发挥道德的引领作用来发挥第三次分配的补充作用。
⑩
何阳、

娄成武指出通过不断壮大第三次分配主体的数量规模，塑造慈善主导的文化，强

①
袁媛.新时代共同富裕的科学内涵、本质特征与实现路径[J/OL].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1-11[2022-06-01].

②
袁媛.新时代共同富裕的科学内涵、本质特征与实现路径[J/OL].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1-11[2022-06-01].

③
孙威,白利鹏.“共同富裕”的认识演进与实现路径[J/OL].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

版):1-10[2022-06-01].

④
孙豪,曹肖烨.收入分配制度协调与促进共同富裕路径[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2,39(04):3-24.

⑤
唐任伍,孟娜,叶天希.共同富裕思想演进、现实价值与实现路径[J].改革,2022(01):16-27.

⑥
侯为民.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的若干理论问题[J].当代经济研究,2021(12):62-72.

⑦
李海舰,杜爽.推进共同富裕若干问题探析[J].改革,2021(12):1-15.

⑧
吴海江.三种分配方式协调联动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J].人民论坛,2021(28):21-23.

⑨
邓国胜.第三次分配的价值与政策选择[J].人民论坛,2021(24):42-45.

⑩
高德胜,季岩.共同富裕理念下第三次分配的生成逻辑与实践路径[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

科学版),2022,49(02):2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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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制度体系建设，激发第三次分配对象的内生动力。
①
孙豪、曹肖华认为要设计

激励相容的政策体系通过对慈善主体减免税收、简化程序和培育社会慈善主体

等，营造“人人做公益、富人做慈善”的社会氛围。
②

1.2.2 国外研究现状

本文重点对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思想做出了进一步探究，由于国外大多数国

家实行资本主义的制度，和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是有很大的不一样，共同富

裕思想只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有所提及和实践，国外学者主要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研

究较多，对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思想的研究相对较少。国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马

克思主义思想中关于生产力发展、民主、社会主义制度等，没有深刻对共同富裕

的内涵和实现条件进行深入剖析，因此有借鉴意义的文章不是很多。就社会生产

力的发展来说，德国的库诺认为，马克思将经济生活看作为社会的真正生活职能，

强调经济过程是包括物质与精神生活关系的一切社会生活的基础，并指出社会生

产的概念意味着永恒重复满足社会整个物质生活需要，因此，马克思才使用“社

会生活的生产”“物质生活的生产”等相关概念。
③

在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中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是最重要的。大卫•波德提出，马克思在青年时期对异化劳动进行了探析，他认

为异化劳动的性质中，劳动的自我价值的实现对于促进人类社会走向繁荣是十分

重要的。同时他指出为了实现繁荣，个体的本质能力必须健康有力的发展，也就

是不仅要满足人类基本生理需求，又要满足教育、文化情感等方面的高级需求，

以及对工作和真正共同体的需求，只有这样，人类繁荣才是可能的。
④
L.塞夫从

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方面提出了科学的人道主义被认为是可以促进社会繁荣

发展的，马克思描述的个人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全面发展是可以通过发展矛盾的解

①
何阳,娄成武.面向共同富裕的第三次分配：机理、条件及路径[J].青海社会科学,2022(01):139-146.

②
孙豪,曹肖烨.收入分配制度协调与促进共同富裕路径[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

究,2022,39(04):3-24.

③
(德)亨利希.库诺(Cunow, H.)著；袁志英译.马克思的历史、社会和国家学说马克思的社会学的基本

要点[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④
(英)大卫•利奥波德著.青年马克思德国哲学、当代政治与人类繁荣[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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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而得以实现。人在社会关系再生产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的人类学就是关于人的

科学的发展的，因此其全部历史则可以看成是人类个体逐步繁荣发展的历史。
①

1.2.3 研究文献述评

马克思主义思想对我国建设实际具有很强的指导作用。国内学术界对马克思

主义共同富裕思想的研究也取得了不小的成果，并且主要集中在分析马克思主义

共同富裕思想的基本内涵、实现途径和对实现前景的展望等。研究促进我国共同

富裕的实现途径也主要集中在对初次分配、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分别促进共同富

裕的研究上，把这三种分配结合起来探究实现我国共同富裕。探究初次分配、再

分配和第三次分配协同实现共同富裕，使三者在发挥各自对收入分配作用的调节

基础之上，分析三者之间的互相联系和互相补充，对促进我国共同富裕的早日实

现做出更大的贡献。

国外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思想的研究和我国研究共同富裕思想还

是有很大差别的，没有从社会主义角度，没有站在广大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去探究

共同富裕的实现条件。我国实现共同富裕以收入分配制度的完善为主要，而国外

的研究仅仅局限在生产力和社会发展的角度，还不能够对我国共同富裕的实现提

供有用的理论借鉴。

总的来说，国内外现有的研究未能充分对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思想进行深刻

挖掘分析，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相关的著作也没能编辑出来，研究的内容大多

分散在对马克思共同富裕思想各个方面的研究中。本文通过深入分析马克思主义

共同富裕思想的内涵和实现路径，结合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思想对我国三种分配

方式的指导下，探讨在我国实现共同富裕需要三种分配协同实现。

1.3 研究方法和研究重难点

1.3.1 研究方法

1.文献研究法

本文将主要运用此种方法。重点系统梳理马克思恩格斯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

①
杨金海主编.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第 35 卷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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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者关于共同富裕思想方面的论述文献，重点是经典作家和国家领导人的各种文

集与选集；梳理学界关于共同富裕的学术著作、学术论文等文献资料。

2.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方法

本文仔细研究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体现共同富裕思想的文章和文献。在此

基础上，对共同富裕思想的观点及理论体系进行了系统梳理与总结概括。同时，

在共同富裕思想的指导下，深入分析探究了我国现阶段三次分配协同实现共同富

裕道路的切实方法与途径。

3.比较研究和系统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本文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不能实现共同富裕和社会主义生

产资料公有制社会可以实现共同富裕进行了比较分析，探索出我国实现共同富裕

的必然性。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思想的内涵和实现条件进行系统性分析，

分析出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思想对三种分配方式如何协同促进共同富裕的研究，

探索出我国如何三次分配协调配套，整体发力争取，早日促进共同富裕的实现。

1.3.2 研究重点与难点

本文重点研究三种分配方式协同促进共同富裕存在的问题和深层次原因。研

究探索实现合理收入分配制度对策。主要研究依据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思想，正

确处理三种分配方式与实现共同富裕的关系，初次分配、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的

相互补充关系，加强和完善政府宏观和微观调控，坚持我国的公有制和按劳分配

主体地位，健全收入分配机制，制定科学合理的收入分配政策。由于收入分配制

度属于基本的制度体系，我国其他学者的研究侧重于对三种分配方式分开进行研

究，本文研究的难点主要在于对三次分配协同促进共同富裕中，能否合理的使三

种分配方式发挥各自的作用，以确保正确的平衡公平与效率，达到既不损害市场

又发挥切实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作用。

1.4 论文的创新点与不足

1.4.1 创新点

1、研究视角的创新：当前我国关于改革分配制度实现共同富裕这条路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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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主要在探究初次分配在市场经济的调节下促进共同富裕的举措，再分配在

政府部门的政策手段支持下促进共同富裕，第三次分配主要发挥慈善捐赠的功能

促进共同富裕的实现。没有从根本上分析这三种分配制度具体的发挥的功能不

足，需要这三种分配方式形成合力，互相进行补充，进行完善使三者形成巨大的

合力，协同促进共同富裕的实现。

2、研究观点的创新：我国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制度可以在发挥我国制

度优势的基础上，通过大力促进经济生产力的发展，确保财富的稳步增长，通过

合理完善的分配制度，在财富分配上重点兼顾效率与公平，确保全体社会成员都

能平等的享受到我国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成果，努力实现社会公平，消除社会贫

富差距，使每个人都能过上财富富裕与精神富裕的美好生活，这也是我国共同富

裕所追求的理想状态。

1.4.2 不足之处

在相关文献资料查阅过程中，主要查阅国内相关文献研究，对国外文献梳理

的不够全面，因此对于国外的研究借鉴比较少。此外，限于目前本人理论水平和

实践经验的制约，本文对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思想和我国收入分配制度的解读和

分析更多的还是从理论视角出发所进行的，虽然也结合了当下我国三种分配方式

的现状，但是该研究分析的验证和发展依然有待未来学者的探讨和实践过程的检

验，同时部分理论分析过程仍然存在自我的局限性，这也是本文需要完善的不足

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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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思想的理论分析

2.1 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思想的内涵和实现条件

2.1.1 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思想的基本内涵

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思想的基本内涵为全体社会成员通过劳动协作不断解

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使全体社会成员都摆脱了绝对贫困的状态，社会产品物资

充沛，人人都过上了美好富裕的生活。人们之间不存在两极分化，又允许保持一

定状态的差距，但是这种差距只是在富裕前提下体现的程度上的差别，不会引发

社会不公，这种差别的存在是为了保证共同富裕的实现。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思

想可以这样进行表述：通过生产力的极大发展，并且提高相应的劳动生产率，就

可以消灭贫穷；进而在消灭贫穷的基础上，按照人们的需求，进行财富合理的分

配，就可以消除两级分化，保证社会的公平有序，和人们的自由全面发展。

“共同”强调的是通过公平分配消除社会成员之间的贫富差距，“富裕”强

调的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带来的经济增长和整个社会富裕水平的提高，这也是确保

实现平均分配的物质基础，共同富裕既是消灭贫困、消除贫富差距的理想社会状

态，也是社会基本矛盾作用下的社会实践探索。在以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和

全体人民共同劳动为前提的条件下，确保解除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不合理的社会制

度，确保每个人自由和全面发展得以实现；在实践中废除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

制的制度下以少数人获得财富为主的社会，“把生产发展到能够满足所有人需要

的规模；结束牺牲一些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些人的需要的状况”，
①
争取实现社

会和经济发展的果实平均分配到每个人的手中，全体成员共同享有。

2.1.2 共同富裕的实现条件

1. 资本主义私有制不能实现共同富裕

（1）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是产生贫富分化的根源

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在资本主义社

①
马克思、恩格斯:《经济学手稿》,1857-185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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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中，社会生产力得到极大的发展，社会财富创造的数量之多、质量之高、速度

之快大大超过以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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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资本主义社会在当时生

产力水平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创造了大量的社会财富，但是创造的这些财富仅仅

被少数的资本家所占有。随着资本家对生产资料的完全占有，为了赚取更多的剩

余价值，资本家披着“等价交换”原则的外衣，雇佣工人进行劳动，工人生产出

来的剩余价值被无偿占有。为了攫取更多的剩余价值，资本家们不断改进生产技

术，持续提高劳动生产率，使得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缩短，剩余劳动时间延长，

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转化为大量的财富，而这些大量的财富全部归资本家无偿拥

有，工人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得到的仅仅只是维持自我生存需要的少的可怜的财

富。随着时间的发展，“有产者”资本家越来越富有，“无产者”工人阶级越来

越贫穷，两个阶级之间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两极分化的现象也越来越严重，资

本主义社会的弊病也慢慢凸显出来。

在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下，资本家利用对生产资料私有这一特点，强

迫劳动者廉价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压榨劳动者的自由时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规

模的不断扩大，剩余价值不断增多，资本增值不断实现，资本家对劳动者的剥削

更加变本加厉，使得资本家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越来越严重，最终变成了资产

阶级和无产阶级两个阶级之间的矛盾，直接导致社会的两极分化。在资本家的世

界里，他们只关注自身财富的积累，只置身于资本周转速度的加快和生产力的提

高，使得原始资本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资本家获取了大量的财富，而导致的

结果是无产阶级的经济状况和生活条件越变越差。所以，在资本主义社会实行的

生产资料私有制下，社会矛盾尖锐，不进行一定的变革发展，资本家和劳动者之

间的矛盾无法解决。在私有制下，生产资料作为创造财富的主要动力被资本主义

以垄断的形式占有，无产阶级也就难以脱离被压迫被奴役的悲惨命运。马克思这

样表述，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在另一极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

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
②
无产阶级饱受剥削压迫想摆脱这样的命运，但是他

们很快向现实屈服，在资本主义社会下，他们的生活境遇只会更加悲惨，无法逃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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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因此要想获得自由就必须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

（2）消灭私有制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前提

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本质是剥削，掌握了掠夺剩余价值的所有活动，

导致异化劳动的产生。工人在不断被榨取剩余价值的情况下，不得不卑微出卖自

己的劳动力，被迫接受资本家的购买，以此获取自身以及家人生存和发展所需要

的生活资料。在这种生产条件下，工人们的劳动是强制的，是遭受到残酷剥削的，

工人们被迫出卖的劳动力也只是获得了极少的工资收入，面临的还是持续不断地

贫困。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虽然创造财富的主体仍然是劳动，但是工人们是劳

动的主体却不是财富的主体。资本家雇佣工人劳动，并支付工人相应的工资报酬，

在这个过程中，工人们获得的工资不是由辛勤劳动创造的价值，只是作为劳动力

的价格，而这两部分的差值就是资本家无偿占有的剩余价值。在资本主义生产资

料私有制下，工人除劳动力外干净的一无所有，除了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获取一丁

点工资用以维持生计，而这些工资在资本家眼里是微不足道的，仅仅只是皮毛而

已。这也就为什么工人贫穷，工人的工资不足以产生资本积累，更不能去实现资

本的增值，而资本家能够运用庞大的资本进行资本流通、资本积累、资本周转，

以此获得越来越多的剩余价值，也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财富。

资本主义私有制使得资本家对资本无限制的追逐和无穷尽占有财富，对无产

阶级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马克思明确指出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是导致社

会贫困的根源，明确对资本主义私有制进行批判，共产党人必须通过革命的手段

彻底消灭私有制。只有废除私有制，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所有的不利于社

会发展的不公平和剥削压迫，消除导致劳动和人的异化的不合理的制度根基，这

既可以消除社会的两极分化，解决贫富差距问题，把人从生产的束缚中奴役中解

救出来，使得人获得自由，使人的创造性和创新性能力得到充分的发展，这也是

全体人民和共产主义社会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前提。

马克思重新分析了私有制和阶级矛盾的关系，认为未来生产资料公有制社

会，应该是在资本主义取得成就的基础之上，厘清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如何相互促

进，在共产主义社会建立公有制的经济制度，通过建立相匹配的国家政权，实现

对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全体社会成员将通过联合劳动的形式，共同享有劳动，

享有劳动创造的社会产品，此时，劳动不仅仅作为无产阶级谋生的唯一手段，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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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中还能获得劳动所带来的快乐，人们生理上和心理上都获得了极大的满足。

生产力获得极大增长，集体财富充足，人和人之间的贫富差距消除，社会当中的

两极分化也消除，全体社会成员的利益、行动、目标都一致，实现对生产资料的

平等占有，物质和精神财富都不在匮乏，最终实现全体人民完全解放和自由全面

发展。

2、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物质前提

马克思指出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达能促进财富的大量积累，也可以大大提高

并确保财富的增长速度，为人类社会发展提供必需的物质支撑，从而推动共同富

裕的实现。另一方面生产力的高度发达可以促使劳动生产率提高，使必要劳动时

间减少，从而大大减少了个人的劳动时间，增加了自由时间。自由时间的增加，

人们可以随心所欲的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充分的发展，个人在学习成长中不断丰

富自己的个性，激发创造性，让自己用更好的状态进入到社会生产中。社会财富

又不断增加，人们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都得到满足，社会也不断进步，为共同

富裕社会的实现又奠定了更深的基础。

马克思指出“人类第一个历史活动的生产是生活资料的生产，那就是物质生

活本身的生产。”
①
马克思在唯物史观中表述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变革和社

会制度的演进。促进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是生产活动当中最基础的活动，也是人类

别的生产活动正常进行的保证。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人们生产生活所需要的财富的

积累，为人们提供充足的物质保障。经济不发展，社会就会落入到广泛贫困的境

地，共同富裕的实现就是为了消除贫困，消除在资本主义社会以私有制为基础的

剥削，造成社会极大的两极分化和广泛贫困。在资本主义发展成就的基础之上，

发展更高的生产力水平。要求无产阶级要联合起来，采取革命的形式，用一种全

新的、契合生产力本身状况的生产关系来取代过去旧的、不契合生产力发展的生

产关系。生产力的极大发展需要合适的生产关系推动，最开始要做的事增加社会

中所满足的财富，加快社会财富的正常流通，进而消除社会贫困。满足人们生活

上最基本的吃穿住行的需要，为人们解决了生活的负担，使得劳动者们每日不需

要为赚取足够的基本生活资料而忧愁，物质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人们在物质

生活得到极大满足的基础上，开始注重提高个人的精神世界，生产力的发展也为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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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提供了大量的自由时间，人们开始关注自己的内心，开始按照自己的想法发

展自己的兴趣爱去享受生活，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从事何种劳动，这样精神生活

和物质生活都得到满足的情况下，人们就可以重新作为拥有自由意志的人存在。

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可以使这种设想变为现实。

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是确保未来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实现的前提，高度

发达的社会生产力是共同富裕社会得以实现的基础。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前提

下，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创造出丰富的物质产品，按照各自的贡献平均分配到每一

位社会成员。社会发展到“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来自于资本主义社会压迫

剥削将完全不复存在，人们不必为争夺生活必需品进行斗争，社会的生产力是为

了人们富裕为目的。劳动在那个阶段就不在作为谋生的手段，全体社会成员通过

联合劳动的形式进行生产，平等的享用社会资料和共同的劳动成果，个人全面自

由发展，生产力得到极大增长，社会财富得到极大充分涌流，社会才能实现“各

尽所能，按需分配！”

3、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可以实现共同富裕

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导致资本家无穷尽的追逐剩余价值，压榨工人的劳

动力，导致劳动的异化，工人们遭受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整个社会贫富分化，两

极分化严重，无产阶级生活在一片水深火热之中。无产阶级要想摆脱贫困地步真

正实现共同富裕，就必须要从社会制度根源上消除贫困，所以广大无产阶级要联

合起来，采用暴力革命的措施，进行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打破旧的社会制度，

摆脱旧的国家统治机器，建立起适合时代的无产阶级政权。国家的政权被无产阶

级政权完全掌握之后，无产阶级就必须发挥自己的统治优势，通过革命的形式，

逐渐的夺取资产阶级手中的全部资本，完全掌握社会当中的全部财富，将所有的

可以生产社会资料的生产工具变为专门为无产阶级生产资料的工具。伴随着生产

资料有资本主义私有变为生产资料公有，建立公有制，生产资料就作为一种社会

公共产品，属于全体社会成员所有，全体社会成员就可以共同使用共同支配。这

也就显现出来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社会，全体社会成员平等占有生产资料，社会财

富不再归少数人所有，而是归所有人享有，就可以消除资本社会中由于财富占有

不均产生的贫富差距和两极分化。劳动者的劳动力属于个人，不再被资本主义剥

削占有，劳动者变成自由的个体，不必在为了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获取生活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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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为共同富裕的实现奠定了共同的基础。

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
①
在资本

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中，资本主义占有生产资料，压迫劳动者，产生了异化

劳动，劳动成果是完全属于资本家的。在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社会，由于生

产资料归全体社会成员共有，不存在产生异化劳动的背景和制度，劳动属于自我

劳动，不再是雇佣劳动，劳动成果也不再属于资本年，整个社会再无有产阶级和

无产阶级之分，每个社会成员能够尽情的享有自己生产的生产成果，社会财富也

不会被资本家少数占有，共同富裕的实现也不是空想而是具有现实性。

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是消灭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的重要历史前提。

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可以确保生产资料被所有社会成员平等占有，财富平均

分配，可以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无产阶级通过自己革命手段，推翻资产阶级压

迫统治，建立起属于无产阶级的革命政权，完全消除生产资料私有制，变成生产

资料公有制的社会，全体社会成员确保可以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上进行正常

的生产生活。生产资料在公有制状态下直接与劳动者相结合，劳动者直接使用生

产资料，不再通过资产阶级，劳动者提供劳动在生产中再不用提供剩余劳动力，

社会上资产阶级完全占有社会生产资料的境况将完全不复存在，进而引起的严重

两极分化的社会也彻底消除。在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发展下，最后的结果

只能是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富裕。

2.2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思想

2.2.1 毛泽东的共同富裕思想

毛泽东作为社会主义中国首次提出“共同富裕”概念的第一人，主要从政治

制度、经济制度等方面对共同富裕做出了阐释。建国以后，新中国面临着百废待

兴的局面，毛泽东为了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维护社会稳定，提出社会主义的根本

目标是为了实现共同富裕。他指出：“要巩固工农联盟，我们就得领导农民走社

会主义道路，使农民群众共同富裕起来，穷的要富裕，所有农民都要富裕，并且

①
马克思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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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裕的程度要大大地超过现在的富裕农民。”
①
这些话表明了我国的领导人从建

国以来就将人民群众过好生活放在首位，并且在毛泽东的带领下，我国的社会主

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也为我国共

同富裕的是实现奠定了基础。毛泽东还指出“全国大多数农民，为了摆脱贫困，

改善生活，为了抵御灾荒，只有联合起来，向社会主义大道前进，才能达到目的。

②
为此，当时党中央提出“两步走”战略构想，毛泽东认识到达到共同富裕的目

标，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要坚定不移的走社会主义道路，开展农民互助联合

的运动，发挥我国集体经济的优势，用集体的力量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给当时我

国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发展信心。建国初期，毛泽东指出农村中的两极分化现象

要实行农业生产合作化。当时农村地区普遍贫困，生产力低下，毛泽东实行农业

合作化是为了让全体农村人民都富裕起来，消除农民之间的贫富差距，达到富中

农水平，摆脱贫农生活。毛泽东一直致力于改善全体人民的生活水平和马克思实

现共同富裕的目标是相一致的。

2.2.2 邓小平的共同富裕思想

1978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同志在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思想和毛

泽东共同富裕思想的基础之上，总结历史发展经验教训，提出“社会主义不是少

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

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
③
邓小平同志的这一思想直接阐明了社会

主义的本质要求就是实现共同富裕这一重要论断。邓小平同志认为共同富裕是社

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基于马克思共同富裕思想认为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就是为

了全体财富归全体人民享有，和私有制社会中的贫富分化是有本质区别的，第一

次把社会主义的本质和共同富裕结合在一起。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

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灭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④中国在实现共同富裕的进程下，主要并首先要做的就是不断彻底解放生产力，

发展生产力，确保创造出更多的生产资料，为社会发展提供充足的物质保证。要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7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308.

②
中国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 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429.

③
中国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邓小平文选(第 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64.

④
中国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邓小平文选(第 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73-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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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起适合生产力发展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改革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旧制度。

其次是要坚持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进而创造出更多的物质财富，让社会当中的

大多数人都可以共同享有来自于改革开放发展的成果。

邓小平同志仔细分析了中国实现共同富裕所面临的重重困难，从发展着的事

实出发，提出共同富裕要坚持“共同”这两个字，避免导致两极分化。为此他提

出“两个大局”和先富带后富这两个实现共同富裕的主要途径。他指出“一部分

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

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①
这一思路彻底打开了中国实现改革开放的大局，

沿海地区由于有地位优势和经济优势，优先发展起来，然后反过来帮助内地落后

地区的发展，最后实现共同发展，避免产生两极分化。邓小平同志的共同富裕思

想开启了中国现代化共同富裕思想的先河，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要

指导思想。

2.2.3 江泽民的共同富裕思想

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末期，东欧国家开始了剧变，苏联社会开始瓦解，世界

的政治格局也因此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导致世界上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遭遇了

严重曲折的发展进程。江泽民同志作为我国新一代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的主要负责

人，进一步坚持和继承完善邓小平统治的共同富裕思想，首次提出“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用以应对解决国家出现的不同于以往的新情况和新问题。

江泽民同志从以下三个方面对是实现共同富裕做出了贡献。第一，江泽民同

志明确指出：“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既要提倡奉献精神，又要落实分配政

策……规范收入分配，使收入差距趋向合理，防止两极分化。”
②
在完全确保经

济持续发展的情况下，注重公平分配，使社会发展成果不单单是由“少数人”享

有，而是应该是由全社会共同享有，才符合共同富裕的原则。坚持运用市场调节

政府调节等手段，既要追求效率，也要兼顾公平，在合理的范围内拉开收入差距，

避免产生两极分化。第二，他提出要“不失时机地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
③
,西部

①
中国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邓小平文选(第 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73-374.

②
中国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江泽民文选(第 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22-23.

③
中国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江泽民文选(第 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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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开发战略进一步拓展了我国实现共同富裕的发展途径。由于东南沿海地区得益

于国家各种优惠政策的支持，发展较西部经济发展速度快，质量高，使得东部和

西部的发展进一步拉大。西部大开发战略给予了西部发展的各项政策支持，为缩

小地区差距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第三，1994 年，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党中

央通过了《“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他指出：“把解决贫困人口，贫困地区作

为首要任务，努力帮助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脱贫致富，共同享受发展成果。”
①
江

泽民同志建立起社会保障体系，到二十世纪末，我国建立了小康社会，基本上解

决了全国农村人口的温饱问题。

2.2.4 胡锦涛的共同富裕思想

新世纪以来，我国的政治经济实力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以胡锦涛总书记为核

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继续坚持走中国现代化共同富裕道路，并提出了统筹城乡

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等措施使得中国共同富裕发展得到进一步的创新。

胡锦涛同志提出“科学发展观”这一重要的科学理论，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

马克思共同富裕思想和中国特色共同富裕思想。他指出要“坚持以人为本，树立

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②
“以人为本”

这一思想切合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的主要内容，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

中明确指出：“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

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

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

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③
把发展和保障民生放在了更加重要的位

置，解决民生问题，推动建立更加公平的社会。

胡锦涛同志还提出东北振兴，中部崛起的区域发展战略，用以更进一步缩小

区域发展差距。指出：“强调要继续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

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这是……确保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也是保证我

①
中国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江泽民文选(第 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549.

②
中国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胡锦涛文选(第 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435.

③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

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R]，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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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各族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重大举措。”
①
这些举措可

以实现分区域实现富裕，对于更进一步实现共同富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胡锦涛

同志提出缩小城乡差距的举措，加强三农工作，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推动建设

新农村的过程中，要着力于增加农民工的工资收入，出台一系列政策用以增加农

民的收入，进一步缩小城乡差距。胡锦涛同志关于中国实现共同富裕的探索是非

常成功地有效果的，为新时代我国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理论基础。

2.2.5 习近平的共同富裕思想

新的时期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已经进入了新时代，习近平同志一脉

相承的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我国历届领导人探索总结出来的共同富裕

思想，并在此基础上做了极大的升华，更加契合新时代我国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

习近平同志明确提出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这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任务。习近平同志提出要把国家利益、民族

利益和人民利益要紧密的联系起来，作为新时代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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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
这一论述简

明直接指出新时代如何解决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意简言赅的指明我国在新时代

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方向和道路。

习近平同志的共同富裕不仅仅体现在理论继承上，还体现在实际问题的解决

上。习近平同志着眼于我国经济社会具体发展创造性提出了“明确坚持和发展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分两步走在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国。”
③
这些论述对于我国分阶段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大的指导意

义，为新时代我国实现共同富裕奠定了理论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

记把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习近平总书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坚

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把人民摆在发展的重要位置，人民是中国共产

①
中国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胡锦涛文选(第 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435.

②
习近平．扎实推动共同富裕［J］．求是，2021( 20) : 4－8．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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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

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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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共同富裕思想的核心要义。习近平同志提出“精准扶贫”重要思想，强调要：

“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
①
在此后的脱贫攻坚工作中，习

近平总书记的脱贫攻坚思想帮助我国实现全面脱贫，为新时代我国共同富裕的实

现贡献了重要力量。新时代以来，我国发展面临的不平衡现象越来越严重，表现

在区域发展不平衡和城乡发展不平衡等关系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经

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要坚持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改革完善收入

分配制度，为社会发展问题的解决和实现共同富裕打下坚实基础。

习近平新时代共同富裕思想是新时代我国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坚实行动指

南，彻底把我国实现共同富裕面临的问题和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思想结合起来，

把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对促进指导我国早日实现共同富裕和世界的和平发展显

示出巨大的意义。

①
习近平赴湘西调研扶贫攻坚[EB/OL].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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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三次分配的理论分析

3.1 三次分配的内涵

3.1.1 初次分配的内涵

初次分配指的是国民生产总值中与生产要素直接联系的分配。主要是由市场

机制主导的进行资源合理配置的活动，是我国收入分配中最主要的形式，在收入

分配中占比最大。初次分配真正意义上是社会财富收入的第一次转化，在财富生

产效率的提高和财富创造效率的提高发挥重要的作用。

市场经济的运行过程中，在进行生产活动时重点是有一些生产要素发挥各自

的作用推动市场经济正常运行，比如劳动、资本、技术、土地等。要使用这些基

本的生产要素需要支付一定数量的报酬，而这些一定数量的报酬就是这些生产要

素的拥有者获得的收入。生产要素拥有者取得收入的多少与投入生产要素的数量

和质量以及贡献率的大小有直接关系。政府运用国家赋予的权力为社会和人民服

务进而征收各种税款所形成的收入。这三大主体所形成的总的收入构成了我国初

次分配的总收入。

在我国初次分配主要依靠市场运行的规则把生产过程中创造的价值分配到

拥有生产要素者的手中，生产要素的价格主要由市场竞争过程中的供求关系决

定，这个过程体现初次分配依据效率。在初次分配领域主要依据按劳分配原则，

但是在我国按劳分配原则处于次要的位置，因此在初次分配中出现了一系列问

题，例如城乡和区域收入差距较大、在非公有制经济中出现收入极化现象、农民

收入在初次分配中处于劣势地位等问题。

因此，单单靠初次分配实现共同富裕和社会公平是不够的，还应该在再分配

和第三次分配上寻求合理手段共同促进社会经济增长和共同进步。

3.1.2 再分配的内涵

再分配是指在国民生产总值中补充在初次分配之后的在整个社会范围内进

行的二次分配。主要是由国家各级政府以管理者角色通过税收和财政支出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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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国民收入的分配。再分配在收入分配中发挥的作用也非常重要。再分配也可

以理解为社会财富收入在初次分配中出现的分配不均衡现象的有利补充。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中，再分配主要作用是确保社会公平，用税收，社

会保障和转移支付等手段缩小初次分配造成的过大的贫富差距。由于初次分配是

由市场经济主导的分配，不可避免会出现市场失灵的问题，需要再分配中政府运

用必要的手段进行干预。初次分配中导致城乡和区域收入差距较大的问题需要再

分配中政府通过社会保障，征税和财政支出等手段进行调节，是收入差距和区域

差距进一步缩小，有利于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由于收入差距的无限扩大可能会

导致许多社会问题的发生，不利于社会环境的稳定和政治环境的稳定，需要再分

配中政府加大税收、社会保障和转移支付的调节力度，这也是推动共同富裕的重

要途径。目前在我国再分配制度也面临着很大的挑战。税收的征管能力亟需提升，

社会保障制度虽然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在社会不断的变化之中仍需要进一步

完善，转移支提付的效率和精准能力也需要升。

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作为收入分配中两种重要的方式，相对应的是市场与政府

之间的关系，效率和公平之间的关系。在收入分配中捋顺两种分配之间的关系对

解决收入不公平的问题，推动经济快速健康发展，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发挥着重

要的作用。

3.1.3 第三次分配的内涵

第三次分配的笼统含义是指资源进行的资源的一种再分配形式。详细的说，

第三次分配是指拥有高收入的群体或个人，占有充分社会资源的个体或企业，在

社会伦理道德，良好社会风气，和家庭社会培养的优良习惯的影响之下，用完全

自愿的，无偿不求回报的理念，通过捐赠资助，开办慈善事业，提供志愿服务行

动等方式，将自己拥有的财富或资源分配给有需要的困难人群、处于社会弱势的

群体以及其他特殊群体的行为。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第三次分配主要是用来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

存在的不完善进行必要的补充。第三次分配以公益慈善机构为主体，带有很浓厚

的公益和道德气息，公益慈善机构以公益活动为主，不具有盈利的作用，政府也

对其不具有约束。相对于市场和政府对收入分配发生的作用，第三次分配中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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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慈善可以通过济贫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初次分配造成的市场失灵问题，还

可以通过资源的捐赠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政府分配不足的问题，比如慈善机构对贫

困地区捐赠的学校、图书馆、医院等基础设施对促进经济长足发展和社会和谐起

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第三次分配进行分配的主要措施是用多种方式进行社会救助，完全自愿进行

的慈善捐赠、志愿服务提供的多样化和常态化，是社会中的各类主体主动自愿将

自己的财富、资源、技能、服务等内容向需要救助的社会弱势群体进行转移，能

够发挥自身的优势，是社会中的资源下沉落实到农村或者社区，有效的提高救助

的效率和救助的难度，使得捐赠物资与困难群体实现精准有效的对接，并且与初

次分配和再分配形成合力相互补充，相互完善构成了中国特色的收入分配体系，

有利于缩小社会发展过程中造成的城乡发展差距、收入发展差距和区域差距，有

助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有利于更好的推动我国共同富裕的实现。

3.2 三次分配的理论框架

在我国，三种分配方式在时间上是同时存在的，我国在进行经济发展的时候

需要三种分配同时发力。但是从逻辑来看，首先是初次分配进行收入基础分配，

其次再分配进行调节，最后是由第三次分配进行补充和完善。

初次分配在收入分配中发挥基础性的作用。初次分配的重点是对资源进行合

理配置。首先要保证在经济建设中怎样把“蛋糕”继续做大，接下来要考虑市场

经济中的各类生产要素如何配置到相应的生产领域，怎样利用资本市场达到生产

要素的组合配置，社会生产生产出来的产品如何进行分配。初次分配在收入分配

中侧重于效率和激励，要坚持劳动报酬归劳动者所有，资本报酬归资本所有者所

有，努力达到合理的配置。

再分配是在初次分配过后，更加关注社会公平，政府通过一系列再分配手段

对初次分配过程中的不合理环节进行适当的调整。政府通过立法实施基本社会保

障制度、税收制度、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等再分配制度对各类收入分配的主体进

行再次分配。政府对收入分配的再次调节，以确保公平为原则，是整个分配体系

中最为关键的一步。再分配对收入调节的过程中，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一

个重要内容。再分配中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核心是全体社会成员都享有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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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的机会获得基本公共服务，包括就业，教育，医疗等基础而又关键的服务。加

大再分配的调节力度，更好发挥政府的突出作用，更好的处理直接税、社会保障

和政府间的转移支付等等这一系列问题，对初次分配产生的各种问题都可以得到

有效和有力的解决。

第三次分配是继初次分配、再分配之后发挥必要的补充作用。第三次分配通

过慈善和捐赠把社会收入中富裕人群的资金无偿的赠与贫困人群，从而实现全社

会的收入转移，可以在一定作用上发挥调节收入差距的作用。第三次分配作为一

种偶然性和临时性手段，可以弥补收入分配中产生的“缝隙”，通过一部分财富

的转移和分配，可以提升困难群体的生活质量和经济水平，进而可以促进社会整

体经济水平的提升。但是发挥第三次分配的作用还需注意，第三次分配更讲究自

愿的原则，社会上应避免出现类似于“杀富济贫”这种道德绑架的现象，也不能

出现利用道德水准对富人进行“逼捐”的行为，这样不利于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

也不利于共同富裕的实现。

初次分配、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哪种分配方式对于经济

发展和共同富裕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三者相互促进相互补充。我们不仅要兼顾

发展过程中效率与公平的整体统一，还要完善各个分配环节中的体制机制建设，

形成优势互补的协调配套的分配制度。

3.3 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思想对三次分配协同促进共同富裕的

理论指导

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思想是在当时的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提出

的，资本主义社会虽然创造了庞大的社会财富，生产力也高度发达，但是由于资

本家的疯狂掠夺，财富全部都集中在资本家手中，劳动者被疯狂剥削，所以资本

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贫富差距严重，社会极度两极分化，共同富裕的社会是

不可能实现的。共产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社会，坚持按需分配，每个人都能自由

富裕的生活，最终必然实现共同富裕。我国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生产资料公

有制，大力提高社会生产力，促进经济大力发展，在创造大量社会财富的基础上，

又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制度，和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思想里所提倡的按需

分配具有共通之处。完善初次分配、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协同发展为主的收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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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制度，能有效的弥补按劳分配的不足，在通过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思想的指导，

探索三种分配制度协同促进共同富裕的路径，确保我国共同富裕的早日实现。

3.3.1 初次分配对促进共同富裕起基础作用

初次分配对促进共同富裕起基础作用。初次分配是直接通过市场调节实现的

分配。资本主义私有制社会和社会主义公有制社会，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社会制度，

但是在经济发展上都实行市场经济，进而出现两个完全不同的分配制度。在资本

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财富的初次分配按照拥有资本量的大小来分配。资本

家完全占有生产资料，也占有极大的资本量，拥有资本量的资本家不断进行资本

扩大再生产，攫取更多的财富，是财富全部集中在自己手里，并贪婪的的压榨劳

动者的剩余价值，不断实现剩余价值的增值来扩大自己的财富。在这种分配制度

下，能分给劳动者的财富少之又少，仅仅只能维持基本的生活资料，要实现财富

的增值是根本不可能的。而拥有全部财富的资本家是非常富裕的，工人一直处于

贫困之中，贫富差距非常大，因此资本主义私有制社会是不可能实现共同富裕的。

我国坚持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制度，在分配制度上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

的分配制度。以“按劳分配”为主的分配方式决定了社会财富的分配是与工人的

劳动是密不可分的。工人在公有制社会提倡多劳多得，少劳少得，生产出来的劳

动成果全部属于国家和工人，这极大的调动了工人的生产积极性，还提高了财富

的创造效率，工人只要辛勤努力劳动，就可以获得自己劳动所带来的财富，在真

正意义上成为了财富的所有者。因此，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社会，工人可以享受劳

动带来的快乐和财富的自由，工人们成为自己财富的主人，不用再遭受压榨和剥

削，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和提高，社会主义公有制社会必然可

以实现共同富裕。

3.3.2 再分配对促进共同富裕起重要作用

再分配对促进共同富裕起重要作用。再分配作为财富收入的第二次调节，由

政府作为主要的发力点，根本上是为了弥补初次分配在市场作用下产生的贫富差

距收入差距等问题。

再分配中政府通过税收手段征收一定的财政收入，按照社会公平的要求，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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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财政收入用基本公共服务的形式，在教育、医疗、就业、卫生等方面进行重

新分配，这种分配有目的的向一些贫困人群转移，可以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防

止社会上出现因一些不可抗力因素出现导致的的贫困现象。改革开放之初，我国

的经济发展进程缓慢，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我国提倡效率优先的原则，对公

平原则进行了忽视，进而导致了社会上出现了较大的收入差距和贫富差距。随着

各届领导人的探索公平问题被日益重视起来。由最初的重视效率忽视公平，到逐

渐发展成更加注重公平，再到现在的公平和效率都要兼顾，二者缺一不可。在我

国实现共同富裕的进程中，公平原则和效率原则同等重要。效率原则是为了确保

我国需要生产一定量的财富满足富裕的要求，公平原则是为了把社会中的不平等

现象加以调节缓解，为了满足公平的要求。只有富裕和公平的原则满足了，社会

才可能实现共同富裕。

初次分配中以按劳分配为原则，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有劳动能力的人通过辛

勤劳动，获取了一定的社会财富。自我国由于地理位置和社会发展条件等因素，

各个地区的人获得财富能力也有一定的差别，按劳分配不可避免的导致了一些地

区的人收入较高，一些地区的人收入较低，因而再分配就是通过财政手段，区域

和地区之间的收入不平等进行转移，保证贫困地区的人脱离贫困，最终共同实现

富裕。

3.3.3 第三次分配对促进共同富裕起补充作用

第三次分配对促进共同富裕起着重要的补充作用。第三次分配主要通过慈善

机构对社会上的困难弱势群体进行捐赠、帮扶等社会公益行为。第三次分配是在

初次分配、再分配之后对社会进行补充分配。

发展条件和发展资源的不同，促使社会中的一些人占得发展先机，成为首批

实现富裕的人，这些富人在享受社会发展成果的同时，在社会文化，道德文化的

影响之下，用自愿捐赠的方式来回报社会，把自己的可支配使用的财富无偿的转

移到贫困人群手中，这些贫困人群得到这些财富之后，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逐

步脱离贫困走向富裕。第三次分配对促进我国共同富裕是十分必要的，相关部门

应积极行动起来，出台关于慈善捐赠的一系列政策措施，让慈善事业在我国形成

良好的风气，让个人和企业积极投身于公益事业，加大捐赠力度，促进第三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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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为我国早日实现共同富裕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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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三次分配促进共同富裕主要取得的成效、面临的挑战

4.1 三次分配促进共同富裕主要取得的成效

4.1.1 居民收入水平得到显著提高，收入来源逐渐丰富

我国的收入分配制度不断发展完善以来，人们的社会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

化。我国实行的是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初次分配中

不断完善居民的收入体系，居民的收入水平得到明显提高。

从 1978 年到 2020 年，我国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从 343 元增长到 43834

元，42 年间增长了 128 倍，我国农村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从 134 元增长到 17131

元，42 年间增长了 127 倍，全国居民的人均收入从 171 元增长到 32189 元，42

年间增长了 188 倍。城乡居民的可支配收入的增长，说明了我国初次分配的成效

明显。全国居民的消费水平从 1978 年的 184 元增长到 2020 年的 27439 元，其中

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从 393 元增长到 34043 元，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从 139 元增

长到 16046 元。城乡居民的恩格尔系数由 2010 年的 33.6 降低到 2020 年的 30.2，

居民的消费水平与收入水平有紧密的联系，因为收入水平的大幅增长，消费水平

也在不断增加。

收入分配制度经过不断改革之后，城乡居民的收入来源也发生了很大的变

化。除了最基本的工资收入外，我国还积极探索其他收入方式，使得其他收入方

式也逐渐多元化。市场分配中按要素分配制度的深化和完善，居民的获得财富的

方式也逐渐丰富。其中财产性的收入是第一位的，财产性收入包含着资本、土地、

技术等要素参与社会生产取得的收入，这些收入可以进行积累和增值，使得一部

分的人的收入大大增加，在社会中可以造成一定的收入差距。2010 年到 2020 年

这 20 年以来，我国居民的人均可支配工资性收入从 7320 元增长到 17917 元，城

乡居民的人均可支配经营净收入从 2402 元增长到 5703 元，军民的人均可支配财

产净收入从 778 元增长到 2791 元，居民的人均可支配转移净收入从 2019 元增长

到 6173 元。城乡居民各种非工资性收入的增长，表明初次分配中按生产要素分

配的方式，导致居民工资性收入不再作为主要的收入来源，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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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的发展，居民的收入不仅大幅提升，收入来源也逐渐丰富化，生活条件也逐步

提高。

居民的收入大幅提升使得居民的生活水平也有了极大的改善，从最开始的温

饱问题的解决，再到全社会基本实现整体小康水平，最终在新时代进入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居民收入的不断增加，贫困人口逐年减少，贫困发生率逐年降低，中

国正朝着共同富裕的道路越走越近。

4.1.2 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再分配特色调节机制不断建立完

善

再分配中对个人所得税的征收不断调整变化。2010 年我国个人所得税的征

收仅为 4837 亿元，到 2020 年增长到 11568 亿元，短短 20 年的时间增长了 6731

亿元，增长了 2.4 倍，个人所得税的征收收入不断增加，源于个人的收入的不断

增加。初次分配按生产要素分配导致了收入差距，政府对个人所得税征收的不断

上调和完善，有助于缩小社会收入差距，确保社会公平。近年来，政府在财产税、

遗产税等的征收上也加大了力度，进一步提升了所得税的累进效应，对富人和企

业的收入进行了一定的调节，避免因收入差距过大造成社会的两极分化。政府不

断出台关于个人所得税征收的一系列法规，从 1980 年开始，我国就出台了关于

个人所得税的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得税法》，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开始

建立，到现在，随着经济的运行，政府仍在不断完善我国的个人所得税法，根据

收入情况不断调整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用法律来维护社会公平。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断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建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

保障体系。社会保障制度成为了维护人民生活的安全网。我国的社会保障主要致

力于养老保险、城乡低保、就业保障、住房保障、基本医疗服务等方面。社会保

障制度下，我国的养老保险参与人数逐年增加，由 2010 年的 25707 万人增加到

2020 年的 45621 万人，除此之外，我国参加社会保险的人数也逐年增加，各种

参保人数的增加说明了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大大提高了居民的参保意愿，

居民的参保意识也在不断提高。我国的城乡低保制度也在不断优化，随着经济发

展水平的提升和社会保障的日益完善，我国低保参加人数也在逐年下降。城镇人

口中参加低保的人数从 2010 年的 2310.5 万人减少到 2020 年的 805 万人，农村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思想与三次分配协同促进问题研究

31

人口中参加低保的人数从 2010 年的 5214 万人下降到 2020 年的 3620.8 万人。政

府促进就业政策也在不断完善，通过实行统筹城乡发展的就业政策，城乡居民的

就业率在不断提高，失业率不断下降，确保劳动人员能够充分就业。逐步完善住

房保障制度，更好的保障安置性住房的发放，提高安置型住房的入住率，确保公

平分配，确保“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政府转移支付发展迅速且完

善。我国政府的转移支付手段主要由财政补贴构成，政府发挥转移支付的均等化

效应，利用专项财政资金的转移支付，均衡了地区间的财力差距。城乡之间的转

移支付提高了城乡居民收入，其中，农民受益最大，城乡差距得到了一定程度的

缩小。转移支付中的一系列举措还推动了地区之间的一体化发展，缩小了区域差

距。

4.1.3 慈善事业取得长足发展，成果颇丰

十九届四中全会第一次以党的文件的形式确立了第三次分配的位置，第三次

分配是对初次分配、再分配的有益补充。根据数据统计，近些年来我国慈善资源

的总量不断增加，慈善机构数量也不断增加，公益群体、公益组织的数量也在不

断增加。我国慈善事业获得了快速的发展。

2020 年据慈善机构蓝皮书显示，我国的公益资源总量预测达到 4100 亿元，

较 2019 年增长 18.85%,其中社会捐赠总量为 1520 亿元,彩票公益金总量为

959.84 亿元,志愿者服务贡献价值折现为 1620 亿元。公益资源的总量达到了新

的高度。我国的高收入人员和企业的慈善捐赠也在大幅增长，捐赠意识也得到大

幅提升，捐赠方式不仅仅是现金捐赠，还有像股权等其他方式的捐赠。慈善资产

的管理机构也逐步建立，慈善信托数量逐年递增，社会各界积极探索和实践慈善

信托。慈善信托资金在我国的发展从传统的教育、医疗、环境治理等领域，拓宽

到金融公益、对行业的支持、投资新兴企业等新生领域，还在国家发展战略例如

乡村振兴、航天等战略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志愿服务开始了新的发展阶段，据统

计数据，我国实名志愿者的注册人数不断上升，志愿团体也逐渐增加。志愿服务

的内容和活动也逐渐多样化和丰富化。涵盖了教育、养老、文化等多种多样的领

域，广泛动员人民群众的社会力量，成为促进社会公平，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实

现我国共同富裕的新兴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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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三次分配促进共同富裕面临的挑战

4.2.1.区域、城乡、行业居民收入不断扩大

初次分配以市场为原则进行。由于市场分配的无序性和自发性，导致以按劳

分配为主的初次分配中生产要素和劳动要素分配关系失衡，出现了一系列问题。

城乡关系中生产力发展的不平衡导致城乡居民的收入逐渐拉大，城镇居民的收入

远远高于农村居民的收入，城镇居民的收入是农村居民收入的好几倍，导致了城

乡问题十分紧张。我国地区之间生产力发展的不同，政策的不同，资源丰裕程度

的不同，导致了区域之间的收入不平衡加剧。我国东部地区经济发达，收入水平

高，西部地区自然条件恶劣，位置偏远，经济发展较为缓慢，居民的收入也有很

大的差距。行业差距也在市场经济下越来越大，近年来，服务业和互联网产业的

迅速发展，利用科技优势，我国信息技术类产业人员工资最高，第一产业人员工

资最低，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人员之间的工资差距也比较大。收入差距会导致

社会的动荡不安，不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影响共同富裕的实现。

政府在发挥再分配中社会保障手段时，城乡居民由于交通设施不完善，就业

政策不充分、教育资源不平等、在基本公共服务上也有很大的差距。农村人口受

到户籍制度的限制，无法享受到与城镇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务。农村的现代化程度

较低，交通、通信技术等基础设施建设覆盖率较低，导致发展不足。

4.2.2 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占比较低

我国初次分配中由于按劳分配受到产业结构不同、市场供求关系、行业垄断

的等因素的影响，导致国民收入分配中劳动者收入报酬占比持续下降。改革开放

后，所有制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分配方式也发生了相应的改变，公有制的比

例不断下降，导致私营企业和普通劳动者收入之间的差距拉大。产品的市场垄断

使得资本要素在一定时间内能够获得高额的财富，导致劳动者应得的劳动报酬大

打折扣，资本比重上升。市场中的行业垄断使得行业内部的利润大幅增加，用以

在投资，资本收入在度挤压劳动收入，企业获得巨额报酬，劳动收入的占比再次

下降。产业结构的不同也会导致劳动报酬比例下降，第一第二产业中工人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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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低，第三产业中工人的收入较高。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的

比重逐渐在降低，第三产业的比重逐渐增加，产业结构的调整使得劳动报酬比重

的下降是必然的结果。

4.2.3 政府在收入分配中的制度还不够完善

我国税制改革中税制结构虽然相对完善，但是直接税比重占比较低，间接税

比重占比较高，间接税为主体的结构较为容易导致人们的税收负担，加剧群体间

的收入不平等，直接税中财产税和所得税的比重仍不够高，未能体现政府税收的

调节功能。财产税的征收税基较窄，作用并不突出。在个人所得税方面，虽然经

过改革对居民的收入差距有所调节，但是在税前费用扣除中未能完全考虑居民的

家庭差距、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影响，导致在个人所得税征收上造成了一部分

家庭负担。政府税收的专业化和信息化水平也略有不足，税收部门之间的信息资

源共享不足，数据共享不够全面，信息化进程发展较慢，不适合当前以大数据发

展为主的社会。

社会保障制度中也产生一系列问题。首先，城镇居民和乡村居民在保障水平

方面仍有很大的差距。城镇居民在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险方面，普及率

较高，基本实现养老保险全覆盖，保险意识较强，而在农村居民之间养老保险和

医疗保险的人数还未做到全部普及，仍有一部分人未能享受到保险政策带来的实

惠。其次，社会救助方面，专项救助的发挥还受到一些限制。各类救助在专项救

助中往往集中于低保家庭，忽略了其他一些困难群体，在对困难群体确定，困难

群体精准救助方面仍有不足，救助不够全面精确，一些困难人员还处于贫困的边

缘。最后，在基本医疗公共服务方面支出比重仍偏低。不同地区不同人群之间在

对基本公共服务的享有上还存在差异，在基本公共教育、基本公共医疗、基本基

础建设等方面还不均衡。人民群众急切需要的公共服务领域仍存在难点，发展不

足等方面的缺陷。

政府在转移支付中缺乏准确性和转移效率。我国的转移支付制度相应的法律

法规体系为能健全，导致一些转移支付制度缺乏相应统一的规定，缺乏配套的法

规，转移支付的科学性和一致性仍有不足。转移支付资金使用的相关监管机制不

够完善。现有的制度下，政府转移支付的专项资金产生了管理散乱，效率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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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的碎片化程度较高，导致转移支付的资金不能有效使用。中央和地方转移支

付的边界不明确。一些使用资金地方不能按照地区发展情况进行自由支配，限制

了地方财政资金的统筹规划能力。

4.2.4 第三次分配体系不够完善

虽然国家为第三次分配制定了《慈善法》等相关法律，对慈善捐赠和公益捐

赠起到了一些保障作用，但是在法律内容的细化，法律规章的完善还是存在一些

问题。出台的法规中对慈善组织的责任和义务缺少相关明确规定，慈善组织在承

担义务时没有明显的作为，对慈善组织责任方面界限不够明确。在慈善组织的法

律保护方面仍有不足，一些该有的保护措施没有到位。针对于慈善组织的监督与

督查机制也不够完善，导致慈善组织中个人私自挪用慈善资金等现象时有发生，

慈善捐款流程未公开化透明化，公众没有权利查看捐款数额和捐款去向，导致公

众的捐款意愿降低。目前，我国的捐款资金和资源重点在教育和医疗领域，捐助

的大部分资金都投放在了乡村教育和高校教育，还有乡村医疗养老医疗方面，慈

善捐赠偏向性明显，不利于社会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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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三次分配协同实现共同富裕的机制探讨

在我国推进共同富裕的进程中，我们国家领导人带领全体人民实现共同富裕

做了许多有益的探索，但是在社会主义分配领域，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仍然比较

突出。因此，如何更进一步深入探索收入分配改革，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和第

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收入分配体系，是一个最现实的挑战。初次分配是收

入分配的基础，主要依靠市场调节进行，在市场上经济下劳动力、资本、土地、

技术等生产要素依托市场配置，按照各自对财富的贡献大小获取回报。再分配发

挥保证公平的作用对收入分配起着重要作用。再分配通过建立税收制度、社会保

障制度、转移支付制度等，加强对收入分配中高收入群体的约束和低收入群体的

扶持，致力于缩小初次分配导致的收入差距。第三次分配对收入分配起着重要的

补充作用。第三次分配引导和鼓励高收入阶级加强社会责任感，自愿对资金和资

源进行自愿捐赠，进行高收入群体到低收入群体之间的财产转移，可以促进底层

人民更好的享有发展成果。

三种分配方式各自的分配原则不同，分配方式不同，但在我国分配制度中三

者是一个紧密联系的有机整体。应该充分分析三种分配方式的优势特点，初次分

配虽然是市场调节，但是在追求效率的原则上不能忽视公平的原则，这就需要再

分配发力，在收入分配上兼顾效率和公平，在初次分配方面运用完善最低工资制

度，深化要素改革等措施，提高劳动力创造财富的效率。再分配是以初次分配为

基础的，因为初次分配提供的各种要素参与的社会分配，再分配才能根据初次分

配的分配出台规范一系列相配套的政策体系。第三次分配是对前两个分配方式的

重要补充，是以前两种分配方式为前提的，要通过再分配优化慈善捐赠的相关制

度和法律规范，积极引导促进全社会范围内的捐赠。这样才能充分发挥三种分配

方式的协同作用，实现统一整体发力，相互促进，相互发展，在促进我国实现共

同富裕的进程中发挥相得益彰的作用。

5.1 重点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促进收入分配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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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效率和公平要共同兼顾，二者缺一不可

在我国社会主义公有制下，收入分配制度中注重“效率”体现的是对社会财

富的追求，注重“公平”体现的是对社会财富平均分配的追求。要建立完善的收

入分配制度，不能因为注重追求效率，盲目扩大财富，在社会中形成社会财富集

中在一部分人手中的情形，也不能因为注重追求公平，可以去分配财富，影响社

会财富生产的效率。收入分配制度中更要兼顾公平和效率的统一，应当把公平建

立在追求效率的基础之上，效率也应该要以公平为实现前提，实现两者的统一。

兼顾效率与公平的统一，就要利用市场配置不断生产足够的社会财富，保证经济

的健康发展，还应利用政府手段加强对社会财富的调节，保证足够的公平，确保

劳动者公平的获得分享社会劳动成果的机会。

5.1.2 收入分配制度需要建立完善的体制机制

收入分配制度中体制机制的建立完善可以充分保证三种分配方式作用的发

挥。初次分配中以按劳分配为主，因为生产要素的多样，劳动者在取得收入时往

往伴有收入分配不均现象，导致社会出现贫富差距问题。要建立完善的市场机制，

促进生产要素合理流动，为劳动者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还应完善最低工资制度，

健全工资决定机制，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再分配中政府应在税收、财政、社会

保障等方面建立相应的体制机制。要完善税收制度，缩小社会中的贫富差距进一

步扩大现象；完善财政制度，给予处于弱势市场主体和农民一定的财政补贴，缩

小收入差距；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争取早日实现共同

目标。第三次分配近些年来在我国才发展起来，相应的体制机制极不完善。要建

立激励机制，大力发展慈善公益事业；完善监管机制，对慈善的资金进行相应的

法治监管。

5.2 在初次分配中更加发挥再分配的作用

5.2.1 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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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初次分配领域，提高劳动报酬的占比是非常有必要的。在社会主义公有制

社会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劳动者的劳动所得就是最重要的收入来源。在生产

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中，生产要素在生产财富中的作用和地位是有差别的，有些

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参与获得劳动收入的比重较大，会导致财富的累计或者独

占，不利于共同富裕的实现。要提高劳动报酬在收入分配中的占比，使劳动者在

付出自己的劳动之后能够平等的获取所得的财富，坚持劳动贡献是应该归劳动者

所有。限制在非公有制经济中资本等生产要素获得额外的收入，导致劳动者收入

减少，或者资本收入无限增大引起的收入两极分化。发挥国有企业的作用，不断

增大提高社会生产力，改进生产方式，提高全社会的劳动生产率，坚持全部生产

资料属于劳动者，增加劳动者的收入，缩小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差距，促进共同富

裕的早日实现。

5.2.2 确定最低工资制度，增加低收入者的收入

政府制定最低工资制度，适时调整最低工资的指导线。政府应该根据经济发

展的运行状况灵活的制定最低工资标准，健全工资支付保障机制，着力提高低收

入者的收入。政府还应对社会生产中收入过高的企业进行精准调控，建立完善的

税收和监督机制，把控企业工资总额，避免一些个人收入过高。要完善就业政策，

加强对劳动者专业技能培训，提升劳动者的劳动能力，增加劳动所得收入；创造

公平的就业环境，让劳动者都能稳定就业，通过勤劳致富改善生活水平。对就业

困难人群实行帮培，改善就业歧视和不平等现象，让全体劳动者通过自己的双手

辛勤劳动获得劳动收入。

5.2.3 对劳动力市场要加强必要的监管力度

在我国虽然初次分配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为主的分配方式，但是在

劳动力市场仍然充斥着就业歧视、拖薪欠薪、劳动纠纷等影响劳动者获取收入的

现象。政府完善就业保障机制，消除社会范围内的就业歧视，确保劳动者和都能

参与到社会劳动中。政府应该要健全余缺调节机制，主张用人主体灵活用工，倡

导劳动者灵活就业，积极引导有需求的市场主体采用共享的形式促进劳动力的合

理分配。建立工资支付保障制度，对不按时发放或者有意不发放劳动者公子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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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主体，采取强制法律手段，采用奖惩相结合的方法确保工资的按时发放。健全

劳动纠纷调解机制，形成“一站式”处理，充分保证劳动者劳动权益的实现。加

强劳动力市场监管能有效的确保劳动者的根本利益，提升劳动者劳动的积极性，

为社会创造更多更大的财富，也有利于共同富裕的实现。

5.2.4 重点加强要素市场化改革，注重分配公平

要素市场化改革是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稳健运行的关键。主要目标是由市

场决定价格，形成价格的要素都交给市场，通过市场竞争促使价格的形成，政府

不得进行不正当干预，保证市场要素流通自主有序，适时调整供求关系的平衡，

保证高效公平的市场资源配置。

要素市场化改革在一定意义上保证了市场秩序的公平性。我国的收入分配制

度中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多种分配方式就是按要素进行的分配。

在进行要素市场化改革时要更加灵活的配置土地要素，构建土地使用市场，通过

租赁转让合作化等方式提高土地资源配置，增加土地的使用价值。畅通劳动力要

素的有序合理流动，深化户籍改革制度，倡导劳动者灵活就业，畅通劳动力区域

之间，行业之间的有序流动。进一步激发技术要素的市场潜力，完善产权制度，

加强对科技成果的保护和转化，让高科技人员得到应有的报酬，让科研为市场做

出更大的贡献。数据要素应提高配置效率，需要完善相关市场法律，保障数据要

素在市场配置中的合法权益。要素市场化改革是在市场经济中有利于公平的改

革，有助于促进人的自由发展，更能推动实现共同富裕。

5.3 再分配的重点应放在初次分配造成的差距上

5.3.1 税收政策应重点进行对收入的调节

税收政策作为政府调节个人收入的重要手段，应该在个人所得税、间接税和

直接税等的调节优化上发力。完善个人所得税政策，征收个人所得税是应全面充

分的考虑个人和家庭的收入情况，完善专项附加税扣除的动态调整，进一步降低

个人所得税，用以弥补初次分配中按劳分配造成的收入差距，让劳动者能获得更

多的可支配收入，有利于刺激消费和缩小收入差距。还应加大资本性收入税的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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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资本税获得的财富最快最多，增加资本税也有利于先富带动后富。要推进结

构型减税政策，优化税制结构，按照适当的比例调节直接税和间接税的比重。直

接税中主要包括所得税、财产税和行为税等，要适当提高直接税比重， 房产税

和财产税都要适当的增收，加快改革。间接税可以适当的降低，降低增值税的征

收，在中间环节可以免征少征，对生活必需品的消费税免征或者给予更大的税收

优惠，将消费税更多的倾向于高收入群体。直接税和间接税的改革可以从基础上

发挥再分配的税收作用，调节收入，有利于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也有利于兼顾效

率和公平。

5.3.2 加强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提升低收入者的收入

社会保障制度作为收入再分配的一种有效手段，通过保障低收入群体和弱势

群体的基本生活，是促进共同富裕实现的重要手段。社会保障制度在教育、就业、

医疗、住房保障等方面保障人民群众生活的更加安心、舒心，极大提升了人民的

幸福感。社会保障通过对高收入人群征收相应的税款，将他们的部分收入通过转

移支付手段转移到低收入群体，有利于缩小社会收入差距。社会保障通过保险服

务，基本生活保障等手段增强了中低收入群体应对金融风险的能力，避免他们应

风险冲击而陷入到贫困的地步。社会保障建立社会救助体系，对收入困难家庭通

过发放低保，帮助就业等形式扩大低收入人口的救助范围，改善生活条件。社会

保障通过精准帮扶和救助，加强教育、医疗等方面的保障，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

等化，在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区域收入差距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5.3.3 转移支付要更加致力于缩小差距

转移支付手段在缩小收入差距、区域差距方面应发挥更大的作用。政府应尽

快出台完善转移支付的相关法律体系，加强立法的详细规定细化，研究配套转移

支付使用的资金、监察等方面法规的出台，确保转移支付在法律的依据下发挥作

用。界定各级政府在事权和财政权方面的权力，事权财政权的明确可以保障转移

支付落实各部门主体相应的责任，优化转移支付资金的配置，统筹中央政府和地

方政府的管理能力。转移支付过程中的资金使用应依托互联网和大数据，研发相

应的技术体系，综合分析转移支付资金的具体应用和配置效率，盘活存量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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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转移支付的资金落实到切实需要的地方。加强转移支付资金的综合管理，提高

转移支付资金使用的透明度，对转移支付资金的使用进行实时监测和公开，让人

民群众切实享受到国家财政的大力支持。

5.4.第三次分配应发挥对初次分配、再分配的补充作用

5.4.1 初次分配中的困难群体和弱势群体，需要第三次分配的扶持

初次分配中劳动收入的不均衡，导致社会上出现了一部分困难群体和弱势群

体，难以维持自己的生活，一直处于贫困的位置。第三次分配中政府应该加大对

慈善捐赠的税收优惠政策，通过向社会机构或者个人减免税收等方式，引导社会

群体把自己一部分收入自愿无偿捐赠出来，通过慈善机构的精准配置，把这些资

金和资源分配到困难人群手中，帮助改善生活。政府应该制定好相应的慈善公益

制度，对相关的公益企业税收进行减免，让这些公益企业明确自己的市场定位，

做好慈善救助的本职工作，加大对困难群体和弱势群体的精准帮扶，让社会资源

倾斜到他们手中，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慈善救助的良好风气。

5.4.2 政府在全社会范围内大力弘扬优秀文化，引导全社会人民为慈

善事业做出贡献

优秀文化对人的行为可以起到一定的影响。我国慈善事业发展起步较晚，人

们的慈善意识和捐赠意识还比较薄弱。政府应在全社会范围内普及慈善教育，发

挥中国传统美德的指导作用，还应通过讲故事、拍电影等新兴的形式，广泛宣传

慈善精神，让人人都可以成为慈善的主体，让更多的人都能参与到第三次分配中，

使慈善成为一种新的社会之风，让社会中充满慈善氛围。通过互联网、新媒体等

媒体形式，让正义舆论在社会上广为发酵，助推慈善事业发展的更加强大。道德

的力量成为一种新的感召力，让人们从内心深处主动参与到慈善事业。还应加大

弘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导人人向善，让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在我

国共同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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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3 政府为促进第三次分配制定有效的激励机制

政府应积极落实相应社会激励机制，为慈善事业中的捐赠等济困事业给予一

定的税收优惠，落实好相应的优惠政策和机制，对积极主动参加慈善事业的企业

和个人赋予应得的尊重和奖励，鼓励捐赠，让更多的企业和个人都主动做公益做

慈善，推动慈善事业发展。政府还应该出台相关的法律规范，为社会捐赠创造公

平、公开的社会环境，让慈善事业在阳光下运行。政府应加强对慈善机构的监管，

避免慈善捐款落入到不法之人手中，让慈善事业公开透明运性，给予社会公众更

多的安心感投入慈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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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语

我国在进入新时代以来，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都有了长足的发展，取得的成

果也十分丰富。我国共同富裕的实现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思想的理论指

导。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思想中的“未来社会将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按

需分配”、“各尽所能”等思想对新时代我国共同富裕目标“全体人民普遍达到

生活富裕富足、精神自信自强、环境宜居宜业、社会和谐和睦、公共服务普及普

惠，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全体人民能够更加公平的共享改革

发展成果和幸福美好生活”，有许多共同之处。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思想也对我

国中国化的共同富裕思想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对其进行深入挖掘研究，结合我

国经济发展具体实际，探究我国共同富裕实现的具体路径。目前我国经济社会发

展速度之快，但存在的问题也十分错综复杂。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就是在这样的

大发展情况下，我国继续要完善发展和完成的一项复杂、艰巨的任务，要加强对

初次分配、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的理论探索，完善初次分配的初次调节，改革再

分配的再次调节，健全第三次分配，将这三种分配在时间上、顺序上的关系捋顺，

促进这三种分配方式协调配套，相互补充，协同促进我国共同富裕的早日实现。

由于当时的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思想的社会发展与我国当前的社会发展实

际不相同，因此本人对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思想的研究分析的程度很浅薄。在分

析三种分配方式时存在分析不够透彻，还有待补充和完善，论文的撰写存在很多

不足，希望在以后的学习中能保持继续保持探索的学术精神，为我国的发展贡献

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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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七年前的夏天，踏入到这个校园。一恍神，已是到了坐在图书馆敲着硕士论

文的最后几行。我的上学生涯也在此刻画上了圆满的句号。时间太快，熟悉的面

孔、斑驳的光影，说了再见却可能再也不见。

首先要感谢我的导师张存刚教授，导师知识渊博，学术态度严谨又平易近人，

对我有很大影响。还记得研一时候，导师给我们推荐了许多专业书籍，不管多忙

每周都会抽出时间为我们答疑解难。我的论文从选题的定夺，到论文开题，再到

后来的初稿修改直至定稿，导师都倾注了大量心血，在此向导师表示崇高的敬意

和衷心的感谢！

此外，感谢我的两位舍友成佩芸和曾静，我们真心相待，感谢她们包容我，

平日也对我照顾颇多，祝她们前程似锦。感谢我远在银川的闺蜜，是我难过时的

开心果，倾听者，也祝愿她顺利毕业，梦想成真。感谢同门王涵睿、黄浩、王宁、

马明玉、郭心怡，经常一同找老师解答疑惑，其间收益颇丰。我的研究生生活有

他们参与，多姿多彩。

感谢马克思主义学院这个大家庭，感谢马院的所有老师，感谢班级的每一位

同学，一起学习带来了无限欢乐，点点滴滴都将化作美好的回忆。最后感谢我的

家人，他们永远是我最温暖的港湾。感谢父母尊重我的选择,包容我的任性；感

谢有哥哥陪伴父母,给我在外闯荡的勇气。希望你们永远健康、永远平安，这就

是我最大的福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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