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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关于共同富裕重要论述的

科学思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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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083）

[摘 要] 强调以科学思想方法观察、分析和解决问题，是习近平关于共同富裕重要论述的鲜明

特点。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高度重视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运用科学思

想方法对新时代推进共同富裕进行全面规划，开拓了中国共产党人科学思想方法的新境界。这

主要包括：运用战略思维，从全局、长远和大势上审视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性；运用历史思维，

从“长时段”“宽视野”“深层次”中确定推进共同富裕的合理性；运用辩证思维，从生产与分

配、公平与效率、政府与市场、先富与后富的辩证关系中掌握推进共同富裕的规律性；运用系统

思维，在“全民富裕”“全面富裕”“共建共享”中把握推进共同富裕的整体性；运用创新思维，

在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和制度创新中增强推进共同富裕的创见性；运用法治思维，在保护合法

产权、保护合法致富和坚持依法调节中谋划推进共同富裕的法理性；运用底线思维，在规范和

调节高收入、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和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中确保推进共同富裕的稳定

性。新时代新征程推进共同富裕，必须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关于共同富裕重要论述的科学思想

方法，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更好把握事物本质、发展规律和政策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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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坚持和运

用科学思想方法，对新时代推进共同富裕的伟

大实践进行谋篇布局，提出新时代推进共同富

裕的一系列新观点、新论断、新思想，向实现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所谓科学思想方

法，是指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指导

下，正确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所必备

的思辨方式和认识方法。系统掌握科学思想方

法，要求我们将唯物辩证法基本规律贯彻到各

项工作中，不断提高各种思维能力。习近平关

于共同富裕重要论述的科学思想方法集中体现

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

习近平关于共同富裕重要论述的科学思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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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和方法论，对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具有重要的

指导意义。深入研究、系统阐释习近平关于共

同富裕重要论述的科学思想方法，与当前从理

论渊源、科学内涵和实践路径等维度对共同富

裕进行学理阐释的研究相比，是研究共同富裕

的新视角，有助于形成系统立体全面的研究视

野。[1-4]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号召全党：

“不断提高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系

统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能力，

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党和

国家各项事业提供科学思想方法。”[5]学习领

会、贯彻落实习近平运用科学思想方法思考、

谋划和推进共同富裕的精髓要义，领悟贯穿于

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能精准指引全党加速塑

造适应共同富裕要求的领导思维能力，为实现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供强大思想武器。

一、以战略思维审视推进共同
富裕的重要性

战略思维，就是从全局上谋篇布局，从长

远 上深谋 远虑，在大势中奋发有为的思维 方

式。习近平提出：“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

化，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必

须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为人民谋幸福

的着力点，不断夯实党长期执政基础。”[6]这一

重要论述在全局上明确了共同富裕对党和国家

事业的战略意义，从长远上明确了共同富裕对中

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战略意义，从大势上明确

了共同富裕对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战略

意义，有助于不断增强工作的原则性、系统性、

预见性、创造性。

（一）从全局来看，推进共同富裕是关系党

和国家全局性整体性的战略举措

推进共同富裕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胸怀“两个大局”，全面考察、宏观把握国

内外形势做出的战略部署。从国内大局来看，

推进共同富裕是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内

容和评价尺度。作为我们党面向未来的政治宣

言，中国梦以其目标可行、成功可及、前景可期，

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共鸣。到二〇三五年时，全体

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到

本世纪中叶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

这表明，共同富裕越扎实，强国建设、民族复兴

也就越容易实现。从国际大局来看，推进共同

富裕是在大变局中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

求变的战略举措。面对挑战层出不穷、风险日

益增多的国际形势，习近平特别强调要“牢牢

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7]，充分激发我国

超大规模市场的内需潜力。因此，推进共同富

裕，以提振内需为关键畅通国内大循环，保障党

和国家事业的根本利益。“两个大局”交汇构成

共同富裕最为宏阔的时代背景，是谋划共同富

裕的基本出发点，体现了习近平高瞻远瞩的战

略思维。

（二）从长远来看，推进共同富裕是关系中

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战略举措

推进共同富裕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立足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着

眼长远、统筹兼顾做出的战略性措施。习近平

指出：“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

关系党的执政基础的重大政治问题。”[8]政之

所兴在于顺民心，政之所废在于逆民心。实现共

同富裕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殷切期盼，是最广大

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集中体现。中国共产党的

执政根基是否稳固，关键就在于有效代表最广

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推进共同富裕，正是

中国共产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长期目

标，坚持总体谋划和久久为功相结合的战略举

措，绝不是短期方针或权宜之计。要通过制度

安排和政策调节，在长期努力中以做大蛋糕带

动分好蛋糕，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

配结构，为更多人创造致富机会，不断赢得人民

的信任和拥护，让共同富裕变为“看得见、摸得

着”的实景。这既与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富民政

策相承接，也与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两

步走”战略安排相呼应，是巩固和扩大党的执

政基础的长期战略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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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从大势来看，推进共同富裕是满足人

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战略举措

推进共同富裕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把握历史潮流，顺应人心走向、大势所趋

所做出的战略举措。习近平特别强调：“必须

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

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5]推进共同富裕，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

期盼，是不可避免的历史趋势。进入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

盾已经转化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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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这要求着力

提高发展的质量和效益，着力扩大中等收入群

体的规模，更好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扎实推进

共同富裕，正是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

开放以来所积累的发展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

展不平衡不充分难题、更好更快实现人民对美

好生活需求的举措和办法。在乘势而为、顺势

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

程中，聚焦国情国力和人民需求，扎实推进共同

富裕，对实现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

从“衣食无忧”到“高品质生活”的转变具有重

要战略意义。

二、以历史思维确定推进共同
富裕的必然性

历史思维，就是知古鉴今、以史为鉴，善于

运用历史眼光认识和把握规律以指导现实工作

的思维能力。习近平提出：“共同富裕，是马克

思主义的一个基本目标，也是自古以来我国人

民的一个基本理想。”[9]（P95）习近平还提出，共

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6]。这一

系列重要论述将共同富裕放在历史发展五千年

甚至更久远的“长时段”，从中华民族发展史、

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人类社会发展史的“宽

视野”，以及党领导人民百年奋斗的主题主线的

“深层次”，全面系统地把握推进共同富裕的

历史必然性，充分彰显了大历史观。

（一）从时间纵深的“长时段”来看，推进

共同富裕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接续，是指向第二

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必要举措

推进共同富裕是从“站起来”“富起来”

到“强起来”的发展接续，指向第二个百年奋

斗目标乃至更长远的发展阶段。习近平指出：

“现在，已经到了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历史阶

段。”[6]只有以百年、千年为计，才能认识到推进

共同富裕的历史必然性。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

各民族群众共同富裕的事业就有了主心骨，从

此共同富裕在中国大地上不再只是一种空想。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

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消除贫困、改善民生，为实现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为实现

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推动我国以更加雄伟的姿

态屹立于世界东方，我们必须立足新发展阶段

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既不能脱离实际，也不能

停滞不前。这表明，推进共同富裕是是新中国

七十余年发展的接续，还是改革开放四十余年

来发展的接续，是千百年来历史发展的必然结

果，必将凝聚亿万中华儿女在新时代新阶段新

征程中接续奋斗，并最终为实现人的自由而全

面发展奠定基础。

（二）从空间广阔的“宽视野”来看，推进

共同富裕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世界社会主义发

展史、人类社会发展史的历史要求

推进共同富裕是民族复兴的重要要求，也

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还是创造人类文明新

形态的重要要求。从中华民族发展史来看，习

近平指出：“中华民族的先人们早就向往人们

的物质生活充实无忧、道德境界充分升华的大

同世界。”[10]（P17）新时代推进共同富裕，正是将

中华民族多年来因落后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而

无法实现的共同富裕变为现实的必然选择。从

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来看，习近平指出：“贫

穷不是社会主义，贫穷的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

义，富裕但是不均衡、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

义。”[11]这正是在对社会主义五百年探索共同

富裕成败经验的继承与发展中，厘清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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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社会主义的本质关系，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生机活力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指出：“一些发

达国家工业化搞了几百年，但由于社会制度原

因，到现在共同富裕问题仍未解决，贫富悬殊

问题反而越来越严重。”[6]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上，我们以人民为中心推进共同富裕的伟大实

践，是超越资本主义现代化“资本至上”的逻辑

的必然要求。将共同富裕放置在足够广阔的视

野中，共同富裕的历史必然性得到立体呈现，历

史意义得到充分彰显。

（三）从抓住本质的“深层次”来看，推进

共同富裕是我们党接续百年奋斗主题主线的必

然要求

推进共同富裕是我们党为人民谋幸福、为

民族谋复兴的历史必然。习近平明确指出：“消

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

本质要求，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12]

这从我们党百年奋斗的主题主线中明确了推进

共同富裕的历史必然。我们党百年奋斗的历史，

就是不断践行党的初心使命，不断兑现 对人

民的庄严承诺，不断为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历

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领导人民铲除

了近代中国贫困落后的总根源。改革开放以来，

我们党为实现共同富裕奠定了坚实制度基础，

顺应时代潮流大力发展生产力，并对共同富裕

进行明确规划和部署，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增

进民生福祉、消除绝对贫困、推进乡村振兴，不

断兑现我们党对人民做出的郑重承诺，这正是

我们党接续奋斗的主流本质的具体体现和必然

要求。百年来，中国共产党打江山、守江山，守的

是人民的心，为的就是让人民群众过上共同富

裕的美好生活。

三、以辩证思维掌握推进共同
富裕的规律性

辩证思维，就是坚持一分为二、对立统一，

用运动变化发展的视角来看待事物的思维方

式。习近平明确提出“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

同富裕”[6]，要求实现更加均衡、更有效率、更

为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并随着实践发展不

断丰富发展措施，以钉钉子精神持续发力、久

久为功，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内在蕴含着生产

与分配、公平与效率、政府与市场、先富与后富

的辩证关系。

（一）坚持生产与分配的辩证统一

共同富裕建立在生产力发展和分配公平相

互促进、有机结合的基础上，体现了生产和分

配的辩证统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共同

富裕的目标，首先要通过全国人民共同奋斗把

‘蛋糕’做大做好，然后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

正确处理增长和分配关系，把‘蛋糕’切好分

好。”[13]一方面，共同富裕必须重视生产力的发

展。实现共同富裕必须要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

生产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进一

步改善人民生活。这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和

解决一切问题的根本办法。另一方面，共同富

裕对分配关系提出了更高要求，要推动分配关

系不断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如果没有正确

处理好分配关系，不仅会降低人们的生产积极

性，也会造成内需疲软，进而阻碍生产力的发

展。因此，共同富裕体现了生产和分配的有机

统一和更好结合，既要在生产领域发展壮大公

有制经济、扩大就业规模、促进经济高质量发

展，也要在分配领域构建更加凸显劳动价值、

促进社会和谐的基础性制度安排。绝不能像资

本主义那样片面强调生产，而忽略了分配。同

时，也不能就分配谈分配，忽视了从生产领域着

手促进共同富裕。

（二）坚持公平与效率的辩证统一

共同富裕不是“削峰填谷”，而是在普遍富

裕基础上，允许存在一定差距，体现了公平和效

率的辩证统一。习近平明确指出，要“正确处理

效率和公平的关系”[6]。一方面，共同富裕是以

更高效率为基础的公平。效率是公平的前提，

缺少效率的共同富裕是无根之水，只会造成普

遍的贫穷。必须坚持发展才是社会主义，聚精

会神谋发展，为共同富裕提供坚实物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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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共同富裕是允许合理差距的公平。

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我们绝不能放任收入差距

不断扩大，要防止过分强调公平而使得经济失

去发展活力。总的来看，推进共同富裕把公平

和效率放在同样重要的位置，在初次分配中既

要注重效率，也要凸显机会公平和过程公平，

在再分配环节主要体现结果公平，在第三次分

配环节进一步促进公平正义，实现公平和效率

的动态平衡。同时，必须坚持重点论，在不同的

发展阶段，采取有效的针对性措施调节效率与

公平的关系，实现公平和效率互为基础、相互

促进。

（三）坚持政府与市场的辩证统一

共同富裕是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有机融

合，仅依靠政府或市场都无法实现共同富裕，必

须坚持两者同步发力。习近平提出：“推动有效

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14]市场经济不是

万能的，如果坚持放任自由的经济政策，竞争规

律、价值规律等市场机制必然造成垄断和贫富

分化。但同时，如果政府大包大揽、管得过多，

也会让经济发展陷入僵化。一方面，共同富裕

要求更好发挥市场作用以促进生产力发展。要

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激发市

场经济的体制活力，将其作为生产力发展的根

本保证，推动创造财富的源泉涌流。另一方面，

共同富裕要求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以消除贫富分

化。促进共同富裕是政府的职责和作用，必须

在加强宏观调控、加强市场监管、优化公共服

务等方面下功夫，弥补市场失灵。正是因为有

着中国共产党这一坚强的领导核心，我国有效

市场和有为政府才实现了相互促进、相互补充，

两者各就其位各展其长，既调动了市场经济的

活力，也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为推进

共同富裕提供充足动力。

（四）坚持长期性与阶段性的辩证统一

实现共同富裕是一个长期性的目标，必须

尽力而为，积小胜为大胜，以接连不断的阶段性

胜利赢得最终胜利。习近平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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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一方面，要立足本阶段实际情况久久为

功，为实现共同富裕奠定基石。一蹴而就实现共

同富裕的想法，既不符合当前的世情国情党情，

也不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要清醒认识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方位，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

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实际情况，梳理实现共同富

裕的阶段性任务，根据现有条件做好能做的事

情，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另一方面，要以共同富

裕的长远目标为指引，坚定信心不懈努力。共同

富裕是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必然要求，是社

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所在。我们既要

对实现共同富裕的长期性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也要根据实际将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阶段化和

具体化，稳步推进社会主义事业向前发展。

四、以系统思维把握推进共同
富裕的整体性

系统 思维，就是从整 体上把 握事 物本质

和内在结构，致力于实现事物整体最优的思维

方式。习近平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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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在习近平看来，以系统思维把握共

同富裕的整体性，就是要协调好共同富裕各要

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做到“全民富裕”“全面富

裕”“共建共享”，以全面的而不是碎片的，整

体的而不是孤立的方式来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一）从主体范围来看，共同富裕是“全体

人民”的富裕

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体现了社会

成员共同对发展成果的共同享有。习近平指出：

“我们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归根结底是要实现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14]从覆盖范围来看，“共

同”体现了社会成员在财富占有方式上的规定

性。一方面，共同富裕不是覆盖少数人、少数群

体的富裕，不是某一个特定利益群体的富裕，

在推进共同富裕的过程中，要囊括所有社会群

体，让发展红利覆盖全体人民；另一方面，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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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裕不是仅仅涵盖部分地区、部分城市，而是

包括中国的每一寸土地，无论是东部、中部、西

部，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还是城市和农村，

都要在动态发展中实现共同富裕。但是，这并不

意味着共同富裕是整齐划一的。共同富裕是从

低级向高级逐步发展的过程，这反映到个体层

面上，共同富裕是从少数人富裕到多数人富裕

再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过程。先富和后富是

我们党经过长期探索而得出的共同富裕道路，

要通过合理的政策安排，提倡富人回报社会，鼓

励先富带动后富。

（二）从涉及领域来看，共同富裕是“全面

发展”的富裕

共同富裕是全面发展的富裕，是精神生活

和物质生活都富裕，是对人民群众全方位、多

层次和更高层面的需求的满足。习近平指出，要

“更好满足人民多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16]。这

要求我们更加注重人民群众的层次更高，种类

丰富的各类需求，不能简单将共同富裕理解为

对资源的占有和对财富的享受。一方面，共同富

裕是全方位的富裕。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要将共同富裕的重点向精神富裕延伸，强化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满足人民群众在经济、

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等领域的美好生活向

往，实现物质富裕、精神自强、环境宜居、社会

和睦、生态和谐。另一方面，共同富裕是全环节

的富裕。要保障人民群众平等参与、平等发展

的机会和权利，让每个人都有成功的机会，在

全生命周期中享有“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

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

扶”[17](P46)。总的来看，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全

方位、全环节的美好生活需求的总和，是物质

富裕和精神富裕的“质”和“量”的统一。

（三）从路径依归来看，共同富裕是“共建

共享”的富裕

共同富裕强调人人参与、人人奋斗、人人

享有，是由全体劳动人民共同辛勤劳动、创新

创业，共同享有各项发展成果。习近平指出：

“共建才能共享，共建的过程也是共享的过

程。”[18] ( P 215 )共享是共建的最终目的和必然要

求，共建是共享的前提条件和实现路径，两者

是紧密联系的有机整体。一方面，共同富裕要

求全员参与经济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是劳动者

摆脱了剥削压迫，为自己和集体进行生产的先

进社会形态，每一个具有劳动能力的成员都有

着平等的劳动义务。共同富裕不是劫富济贫，而

是要依靠合法经营勤劳致富。共同富裕更不是

福利国家“养懒汉”，而是要形成全社会人人参

与、人人尽力的良好氛围。另一方面，共同富裕

要求全员共享发展成果。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

在于最广大人民群众共享发展成果。要在发展

中持续增进人民福祉，聚焦民生领域的短板弱

项，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

全感。

五、以创新思维增强推进共同
富裕的创见性

创新思维，就是打破固有的思维方式，解

放思想、与时俱进，以思想新飞跃打开工作新局

面的思维方法。坚持创新思维，要善于运用新

思想、新视角看待和解决问题，大胆探索、锐意

进取，“勇于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

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19]。习近平以创新思维

推进共同富裕，增强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良

性互动，既推进共同富裕的理论创新，为共同

富裕指明前进方向，又推进共同富裕的实践创

新，为共同富裕积累探索经验。同时，习近平还

将制度创新作为重要支撑，为推进共同富裕注

入源源不断的动能。

（一）以理论创新为先导，为推进共同富裕

指引方向

推进共同富裕的理论创新，就是要结合新

的历史方位和国内外形势，形成凸显时代特点

和中国特色的共同富裕理论。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就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出一系列新

论断新理念，系统阐发了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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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实践路径和主要原则等，回答了为什么要

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如何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实现什么样的共同富裕等重大问题。在坚持共

同富裕是社会本质要求的基础上，习近平提出，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

化”，[5]将共同富裕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内

涵和重要特征。在阶段性目标和举措上，习近

平指出到21世纪中叶分三步走基本实现全体人

民共同富裕，科学擘画了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

宏伟蓝图。在共同富裕实现原则上，习近平提

出要“鼓励勤劳创新致富”“坚持基本经济制

度”“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坚持循序渐进”[6]，

明确了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动力、制度保障、政

策策略和方法论。在实现路径上，习近平提出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畅通向上流动通道、

加强促进共同富裕舆论引导等切实可行的措

施。这些新论述为稳步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提供了根本遵循，作出了原创性贡献。

（二）以实践创新为基础，为推进共同富裕

积累经验

推进共同富裕的实践创新，就是要在共同

富裕的实践中取得突破和进展，善于把握实践

变化、总结实践经验，为实现共同富裕的理论

探索和概括积累经验。在习近平看来，推进共

同富裕是一个漫长而艰巨的过程，要“鼓励各

地因地制宜探索有效路径，总结经验，逐步推

开。”[6]基层要在理论创新的指引下，因地制宜

推进共同富裕实践创新，进一步赋予理论创新

的发展空间。

在这一系列实践探索中，选择部分条件相

对具备的地区进行试点先行，积累经验再逐步

推广，是实践创新的重要来源。2021年5月，中共

中央、国务院出台《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

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明确了浙江探

索推进共同富裕的总体要求、战略安排和保障

措施，提出要“推动共同富裕的体制机制和政

策框架基本建立，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成

功经验”，[20]为推进共同富裕提供省域范例。

这对推进共同富裕实践向前发展、破解实践难

题具有重要意义。

（三）以制度创新为支撑，为推进共同富裕

赋能提效

推进共同富裕的制度创新，就是要筑牢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根基，为推进共同富裕

提供坚实制度保障。中国呈现“风景这边独好”

的发展态势，重要原因就在于我国国家制度和

法律制度具有显著优越性和强大生命力。在根

本领导制度上，习近平提出：“党的领导制度是

我国的根本领导制度。”[21]将党领导一切上升到

根本制度，确保共同富裕在社会主义道路上“一

张蓝图绘到底”。在市场经济体制上，习近平要

求建立“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5]，创

新提出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结合下扎实推

动共同富裕。在收入分配制度上，将“按劳分配

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上升为社会主义基

本经济制度，提出“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

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5]，创新发展了

以共同富裕指向的多元收入分配制度。在社会

保障制度上，对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和医疗保障

制度等进行多次改革和完善，“推动我国社会

保障体系建设进入快车道”[22]，基本建立了功能

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要求

顺应实践要求推进制度供给侧改革，构建与共

同富裕相适应的制度体系并进一步提高治理效

能，开辟制度创新新境界。

六、以法治思维谋划推进共同
富裕的法理性

法治思维，就是以法律制度作为判断事物

是非曲直的标准、塑造社会秩序的准则以及行

事办事逻辑的思维方式。习近平以法治思维推

进共同富裕，反复强调要“保护合法致富”“鼓

励勤劳致富”，将法律作为根本制度安排调节

收入分配，以明确、稳定和可预测的法律作为

推进共同富裕的行为准绳，要求人民群众以此

为依据对自身行为进行规范和调整，充分彰显

了法治思维的制约性、规则性和平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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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更加公平的发展环境。2020年，《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法典》对“坚持按劳分配制度”做出了

明确的法律规定，体现了我们党鼓励勤劳致富

创新致富实现共同富裕的主张，有助于更好发

挥法治对共同富裕的保障、引领、规范作用。

（三）共同富裕要坚持依法调节，不搞劫富

济贫

共同富裕不是劫富济贫，而是要坚持在法

治框架内调节收入分配关系，构建有助于实现

共同富裕的收入分配格局。作为一种平衡性思

维，法治思维要求运用法律手段合理地分配各

主体之间的利益，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习近

平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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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在这三次分配

中，法治承担着确立和维护基础性制度安排的

作用，为实现分配公平正义提供了法律工具。例

如，习近平强调“要积极稳妥推进房地产税立

法和改革，做好试点工作”[6]，通过法律规范再

分配环节，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炒房行为的发生，

促进实现“居者有其屋”，是着力解决分配不公

平、地区不平等、收入差距过大等问题的重要

举措之一；再如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要

“重视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等社会

公益事业”[17](P39)，2016年《慈善法》出台，为依

法支持、引导和监管慈善机构及其活动提供了

法律依据，有助于提高我国慈善组织及其活动

的公信力和透明度，鼓励更多有能力、有条件的

主体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七、以底线思维确保推进共同
富裕的稳定性

底线思维，就是凡事从最坏处考虑，尽最

大努力的思维方式，要求防患于未然、赢得战

略主动。在习近平看来，共同富裕允许差距在

较长的期限内存在，但是要 保持在合理区间

内，决不能 让贫富差距突破 社会可容忍的底

线。习近平提出，要“加强对高收入的规范和调

节”“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促进基本公共

（一）共同富裕要保护合法产权，不是平均

主义

共同富裕要严格保护合法产权，依法增强

产权的预期稳定性。作为一种制约性思维，法治

思维要求权力行使要有明确的边界，必须将权

力装进制度的笼子里。习近平反复强调要加强

产权保护，要求“完善物权、债权、股权等各类

产权相关法律制度”[23]。这旨在健全以公平为原

则的产权保护制度，从立法上赋予私有财产和

公有财产平等地位并平等保护。改革开放后，我

们提出“建立健全现代产权制度”[24](P630)，“要依

法保护各类产权”[24](P467)，建立和完善了保护公

民财产的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但是，很长一段时

间以来，许多民营企业家仍对社会主义制度下

的产权抱有畏惧心理，这对促进共同富裕造成

了负面影响。[25]进入新时代，习近平要求不断健

全完善产权保护法律体系，依法保护各类市场

主体的合法产权。这是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

关键所在，有助于营造宽松透明的经济发展环

境，为各类市场主体吃下“财产更加安全、权利

更有保障、经营更可放心”的定心丸，从而充分

激发他们的干事创业积极性，为共同富裕创造

源源不断的物质基础。

（二）共同富裕要保护合法致富，鼓励勤劳

创新致富

共同富裕鼓励合法经营，依法保护劳动者

尽 其所能地为社会劳动。作为一种规则性思

维，法治思维要求按照规则办事，坚持在法治

轨道上推进各项工作。幸福生活需要奋斗，共

同富裕需要勤劳智慧。习近平指出：“重点鼓

励辛勤劳动、合法经营、敢于创业的致富带头

人”[6]勤劳奋斗需要良好的环境、条件和机会，

这要求党和政府必须持续完善保障权利公平、

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法治体系。要通过有效

的法治供给，破除人才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

破除因人为因素造成的有违公平正义的社会现

象。要保障人人都有享有良好教育和平等就业

机会的权利，保障人人都能够通过勤劳创新致

富，畅通由贫变富、由低到高的向上流动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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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均等化”，这一系列论述体现了共同富裕要

守住防止两极分化的底线，守住不发生规模性

返贫的底线，兜牢基本民生保障底线，蕴含着主

动出击化解风险的底线思维。

（一）加强对高收入的规范和调节，守住防

止两极分化的底线

推进共同富裕要合理调控过高收入，守住

防止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的底线。在习近平看来，

一些国家因两极分化“导致社会撕裂、政治极

化、民粹主义泛滥，教训十分深刻”[6]，我国必须

“加强对高收入的规范和调节”[6]，进而消除两

极分化、消除分配不公。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财

富占有的两极分化不仅削弱了中下层民众的经

济安全感和社会归属感，也导致了政治和经济

权力的失衡，进而影响政策制定的公正性和经

济社会的健康运行。此外，经济增长的成果未

能普惠于大多数人，也将使得经济恢复和增长

的基础变得脆弱，从而对长期的社会稳定和经

济可持续发展构成挑战。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

国有能力也有信心抑制和消除贫富两极分化，

切实规范收入秩序、完善收入格局、取缔非法

收入。通过税收、转移支付等手段，进一步完善

再分配调节机制，处理好财富累积过程中“增

量-存量”的关系，改变资本在收入分配中索取

过多、劳动索取过少的局面。

（二）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守住不发生

规模性返贫的底线

农民农村是推进共同富裕最突出的短板和

弱项，必须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坚决守住不

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习近平指出，“要继续巩

固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振兴”[26]，要求

“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27](P26-27)，

这明确了新征程上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

关键着力点和系统突破点。如期打赢脱贫攻坚

战，标志着我们党团结带领各族人民在共同富

裕道路上迈出了坚实步伐。但是，从根本上解

决贫困问题是一个投入大、周期长的过程。当

前农村脱贫人口的发展内生动力并没有完全形

成，防止返贫的长效机制尚未完全建立，仍然

存在着规模性返贫风险。脱贫成果是否长效稳

固，直接检验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实效，关

系着新征程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开局起步，影

响着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阶段性进展。对此，

必须构建脱贫地区和人口内生持续发展的体制

机制，激发脱贫地区和人口的持续发展动力，压

实各级主体精准防范返贫致贫的责任，促进农

民增收、推动农业提质和城乡融合发展，为共

同富裕这一社会主义本质目标的实现打下牢固

坚实的基础。

（三）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兜住基本

民生保障底线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共同富裕的前提和

基础，必须牢牢兜住基本民生保障底线。习近

平明确指出，“要把提高发展平衡性放在重要

位置，不断推动公共资源向基层延伸”[17](P413)，

特别强调“要兜住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底线，不

吊高胃口、不空头许诺”[28](P211)。基本公共服务

所包含的教育、医疗、住房和养老等要素，是实

现共同富裕所包含的生活富足、精神自强、环境

宜居等内容的基本要求。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旨在针对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发展不平衡不

充分问题，保障全体人民群众享受基本的生存

权和发展权。在推进共同富裕的过程中，一部

分社会成员由于资源匮乏、环境恶劣或重病重

残等原因，难以跟上经济发展的步伐。这时，基

本公共服务中的生活保障、临时救助等就能保

障他们最基本的生存与发展权益，让他们有立

身之本、立命之所。社会救助一头牵着困难群

众，另一头系着社会稳定，为兜住困难群众的

基本生活底线提供了有力支撑。我们坚持“量

力而行”，推进基本公共服务精准化、高效化，

重点向弱势群体倾斜，不能搞“福利主义”，这

不仅有利于基本公共服务精准供给，也有助于

形成更加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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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 Jinping’s Scientific Thought and Methods on Common Prosperity
LIAO Minling & LI Ming

Abstract: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Xi Jinping has 
placed high importance on adhering to and developing the Marxist worldview and methodology, applying 
scientific thought and methods to comprehensively plan for advancing common prosperity in the new era, 
thereby charting new frontiers for the scientific thought and methods of CPC members. This primarily 
includes: employing strategic thinking to examine the significance of advancing common prosperity from 
a holistic, long-term, and macro perspective; utilizing historical thinking to ascertain the rationality of 
advancing common prosperity from the dimensions of extended durations, broad perspectives, and de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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