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时代共同富裕实现与民营经济
发展协同研究

杨小勇， 余乾申
（同济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上海 200092）

摘   要：讨论如何实现新时代共同富裕问题，应基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已经实现但收入分配

差距问题依然存在的现实前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是实现新时代共同富裕的前提和基础，

而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则会妨碍新时代共同富裕的实现。民营经济快速发展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

实现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民营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是造成收入分配差距的重要原因之一。实现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规定，发展民营经济是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客观要

求。然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民营经济的增殖逻辑并不必然带来共享逻辑下共同富裕的实现，因此，基

于这种关系，我们应该从以下几方面促进二者之间的协同：创造共同富裕实现和民营经济发展协同的

条件，建立共同富裕实现和民营经济发展的协同机制，扩大共同富裕实现和民营经济发展间的命运共

同体，优化共同富裕实现和民营经济发展中的成果共享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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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自党的十八大召开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实现作为工作重点扎实推进，经过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这一奋斗目

标于2020年底按期完成。但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只是消除了绝对贫困，离社会主

义本质要求−共同富裕还有很大差距，收入分配差距问题依然存在。所以，在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目标实现后，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随即将实现新时代共同富裕作为工作重点。

在2021年8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明确指出：“要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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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全党和全国人民指明了今后

的努力方向。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10月16日出版的《求是》杂志2021年第20期发表的

《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一文中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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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说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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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一论述为新时代的共同富裕赋予了新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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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涵。那么如何实现新时代共同富裕目标呢？习近平总书记一方面在文章中强调：要把握好鼓

励勤劳创新致富、坚持基本经济制度、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坚持循序渐进等原则。另一方面还

提出了实现新时代共同富裕的思路，基本要点是：第一，提高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包容性；

第二，着力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第三，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第四，加强对高收入的规

范和调节。这些思路为推进实现新时代共同富裕的工作指明了方向。2021年11月8日至11日召

开的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进一步强调要推动共同富裕。

国内学者围绕如何实现新时代共同富裕的问题，主要从先富与共富的关系、收入分配、“相

对贫困”治理、社会保障、实现机制、党的领导等多方面进行了研究。关于先富与共富的关系，

王占阳认为先富与共富不是对立的，先富是走向共富的起点与过程。
①

在收入分配方面，江亚

洲和郁建兴认为，在实现共同富裕的进程中，第三次分配是重要的有益补充，以社会机制为主

导，能够不断激发内生动力，推动共同富裕的实现。
②

在“相对贫困”治理方面，陈燕重点论述了

我们党在不同时期对共同富裕探索的经验总结，认为对“相对贫困”的治理是共同富裕实现亟

待解决的问题。
③

在社会保障方面，何文炯和潘旭华认为，社会保障是反贫困的基础性制度保

障，是进行收入再分配的重要途径，深化社会保障改革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保障。
④

在实现

机制方面，薛宝贵把共同富裕的实现机制划分为总体实现机制与具体实现机制 ,前者主要表现

为通过使低收入阶层向上流动,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进而实现共同富裕；后者主要表现为通

过基本制度安排、政府干预机制、先富带动后富机制及培育内生动力机制，从而实现共同富

裕。
⑤

在党的领导方面，逢锦聚的研究认为，加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深化改革，共同富裕目标

一定会实现。
⑥

我们认为，进行如何实现新时代共同富裕问题的研究，应基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已

经实现但收入分配差距问题依然存在的现实前提，以及在分析形成该现实前提成因的基础上

展开。在分析形成该现实前提成因时我们不难发现：一方面，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以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生产力水平快速提高，经济快速增长，“蛋糕”快速做大为前提条件，这

一前提条件离不开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在多种所有制经济

中，民营经济贡献巨大。它在解决就业、满足人民多样化的生活需要、促进经济结构调整、提高

科技创新能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受市场竞争规律、马太效

应等的作用，民营经济发展中存在的资本增殖逻辑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为了实现共同富裕的

本质目的存在冲突。所以，如何把握和处理实现共同富裕与发展民营经济的关系是研究如何实

现新时代共同富裕问题必须回答的一个重要问题。

二、  新时代共同富裕实现与民营经济发展协同的前提

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人民的庄严承诺，是社会

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规定。民营经济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解放生产力和

发展生产力的必要手段，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客观要求。进入新时代，实现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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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裕和发展民营经济二者缺一不可。但是如前所述，共同富裕实现与民营经济发展之间存在一

定的冲突，这是我们提出 “共同富裕实现与民营经济发展协同”的前提。

（一）新时代共同富裕的新内涵

共同富裕在我国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在古代，就存在着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寄托

了古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对共同富裕的向往。新中国成立后，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把共同富

裕当成一种政治自觉。毛泽东指出：“逐步实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使农业能够由落后的小规

模生产的个体经济变为先进的大规模生产的合作经济，以便逐步克服工业和农业这两个经济

部门发展不相适应的矛盾，并使农民能够逐步完全摆脱贫困的状况而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

荣的生活。”①
同时，认为平均分配、消除差别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前提条件。邓小平指出：“我的

一贯主张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大原则是共同富裕。一部分地区发展快一点，

带动大部分地区，这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 ②
认为应通过先富带动后富，进而实

现共同富裕。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总括了中国共产党是人民群众利益的代表，江泽民指

出：“制定和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基本着眼点是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正确反映和兼顾

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③
江泽民进一步提出了通过

实施协调发展举措来实现共同富裕。胡锦涛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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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④
胡锦涛强调了通过缩小贫富差距来实现共同富

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必须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在发展中补齐民生短板、促进社

会公平正义，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不

断取得新进展，深入开展脱贫攻坚，保证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不断促进

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⑤
强调由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分步实现共同富裕。中

国共产党人一直坚持把实现共同富裕作为己任，随着一代代共产党人不懈的探索和经验总结，

共同富裕理论呈现出从均享到分享再到共享的变化，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

理念。

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明确提出：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

我们的奋斗目标，这一奋斗目标的提出赋予了共同富裕新的时代内涵：新时代共同富裕是能实

现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富裕。由此可以推论：在共同富裕的内涵上，除了经济上的物质生活要

实现富裕，文化上的精神生活也要实现富裕，除了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要富裕，政治生活和社

会生活也要富裕，同时还要拥有和享受优美富裕的生态环境生活，经济、文化、政治、社会、生

态五种生活的富裕一种都不能少，缺少其中任意一种富裕的生活，都不可能是美好生活；在共

同富裕的区域覆盖面上，是所有区域的人民群众都实现富裕，而且是缩小了东西部区域发展差

距的富裕，否则会妨碍西部地区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实现；在共同富裕的城乡覆盖面上，是城

市乡村的人民群众都实现富裕，否则会妨碍农村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实现；在共同富裕人口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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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面上，不是少数人的富裕，而是全体人民都富裕，否则会妨碍中下等收入阶层人民群众美好

生活的实现；在共同富裕实现的进程和程度上，共同富裕不是同时和同等富裕，而是有先后、

有差别、有次序的共同富裕，设想非要追求一个同时进入的平均主义的同等富裕，不仅不可能

实现，而且会造成社会无序，最终会妨碍所有人美好生活的实现。

（二）新时代民营经济的价值意蕴

民营经济是一个我国特有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概念。我国民营经济经过几十年的发展

和积累，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无论是在体量上还是在行业分布上都

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对目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我国具有重要的现实

意义和战略意义。民营经济的发展对进一步深化改革和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有着重要的地位。民营经济自身充满经济活力，具有灵活特性，所以民营经济广泛分布于社会

经济许多领域。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以市场为导向的民营经济能够根据市场的变化和

需求，及时调整市场战略，不断满足市场需要，活跃市场经济，提高社会生产力。民营经济的高

速发展带来了社会财富的高速增长，同时扩展了国家税收的来源，增加了国家财富的积累，扩

大了就业。从图1可以看出，在2012年，私营工业企业营业收入为285 621.5亿元，约占2012年国内

生产总值的53%，私营企业和个体就业人员19 924万人，约占2012年全国就业人员的26.1%。发展

到2019年，私营工业企业营业收入为361 133.2亿元，约占2019年国内生产总值的36.6%，私营企

业和个体工商户就业人员40 524万人，约占2019年全国就业人员的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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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12年至2019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与私营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和就业人员

注：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①
。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常态化及其对社会经济影响的持续性，造成社会用人需求降低，

这种情况与大学生毕业人数的增加等因素相叠加，使社会就业矛盾凸显，此时发挥好民营经济

吸纳就业人员的作用具有重要的意义。此外，民营经济在社会产业结构调整、资源合理配置

上，扮演着重要角色，同时民营经济在科技创新、促进社会生产力提升上均发挥着重要作用。

（三）共同富裕实现与民营经济协同发展的理论要求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我们党一以贯之的指导思想。过去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我们党

取得了辉煌的发展成就，未来也必将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带领全国人民实现共同富裕。马

克思、恩格斯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描绘了未来社会的蓝图，设想的最终社会形态是共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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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而共同富裕的实现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前提，因为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生产力的发展和共

同富裕的实现。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

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①
这说明发展生产力是无产阶级政

党的一项重要任务。

马克思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它是沿着生产力决定

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反作用的辩证关系推动社会发展的。这一规律在我国社会主

义基本制度范围内同样发挥作用。

就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来说，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的生产力总体上是落后的，结构上存在多

层次，这样的生产力决定的生产关系不能是马克思设想的成熟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就生产关

系中起决定作用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来说，这样的生产力决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不能是单一的

公有制，而只能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且与多种所有制并存。

就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反作用来说，我国计划经济时期实行单一的生产资料公有制的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不适合总体落后、结构多层次的生产力，对我国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具有阻碍

作用，所以我国计划经济时期的生产力发展速度较慢；在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实行的以公有制

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适合总体落后、结构多层次的生产力，使我国生

产力快速发展，以至发展到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

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使我国现在的生产关系又出现了不适应

发展到现在的总体达到高水平、结构仍然不平衡的生产力的局面了，这在客观上要求我们通过

进行新一轮改革，变革现在的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现在的生产力的局面，变革的方向就是要使共

同富裕的实现与民营经济发展之间实现协同，这样才能使我国现在的生产关系完全适应现在

的生产力，从而促进我国生产力在现在总体处在高水平的基础上继续快速发展。新时代共同富

裕的实现是要使生产关系中的产品分配形式适应现在总体处在高水平、结构仍然不平衡的生

产力；民营经济发展是要保留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仍然适合生产力的

方面。

（四）共同富裕实现与民营经济协同发展的现实要求

进入新时代后，我国面临的国内外发展环境愈加复杂严峻。从国际视角来看，贸易保护主

义抬头，经济全球化受阻。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采取了高科技封锁和关税

壁垒等贸易打压手段，罔顾国际贸易条约和国际准则，主动挑起贸易战，全方位立体性地阻碍

我国对外贸易和高新技术的发展，给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外部压力，使我国国际

大循环环境变差，迫切需要发展国内大循环，而发展国内大循环离不开民营经济发展的助力。

从国内视角来看，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转变，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愈加强

烈。过去过分追求经济发展速度的粗放式发展引发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凸显。聚焦到民营

经济上，经过几十年的飞速发展，民营经济在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

要的作用，是提升社会生产力的重要驱动力。然而，在民营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出现了收入

分配差距问题。这是否意味着为了实现共同富裕就要遏制民营经济的发展呢？我们的回答是否

定的。纵观国内外发展大局，我们需要立足发展生产力这个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创造条件将

共同富裕的实现与民营经济发展协同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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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民营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引致了一些妨碍共同富裕实现的矛盾

（一）民营经济发展中存在的收入分配问题增加了社会财富分化矛盾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一直保持正增长，经济总量已跃居全球第二

位，民营经济对此贡献巨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民营经济作为非公有制经济，在资本增殖逻

辑作用下得到了快速发展，形成了体量大、产业覆盖面广的发展格局。虽然我国社会主义性质

要求民营经济必须在社会主义制度的框架下发展，国家为此出台的相关政策部分弱化了民营

经济资本无序扩张的社会影响，但是改变不了民营经济资本对利益的追逐。当前存在的发展悖

论是：我国民营经济的发展虽然带来了社会财富的增长，但是在分配上存在的问题引发的收入

分配矛盾日益凸显，由于许多民营企业收入分配的控制权主要掌握在企业主手中，大量社会财

富逐渐向社会少部分人聚集，造成不同社会群体间的收入产生差距，而且这种差距总体存在扩

大的趋势。从图2可以看出，在2012年我国基尼系数为0.474，此后，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

中央实施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一系列举措，使我国基尼系数到2015年降到0.462，但此后又有

所提升，到2018年时达到0.468,虽然在2019年降为0.465，但还是略高于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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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12年至2019年中国基尼系数（GINI）

注：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①

 

我国国民经济的所有制由公有制和非公有制构成，公有制经济中的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

的分配主要实行按劳分配，对偏高的基尼系数影响力不大；非公有制经济中的外资经济的利润

主要被外商占有，外商不是中国公民，其收入不参与中国基尼系数的测算；非公有制经济中的

民营经济的收入分配主要由民营企业主决定，一些民营企业主凭借资本话语权将实现的收入

朝着民营企业主倾斜的方向进行分配，造成收入分配悬殊的结果。显然，民营经济中一些民营

企业差距较大的收入分配对我国偏高的基尼系数的影响力应该是最大的。

（二）民营经济发展中一些企业主个人利益的扩张增加了共同富裕实现的阶层结

构矛盾

共同富裕的实现应该是什么样的社会图景？马克思在经典著作《1857–1858年经济学手

稿》中对此进行了描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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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
②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论述到：“通过社会化生产，不仅可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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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

8 上海财经大学学报 2022年第1期

①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https://www.data.stats.gov.cn/publish.htm?sort=1。

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86-787页。



用。”①
由此可以看出，共同富裕实现的前提必然是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达，社会财富的极大丰

沛，在此基础上实现所有人的个人利益的获得和个人财富的增长。虽然民营经济的发展可以促

进社会财富的充沛，但不能自发实现满足共同富裕要求的所有人的个人利益和个人财富的增

长。这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有关，根据生产力的发展程度，可将生产力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

初始期、提升期和发达期。在生产力发展初始期，大力发展民营经济符合迫切提高生产力的要

求，将民营经济的收入分配偏向企业主有利于民营经济的扩大再生产，从而产生出更大的社会

生产力，提升了经济效率，但是弱化了分配公平。进入新时代，生产力的发展已经进入了新的

提升阶段，正处于利益分配的调整期和利益格局的分化期，呈现出社会群体的多样化，利益分

配的不均化，个人利益的碎片化，特别是一些民营企业主个人利益过分扩张和共同富裕实现间

的矛盾加剧。例如，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按行业分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2019年平均工资为53 604元

。
②10家民营企业上市公司董事长2019年税前平均收入为523.40899万元（见表1），是城镇私营单

位就业人员2019年平均工资的97.6倍。其中伊利实业集团董事长2019年的收入最高，达到1

934.4699万元，是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2019年平均工资的360.9倍。
 

表 1    2019年10家民营企业上市公司董事长税前收入

序号 企业名称 董事长税前收入（万元） 年度

1 伊利实业集团 1934.4699 2019

2 药明康德 1805.86 2019

3 中国民生银行 457.93 2019

4 西安隆基 221.72 2019

5 东方财富 216.76 2019

6 中公教育科技 186.37 2019

7 立讯精密工业 131.99 2019

8 三一集团 106.07 2019

9 爱尔眼科医院集团 105.72 2019

10 智飞生物 67.2 2019

平均 523.40899 2019

　　注：数据来源于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
 

由于一些民营经济企业主在发展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社会财富，占有了大量社会资源，导致

出现利益垄断，以至于多数社会个体占有的社会财富和资源相对量越来越少，阻碍了利益分配

的均衡流动，使利益格局趋于固化，加剧了妨碍共同富裕实现的阶层结构矛盾。

（三）民营经济发展增加了妨碍共同富裕实现的区域结构性矛盾

回顾我国民营经济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高效率和高速度是贯穿其中的主线，一些民营企

业在资本逻辑的推动下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片面追求高增长，使大量资源向发达地区集中，

使社会资源配置的区域结构失衡失序，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区域结构性矛

盾，与共同富裕需要达到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缩小的要求存在匹配失帧和结构反差问题，阻碍了

落后地区人民群众走向富裕的进程。比如，党中央为解决区域不平衡问题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战

略，也取得了巨大成效，但是在西部大开发的前期，一些西部地区的地方政府没有把西部大开

发的重点放在开发西部人民群众的发展能力上，而是把西部大开发的重点放在通过招商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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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西部的自然资源上，结果吸引来了一些东部发达地区有实力的民营企业主的资本，这样开

发的利益大多要按照资本的逻辑被这些民营企业主占有，西部人民群众分享的西部大开发的

成果非常有限。本来，西部大开发应当遵循党的群众路线来开发，党的群众路线中的“一切为了

人民群众”应该落实在西部大开发战略上，体现为西部大开发的本质目的是为了西部人民群众

脱贫致富，过上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党的群众路线中的“一切依靠人民群众”，要求西部大开

发主要依靠西部人民群众自己来开发。在西部大开发前期，西部人民群众还不具备自己进行全

面开发的能力时，西部大开发前期的工作重点就应放在开发西部人民群众的开发能力、发展能

力上。由于一些西部地区在西部大开发的前期没有将开发的重点放在开发西部人民群众的发

展能力上，而是放在通过招商引资开发西部的自然资源上，使这些地区的西部大开发没有发挥

其在缩小东西差距、促进共同富裕上的应有作用，反而给东部发达地区的有经济实力的民营企

业主创造了资本增殖的机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社会群体间财富分化的区域结构性矛盾。

（四）民营经济发展中存在的资本增殖逻辑助推了一些错误价值观与共同富裕实

现应有的价值取向的矛盾

民营经济受资本增殖的原始驱动，广泛活跃于社会各个产业，创造了大量的社会消费热

点，满足了人民群众的部分消费需求，但是西方社会思潮同时趁机裹挟着华丽的外衣，悄无声

息地通过消费方式的输入进行思想渗透，引发了诸如“极端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等与共同富

裕的实现不相符的错误价值观，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阻碍了共同富裕实现的价值认同和统

一。那么，什么样的价值认同有利于共同富裕的实现呢？追本溯源，从共同富裕的价值评判标

准着手研究，可以发现公平合理的社会财富分配是共同富裕实现的内在利益共识和价值基础。

我国民营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市场主体的多样化，社会价值取向的多元化，随着市场化进程的加

深，增长的社会财富激发了不同社会群体的占有欲望，在社会财富创造力大涨的同时滋生了

“拜金主义”“仇富心理”等与共同富裕实现的价值评判标准背道而驰的错误价值观。这些错误

的价值观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共同富裕实现的价值共识，破坏了共同富裕实现的价值基础。部分

民营企业为了追求利润的最大化，罔顾国家法律法规，无视人民群众的身心健康，生产假冒伪

劣产品，大肆干着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生态环境等违法犯罪行为，加速了社会群体间的对立和

利益的分化，激化了民营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与共同富裕实现间的价值矛盾。

四、  共同富裕实现与民营经济发展的统一性

（一）共同富裕实现与民营经济发展统一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中国共产党统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引领我们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向

着共同富裕的目标前进。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中国共产党具有超强的

凝聚力和号召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诞生于国家危亡之际，成

长于烽火硝烟中，执政于百废待兴时，是中国近现代史的见证者、亲历者和领导者，带领中华

儿女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开启了现代化建设的新篇章。民营经济的发展更是离不开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从民营经济的发展历程进行探寻，可以发现，正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

召开，开启了我国民营经济快速发展的新征程，从此民营经济的发展驶上了快车道。在我们党

的深切关怀下，从政策、营商环境上给予了民营经济较大的支持，使民营经济取得了瞩目的发

展成就，日益成为市场经济的发展主体和重要的社会生产力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将我国

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革成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所有制，将非公有

制经济（其中主要的是民营经济）定位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还通过对国企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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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混合所有制改革，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参股国有企业，使民营经济与公有制经济发展成为你中

有我、我中有你、互相促进、互相依赖的命运共同体，共同服务于实现共同富裕的伟大目标。共

同富裕是我们党一以贯之的执政方针和政治宣言，我们坚信在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下，民营

经济在未来将得到进一步发展，共同富裕必将得到高水平的实现。

（二）共同富裕实现与民营经济的发展统一于改革开放实践

改革开放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是我们党实事求是工作方法的生动体现。改革就是要破

除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条条框框，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要实现共同富裕，必须解放生产力和发

展生产力；要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必须使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要使生产关系适合生产

力，必须找到适合生产力的生产关系的具体实现形式；要建立适合生产力的生产关系的具体实

现形式，必须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中国共产党通过长期的

探索，找到了适合生产力的生产关系的具体实现形式，就生产关系中起决定作用的生产资料所

有制来说，发现适合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不是单一的

公有制，而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所以，我们要通过改革大力发展民营经

济。同时，由生产力决定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必须适合经济基础，我党

通过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和文化体制改革，使我国的上层建筑不断适合经济基础，使体现为经济

基础重要组成部分的民营经济中的民营企业主与其他人民群众一样拥有相应的政治生活和文

化生活，从而使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主越来越具有社会责任感，越来越具有促进共同富裕的主

动心和责任心。

开放是为了发挥国内国外两个市场、国内国外两种资源对我国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方

法是让以产品、资本为主的各种要素“引进来，走出去”。我国鼓励各种所有制形式的企业都参

与“引进来，走出去”的过程，其中民营经济在这一过程中获得了很大发展。

我国民营经济真正的腾飞始于改革开放，它破除了阻碍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束缚，使民营

经济迎来了快速发展时期，创造了巨大的社会财富，同时促进了社会经济整体的高速发展。共

同富裕的实现是我们党一直秉持的奋斗目标，共同富裕的实现前提是社会生产力得到极大发

展，民营经济是这一实现前提的重要创造者之一，民营经济的发展对创造这一实现前提作出了

巨大贡献。

（三）共同富裕实现与民营经济的发展统一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由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时提出，高度凝练了近

代以来中华民族的共同理想，是我们接下来工作的重心和行动指南。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提出顺

应了时代发展潮流，更是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该如何发展时代之问的回应，具有重要的

理论和实践价值。中国梦是由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社会和谐构成的四维立体框架。

在这个框架中，内在规定了民营经济的发展方向，赋予了民营经济发展的力量。

国富民强和民族振兴实现的前提必然是经济力量的强大，民营经济能够凭借自身独特的

发展优势，集聚起有力的社会经济发展因素，不断激发市场经济活力，提高社会生产力，将自

身的发展融入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

人民幸福就是让人民有更多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在中国梦的伟大实践中，每个公民既是独

立的参与个体也是最终的受益者，个人与民族、国家共同组成了命运共同体，民营经济中的民

营企业主和民营企业员工都是中国梦伟大实践的重要参与者，民营经济的发展能够创造大量

的就业机会，为民营企业员工这一部分人创造了实现幸福的就业创收前提。

实现社会和谐要求将人民放在中心位置，大力发展生产力，保障和改善民生，调整收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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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关系，将发展的成果实实在在地惠及广大人民群众，让人民群众的生活得到极大的改善和丰

富，除了物质上的富足，还有精神上的丰盈，使个人能够实现自身的充分发展。民营经济发展

创造的就业增量已经大于公有制经济，为实现社会和谐作出了巨大贡献。

（四）共同富裕实现与民营经济的发展统一于以人民为中心

人民群众是中国共产党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深刻地回答了发

展依靠谁和为了谁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的现实观照，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使

命。我国民营经济的发展与广大人民群众有着天然的紧密联系，从民营经济的发展历程来看，

在民营经济发展初期，主要的从业者均来自于广大劳动人民，正是他们的辛劳付出赋予了民营

经济快速发展的动力，创造了民营经济发展的奇迹，使民营经济积累了大量的社会财富，有了

进行二次创业的原始资本。民营经济中的民营企业主和员工都是人民群众的一部分，只是民营

企业主是人民群众中先富裕起来的部分，他们先富裕起来符合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当然，当

民营经济发展到一定的高度，要引导民营企业主带动民营企业员工共同致富。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民营企业主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资本家有天然区别，民营企

业主虽然是民营企业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者，但他们也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生产资料的共同

主人，也是民营企业的劳动者，也参与商品价值的创造，因为他们在企业从事的管理劳动也创

造价值。同样，民营企业的员工也与资本主义企业的工人有天然区别，虽然他们受雇于民营企

业，商品的价值主要靠他们的劳动去创造，但他们也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生产资料的共同主人

（来自农村的员工拥有分到的承包地的使用权）。所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民营企业的

企业主和员工的关系与资本主义企业资本家和工人的关系有本质的区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条件下民营企业的企业主和员工都有企业劳动者和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生产资料共同主人的共

性，决定了他们在民营企业里能发展成利益共同体，能使他们团结起来，把企业不断发展壮

大，最终使员工也走向富裕，从而实现共同富裕。所以我们提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

民营企业要构建和谐劳资关系的理念，我们在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民营企业劳资关

系时的立场，与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制度下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关系时立足无产阶级的利益

不同，与西方经济学立足西方资产阶级的利益更不同，我们要立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民

营企业劳资双方的共同利益，只有这样，才有利于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此外，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深入，人民群众的需求逐渐多样化，呈现出差异化和个性化的

特点，这对民营经济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新的发展契机。只有民营经济紧跟人民群众的切实需

求，把握好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需要的新期待，民营经济才有持久发展的动力；也只有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实现共同富裕这条发展主线，民营经济才能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五）二者将在共同富裕高水平实现与民营经济高度发展的条件下达成互相依赖

的关系

党的群众路线的核心内容是一切为了人民群众，一切依靠人民群众。一切为了人民群众落

实在新时代党中央实施推进实现共同富裕战略上，是为了实现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

一切依靠人民群众落实在新时代共同富裕的实现上，体现为要依靠人民群众的发展能力和共

同努力来实现高水平的共同富裕。因此，高水平共同富裕应主要通过使人民群众树立实现高水

平共同富裕的志气、具有实现高水平共同富裕的智慧和能力来实现，只有依靠人民群众的志

气、智慧和能力实现的共同富裕，才会成为可持续的永久的水平不断提升的共同富裕。一旦人

民群众有了实现高水平富裕的志气、智慧和能力，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民群众沿着“大众创新，

万众创业”的路径奔向富裕，他们创业的经济形式将主要采取民营经济的形式，从而带来民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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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可见，民营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将成为高水平共同富裕实现的重要手段和条

件。同样，高水平共同富裕的实现将成为民营经济高度发展的条件。随着民营经济的不断发

展，其生产力水平、经济总量、产品总体规模将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巨量的产品要实现“从商

品向货币的惊险跳跃”，必须有足够大的市场需求，这个足够大的市场需求只有靠高水平的共

同富裕来创造，如果没有高水平的共同富裕，广大人民群众的购买力就处于较低水平，民营企

业生产的越来越大的巨量产品的价值就不能得到全部实现，民营经济就不能实现长远发展。正

如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所揭示的：当生产的产品过多，而消费者没有足够的收入进行消费，就

会造成生产和消费的矛盾，引发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由于共同富裕的高水平实现与民营经济

的高度发展具有了互为条件、互相依赖的关系，所以，不论是立足于共同富裕的高水平实现，

还是立足于民营经济的高度发展都在客观上要求实现二者的协同。

五、  助推新时代共同富裕实现与民营经济发展协同的政策建议

（一）创造共同富裕实现与民营经济发展协同的条件

共同富裕的实现与民营经济的发展既存在冲突性，又存在统一性。当二者的冲突性大于一

致性时，实现二者协同的难度较大；当一致性大于冲突性时，实现二者协同的难度较小。当社

会生产力和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二者的冲突性大于一致性；当社会生产力和经济发展水平非

常发达时，二者的一致性大于冲突性。所以，实现共同富裕与民营经济协同发展的首要条件是

创造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和经济发展水平。当这个首要条件还不具备时，就难以实现共同富裕与

民营经济发展的协同，我们就只能将实现共同富裕作为未来目标，表达为“最终实现共同富

裕”。此时的近期目标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在此基础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近

期目标的实现还要以大力发展民营经济为重要手段。随着这一近期目标的实现，共同富裕的实

现与民营经济的发展之间的关系开始实现由冲突性大于一致性向一致性大于冲突性的转化，

我国已经进入历史上最接近创造促成共同富裕实现与民营经济发展协同的首要条件的时期。

但是创造这个首要条件的过程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我们今后要继续努力创造和改善这个

条件。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首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如一些发达国家生产力和经济发展水平比我

们高，但它们没有也永远不可能实现共同富裕，因而永远谈不上共同富裕的实现与民营经济

（在资本主义国家应表达为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协同。我国在创造好了促成共同富裕实

现与民营经济发展协同的首要条件的同时，还必须创造其他必要条件，其他必要条件中最重要

的是制度条件，即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

度，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①

这

些条件我们已经具备，但今后也需要不断完善。就第一个“毫不动摇”来说，我们要继续深化国

有企业、集体企业的现代企业制度改革，建立高效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不断加大研发经费

投入和创新人才培养力度，提升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在容易被发达国家“卡脖子”的科技领域

寻求突破；要通过多种方式做大、做强、做优国有经济，通过深化、完善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

改革，探寻新形势下发挥公有制主体地位、主导作用的新的实现形式。就第二个“毫不动摇”来

说，要为非公有制企业创造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在工商、税收、融资、科技创新支持等方面给

予与公有制经济平等的待遇，当前的工作重点，一是要从根本上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难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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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二是要从税收、融资等方面给民营企业的科技创新提供力度更大的支持，同时要引导民营

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不仅要注重经济效益，更要注重社会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要通过更加完善

的制度安排解决企业的“负外部性”问题。

（二）建立共同富裕实现与民营经济发展协同的机制

共同富裕是以社会生产力的极大发展为展开主线，以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为实现基础，生

产力的极大发展是物质财富的源泉，因此生产力的极大提高是共同富裕实现的前提。用民营经

济的发展激活市场经济的活力进而带动社会生产力的整体提高是很有必要的，然而当前民营

经济的发展现状距离共同富裕实现所需要达到的生产力标准还有很大的差距，因此需要大力

发展生产力，使民营经济的发展方向与共同富裕的实现方向相统一，使民营经济的发展和分步

实现共同富裕的阶段要求相统一，所以需要在二者之间建立协同机制，用机制来保障民营经济

的发展和共同富裕实现的协同。第一，要确立公平高效的协同标准，规范不同社会群体的行

为，统一共同富裕的目标；第二，要从宏观政策、金融、保险、工商、税务等方面建立促进民营经

济持续发展的支持机制，给予民营经济发展持久的动力；第三，要建立民营经济财富分配偏离

共同富裕的警示机制，使民营企业主认识到：民营经济财富分配偏离共同富裕目标，就会对民

营经济自身的进一步发展形成障碍；第四，要破除社会上共同富裕观的偏差，消解不同社会群

体扭曲的财富观，使人们既认识到当前共同富裕实现的现实条件限度，又要认识到财富收入适

当差异的合理性。

（三）扩大共同富裕实现与民营经济发展间的命运共同体

扩大共同富裕实现与民营经济发展间命运共同体的体量对于协同发展有着重要意义。面

对当前社会主体的多元化，不同社会群体利益诉求多样化的现实，大力构建利益共同体将成为

破除群体利益障碍，回应群体利益诉求，打通群体利益联结，规范群体利益选择的重要方法。

扩大命运共同体首先要以利益共同体的扩大为契机，这对群体利益矛盾进行纾解，对群体利益

结构进行重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当前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进入了新时代，民营经济创造了

巨大社会财富背后，利益分配不均引发的社会问题日益凸显。一些民营企业以追求资本增殖为

目标，忽视了环境保护的责任、合理分配利益的义务等，形成了利益固化，与广大劳动者构成

了利益分化。共同富裕的实现要求社会财富全民共享，破除利益固化和劳资对立，推进社会财

富合理分配。进行破局就是要实现二者间利益共同体体量的扩大，继续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

制改革是扩大二者间利益共同体体量的重要方法。一方面，将国有独资企业改造成混合所有制

企业，可以使公有制经济驾驭的资本大幅度扩大，动员社会更多的资本服务于社会主义共同富

裕的本质目标；另一方面，在混合所有制企业的规模没有扩大到规模效应充分发挥出来之前，

能吸引大量的民营资本参股混合所有制企业，分享规模效应的成果，从而使一部分民营经济在

混合所有制企业得到发展壮大。此外，我们要正视当前利益差别的存在，肯定当前适度的利益

差别的合理性，进而从社会财富的分配着手，加强利益分配机制的规范和利益公平分配的引

导，使全体人民达成利益共识，形成利益认同，进而形成利益自觉，使共同富裕的实现与民营

经济的发展在利益共同体不断壮大的条件下达到协同。

（四）优化共同富裕实现与民营经济发展的成果共享机制

在分步实现共同富裕的伟大进程中，必须优化共同富裕实现与民营经济发展中的成果共

享机制。共享是共同富裕的内在规定，也是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价值引导。随着时代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对执政规律的不断探索，在实践基础上逐渐加深了对共同富裕内涵的理解，

对民营经济发展作用的把握，对共享发展的认识。只有在发展过程中予以成果共享的激励，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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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激发人民群众更大的创造力，取得民营经济更大的发展成就，逐步提高整体的社会生产力，

从而达到共同富裕的发达生产力要求。在民营经济的发展中，需要我们采取相应的制度安排，

从分配本身来说，必须扭转贫富分化的资本逻辑取向，以共同富裕的实现为价值取向，扩大员

工在企业分配中的占有份额，实现利润共享，提升消费能力，纾解生产和消费的矛盾。在共同

富裕实现的过程中做到发展成果共享，使人民在参与发展的过程中形成共同富裕共识，鼓足干

劲不断创造新的成果，从而形成良性循环体系。因此成果共享要以基本国情为基础，使共同富

裕的分步实现与民营经济的发展相匹配，实现从低到高，从不均衡到均衡的共享。要以改善民

生为重要着力点，不断深化改革创新，破除制约共享的机制障碍，兼顾社会财富分配的效率与

公平，让人民切实感受到共享成果带来的获得感、幸福感。发展成果持续壮大和发展成果永续

共享，是新时代共同富裕实现与民营经济发展达到协同的最终标志。

Research on the Collaboration of the Realization of
Common Prosperit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Private

Economy in the New Era

Yang Xiaoyong,  Yu Qianshen
( School of Marxism,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92, China )

Summary: Discussing how to achieve common prosperity in the new era should be based

on the realistic premise that the goal of building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in all respects has

been  achieved  but  the  disparity  in  income  distribution  still  exists.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Party  has  made  solid  progress  in  the  first

centenary goal — the realization of a well-off society in all respects. After the joint efforts of the

whole  Party  and  the  people  of  the  whole  country,  the  goal  was  successfully  completed  on

schedule by the end of  2020.  However,  the realization of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in all

respects  only  eliminates  absolute  poverty,  and  there  is  still  a  big  gap  between  the  essential

requirement  of  socialism-common prosperity.  Therefore,  after  the  goal  of  building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in all respects is achieved, the Party immediately put forward the new goal of

achieving common prosperity in the new era.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private economy has not

only made a huge contribution to the realization of a well-off society in all  respects,  but also an

important  reason  for  the  disparity  in  income  distribution.  The  realization  of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in all respects is the prerequisite and basis for achieving common prosperity in

the  new  era,  while  the  disparity  in  income  distribution  will  hinder  the  realization  of  common

prosperity in the new era.  Achieving common prosperity is  the essential  requirement of socialist

production  relation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private  economy is  the  objective  requirement  for

improving  the  productive  forces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realization  of

common prosperit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private economy are both contradictory and unified.

The  opposition  between  the  two  is  reflected  in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private  economy

(下转第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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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loyee  wages  and  profitability  of  enterprises,  and  the  adjustment  of  the  labor  income

distribution structure of private enterprises by the Party organization does not have the problem

of “wages  eroding profits”.  On the contrary,  the  Party  organization’s  efforts  in  safeguarding the

interests  of  employees also increase labor productivity,  enabling enterprises  to increase employee

benefits  while  increasing  profits.  The  increase  in  labor  income  share  is  more  manifested  in  the

impact  of  the  Party  organization  on  the  distribution  of  incremental  corporate  income,  which  is

sustainable and realizes the Pareto improvement of enterprise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Compared  with  the  existing  research,  the  marginal  contribution  of  this  paper  lies  in  that:

Firstly, investigating the impact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Party organization on the labor income

share  of  private  enterprises  is  a  further  expansion  of  the  research  on  the  governance  effect  of

corporate Party organizations. Secondly, it provides new ideas for further increasing China’s labor

income share. Thirdly, it clarifies the internal mechanism of the Party organization to increase the

labor income share of private enterprises, and systematically examines its transmission path, which

provides  empirical  support  for  achieving  the  development  goal  of  integrating  efficiency  and

fairness.

Key words: the Party organization; private enterprises; labor income share; governance

structure

（责任编辑：王西民）
 

(上接第15页)
intensifies  the  contradiction of  the differentiation of  social  wealth,  increases  the contradiction in

the class structure that hinders the realization of common prosperity, intensifies the contradiction

in  the  regional  structure  that  hinders  the  realization  of  common  prosperity,  and  promotes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some  wrong  values  and  the  realization  of  common  prosperity.  The

antagonism  of  the  two  is  reflected  in  that:  The  realization  of  common  prosperit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private  economy  are  unified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unified in the practice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unified in the Chinese dream of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unified  in  the  people  as  the  center.  The  two  will  become

mutually  conditional  and  interdependent  under  the  conditions  of  the  high  level  of  common

prosperity  and the high development  of  private  economy.  Based on this  relationship,  we should

promote the collaboration between the two from the following aspects: Create conditions for the

realization  of  common  prosperit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private  economy,  establish  a

collaboration  mechanism  for  the  realization  of  common  prosperit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private  economy,  expand  the  community  of  interests  between  the  realization  of  common

prosperit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private  economy,  and  optimize  the  achievement-sharing

mechanism in the realization of common prosperit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private economy.

Key words: new era; common prosperity; private economy; collaboration

（责任编辑：倪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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