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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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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是中国共产党的价值目标，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本质

要求与实践意义。从党的百年奋斗历程来看，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程，也

是走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程，这一历程经历了“革命求富”“建设谋富”“改革致富”“脱贫共富”四

个阶段。在新征程上，全面梳理中国共产党如何带领人民走出一条迈向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总结

历史经验，能够为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社会主义国家的强盛、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提供重要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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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马克思那里，就有关于共同富裕的思想。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资料私有制与社会化

大生产的矛盾进行深入剖析的基础之上，提出“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1]200，在他看来共产主义

社会是一个消灭剥削、按需分配、共同富裕的美好社会。中国共产党作为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秉承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关于共同富裕的精神要义，始终坚持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

和使命，坚定不移地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断向着带领全体人民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迈进。这一初

心使命深刻体现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以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

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中。《决议》全面描绘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所取得的辉

煌成就，深刻说明了“坚定不移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道路”[2]66是我们成功的重要经验，也是未来夺取胜利

的前进方向。可见，共同富裕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具有内在统一性，中国共产党是带领人民群众走共同

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最先进的无产阶级政党。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

化道路的重要特征与目标追求，也是中国共产党为民、利民、富民的价值遵循[3]，党和人民经过各个历史

时期的艰苦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人民生活显著改善”[2]46，为推动共同

富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制度基础。但同时也要清晰地认识到，当前“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

续问题”[2]34依然存在，实现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强国目标任重道远。

共同富裕是当前学界、政界以及智库关注的热点和焦点议题。以“共同富裕”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

检索，从 1978年至今，相关主题文章约 2.4万篇，从 1994年至 2020年相关主题文章数量均维持在 500至
1000篇左右，2021年相关主题文章数量直线式上升，达到 4000余篇。进一步以“共同富裕”与“现代化”

为主题在中国知网进行检索，相关主题文章约4000篇，总体趋势与以“共同富裕”为关键词进行检索的结

果大体一致，在 2021年达到自知网收录相关研究数据以来最高峰。在研究内容上，当前国内报刊、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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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研究主要集中探讨其内涵、探索历程以及实践路径①，国外相关研究展现出从描绘共同富裕社会的

未来图景到从经济视角分析缩小贫富差距的可行路径的研究脉络②。部分学者还进一步聚焦共同富裕

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分析其必要性与实践历程③。现有研究状况，说明了共同富裕这一主题与中国共

产党百年奋斗历程紧密相关，既是彰显中国共产党初心和使命的重要议题，也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题

中应有之义。共同富裕既是经济问题，也是重大的政治问题，直接影响党的执政基础。共同富裕，既要

求“共同”，即覆盖全体人民，一个也不能少，又要求“富裕”，即实现全面发展，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

态多维发力，同时共同富裕也是中国共产党所开创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内在价值旨趣。走共同富裕

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中国共产党的进行时和将来时，而不是完成时。我们需要对其发展演进逻辑和

历史经验进行更深层次的思考，即清晰梳理中国共产党推动共同富裕的百年历程，厘清走共同富裕的中

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史脉络，进一步深刻把握共同富裕的理论内涵、核心要义与实践要求，明晰共同富

裕既作为重要战略部署，又作为发展动力的作用，并总结我们在推进共同富裕过程中的宝贵经验，从而

能更好应对新时代新征程上更巨大的风险挑战。

一、走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史进程

基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共同富裕的内涵具有历史性、时代性特征。共同富裕目标的设定及其实现

程度受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物质基础越丰厚、社会制度越完善，人们也就越发追求多维、全面的富

裕。从中国共产党推进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的百年历程来看，中国共产党根据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

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几个不同历

史时期的时代背景与主要任务，不断创新推动共同富裕的思路方针与实践举措，赋予“共同富裕”以由片

面到全面、由低水平到高质量的动态的、渐进的时代内涵。全面梳理不同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推进共同

富裕的现代化历程，对于丰富和拓展“共同富裕”的深层内涵，以及在新征程上走好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

代化道路具有重要意义。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求富”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历程可以概括为“革命求富”。“革命”即新民主主义

革命，所期盼的“富”的核心要义是要消除财产私有制所带来的贫富鸿沟。当时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

建状态，军阀混战、经济落后、民不聊生，中国人民遭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压迫。中国共

产党所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通过革命来争取民族独立，从而为消除资本主义导致的社会不均、走共同富

裕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奠定重要的社会前提。中国共产党以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初心和使

命，肩负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重任，奋力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为实现共同富裕创造根

本社会条件。

鸦片战争以来，无数仁人志士发起救亡图存运动，但都以失败告终。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成为中华民

族的历史转折点，之所以能够肩负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因为它始终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以人民群众为利益出发点。中国共产党从农民根本利益出发，帮助农民掌握土地这一致富的生产资料，

赢得了广泛的群众基础。1921年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此纲领明确

中国共产党以没收土地等生产资料为手段，最终实现“消灭资本家私有制”[4]6。在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

提出“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两次修订井冈山《土地法》，肯定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在抗日战争时期，

① 如张占斌（2021）、燕连福（2021）、李军鹏（2021）、刘同舫（2021）分析了共同富裕的内涵。逄锦聚（2021）、田克勤（2021）、杨明伟

（2021）、蒋永穆（2021）梳理了中国共产党为实现共同富裕的百年奋斗。黄群慧（2022）、韩文秀（2021）、秦刚（2021）、赖德胜（2021）、
张来明（2021）、韩文龙（2018）探讨了新时代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此外，胡鞍钢（2017）描绘了实现共同富裕的未来设想，黄先海

（2021）探讨了测量共同富裕的指标体系。

② 如托马斯·莫尔（1516）、托马斯·康帕内拉（1623）、摩莱里（1755）、马布利（1776）、克劳德·昂利·圣西门（1821）、夏尔·傅立叶（1829）、
罗伯特·欧文（1816）等在构想共同富裕的理想社会的未来图景中展开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批判。亚当·斯密（1776）、约翰·梅纳德·

凯恩斯（1776）、庇古（1920）、维尔弗雷多·帕累托（1906）、阿瑟·奥肯（1975）、阿玛蒂亚·森（1999）、托马斯·皮凯蒂（2014）等从经济角

度探讨了如何增加社会财富与社会福利。

③ 如艾四林（2021）、张占斌（2021）、周文（2021）、孟鑫（2020）、杨宜勇（2021）、吴忠民（2021）、韩喜平（2021）等重点阐释了共同富裕与中

国式现代化之间的深层关系，分析了中国共同富裕的现代化道路的理论与实践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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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解决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困难等情况，毛泽东发出“自己动手”号召，开展大生产运动，保障物资供给，

减轻农民负担。[5]37-94在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土地法大纲》的发布在广大农村掀起土地制度改革的热潮，

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1949年 3月，毛泽东提出“使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

业国”的奋斗目标[6]61，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的现代化建设锚定方向。直至 1949年 10月 1日，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标志中国人民实现了站起来的伟大飞跃。

总的来说，中国共产党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艰辛探索，找到了可以带领全体人民实现共同富

裕这一初心使命的正确道路，这条道路就是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将共同富

裕的现代化与民族独立统一起来，一方面在其纲领、革命口号、革命目标中充分展现消灭私有制、实现共

同富裕的未来愿景与社会主义的光明前景，激发农民参与革命的内生动力；另一方面，通过土地革命、土

地改革等实践，重新配置土地资源，帮助农民成为土地的主人，改善农民的贫苦生活，为实现共同富裕的

现代化创造了前提与基础。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建设谋富”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在艰难曲折中推进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探索阶段，这一阶段

可以概括为“建设谋富”“建设”即中国共产党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继续践行初心使命，坚持走社会主义道

路，并且通过最深刻的社会变革来实现“富”，实现经济的繁荣。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世界局势动荡不安，

国家主权安全面临挑战。中国共产党需要建立和巩固国家政权，完成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

从而为实现国家富强、共同富裕奠定坚实的制度基础。“建设谋富”具体体现为，在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基

础之上，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探索，为实现共同富裕奠定制度

基础与物质基础。

1949年以后，中国共产党变革生产资料所有制，丰富和拓展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内涵，在艰难曲折中

探索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在此阶段，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深刻认识到资本主义必然会导致贫富两极分化，

而社会主义道路才是能够大力发展生产力、帮助全体农民摆脱贫困的道路。1950年至 1952年底，中国

共产党继续推行土地制度改革，帮助“约 3亿无地少地的农民无偿获得约 7亿亩土地”[5]157，有效防止了农

村贫富差距悬殊问题。从 1953年起，中国共产党开展“一化三改”，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大力推

进国家工业化。在这样的背景下，1953年颁布《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首次正式提

出“共同富裕”的命题，指出要帮助农民摆脱贫困状况，使他们“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荣的生活”[7]11。社

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继续深入剖析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深刻内涵，逐步明确社会主义

现代化对于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意义。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我国要探索出一条不同于苏联

的工业化道路，虽然重工业是我国发展的重点，但是也不能忽视轻工业与农业的作用，要平衡好生产资

料与生活资料的关系，进而“更好地供给人民生活的需要”[8]25。1956年，党的八大将建设的目标由社会主

义工业化拓展至“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7]519，拓展了现代

化的内涵。直到1964年底，周恩来正式提出“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四个现

代化”发展目标[5]198，并成为此后社会主义事业长期奋斗的目标。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进一步丰富和拓展了共同富裕的涵义，在现代化建设中取

得了一系列突破性成就，如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成功独立研制“两弹一星”，人

工合成牛胰岛素结晶等，石油工业、交通运输业、农田水利建设、教育卫生事业等取得长足发展。与此同

时，中国共产党注重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一系列数据表明，中国共产党富民的初心和承诺在不断实现，

如城镇居民、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大约分别由 1949年的 100元和 44元，增加到 1978年的 343元和

134元，1978年城镇居民、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分别为 311元和 116元，比 1957年名义增长 40.2%和

63.7%[9]，为在下一阶段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更高的任务，更大力度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更大举

措改善人民生活状况奠定了物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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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改革致富”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现代化道路探索历程可以概括为“改革致富”。“改革”即

实行改革开放的一系列举措，目的是实现生产力快速提高，使人民尽快富裕，最大限度体现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道路的优越性。上一历史时期实践与探索，为这一时期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但长期的计划经

济，导致资源短缺、效率低下、两极分化等问题产生，从整个世界来看，社会主义也遭遇困境。破解这些

问题，坚定不移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需要中国共产党更深入理解“富”。实现更高层次的富裕，需要思

想的解放、大胆创新。中国共产党提出将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

开放，与时俱进地丰富和拓展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目标、发展步骤和实现路径，实现了快速发展，为实

现共同富裕夯实了深厚的物质基础。

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发展生产力对于共同富裕的前提性与基础性意义，将改革开放、发展生产力与

推动共同富裕紧密结合起来，不断深化对共同富裕现代化内涵的认识，奋力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

道路。1978年，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报告，提出

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的思想。随后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改革开放

的总任务，确定转移工作重心到经济建设上来的目标，实现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新发展。1979年 12
月，邓小平提出“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后被称为“中国式的现代化”）奋斗目标，提出以“小康之家”为目

标的“中国式的现代化”的未来愿景[10]237。关于现代化的发展步骤，党的十二大提出“两步走”发展战略，

即分两步走到 20世纪末实现小康；党的十三大又根据具体实际提出“三步走”发展战略，其第三步为到

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党的十五大针对新形势提出了新的“三步走”发展战略，使我国现代化目标

与路线越发清晰。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将共同富裕提升到社会主义本质的高度，指出“发展才

是硬道理”，深化了对共同富裕的认识[11]373-377。“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表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如何建设的理论认知不断完善与提升，从而能更好地引领社会主义建设方向，并且

坚持将改革开放的成果运用于推动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事业中，不断增进人民的共同福祉。

总之，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大力

发展生产力，取得了一系列成就。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焕发生机与活力：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主

动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国家综合实力逐步增强，如 2012年国内生产总值约为 1978年的 142倍，1979年
至2012年，一、二、三产业生产总值平均增长速度大约为4.6%、11.3%、10.8%。20世纪末我国实现总体小

康，在党和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居民收入来源渠道拓宽，人民生活明显改善，如人均储蓄存款余额由 1990
年的 623元左右增加到 2012年的 29508元左右，城镇、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大约分别由 1978年的

57.5%和 67.7%下降至 36.2%和 39.3%，食品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显著下降。另外也不能忽视的是，“先

富者”对“后富者”的带动作用不显著，仍存在城乡区域发展差距、收入分配差距等问题。2012年城镇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3倍左右，农村居民人均医疗保健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约为

城市的 1.4倍[12]。发展的差距、贫富的差距，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历史必然性，内在深层蕴含着如何更好

地处理效率与公平、秩序与活力之间的关系问题，这就需要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探索奋斗，如何在现代化

建设中缩小差距，实现更好的发展，将发展的成果、将“富”的成果，真正转化为人民美好生活的重要

内容。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脱贫共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化道路的实践探索，可以概括为“脱贫共富”。“脱贫”

为脱贫攻坚战，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取得成就的深入阐释和生动体现，所追求的“富”，与不断满足人民

美好生活向往具有内在的、逻辑上的一致性。基于前期创造的政治基础、制度基础和物质基础，基于中

国共产党始终为民的价值立场，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将追求更高水平、更高质量、更全面的富裕，满足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人民美好生活内含物质、精神、文化、生态等多个维度的富裕，

是新时代推进共同富裕的更高目标，是党的初心使命的时代化表达。为此，中国共产党统筹国内国际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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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大局，实现了消除绝对贫困这个底线任务，帮助各民族、各地区、各领域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扎实推

动共同富裕取得更大成效。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视角全面、系统推

动共同富裕，逐步明确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的实现路径。早在 2012年，习近平就指出中国道路要“不断解

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13]4，深刻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发展

生产力与共同富裕三者的内在统一。习近平以系统思维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谋划思路，如党的十八

大报告提出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新四化”目标，并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

体”总体布局；2014年提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强调全领域、全方位的现代化建设；党的十九大提出“两

步走”发展战略，即第一步到 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14]28，到那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

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15]5；第二步为到 2050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彼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

实现”[14]29。这表明一定的现代化发展水平，对应着一定的“共同富裕”的实现程度，促进共同富裕不是一

蹴而就的，而是长期内含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中。

脱贫攻坚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推动共同富裕的重大举措，脱贫攻坚的胜利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

奇迹，为实现共同富裕奠定了良好的现实基础。脱贫攻坚也可以看作是迈向共同富裕的关键步骤，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脱贫攻坚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将其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

面”战略布局，要求脱贫攻坚任务重的地区将脱贫攻坚作为头等大事和第一民生工程。中国共产党在推

进减贫工作的过程中，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形成“三位一体”大扶贫格局；坚持精准扶贫精

准脱贫的基本方略，因地制宜创新扶贫方案；层层压实责任，实行党政一把手负总责，省、市、县、乡、村五

级书记抓扶贫的责任机制；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思想，将扶贫与扶志、扶智结合起来。经过 8年的扶贫实

践，贫困人口“两不愁三保障”全面实现，现行标准下 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2013年至 2020年贫

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一倍左右，大约由 6079元增长到 12588元[16]13-15，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如期实现。在脱贫攻坚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把继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

振兴有效衔接，保证脱贫成效的长效性与持久性，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致力于使全体人民共享现代化

发展成果。

总的来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做大“蛋糕”的同时注重分好“蛋糕”[17]，高度重视并反复

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在促进共同富裕的探索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在综

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方面，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继 2000年超过意大利、2005年超过法国、2006年超过英

国、2007年超过德国、2010年超过日本后，一直处于稳步上升趋势，中国当前持续保持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地位，2020年人均国民收入约为 71489元，大约是 2000年的 9倍，2020年末城镇化率超过 60%。在产业

发展方面，产业结构不断优化，第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

重由 1978年的 27.7%、47.7%和 24.6%左右，逐渐调整至 2020年的 7.7%、37.8%、54.5%左右，第一产业所

占比重显著降低，中高端产业发展迅速。在居民生活水平方面，2013年至 2020年，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大

约由 26467元增加至 43834元，增长了 65.6%，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大约由 9430元增加至 17132元，增长了

81.7%；2013年至 2020年新增城镇就业人员 8031万人，乡村就业人员减少 9944万人；2020年末平均每百

户拥有家用汽车约 37辆，洗衣机约 97台，空调约 118台，移动电话约 254部，计算机约 54台；2020年末基

本养老保险覆盖率约为 70.7%，基本医疗保险覆盖率约为 96.4%，居民生活质量显著提高。中国式现代

化道路，彰显了经济繁荣、财富增长，但我国发展仍存在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与人民美好生活需要还存在

差距，我国城乡、地区、群体之间也存在较大差距，如 2020年我国城乡收入比（农村居民收入为 1）约为

2.6，城镇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支出约为2592元，是农村居民的2倍左右，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生

产总值之比约为 52:22:21:5，基尼系数为 0.468，超过国际普遍认可的 0.4的“警戒线”[18]。中国共产党尽管

在推动共同富裕上取得实质性进展，仍需要在新征程上继续发力。

39



第6期2022年 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二、走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宝贵经验

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迈向共同富裕的百年探索，彰显了一种道路自觉，蕴含着丰富的历史

经验。只有看清楚过去“为什么能够成功”，才能弄明白未来“怎样才能继续成功”[2]2。从中国共产党探

索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百年进程中总结宝贵经验，对于继续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继续走

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继续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的价值与意义。

（一）政治保证：坚持党的领导

坚持党的领导是走共同富裕的现代化道路的根本政治保证。从党的政治属性来看，中国共产党是

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无产阶级利益，致力于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

从党的根本宗旨来看，中国共产党同一切剥削阶级政党的本质区别之一就是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的根本宗旨，社会两极分化、贫富差距严重等与党的宗旨相悖；从党的初心使命来看，中国共产党为人民

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与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具有内在契合性，坚持党的领导能够确保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正确方向。百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理论内涵越来越

丰富、发展目标越来越清晰、发展思路越来越明确。虽然迈向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百年探索

是曲折艰辛的，但是只要我们长期坚持、永不动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一定能够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有效防范化解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的风险挑战。

（二）思想支撑：坚持理论创新

坚持理论创新为走共同富裕的现代化道路提供思想支撑。中国共产党在团结带领人民迈向共同富

裕的百年历程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在这一过程中，党根据历史要求、时代追求、人民诉

求创新与发展党的理论成果，根据新形势、新变化、新挑战高位谋划前进方向。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

的理论品质，“四个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等一系列命题，以及《决议》中新增加的“明确必须坚持

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动高质量

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2]25等，表明中国共产党始终从中国具体实际出发，与时俱进赋予共同富裕的现代

化以新的内涵，彰显了治国理政思想的原创性贡献。

（三）方向引领：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实现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引领正确方向。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家

占有生产资料，工人阶级在被剥夺对生产工具的所有权和占有权后，只能被迫从事受薪劳动，资本家把

不断榨取工人的剩余价值作为进行再生产的驱动力。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矛盾表明“分配平等与资

本是不相容的”[19]160，财富积累和贫困积累在资本主义社会是相伴而生的，经济危机、生态危机、社会危机

是资本主义制度内生矛盾的必然结果，真正的共同富裕无法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实现。只有在社会主义

制度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中，才能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这一规

律，明确最终导致两极分化的西方现代化道路在中国是行不通的，因而以消灭剥削、消灭私有制为最终

目标，根据中国实际探索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现代化道路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这条道路是历史发展

的必然结果，是中国共产党人初心和使命的彰显，是通往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

（四）物质基础：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走共同富裕的现代化道路夯实物质基础。中国共产党在现共同富裕迈进

的百年历程中，始终注重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两对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对社会发展

的推动作用，不断完善所有制结构与分配制度，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推动经济快速发展。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转移党的工作重心以后，中国共产党将经济建设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中心，

加速发展生产力，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由辅助性、基础性调整到当前的决定性作用，充分发挥有

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作用。中国目前已经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系列显著成就彰显坚持以经济

建设为中心的突出作用，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物质基础。值得注意的是，经济建设与政

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是有机统一的，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协调经济建设与民生保障的关系，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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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经济发展的目的是增进人民福祉，尤其是新时代以来，强调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努力实现

经济建设与其他建设的平衡，保证迈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道路的稳定性与可持续性。

（五）价值旨归：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走共同富裕的现代化道路的价值旨归。从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程与世界政党

建设的经验教训来看，如果一个政党的一切行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是人民利益，就难以得到人民的拥

护，就不能长期维护其执政合法性。中国共产党深谙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基本原理，始终坚持

维护人民利益、增进人民福祉、发展成效由人民评判。从推进共同富裕现代化的出发点来看，中国共产

党从人民根本利益出发开展促进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的实践探索，积极回应人民最关切的问题，以满足人

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发展的根本目的；在推进共同富裕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坚持群众路线，

明确共建是共享的前提，充分激发人民群众的积极主动性，强调依靠人民群众自身力量携手创造实现共

同富裕的物质基础；在考察推动共同富裕现代化的结果时，中国共产党深知人民是阅卷人，密切关注基

尼系数、恩格尔系数、人类发展指数、生活质量指数等与人民生活质量相关的指标，确保全体人民共享现

代化发展成果。

（六）国际视野：坚持胸怀天下

坚持胸怀天下是走共同富裕的现代化道路的国际视野。从毛泽东提出三个世界的划分，到邓小平

阐述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再到习近平指出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些论断表明中国

共产党始终主动研判国际局势，深入把握中国同外部世界的关系，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同世界发展、人

类文明进步有机结合。在推进迈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充分吸收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中“天下为公”“协和万邦”等理念，充分彰显大国使命与大国情怀，积极参与并主动引领全球现代化

建设，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携手各国共同应对全球性风险与挑战。此外，中国共产党及时总结和

分享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发展经验，为世界各国缩小贫富差距、改善人民生活贡献中国智慧，以中国式

现代化道路促进人类文明发展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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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llowing China’s Path to Modernization of Common Prosperity:
Historical Process and Experiential Enlightenment

DONG Huia，b, DU Xiao-yia，b

(a. College of Marxism; b. Institute of State Governance,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uhan 430074, China)

Abstract: Common prosperity is the common aspiration of the people and the value goal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which embodies the essential requirement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China’s path to

modern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PC’s century-long struggle, the journey of the CPC in leading

the people to explore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is also a journey of taking the road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for common prosperity, which has gone through four stages of“seeking prosperity through revolution”,

“seeking prosperity through construction”,“getting rich through reform”and“getting rid of poverty for common

prosperity”. On the new journey, a comprehensive review of how the CPC leads the people onto a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toward common prosperity, along with a summary of historical experience, can provide

important inspirations for realizing the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e prosperity of the socialist country

and the common prosperity of all the people.

Key words: The Six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9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common prosperity; China’s

path to modernization; modernization for common prospe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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