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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俏言 张蓉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

2021年，中央赋予浙江一个重要任务：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以试点先行为牵引，探索一批共富机制性制度性创新模式。共同富裕对浙江而言，有

着特殊的意义和分量。

浙江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纲在二十大期间答记者问时提到，一年多来，浙江努力探索，创新实践，扎实推进。围绕缩小区域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三大差

距，创造了一系列框架体系，创新了一系列工作方法，创造了共富型的制度安排、政策制定，同时也取得了一些看得见、摸得着的标志性成果。

收入分配，向来是人们非常关心的话题，如何能在共同富裕的背景下完善分配制度？在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中，会遇到怎样的挑战？浙江又为共同富裕做出了

哪些贡献？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张立群认为，中国的共同富裕是基于社会主义制度本质属性的，是鼓励勤劳致富、鼓励每一个人更认真更负责任地

做事情，在此基础上实现高质量发展。浙江大学共享与发展研究院院长李实认为，在浙江，发展的公平性、普惠性优势已经显现。

本报邀请专家解读——

共同富裕目标下，如何让分配更公平

二十大报告中，关于共同富裕的表述，主

要在“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部

分。在张立群看来，共同富裕要以持续较快

做大蛋糕为基础，而做大蛋糕必须发挥好市

场的作用，必须通过持续深化改革，不断完善

相关的体制机制，着力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共同富裕目标下，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是

重点努力的方向之一。中等收入群体是根

据我们发展的水平来定的，张立群举例：“比

如说，我们现在人均年收入大约3.5万元，这

是一个平均数，基本上在平均数的上下划一

个范围，就是现在的中等收入群体。”

现在的中等收入群体，实际上是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坚力量。张立群说，加

快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最重要的是在经济

增长潜力充分释放的基础上实现充分就业，

尽量让全体中国人参与到中国现代化社会的

建设中，贡献他们的聪明才智。中国当前有

1.63亿户市场主体，其中大多数是小微企业，

它们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如果这些市场主体

发展好、成长好了，充分就业也就实现了。

普通人如何能够实现共同富裕的目

标？“我们的共同富裕是在鼓励勤劳致富下

的共同富裕，那就要给人们充分的就业机

会，让每一个有能力有愿望的人都有工作可

以做，通过自己的勤奋劳动进入中等收入群

体。”张立群说。

此外，在完善分配制度方面，二十大报

告提出“规范收入分配秩

序 ，规 范 财 富 积 累 机

制”。张立群指出，财

富积累机制很重要一

个方面就是资本的增

值，资本是追求剩余价

值的，以最快增值为目

标。我们既要发挥资本在

要素资源配置当中的积极作用，

在技术创新方面的积极作用，也要给资本设

立“红绿灯”，防止资本无序扩张，防止资本

在一些关系到人民根本利益和国民经济命

脉方面带来副作用。“我们鼓励勤劳致富，而

不是一夜暴富。”张立群说。

张立群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共富目标的重点努力方向

李实说，共同富裕包含

两个要点：其一，这不是一

部分人的富裕，而是全体

人的富裕，涉及每一个

人；其二，这也不是均等

化富裕，而是有差别的

富裕，是每一个人都可以

实现比小康更上层次的富

裕。

缩小城乡差距、区域差距、收

入差距是共同富裕的三大主攻方向。在李

实看来，其中最关键也最难的是缩小收入差

距，“怎么解决分配中出现的问题，这需要一

套系统完整的政策体系。”

二十大报告提出，“构建初次分配、再分

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对

此，李实说，在初次分配中，市场要发挥主导

性作用。这需要全国构建一个更加完善的

生产要素市场，实现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在

收入分配中消除各种歧视；同时，需要消除

资本市场的垄断，进一步发展土地市场，实

现农村闲置土地的充分利用，并让土地资源

给农民带来更多财产性收入。

在再分配中，政府要通过税收和转移支

付等方式，对收入差距发挥更大的调节作

用。李实建议，首先，需要调整税收结构，

“目前我们的税收结构中，资源税比重低，增

值税比重高，税收在收入分配中起的调节作

用有限。比如，个人所得税需要进一步改

革，可以改变以个人为单位的纳税方式，采

取以家庭为单位，从而覆盖工薪收入、财产

性收入等所有家庭收入。同时，纳税中要考

虑各种家庭负担，对赡养老人、子女就学等

负担较重的家庭进行税收减免或抵扣，缓解

生活压力。”

李实说，作为再分配的有益补充，通过

民间捐赠、慈善事业、志愿行动等方式进行

的第三次分配，在中国的发展则比较滞后。

“这和我们缺乏规范、合理的制度相关。”李

实建议，一方面，使三次分配得到社会认可，

另一方面，也要出台相应激励政策。

李实认为，浙江作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

同富裕示范区，对于协调配套的分配制度体

系构建已经取得一定成效。在浙江，中等收

入群体不断壮大。李实指出，当前全国中等

收入人群比重在 30%左右。如果按照 2018

年国家统计局出台的标准，一个标准家庭

（三口之家）的年收入在 10 万元~50 万元之

间，即属于中等收入群体。2020 年，浙江中

等收入家庭占比已超过 67.4%。但浙江对

中等收入群体设定了一个更高的标准，即标

准家庭年可支配收入 20 万元~60 万元，目

前，这个群体比例达到30.6%。

李实分析说，在浙江的经济结构中，民

营企业占比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尤其是以中

小型企业为主的经济体系对就业产生了很

大的拉动作用，使很多低技能劳动力也能充

分就业，这种经济结构和就业结构对于形成

收入差距较小的分配格局十分重要；另一方

面，在浙江，政府有很强的潜意识，更愿意藏

富于民。

李实举例道，和邻省相比，浙江人均

GDP 较低，但人均可支配收入更高。这说

明，在浙江，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

比重和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都比

较高，发展的公平性、普惠性优势已经显现。

李实 浙江大学共享与发展研究院院长

浙江分配制度体系，公平性普惠性优势已显现

浙江省统计局数据显示，2021 年，浙江

省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68487 元，

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5247 元。而

2011 年 ，全 省 城 镇 居 民 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30971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13071元。

过去十年，浙江城乡居民收入翻了一番

以上，分别连续21年、37年居中国省区第一；

城镇化率从 63.2%提高到 72.7%，城乡居民收

入倍差从十年前的 2.73 缩小到 2021 年的

1.94，这个数字在全国是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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