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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现代以降，中国的共同富裕思想不仅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而且还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自改革

开放始，邓小平对共同富裕进行了积极的实践探索和理论上的概括总结。邓小平提出了共同富裕思想的实践新方

法——“包产到户”、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共同富裕思想的实现新路径——既“先富”又“共富”的梯度进程，

共同富裕思想的全局新主张——“两个大局”的宏观控制，共同富裕思想的警示新精要——避免两极分化、生产

力成果归人民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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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长河中，共同富裕一直

是中国人民梦寐以求的社会理想。特别是在新中国

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人高举马克思主义伟大旗帜，

为实现共同富裕的崇高理想目的，前赴后继、矢志

不渝，历时 60 余年的探索和实践。在孜孜以求的

岁月里，党和人民对共同富裕的理论和实践不断深

化和发展。邓小平在 1992 年南方谈话中明确指出：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

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3]373。

胡锦涛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讲：“必须坚持走共同

富裕的道路，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

原则”[2]14。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指

出：“紧紧围绕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

平正义深化社会体制改革，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促

进共同富裕”[1]19。在长期的中国革命、建设和改

革历程中，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起到了承前启后、

继往开来的作用，尤其是对 21 世纪我国共同富裕

思想的发展影响深远。 

一、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的文化
渊源与理论基础 

我国历史上曾经产生过不少有关共同富裕、社

会和谐的思想。如：儒家《礼记》中“大同”社会

“天下为公”的设想，《诗经》里“小康”社会“民

亦劳止”的要求，晋代文人憧憬“世外桃源”里“怡

然自乐”的美好愿景，唐宋起义农民“均平”和“均

贫富、等贵贱”的经济政治主张，直至近代洪秀全

等人“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太平天国”

理想社会。我国人民千百年来就从来没有放弃过对

共同富裕、社会和谐理想的崇尚与期盼。今天之所

以在华夏大地上，人们不断地追寻共同富裕理想的

实现，这与中国悠久历史文化传统上的“小康、大

同”主张、“均贫富”追求等“民本”思想有着深

刻的关系。 
马克思、恩格斯在继承前人思想的基础上，创

建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勾画出共产主义社会的美
好图景，指明了实现共同富裕理想的正确路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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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8 年提出了“自由人的联合体”思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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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
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4]294。毫无疑问，共同富
裕和社会和谐在这个“自由人的联合体”里，达到
了完美的结合。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预
言，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消除了阶级、城乡、
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对立和差别，极大地调
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社会物质财富极
大丰富，人民精神境界极大提高，各尽所能，按需
分配，从而人人过上幸福富裕的生活。在《政治经
济学批判（1857—1858 年草稿）》中指出：在未来
的社会主义制度中，生产力的发展高超而迅速，社
会生产将以满足所有人的富裕和整个社会的需要
为目的。在《反杜林论》中说：“通过社会生产，
不仅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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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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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5]633。马恩共同富
裕的经典理论，为后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人民幸
福指明了方向。 

中国的共同富裕思想不仅深受本土传统文化
的影响，而且还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1956 年底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以毛泽东为首的第一代中央
领导集体，为实现共同富裕目标进行了艰辛而有益
的探索。共同富裕这一概念，提出于 1953 年发表
的《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后在 1955
年，毛泽东说：“在逐步地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
实现对于手工业、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
改造的同时，逐步地实现对于整个农业的社会主义
改造，即实现合作化，在农村中消灭富农经济制度
和个体经济制度，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
[6]437。据此可知，毛泽东希望通过工业化和社会主
义革命，实现人民的共同富裕。1956 年八大提出，
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八大后，
由于受种种“左”倾思想的干扰，这一理想目标并
没有实现。但他的艰辛探索，为新的历史时期逐步
达到共同富裕提供了宝贵经验和前提基础。 

二、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的探索
与提出 

1978 年后，邓小平站在时代要求、国家发展和

人民期待的高度，再度唤醒共同富裕的理想，领导
推进了改革开放大业，探索、提出并逐步丰富了共
同富裕的思想。 

邓小平心中想着的就是广大群众，孜孜以求的
就是增进人民福祉。1982 年，他就讲过：“社会主
义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逐步消灭贫穷，不断提高
人民的生活水平”[3]10。1984 年，他又指出：“社会
主义要消灭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
主义”[3]63。在 1985 年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邓小
平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目的，“我们奋斗了
几十年，就是为了消灭贫困”[3]109，“社会主义的目
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 [3]110。
我国在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以后，多年来没有制
定出为发展生产力创造良好条件的政策，导致生产
力发展缓慢，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条件得不到很
好的改善，国家也无法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这种
情况，迫使我们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决定进行
改革。邓小平在 1986 年回答美国记者问时说：“社
会主义财富属于人民，社会主义的致富是全民共同
致富。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
同致富”[3]172，有力地批驳和纠正了种种“左”的
思潮，突出强调了“致富不是罪过”，主张致富光
荣，目的是更快地实现共同富裕。1990 年，邓小平
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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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4。 

1992 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对社会主义的
根本任务和根本目的问题作出了总结性的理论概
况，突出强调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的根本任务，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具有极
其重要的地位，这是邓小平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内在统一的基础上认识社
会主义的一个创造；同时，也突出强调消灭剥削、
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现代
化发展目标。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的目
的根本不同。前者发展生产力是为资本家谋利益，
肯定产生剥削，必然导致两极分化。而后者必须消
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民众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社会主义就是要使全体社会成员过上富裕幸福的
生活。“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要体现在人民生活水
平的“富裕”上，“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则
是要使这种富裕成为“共同富裕”。他的共同富裕
思想的探索、提出与实践，开创了社会主义共同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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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思想的新境界。 

三、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的实践 
新方法——“包产到户”、改革开放和 
市场经济 

1978 年底，安徽四川等省探索实行“包产到户”
的农业生产责任制。1980 年邓小平发表“关于农村
政策问题”的谈话，肯定了这一形式，并在全国逐
步推广。1983 年 10 月，中央决定废除人民公社，
建立乡（镇）政府作为基层政权，同时成立村民委
员会作为村民自治组织。邓小平根据新的历史状
况，强调“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我们首先解决农村
问题。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住在农村，中国稳
定不稳定首先要看这百分之八十稳定不稳定”[3]65。
他从一个特别的视角阐明了农业、农村和农民在解
决中国问题上的极端重要性。“农村改革的内容总
的说就是搞责任制”[3]117，他及时给予“包产到户”
支持和肯定：“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
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
[7]315。他真正号准了中国农民的脉，通过这一方式，
给农民“自主”、“自由”和“实惠”，千方百计使
农民富裕起来。1982 年初，第一个以农村工作为内
容的中央一号文件对此予以充分肯定，标志着我国
农村改革走出了具有决定性的一步。 

“包产到户”后，城市改革重点推开。“不仅
包括工业、商业。还有科技、教育等，各行各业都
在内”[3]65。对计划经济的改革，顺应了时代的潮
流。邓小平发出了“杀出一条血路来”[8]510、“改革
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3]113 和“不改革就没有出路”
[3]237 的呐喊。他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高度，阐明
了对外开放是全球化的必然趋势，“现在的世界是
开放的世界”[3]64，“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3]78。
事实证明，改革开放是一部最丰富、最生动、最有
说服力的教科书，给中国带来了生机与希望，是我
们事业成功的重要法宝。 

作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邓小平开拓创
新、勇于担当，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精
辟论断。他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
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
的”[7]236，“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
盾”[3]148，“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3]367， “计
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

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
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
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3]373。正是
在这一关节点上找到了突破口，使成千上万辛勤耕
耘的中国人民，才把共同富裕由可能性变为现实
性，完成了“先富”第一步。走不出一条新路，就
干不出新的事业。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
向，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历
史性贡献。 

四、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的实现 
新路径——既“先富”又“共富”的 
梯度进程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殚精竭虑，苦苦思
索，怎样才能实现中国共产党人国强民富的历史追
求？“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
不能过”[3]139。目标确定以后，手段就显得格外重要。 

对于“先富共富”理论，邓小平有着独到的、
不同寻常的见解。早在 1978 年邓小平就说过：“在
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
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
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
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而
且认定“这是一个大政策，一个能够影响和带动整
个国民经济的政策”[7]152。“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
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
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7]146，邓小平坚持唯物
论，更讲辩证法。“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
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然而平均发展是不可能
的”[3]1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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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6，
“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
天要成为中心课题”[3]364。在 1992 年南方谈话中他
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的有关论断，揭示了共同
富裕是社会主义的终极价值目标，准确把握了科学
社会主义共同富裕思想的实质。实践证明，“先富
共富”构想，符合中国实际，有力地推动了全社会
迈向共同富裕的进程。 

五、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的全局 
新主张——“两个大局”的宏观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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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幅员辽阔，由于历史和现实的种种原因，
各个地区的发展极不平衡。在现有的生产力水平条
件下，不可能使所有地区在同一时间和同等速度富
裕起来。共同富裕作为一个历史过程，不同区域、
全体社会成员奔向这一目标的道路上，必然会出现
有先有后、有快有慢的不同，这是整个社会走向共
富的必由之路。 

在国家层面，邓小平把东南沿海摆在了优先位
置，作为带动整个中国经济发展的火车头。他指出
“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
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
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
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
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
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3]277。他强调，中央在
这个问题上要发挥权威作用，避免出现各顾各，互
相打架、相互拆台的局面，把思想统一起来。 

在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到 20 世纪末达
到小康水平的时候，邓小平预计，就该提出和研究
收入分配这个问题和它的意义，就要突出地重视和
解决发达地区支持贫困地区发展的问题。“就是说，
要考虑落后地区和发达地区的差距问题。不同地区
总会有一定的差距。这种差距太小不行，太大也不
行”[8]1356。“沿海如何帮助内地，这是一个大问题” 

[3]364。“两个大局”是战略，是宏观控制[3]278，否则，
“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
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
就可能出乱子”[3]364。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民族
和国家根本性的问题。战略上判断得准确、谋划得
科学，我们的事业就大有希望。 

六、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的警示
新精要——避免两极分化、生产力成
果归人民所有 

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是邓小平共同富裕理论
和实践的制度保障。1984 年，他说：“如果走资本
主义道路，可以使中国百分之几的人富裕起来，但
是绝对解决不了百分之九十几的人生活富裕的问
题。而坚持社会主义，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就不
会产生贫富过大的差距”[3]64。如何在坚持社会主
义的基础上避免两极分化？邓小平前瞻性地提出
了防御对策，认为关键在于制度和政策。他说：“我
们遵循两条最重要的原则，第一，公有制经济始终

占主体地位；第二，坚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8]1075-1076。 

首先，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制度和以公有制为
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是防止两极分化的制度保障，
保证人民在政治上当家作主，保证经济上“创造的
财富，第一归国家，第二归人民，不会产生新的资
产阶级”[3]123。其次，对困难群众和困难地区，“国
家应当从各方面给以帮助，特别要从物质上给以有
力的支持”[7]152，包括国家财政转移支付、政策倾
斜、建立和完善各项社会保障制度等。再次，“发
达地区要继续发展，并通过多交利税和技术转让等
方式大力支持不发达地区”[3]374。第四，提倡先富
帮后富，“先进地区帮助落后地区是一个义务” 

[3]155。如：地区之间的对口支援，开展各行各业的
扶贫济困活动，“提倡有的人富裕起来以后，自愿
拿出钱来办教育、修路”等[3]111。第五，“对一部分
先富起来的个人，也要有一些限制”[3]111，如：征
收个人所得税、遗产税等。在晚年，邓小平曾说过：
“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
的问题不比不发展少”[8]1364。社会进步“不仅仅决
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
民所有”[4]771。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改革开放
以来第一次社会结构的调整；消除两极分化则是第
二次社会结构的调整。第二次比第一次难度更大，
但意义也更重大。 

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反复证明：中国
的事情必须按照中国自己的特点和实际来办才能
成功。邓小平制定符合实际的政策措施，采取符合
实际的工作方法，他的“共同富裕”思想始终在人
民中间，也始终在人民心间[10]2。他为我们擘画的
社会主义现代化蓝图正在一步步变成美好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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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这一工程的实施，最终攻艰克难，使全面深化
改革的各项目标真正得到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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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3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8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has put forward an important proposition 
on the comprehensive deepening of reforms to face issues in the new situation. Reflecting Marxist world outlook 
and methodology of the times, it contains the lofty idea, extensive content and profound thinking. There are deep 
philosophical implications, which condense the substantial thoughts of materialist dialectics, highlight the 
epistemological principles of Marxism, continue the high degree unification of truth and value, and confirm the 
uniformity of regularity and tele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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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Interpretation of Deng Xiaoping’s Thought of Prosperity for all   
—— To commemorate the 110th anniversary of the birth of Deng Xiaoping 

ZHANG Xue-zhong , HE Han-xia   
（1.College of Marxism, Lanzhou Jiaotong University, Lanzhou 730070, China；2. College of Civil 

Engineering, Lanzhou Jiaotong University, Lanzhou 730070, China)  
 

Abstract: Contemporarily, the idea of prosperity for all is derived from not only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but also Marxism.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thought has been formed through Deng Xiaoping’s 
practical exploration and theoretical generalization. Deng Xiaoping has put forward approaches to practice the 
thought of prosperity for all: the policies to fulfill the prosperity for all by means of fixing farm output quotas on 
the household basis, reforming and opening up, and market economy; an overall proposition to practice the 
thought in a gradient process of “letting some people become rich first” and then the prosperity for all; the new 
essential caution to exercise the thought in the macro strategies controlling over two overall situations; the 
guarantee of productivity results for all the people and the narrowing of the income disparity. 
Key words: Deng Xiaoping; prosperity for all; reform and opening up; two overall situations; income disparity 

 

【编辑 吴晓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