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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共同富裕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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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内容丰富，博大精深。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本质、目标、原则，

既包括物质生活，也包括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其实现途径是通过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

起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发展生产力是共同富裕的基础，公有制和按劳分配是实现共同富裕

的制度保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要准备和阶段，实现共同富裕是全面建

设小康的必然结果。共同富裕思想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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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富裕是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的核心内

容，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面建设

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重温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

对于指导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的主要观点

在《邓小平文选》中，有大量的篇幅论述了共

同富裕的思想，内容非常丰富，博大精深，概括起

来，主要有以下观点：

(一)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重要本质、目标

和原则

邓小平深刻总结了文革的经验和教训，指出：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111。他在领导中国改革

开放，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基本理论问题时，

认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目标、目的、优

越性和根本原则，而社会主义是实现共同富裕的

前提和根本保证。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目

的就是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我们

允许一部分人先好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好起来，

目的是要更快地实现共同富裕。”【lJ172我们坚持走

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155邓

小平之所以把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目的和目

标，是因为共同富裕是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和共同

愿望，是共产党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体现。社会

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是它能更快地发展社会生

产力，财富属于人民，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邓小平认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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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实现共同富

裕。”¨j373共同富裕，这里的“富裕”反映的是社会

生产力高度发达的集中体现；“共同”则是社会主

义生产关系的集中体现。共同富裕既体现了生产

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又体现了价值创造与价值

实现的统一。邓小平把人们最终的“共同富裕”

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把人们群众的根本利益作

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根本价值目标口1。所以

说，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本质论的核心，解放和发

展生产力，消灭剥削和消除两极分化，是实现共同

富裕的条件。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是实现共

同富裕的物质条件，只有大力发展生产力，才能使

共同富裕具有雄厚的物质基础。

邓小平认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

则，指出：“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

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原则”⋯111这是因

为，公有制经济更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只要我

们坚持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就可以避免两极分

·收稿日期：2006—09—12

作者简介：胡银平(1978一)，男，安徽池州人，上海师范大学硕士生，研究方向：城市研究、社会问题、中国近现代政

治制度。

  万方数据



化”¨J149从这个意义上讲，无论是发展生产力，公

有制主体地位，都是手段，其目的是为实现共同富

裕。共同富裕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坚持的原

则。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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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

个样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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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搞两极分

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

盾都会发展，相应的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

就可能出乱子。”⋯”1

(二)共同富裕不仅包括物质生活，也包括政

治生活、文化生活

在邓小平的设想中，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

过程，又是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实现社会主义现

代化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实现共同富裕

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然结果。但是，只有

社会物质生活的富裕，而没有精神生活的充实，科

技文化水平的发展，政治生活的民主，社会生活的

有序，社会主义不可能共同富裕。正如邓小平指

出的“经济建设这一手我们搞得相当成功，形势

喜人，这是我们国家的成功。但风气坏下去，经济

搞成功有什么意义?”【1 J154因此，共同富裕不仅包

括物质生活的富裕，还包括精神生活的富裕，社会

主义政治文明的进步，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

神文明的统一。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精神文明是

物质文明的保证和精神动力。发展社会主义政治

文明和精神文明，能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

极性和创造性，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为共同富裕夯

实物质基础。

(三)共同富裕的实现途径是一部分人一部

分地区先富起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的实现在时间上有先有后，要允许

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一部分人先富起

来，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任何事物的发展过

程，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埘2。这也是

由我国的基本国情决定的，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比较低，科学文化水平也很

低，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经过一个相当长的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H J。邓小平指出：“在经济政策上，

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

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效力，影响左邻右舍，

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

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
·16·

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1

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是一个历史的渐进过程，始

终存在着事实上的差距，是不可能全体社会成员

同时富裕，同步富裕，同等富裕。正如邓小平指出

的：“根本目标是共同富裕，然而平均主义不可能

的。过去搞平均主义，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

穷，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改革首先要打破平均

主义，打破‘大锅饭’，现在看来这个路子是对

的。”¨J155现阶段实现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

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也必然会使一部分人、一部

分地区先富起来。

邓小平又指出，部分先富不应导致两极分化，

如果出现两极分化，中国的改革就失败了，中国就

走上了邪路。“解决的方法之一，就是先富起来

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不

发达地区又大都是拥有丰富资源的地区，发展潜

力是很大的。总之，就全国范围内来说，我们一定

能够逐步地顺利地解决沿海同内地贫富差距的问

题。”⋯374总体说来，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既

要提倡奉献精神，又要落实分配政策，既要反对平

均主义，又要防止收入悬殊旧J255。

(四)发展生产力是实现人民共同富裕的物

质基础

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

键，离开发展，任何民富国强的宏伟目标都无从谈

起。实现共同富裕，中心任务是不断发展生产力，

促进经济的发展，只有经济发展了，共同富裕才有

强大的物质基础，人们才能安居乐业。社会主义

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而要实现这一目标

的手段则只能是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把发

展生产力作为实现共同富裕的手段和根本途径，

这是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贡献。

为了更快地发展生产力，邓小平创造性地提

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确立

了科学技术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科学技术

的高度发展必然带来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从而

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强大的物质基础，而目前我

国正处于大力发展生产力的大好时期，所以党的

十六大指出本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一

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发展机

遇期”[6】18

中国底子薄，人口多，生产力总体水平比较

低，而且发展又不平衡，现人均GDP还不富裕，这

就决定了中国必须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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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级阶段，来逐步实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

会主义现代化。正是由于生产力的发展是一个长

期而艰巨的任务，从而决定了在我国实现共同富

裕目标的长期性和艰巨性，这是由生产力的发展

规律所决定的。

(五)公有制和按劳分配是实现共同富裕的

制度保证

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是任何社会经济制度

的根本问题，它规定社会经济制度的性质。作为

生产关系主要内容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分配

关系、分配方式。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公有制为

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决定了

其分配方式是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

存的分配制度。按劳分配本质就是在劳动公平的

基础上，按劳动的贡献进行分配，它能调动劳动者

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提高劳动效率。所以，我们在

改革中必须坚持两条：“一条是公有制经济始终

占主体地位，一是发展经济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始终避免两极分化。我们吸收外资，允许个体经

济发展，不会影响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这一基本

点。相反地，吸收外资也好，允许个体经济的存在

和发展也好，归根到底，是要更有力地发展生产

力，加强公有制经济。只要我国经济中公有制占

主体地位，就可以避免两极分化。”【11149

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逐步实现共同

富裕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要准

备和阶段，实现共同富裕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

必然结果，二者相互衔接，同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的奋斗目标，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

进程之中。

(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实现共同富裕的

阶段性目标

邓小平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

文中指出：“所谓小康，从国民生产总值来说，就

是年人均达到八百美元。⋯⋯中国现在有十亿人

口，到那时候十二亿人口，国民生产总值可以达到

1万亿美元。如果按资本主义的分配方法，绝大

多数人还摆脱不了贫穷落后状态，按社会主义的

分配原则，就可以使全国人民普遍过小康生

活。”"埘按照邓小平的发展战略，20世纪末我国

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但是，

这时的小康只是低水平、不全面、发展很不平衡的

小康。党的十六大报告所指的高水平的小康，就

是到2020年，使我国GDP比2000年翻两番，人

均超过3000美元，相当于当时中等发达收入国家

的水平、基本实现现代化。此时社会主义民主更

加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备，社会秩序良好，

生态环境得到改善，人与自然更加和谐，整个社会

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环境良好的文明发

展道路。

党的“十六大”指出，我们要在本世纪的头20

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

平的小康社会，就是发展成为更高水平的、内容比

较全面丰富、发展较为均衡的小康社会，它包括经

济、政治、文化和生态等多方面的内容∞J263。如果

说达到小康只是一个低水平的“中国式的现代

化”，那么，实现共同富裕则就是真正意义上的社

会主义现代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为实现共同

富裕而提出的一个承上启下的阶段性目标，是实

现共同富裕的必要准备。而实现共同富裕则是全

面建设小康的必然结果。没有小康社会的全面建

设，就没有共同富裕的实现。没有共同富裕目标

的逐步推进，小康社会不可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

现代化也不能实现。因此，我们要以科学发展观

为指导，为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而奋斗。

(二)正视我国当前的贫富差距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很快，城乡居民

收入增加，大多数人民生活得到明显改善。1979

年到2006年27年间，城镇和乡村居民家庭的人

均收入，分别以年平均6．5％和6．7％的速度增

长，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提高的速度，不

仅远远高于我国改革开放前，而且也远远高于高

收入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但是与此同时，我国

居民收人差距日益扩大的趋势，也成为社会经济

生活中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据国家统计局测

算，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农村居民的基尼系

数大致为0．21～0．24，城镇居民的基尼系数大致

为0．16—0．18，说明当时我国的居民收入分配基

本上呈现平均主义状况。2001年超过国际警戒

线的0．4，为0．459，2006年达到0．461。这一差

距已远远超过西方发达国家及大多数发展中国

家。另外我国现在银行存款已突破7万亿元，但

是，它们却高度集中掌握在极少数人手中，造就了

一批千万、亿万富翁¨o。

居民收入差距扩大既有市场经济的原因，也

有政策的原因，它是多种因素的结果。经济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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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认为，在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居民收

入差距开始扩大，然后缩小，呈倒u变化趋势，这

一共同规律，有其必然性。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

家，在发展过程中出现居民收入差距是必然的。

改革开放后打破平均主义，拉开收入差距，对改革

与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有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

劳动者积极性的提高，促进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发

展。但是，当居民收入差距太大，就不符合共同富

裕目标的要求，也不符合共产党根本宗旨的要求，

不仅影响了劳动者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也不

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仅是经济问题，更

是政治问题，影响社会主义的稳定。

(三)推进分配制度创新，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坚持解放

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精神，不断探索与生

产力发展相适应的分配制度，推进分配制度创新。

(见下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个人收入分配制度的演进

党的会议 分配制度创新

十二届三中全会翥萎雾募凳薷篓芋济责任制，认真贯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方式不可

．一。 能是单一的，我们必须坚持的原则⋯、
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它分配方

式为补充。

个人收入分配要坚持以按劳分配为

十四届三中全会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体

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

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

十五大 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

要素分配结合起来。

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

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完善按

十六大 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

分配制度。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

中等收入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水平。

从表中可以看出：我国分配制度始终坚持按

劳分配的主体地位，这是不能动摇的，因为只有坚

持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才能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的目标。对其他的分配方式，随着改革的深化，认

识在不断深化，由补充一生产要素参与分配一按

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一生产要素按贡

献参与分配的原则。要把按劳分配为主体与多种
·18·

分配方式统一起来，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

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制度，必须做

到以共同富裕为目标。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本质

所要求的。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也不是

社会主义。邓小平指出：“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

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

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

起来的问题还困难。”【8J1364如何实现共同富裕呢?

邓小平提出“部分先富”的理论，十六大提出“扩

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水平”，这是对

邓小平分配理论的发展，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目标

的制度创新。

那么如何界定中等收入者呢?中等收入者，

必须具备一定的物质基础和优越的物质条件，具

备相当优厚的收人，才能被称为中等收入者。20

世纪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的劳动方式

和生产方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脑力劳动在经

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中等收入者已经从

过去体力劳动为主的时代由中小资产阶级构成，

转变为当代主要由科技人员、经理管理人员、中介

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脑力劳动者构

成。十六大报告指出：“在社会变革中出现的民

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

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事

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都是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建设者。”一方面是确立劳动、资本、技术

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必然结果，

另一方面意味着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社会

成员的数量不断扩大，使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经

济效益不断提高，创造出更多的社会财富，为最终

实现共同富裕创造物质条件。从整个过程看，中

等收入者越多，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得就越快。

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将使我国人民越来越多地

达到小康乃至富裕生活水平，这是实现全社会富

裕的必经之路。

从总体上看，目前我国的个人收入结构呈

“金字塔”型，即上头小，中间少，底部大，据资料

显示，1999年我国中等收入者阶层比重为15％，

2006年为2l％，而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中等

收入者的比重一般在40％“0％以上，俄罗斯中
等收人者的比重也达到27％，比我国高得多。在

我国，这种“金字塔”型的收入分配结构还会延续

相当长的时间。所以，我们要改变这种“金字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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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的个人收入结构，形成两头小，中间大的“橄

榄”型的个人收入分配结构，还需要较长的时间

和艰苦的工作。党的十六大又进一步制定了“以

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

入者水平”的具体政策M J_71。

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还要提高低收入者水

平。要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

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逐渐形成高收入者和

低收入者占少数、中等收人者占多数，呈“两头

小、中间大”的分配格局[31256。改革开放以来，在

人民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的同时，一部

分人由于受主观条件和外部客观条件以及市场和

机遇等原因的限制而成为低收入者，从而使收入

差距扩大。我国农村还有3000万贫困人口温饱

问题没有完全解决。有6000万人口虽已脱贫，但

还是低水平和不巩固的温饱，生产和生活条件还

很脆弱。城镇有2000多万人收入在最低生活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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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eng Xiaoping S Common

Prosperity Theor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well-—off

Society in an All——round 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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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Communication，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 200234，China；、

＼2．College of Foreign I．maguage，Nanjing University，Jiangsu Nanjing 210093，China ，

Abstract：Deng Xiaoping§Common Prosperity Theory is extensive and profound with rich content．Common prosperity is the es—

sence，target and principle of socialism．People will finally reach common prosperity by allowing some of them become richer ear-

lier in some places，which l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productivity．Its system guarantee is public ownership and distribution ac-

cording to work．For realizing common prosperity，it is necessary to construct a well—off society in an all—round way，while corn-

mon prosperity is the inevitable result of constructing a well—off society in an all—round way．Common prosperity has important

instructive significance for constructing a well—off society in all all—round way．

Keywords：common prosperity；construction of a well—-off society in an all——round way；instructive signific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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