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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文科建设“双高”计划国家重大需求专项项目，“中国共同富裕问题研究” 

项目负责人：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许宪春教授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到 2035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

现”。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科学研判国际国内形势和我国发展条件，进一步确立以“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作为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远景目标之一。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

再次强调共同富裕问题，指出要把实现高质量发展和构建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收入分配格局作为共同

富裕的实现路径和努力方向。新时代开启新征程，也将面临新的问题和挑战，如何在更高的起点推动共

同富裕是摆在我们党面前的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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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富裕具有鲜明

的中国特色，中国推动共同富裕的行动路径应当主要基于中国丰富的经济社会实践及

独特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中国共同富裕复杂理论与实践问题的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入，

迄今为止尚未形成公认的理论体系和完善的政策体系。鉴于此，本课题在对中国共同

富裕建设问题进行深入的理论研究与实践调研基础上，以收入分配、国际经验与教训、

区域分工格局、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以及数字化转型为切入点，探究中国共同富裕建设

的实现路径，为健全共同富裕政策体系提供重要参考。 

本课题拟开展以下五个方面的重点研究： 

第一，要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需要建立起共同富裕的制度和机制，尤其是构建公平与效率兼

容的收入分配制度，实现更高水平的机会平等。本课题拟从国民经济核算视角切入，依据国民经济核算

国际标准关于收入分配的界定，开展收入分配结构和税收结构的国际比较，提出优化收入分配结构和税

收结构、促进共同富裕的政策建议。 

第二，北欧福利国家在实现经济发展的同时兼顾效率与公平，对于推进中国共同富裕建设有一定借

鉴意义。与之相对的是拉美国家，在工业化带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忽视了公平问题，未能有效解决悬殊

的贫富差距，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而美国虽然是世界经济强国，但贫富差距日益悬殊，引发了严重

的、持续不断的社会冲突。本课题拟通过梳理代表性国家及经济体的主要相关体制、机制、政策、发展

规律及理念，总结各个国家及经济体在实现共同富裕方面的经验教训，为中国共同富裕建设提供参考。 

第三，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作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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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格局”重大战略决策。新发展格局以畅通经济内外循环为支点，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转变经

济发展方式、解决社会主要矛盾、实现共同富裕开辟了新的道路。本课题拟从我国区域角度测算双循环

分工，通过研究协调南北方区域发展分工格局，从产业链匹配、双循环协同等角度研究促进共同富裕建

设。 

第四，实现共同富裕，就是要着眼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断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

题。本课题拟以“清华大学中国平衡发展指数”为研究基础，构建科学的指标体系加以测度和引导，为

制定缩小地区和城乡差距政策措施提供数据支撑。 

第五，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重要的时代特征。在数字化技术的推动下，新产业、新业态和新商业模

式不断涌现，企业的生产经营方式、政府的治理方式和居民的生活方式正在发生重大变化，社会生产力

不断提高，人民福利水平不断提升。数字化转型是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动力。本课题

拟梳理数字化转型在促进共同富裕建设方面的表现和作用，总结数字化转型在实现共同富裕建设过程中

面临的问题与挑战，提出应对这些问题和挑战推动共同富裕的政策建议。 

本课题将采用理论研究、文本分析、大数据收集与分析、比较分析、实地考察、专家讨论会等方法，

开展深入的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通过精细刻画和精准研判存在的问题，为地方政府统筹规划、精准施

策提供科学、准确、动态的理论经验支撑和决策依据，推动共同富裕建设持续健康发展。 

 

 

供稿：科研事务办公室   编辑：高晨卉   责编：吴淑媛 赵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