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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启动共同富裕计划，三次分配助力公益经济 

2021 年 8 月 18 日，腾讯科技发布公告，拟再投入 500 亿元资金启动“共同富裕专

项计划”，成为中央财经委员会议召开后首家启动“共同富裕专项计划”的企业，公司

将结合数字和科技能力，在乡村振兴、低收入人群增收、基层医疗体系完善、教育均衡

发展等民生领域为国家“第三次分配”提供持续助力。根据 8月 17 号中央财经委会议，

我国需要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构建初次分配、

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促进人的全面发

展，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目标扎实迈进。主要关注点如下。 

第一，“第三次分配”是公益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助力。早在 1994年，著名经

济学家厉以宁教授就在《股份制与现代市场经济》中就提出了“三次分配”的定义，通

过市场实现的收入分配被称为“第一次分配”（最低工资标准、农产品收购价格），通

过政府调节而进行的分配被称为“第二次分配”（税收、补贴），个人出于自愿、在习

惯与道德的影响下把可支配收入捐赠出去称为“第三次分配”（慈善、捐赠）。2019 年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曾提出，要重视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等社会公益事业，

2020 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再次提出，要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事业，改

善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当前我国公益慈善事业已经到了快速发展期，但和其他国家

相比还是存在一些不足。根据 Giving USA Foundation 数据，美国 2017年度慈善捐赠

总量 2.7 万亿元，而中国的社会捐赠总量仅约 1558 亿元。此次腾讯启动“共富计划”，

不仅在资金上给予投入，作为全球科技界具有影响力的代表企业，也将能引导更多全

球公益资本加入“智慧慈善”的发展赛道上来，促进我国公益产业数字化转型，以人工

智能、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为支撑，加强科技技术与慈善事业深度

融合，推进慈善网络化、虚拟化、智能化，为慈善组织提供更多元化的筹款、交流、宣

传渠道，为求助对象和社会弱势群体提供更为精准的帮扶主体，为政府监管部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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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效的政策参考意见，持续提升我国慈善资源配置的精准、高效水平。 

第二，“第三次分配”是深圳落实“先行示范区”建设的重要举措。2020 年 10月

正式发布的《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2020－

2025 年）》中，提出了实现分配更加合理公平，缩小收入差距，使改革成果更多更公

平惠及全体人民，实现共同富裕是《实施方案》核心思路。回想当年改革开放开始时，

邓小平同志高屋建瓴的提出“先富带动后富，最终走向共同富裕”的重要理论，四十多

年过去，2020 年深圳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6.4 万元，比 1985 年增长 32 倍，率先完成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实现了由解决温饱到高质量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十九

大报告中指出，要使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

裕。根据福布斯“2021中国慈善榜”，深圳捐赠企业数量全国排名第 3，捐赠额度排名

第 1，占比 29.4%，其中腾讯一家企业捐赠 26 亿元，深圳已然成国国内的“首善之区”。

新时代孕育新机遇，深圳建设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改革实践必将在打

造经济特区升级版，在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上再次“先行一步”，成为新一轮深化改

革开放，推动共同富裕的成功范例。 

第三，“第三次分配”能够促进湾区金融机构业务创新。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

标的历史交汇点上，摆在面前的改革难题依然存在，社会发展还有很多需要公益慈善

事业支持的领域，如医疗、教育、碳中和、环保、养老等，这些都是关乎民族崛起、民

生幸福的重要产业。金融机构虽然是盈利性机构，但也承着重要社会责任，在“第三次

分配”改革战略中理应积极参与，主动创新服务模式。一是加大对普惠事业的融资支

持，特别是与民生相关的领域，多提供全信用、低成本的资金，对于在地区出现险情时

慷概捐赠的企业要特别给予更好的金融服务和足够的资金支持，帮助企业健康发展甚

至度过难关。以此次河南水灾为例，某些民族品牌企业在自身经营困难情况下仍然克

服困难捐助，表现出无私的爱国民族精神，就应当优先获得金融资源和服务，金融机构

与这样的企业建立合作关系更能体现对社会责任的担当。二是发挥“平台连接器”的功

能，带动生态体系内更多的渠道、客户共同行动，发挥慈善事业的杠杆效应。与美国相

比，中国个人捐赠仅占总捐赠额的 24%，而美国个人捐款占总捐赠额的 70%，以商业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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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例，在给客户提供产品金融服务的同时，可以引导客户经理、理财经理们将慈善事

业触达到每一个有能力、有意愿的社会公民，银行也可以与腾讯公益平台等慈善中介

合作，联合开发更多便利捐款产品，争取做到全民公益。三是加强湾区金融机构间的联

动，创新金融服务产品。以慈善信托为例，该产品在助力扶贫攻坚工作中展现了多种优

势，如汇聚更多资金资源、专业管理、保值增值、持续稳固长期投入、防止脱贫后返贫

等。截至 2020 年底我国共备案慈善信托规模 33.19亿元，但我国慈善信托仍然处于初

期发展阶段，慈善信托规模在信托行业管理的信托资产总规模中的占比仍不高，与国

外信托市场中相对成熟的慈善信托发展模式相比仍有差距。湾区集聚了众多的商业银

行、信托公司，双方可以加强联动，利用港澳资源和技术，探索慈善信托与家族信托融

合的模式，帮助客户同时实现私利与公益的双赢，这也许能够成为未来跨境财富管理

的一个趋势。 

 

（点评人：中国银行深圳市分行大湾区金融研究院  曾圣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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