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尚希：共同富裕要实现人的

共同发展，缩小群体性消费差

距是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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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领袖丨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 

本文作者：刘尚希 

 

共同富裕的充分必要条件是社会要保障所有的人获得基本能力。群体

性消费差距的缩小应当是重中之重。 

税收的作用不能否定，当前仍有发挥调节作用的空间，但不能当做重

点，不能把税收作用估计过高。 

完善公共政策体系的同时，需要在共同富裕的基础性制度上全面推进

改革，比如着力改革城乡二元分治等制度。 

——刘尚希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成员、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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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7 日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提出，在高质量发展中促

进共同富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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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 

如何全面理解共同富裕？怎么答好促进共同富裕这道难题？ 

“历史告诉我们，均贫富并不能实现所有人的共同发展，甚至可能使

发展陷入停滞不前的境地。”刘尚希表示，要实现共同富裕就是要实现人

的共同发展，人的能力的共同提高。 

他强调，共同富裕首先要富裕起来，虽然中国的经济成就令世界瞩目，

但是目前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人均 GDP 才刚超过 1 万美元。

而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加拿大等发达国家，人均 GDP



 

 - 4 - 

都在中国的 3 倍以上，美国人均 GDP 更是达到了 6 万美元。 

刘尚希提醒，如果共同富裕主要通过税收去实现，那就是将财富进行

再分配；若过于倚重再分配，则很可能导致税负加重，发展的动力就会变

弱。 

共同富裕的充分条件是要保障所有的人获得基本能力 

Q：应该如何理解共同富裕的内涵？共同富裕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

来，先富带动后富”有何关系？ 

刘尚希：中央财经委会议强调，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是人民

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物质生活的共同富裕也可以从两个方面

去衡量，一个是收入，另一个是财富。从现实生活来看，还有一个能够体

现共同富裕的维度是消费的差距，这一维度可反映出共同富裕的水平和贫

富的差距。 

有人跳过消费这个环节，直接从收入和财富来谈共同富裕的问题，这

是从分配结果上来讨论共同富裕，但是实现共同富裕，从动态循环的角度

来看，需要找到分配的起点在哪里。 

消费是人的生产再生产过程，是人的发展过程，是人力资本积累的过

程，是人的能力提升的过程，是为经济提供目的和创造条件的过程。消费

包括私人消费和公共消费，二者应当合力满足每一个人的基本消费，以此

保障每一个人获得基本能力，促进起点和机会的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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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仅仅是从结果上把收入分配差距缩小，甚至把财富的差距也缩小，

但能力的差距没有缩小的话，进入下一个经济循环的时候，这种差距又会

再现出来。因此能力的改变与提高是最重要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要

实现共同富裕就是要实现人的共同发展，人的能力的共同提高；若仅仅在

物质层面做文章，得到的只会是短期效应，长期看，贫富差距反而会不断

扩大。历史告诉我们，均贫富并不能实现所有人的共同发展，甚至可能使

发展陷入停滞不前的境地。 

共同富裕的充分必要条件是社会要保障所有的人获得基本能力。收入

不能替代能力，收入差距缩小了也不等于能力差距就缩小了。能力来自于

社会消费过程。消费的可获得性涉及到收入，但消费的可及性与收入无关，

如教育、健康等消费，不是有钱就能解决的问题。因此，群体性消费差距

的缩小才应当是重中之重，如从户籍来看，占到人口 55%的农民群体的消

费水平明显偏低，在公共服务消费方面更是突出。 

如何通过公共消费来弥补私人消费在可获得性、可及性方面的短板，

促进私人消费，并与私人消费形成合力，以及如何既扩大短期的内需，又

提升人的能力，改变社会预期，至关重要。鉴于消费事关人力资本的形成

和人的发展，这方面的支出越来越被当做“人力投资”看待，甚至比物质

投资更重要，而不是按照传统理论，消费被当做物质财富的消耗而尽量节

俭。 

Q：此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印度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提出过，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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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没有实现像中国这么高速的发展，没有取得像中国一样的发展成果，就

是因为在“人的发展”上中国做得要比印度好很多，诸如国民的教育（识

字率）和健康等。您所指的“人的发展”是不是就指的是基本的营养、教

育、医疗、住房等方面？ 

刘尚希：对，教育、医疗这些都是围绕“人”来做文章，为了人的发

展，为了人的能力的提升，而不是说为了享受。当然追求“美好生活”是

一方面，但是必须以所有人的能力的提升为目标，这就是一个发展的概念。 

若是都从“物”的角度去思考就想歪了，有的人一提到共同富裕想到

的就是平均主义。理解共同富裕的概念，当然离不开物质生活条件，但是

更重要的是要从人的方面去考虑。 

其实，“共同富裕”这个概念本身就包含了公平与效率，“共同”是

指公平，大家都有份；“富裕”就是指经济效率，没有效率，就无富裕可

言。能把二者融合在一起的，就是人的能力。只具备从事简单劳动的能力，

那只能是低效率、低收入；若是具备创造性劳动的能力，如创造发明的能

力，那自然就会带来高效率、高收入。若社会成员能力普遍提升，消除了

群体性的能力鸿沟，人人有向上流动的机会，社会的公平与效率也就自然

融合了，所谓公平与效率的钟摆现象或跷跷板效应也就不存在了，至少是

大大弱化。能力代表着自由，能力的缺失是自由的缺失。 

（编者注：阿玛蒂亚·森对发展经济学的贡献建立在能力概念上：每个

社会都应致力于衡量其公民的具体能力。社会发展应反映在它对推进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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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有自由所做的努力，而非仅反映在推进经济活动上。） 

共同富裕首先要富裕起来 

Q：税收政策调整会不会成为共同富裕目标实现的主要手段？ 

刘尚希：从初次分配、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整体来看，税收不是主要

的。如果说共同富裕是主要通过税收去实现，过于倚重税收来进行收入、

财富的再分配，这样的话很可能导致税负加重，发展的动力就会变弱。数

据上看，短期差距缩小了，但治标不治本。国外的历史经验已经充分证明

了这一点。如果这样做，可能社会上都会期待着通过税收的办法把高的拉

下来，把低的补上去，那么，对政府的依赖性可能就会大大的增强，人人

努力、人人共享的局面将难以形成。如果一个社会对政府的这种依赖过多，

甚至在共同富裕的实现过程中，主要靠政府的短期调节，发展的可持续性

就会面临更大风险，发展的内生动力就会不足。 

社会的再分配预期需要淡化，人人参与、人人努力、人人共享的初次

分配预期需要强化，政府要在这方面去创造条件。税收的作用并不在于限

高，而是在于通过税收来筹集收入，扩大提供公共服务消费的能力，解决

低保救济、教育和医疗等涉及到民生和人的能力提升的问题。当前面临的

问题是，要扩大税基，公平征税，严格征管。按照量能负担原则，高收入

多缴税、低收入少缴税，只能满足基本生活的不缴税。 

要促进人的能力的共同提升，也就是人力资本的积累，那么，就需要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345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