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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党的十九大提出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远大目标，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提出

到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目前，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

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亟待解决的情况下，目标与现实的差距主要体现在区域经济发展不协调，中

等收入群体比重不高，各区域各行业人群收入分配差距较大，城乡区域发展差距明显等方面，这些问题制约着共同

富裕目标的实现。新发展阶段，应着重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角度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促进区域经济协调、高质量

发展，完善城市群建设，优化各类要素资源在区域间的配置，通过区域协调发展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在各地区人民

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不断提高的过程中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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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共同富裕的提出与内涵

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共同富裕包括两方

面的有机统一：富裕是指经济总量的提升，实现经

济高质量发展；共同是指富裕实现的范围，是全体

人民的普遍富裕。消除两级分化，实现社会人人有

份、共同发展是中华民族一直以来追求的崇高理

想。此外，中国共产党还肩负着将马克思主义共同

富裕思想中国化的使命和责任。对于实现共同富

裕，每一代中央领导人都依据当时的现实情况制定

不同的应对策略，共同富裕的概念也在不同的社会

发展阶段体现出不尽相同的内涵和特点。

1.共同富裕的提出及发展历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我国面临内忧外患

的严峻形势，为此国家制定了优先发展工业和重点

发展城市的政策方针。但这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农业

与工业、农村与城市发展差距的不断拉大，全国70%
以上的工业集中在占国土面积不到12%的东部沿海

地区（肖光荣，2009）。为此，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

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制定了诸如“一五”计划、“三线”

建设、向西部地区推进的区域平衡战略等措施，并于

1953年10月正式提出“共同富裕”。党和国家希望

通过中央有计划的领导，以财政收入划拨和计划指

令倾斜两种方式保证均衡发展战略的顺利进行，并

且在全国各地适当分布工业生产力，使工业企业接

近原料、燃料产区和消费地区，使工业布局适应巩固

国防的要求，逐步提高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

引导广大农民走社会主义农业生产合作化道路，实

现增收，减少农村与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这些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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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特定的历史条件下，

中国共产党为实现共同富裕所采取的初步尝试。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30年里，我国的经

济平衡增长战略加速了内陆地区的经济增长，并建

立了一批初具规模的工业企业和较为完善的交通

设施，为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化发展奠定了基础。但

随着国际形势趋于缓和，均衡发展战略暴露出很多

问题，因此，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党中央领导

集体认识到国家建设必须考虑经济效益，提出贫穷

不是社会主义，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等

一系列重要论断。这一时期，通过分层次和分阶段

发展区域经济，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选择也从

均衡发展战略开始转向梯度发展战略，即优先发展

东部及沿海地区，再通过辐射效应带动其他地区以

及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开辟了鼓励一部分地区

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

裕的道路。经过邓小平等党中央领导人的探索与

实践，共同富裕的概念与社会主义的进程紧密联系

起来，共同富裕理论也在对社会主义进程的反思中

得到了深化，推动了全社会财富“蛋糕”的做大。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强

调兼顾效率与公平，探索如何在提高效率的前提下

更好地实现社会公平，使广大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的每一个阶段都共享改革发展的成

果。进一步提出了通过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一方

面，充分利用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增长的势头，支撑

国民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实施西部大开发和东北

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推动落后地区经济发

展，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

进入 21世纪，我国经济进入高速增长时期，人

民富裕程度大幅提高，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进入到了一个全新阶段。但随着经济结构的变化，

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产业之间以及不同群体之间

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

中央进一步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在鼓励东部地区加

快发展的同时继续实施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

业基地，促进中部崛起和优化国土开发格局的区域

发展战略，形成“东中西互动、优势互补、相互促进、

共同发展”的新格局（肖光荣，2009）。与此同时，此

阶段还突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提出了“发展

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等

以共同富裕为目标的一系列战略要求。

2.新时代共同富裕的新内涵

党的十八大之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步入新时

期，由于国内局势变化，国家把逐步实现全体人民

共同富裕放到更为关键的位置。党的十九届五中

全会指出，社会主义共同富裕到2035年要取得更为

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到2050年要基本实现这一总体

目标，这标志着共同富裕在我国正式由目标理念走

向现实政策（王琼，2022）。此时，共同富裕的内涵

有了新变化，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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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

的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

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

义；要深入研究不同阶段共同富裕的目标，分阶段

实现共同富裕（习近平，2021）。
具体来看，第一，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

化的基本内涵和重要特征，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根本

宗旨。共同富裕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

质要求（习近平，2021），是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需

要的落脚点和出发点。新时代推进共同富裕取得

更为显著的实质性进展，其核心要义就是要将全面

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与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

的普遍需求统筹起来，在全面提高社会经济发展水

平的同时，使人民生活更加富裕。第二，从“五位一

体”的角度实现共同富裕。新时代的共同富裕是建

立在物质生活丰裕的基础上，精神生活的富足、民

主政治的进步、文明素质的提高和生态良好的全方

位富裕，不仅要注重经济建设，更要加强和统筹政

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第三，促进共同富

裕有阶段性目标和举措。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

裕，从总体上分三步走：即“十四五”末居民收入和

消费水平差距逐步缩小；到 2035年，基本公共服务

实现均等化；到 2050年，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差距

缩小到合理区间（辛向阳，2022），共同富裕目标基

本实现。第四，实现共同富裕必须加强党的领导。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实现共同富裕奠定了坚实的

制度基础和体制保证，而中国共产党也在不断丰富

和发扬共同富裕理论的过程中推动社会主义事业

向前发展，新时代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更需要坚持

和加强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和顶层设计。第五，推进

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是新时代共同富裕的关键。

在注重经济发展速度的同时要以协调发展理念为

指导，重视区域协调发展在推进共同富裕中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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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缩小收入差距、增强各类政策的协调性，更加

注重发展的协调性和平衡性，通过推进区域、城乡、

大中小城市和企业间的协调发展，减小收入分配差

距，从而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

综上所述，基于我国地理环境和自然资源、社

会和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不同，构成了当前

地区内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的巨大差异，这种差异

直接影响到共同富裕的实现程度和发展水平。而

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也需要以缓解城乡等区域经

济失衡问题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协调区域经济社会

发展，从而真正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

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

共同富裕既要求把“蛋糕”做大，又要将“蛋糕”

分好，充分体现了财富占有和收入分配的结果。共

同富裕的实现，首先需要依赖社会生产力的持续提

高，社会物质财富的持续增加；其次要持续缩小社

会成员之间的贫富差距，加大财富占有及收入分配

和再分配的政策调节力度，合理分配物质财富。而

这二者都以区域作为基础和关键。

1.经济发展以区域为载体

经济活动离不开一定的地理范围，国民经济在

纵向上分成部门，在横向上分成地区（孙久文，

2001），因此，区域经济和国民经济是部分和整体的

关系。首先，区域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区域为

经济发展提供所需的土地、劳动力、各种自然资源

和地理条件，吸引相应的产业在此集聚发展，这些

资源的分布具有明显的地域性，受地域约束较大，

资源配置以区域为基础。其次，区域经济是国民经

济增长的动力和源泉，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市

场机制的建立，区域经

济从附属于国民经济转

变成利益的实体（孙久

文，2001）。区域是国家

各类经济战略和政策的

承担对象，现阶段我国

中央财政收入主要依靠

地方财政收入的上缴，

因此，区域经济发展的

速度和质量决定了国民

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质量。

2.物质分配以区域为基础

新时代，实现共同富裕要求构建以中等收入群

体为主体，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收入分配格局，

需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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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

其是二次分配，政府通过税收把钱收上来，再通过

社会福利、公共服务、养老、地区转移支付等途径，

进行基于结果更加公平原则的再一次分配，对整个

收入差距的调节起到了很大作用，增进了社会公

平。一方面，国家以税收作为调节财富的重要工

具，各级政府依据各地具体情况，以行政区域为单

位，通过不断扩大民生支出和提高公共服务水平等

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另一方面，中央政府通过

在各区域间的转移支付，可以将资金重点用于欠发

达地区、农村地区和落后产业，以此平衡地区间的财

力差异，促进并加快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这些

措施都是以区域为基础进行。

3.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共同富裕的基础

改善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提高

人民生活品质需要解决社会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充

分问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我国区域之间的

发展差距已经缩小，但尚未消除，居民人均收入基

尼系数仍然处于0.46左右，高于国际上规定的警戒

线，说明贫富不均问题仍然十分严重（见图 1）。而

区域经济失衡是造成收入差距问题的最重要原因，

这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长期存在，并已经成为社

会各界持续关注的焦点。经济的增长和财富的分

配都离不开区域的协调配置，未来区域的进一步协

调发展已经成为推进共同富裕的关键。

图1 2003—2020年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趋势图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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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共同富裕中的区域经济问题

由于地理环境、政治文化、社会因素等方面的

差异性，导致我国区域间形成了经济发展水平的差

异，进而导致区域间人均收入差距的产生，直接影

响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程度和水平（方

世南，2021），而区域协调发展问题将会深刻影响新

时代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具体来看，我国的区域

经济失衡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区域

各板块的分化，呈现出“东多西少”“南快北慢“的特

征；二是大中小城市之间以及城乡之间的收入失

衡；三是近年来尽管全社会的工资收入水平普遍提

高，但制造业、城镇私营单位从业人员收入远低于

金融、计算机等热门行业以及国有单位，而且这一

差距有逐步扩大的趋势。

1.区域间经济差距依然存在

第一，东、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四大板块存

在经济差距。为了更好地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更有针对性地实施区域发展战略，我国于“十一五”

时期依据现实情况把区域经济布局分为东、中、西和

东北四大地区。具体来看，如图 2所示，自 1993年

之后，东部地区经济份额在全国占比超过 50%，成

为促进我国经济发展和保证经济平稳运行的中坚

力量。东部地区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一直高于其他

地区，2020年，东部地区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4746

元，是中部地区的1.64倍，是西部地区的1.79倍，是东

北地区的1.61倍。虽然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和成渝

都市圈等战略和规划的兴起与实施，西部地区的经

济持续向好，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高于其他区域（见

图 4），但其绝对值和东部地区仍然有较大差距（见

表1）。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东北地区凭借

其较高产业发展水平和重工业体系，在国民经济中

所占比重长期维持在 15%左右，并持续到改革开

放。此后，东北地区经济总量占全国的比重持续减

少，受国有企业体制机制和人口大量流出等问题的

影响，东北地区的经济增速减缓，甚至出现负增长，

最终被其余板块挤占经济份额（孙久文，2020）。近

些年，东北地区经济份额在全国的占比仅为5%（见

图 2），而且虽然东北地区的人口持续外流，但其人

均可支配收入增速仍是四大板块中最低的。

第二，南北方经济差距凸显。从宏观经济指标

来看，目前南北差距呈现出增长速度“南快北慢”，

经济总量“南多北少”，人均水平“南高北低”的特

点。如图 4所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到改革

开放前，北方地区在重工业的带动下，经济发展速

度和居民生活水平皆优于南方地区，并且由于南方

地区人口数量多，人均GDP落后于北方地区。改革

开放后，南方地区经济发展速度提高，人均GDP增

速加快；之后随着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振兴东北

老工业基地等战略措施实施，北方地区的经济增速

相对加快，但南方地区的人均收入逐渐超越了北方

图2 1952—2020年中国四大板块经济总量份额变化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局数据进行整理。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山东、广东；东北地区

包括黑龙江、吉林、辽宁；中部地区包括湖南、湖北、江西、安徽、山西、河南；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陕

西、云南、西藏、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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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并且差距逐渐拉大

（见图 5）。经济进入新常

态后，我国经济发展面临

速度减缓和结构转变的压

力，北方地区经济增速回

落幅度更加明显，而南方

地区经济转型升级情况较

好，导致南北方发展差距

逐渐扩大。2014 年之后，

南方地区的人均GDP超过

了北方地区，并且保持较

快的增长速度（见表2），且

近几年来南北经济差距仍

有扩大趋势。从2020年的

数据来看，在产值增速前

10 位的省（区、市）中，南

方地区有 8 个；在产值前

10 位的省（区、市）中，南

方地区同样有8个，北方地

区有 2个（见表 3），南北方

差异分化凸显的趋势值得

警惕。

2.大中小城市收入差

距进一步扩大

20 世纪 90 年代市场

化改革之后，我国的城市化发展速度逐步加快，城

市人口占比急速上升。在此过程中，一些城市规模

急剧扩张，另一些城市规模逐渐收缩，资金和人口

等各类生产要素向大城市和城市群不断流动和集

聚，城镇居民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扩大，城市规模分

化和收入差距扩大是现阶段城市化进程中同时出

现的两种现象（张天华，2017）。依据国家现行标

准，城区常住人口规模在 50万人以下的为小城市，

常住人口规模在50万人—100万人的为中等城市，

常住人口规模在100万人以上的为大城市。通过选

取较有代表性的大城市和中小型城市进行人均可支

配收入的比较，从图6可以看出，大城市的人均收入

水平持续高于中小城市，且差距在不断扩大。分地

区来看，东部地区大中小城市整体的人均收入水平

高于中西部地区，但大中小城市之间的差距更大（见

图 7）。大中小城市的收入差距如果进一步扩大会

导致中小城市发展缺乏动力。

共同富裕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图4 南北方人均GDP及其增速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局数据进行整理。

图3 2005—2020年四大板块人均可支配收入及其增速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局数据进行整理。

表1 东部地区与其他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变化（元）

年份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东部与中部差值

4914
5460
5882
6547
7116
7898
8822
9634

10506
11367
12255
13364
14542
15721
16879
17512

东部与西部差值

5534
6253
6857
7634
8244
9109

10281
11242
12225
13271
14230
15382
16638
17969
19329
19712

东部与东北差值

3815
4276
4694
5159
5676
6328
7014
7602
8275
9064

10158
11499
12963
14492
16068
16949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局数据进行整理。差值项为

东部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减去其他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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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南北人均GDP差距

1230
1355
1905
1300
1083
968
914
191

-1236
-3405
-3597
-4555
-5545
-6413
-7278

南北人均收入差距

-346
-432
-385
-424
-505
-619
-700
-723
-865
-1047
-1343
-1652
-2034
-2501
-2957

表2 南北方人均GDP差值和收入差距变化 （元）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局数据进行整理。东部地区

包括北京、天津、河北、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山东、广东、

辽宁；中部地区包括湖南、湖北、江西、安徽、山西、河南、黑

龙江、吉林；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

陕西、云南、西藏、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表3 2020年产值及增速排名前十省份

地区

西藏

贵州

重庆

云南

吉林

安徽

四川

湖南

宁夏

广西

产值增速前十
省份（%）

12.07
6.30
5.92
5.59
4.98
4.98
4.82
4.73
4.59
4.33

地区

广东

江苏

山东

浙江

河南

四川

福建

湖北

湖南

上海

产值前十
省份（元）

110760.9
102719
73129

64613.3
54997.1
48598.8
43903.9
43443.5
41781.5
38700.6

图5 南北方人均可支配收入及其增速速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局数据进行整理。

图6 大城市和中小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及其增速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局数据进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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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城乡收入差距大一直是制约我国区域协调发

展的关键问题。改革开放之初，家庭联产承包责任

制的实行激发了农民的积极性，解放了农村生产

力，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和土地配置效率，加之乡

镇企业的发展为农村就业提供了新渠道，这些都为

农民增收创造了条件。1978—1983年，农村居民人

均收入快速增加，城乡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十分接

近，1983 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达到历史最低水平

（见图 8）。而在此之后，经济体制改革逐步以城市

为重点，市场经济的发展加速了工业化和城镇化的

进程，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而在2003
年之后，如何增加农民收入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的重点。此外，城乡二元结构的逐渐弱化也在一定

程度上缓解了收入差距，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实施的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提高了农村居

民的收入水平与福利待遇，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提速

明显（见图9）。但2020年，我国城乡人均收入差距

仍然达到了 26703元，城乡收入不均问题依然存在

（见表4）。

4.行业间收入差距

根据中国统计局 2006—2020年城镇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的数据统计，从东部地区来看，金融行

业、信息计算机行业、电力燃气以及科学研究平均

收入较高，而住宿餐饮业、农林牧副渔的平均收入

较低（见图10）。2006年，东部地区的城镇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最高行业和最低行业的差值为 34164
元，而2020年该差值达到了120496元，收入差距悬

共同富裕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图7 2010—2020年不同地区大中小城市人均收入差距及其增速变化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局数据进行整理。

图8 城乡人均收入及其增速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局数据进行整理。

11



区域经济评论 2022年第4期

殊。从中部地区来看，收入最高的是金融业和电力

燃气行业，收入最低的为住宿餐饮、农林牧副渔和

水利环境相关行业。2006年，中部地区城镇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最高行业和最低行业的差值为17186
元，2020年该差值达到了60085元。从西部地区来

看，收入最高的为金融行业，收入最低的是住宿餐

饮和农林牧副渔。2006年，西部地区的城镇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最高行业和最低行业的差值为17741
元，2020 年这一差值达到了 74321 元。可以看出，

收入较高的行业均集中于使用高精尖技术的信息

（%
）

图9 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局数据进行整理。

年份

1978
1979
1980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城市

343
405
478
500
535
565
652
739
901

1002
1180
1374
1510
1701
2027
2577
3496
4283
4839
5160
5418

乡村

134
160
191
223
270
310
355
398
424
463
545
602
686
709
784
922

1221
1578
1926
2090
2171

城乡收入差

209
245
287
277
265
255
297
341
477
539
635
772
824
992
1243
1655
2275
2705
2913
3070
3247

年份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城市

6256
6824
7652
8406
9335

10382
11620
13603
15549
16901
18779
21427
24127
26467
28844
31195
33616
36396
39251
42359
43834

乡村

2282
2407
2529
2690
3027
3370
3731
4327
4999
5435
6272
7394
8389
9430

10489
11422
12363
13432
14617
16021
17131

城乡收入差

3974
4417
5123
5716
6308
7012
7889
9276

10550
11466
12507
14033
15738
17037
18355
19773
21253
22964
24634
26338
26703

表4 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 （元）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局数据进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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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分地区各行业收入差别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局数据整理。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山东、广东、辽宁；中部地

区包括湖南、湖北、江西、安徽、山西、河南、黑龙江、吉林；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陕西、云南、西藏、甘

肃、青海、宁夏、新疆。

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以及金融业，还有垄

断性较高的电力燃气行业；而农林牧副渔业与大部

分制造业等基础性产业的平均工资偏低，市场竞争

比较充分的行业平均工资也较低，如零售业、餐饮

业等。

四、以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

新时代，共同富裕的目标是居民收入迈上新台

阶，提高低收入人群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

平，增强再分配调节能力，逐步形成“橄榄型”收入

分配格局。因此，未来需要协调区域经济发展，继

续深入实施各类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促进要素和资

源在区域间的流通，深化区域一体化发展，缩小各

类区域和行业收入差距，完善收入分配体系，做到

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1.促进区域经济的均衡协调发展

第一，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方面，一方面要挖

掘和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合理分工；另一方面应

注重区域协调和区域合作，促进要素在区域间的合

理流动和高效集聚。具体来看，对于人均收入水平

较高的东部地区，未来依然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高

地，支撑着国民经济的发展，未来应加快东部地区

现代化建设，保证经济平稳增长。对于人均收入水

平较低的西部地区，未来的发展重点是解决低收入

人口问题，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加大对农产品主产

区、生态功能区和困难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发展

特色产业。而对于中部地区来说，未来需要培植新

的经济增长点，在发挥承东启西和产业优势中崛

起，加快建设中部制造业基地，打造中高端产业集

群。对于东北地区，应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国有企

业改革改组改造，支持资源型地区经济转型发展，

强化粮食基地建设和现代农业建设，积极参与国内

大循环和新发展格局的构建。同时，各区域之间应

在发挥各自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加强区域合作，推动

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促进市场一体

化，促进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东中西部地区和

东北地区共同发展，形成南北区域的良好互动（孙

久文，2021）。第二，在城乡协调发展方面，要深入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夯实农业生产能力基础，稳定

和优化粮食生产，发展特色产业，增加农民收入，巩

固脱贫攻坚成果；改善交通、水电、互联网等基础设

施建设，提高公共服务质量，改善农户生活生产环

境；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和土地政策改革，加强城乡

融合互动。与此同时，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

化。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农村协调发展的空间格局，

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合理减少人口向城镇、大城市

的流动限制，完善中小城市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提

高中小城市社保覆盖率，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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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城乡均等。加强乡村振兴战

略和新型城镇化战略二者之间的有机统一，减少阻

碍城乡各类要素流动的体制机制，加强城乡合作和

联动发展，促进城乡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

换。第三，在合理调节行业收入方面，政府要合理

定位政府与市场关系，在初次分配中坚持以市场调

节为主，进一步转变职能，强化对市场和行业的引

导、监管。不断完善市场体制机制，逐步缩小垄断

行业与非垄断行业以及各行业之间的收入分配差

距，不断优化市场环境。与此同时，通过再分配维

护社会分配的公平正义，最大限度地为整个社会谋

求最优福利，构建合理的收入分配体系（杨海涛，

2018），通过税收、转移支付等方式，调节过高收入，

增加低收入者收入。

2.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第一，坚持创新推动发展战略。一方面，各地

区应根据本地的要素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发展

合适的创新产业。例如，东部地区集中了大量的

人才、资金和科技资源，应构建以科技创新为引领

的现代产业体系，依靠科技创新驱动，建设创新型

和智慧型超大城市群，将城市群打造成创新策源

地和高质量发展增长极。中西部地区应借助各类

政策制度红利，利用资源要素等禀赋优势促进创

新要素在中西部地区汇聚（吴福象等，2021）。另

一方面，构建统一大市场。各地区应加强区域协

调合作，打通区域壁垒，降低商品和要素流通成

本，发挥东部地区在创新发展方面的引领带动作

用，发掘中西部地区的资源要素和市场潜力，积极

构建国内创新产业链。第二，坚持绿色发展。完

善主体功能区战略，建立生态补偿制度，按照生态

空间功能，实施纵横结合的综合补偿制度，促进生

态受益地区与保护地区利益共享，形成受益者付

费、保护者得到合理补偿的良性局面（杨继瑞，

2021）。逐步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进一步完善能

源消费双控制度，建设碳中和型城市群，向绿色生

产生活方式转型，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第

三，坚持开放和共享发展。新发展格局是连接东

中西、贯通南北方的多中心、网络化、开放式区域

开放格局，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打通区域经

济循环中的堵点，构建开放的国内国外双循环体

系。此外，要聚焦医疗卫生、教育、住房保障等重

要民生领域，提升各区域公共服务保障水平，并逐

步实现各区域公共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均等

化，建立覆盖全民、统筹城乡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

系，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3.大力推进都市圈和城市群建设

随着我国新型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人口、

生产要素和经济活动持续从农村向城市转移、从

小城市向大城市转移，中心城市、城市群和都市圈

积聚了我国大部分的生产和发展要素，并逐渐成

为资源配置的空间新层级（杨继瑞等，2021）。在

新发展格局中，应促进城市群一体化发展，发挥城

市群的辐射效应。实现城市群内部基础设施一体

化，打通阻碍城市群内部商品市场和生产要素流

通的堵点，突破行政区划对经济区的束缚，减少流

通成本，提高流通效率，提高经济发展较快地区的

辐射带动能力，形成中心城市带动都市圈、都市圈

带动城市群、城市群支撑经济区、经济区连成经济

带的多层空间嵌套体系（倪鹏飞，2021）。此外，建

设城乡融合型城市群，应以城市发展带动乡村振

兴，减少行政制度障碍，重视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

展，提高其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的能力，加快

相对欠发达地区的城市群建设，吸引更多的人口与

资源流向相对欠发达地区的核心区域，实现城乡要

素双向自由流动。

4.促进区域资源的合理优化与配置

生产要素在区域间的合理配置有助于缩小区

域发展差距，提高人民生产生活质量，实现共同富

裕。在我国的户籍政策下，人口自由流动还存在一

定限制，此外流动人口也因无法享受居住地的医

疗、教育、养老等公共福利，仍需支付很高的迁移成

本，这不仅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更扩大了收入差

距。因此，应继续推动户籍制度改革，逐渐去除阻

碍人口自由流动的体制性障碍，推动外来人口公共

服务均等化，提高城市管理水平。同时，户籍制度

改革需要和优化土地空间配置相匹配。推动土地

资源和人力资源的同向聚集，增强土地管理政策的

灵活性，完善新增建设用地与转移人口挂钩政策，

实现土地人口相匹配，提升经济发展效率、缩小区

域人均收入差距、稳定发达地区住房价格。此外，

在区域资本合理配置方面，东部地区应促进资本的

自由流动，推动利率市场化改革，提高资本配置效

率和水平；西部地区应针对劳动力市场扭曲问题，

逐步提高劳动报酬，通过多种手段吸引和留住高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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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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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on Prosperity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Economy

Zhang Yaojun Zhang Wei
Abstract: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 set the goal of achieving common prosperity for all by the middle of the 21th
century, and fif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9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PC futher stated that substantive progress should be
made in achieving common prosperity for all by 2035. At present, China is still in the primary stage of socialism, and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growing needs of the people for a better life and unbalanced and insufficient development needs to be
solved urgently. The gap between goals and reality is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uncoordinated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low proportion of middle-income groups, the large income distribution gap among people in various regions and industries, and the
large development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These problems restrict the realization of the goal of common prosperity. In
the new development stage, we should focus on promoting common prosper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economy, promoting coordinated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economy, improving the construction of urban
agglomerations, optimizing the allocation of various factor resources among regions, narrowing the income distribution gap through
coordinated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gradually realizing common prosperity in the process of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people’
s income level and quality of life in various regions.
Key Words: Common Prosperity; Regional Economy;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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