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dvances in Applied Mathematics 应用数学进展, 2023, 12(4), 1810-1823 
Published Online April 2023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am 
https://doi.org/10.12677/aam.2023.124188  

文章引用: 唐崇彪, 丁咏梅, 余佳雄. 基于 PLS-结构方程模型的共同富裕影响因素研究[J]. 应用数学进展, 2023, 12(4): 
1810-1823. DOI: 10.12677/aam.2023.124188 

 
 

基于PLS-结构方程模型的 
共同富裕影响因素研究 

唐崇彪，丁咏梅*，余佳雄 

武汉科技大学理学院，湖北 武汉 
 
收稿日期：2023年3月24日；录用日期：2023年4月18日；发布日期：2023年4月28日 

 
 

 
摘  要 

在分析共同富裕研究现状的基础上，通过对共同富裕理论发展进程、科学内涵以及测度机理进行梳理，

构建较为科学的共同富裕评价指标体系，运用PLS-结构方程模型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考察

共同富裕形成机理指标(因)与度量指标(果)之间的内在联系，探究影响共同富裕的主要因素，以及这些因

素与共同富裕的内在联系和因果关系，并对所建立的模型进行了信度检验、有效性检验、参数检验，较

好地刻画了各变量之间的系数。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发展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最大，与共同富裕的路径系

数达到0.579；社会和谐、创新驱动、精神文明与共同富裕的路径系数分别达到0.531、0.402、0.386，
这些变量对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作用；绿色生态、基础保障与共同富裕的路径系数分别达到0.314、
0.173，说明基础保障、公共服务对促进共同富裕具有一定的影响，但弱于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基于研

究结果，提出了针对性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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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status quo of the study of common prosperity for everyone, this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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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s a more scientific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common prosperity by combing the devel-
opment process, scientific connot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heory of common prosperity, 
PLS-SEM is used to analyz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ommon prosperity, and to explore the main 
factors affecting common prosperity, and the internal relations and causality between these fac-
tors and common prosperity, the reliability test, validity test and parameter test are carried out 
for the model, and the coefficients among the variables are well describ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economic development has the greatest impact on common prosperity, and the path coefficient of 
common prosperity reaches 0.579; The path coefficients of social harmony, innovation-driven, 
spiritual civilization and common prosperity reach 0.531,0.402 and 0.386 respectively, which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realizing common prosperity The path coefficients of green ecology, basic se-
curity and common prosperity reach 0.314 and 0.173 respectively, which shows that basic security 
and public services have a certain impact on promoting common prosperity, but it is weaker tha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harmony. Based on the research results, some pertinent sugges-
tions are put 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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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一贯的奋斗目标和价值追求。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报告提出：“作为党的一

项重要使命，要进一步实现广大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必须将共同富裕作为重要支点”[1]。习总

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就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所以

认识实现共同富裕时代价值，加快推进共同富裕实现，这对我国力求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具有十分重要

的意义[2]。 
目前关于共同富裕的相关研究逐渐增多，也较为丰富。主要集中在研究共同富裕内涵和评价指标体系、

共同富裕实现路径以及实现共同富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等方面。刘培林、钱滔(2021)等人分别从政治、社

会、经济三个维度对共同富裕的内涵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共同富裕是人民向往的幸福美好的生活[3]。
郁建兴、任杰(2021)分别从发展性、可持续性以及共享性三个方面分别探讨了如何实现共同富裕，认为共

同富裕是让广大人民群众都能够有机会、有能力为社会发展做出贡献，并共享发展成果[4]。黄峰婷(2022)
认为理解共同富裕的内涵和特征，可以从范围、质量、差异、统筹四个角度入手，得出了实现共同富裕

要符合新时代发展潮流的解释[5]。张海亮(2022)通过理论归纳和总结，构建了共同富裕的评价指标体系，

并对全国和 31 个省域进行了实证分析[6]。钞小静、任保平(2022)立足发展成果理论完成了共同富裕评价

指标体系的构建[7]。李金昌、余卫(2022)瞄准“共同”与“富裕”，构建出由经济质效并增、精神生活丰

富等共计六个指标组成的共同富裕评价指标体系和由共享性、可持续性、富裕度三个指标构成的共同富

裕结果性评价指标体系[8]。杨文圣、朱叶(2022)认为中国已经进入全新的发展阶段，因此共同富裕也将进

入新阶段，探究共同富裕应该将路径探究作为重点问题，从富裕、共同、人的全面发展三方面逐步推进

共同富裕[9]。陈丽君、郁建兴(2021)等人从共同富裕的基本内涵和特征作为起点，通过识别共同富裕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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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影响因素，建立了共同富裕指数评价模型，并研究了共同富裕的建设进展[10]。王淑芹(2022)认为

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路径在于有科学的顶层设计和关键的抓手与着力点，需要在劳动、资本、权力的理

论限度内，构建“一增二减”的共同富裕新方案[11]。李实(2022)从定量目标、富裕度、共享度以及实现

路径几个维度认识共同富裕，并得出结论：共同富裕将是一个长期过程[12]。 
综上所述，目前有关共同富裕的研究涵盖了共同富裕的基本内涵、指标体系的构建、共同富裕实现、

共同富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等方面，但在共同富裕相关指标的解读和共同富裕影响因素的分析方面，则

需要扩充更丰富的科学数据分析方法需要实现更全面、深入的解剖和探讨。本文从结构分析的视角，梳

理共同富裕理论的发展历程、科学内涵及特征，在重新衡量共同富裕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考察共同富裕

形成机制指标与计量指标之间的内在联系，探究影响共同富裕的因素，有助于进一步实现共同富裕的科

学解读。 

2. 共同富裕内涵与评价指标体系 

2.1. 共同富裕的理论发展、内涵及特征 

2.1.1. 共同富裕理论发展 
共同富裕思想从何而来？如何理解共同富裕内涵？共同富裕的测度机理是什么？正确回答这些问题

需要梳理和明确共同富裕理论的发展脉络，进而对共同富裕内涵进行归纳、总结。 
1) 传统文化中的共同富裕思想 
共同富裕不是学习西方所得，它一直是中华民族固有的共同理想之一，深植于传统文化之中，对共同

富裕思想的认识和追求可以从中华民族历史长流中找到足迹。春秋战国时期晏婴在《晏子春秋》中认为，

“其取财也，权有无，均贫富，不以养嗜欲”，认为贫富差距不能过分悬殊，要保持社会均衡，这里的

平均思想并不等同于共同富裕，但却是共同富裕的原形。《礼记•大同篇》中也有“大道行也，以天下为

公，择贤择能，重信修睦”的记载，当时人们普遍希望建立一个富裕、社会为天下人共有的“大同社会”。

社会管理和保障方面认为“天下为公”、“安居乐业”。精神生活方面认为“择贤与能，重信修睦”，

“品尽其用，人尽其力”，选择任用贤能的人，物尽其用，人们重诚信。可见，无论是“大同社会”还

是“均贫富”，与共同富裕之间都有着一致之处，共同富裕思想的发展从传统文化中取其精华，批判地

继承了有益的部分。可以说，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为当今共同富裕理论提供了思想滋养。 
2) 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共同富裕思想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人类思想史最伟大的成果，而关于共同富裕的思想是其中的重要内容，贯穿整个马

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体系。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从物质生活层面考察社会贫富问

题，这为客观有效地评价社会成员的贫富差距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指出

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其最终是为了实现所有人富裕，并使他们自由支配的时间得以增加，实现人的全面

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同富裕思想产生于对资本主义社会贫富两极化的深刻批判中，在对资本主义

的批判中，揭示了共同富裕的特征。“共同富裕”一词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没有出现，也没有提供实现

共同富裕的具体方法，但细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可以发现，这里面处处体现着共同富裕思想，为共同富裕

思想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 
3) 中国共产党对共同富裕的探索 
中国共产党在不断发扬优秀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中，通过百年实践，总结出共同富裕理论，探

索并形成了一条属于自己的共同富裕实现路径，即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一直

是党自成立以来的奋斗目标和价值追求，党的百年奋斗史就是一段实现共同富裕的奋斗史。在新民主主

义革命时期，党带领全国人民进行反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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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成就，为共同富裕的实现创造了社会条件。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

中明确提出共同富裕概念，在他看来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国家脱贫的唯一途径，这一思想为实现共同富裕

提供了根本政治前提。在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鼓励不断解放生产力，先富带动后富，实

现剥削和消除两极分化，这一思想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体制保证。党的十八大以来，党把共同富裕放

在更显著的位置上，党和国家在共同富裕的实践和理论上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十四五”时期社会的主

要发展目标是：经济发展取得显著成就，经济体制完善，人民精神生活日益丰富，生态环境优美，民生

福利创新高。二十大报告强调，共同富裕是广大人民群众的，要不断推进全过程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在

高质量发展中实现共同富裕。 

2.1.2. 共同富裕的科学内涵 
通过梳理共同富裕理论的发展历程，结合相关政策文件，本文从以下几个角度解读了共同富裕的科学

内涵：第一，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创造美好生活，

是中国共产党人永远的奋斗目标。第二，共同富裕是物质富裕与精神富裕的有机统一。良好的物质条件是

实现共同富裕的坚实基础，充实的精神生活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有力保障，多种多样、内涵丰富的精神文化

使人民群众以饱满的精神状态努力奋斗，乃至为社会积累更多的物质财富，推动社会前进和不断发展实现

共同富裕。第三，共同富裕是逐步形成的。实现共同富裕是一个远大的目标，并不能立马实现，它不是同

步、均等富裕，而是有先后顺序、分阶段性的富裕。第四，共同富裕需在高质量发展中实现。通过贯彻新

发展理念，建立新的发展格局，加强社会保障，营造社会和谐氛围，使共同富裕取得显著成效。 

2.1.3. 共同富裕测度机理 
本文结合上述共同富裕理论发展进程和科学内涵，阐述共同富裕测度的机理如下： 
第一，经济发展稳步提高。共同富裕中的“富裕”，意味着经济发展稳步提高，取得显著成就。经济

发展具体可以体现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可支配收入显著提高，国内生产总值实现增长率稳定，进

出口贸易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较为合理，恩格尔系数显著下降，人民群众的满足感和获得感

进而不断提高。 
第二，创新驱动力度增强。经济发展不应只是量的积累，更需要发挥质的提升，开拓新道路新领域，

发挥创新新优势。创新驱动具体可以体现在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技术市场成交额占 GDP 比

重显著增加，R&D 人员数、发明专利申请数、研究与试验发展机构数不断增加，单位 GDP 能耗显著减

小等。 
第三，精神文明生活富裕。共同富裕是物质富裕和精神富裕的有机统一，对于实现人民精神生活共同

富裕有着丰富的价值内涵。精神文明具体可以体现在人均文化娱乐支出占人均消费比重、每十万人高等

学校平均在校生数明显增加，劳动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人均图书量明显提高等。国民素质显著提高，

个性爱好可以自由发展，人民群众的幸福指数不断提高。 
第四，基础保障方面完善。完善的社会基础保障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应有之义。不断完善供给保障体系，

提升公共服务水平，为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供保证。基础保障具体体现在医疗设施、社会保障

支出占 GDP 比重、人均拥有公共交通车辆、人均公路里程和人均粮食产量显著增加等。建立完善的社会

保障体系，优化公共服务，显著提高人民群众安全感。 
第五，社会层面和谐稳定。共同富裕是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内容，社会和谐具体可以体现在人口受理

案件数、离婚率显著降低，人均拥有律师数明显增加等。进一步健全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进一步彰显社

会公平正义，使社会更加和谐。 
第六，生态文明建设显著。绿色生态具体可以体现在工业污染治理完成投资占 GDP 比重显著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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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2.5 平均浓度明显下降，森林覆盖率、人均水资源量、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个数明显增加等。实现生态

环境大幅度改善，人民群众居住生活环境明显改善。 

2.2. 共同富裕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2.2.1. 构建原则 
共同丰富的科学内涵十分丰富，对此进行测度将是一项复杂繁琐的工程。因此，为了构建更加科学规

范的评价指标体系，在构建过程中指标的选择上，应遵循以下原则：一是科学性和系统性原则。整体框

架应体现对共同富裕理论和科学内涵的深刻理解，维度划分应具有一定的逻辑。二是全面性原则。所选

取的指标应尽可能全面，要避免测度指标维度单一。三是代表性原则。在指标的遴选上，要选取具有代

表性的指标，使指标能够有效地测度共同富裕方面的属性。四是可获得性原则。在建立指标体系的过程

中，要充分考虑指标能否得到相应的数据。对于非常重要但数据不易获得或部分缺失的指标，可以使用

其它类似指标来替代。 

2.2.2. 形成机理指标、度量指标与对应可测变量选取 
基于上述对共同富裕理论发展进程、科学内涵以及测度机理的论述，本文将经济发展、创新驱动、

精神文明、基础保障、社会和谐、绿色生态作为共同富裕的形成机理指标。在经济发展指标对应可测

变量选取上，设置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可支配收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居民恩格尔系数、商

品进出口贸易总额占 GDP 比重、第三产业对 GDP 的贡献率等 6 项，用于反映经济发展状况，衡量是否

富裕。在创新驱动指标对应可测变量选取上，紧扣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可测变量设置 R&D 经费支出占

GDP 比重、技术市场成交额占 GDP 比重、R&D 折合全时人员、高等学校研究与试验发展机构数、每

万人发明专利申请数、单位 GDP 能耗等 6 项指标，用于反映创新驱动发展能力。在精神文明指标对应

可测变量选取上，设置人均文化娱乐支出占人均消费比重、文化文物从业人员占城镇就业人数比重、

每十万人口高等学校平均在校生数、国家财政教育支出占 GDP 比重、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

人均拥有公共图书馆藏量等 6 项指标，用于反映国民的精神文明丰富度。在基础保障指标对应可测变

量选取上，设置每万人医疗机构床位数、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每万人拥有公共交通

车辆数、每万人口公路里程数、人均粮食产量等 5 项指标，用于衡量资源分配均等程度。在社会和谐

指标对应可测变量选取上，设置每万人口受理案件数、离婚率、每万人拥有律师数等 3 项指标，用于

反映社会安全、法治、和谐程度。在绿色生态指标对应可测变量选取上，设置工业污染治理完成投资

占 GDP 比重、PM2.5 平均浓度、森林覆盖率、人均水资源量、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个数等 5 项指标，用

于反映生态环境的主要领域。 
在度量指标的选择上，以共同富裕为度量指标，设置富裕强度指数、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指数、城镇化

率等 3 个指标作为共同富裕的可测变量，用于反映共同富裕结果状况。具体的指标的设计见表 1。 

2.3. 结构方程模型路径假设 

结构方程模型通过分析调查数据来判断最初预先设定的潜变量关系是否成立，而在潜变量关系中，各

个潜变量之间的路径关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假设，故需要提前进行相关假设。根据以往学者对共同富裕

影响因素和计量结果的研究表明，良好的经济发展不仅可以促进社会基础保障产生和发展的基本面貌，

还可以促进社会和谐水平的提高，加快实现共同富裕，而经济的快速发展势必会导致生态环境受到严重

污染。实施创新驱动战略，调整经济发展方式和结构，有助于优化生态环境，使经济发展出现质的提升，

更快实现共同富裕。丰富的精神文明、完善的社会基础保障、和谐的社会氛围、良好的绿色生态环境均

是共同富裕的重要体现方面。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对预设模型提出以下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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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1. Common prosperity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表 1. 共同富裕评价指标体系 

类型 潜变量 标识符号 可测变量 标识符号 

形成机理指标(因) 

经济发展 1ξ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元) [17] x1 

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17] x2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 x3 

居民恩格尔系数(%) x4 

商品进出口贸易总额占 GDP 比重(%) x5 

第三产业对 GDP 的贡献率(%) x6 

创新驱动 2ξ  

R&D 经费支出占 GDP 比重(%) x7 

技术市场成交额占 GDP 比重(%) [17] x8 

R&D 折合全时人员(万人年) x9 

高等学校研究与试验发展机构数(个) x10 

每万人发明专利申请数(项) [8] x11 

单位 GDP 能耗(吨标准煤/万元) x12 

精神文明 3ξ  

人均文化娱乐支出占人均消费比重(%) [7] x13 

文化文物从业人员占城镇就业人数比重(%) x14 

每十万人口高等学校平均在校生数(人) [18] x15 

国家财政教育支出占 GDP 比重(%) [7] x16 

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年) x17 

人均拥有公共图书馆藏量(册/人) [18] x18 

基础保障 1η  

每万人医疗机构床位数(张) y1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 y2 

每万人拥有公共交通车辆(标台) [8] y3 

每万人口公路里程(公里) [8] y4 

人均粮食产量(公斤) [8] y5 

社会和谐 2η  
每万人口受理案件数(起/万人) y6 

离婚率(‰) [8] y7 

每万人拥有律师数(人) [7] y8 

绿色生态 3η  

工业污染治理完成投资占 GDP 比重(%)[17] y9 

PM2.5 平均浓度(微克/立方米) y10 

森林覆盖率(%) y11 

人均水资源量(立方米/人) y12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个数(个) y13 

度量指标(果) 共同富裕 4η  
富裕强度指数(%) [8] y14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指数(%) [8] y15 

城镇化率(%) y16 

(注：富强强度指数的测算公式为 ×
人均可支配收入 国家财政收入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国内生产总值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指数的测算公式为

−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 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
人均可支配收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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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1：假设经济发展对基础保障、社会和谐、共同富裕有正向影响； 
H2：假设经济发展对绿色生态有负向影响； 
H3：假设创新驱动对绿色生态和共同富裕均有正向影响； 
H4：假设精神文明对社会和谐和共同富裕均有正向影响； 
H5：假设基础保障对社会和谐和共同富裕均有正向影响； 
H6：假设社会和谐、绿色生态对共同富裕均有正向影响。 
基于以上假设，给出共同富裕影响因素的结构方程模型的理论模型，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The theoretical model of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ommon prosperity 
图 1. 共同富裕影响因素理论模型 

3. 研究方法 

3.1. 结构方程模型 

结构方程模型是完成复杂关系描述和拟合的因果模型，其效果远远优于其他常见的多元回归模型[13]。
结构方程模型由潜变量模型和测量模型组成[14]。 

潜变量模型的表达式如公式(1)所示。 
η βη ξ ς= + Γ +                                        (1) 

其中(1)中，η、ξ 分别为内生潜变量矩阵和外生潜变量矩阵，ς 为残差矩阵，β 、Γ分别为内生潜变量之

间的路径系数矩阵和外生潜变量与内生潜变量的路径系数矩阵[15]。 
测量模型的公式如(2)、(3)所示。 

xx ξ δ= Λ +                                          (2) 

yy η ε= Λ +                                          (3) 

其中公式(2)、(3)中的 x、y 分别为外、内生可测变量向量。 xΛ 为 x 在外生潜变量ξ 上的权重， yΛ 为 y 在

内生潜变量η上的权重，δ 和 ε 为误差向量[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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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偏最小二乘法(PLS)估计方法 

目前常用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方法有两种，分别为偏最小二乘估计方法、基于变量方差的协方差

方法。本文选取的是前者，选取这个方法的原因有如下几点：一是与偏最小二乘估计方法相比，协方

差方法对数据的要求非常高，需要数据满足正态分布，而偏最小二乘估计方法对数据的分布没有要求，

对于非正态数据，结果更加可靠[16]。二与基于协方差估计的结构方程路径模型相比前者更为科学。 

4. 实证分析 

4.1. 数据来源与统计分析 

通过国家统计局公开数据平台搜集到各个评价指标 2000年至 2021年的数据，其中 y2对应的指标 2000
年至 2007 年数据缺失，通过趋势外推法推算进行填补。数据的分布特征见表 2。 
 
Table 2. Data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table 
表 2. 数据分布特征表 

指标 个数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标准差 

x1 22 7942.000 80,976.000 36,371.640 23,264.371 

x2 22 3721.000 35,128.000 15,737.320 10,153.411 

x3 22 2.200 14.200 8.655 2.490 

x4 22 28.200 42.200 33.936 4.150 

x5 22 0.000 0.002 0.001 0.001 

x6 22 36.200 63.500 48.505 7.783 

x7 22 0.009 0.024 0.017 0.005 

x8 22 0.006 0.033 0.013 0.007 

x9 22 92.200 571.600 280.691 150.653 

x10 22 3145.000 22,859.000 9318.500 6006.174 

x11 22 0.390 11.230 4.811 3.991 

x12 22 0.460 1.470 0.929 0.374 

x13 22 0.096 0.137 0.116 0.012 

x14 22 0.020 0.089 0.047 0.019 

x15 22 723.000 3301.000 2104.640 688.164 

x16 22 12.307 33.988 20.071 6.757 

x17 22 7.621 10.900 8.832 1.039 

x18 22 0.320 0.890 0.527 0.178 

y1 22 23.800 149.430 45.529 28.544 

y2 22 0.081 0.138 0.105 0.016 

y3 22 7.110 14.730 11.091 2.366 

y4 22 13.250 37.380 27.529 8.276 

Continu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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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5 22 334.290 483.500 421.865 50.854 

y6 22 24.800 102.300 67.105 23.725 

y7 22 0.900 3.360 2.065 0.815 

y8 22 0.930 4.080 1.860 0.941 

y9 22 0.000 0.002 0.001 0.001 

y10 22 34.500 147.300 90.768 35.891 

y11 22 0.130 0.241 0.208 0.028 

y12 22 1729.100 2339.400 2053.845 153.485 

y13 22 164.000 474.000 340.360 108.371 

y14 22 0.063 0.097 0.082 0.009 

y15 22 2.500 3.140 2.875 0.202 

y16 22 36.220 64.720 49.999 8.701 

4.2. 模型求解 

本文的七个潜变量均设置为反映型变量，采用 R 软件中的 PLS-PM 包对模型进行求解。其中潜变量

模型、测量模型的路径系数参数估计结果分别见表 3、表 4。 
 
Table 3. Results of path coefficient parameter estimation of latent variable model 
表 3. 潜变量模型路径系数参数估计结果 

 经济发展 创新驱动 精神文明 基础保障 社会和谐 绿色生态 共同富裕 

经济发展 0       

创新驱动 0 0      

精神文明 0 0 0     

基础保障 0.955 0 0 0    

社会和谐 0.547 0 0.325 0.113 0   

绿色生态 −0.515 0.462 0 0 0 0  

共同富裕 0.579 0.402 0.386 0.173 0.531 0.314 0 
 
Table 4. The estimated results of the path coefficient of the measurement model 
表 4. 测量模型的路径系数估计结果 

潜变量 可测变量 权重 路径系数 

经济发展 

x1 0.202 0.982 

x2 0.201 0.981 

x3 0.136 0.731 

x4 −0.201 −0.954 

x5 0.202 0.951 

x6 0.149 0.792 
Continu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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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驱动 

x7 0.179 0.969 

x8 0.151 0.923 

x9 0.178 0.998 

x10 0.169 0.983 

x11 0.175 0.979 

x12 −0.179 −0.957 

精神文明 

x13 0.149 0.789 

x14 0.188 0.931 

x15 0.185 0.962 

x16 0.187 0.977 

x17 0.175 0.942 

x18 0.186 0.973 

基础保障 

y1 0.177 0.825 

y2 0.212 0.947 

y3 0.230 0.967 

y4 0.218 0.947 

y5 0.236 0.954 

社会和谐 

y6 −0.278 −0.872 

y7 −0.449 −0.967 

y8 0.444 0.852 

绿色生态 

y9 0.247 0.863 

y10 −0.285 −0.979 

y11 0.241 0.899 

y12 0.155 0.846 

y13 0.289 0.975 

共同富裕 

y14 0.329 0.866 

y15 −0.359 −0.821 

y16 0.468 0.967 
 

通过表3可以看出潜变量模型中路径系数的参数估计结果有高有低，最高达到了0.955，最低为0.113。
经济发展与基础保障、社会和谐、绿色生态、共同富裕的路径系数分别达到 0.955、0.547、−0.515、0.579，
创新驱动与绿色生态、共同富裕的路径系数分别达到 0.462、0.402，精神文明与社会和谐、共同富裕的路

径系数分别达到 0.325、0.386，基础保障与社会和谐、共同富裕的路径系数分别为 0.113、0.173，社会和

谐和绿色生态与共同富裕的路径系数分别为 0.531、0.314。通过对潜变量间路径系数的数值分析，可以看

出大部分的潜变量间的路径系数较为理想。 
通过表 4 可以看出，34 个可测变量中路径系数均大于 0.7，部分路径系数甚至超过了 0.9，因此说明

这 34 个指标的测量效果比较好。 

https://doi.org/10.12677/aam.2023.124188


唐崇彪 等 
 

 

DOI: 10.12677/aam.2023.124188 1820 应用数学进展 
 

通过潜变量模型和测量模型的路径系数估计结果，画出结构方程模型估计结果图，如图 2 所示。 
 

 
Figure 2. The empirical results 
图 2. 实证结果 

4.3. 模型的检验 

4.3.1. 潜变量的信度检验和唯一度检验 
信度检验包含模型的一致性信度和合成信度，衡量指标分别为 C.alpha [19]、Communality Reliability(CR) 

[19]，检验准则是要求二者的值均大于 0.7，则认为模型通过信度检验。潜变量唯一度检验准则是当 DG’s rho
的值大于 0.7，前两个特征根的值中第一个特征根超过 1，第二个特征根低于 1，则认为模型中的潜变量是

满足唯一性准则[20]。从表 5 中可以看到七个潜变量的 C.alpha、CR、DG’s rho 的值均大于 0.7，前两个特

征根的值中第一个特征根均超过 1，第二个特征根均低于 1，因此本文的 7 个潜变量均满足要求。 
 
Table 5. Results of unique degree test for latent variables 
表 5. 潜变量唯一度检验结果 

潜变量 变量类型 可测变量个数 C.alpha DG.rho CR eig.1st eig.2nd 

经济发展 A 6 0.843 0814 0.818 4.910 0.578 

创新驱动 A 6 0.737 0.976 0.938 5.630 0.281 

精神文明 A 6 0.913 0.852 0.867 5.200 0.523 

https://doi.org/10.12677/aam.2023.124188


唐崇彪 等 
 

 

DOI: 10.12677/aam.2023.124188 1821 应用数学进展 
 

Continued 

基础保障 A 5 0.785 0.878 0.864 4.320 0.448 

社会和谐 A 3 0.852 0.823 0.705 2.120 0.768 

绿色生态 A 5 0.879 0.935 0.897 3.490 0.266 

共同富裕 A 3 0.917 0.851 0.732 2.200 0.678 

4.3.2. 参数的有效性检验 
参数的有效性检验主要是看所求参数的符号是否与预期假设的相同，由表 3 数值可知，符合先前设定

的路径假设，可以判断模型参数估计是有效的。 

4.3.3. 参数估计的显著性检验 
检验的原假设为参数显著为 0，备择假设为参数显著不为 0 [21]。根据表 6，可以发现各个参数检验的 P

值均为小于显著性水平 0.05，故拒绝原假设。认为本模型的参数估计显著不为 0，模型的参数估计效果较好。 
 
Table 6. Results of significance t test for parameter estimation 
表 6. 参数估计的显著性 t 检验结果 

潜变量 t 统计量 P 值 可测变量 t 统计量 P 值 

经济发展 2.473 0.002 

x1 2.894 0.004 

x2 3.212 0.000 

x3 3.262 0.000 

x4 3.455 0.000 

x5 2.688 0.000 

x6 3.127 0.000 

创新驱动 3.455 0.000 

x7 2.452 0.000 

x8 2.863 0.004 

x9 2.685 0.000 

x10 3.647 0.002 

x11 2.572 0.000 

x12 2.643 0.001 

精神文明 2.580 0.005 

x13 4.124 0.000 

x14 3.558 0.000 

x15 3.423 0.000 

x16 2.892 0.004 

x17 2.698 0.003 

x18 4.201 0.000 

基础保障 2.762 0.006 

y1 3.536 0.000 

y2 4.251 0.000 

y3 3.260 0.000 

y4 3.514 0.000 

y5 3.742 0.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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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社会和谐 3.140 0.000 

y6 2.478 0.006 

y7 2.986 0.000 

y8 3.628 0.000 

绿色生态 4.022 0.000 

y9 3.329 0.000 

y10 3.415 0.000 

y11 3.254 0.000 

y12 2.353 0.003 

y13 2.710 0.001 

共同富裕 2.785 0.008 

y14 3.846 0.000 

y15 2.756 0.020 

y16 2.694 0.000 

5. 结论与建议 

本文创新点在于，从结构分析的视角，梳理共同富裕理论的发展历程、科学内涵及特征，在重新衡量

共同富裕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考察共同富裕形成机制指标与计量指标之间的内在联系，探究影响共同富

裕的因素。通过实证研究表明：经济发展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最大，与共同富裕的路径系数达到了 0.579，
说明加快经济发展，对实现共同富裕有着正向直接的影响；社会和谐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处于第二位，与

共同富裕的路径系数达到了 0.531，说明社会和谐是影响实现共同富裕极其重要的影响因素。创新驱动、

精神文明与共同富裕的路径系数分别达到了 0.402、0.386，说明创新驱动、精神文明对实现共同富裕具有

重要作用；绿色生态、基础保障与共同富裕的路径系数分别达到了 0.314、0.173，说明基础保障、公共服

务对促进共同富裕具有一定的影响。结合共同富裕的影响因素和形成机理，按照路径系数的高低进行排

名，对于如何实现共同富裕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在经济发展方面。首先要坚定方向，聚焦主题，不断消除制约高质量发展的障碍，建立合理科

学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其次，大力发展实体经济，稳步提高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可支配收入。

再次，要完全优化经济发展要素配置，高度重视第三产业发展，促进民营经济快速发展。最后，合理应

对疫情对经济发展的冲击，最大限度地减少疫情对经济发展的影响，通过加强投资、扩大消费、稳定对

外贸易等方式稳定国内经济发展。 
第二，在社会和谐方面。首先，要尽快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和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落实，使人

民群众的合理权益得到充分保障和尊重。其次，要处理好社会主要矛盾，采用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进

一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众规模，减少贫困群体规模，改善社会劳动关系，加强思想道德建设，构建和谐、

文明、幸福的社会，促进共同富裕的实现。 
第三，在创新驱动方面。首先，要提高 R&D 经费投入强度，着力培养高层次科技人才和加强基础科

技研究，提高科技成果创新转化，鼓励自由探索。其次，坚持培育新兴产业，以国家需求为导向，打破

他国对我国科技发展的制约，掌握核心关键技术。最后，以科技创新驱动乡村振兴，实现我国农业农村

创新发展。 
第四，在精神文明方面。首先，坚持弘扬马克思主义领导下形成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加

强精神文明建设。其次，满足人民群众对更高层次精神文明生活的需求，优化文化服务体系，使优质文

化服务融入广大人民群众生活，丰富人民群众精神生活，促进人民群众精神富裕。再次，构建终身学习

型社会，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最后，推动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发展的实现，积累社会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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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多元化、多层次的公共文化服务运行机制，使精神文明丰富成为推动共同富裕实现的重要支点。 
第五，在绿色生态方面。首先，要走绿色生态发展道路，使生态文明走向新时代，使“绿色青山是金

山银山”成为社会共识，进一步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其次，要建立自然资产产权管理制度，完善自然资

源总量管理，建立健全社会环境管理体系，推动解决突出环境问题。最后，营造有益于人民身心健康的

自然环境，提高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加强生物多样性就地保护，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良好的生态保

障。 
第六，在基础保障方面。首先，推进全民医疗保障体制改革，全面提高基本医疗保障水平，加强医疗、

医药、医保联动。其次，加强和完善设施建设，把基础设施建设重点放在农村，更快弥补农村基础设施

的脆弱性。再次，要优化国土空间开发，坚持耕地保护，确保人民群众粮食质量安全。最后，要不断完

善供给保障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为切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化提供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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