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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的核心在于对近30年来国内共同富裕伦理学的研究现状进行系统地梳理，指出目前学术界研究存在

的不足：对共同富裕伦理界定与伦理向度的研究，及其伦理思想资源的挖掘并不全面，对共同富裕伦理

价值与伦理路径的探析未成体系，且其研究方法局限于理论研究与定性研究两大层面。未来，国内学术

界对共同富裕伦理学的研究应朝着以下三方面努力：一是勇于打破学科之间的壁垒，探寻关于共同富裕

伦理界定与伦理向度研究的新视域；二是加强关于共同富裕伦理价值与伦理路径的体系化研究；三是充

分挖掘共同富裕的伦理思想资源，并坚持以问题为导向，深化关于共同富裕伦理学的量化研究与实证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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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re of this paper is to systematically sort out the research status of domestic common pros-
perity ethics in the past 30 years, pointing out the shortcomings of current academia research: the 
research on the definition and ethical dimension of common prosperity and the mining of ethical 
thought resources are not comprehensive, the exploration of common prosperity ethical values 
and ethical paths is not systematic, and its research methods are limited to two levels: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the future, the research on the ethics of common prospe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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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domestic academia should strive in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 first, to have the courage to 
break the barriers between disciplines and explore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definition and ethical 
dimension of common prosperity; The second is to strengthen systematic research on the ethical 
values and ethical paths of common prosperity; The third is to fully tap the ethical ideological re-
sources of common prosperity, and adhere to the problem-oriented approach to deepen quantita-
tive and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ethics of common prospe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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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953 年 12 月，毛泽东率先在《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的重要文件中首倡“共

同富裕”的概念，进而对共同富裕进行了初步探索；1978 年以后，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中深化了对共同富

裕的认识，并于 1992 年初，将共同富裕上升至“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2022 年 10 月，党的二十大报

告将“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纳入“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指出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

要特征，持续深化了对新时代共同富裕本质内涵的科学理解和准确把握。作为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历史

生成概念，我国学术界对共同富裕研究的论文数量自其生成以来便源源不断，持续增长。目前国内已有

不少学者从伦理学的视角出发来探讨共同富裕的内涵、价值、实践路径等，却较少有学者对当下的研究

现状进行系统地梳理和述评，而这正是本文拟深入研究之所在。 

2. 共同富裕的伦理学研究进展 

据中国知网数据，我国学术界对共同富裕伦理学的间接研究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初，以“主题”方

式出现的直接研究始于 1993 年。以“共同富裕”并含“伦理”为主题在中国知网进行检索，截至 2023
年 4 月 12 日，共检索到相关文献 472 篇(含期刊、会议、报纸及博硕士论文)，论文发表的高峰期有三个，

分别为 1999 年，约 25 篇；2004 年，约 27 篇；2022 年，约 83 篇。再以“共同富裕”并含“伦理”为主

题进行检索，并进一步把期刊级别限定为 CSSCI 和其他核心期刊来源(其他搜索条件不变)，可知近三十

年来发文量为 155 篇，近十年来发文量为 83 篇。2021 年关于共同富裕伦理向度的核心期刊文献仅为 4
篇，而 2022 年核心期刊文献却增至 54 篇。由此可见，关于共同富裕伦理学的研究，正日益受到我国学

术界的重视。 
近 30 年来，我国学术界对共同富裕伦理学的研究呈现出阶段性的特点。其学术研究以 1993 年以共

同富裕作为一种伦理目标在主题中的出现为标志，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1993~1999 年为起步阶段。

这一阶段，在知网能够检索到的年发文数量为个位数，研究对象聚焦于邓小平“共同富裕理论”及其“经

济伦理思”的研究，间接包含了共同富裕的伦理学研究；第二阶段(2000~2004)为拓展阶段，其拓展性不

仅体现在发文量除 2000 年外，以双位数的趋势持续增加，还体现在研究向度的拓展、研究内容日益丰富

等方面。第三阶段(2005~2023)是丰富深入阶段。这一阶段关于共同富裕伦理学的研究内容、研究对象日

趋多元化与时代化，关于研究“中国共产党共同富裕思想的伦理价值”、“新时代共同富裕的伦理深蕴”、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3.126173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黄紫尖 
 

 

DOI: 10.12677/acpp.2023.126173 1014 哲学进展 
 

“马克思主义正义观与共同富裕理论的内在关联性”等论文数量持续增长。此外，关于共同富裕伦理学

的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都得到了一定的深化与拓展，如张鹏从伦理世界观的视域出发，探析了共同富裕

回应三大伦理难题的现实价值；姜珂从乡村振兴视域出发，阐述了构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伦理价值；

海日汗、晏辉采用“源原之辨”的方法，对共同富裕的伦理基础进行考察。 
总体而言，通过对近 30 年国内关于共同富裕伦理学的发文数据、研究对象与研究内容的分析，可见

国内关于共同富裕伦理学的研究进展在不断加快，关于共同富裕伦理内涵与伦理向度的研究，伦理价值

与伦理路径的分析，伦理思想资源与伦理学研究方法的探析等三大层面的成果屡有显现。 

3. 共同富裕的伦理学研究的主要内容 

3.1. 对共同富裕的伦理界定及伦理向度研究 

狭义意义上的共同富裕是指经济意义上的共同富裕，广义意义上的共同富裕则是含有经济、政治、

精神(文化)、社会、生态意义上的“五位一体”的共同富裕。目前学术界在对共同富裕的伦理内涵进行界

定的过程中，兼涉了对共同富裕伦理向度的研究。学界对共同富裕的伦理界定，正是围绕着经济伦理、

政治伦理、精神(文化)伦理、社会伦理、生态伦理五大向度展开。 
从经济伦理、文化伦理、社会伦理向度对共同富裕进行伦理界定的学者有丁雪枫、龚天平、殷全正

等。丁雪枫指出共同富裕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上关心和尊重每一个人，其所蕴含的“共同性”关切了

每一个个体的价值尊严 [1]。龚天平、殷全正进一步指出了共同富裕的三重伦理内涵：一是共同富裕的关

键在于作为基础和前提的物质生活“富裕”，共同富裕意味着人们的物质生活富裕诉求得到尊重；二是

共同富裕并非简单的物质生活富裕而精神生活空虚，共同富裕意味着人们的精神生活富裕诉求得到关切；

三是共同富裕意味着社会的公平正义 [2]。 

从生态伦理向度对共同富裕进行伦理界定的学者有张由菊、耿步健、周欢等，他们都认为“充裕的

物质生活”不仅体现在物质、精神生活领域，还体现在生态生活领域。就伦理学的视域和范畴来说，张

由菊认为共同富裕寄托着中国人民建设美丽中国的伦理愿景 [3]。耿步健、周欢则认为“生态共同富裕”

这一概念本身就蕴含着全体人民具备享有令人富足幸福的生态资源和优美的生态环境的权利，意味着这

一合理的诉求也应当得到关怀和尊重 [4]。 

从政治伦理向度对共同富裕进行伦理界定的学者有晏辉、向汉庆等。晏辉认为共同富裕是一种朝向

目的之善的政治伦理预设。共同富裕要求制度设计的构建要利于满足每个人自由且合理地表达政治意志

的愿望。只有奋力创造充分的条件与营造更好的环境，才能有力地保障每个人有意愿和能力过上一种整

体性的美好生活 [5]。向汉庆则认为共同富裕是对秩序价值的追求。从秩序价值维度来看，美好生活要求

政治组织的内在稳定，强调责任伦理。处理好各种政治关系，优化政治组织的内在结构和民主程序，充

分保障美好生活过程中政治参与需要的实现，是执政党义不容辞的政治道德责任 [6]。 

3.2. 对共同富裕伦理价值与伦理路径的分析 

3.2.1. 共同富裕的伦理价值 
关于共同富裕的伦理价值的研究，21 世纪初，学界多以邓小平的共同富裕理论为主要研究对象。廖

小平、高峰从富、贫与道德的关系出发，指出邓小平的共同富裕理论有别于传统道德文化中“安贫乐道”

的“贫困社会主义”道德思想，其把“勤劳致富”视为一种正当性行为，这既合乎我国社会主义历史的

生产规律，又合乎伦理道德。他们进一步指出，邓小平对“富”的道德辩护有利于瓦解陈旧的以贫为荣

的道德价值观，打破了人们在致富问题上的思想禁锢，有利于在经济富裕的基础上，逐渐形成富帮穷、

先富帮后富的良好道德风尚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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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对共同富裕伦理价值的研究视域与研究对象得到深化与拓展，呈现出多元化与时代化的趋

势。 
一是研究视域的深化与拓展。如张鹏从伦理世界观的视域出发，认为共同富裕伦理世界观的现实价

值在于回应了三大伦理难题。一是避免“伦理出局”，使全体人民的伦理安全得到保障。二是消除伦理

冲突。共同富裕伦理世界观将公平正义作为实诉求，通过各种措施以确保分配公正，从而解决“先富”

与“后富”两大群体之间的冲突问题。三是消除“我们能否在一起”的伦理疑问。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

党回应与解决“我们如何在一起”的终极伦理问题的方案 [8]。姜珂从乡村振兴视域出发，阐述了构筑精

神生活共同富裕的伦理价值。他认为，乡村振兴战略是一种把己富与他富、村富与乡富有机统一起来的

共同富裕价值理念，乡村精神文明建设以此为价值导向，利于凝聚人心，形成新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群

体合力和价值共识 [9]。 
二是研究对象的转变。陈伟宏指出共同富裕的重要性就在于，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伦理目标，共同富裕的实现利于满足人们对未来社会美好生活的伦理期待 [10]。潘斌认为共同

富裕是一个关于未来社会的美好愿景与理想目标，它蕴含着马克思共同富裕思想的基本伦理向度——对

现实的公平正义的探索，在“共同富裕”的基础上，其对于实现人类解放这一终极目标具有重大的价值

意义 [11]。王泽应以新时代共同富裕为主要研究对象，在重点阐释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战略中揭示共同富

裕引领道德风尚这一重大伦理价值。王泽应认为中国的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只有依赖于内含公平

正义的共同富裕这样的治理伦理原则，才能更好地凝聚社会共识并引领社会的道德风尚 [12]。 

3.2.2. 共同富裕的伦理路径 
共同富裕实现的动力源于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热切向往，那么如何从伦理维度推进和实现共同富裕呢，

目前学术界主要采取以下几种路径。 
一是基于经济富裕实现分配正义的经济伦理路径。该路径要求赋予追求富裕以正当性，并在物质财

富富裕的基础上努力实现分配正义。王泽应认为贫穷绝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要消灭贫穷。

实现共同富裕需要在道德上赋予追求富裕以正当性，想方设法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进而创造出更好

的物质财富( [12], p. 63)。张由菊也持类似的观点，指出共同富裕符合人们追求财富和经济利益的天然的

价值正当性，因此，共同富裕的实现必须以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和物质财富的大量积累为根本前提( [3], p. 
25)。共同富裕不仅要完善社会分配机制以实现社会财富的分配公正，还要努力实现社会教育资源、就业

机会以及公共服务等资源的分配正义。魏传光，赵倩指出共同富裕需要在实现财富分配公正的基础上，

从新时代保障制度改革的大局出发，优化和拓展社会教育资源，创造良好的就业环境和提供更多的就业

机会，健全养老保险、医疗保障等制度，致力于实现受教育机会、就业机会和公共服务资源的合理分配 [13]。 
二是基于公平正义为价值内核的政治伦理路径。该路径要求党及政府进行合乎正义的制度设计，并

施行善治，坚持人民至上，维护好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孙春晨从分配制度的角度出发，指出政府要遵

循正义的伦理原则，对再分配制度进行合乎正义的设计，依靠制度的力量实现社会财富的合理再分配，

以此保障每个人具有生存发展质量的提升和基本人权实现的自由权利，从而让人们在共同富裕的社会伦

理环境中过上有尊严的美好生活 [14]。龙静云则从政治正义的角度出发，指出党和政府有效推进和落实共

同富裕，需要做好以下工作：第一，扩大参与正义，充分保障人民群众的参政议政、政治自由等权利。

第二，坚持程序正义。政策的制定出台、实施以及公职人员行使权力等各个环节，都要严格按照既定的

规则、方式与程序进行与实施，并保证其公开透明。第三，坚守权力运行正义。坚决防止与杜绝权钱交

易、以权谋私等权力滥用腐败的现象，保障政治权力始终在维护人民权利的“正轨”上运行 [15]。 
三是基于慈善与志愿服务的文化伦理路径。该路径要求在慈善捐赠、志愿服务等社会思想文化中，

注入公平正义等重要元素，构建并推进 21 世纪中国慈善伦理理念体系，或宣传、弘扬慈善捐赠、志愿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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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等优秀精神文化，以推动共同富裕的实现。周中之认为共同富裕的实现在于构建并推进 21 世纪中国慈

善伦理理念体系，古代以儒家“仁爱”为原则的慈善伦理占据慈善文化的主导地位，统摄全局。因此，

新时代慈善伦理理念体系要承继古代慈善伦理“仁爱”的基本原则，灌入新时代平等、自由、公平、正

义等重要元素。在支持共同富裕中，引领慈善主体用无私奉献的动机去改善社会弱势群体的生存境遇 [16]。
曹洪军、周胜艳指出要把慈善捐赠、慈善救助作为一种良好的品行加以宣传，呼吁参与慈善捐赠的主体

给予弱势群体切实的帮助和关怀，同时，对积极参与慈善捐赠的主体给予一定形式的精神和物质奖励及

补偿，从而提高他们感知慈善文化、关注慈善事业、参与慈善捐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17]。 

3.3. 对共同富裕伦理思想资源与伦理学研究方法的探析 

3.3.1. 共同富裕的伦理思想资源 
共同富裕思想具有来自中西方的丰富伦理思想资源。其不仅从中国传统伦理思想资源中汲取养分，

还从西方伦理思想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深受启发，并得益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丰富

和发展，最终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理论。 
一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资源。高宏利认为共同富裕中的“富裕”思想主要来源于五千多年厚重而灿

烂的“富民利民”思想中。荀子主张“兴天下之同利”(《荀子·正论》)，董仲舒认为“天常以爱利为意”

(《春秋繁露》)，诸如此类的主张表明，我国素有追求物质财富的合理性思想传统 [18]。陈伟宏认为“大

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不患寡而患不均”等伦理思想，体现了人类对公平分配资源的美好追求，表明

了共同富裕之“共同”的道德思想来源( [10], p. 49)。董潇珊，陆永胜探究了共同富裕思想中的“儒学基

因”，儒家“天下为公”“由礼进仁”“兼覆无遗”等伦理思想与社会成员对社会财富及资源共有、共

享、共富的价值诉求高度契合，说明了共同富裕思想是传统儒家经济伦理思想在当代语境中的智慧延

展 [19]。 
二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资源。张志丹指出了共同富裕的价值主旨来源于马克思伦理思想中的

“人民至上”理论。共同富裕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石，以“人民至上”理论为价值主旨，把人民幸福作

为最终的目标与谋划，与剥削阶级所谓的“富裕”学说迥然不同 [20]。范伟伟则注意到了共同富裕对马克

思主义正义思想的继承与发展，认为马克思于《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了共同富裕的最终目标，简言之，

意即“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当科技进步所创造出来的社会财富，能充分满足人的物质需求时，人通

过自由劳动而非生存劳动，以实现自我的全面发展。人的生存、社会与自我发展的需要也都获得了充分

展现，基于需要原则而实现的人人平等与社会公平，正是马克思主义正义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共

同富裕所展望的最终愿景 [21]。 

3.3.2. 共同富裕伦理学的研究方法 
目前学术界对共同富裕伦理学研究的方法，停留在理论研究与思辨研究层面。其强调的是概念、理

论的建构，主要借助于逻辑分析的方法来加强对共同富裕的伦理学研究。冯霞，简智荣采用了比较分析

的研究方法，进一步探索了马克思主义分配正义观与共同富裕之间“阶段性”特征的内在一致性。他们

认为马克思的分配正义观是一个从以“按劳分配”为原则到以“按需分配”为原则，从实现形式平等到

实质平等的渐进发展过程。而共同富裕绝不是无差别的同步富裕、同等富裕，也不能企图一次性消除一

切不平等，共同富裕实现分配正义本身也是一个渐进发展的过程 [22]。虞崇胜采用了层次分析法，认为共

同富裕的实现需要严格遵循三个层次的伦理逻辑，即初层伦理以少数先富为前提，中层伦理以他者富裕

为条件，高层伦理以共同富裕为归宿。通过与比较分析的方法相结合，他指出初层伦理“使一部分人先

富起来”对应的是“各美其美”；中层伦理“先富带后富”对应的是“美人之美”，高层伦理最终实现

共同富裕对应的是“美美与共”。只有精准地把握共同富裕不同阶段的伦理进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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懈追求的共同富裕目标才能实现 [23]。 
近年来，有学者采用了“源原之辨”的方法，对共同富裕的伦理学基础进行考察。如海日汗、晏辉

从初始根据、理念生成和制度设计三个要素出发，为共同富裕的正当性提供一个更为源初的基础证明。

他们指出共同富裕有一个坚实的伦理基础那就是每个有理性的存在者自在地就是目的。共产党人将共同

富裕确立为使人民成为主体的终极目标，这是最大的也是最高的伦理精神。完成这一对象化的过程就是

使每个有理性存在者都自在地是目的这一初始根据成为一种坚定的信仰、信念和理念，进而变成一种现

实的社会过程。这就是以共同富裕为根本目的的政策、设计、制度安排和体制设置。从初始根据到理念

生成再到制度设计，完成的是对共同富裕的伦理基础论证 [24]。基于“源原之辨”的内在逻辑考察，该论

证深入源头到对前提进行探析，对思维和方法进行研判，这对于目前学术界共同富裕伦理学的研究来说，

无疑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新方法，然而这种方法停留于理论分析的层面，并未采用实地调研、访谈获

取相关事实数据的实证研究方法。 

4. 目前研究存在的不足及未来研究展望 

4.1. 目前研究存在的不足 

近 30 年来国内关于共同富裕伦理学的研究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其研究仍在一些不足。一是在共

同富裕的伦理界定与向度的研究上，目前学术界普遍立足于经济、政治、生态、文化、社会等五大伦理

向度来理解共同富裕，关于共同富裕伦理界定与伦理向度研究的视域并不全面，有待进一步探讨和挖掘。

二是在对共同富裕伦理价值与伦理路径的分析上，目前学术界对共同富裕伦理价值的研究虽然实现了研

究视域的深化与研究对象的拓展，但通过与共同富裕的伦理内涵与伦理路径研究的比较分析可得，其研

究并未立足于五大伦理向度而展开，仅是不同学者从不同视域与不同主体出发对其伦理价值进行了诠释，

这就导致了共同富裕伦理价值的向度研究不成体系。就共同富裕的伦理路径而言，目前学术界已立足于

经济、政治、文化等伦理向度展开了研究，但生态伦理、社会伦理等层面的伦理进路的构建并未深入探

索。三是在共同富裕的伦理思想资源与研究方法的探析上，就前者而言，目前学术界对于丰富多元的共

同富裕伦理思想资源的挖掘也不全面。就后者而言，近 30 年来国内关于共同富裕伦理学的研究方法主要

是借助于逻辑分析的方法、包括比较分析法与层次分析法等，其方法的运用大都侧重于理论研究与定性

研究，而较少采用量化研究与实证研究。 

4.2. 未来研究展望 

基于上文评述，笔者认为，应当从以下几方面入手，进一步加强关于共同富裕伦理学的相关研究。 
一是勇于打破学科之间的壁垒，探寻共同富裕伦理界定与伦理向度研究的新视域。就其研究领域的

内部而言，在立足于共同富裕的五大伦理向度，科学界定共同富裕的伦理内涵的基础上，还可以挖掘农

业伦理、劳动伦理、发展伦理等新视角。就其外部而言，可立足于新历史方位与新发展阶段的时代背景，

在剖析其伦理内涵的基础上，构建起从多主体、多对象、多维度切入研究关于共同富裕内涵的新视域。 
二是加强关于共同富裕伦理价值与伦理路径的体系化研究。就前者而言，基于不同的向度思考与展

开共同富裕的伦理价值研究，其所得出的伦理意蕴必然不同。因此，学术界不仅要从不同视域与不同主

体出发对其伦理价值进行诠释，还要坚持系统思维，立足于经济、政治、生态、文化、社会等五大伦理

向度，加强关于共同富裕伦理价值的体系化研究。就后者而言，要大力加强基于生态、社会等伦理向度

的新时代共同富裕伦理进路的构建研究，进而保证其在一般的政治、经济、文化伦理向度研究的基础上，

推动共同富裕伦理路径研究的系统化与体系化。 
三是深入挖掘共同富裕的伦理思想资源，并坚持以问题为导向，加强关于共同富裕伦理学的量化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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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与实证研究。就前者而言，在对共同富裕的中西方伦理思想资源探析中，还可以挖掘中国“法无贵贱，

财均贫富”“义利统一”，西方马克思的社会共同体、幸福伦理等丰富的伦理思想资源。就后者而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同阶段面临的时代问题与现实问题都是不同的，因此，对共同富裕的伦理学研究的

方法，不能只局限于在理论研究与定性研究两大层面。这就需要立足于新时代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现实

需求，通过采取实地调研、亲身访谈获取相关事实数据的实证研究，构建起一套具体的、可量化的关于

共同富裕伦理学研究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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