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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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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收入分配调节机制和收入稳定增长

机制，将初次分配与二次分配视为有机整体，强化“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是推进共同富裕的

关键途径，因此，本文提出构建企业薪酬共同富裕指数，以此作为推荐共同富裕建设的工具。同时，本

文对薪酬共同富裕指数的实践作用做了验证，发现了薪酬共同富裕指数同时与员工工作满意度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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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prosperity is the essential requirement of socialism and an important feature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We should perfect the adjustment mechanism of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the me-
chanism of stable income growth, and regard the primary distribution and the secondary distrib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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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n as an organic whole, strengthening the distribution system of “Coexistence of multiple distri-
bution modes” is the key way to promote co-prosperity. Therefore, this paper proposed the con-
struction of corporate salary co-prosperity index as a tool to recommend the construction of 
co-prosperity. At the same time, the paper verified the practical effect of the co-prosperity index 
and found that the co-prosperity index is closely related to job satisfaction of employe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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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经济社会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促进共同富裕成为新发展阶段的重要战略。消灭剥削，消除

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中国在新时代新征程上

新的奋斗目标，再次强调要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增进民生福祉。2021 年 8 月 17 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

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研究扎实促进共同富裕问题，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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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 

2. 共同富裕的基本内涵 

共同富裕是一个整体性的概念，从概念提出到诉诸实践、再到变成现实，经历较长历史时期。这个

概念具有丰富的内涵、意蕴和作用。从基本内涵来看，它是一种自我意识、发展理念、政策制度、治国

思想和国家话语[1]。从对于共同富裕的内涵，许多学者从自己的研究视角对共同富裕进行了解读，从时

间上大致可以分为早期研究和新时代后共同富裕内涵的研究。在早期，顾光青(2008)认为，共同富裕包括

两层含义，一是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二是在社会主义的公平正义原则下，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2]。龚

云(2012)从过程和结果两个角度解释了共同富裕[3]。从平等的角度解释共同富裕看，共同富裕是一种公

平公正的状态，可以分三个层次，一是基本权利均等化保障；二是按贡献比例分配；三是所有的财产都

要承担社会责任，不能为谋求私利而损害社会和他人的权利[4]。还有一些学者从贫富差距的角度研究共

同富裕，宋立文(2011)的研究认为，城乡、区域、居民三个层次的收入差距处于不断扩大的过程[5]，对

经济发展造成很大危害，人心涣散，侵蚀了党的执政基础。进入新时代后，许多学者对共同富裕的内涵

进行了新的解读。韩文龙和祝顺莲(2018)提出，新时代的共同富裕要实现人民整体的获得感和幸福感[6]。
新时代的发展要走向精神富裕[7]。曹亚雄和刘雨萌(2019)认为共同富裕是小康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其内

涵比小康社会更全面[8]。为了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为了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我们必须兼顾社会公平，

注意防止两极分化[9]。 
在 2021 年后，即宣布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后，对共同富裕的评价研究更加深入，其中有代表性的研

究成果主要有：陈丽君等(2021)厘清共同富裕内涵，认为发展性、共享性和可持续性是其三大特征[10]，
并以此三大特征，作为评价的三个维度，建立共同富裕评价指数。其中发展性涵盖富裕度、群体和区域

共同度；共享性涵盖教育、社会保障、住房、公共基础设施等；可持续性涵盖高质量发展、财政、治理、

生态。共同富裕要达到全体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更不是单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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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钱；从实现过程上看要分阶段按步骤实现共同富裕，绝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共同富裕是“共同”

和“富裕”的辩证统一[11]。 
共同富裕评价指标体系可将共富问题分为总体富裕和发展成果共享两个维度，将共同富裕的评价问

题简化为富裕和共享两个问题[12]。其中富裕这一维度主要包括收入水平、财富水平、劳动生产率及这些

指标相对于发达国家的水平；共享这一维度则分为人群差距、区域差距和城乡差距三个方面，主要包括

劳动者报酬占比、中等收入群体占比、基尼系数、可支配收入差距、城乡财富差距等指标。共同富裕的

综合评价问题可区分为过程性评价和结果性评价[13]，认为对共同富裕的评价既要为建设过程提供方向和

建议，又要对建设成果予以考查。对共同富裕的过程性评价，研究设定了经济发展、协调平衡、精神生

活、美丽建设、社会和谐和公共服务六个维度；对共同富裕的结果性评价，研究则设定为共享性、富裕

度和可持续性三个维度。 
如果从历史的维度，其实初次分配才是从根源上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的机制。而企业是最主要的市场

主体，也是现代国家内部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最重要的再生产机制之一。在市场经济背景下讨论初次分

配，离不开对企业模式的考察[14]。 
综合上述文献，不难看出理论界对共同富裕内涵的分析形成了很大共识，总结来说共同富裕的内涵

包括一是生产力进一步发展，二是分配更加公平，三是贫富差距缩小，四是富裕不只是物质富裕，还包

括精神、文化等层面。并且，共同富裕必须研究企业薪酬问题，企业薪酬是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的源头。

而以往研究中，并未有对企业薪酬做共同富裕方面的研究，因此，本研究提出薪酬共同富裕指数概念，

旨在研究企业内部的共同富裕问题。 

3. 薪酬共同富裕指数及其构建 

薪酬共同富裕指数是指对企业的薪酬制度在共同富裕理念方面贯彻执行的程度。薪酬制度在共同富

裕理念方面贯彻执行的内容包括：企业将岗位的“脏、苦、险、类”程度作为薪酬决定因素；收入与企

业经营挂钩；设计薪酬等级和晋升通道，给员工看到未来希望，增加安全感、获得感和幸福感；降低产

业技能人才与管理人员之间的收入差距等。 
企业薪酬富裕指数构建步骤如下： 

3.1. 企业调研 

用扎根质性方法对薪酬特征指数进行探索和构建。采用自下而上建立质性扎根理论方法来对该指数

的概念内涵和结构维度进行探索和构建。扎根理论方法的核心是资料收集与分析的过程，该过程既包含

理论演绎又包含理论归纳。扎根质性研究方法有助于本研究关于中国新的情境条件下企业薪酬共同富裕

指数概念内涵和结构维度内容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开发具有良好信度与效度的测量工具。 

3.2. 企业薪酬共同富裕指数开发 

测量工具的开发遵循以下程序：① 结合文献研究，通过根据扎根质性研究方法获得企业薪酬共同富

裕指数的概念内涵和初步结构。② 进一步通过扎根理论的质性研究方法进行资料分析，确定测量量表条

目，初步建构理论并反复验证，形成企业薪酬共同富裕指数的理论概念模型和正式测量量表；对正式量

表进行预试(有时候是多次预试)并对获得的数据进行分析，主要有项目分析、鉴别度分析和相关分析，在

此基础上对量表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并对主成份进行命名，获得企业薪酬共同富裕指数正式结构维度研

究的结果。③ 对修订过后的预测试量表再次进行调查，并对结果进行验证性分析，如果验证性因素分析

的结果可以很好地拟合原有的理论模型，则可以说明质性理论研究所得到的结果是准确和可信的。信度

和效度分析完成后，就可以得到正式的企业薪酬共同富裕指数结构维度内容的结果，同时具有良好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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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效度的测量工具的开发任务也可以相应完成。 
进一步获得对企业薪酬共同富裕指数概念的全面了解，并提炼企业薪酬共同富裕指数的基本属性和

指标结构，再做焦点小组访谈法，小组成员是：企业人力资源管理者、企业负责人、薪酬方面专家等。 
指标选取遵循以下原则：一是客观性，比如通过选定辖区内代表性企业，也是对共同富裕重视和希

望做些贡献的企业，由它们提供一些数据，衡量企业薪酬共同富裕指数。二是主观性，员工内在感受，

因此需要需结合员工的主观感受，包括公平感知、保障感知、共同利益感知等。三是代表性，结合数据

的可获得性选择最能反映企业薪酬共同富裕理念的指标。四是可比性，充分考虑公司之间横向的可比性

以及公司不同年度之间纵向的可比性。在逐一分析这几个原则的基础上，选择指标，进一步，根据文献

分析和焦点小组访谈结果，确定关键指标。 
根据我们的前期研究，薪酬特征指数构成指标包括： 
1) 薪酬集中度的指标：模仿赫希曼指数(是指基于该行业中企业的总数和规模分布的市场集中度测度

指标，即将相关市场上的所有企业的市场份额的平方后再相加的总和)，将企业前十位员工的收入占人工

成本比重的平方再加总，得到薪酬集中度的指标。该指标计算方法复杂，对数据要求过高，实际中可以

简化处理。 
2) 薪酬差距：这是且共同富裕指数最核心的一个指标，相同岗位不同资历任职者之间的差距、不同

业绩考核结果之间的绩效薪酬的差距、不同岗位之间的薪酬差距等都非常关键得体现出了共同富裕的核

心思想。 
3) 固定工作与浮动工资的比例关系：固定工资体现了保障功能，浮动工资体现了薪酬的激励作用，

两者的比例关系体现了企业薪酬的倾向性，代表了共同富裕方面的贡献与关注。 
4) 薪酬的市场相对位置：薪酬在同行或者同地区企业之间的相对位置，共同富裕首先是富裕，因此，

在同行中处于中等偏上以上的薪酬水平是员工实现富裕的前提。因此，该指标是必不可少的基础性指标。 
5) 薪酬与浙江省平均工作的关联度：与全省平均工资相比，企业的平均公司是高于省平均水平还是

低于省平均水平，作为评判薪酬共同富裕的指标之一。 
6) 薪酬与公司业绩的关联度(人均产值与人均工资比值)：薪酬与公司业绩的关联度反映了在公司业

绩增长的情况下，企业是否与员工有福共享，体现了家的文化，体现了对员工的关爱。这种被关爱的感

觉，促进员工幸福感的产生，同时，让员工有一种大树可靠的安全感，而这种幸福感与安全感是共同富

裕追求的核心。 
7) 薪酬与最低工资标准的关联度：是否随着最低工资标准的变化上调员工的基本工资，是否员工的

总收入高于最低工资标准的数倍，这些都有助于满足员工共同富裕的需求，提升员工三感(安全感、获得

感、幸福感)。 
8) 薪酬与消费指数的关联度：薪酬本身具备保障功能，需要维持员工的实际收入水平不下降，企业

就需要考虑消费指数的变化，薪酬随着消费指数的波动进行调整，这充分体现了企业的社会责任感，也

是对员工三感的重视，推动共同富裕建设。 
9) 加班工资占总薪酬的比重：加班工资的支付总额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员工与家人团聚、共享天伦的

时间，所以，该比例过高，很可能不利于个体的幸福感增强。而共同富裕的本质目标是提升个体的幸福

感。因此，加班工资的比例可以作为共同富裕指数之一。 
同时，将五险一金缴纳覆盖率、是否具有持股计划等作为额外考虑因素。以上不同指标均有详尽的

评价标准和赋值方法，最后可以用一个数字表示，这个数值代表了这家企业共同富裕理念在薪酬方面的

体现和对共同富裕建设的贡献。 
构建企业薪酬共同富裕指数为了全面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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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范区的意见》，完善工资制度，健全工资合理增长机制。如果企业能够达到理想的薪酬富裕指数，必

能着力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完善收入分配调节机制和收入稳定增长机制，必能将

初次分配与二次分配视为有机整体，实现“调高、扩中、提低”的国家战略目的。 
企业薪酬共同富裕指数可以敦促和引导企业将共同富裕理念贯彻在薪酬制度设计和改革中，以薪酬

特征指数为蓝图，改善收入格局。企业薪酬共同富裕指数可以助推政府利用薪酬特征指数对企业的薪酬

进行监测、引导。因地制宜，结合企业实际，收集企业薪酬方面数据基础上，自动计算企业薪酬共同富

裕指数，并向社会发布，为企业自行调整薪酬制度作为依据，同时为劳动者求职提供参考。同时，企业

亦可以将薪酬共同富裕指数作为自检工具，达到为共同富裕建设做出贡献，促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的

目的。 

4. 测算代表性企业薪酬共同富裕指数 

该阶段的工作深入企业调研，收集关键数据和信息，获得代表性企业的支持和理解，让他们明白课

题的意义和价值。企业在充分推动构建共同富裕方面所做关系是大势所趋，是社会责任感的体现，同时

也是能够真正发挥员工集体智慧的力量。 
对六家代表性企业(分别用 A、B、C、D、E、F 表示)进行数据收集(由公司人力资源部负责人或者是

公司负责人力资源资源工作的高层提供有关信息和填写问卷)，在此基础上对其薪酬共同富裕指数进行测

算。测算结果如下表 1： 
 
Table 1. The results of compensation co-prosperity index from six companies 
表 1. 六家企业薪酬共同富裕指数测算结果 

要素 A B C D E F 
薪酬差距 20 20 20 10 20 30 
薪酬集中度的指标 20 20 20 20 20 20 
固定工资与浮动工资的比例关系 20 30 20 10 10 30 
企业平均工资与全省平均工资比值 20 30 30 30 30 30 
薪酬的市场相对位置 20 20 20 20 20 20 
人均产值与人均薪酬的关系 30 30 20 30 20 30 
薪酬与消费指数的关联度 20 30 20 30 20 20 
薪酬与最低工资标准的关联度 20 30 30 30 30 30 
五险一金缴纳覆盖率 30 30 30 30 30 30 
有针对低收入员工的一些帮扶政策 20 30 20 30 20 20 
加班工资占总薪酬的比重 30 30 30 20 30 30 
持股计划 0 3 3 3 3 3 

公司内部有技能评审制度或技能等级

认定职能科室，并技能等级与薪酬挂钩 
0 3 3 3 3 3 

实行同岗同酬，对岗位做过客观评价，

有岗位工资 
3 3 0 3 0 0 

合计 253 309 266 269 256 296 
最后指数 82 100 86 87 83 96 

 
为进一步研究薪酬共同富裕指数意义，即薪酬共同富裕指数与工作满意度的关系，以此验证薪酬共

同富裕指数在提高员工满意度方面的作用。对这六家企业随机抽取了一定数量的员工，进行薪酬共同富

裕指数方面和工作满意度调查。一共调查了 614 位员工，来自杭州滨江区六家企业。614 位被试情况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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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 2： 
 
Table 2. Respondents 
表 2. 被试情况 

性别 岗位层级 工种 
男 女 基层 中层 高层 专业技术 技能 管理 

312 302 415 160 39 205 189 220 
50.8% 49.2% 67.5% 26.1% 6.4% 33.4% 30.8% 35.8% 

 

为了提高研究的严谨性，本研究采用 harman 单因素因子分析来检验共同方法偏差，结果表明，特征

值大于一的公共因子共有五个，第一个因子解释了总方差变异量的 23.61%，小于 40%临界值的标准，表

明本研究不存在的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采用 SPSS22.0 对数据进行录入与统计分析，经对六家企业的员工整体满意度对比分析，结果显示：

员工满意度与企业薪酬共同富裕指数高度相关。显然，薪酬富裕指数高的企业的员工整体满意度比较高，

如图 1。 
 

 
Figure 1.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mpensation co-prosperity indexes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图 1. 企业薪酬共同富裕指数与员工满意度关系示意图 
 

研究对 614 名被试的关于薪酬共同富裕的测量问卷进行因素分析，对前文得到的 14 个题目，进行探

索性因素分析，提取公因素的方法采用主成份法，因素旋转方法采用方差最大旋转。抽取因素根据特征

值大于 1 的标准，并结合陡阶图，结果得到三个因素，它们解释总变异量的 62.16%，具体结果见表 3。 
 
Table 3. Factors and items of compensation co-prosperity index (N = 614, 14 items) 
表 3. 企业薪酬共同富裕指数的因素和项目(N = 614，14 个项目) 

项目问题 因素一 因素二 因素三 

薪酬收入与公司业绩增长挂钩 0.510   

薪酬随着最低工资标准的变化上调 0.769   

根据消费指数上涨而提升 0.748   

提供过各种补助、捐助等，如针对大病员工的补助等 0.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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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技能等级评定，并技能等级与薪酬挂钩 0.588   
公司内部薪酬收入的差距  0.659  
薪酬集中度  0.559  
固定工资与浮动工资的比例关系  0.635  
薪酬外部市场对比  0.667  
岗位经过客观评价  0.486  
加班工资占薪酬总额的比重   0.655 
与全省平均水平相比   0.603 
员工持股   0.577 
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   0.469 

 
根据因素分析结果，将三个因素分别命名为薪酬分享、薪酬公平、薪酬保障。该三个因素基本涵盖

了薪酬共同富裕包含的基本涵义。 
为验证薪酬指数对员工满意度的影响，以员工满意度为应变量，薪酬共同富裕三个因素作为自变量，

控制了岗位等变量，对数据进行回归分析(逐步回归方法)，结果见表 4。 
 
Table 4. Results of regression analysis (N = 614) 
表 4. 回归分析结果(N = 614) 

模型  未标准化系数 标准化系数 t 显著性 

1 

 B 标准误 Beta   
(常量) 0.079 0.287  0.274 0.784 

薪酬分享 0.647 0.061 0.404 10.580 小于 0.001 
薪酬公平 0.149 0.112 0.048 1.328 0.185 
薪酬保障 0.524 0.115 0.170 4.549 小于 0.001 

注：因变量：员工满意度。 

 

从表 4 可以看出：薪酬富裕指数的三个因素即三个方面中，保障性与分享性明显对员工满意度产生

极大的影响，但是，薪酬的公平性方面对员工的满意度影响没有想象中那么大，显著性大于 0.05，属于

不存在显著性差异。薪酬的公平性是代表员工薪酬在内外部的相对位置以及是否有客观的岗位评价，这

些代表薪酬的公平性方面，员工看来并不是特别在意。在员工眼中，能够分享公司的发展成果，能够保

障自己的生活实际水平有提升才是更为重要。可见，共同富裕的重点还是富裕，首先是富裕，平等、公

平，如果离开了发展和富裕，则员工并不欢迎这样的共同富裕，准确说，这是共同贫穷。 

5. 研究启示 

最近，共同富裕被研究者所重视，但是，绝大多数研究者从社会学、政府治理等角度进行研究，目

前，还未出现从企业薪酬共同富裕指数角度研究，该研究成果可直接用于企业薪酬管理实践。 
目前很多政府在为推动共同富裕工作中，围绕企业员工培训、技能工人提高待遇的角度为主，未曾

有在企业薪酬方面提出全方位的要求。企业薪酬共同富裕指数可以成为企业很好的工作抓手。薪酬共同

富裕指数凸显企业薪酬制度带来的收入格局改变对员工三感的影响。同时，能为杭州市滨江区，乃至全

国其他区域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提供依据，同时为监管企业提供工具与手段。 
形成企业薪酬共同富裕指数和评价使用方法，用于企业自我检测，也可用于政府敦促企业对薪酬制

度完善的手段与工具。政府可以定期监测辖区内代表性企业的薪酬共同富裕指数，并将此结果公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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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于企业提高品牌社会形象，达到吸引人才的目的。 
最后，企业必须清醒认识到：利用薪酬保障员工的生活质量提升、与员工分享公司发展的成果是薪

酬共同富裕的关键要求。尽管内部公平却薪酬水平低下，不是共同富裕。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是建立

在共享、富裕基础上的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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