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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当前，我国实现共同富裕的短板主要在农村，尤

其是农村已脱贫地区。这些地区迈向共同富裕的经济社会基础普遍较为薄弱，加上国内外不确

定性因素影响，导致实现共同富裕面临诸多现实挑战，包括：弱势群体和边缘群体脱贫成效不稳

定，产业发展前景受困，人力资本提升缓慢以及从脱贫攻坚到共同富裕基层工作思路转换不顺

等。由此，推进我国脱贫地区实现共同富裕应该明确一个前提和一个关键点，把握好一个根本和

一把利器。以筑牢返贫防火墙作为第一步，在此基础上牢牢把握住人力资本提升这个关键，以破

解产业发展困局作为根本出路，同时善用脱贫攻坚阶段所打下的组织管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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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将共同富裕与贫困看作两条线，那么相较于其他地区（尤其是发达地区），多数脱贫

地区尚处在离贫困最近同时距离共同富裕目标最远的位置上。虽然打赢脱贫攻坚战后这些地

区已摆脱绝对贫困，但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仍比较低，且属于低收入人口分布较为广泛的地区，

若没有过渡期政策扶持，依然面临返贫风险，可谓我国迈向共同富裕道路上难啃的“硬骨头”。

人类社会发展不仅要关注过程中的机会平等，也应注重结果公平 ［1］。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2-5］，贫富差距不仅对经济发展损害极大，且易引发社会、政治矛盾。

如果发展不以共同富裕作为目标，没有惠及低收入群体，那么终将陷入不可持续的困境 。由

此，共同富裕不仅是经济层面的问题 ［6-7］，更关乎社会发展全局。当前，我国已从脱贫攻坚迈向

促进共同富裕阶段 ［8］，这一转变契合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 ［10］。从理论上讲，脱贫是实现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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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 2022[R/OL].[ 2023-02-15].https://www.stats.gov.cn/sj/ndsj/2022/indexch.htm.

②数据来源： 国家统计局. 国家脱贫攻坚普查公报 [R/OL].[2021-02-25].https://www.stats.gov.cn/sj/zxfb/202302/

t20230203_1901001.html.

同富裕的基础 ［11］，而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防止规模性返贫则是共同富裕的底线要求 ［12-13］。虽

然打赢脱贫攻坚战后，脱贫地区的发展能力较之前有所提升 ［14］，但这些地区普遍在生产力水

平、生活水平、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社会管理及发展机制等方面与其他地区存在不同程度的

差距 ［15-16］，表现为发展基础总体薄弱 ［17］，产业和就业状况尚不稳定 ［18］，部分脱贫人口仍面临较

高返贫风险 。目前，脱贫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问题和脱贫人口的增收问题已成为制约我国实

现共同富裕的短板 ［19］。 换言之，在促进共同富裕阶段，脱贫地区和脱贫人口依然是需要重点关

注的对象［20］，推动脱贫地区高质量发展和促进脱贫人口增收依然是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21-22］。

由此，本文聚焦脱贫地区，在分析这些地区现有发展条件的基础上，明确摆脱绝对贫困后

此类地区实现共同富裕所面临的现实挑战 ，探讨如何构建脱贫地区迈向共同富裕的有效路

径。本文的创新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基于现阶段关于共同富裕的研究鲜有聚焦

脱贫地区，故而本文在研究视角和研究对象上具有创新性；二是本文关于脱贫地区的研究涵

盖经济、基础设施以及公共服务等多维层面，在研究内容上具有全面性和一定的创新性。

一、脱贫地区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

探讨脱贫地区实现共同富裕的路径首先要摸清这些地区现有的发展基础（包括经济基础、

设施基础以及公共服务基础等）。即唯有知底数，方能择准路径。

（一）经济基础

随着脱贫攻坚战取得胜利，我国现行贫困标准下贫困人口已全部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

帽，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有效解决。据统计，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年平均增长 11.6%，高于全国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率 2.3 个百分点。2020 年

是我国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时间节点，当年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12 588元，

比上年增长了 8.8%，扣除价格因素后，实际增长 5.6%。不过，同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

距却达到 26 703 元，收入比达到 2.6①。 虽然现阶段脱贫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依然偏低，但已全

部实现了两不愁三保障。 在饮食方面，脱贫地区的农民不仅不愁吃，而且能适当吃得好。 据统

计，在原国家贫困县和原非国家贫困县，分别有 98.94%和 99.03%的建档立卡户（现已脱贫，下

同）能随时吃到肉蛋奶或豆制品，从而摄取身体所需的蛋白质。 在穿衣方面，建档立卡户常年

都有应季换洗衣物，亦不缺少御寒被褥②。

（二）设施基础

目前，脱贫地区在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饮水安全等方面基本上有保障，但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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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基础普遍较为薄弱。

首先，教育层面。在原国家贫困县中，46.2%的行政村有幼儿园。义务教育方面，有小学的

乡镇和行政村分别占 98.5%和 47.7% ；所有贫困县均设有初中 ，其中有初中的乡镇占比达

70.3%。非义务教育方面，有中等职业教育学校和技工院校（包括技工学校、高级技工学校、技

师学院等）的县分别占 82.4%和 18.7%，有职业技能培训机构的县占比为 84.5%。

其次，医疗层面。目前，原国家贫困县都有健全的三级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普遍实现了县

域内建档立卡户住院先诊疗后付费、县域内“一站式”结算。其中，至少有一所县级公立医院

（含中医院）和至少有一所二级及以上医院的县所占比重分别为 99.8%和 98.0%，剩余其他县

符合基本医疗有保障标准 。 县级医院中，至少一所县级医院每个专业科室都有职业医师的县

约占 99.8%。在乡村级层面，所在乡镇有卫生院的行政村占比为 99.8%，其余 0.2%的行政村符

合基本医疗有保障标准因此可不设置卫生院 。有卫生室或联合设置卫生室的行政村占比为

96.3%，其中服务能力达标的比例约为 95.3%。

最后，居住层面。现阶段，脱贫地区已全面实现住房安全有保障。在原国家贫困县中，现有

住房鉴（评）定安全或有其他安全住房的建档立卡户占比为 43.74%，42.25%的建档立卡户在

危房改造政策帮扶下实现了住房安全，还有 14.01%的建档立卡户通过易地扶贫搬迁的方式达

到住房安全条件。在原非国家贫困县中，现有住房鉴（评）定安全或有其他安全住房的建档立

卡户占比为 58.26%，通过危房改造政策和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实现住房安全的建档立卡户分别

占 34.70%和 7.04%。供水方面，在原国家贫困县中，用水方便程度明显改善，供水入户、未供水

入户但取水方便的建档立卡户分别占 93.67%和 6.33%；同时，生活饮用水量有保障 ，99.86%

的建档立卡户实现了不缺水，0.14%的建档立卡户虽有少量天数缺水但供水基本上有保障。在

原非国家贫困县中，供水入户和未供水入户但取水方便的建档立卡户分别占 84.25%和15.75%；

在供水量方面，99.95%的建档立卡户不缺水，0.05%的建档立卡户虽有少量天数缺水但供水基

本上有保障 。通信 、广播和互联网方面 ，实现通信信号和广播电视信号全覆盖以及接通宽带

互联网的行政村分别占 99.9%、99.9%和 99.6%。 此外，有村级综合服务设施的行政村占比约

为 99.0%。

（三）公共服务基础

目前，脱贫地区全面实现了义务教育有保障。其中，原国家贫困县建档立卡户中，98.83%

的学龄少年儿童在校接受教育，0.26%属于送教上门，0.91%的学龄少年儿童因健康原因不在

校。在原非国家贫困县，建档立卡户中在校就学、送教上门以及因健康原因不在校的学龄少年

儿童分别占 99.06%、0.57%和 0.37%。

医疗保障方面，建档立卡户全面实现了基本医疗有保障。其中 ，原国家贫困县中 ，参加城

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建档立卡户分别占 99.85%和 0.14%。在原非国家

贫困县中，99.74%的建档立卡户参加了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0.24%的建档立卡户参加了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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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基本医疗保险。

公共文化服务方面，在原国家贫困县中，98.1%的县设有公共图书馆，99.4%的乡镇设有综

合文化站；在村级层面，98.9%的行政村建有图书室或文化站。

二、脱贫地区推进共同富裕的挑战

实现共同富裕需经历一个较长的过程 ［23］，各地基础条件不同。就脱贫地区而言，其迈向共同

富裕的经济社会基础普遍较为薄弱，加上国内外不确定性因素影响，从而面临诸多现实挑战。

（一）弱势和边缘群体脱贫成效不稳定

共同富裕与贫困并非完全割裂，只有摆脱贫困才有可能谈共同富裕。而贫困无疑是一件雪

上加霜的事，越是老、弱、病、残等弱势群体，越易陷入贫困陷阱。我国在脱贫攻坚阶段着重强

调根据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具体情况分类施策精准帮扶，在发展生产、易地搬迁、生态补偿

以及发展教育脱贫的基础上，最后通过社会保障再兜底一批，从而实现全面脱贫。相较于其他

四类帮扶措施，社会保障兜底脱贫针对的是贫困人口中完全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这部分群

体，通过制定农村低保标准动态调整方案，将符合低保条件的贫困家庭全部纳入农村低保范

围 ，同时借助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制度 、临时救助等制度 ，帮助这些弱势群体实现两不愁三保

障。然而，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实施的社会保障措施，宗旨即是保障特定群体的基本生活水平，

这与达到共同富裕标准尚有不小距离。 社会保障通过再分配手段以寻求公平，它既不会创造

生产力，也不会带来额外收益。而符合低保、社会救助标准的这类群体原本就已失去或部分失

去劳动能力，教育、产业和就业等具有造血功能的帮扶措施面对这些弱势群体无从发力，想要

通过培育能力自主发展以实现共同富裕的路子在这类群体身上并不适用。如何让这些依靠社

会保障摆脱贫困的弱势群体不被经济飞速发展的时代所抛弃，便成为迈向共同富裕道路上一

道难解的必答题。

此外，随着脱贫地区产业受近年疫情的冲击，部分因这些产业项目获得工作机会而脱贫的

农民由于产业减产、停产或破产而失业；有些通过就业转移摆脱贫困的农民工也因企业要过

紧日子而被裁退，收入再次失去保障。这些边缘群体脱贫成果不稳定，使得区域内大规模返贫

风险激增，从而无益于推进共同富裕。

（二）产业发展前景受困

从经济基础看，脱贫地区虽已实现两不愁三保障，可整体经济水平较低，城乡收入差距较

大，如何进一步推动这些地区的经济增长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在脱贫攻坚阶段，为解决区

域性整体贫困，我国安排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因地制宜挖掘经济增长点，扶持适合当地条件的

特色种养业、手工业、乡村旅游业等产业发展，以求最大限度激发内生动力。然而，很多脱贫地

区原来之所以贫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缺少产业支撑。 脱贫攻坚战虽全方位利用人财物千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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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计在这些地区扶持起了产业，但这些产业普遍面临先天基础弱且后天起步晚的困境，在激

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下，它们如何存续并保持发展势头是个难题。 虽然现阶段 ，我国实行的是

“摘帽不摘责任、摘帽不摘政策、摘帽不摘帮扶、摘帽不摘监管”，即攻坚时期各项政策仍在保

驾护航，但这种政策红利到底还能发挥多久的作用尚未可知。从脱贫攻坚后期评估结果来看，

脱贫地区扶持产业发展虽然在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增加就业以及促增收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

用，但也存在一些问题。第一，有的脱贫地区在扶持产业时欠缺长远考虑，没有思考后续发展

问题，导致想进一步升级产业或进行产业融合时却处处受限。第二，有的脱贫地区为追求短期

增长，盲目跟风，什么产业挣钱就选什么产业，根本不考虑自身条件与竞争过剩等问题。第三，

有的脱贫地区不考虑多样性，扶持产业形式过于单一，一旦该类产业市场出现波动，整个地区

的产业将面临风险 。上述这些问题无疑增加了这些地区产业发展的不确定性，一旦遭遇市场

冲击，很有可能出现发展停滞甚至无法持续的现象，从而增加返贫风险，难以实现共同富裕。

此外，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让原本就面临经济下行压力的世界经济雪上加霜，各行各

业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随着资本市场收紧，商品市场成本与风险双增，脱贫地区才刚扶持

起来的各项产业在暴风骤雨中难以幸免 。一些脱贫地区原本巧妙地利用自身地理 、环境 、人

文、历史等资源发展起了乡村旅游业与休闲农业，不仅带动地区经济增长和农民收入增加，而

且为贫困人口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然而，疫情给这些产业带来了巨大冲击，使乡村旅游业与

休闲农业遭受重创 ［24］。这给原本依靠乡村旅游业与休闲农业脱贫的地区带来了巨大的返贫风

险，严重阻碍了共同富裕的推进。

（三）人力资本提升缓慢

脱贫地区低收入群体在各项脱贫政策紧密帮扶下摆脱了贫困，个人能力虽有所提升，可在

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却并不具备优势。 甚至一部人虽然在政府拉动下实现了脱贫，可自主发展

意识却尚未培养起来。其实，低收入群体之所以无法充分参与经济社会发展以实现向上流动，

除了外部制度引发的机会不均等外，主要受制于自身能力的不足。 无论是脱贫攻坚还是共同

富裕，归根结底政策都只能产生“推”或“拉”的外部效应，而改善低收入群体的收入促其迈入

中等收入群体的根本出路则在于提升他们的人力资本和自主发展意识。

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虽然当前脱贫地区教育、医疗、居住等硬件设施条件均有不同程

度改善，可公共服务能力不足，均等化程度偏低，进一步提升人力资本与自主发展意识的条件

并不充分。首先，虽然在教育脱贫为主的多项政策协同发力下，脱贫地区居民平均受教育水平

有所提高，上学便利程度逐步改善，居民对当地教育条件的主观满意度亦不断提升，可脱贫地

区普遍面临教学条件差、硬件设施供给不足的问题，加上缺少完善的保障机制与有效的激励

机制，吸引不来人才也留不住人才，师资力量薄弱直接影响了教育质量。其次，脱贫地区社会

事业推进缓慢，导致落后的发展观念依然存在。 一些家庭认为浪费时间读书不如尽早出去赚

钱，从而出现了适龄学童主动辍学外出打工的现象。在一些边远脱贫地区，性别平等意识与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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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尚未普及，加上制度不完善，导致一些农村女性根本无法享有公平的受教育机会。再次，很

多脱贫地区公共文化设施虽已建起，可服务能力却较低，无法承担起提升当地人力资本的功

能，表现为机构设置严重不足、人员配备参差不齐、资金来源渠道单一、权责不明一摊乱账。原

本农村公共文化培育机制应成为教育机制以外农村人力资本培育的重镇，可目前这类机构为

农民提供的培训与服务经常形式大于内容，既不注重与农民的生产需求对接，又因考核机制

缺位而忽视培训成效，无益于农民文化素养培育与人力资本提升，不利于共同富裕的推进。

（四）基层工作思路转换不顺

我国全力推进共同富裕的时间点发生在打赢脱贫攻坚战以后，现阶段我国实行的是脱贫

不脱政策，很多脱贫攻坚时期的帮扶措施在推进共同富裕的过程中依然在沿用，并且还在发

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共同富裕与脱贫攻坚毕竟属于两项不同的任务，二者的目标定位不同。

共同富裕关注的是发展的机会公平与结果公平，通过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促使其向上流动，

以实现一国公民共享发展成果 ［25 ］。而脱贫攻坚瞄准的则是处于现行贫困标准以下的这类群

体 ，其一切措施归根结底是要让贫困人口摆脱绝对贫困，实现两不愁三保障。由此，从脱贫攻

坚到共同富裕，无论是目标方针还是施策要点，无论是工作思路还是工作方式，都应该做出适

时转换与调整。然而从实际调研情况来看，基层对于这两项工作任务的转换并不顺畅，尤其在

工作思路上，很多基层干部并未意识到在迈向共同富裕的道路上，聚焦点应该放在整个区域

的统筹布局与可持续发展上，而不再仅仅局限于贫困户。脱贫攻坚核心要务在于找准致贫原

因，带去适宜的政策；可推进共同富裕所面临的是辖区内所有居民对于公平与共同利益的诉

求，各项措施需满足大多数居民的利益与需求，这便是两种工作要求与思路。总体上，推进共

同富裕对基层而言既无前例可参考，亦无成熟路径可依照，所以很多刚从脱贫攻坚中走出来

的基层干部或多或少有些迷茫，工作路径、方式转换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比较多。

三、构建脱贫地区共同富裕的路径

脱贫地区的特殊之处在于：一方面这些地区近几年才摆脱绝对贫困，迈向共同富裕的经济

社会基础尚且薄弱；另一方面这些地区聚集了很多低收入群体，返贫风险较高，相应地实现共

同富裕的难度比较大。由此，构建脱贫地区共同富裕的路径需明确一个前提和一个关键点，把

握好一个根本与一把利器，同时应注意处理好各项细节问题。

（一）筑牢返贫防火墙，迈好共同富裕第一步

所谓共同富裕，核心虽在于“共同”，但前提却是“富裕”，即不存在贫困。目前，脱贫地区经

济发展水平整体不高，居民收入水平普遍较低，产业基础通常较为薄弱，内生动力总体突显不

足。与其他地区相比，脱贫地区返贫风险相对更高，所以对这些地区而言，迈向共同富裕的第

一步即是要坚决筑牢大规模返贫的防火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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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防止返贫的根本在于立竿见影破除返贫风险，这便需要建立在完全信息的基础上。

因此，要不断完善防止返贫的动态监测机制，确保对脱贫地区内易返贫人口实施全面、精准监

测，在根据监测信息做出合理分类的基础上，针对不同返贫风险提供有针对性的帮扶措施。

其次，返贫监测体系应追加对长时间或频繁进入监测体系的风险人员进行统计的功能，深

入分析这种返贫风险到底是主观原因还是客观原因引起的，在此基础上尽快完善或调整帮扶

对策，不让返贫监测成为重复的无用功。

再次，加快构建评价指标，将帮扶结果纳入返贫动态监测体系，一方面可据此做出严格的

考核评估，将防止返贫落在实处；另一方面可据此对监测对象做出进一步深入分析，以完善下

一阶段的帮扶思路。

最后，从破解机制阻碍入手，鼓励各脱贫地区因地制宜探索灵活的响应机制，并将其纳入

考核评估范围内。同时，加快构建并完善权责分明的扶贫项目资金管理与监督机制，鼓励有条

件的脱贫地区积极探索拓展扶贫资金渠道的方式。

（二）破解产业发展困局，明确共同富裕根本

激发内生动力是脱贫地区实现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而大力发展产业则是激发内生动力

的根本途径。市场经济条件下，要素逐利流动，现阶段我国脱贫地区继续发展的经济、社会、环

境基础都比较薄弱，缺乏对资本、人才、技术等要素的吸引力，从而各项产业发展多囿于困局。

针对当前脱贫地区产业发展中所存在的问题，以下两个方面是应对重点。

一方面，虽然在脱贫攻坚阶段各级政府围绕产业扶贫进行了多样化探索与全方位实践，陆

续在当地扶持起了一批产业，但这些产业发展起来不同程度上依赖政策的扶持。 当务之急要

尽快组织摸清脱贫地区各扶贫产业的实际情况，重点评估其后续发展对当前扶持政策的依赖

程度，实行清单制，明晰哪些产业完全或主要依靠政策红利而为继，哪些产业受当前疫情冲击

比较大，将这些产业作为返贫风险防范的重点，尽早做好应对方案。同时，尽快厘清产业发展

停滞的原因。 对那些由于客观原因而迟迟未能摆脱政策依赖的产业，要群策群力为其寻找解

决之道，并参考脱贫攻坚的有效做法，引入社会力量并辅以政策优惠，共同助力脱贫地区产业

持续发展。对因为懒政而导致的一味“躺平”吃政策红利的现象要明晰责任，果断处理。要让脱

贫地区意识到这种危机，明白不能懒作为，不思发展，否则一旦政策红利减弱或消失，地区产

业必受到影响，产生一连串涟漪效应波及当地就业与收入。到那时，莫说共同富裕，甚至很可

能出现大规模返贫。

另一方面，坚持走可持续的产业发展之路，这一点既应体现在产业发展前期，也应体现在

产业发展过程中。首先，脱贫地区在构建产业体系时，应注意以下两个重点：一是要有全局观，

综合考虑当地的资源禀赋和发展条件，从产业类型到产业模式再到产业规模，所有选择都要

统筹布局，合理规划，既要想到眼前，也要顾及以后，尤其要注意避免区域内产业同质与单一

的问题，探索灵活多样的产业模式；二是现代产业要想在竞争中存活，必须注重增加产品附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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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同时加快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形成攥紧拳头集中发力的态势。其次，在产业运行过程中，

一是需要统观全局，抓准机遇适时延伸产业链，提升产品附加值以增强市场竞争力。二是要加

快建立、健全市场风险抵御机制，广泛开展农产品产销对接活动，尤其针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对乡村旅游业与休闲农业的冲击，农业农村部应加紧与文旅部等相关部门合作，尽快出台应

对之策，避免让这些产业承受灭顶之灾，引致大规模返贫风险。三是鉴于脱贫地区产业发展常

受限于配套设施落后及服务不完善等问题，要加大脱贫地区仓储保鲜、冷链物流等基础设施

的建设，提高农业生产性服务水平，改善基本公共服务质量，从而为区域内产业发展提供有利

环境，引导资源陆续流向脱贫地区。

（三）提升人力资本，把握共同富裕关键

共同富裕本质在于所有公民是否拥有对经济发展成果的平等分配权和公平享有权。从人

的角度看，制约共同富裕的短板在于低收入群体。脱贫地区属于欠发达地区，往往是低收入群

体扎堆的地方，因此这些地区要实现共同富裕难度更大。换言之，我们需要认识到脱贫地区实

现共同富裕的重中之重即在于推动区域经济持续增长以促进低收入群体增收，在把蛋糕做大

的同时更公平地去分配蛋糕。 实践证明，促进低收入群体增收的关键在于千方百计提升这些

群体的人力资本，增强他们的自主发展意识，即提升人力资本是当前我国脱贫地区迈向共同

富裕的一个关键点。至于提升低收入群体的人力资本，整体思路还是应在提升整个脱贫地区

人力资本的框架下进行。具体应从以下两方面着手。

一是要提升脱贫地区的教育水平，保障入学率、提高教育质量和增强教育资源的可获得

性，重点保障低收入群体公平接受教育的机会。针对脱贫地区普遍硬件设施供给不足、教学条

件差的情况，应加大财政对这些地区教育的投入力度，并尽快建立、健全地方教育资金整合与

管理机制。针对脱贫地区师资力量薄弱的问题，应尽快完善基层执教人员的保障与激励机制，

同时扩大定向培养与定点帮扶，利用政策引导人才源源不断流向这些地区，稳步提高当地的

教育质量。

二是要尽快推进脱贫地区各项社会文明事业，并注意相关政策适度向低收入群体倾斜。一

方面，要尽快完善脱贫地区公共文化培育机制，从而辅助教育机制全方位提升这些地区的人

力资本。具体措施包括：第一，尽快厘清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主体，明晰权责，进一步落实目标

责任制；第二，从机构布局、人员设置和服务能力等角度全面提升基层公共文化服务水平；第

三，尽快构建脱贫地区公共文化服务考核机制，重点评估相关机构提供的培训与服务是否与

农民需求对接且是否有成效，坚决避免形式主义；第四，建立、健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资金管

理机制，加强资金考核，同时千方百计拓展资金来源，重视引入社会资本共同参与乡村公共文

化服务。另一方面，要加快推进脱贫地区其他社会文明事业，增强脱贫地区居民（尤其是低收

入群体）的自主发展意识；同时，探索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等模式，大力拓展职业教育培训、成

人教育以及再培训项目，以提升技能和广泛参与现代经济发展为目的，加强人力资本的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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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造。

（四）重视与脱贫攻坚衔接，善用组织管理利器

任何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与结果之间都需要政策来作为媒介，而政策的实施过程则离不开

组织与管理，有效的组织管理机制能将政策效果发挥得淋漓尽致，从而使经济社会运行结果

最终达成预期目标 。我国脱贫攻坚阶段在精准选配第一书记和精准选派驻村工作队的基础

上 ，层层落实目标责任制 ，辅以严格的管理与考核机制 ，从而实现了政策上传下达地高效运

行。这是我国制度优势的体现，也是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保障 ［26 ］。可以说，脱贫攻坚的

成就不仅在于短时间内完成了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减贫任务，更在于形成了一套职责

明晰、运行高效的组织管理机制，而这也成为我国实现共同富裕这一战略目标最重要也最可

靠的利器。当务之急，我国除了要从方针原则、战略目标、政策措施等方面逐步完善共同富裕

的顶层设计，更应借鉴脱贫攻坚组织管理方面的经验，在已有基层组织基础上尽快构建并完

善共同富裕的管理机制。

首先，制定共同富裕政策目标，然后逐层分解落实，尽快明晰权责。由于脱贫攻坚阶段面

对的对象是贫困村与贫困户，因此可以将工作责任落实到村与户。而共同富裕针对的是所有

居民，因此适宜的做法是将政策目标详尽拆解，从而将责任逐项落实到具体实施部门与责任

人身上。

其次，共同富裕与脱贫攻坚虽有重叠，但毕竟分属于两项不同的工作任务，因此对基层队

伍的工作要求亦有所不同。目前，很多曾经的扶贫工作队成员已无缝衔接承担起了乡村振兴

和共同富裕的重任，但在工作思路与工作方式转换上却遇到阻碍，归根结底是对共同富裕的

内涵要义与工作重点了解不到位。 要进一步加强对基层干部的工作指导与业务培训，通过学

习与总结、观摩与交流，迅速建设一支强有力、高素质的基层队伍，带领脱贫地区的居民奔向

共同富裕。

再次，参考脱贫攻坚的重要经验，尽快出台并完善相关考核与监督机制，包括：强化监督

执纪问责力度，将工作任务层层落实到位，着重减少因基层干部意识涣散、懒政或能力弱而引

致的工作偏差；加强作风建设，坚决杜绝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以及腐败，充分保持基层党组织

在共同富裕战斗中的堡垒作用。

最后，由于没有先例供参考，所以脱贫地区实现共同富裕在一定程度上相当于摸着石头过

河，由此应该鼓励基层不拘一格勇于探索，放宽眼界，大胆尝试。相应地，在考核中尤其应注意

区分因意识弱、作风差或能力低而引起的人为偏差与科学试错而引起的自然偏差，前者应纳

入执纪问责范畴，后者则应视情况而定。对于积极的探索应持包容态度，允许基层干部试错。

此外，除以上四个方面外，构建脱贫地区共同富裕的路径还应注意一些关键问题。如脱贫

地区依靠兜底政策才脱贫的弱势群体返贫风险本来就高，因此在共同富裕框架下，应将他们

作为重点关注对象。针对这类部分或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群体，产业、教育和就业等措施无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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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力，只能进一步扩大社会保障力度，通过继续健全基本生活救助制度、专项救助制度、临时

救助制度、养老保险制度以及失业和工伤保险制度，从而织密保障网，形成综合救助格局，并

不断完善救助标准，为其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再一次兜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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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Path of Shared Prosperity in Poverty-stricken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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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hortcoming faced by China in realizing shared prosperity is mainly in rural areas,

especially in the poverty relief areas. At present, poverty relief areas are facing multiple challenges

to achieve shared prosperity. The economic foundation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prospects are

weak; The COVID-19 has impacted employment and weakened the endurance of the regional

economy; The vulnerable groups get rid of poverty through the bottom-up policies, those way of

shared prosperity is unknown; There are many problems in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civilization,

and the promotion of human capital is slow; From poverty alleviation to shared prosperity, the

transformation of grass-roots work ideas is not smooth, etc. Therefore, in order to promote shared

prosperity in China's poverty relief areas, we should build a firewall to stop returning to poverty as

the first step. On this basis, we should firmly grasp the two key points of stimulating endogenous

power and improving human capital, and make good use of the 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

foundation formed in the crucial stage of poverty alleviation.

Key Words: Poverty Relief Areas; Shared Prosperity; Endogenous Power; Low-income Gro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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