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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推进共同富裕的基本逻辑与实践路径

田　 轩, 丁　 娜

摘　 要: 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 也是全体人民的奋斗目标。 共同富裕包含 “共同”
和 “富裕”, “富裕” 是基础, “共同” 则指明了 “富裕” 的性质。 基于这两方面内容, 金融推进共同富裕

也存在两条路径。 一是 “做大蛋糕”, 即发挥金融的本质作用, 通过支持科技创新、 改善小微企业融资问题

以及发挥保险业的风险保障能力等方式服务实体经济,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二是 “分好蛋糕”, 即积极发

展普惠金融, 提高弱势群体的信贷和理财能力, 有效支持 “三农” 发展; 培育健康有序的资本市场, 增加

中等收入群体财产性收入; 发挥保险业财富分配和基础保障作用, 防止规模返贫, 改善资源分配不均现状。
未来, 金融应借助各项先进技术, 拓展服务通道, 优化资源配置, 推进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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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 也是历代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的社会发

展目标。 从建国初期
 

“使农民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荣的生活” 的目标到 “三步走” 逐步实现共同

富裕, 再到科学发展观的提出, 均强调共同富裕的实现。 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把握发展阶段的新变化, 把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 随着脱贫攻坚战的

胜利和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 当前已经进入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
金融是服务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本质是进行跨期的资源配置。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要在

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 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 这也使得推进共同富裕离不开金融体系的

支持。 2021 年 8 月, 中国人民银行指出要把促进共同富裕作为金融工作的出发点和着力点, 各类金

融机构也纷纷出台相关措施, 以更好地服务于高质量的经济发展, 并不断强化金融资源分配的公平

性。 共同富裕是一个集体性目标, 只有当社会中大多数人都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时, 这个目标才能

够实现。 在金融领域, 推进共同富裕的理论依据是实现经济效率和社会公平的统一, 通过更有效地配

置金融资源, 使资金流向经济发展的薄弱环节和需要扶持的行业, 从而更好地服务经济发展。 同时,
金融机构应注重以可持续的方式发展, 保证金融资源的长期稳定性, 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

金融推进共同富裕仍面临诸多挑战, 如, 金融机构需注重服务实体经济, 但现实中存在信息不对

称、 信息不透明、 利益驱动等问题, 使得金融机构更倾向于为大型上市企业以及高净值群体提供金融

服务, 而对于一些弱势群体和需要扶持的领域则缺乏足够的关注和支持。 此外, 金融领域存在的风险

和不确定性也对共同富裕的实现产生影响。 因此, 金融机构需要兼顾资源分配的效率与公平, 确保金

融资源的安全稳健高效流动, 为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共同富裕的实现提供有力支持。
推进共同富裕是当前中国的重要任务, 也是金融工作的重要使命。 金融机构应该以共同富裕为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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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点和着力点, 从加强创新、 优化资源配置、 加强效率与兼顾公平等方面努力, 为实现高质量经济发

展和共同富裕作出贡献。

二、 金融推进共同富裕的基本逻辑

造成贫富差距的核心原因是人的能力差距。 人的能力取决于两方面: 一是先天的自身天赋, 往往

不可更改, 属于内生性因素; 二是后天的人力资本积累, 属于外生性因素, 最终导致不同个体在收入

水平上的巨大差异。 个人能力的形成依托于消费, 父辈积累了较多财富和社会地位的个体有更多资源

投入这一消费。 已经积累了较多财富的个体也会投入较多的资源到能力提升的消费上, 从而形成富者

能力更强, 贫者能力更弱的局面。 能力差距的扩大又进一步加大贫富差距。 因此, 共同富裕的实质是

所有人能力的共同提升。① 而金融实质上是通过在不确定环境中对资源进行时间和空间维度的配置,
影响人的能力发展, 进而影响共同富裕的实现。

共同富裕作为一个特定范畴, 包含 “共同” 和 “富裕” 两方面内容。② 其中 “富裕” 是基础,
“共同” 则指明了 “富裕” 的性质, 因此, 金融和共同富裕的关系也可从两方面进行探讨。 一方面是

金融对 “富裕”, 即经济增长的影响。 金融在经济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极其显

著。 它不仅能够通过资金供应促进企业投资, 而且能够改善市场交易环境, 提高金融服务水平和投资

效率, 减少各类成本, 提供跨时空的资源配置。 另一方面是金融对 “共同”, 即对平等性的影响。 金

融不断朝着两个方向发展。 向上, 各种创新性的金融工具不断推陈出新, 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资

源配置的效率, 但是由于使用门槛的提高, 导致其逐步成为少数人可以使用的工具, 进而使得金融部

门和高净值家庭的资产极速飙升, 最终加剧贫富分化。 向下, 各种普惠性的金融产品借助新的科技不

断触达低收入群体, 使得更多的人能够打破其在人力资本积累上的劣势, 获得更高水平的金融素养和

更便捷的借贷服务, 减少收入波动, 进而缩小贫富差距。 金融本质上也属于人的一种能力, 客观上,
不同人群对此能力的掌握差别较大, 这必然加大贫富差距。 因此, 为了实现共同富裕, 需要加强对各

种金融创新的监管, 规范不合理收入, 同时也要大力发展普惠金融, 提高中低收入人群的金融能力。
综上, 金融推进共同富裕有以下两条路径: 第一, 发挥金融的本质作用, 服务实体经济, 推动经

济高质量发展, “做大蛋糕”。 第二, 积极发展普惠金融, 提升服务中低收入群体的能力; 向弱势群

体倾斜更多的资源, 让更多的人群享受到金融的财富效应。 在 “做大蛋糕” 的同时, 助力好 “分配

蛋糕”。

三、 做大蛋糕———金融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实现共同富裕, 经济高质量发展仍然是第一位的。 共同富裕只有在社会财富的不断创造中才能实

现, 一个停止发展的社会不可能实现共同富裕。 2021 年 12 月 8 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 实

现共同富裕目标, 首先要通过全国人民共同奋斗把 “蛋糕” 做大做好。③ “蛋糕” 做大从根本上讲是

要提高我国的
 

GDP
 

总量, 这样我国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才能上升, 才会积累更多的财富, 这是共同富

裕的基础。 而 GDP 总量的提升, 核心还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问题。
经济高质量的发展, 需要坚持 “两个毫不动摇”。 第一, “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

我国经济制度的重要内容就是要坚持公有制经济为主体, 这也是社会主义的制度规定之一。 国有经济

的主导作用, 是保障全国人民能够共享经济发展成果的重要基石。 2022 年世界 500 强中, 中国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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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刘尚希等: 《共同富裕与人的发展: 中国的逻辑与选择》, 北京: 人民日报出版社, 2022 年, 第 2-5 页。
黄泰岩、 刘宇楷: 《共同富裕的理论逻辑与价值取向》, 《理论导报》 2021 年第 9 期。
《2021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公报全文》, http:∥www. zygov. gov. cn / zfbm / sjj / gzdt / 202112 / t20211217_ 72072124. html,
2021 年 12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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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榜 145 家, 其中国有企业 99 家, 占据主导地位。 国有企业在大型科技攻关, 基础及应用技术研究

等方面依然具有绝对优势, 是我国维持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力量, 是实现共同富裕最大的稳定器, 其发

展得到了传统金融业的大力支持 (包括银行借贷和证券发行)。 第二, “毫不动摇地鼓励、 支持、 引

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 非公有制经济做出了 “56789” 的重要贡献: 5
 

成以上

的税收占比, 6
 

成以上的
 

GDP, 7
 

成以上的科创成果, 8
 

成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 9
 

成以上的企业数

量。① 非公有制企业在科创领域上发挥着关键作用。 2022 年我国科创板的上市公司中, 80%为私营企

业。 在一些高新科技行业, 比如新能源汽车、 人工智能、 互联网, 非公有制企业担当着冲锋带头的作

用, 积极拉动产业升级, 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庞大的非公有制企业数量及其带动的大量就业, 成为

中低收入人群就业机会的主要来源, 也为中低收入人群能力的进一步提升创造了条件。 非公有制企业

在推动共同富裕的进程中, 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不仅不能 “离场”, 还要走向更广阔的舞台。
“只有充分重视包括民营经济在内的各市场主体作用, 在生产及分配环节兼顾公平与效率, 才能全面

推动共同富裕的实现”。② 然而, 目前的金融服务与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重要地位并不协调。③ 非公有

制企业获取金融服务的难点在于缺乏抵押和担保, 难以在现有的金融框架下获得足够的信用资质。 非

公有制经济体在大型银行中获得的贷款比例低、 成本高。 此外, 由于股权债权融资发展的滞后, 非公

有制企业获得直接融资的比例也较低。 近几年, 金融行业逐渐开始重视非公有制企业的融资, 为其量

身定做差异化的金融服务。 例如, 积极推动以云计算、 区块链和大数据为代表的金融科技, 为中小企

业建立更加养料翔实的画像, 破解其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
经济高质量发展, 需要扎实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产业结构升级是指从生产效率低的结构形态转变

为生产效率高的结构形态, 从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业, 升级到资本密集、 技术密集型的高附加值

产业。 一个国家宏观经济水平的提升, 一定会体现为中观层面产业的升级。 按照与世界前沿的差距、
是否符合比较优势以及研发周期的长短三个标准,④ 可将我国的产业大致分为五大类: 第一, 追赶型

产业, 其同世界领先水平仍然存在差距, 产业升级的主要压力在于科技创新; 第二, 领先型产业, 其

技术处在世界先进水平, 想要更近一步或者保持目前的领先优势, 只能靠自主研发, 风险和收益均较

高; 第三, 转进型产业, 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业, 曾经拥有比较优势, 但是随着人力成本的增加, 比

较优势不再, 或者转移到了内陆省份; 第四, 弯道超车型产业, 研发时间较短, 通常不超过
 

18
 

个

月, 在人力资本上比较有优势, 比如一些独角兽企业; 第五, 战略型产业, 研发周期比较长, 同时也

是关系到国防安全的产业。 这五类产业的升级, 金融可以发挥不同的作用。 第一二四类产业的重点在

于推动科技创新, 大量研究证明金融能够为企业创新进行融资, 并通过相关手段激励创新。⑤ 第三类

产业的升级, 可以考虑将这些劳动密集型企业迁至内陆等仍然具有比较优势的地区, 改善区域发展的

不平衡, 由于这一产业中中小企业占大多数, 所能享受到的金融服务十分有限, 意味着提升空间较

大。 第五类产业由于其研发周期长, 对融资的需求巨大, 金融 (尤其是国有银行) 对此类产业有着

较大的提升作用。
因此, 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金融行业需在继续支持公有制经济的同时, 补足其对非公有制经

济服务的短板, 增加对科技创新的支持, 进而推动产业升级。 金融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进而 “做大

蛋糕” 的具体路径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支持科技创新

支持科技创新是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关键抓手。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从 19 世纪以来近两百

年的世界历史告诉我们, 任何国家的经济政治地位的跃迁, 都伴随着一次次的工业革命。 当下, 我国

47

①
②
③
④
⑤

易宪容: 《非公有制经济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光彩》 2022 年第 11 期。
田轩: 《共同富裕中的民企新机遇》, 《21 世纪经济报道》 2021 年 11 月 15 日, 第 3 版。
陈文华、 李恩付: 《金融支持非公有制经济高质量发展》, 《中国金融》 2020 年第 1 期。
林毅夫等: 《论中国经济的发展》,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21 年, 第 187-191 页。
田轩: 《创新的资本逻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 年, 第 8-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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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在亟须产业升级的重要关口, 如何加快实现科技创新, 并将其扎实有效地转化为生产力, 成为一个

关键命题。 十四五规划强调: “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 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

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 面向世界科技前沿、 面向经济主战场、 面向国家重大需求、 面向人民生命健

康, 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 人才强国战略、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完善国家创新体系, 加快建设科技

强国。”① 同时也制定了目标: 在十四五期间我国的创新能力需要 “显著提升”, 到
 

2035 年我国要

“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 并在关键核心技术上取得重大突破。
科技创新最大的特点是不确定性。 具体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技术可行性的不确定性。 一个

新的技术方向是否可行, 事先并不确定, 往往经过大量的试错后仍然有可能发现其不可行。 二是商业

上的不确定性。 即使验证技术可行的方案, 也会因高昂的初期成本, 无法带来正向的利润。 三是相关

互补技术的不确定性。 一个产品的成功是由多项技术的突破决定的。 开年以来火热的大语言模型技术

chatGPT, 其核心算法 “神经网络梯度下降” 早在 40 年前就被发明出来, 但是直到近年来随着 GPU
算力的不断提升, 才展现出其最终的威力。 单一技术的突破, 可能会激发出多个产品的突破, 也可能

发现其仍然没有用武之地。 四是制度和文化的不确定性。 创新是破坏性的, 往往会损害既得利益团体

的利益, 从而招来打压和阻挠。② 这四个方面的不确定性, 导致了创新融资的巨大风险。 每一项技术

创新成果最终转化为生产力, 大致都会经历以下四个阶段: 初始研究和开发阶段, 实验室生产阶段,
大规模生产阶段和产品产业化阶段。 这四个阶段的不确定性依次降低, 但对资金的需求依次提高。 基

于这一特点, 不同类型的资金支持应该呈现出以下特点: 一是财政资金重点参与前期阶段, 对高风

险、 周期长的科研活动提供支持, 发挥我国举国体制的优势。 二是金融资金重点参与后期阶段, 着重

强调发挥市场调节机制对资源的配置作用, 对冲科技创新在商业上的不确定性。③

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表明, 金融在技术创新转化为先进生产力的过程中起到了加速器的作用, 而

我国的金融服务在这方面的作用仍然处在相对初级的阶段。 核心短板在于以间接融资为主的融资模式

与推动科技创新所需的直接融资不相匹配。④ 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 商业银行在金融体系中发

挥了主导作用。 但是银行体系与不确定性较高的科技创新存在着以下几个不匹配关系: 第一, 风险不

匹配。 商业银行追求本金的安全和投资收益的稳定性, 这与科技创新的高风险特点存在着天然的矛

盾。 第二, 周期不匹配。 对于科创企业而言, 技术研发、 产品迭代都需要较长的周期, 而商业银行提

供的信贷资金仍然属于债务资金, 其内部的考核更偏向短期, 更注重当期稳定现金流。 第三, 抵押不

匹配。 商业银行注重资产的抵押, 而不少初期科创企业普遍缺乏资产, 没有健全的营收数据, 拥有的

仅是高科技人才和一些技术专利等知识产权。 这些知识产权的价值评估较为困难, 难以交易和流通,
因而很难成为符合银行标准的抵押物。 第四, 人才不匹配。 由于我国商业银行长期深耕较为成熟的传

统行业, 同时, 不同的科技产业技术迭代迅速, 导致能够在项目尽调、 抵押物价值评估、 贷后管理等

各方面合格的科技金融复合型人才短缺, 从而影响商业银行对科创企业的深度支持。
针对以上种种不匹配关系, 必须推动间接融资向直接融资转变, 建立起以股权融资为主的多层次

资本市场体系。 “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是服务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迫切要求”。⑤ 直接融资的优势是 “风

险共担, 利益共享”, 这十分契合科技创新风险大、 收益高的特点。 具体而言, 可采取以下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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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 http:∥www. gov. cn / xinwen /
2021-03 / 13 / content_ 5592681. htm? pc, 2021 年 3 月 13 日。
张维迎: 《从创新的不确定性看产业政策面临的挑战》, https:∥www. aisixiang. com / data / 115277. html, 2019 年 2 月
28 日。
张晓慧等: 《金融促进高质量发展之路》,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22 年, 第 95 页。
田轩: 《构建创新型金融生态》, 《经济日报》 2022 年 11 月 15 日, 第 5 版; 李艳: 《金融支持科技创新: 经验、 问
题与建议》, 《宏观观察》 2016 年第 31 期。
易会满: 《提高直接融资比重》, http:∥theory. people. com. cn / n1 / 2020 / 1221 / c40531-31972981. html, 2020 年 12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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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 从拓宽源头的角度, 全面贯彻落实股票发行注册制,① 推动长期资金入市。 注册制改革意

味着由市场供求决定股票发行数量、 价格和时间, 而不是由证监会等机构审批。 这样可以提高股票发

行的效率和市场化程度, 促进优胜劣汰。 推动长期资金入市, 旨在引导保险、 养老、 社保等中长期资

金通过多种方式参与股票市场投资, 增加市场稳定性和活跃度。 这样可以提高股票市场的价值投资比

重, 降低短期波动风险, 为科技创新提供长期稳定的资金保障。
其次, 从层次的角度, 需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 通过主板、 科创板、 新三

板等增加直接融资的包容性。 综合考虑行业、 市值、 财务指标等不同特征, 在不同市场板块进行区别

设计, 加强各板块间的互联互通, 为科创企业融资打开多元渠道, 引导长期资金流向具有创新潜力但

短期可能经历挫折的优质科创企业。 同时, 加快私募股权基金的发展, 政府部门要加大对私募股权基

金的政策支持和制度建设, 提供税收优惠、 财政补贴、 资金配套等激励措施; 市场主体要加强自身建

设和创新能力培养, 提高私募股权基金的专业水平和风险管理能力, 开拓多元化的募资渠道和投资领

域; 拓宽多样化的退出渠道, 如上市、 并购、 回购等, 利用区块链等技术手段提高退出效率和安

全性。
最后, 从配套的角度, 鼓励建设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平台, 丰富科创企业的可抵押资产。 例如, 中

知在线是中国首家知识产权金融创新服务平台, 联合多家金融机构, 提供专利融资、 商标融资等服

务。 此外, 金融机构应发展科技保险等创新型金融产品, 这是一种针对科技型企业的风险管理工具,
可以为企业提供科技项目失败、 知识产权侵权、 产品责任等方面的保障。

(二) 大力改善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

大力改善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是补齐金融对非公有制经济支持短板的重要措施。 小微企业数量占

我国市场主体九成以上, GDP 贡献比例六成以上, 创造就业八成以上。 在提高我国居民收入、 保就

业促和谐方面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然而目前小微企业的融资需求仍然没有得到满足。 小微企业对中

国经济的贡献同所获得的金融机构的贷款不成比例。 据测算, 我国小微企业的贷款需求约为当前规模

的 1. 5 ~ 2. 3 倍, 仍然有着较大的增长空间。②

小微企业融资难、 融资贵的核心原因是缺乏可抵押的资产, 同时内部管理不规范, 报表不规范,
依赖其自身提供的运营财务信息难以评估其信用。 这就导致银行在为小微企业服务时或以较差的风控

水平进行运营, 或花费较高的成本进行风险评估。 因此, 大型商业银行倾向于做 “大生意”。 近年

来, 国家出台了相关政策, 鼓励降低小微企业贷款成本、 鼓励大型银行建设小微企业专营机构等。 因

此, 银行的普惠型贷款成为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问题的主力。
积极的政策引导是改善小微企业融资环境的重要手段, 但仍需从根本上降低小微企业的信用评估

成本, 提升其融资能力, 具体路径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 提升金融机构对科技的运用水平。 运用大数

据、 云计算等技术打造互联网金融服务平台。 平台经济利用新科技实现四流信息的数字化、 安全、 共

享, 将四流信息通过隐私计算等手段同金融机构共享, 提升小微企业的信用评估水平和信贷获得能

力。 第二, 发展供应链金融。 利用核心企业的信用优势为上下游小微企业提供信贷担保, 提高小微企

业融资可获得性; 依据小微企业在供应链内的商品贸易往来, 以其原材料、 存货甚至未来的产成品等

进行抵押借款, 降低小微企业的融资成本; 通过区块链技术赋能供应链金融, 其能追溯不可篡改的特

征能够降低链上机构间的信用协作风险和成本, 智能合约有助于进一步降低违约风险, 提高小微企业

的融资效率。 第三, 深化债券市场化机制改革。 既要妥善应对现有的债券违约风险, 又要推出更多的

债券融资产品, 加速资产证券化进程, 让小微企业能够更便捷地获得债券融资支持。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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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轩: 《破解中小微企业直接融资难》, 《经济日报》 2023 年 2 月 11 日, 第 5 版。
《中国中小微企业融资发展报告》, https:∥www. iresearch. com. cn / Detail / report? id = 3877&isfree = 0, 2021 年 11 月 15
日。
田轩: 《破解中小微企业直接融资难》, 《经济日报》 2023 年 2 月 11 日, 第 5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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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积极发挥保险业的风险保障能力, 提高经济循环效率

保险通过契约将资金集中起来, 用以补偿被保险人的经济利益。 保险有两个重要的特点: 一是用

集体的力量补偿个体损失, 从而极大降低个体风险。 二是聚拢大量的长周期资金, 可以为科技创新、
产业升级提供长期稳定资金。

非寿险能够提高经济循环效率。① 非寿险主要通过两方面效应促进经济活动: 第一是预期效应。
投保非寿险的主体对未来经济活动的损失预期有明确的、 可以量化的判断, 因而可以更精准地分配自

己的资金。 同时, 也促进低风险偏好的主体积极进入市场, 提升市场活力。 第二是补偿效应。 当被投

保人发生财产损失后, 可获得保险合同上约定的补偿, 增强被投保人的韧性, 使其可以继续参与市场

活动, 不会因为风险事件而彻底退出市场。
完善的保险机制能够促进居民消费。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国内

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形成需求牵引供给, 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的动态平衡。② 其

中扩大内需是关键抓手之一。 我国居民收入的主要构成部分为工资性收入。 由于对医疗和养老等方面

保障的担心, 我国居民倾向于通过储蓄防范这些风险, 从而压缩了消费空间。 完善的医疗保险和养老

保险, 能够明确人们对未来不确定事件的预期, 从而将储蓄转化为即时消费, 促进内循环发展。
大规模的保费沉淀可以成为促进产业升级的资金来源。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是产业升级。 保险

通过契约将大规模人群的资金汇集起来, 同时这些契约合同的签订周期较长, 因此险资具有规模大、
周期长、 来源稳定的特点。 “养老金融供给与资本市场长期资金相辅相成, 以金融促民生”。③ 险资可

以引导资金投向新基建、 城市化和战略性的新兴产业, 提高对高端制造、 创新性产业集群的支持力

度。 2022 年第一季度, 险资用于配置 “股票与证券投资基金” 的比例仅为
 

12. 13%,④ 仍然具有较大

的提升空间。
为了更加高效地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提升风险保障能力, 保险行业可采取以下措施。 一是提升

巨灾风险保障服务能力。 建立自然灾害综合管理平台, 将保险纳入减灾资源管理和调用, 支持保险行

业建立和优化灾害分析与保险赔付模型; 也可借鉴国际成熟方案, 比如巨灾保险连接证券, 拓宽保险

资金的融资渠道。 二是丰富第三支柱养老金融产品供给, 包括养老储蓄、 商业养老理财、 商业养老保

险、 商业养老金等产品, 满足不同层次和类型的投资者的需求。 三是完善健康管理模式, 从 “事后

赔付” 向 “事前管理”、 从健康人群向亚健康或带病人群转型和延伸, 提供疾病预防、 康复护理等服

务。 同时, 加强与医疗健康服务机构合作, 通过患者行为管理、 产品创新、 数据共享和对接、 服务规

范标准建设等途径, 构建管理型医疗保障服务闭环。 四是立足资产配置优势, 发挥风险管控能力, 通

过对养老金和保险资金的管理树立长期投资和价值投资的理念, 挖掘与长期资金相匹配的优质资产,
做好养老金大类资产配置, 追求稳健收益, 帮助客户穿透经济周期、 抵御通货膨胀, 实现养老金的保

值增值。

四、 分好蛋糕———金融改善低收入群体收入,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

习近平总书记在 《扎实推动共同富裕》 中提出, 要 “着力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 要抓住重点、
精准施策, 推动更多低收入人群迈入中等收入行列”。⑤ 国家统计局对于中等收入群体的标准定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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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晓华等: 《新征程上我国保险业服务共同富裕的功能研究》, 《保险研究》 2022 年第 4 期。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 《人民日报》 2022 年
10 月 26 日, 第 1 版。
田轩: 《统筹资本市场改革与安全》, 《经济日报》 2023 年 1 月 31 日, 第 5 版。
《险资对股票与基金配置比例处近 3 年低位

 

多家险企称已逢低加仓》, https:∥finance. sina. com. cn / jjxw / 2022-05-
24 / doc-imizirau4474027. shtml, 2022 年 5 月 24 日。
习近平: 《扎实推动共同富裕》, 《求是》 2021 年第 2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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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收入在 10 ~ 50 万元的家庭 (三口之家), 也即人均收入在 3. 3 ~ 16. 7 万之间。 截至 2020 年, 我国符

合这一标准的中等收入群体大约有 4 亿人, 低于全国总人口的 50%, 这表明我国大部分人口仍然是低

收入群体。 按照五等分分组法计算可知, 约有五分之二的城镇居民仍然属于低收入群体, 约有五分之

四的农村居民属于低收入群体。 根据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 2020 年我国约有 9 亿城镇居民和
 

5. 1 亿农村居民,① 这意味着我国有 3. 6 亿城镇居民和 4. 1 亿农村居民属于低收入群体。
因此, 提升低收入群体收入,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选择。 作为调节资源

跨期配置的金融业, 可从以下几方面发挥作用, 进而促进公平高效地 “分好蛋糕”。
(一) 大力发展普惠金融

传统银行业集中了大量资源服务于大型成熟企业和高净值群体, 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贫富分化。 近

年来, 随着普惠金融的发展, 弱势群体理财能力不断提升, 农村金融相关政策的出台提高了农民的财

产性收入, 也为农业活动提供了更多的信贷支持。
提高弱势群体信贷能力。 随着人工智能、 大数据等技术在金融领域的应用, 商业银行的各类成本

有所下降, 开始将越来越多的资源向弱势群体倾斜。 同时, 大数据征信技术的应用, 使得传统的信用

白户 (农民、 大学生、 低收入群体等) 能够获得一定的征信评分, 进而在不提高银行坏账风险的前

提下为更多客户提供信贷服务。
强化理财服务, 提升居民财产性收入。 银行通过运用互联网技术开发更多的创新产品, 使得理财

产品的购买门槛不断降低, 满足不同层次、 不同风险偏好的居民的理财需求, 推动理财 “平民化”,
提高弱势群体和中等收入群体的财产性收入, 实现普惠性财富管理。 同时, 随着图像识别、 语音识别

和自然语言处理等技术的应用, 银行将开发机器人来替代大量人工, 在开户、 理财顾问等领域发挥作

用, 使得除了高净值群体以外的更多客户能够享受银行理财服务, 促进金融资源的公平分配。
支持三农。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指出, 要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

度, 健全农村金融服务体系”。② 我国金融体系对乡村振兴建设的支持由来已久。 2016 年, 国务院印

发 《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 (2016—2020 年)》 指出, 要提高农村商业银行、 农村合作银行、 农村

信用联社服务 “三农” 的能力。 我国专门成立了农业政策性银行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 用以扶持棉

粮油业的发展。 其他国有大型银行也积极发展农业信贷。 为解决棉粮油领域的抵押担保问题, 中国农

业银行采取了农业设施抵押、 种植业知识产权质押等针对性的担保形式。③ 为提高农村土地使用效

率, 部分地区开展了 “土地银行” 试点。 农民将土地承包经营权 “存入” 银行, 定期获得利息, “土

地银行” 则将土地承包经营权 “贷” 给需要的企业, 这不仅提高了农村闲置土地资源的利用效率,
更为农民增加了财产性收入。④ 该模式值得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推进普惠金融发展, 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 第一, 鼓励发展地方性中小银行, 鼓励其利用可获

得的 “软信息” 对小微企业以及当地弱势群体进行合理的信用评估, 在降低信息不对称的同时优化

银行资金配置效率。 第二, 充分利用政府大数据, 如当前正在建设的国家数据局, 银行机构可将自身

数据在该平台共享, 同时接入其他部门数据, 各层级数据互通互联进一步为银行赋能, 使其在低收入

群体中拓展信用可靠的客户。 第三, 提升科技水平, 深入探索智能风控, 在反洗钱、 欺诈等风险领域

加大侦查与防范力度, 防止违法犯罪团伙侵害普通群体利益。 第四, 加强银行对农村家庭的服务, 在

农村设置便利服务机, 与农村小超市、 供销社、 村支部、 诊所等合作, 为农村家庭小额取现、 转账、
查询以及生活缴费等提供金融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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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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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 ( 第六号)》, http:∥www. stats. gov. cn / sj / tjgb / rkpcgb / qgrkpcgb / 202302 / t20230206 _
1902006. html, 2021 年 5 月 11 日。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
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人民日报》 2022 年 10 月 26 日, 第 1 版。
彭江: 《提升金融服务乡村振兴水平》, 《经济日报》 2022 年 11 月 1 日, 第 7 版。
王震江: 《中国农村土地银行研究》, 北京: 中国金融出版社, 2018 年, 第 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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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培育健康有序的资本市场

资本市场在资源配置和财富分配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健康有序的资本市场, 能够促使全民共享经

济增长红利, 增加居民 (主要指中等收入群体) 财产性收入。
员工持股计划。 虽然我国城镇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已达到总收入的

 

10%, 是农村居民该收入比重

的数倍。 但是相比于西方发达国家, 这一比例仍然较低。 美国在
 

2018 年时, 中等收入人群财产性收

入占比高达
 

43. 1%。 同时, 随着收入水平的不断增长, 总收入中财产性收入的占比也在不断提升。
当前, 全球前百分之一的人群拥有着超过

 

40%的资产, 这些超额的资产大多数由其所拥有的资本创

造, 属于 “按资分配”。 资本可以参与到分配当中, 人力资本也应当参与到分配中, 推行 “按生产要

素分配” 的原则, 而员工持股计划则是实现按生产要素分配企业利润的有效途径。 员工持股计划既

提升效率又兼顾公平。① 员工拥有企业的股份, 个人的收益就和企业的效益挂钩, 能够有效调动员工

的积极性, 提升企业活力。 同时, 员工通过股票可以获得公司的分红, 共享公司发展带来的利润, 也

可以通过股票变现获得财产性收益, 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贫富差距的加剧。 万得 ( Wind) 的数据

显示, 2022 年, 我国 A 股 252 家公司发布了员工持股计划。 为提高员工持股计划实施的合理性, 应

根据不同的企业性质制定差异化、 针对性的激励方案, 明确参与人群及参与比例, 制定清晰明确的退

出机制。
现金分红制度。 资本市场为上市公司提供了面向公众的融资渠道, 上市公司则应当为投资者提供

合理的回报, 与全体投资者共同分享企业发展带来的红利。 作为企业经营利润的分配途径之一, 现金

分红体现了发展成果人民共享的思想。 随着近年来证监会股利政策的不断完善, 我国上市企业现金分

红规模逐年增长。 2021 年上市公司年报显示, 该年度现金分红规模达到
 

1. 55
 

万亿元, 80%以上的盈

利公司进行了现金形式的股利分配。② 然而, 目前我国仍然存在现金分红比例低、 分红金额不稳定以

及分红时间不确定等问题, 应通过增加企业股票高送转成本、 引导投资者长期持股、 健全退市制度等

方式提升现金分红规模。
独立董事制度。 在资本市场运行过程中, 财富的再分配也存在于所有投资者之间。 而上市公司的

大股东, 作为财富分配中的掠夺者, 使得中小股东蒙受损失。 例如, 大股东利用自身的内部信息优

势, 择时进行股票增持或减持 (股价被低估时增持, 被高估时减持), 并在此过程中谋利。 这显然侵

害了大量中小股东的利益, 有违共同富裕的思想。 我国证监会于 2001 年出台了独立董事相关制度,
指出独立董事 “尤其要关注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不受损害”。 独立董事是指独立于公司股东且不在公

司内部任职, 与公司或公司经营管理者没有重要的业务联系或专业联系, 并对公司事务做出独立判断

的董事。 实证研究表明, 独立董事的存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大股东的 “掏空” 行为。③ 目前, 纳

入统计的
 

A
 

股上市公司独立董事有
 

15000
 

名左右, 在公司治理过程中发挥了一定的正向作用。 为进

一步提升独立董事对上市公司的监督作用, 强化对中小股东的保护, 应以优化独立董事的提名和选聘

方式等为重点创建相关制度, 确保其独立性和专业性。④

为进一步强化资本市场助力 “分好蛋糕”, 优化金融资源配置, 可采取以下措施。 第一, 在全面

推进注册制改革的背景下, 推进资本市场基础制度配套改革, 包括交易所公司制改革、 采取更灵活的

交易制度、 完善强制退市标准、 优化退市流程环节等。⑤ 第二, 加快资产证券化发展, 重点支持中小

微企业债券融资。 第三, 完善集体诉讼制度, 减少中小投资者参与集体诉讼的成本与限制。 第四, 在

资本市场设立举报人制度, 鼓励内部人对财务造假、 发行欺诈和内幕交易等有损广大投资者利益的行

97

①
②

③
④
⑤

宋志平: 《共同富裕下的共享企业建设》, 《中国企业报》 2021 年 11 月 30 日, 第 2 版。
《A 股公司 2021 年盈利 5. 3 万亿增近两成 合计完成现金分红 1. 55 万亿再创新高》, http:∥finance. sina. com. cn /
roll / 2022-05-05 / doc-imcwiwst5626735. shtml, 2022 年 5 月 5 日。
叶康涛等: 《独立董事能否抑制大股东的 “掏空”?》, 《经济研究》 2007 年第 4 期。
马春阳、 周琳: 《独立董事如何 “既独又懂”》, 《经济日报》 2021 年 9 月 22 日, 第 7 版。
田轩: 《发挥科创融资的 “活水” 效应》, 《经济日报》 2023 年 4 月 1 日, 第 5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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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行举报。
(三) 发挥保险业财富分配和基础保障作用

保险业在促进分配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它可以减轻因风险而带来的损失, 缓解不确定性的影响,
防止已经脱贫的群众或者已经步入中等收入群体的群众重新返贫。 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能够缓解我国

区域不平衡和城乡二元差异。 保险金可通过直接投资和委托投资等方式, 实现保值增值, 进一步加强

社会保障能力。
兜底保障, 防止规模性返贫。 我国五险 (养老保险、 医疗保险、 失业保险、 工伤保险、 生育保

险) 参保人数从 2012 年的 7. 88 亿、 13. 4 亿、 1. 52 亿、 1. 9 亿、 1. 5 亿提升到 2021 年的 10. 3 亿,
13. 6 亿、 2. 3 亿、 2. 8 亿、 2. 4 亿。① 其中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已经超过 95%。 同时, 我国的医疗保

障体系针对低收入群体出台了相关倾斜政策, 贫困人口的医疗保险参保率在 99. 9%以上。 相比于普

通居民, 贫困人口的大病保险起付线降低了 50%, 报销比例提升了 5%, 贫困人口的医疗自付比例得

到了显著的降低。 为进一步提升社会保险兜底保障功能, 应加快完善社会保险体系。 保险机构应当通

过与基本医疗保险、 大病保险、 医疗救助等制度衔接, 为困难群众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解决因

贫看不起病、 因病加剧贫困问题; 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 由商业保险机构承办困难群众大病补充

保险。
提高基金抗风险能力, 缩小区域差距。 2012 年以来, 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进入了快速发展阶

段。 2014 年统一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 2016 年进行医疗、 医保、 医药 “三医联动” 改革;
2018 年建立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制度, 该调剂制度要求每个省份上解本省份部分养

老基金, 构成中央调剂基金, 再由中央统一调剂使用, 以平衡各地区的养老基金负担, 从而整体上提

高养老基金的抗风险能力; 2021 年, 我国东部地区共向中西部和老工业基地省份拨付养老金 1768
亿, 有力缓解了社保基金收支的区域结构性矛盾。② 未来应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再分配功能,
建立针对贫困地区、 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专项转移支付制度。

社保资金增值, 增强社会保障能力。 在我国, 社会保障基金主要由三部分组成, 一是最基本的五

险; 二是企业年金、 行业年金及个人养老金; 三是由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直接负责运行的全国社会社

保基金。 根据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社保基金年度报告 (2021 年度)》, 截至 2021 年末, 社保基

金会管理的基金资产总额 30198. 10 亿元, 投资收益额 1131. 80 亿元, 投资收益率 4. 27%。③ 各项社会

保障基金均可投资市场上的各种金融产品, 如股票、 债券、 基金等实现增值, 抵御物价上涨带来的财

富缩水, 进而促进全民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所创造的财富红利, 为共同富裕做出贡献。
为更好地发挥保险业财富分配和基础保障的作用, 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第一, 强化科技赋

能, 利用人工智能、 深度学习等技术, 对客户数据进行深入分析, 构造更加智能化的定价模型, 为弱

势群体提供更多符合需求的基础保险产品。 第二, 促进保险业与医疗信息深度融合, 建设医保大数

据, 将医保服务与远程医疗、 电子病例等结合, 从而降低中低收入群体就医成本, 防止因病返贫。 第

三, 采用气象数据、 全球卫星定位、 遥感技术等科技手段对农业险进行精准高效定损和理赔, 解决农

民后顾之忧。

(责任编辑: 吴　 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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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医保局: 《我国生育保险制度建设与 20 年发展数据一览》, 《中国医疗保险》 2021 年第 10 期。
敖蓉: 《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进入快车道》, 《经济日报》 2022 年 9 月 9 日, 第 9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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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ld
 

and
 

promote
 

the
 

process
 

of
 

human
 

civilization,
 

by
 

“increasing
 

the
 

welfare
 

of
 

the
 

people
 

and
 

building
 

a
 

strong
 

country
 

and
 

a
 

prosperous
 

world”
 

and
 

by
 

taking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The
 

Report
 

to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
 

put
 

forward
 

the
 

tasks
 

of
 

building
 

a
 

strong
 

country
 

in
 

agriculture,
 

manufacturing,
 

aerospace,
 

transportation,
 

network,
 

marine,
 

education,
 

culture,
 

sports,
 

etc. ,
 

which
 

is
 

a
 

systematic
 

plan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
 

modern
 

industrial
 

power.
 

The
 

construction
 

of
 

a
 

modern
 

industrial
 

power
 

requires
 

formulating
 

practical
 

strategies,
 

taking
 

into
 

account
 

overall
 

considerations,
 

categorized
 

policies,
 

and
 

key
 

breakthroughs.
 

We
 

need
 

to
 

consolidate
 

the
 

foundation
 

and
 

make
 

up
 

for
 

the
 

weaknesses,
 

seek
 

progress
 

in
 

stability,
 

pursue
 

mutual
 

help
 

from
 

top
 

to
 

bottom
 

and
 

mutual
 

complement
 

between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We
 

need
 

to
 

put
 

equal
 

emphasis
 

on
 

hard
 

power
 

and
 

soft
 

power,
 

on
 

independence
 

and
 

openness
 

and
 

inclusiveness,
 

and
 

on
 

development
 

and
 

security,
 

to
 

promote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man
 

and
 

nature,
 

to
 

fully
 

release
 

development
 

vitality,
 

to
 

focus
 

on
 

solving
 

problems
 

and
 

risks
 

in
 

development
 

and
 

to
 

improve
 

industrial
 

strength
 

and
 

competitiveness.
 

In
 

the
 

foreseeable
 

future,
 

the
 

construction
 

of
 

an
 

industrial
 

power
 

should
 

focus
 

on
 

the
 

strategic
 

deployment
 

of
 

industrial
 

system,
 

industrial
 

foundation,
 

structure,
 

innovation,
 

competitiveness,
 

sustainability,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a
 

modern
 

industrial
 

power
 

with
 

better
 

institutional
 

mechanisms,
 

policies
 

and
 

domestic
 

and
 

foreign
 

environments.
 

Key
 

words:
 

Industrial
 

power;
 

Modern
 

industry;
 

Industrial
 

development

Promoting
 

Common
 

Prosperity:
 

The
 

Basic
 

Logic
 

and
 

Practical
 

Path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Tian

 

Xuan, Ding
 

Na

Abstract:
  

The
 

realization
 

of
 

common
 

prosperity
 

is
 

a
 

crucial
 

component
 

of
 

China's
 

modernization
 

and
 

the
 

goal
 

of
 

all
 

its
 

citizens.
 

Common
 

prosperity
 

involves
 

two
 

dimensions:
 

“common”
 

and
 

“prosperity”.
 

“Prosperity”
 

serves
 

as
 

the
 

foundation,
 

while
 

“common”
 

indicates
 

the
 

nature
 

of
 

“prosperity”.
 

The
 

financial
 

system
 

can
 

promote
 

common
 

prosperity
 

by
 

“making
 

the
 

cake
 

bigger”
 

and
 

“ dividing
 

the
 

cake
 

better”.
 

Finance
 

can
 

promote
 

high-quality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by
 

supporting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mproving
 

financing
 

for
 

small
 

and
 

micro-enterprises,
 

and
 

leveraging
 

the
 

risk
 

protection
 

capacity
 

of
 

insurance.
 

At
 

the
 

same
 

time,
 

financial
 

development
 

can
 

improve
 

uneven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promote
 

the
 

fair
 

distribution
 

of
 

wealth.
 

Inclusive
 

finance
 

can
 

improve
 

the
 

credit
 

and
 

financial
 

management
 

capabilities
 

of
 

vulnerable
 

groups,
 

effectively
 

support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rural
 

areas,
 

and
 

farmers,
 

and
 

a
 

healthy
 

and
 

orderly
 

capital
 

market
 

can
 

provide
 

strong
 

support
 

for
 

the
 

real
 

economy,
 

enabling
 

everyone
 

to
 

share
 

the
 

benefits
 

of
 

economic
 

growth
 

and
 

ensuring
 

the
 

fair
 

and
 

effective
 

distribution
 

of
 

funds.
 

However,
 

financial
 

institutions
 

face
 

several
 

challenges
 

in
 

achieving
 

common
 

prosperity,
 

such
 

as
 

information
 

asymmetry,
 

lack
 

of
 

transparency,
 

and
 

profit-driven
 

behavior,
 

which
 

make
 

them
 

more
 

inclined
 

to
 

provide
 

financial
 

services
 

to
 

large
 

listed
 

companies
 

and
 

high
 

net
 

worth
 

individuals,
 

while
 

neglecting
 

vulnerable
 

groups
 

and
 

areas
 

in
 

need
 

of
 

support.
 

In
 

the
 

future,
 

the
 

financial
 

system
 

can
 

continue
 

to
 

promote
 

common
 

prosperity
 

by
 

implementing
 

specific
 

measures.
 

These
 

measures
 

include
 

promoting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indirect
 

to
 

direct
 

financing,
 

implementing
 

the
 

stock
 

issuance
 

registration
 

system,
 

establishing
 

a
 

multi-level
 

capital
 

market
 

system,
 

and
 

encouraging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pledge
 

financing
 

platforms.
 

Financial
 

institutions
 

can
 

also
 

use
 

technology
 

to
 

evaluate
 

the
 

creditworthiness
 

of
 

small
 

and
 

micro-enterprises,
 

develop
 

supply
 

chain
 

finance,
 

and
 

improve
 

the
 

small
 

and
 

micro-enterprise
 

bond
 

issuance
 

system.
 

Encouraging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
 

small
 

and
 

medium-sized
 

banks,
 

using
 

high-tech
 

means
 

to
 

prevent
 

risks,
 

and
 

strengthening
 

bank
 

services
 

to
 

rural
 

households
 

can
 

also
 

promote
 

common
 

prosperity.
 

Finally,
 

empowering
 

insurance
 

with
 

big
 

data
 

technology
 

can
 

promote
 

precise
 

and
 

efficient
 

claims
 

settlement,
 

and
 

help
 

build
 

big
 

data
 

in
 

medical
 

insurance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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