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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要实现中国式共同富裕，一定要解决包括农民在内的绝大多数人民的贫困问题，使全

体人民过上富裕的小康生活。解决这个问题，首先，需要中国建立一个主权独立统一的现代国

家作为前提条件；其次，要寻找到一条适合国情的实现现代化与共同富裕之路；再次，要有适

当的社会制度改革；最后，要适时注重提升人民精神“富裕”水平。费孝通富民思想形成、发

展于中国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分析其富民思想，可以对上述问题有更深刻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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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

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

充分认识中国式现代化的这一重要特征，对于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以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要意义。为

此，我们以费孝通的富民思想为例分析这一特征，费孝通的

富民思想能够对此进行较好的诠释和印证。费孝通说，他这

一生基本上经历了 20世纪中国社会发生深刻变化的各个时

期。第一个变化是中国从传统性质的乡土社会开始进入一个

引进西方机器生产的工业化时期，一般人所说的现代化就是

指这个时期。这个时期是费孝通从事学术工作最主要的一个

时期，主要是了解中国如何进入工业革命。第二个变化是中

国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发展，这个变化是费孝通一生的最

后时期经历的。事实上，费孝通一生都在经历中国从农业社

会走向现代化社会的过程。费孝通的富民思想与这一现代化

过程一以贯之。

一、中国式现代化追求国家独立与人民富裕

中国现代化最初启动是 19世纪 60年代的洋务运动，在

整个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有很长一段时期农民的生活水平并

没有随之提高，相反，有的时期依然处在贫困境地，甚至还

因饥饿引起他们的反抗。分析其原因，可以从现代化过程中

中国是在“建立”抑或“建设”一个现代国家两个方面进行。

有学者把中国现代化历史大致分为两个阶段：1860-1911

年，即清王朝试图挽救其衰亡的命运而从事的现代化努力，

是第一阶段；1912-1949年，即共和时代为争取按照西方资

本主义模式建立现代国家的独立、统一与经济发展所做的努

力，是第二阶段。从这两个阶段可以看出，中国实现现代化

大部分时间是在“建立”而不是在“建设”一个现代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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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以用来解释中国农民的生活水平没有随现代化的进行

而提高的原因，即这一阶段的中国现代化是为了挽救清王朝

衰亡而做出的努力，那么这些现代化的努力对于人民生活的

改善没有多大帮助。

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一个主权独立、统一的现

代国家的建立，为发展现代化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创造了政治

条件，如毛泽东指出的：只有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才

能“造成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先决条件”。摆脱苏联模式、

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开始建设特色发展乡土工业（乡镇企业），

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我国百姓生活水平逐渐提高。

二、发展乡土工业，寻找共同富裕之路

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张培刚说：“农业国家或经济落后

国家要想做到经济起飞和经济发展，就必须全面（包括城市

和农村）实行‘工业化’”。改革开放以来发展乡镇企业的实

践证明，这条工业化之路对于国家强大、对于农民能够摆脱

贫困过上富裕生活发挥了重要作用。没有乡土工业，单纯“以

农立国”或“乡村建设”根本实现不了国强民富的目标；同

样，仿效苏联模式发展工业，也不会带来人民生活水平的提

高。

为什么发展乡土工业是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现代化之

路？从国情上看，中国是一传统的农业大国，人多地少是农

村普遍的现状。即使到现在，人多地少的现状也没有得到实

质性的改变。这样的现状，意味着单纯依靠农业不能维持农

村这样庞大人口的生活，从而必须求助于工业。自近代以来，

中国传统的手工业由于受到西方工业的扩张而衰落，造成乡

村经济的崩溃，农民生活困苦，连这样的“小康”也不能继

续维持了，这一点费孝通观察的很清楚：“当前经济萧条的

直接原因是家庭手工业的衰落。经济萧条并非由于产品的质

量低劣或数量下降……萧条的原因在于乡村工业和世界市

场之间的关系问题。”后来，费孝通又在云南内地的农村进

行调查，也发现农民不可能依靠土地致富来积累财产，要想

持续积累财富，最可行的方法是发展工商业。可见，发展乡

土工业，将是中国农村经济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一个关键。

发展乡土工业，换句话说就是使工业分散在农村，不能把工

业都集中在城市，这样做，目的是要让农民也能分享工业利

润。

三、社会制度助力中国现代化建设

费孝通认为，解决中国农村建设的困难、增进农民的幸

福，不能仅仅依靠工业下乡、技术下乡，还需要一个适当的

社会制度。费孝通看来，实现这个目的，农民需要用合作社

的方式组织乡土工业。首先，建立合作社的目的是为大部分

人提供工作的机会，只要人们有工作可做，就有工资收入。

其次，用合作的方式发展乡土工业，可以防止工业积累的资

金流入少数人手中。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发展相对

比，合作社可以防止“生产资料所有权的集中”，避免“作

坊工业成为集中土地权的魔手”。这两个原因都是针对采用

合作社发展乡土工业有利于减少农民的贫困，保证“生产者

获得全部利益的权利，取消了剥削成分”。再次，从文化变

迁上看，用合作社发展乡土工业，并不仅限于使“农民增加

一些金钱上的利益。它是指向一种新的公平的社会组织，一

种平衡的文化。”这种平衡的文化，对于社会渐进发展有重

要影响作用，避免社会变迁的大起大落，从而增加人民的痛

苦。同时，用合作社发展乡土工业，不会对中国历来以家庭

为单位的社会结构产生破坏作用。

改革开放后，农村逐步废除人民公社体制，实行家庭联

产承包责任制。农村改革的意义，在于它推动了市场化趋势，

出现了专门从事商品生产经营的专业户，恢复和繁荣了城乡

农贸市场，使乡镇企业异军突起。费孝通顺应国内外形势的

变化，积极主张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用搞活市场的办法

推动乡镇企业发展，他并且认为乡镇企业也可以采用股份制

形式。费孝通认为：“股份合作的好处是一开始就能产权明

确。我们不必说这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可以说它的方

向对头。实践证明它适合现在经济发展的需要，能促进生产

力的提高，能增加农民收入，这是眼前的事实。”可以把股

份制看作是费孝通过去主张的合作社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下的升级版。

四、中国现代化与人的精神“富裕”

在费孝通看来，现代化是指“由不断进步的科学技术无

休止地改造人的物质和精神世界的历史进程”。改造人的物

质世界，是使人们过上富裕的物质生活；改造人的精神世界，

是实现人的精神“富裕”。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个重要的核心是“和而不同”，“和

而不同”就是“多元互补、和谐共存”，它是一种非常高的

境界，也是人们追求的理想。“和而不同”不但塑造了中华

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同时也是费孝通“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的文化基础。在全球化时代，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如果能按

照“和而不同”原则处理文化问题，那么“世界大同”就有

可能实现。“和而不同”，需要一种文化包容的心态，需要

设身处地，“推己及人”，不光想到自己，也要想到别人。

没有这种心态，就不会有“和而不同”。费孝通认为，要创

造一个“美美与共”的大同世界，中国传统文化应该发挥积

极的作用。

中国式现代化一定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互结合、协

调的现代化。换句话说，费孝通认为在实现物质文明的目标

后，中国社会更重要的是实现精神文明的目标，也即“精神

富裕”。基于此，当前我们再看中国的现代化，就不应再简

单把共同富裕理解成仅是使人们在物质生活上的脱贫致富，

而更应看作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改善。这样的认识，目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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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一个和谐的社会。

五、结论

上面结合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费孝通的富民思想，从中

国要解决人民的共同富裕问题方式中讨论，认为首先要继续

推进现代化（工业化）建设，因为，只有现代化才能够使社

会生产力巨大发展。其次，要使现代化造福全体中国人民，

需选择一条适合本国实际的现代化之路。西方发达国家的现

代化之路也不能照搬，须经过一番改造才能借鉴，费孝通的

发展乡村工业（乡镇企业）、积极建设小城镇思想，就是对

此改造的产物。再次，现代化不只是经济的现代化，还有政

治现代化、城市化、社会结构的变化、文化和人的现代化等，

要使经济现代化创造的财富惠及全体人民，需要同步进行社

会制度和政治体制改革，解决好生产“蛋糕”和分“蛋糕”

的问题，防止贫富分化差别过大。最后，在基本建成小康社

会后，要引导人们向更高层次社会追求，不但追求物质生活

富裕的社会，而且追求和谐、文明的社会，这需要人的“精

神”富裕。

今天看费孝通的富民思想，对于正确认识现代化与共同

富裕之间的关系，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当前和今后相当

长时期内，仍然要把实现共同富裕作为中国实现现代化的主

要目标之一。为此，还必须处理好传统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

从费孝通的富民思想中，就能发现他是怎样正确看待传统和

现代化之间关系的。费孝通提出的发展乡土工业思想，就是

中国传统和现代化有机结合的产物，如他所说：“我们认为

任何一个国家所能采取的社会制度必然受该国文化和社会

处境所影响，所以我们认为我们的课题并不是‘英美式呢，还

是苏联式呢？’而是以增加人民生活程度为目的，熟察我们自

己的历史背景及社会情况，设计一个能利用机器生产的中国

式的社会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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