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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走向共同富裕的战略研究

李 周

摘要：本 三 。 一 、 三文 部 组 部分从人 附于自然 人 然以及人 共生由 分 成 第 依 自立于自 与自然和谐 个

类 ， 了 、辑递进的层 述人 与自 间关系 律 并总结 域逻 次论 然 的演化规 教育 经济和社会领 所 的人们协出现

。 二 了 ， 一 、享的 第 分 实现 裕的 架 包括 于 国 市场体系 入生态同共 端倪 部 提出 共同富 战略框 基 全 统 的 纳

、 一 ， 、 村价值 济核算体 政策 体系的全域 各个产业 市乡 和 的的国民经 系 全国统 的 制度 发展 城 中国世界

， 权 权、 、 耦 。 三 讨融合发 经济 和生态效 平和 的 发 部分展 共有产 和私有产 效益 益 公 效率 合 展 第 论实现

， 、 、共同 要处理 的 系 理论上维 均衡和打破 系 快变量 关系富裕需 好 关 包括 护 均衡的关 与慢变量的 需求

和欲望的关系， 度上科学 究和意 关系制 研 识形态的 、一般性和特殊性的关系、 本球化 化的关系全 和 土 ，

权 权 、 、 。上产 与 流 关系 展环 善分配 况 关 律和政策 关系政策 界定 产 动的 优化发 境和改 状 的 系 法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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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自 的成立至今 70多年里， 了先后完成 完整的国民经济体建设初步 系、 对除绝消

小 三大 ，成 康 任务 后贫困和建 社会 今 30 。 本的主 务是走 同富裕 研 中 共同年 要任 向共 这是 文 究 国 富裕

。 一的 富裕生活 人都在追求 标战略 背景和依据 直是所有 的目 ，但迄今为止， 们尚 何人 不清楚如 由家庭

、富裕走向 地区富裕社区富裕 、国家富裕，如何由熟人互助 同体 陌生 利 共同共 走向 人 益 体、 类命运人

，共 这个同体 一演 仍 个 要探化进程 是 需 索的课题。对今后 30 ，必向共同富 须把年如何走 裕的研究 这

一问题 类 、 ， 训人 历 的关 然 演化过程 和思考 并在总结经放在 史上人与人 系 人与自 的关系 中去认识 验教

的基础上提出实施 富裕 战 框架共同 的 略 以及对 本需要处 的主要 基 略理好 关系的 策 。

一、人与自然关系的演化规律

、与自 会 立人 然的关系 经历依附 自 、和谐 3 。 ， 长， 计个 依附时代极 要以时代 其中 为漫 百万年 ；

时代自立 则较 ，大 计致为短暂 以万年 ；和谐时代目前 一 ， 来看到 点端倪 但会随 间推只能 着时 移变得越

。 。越清 同富 战 的实 向和谐 迈进晰 共 裕 略 质是 时代

（一）依附

人 自 的 代具依附于 然 时 有 3个特征：一是人的 ，二 、 采 、赖于自然 种植 饲养与需求依 是群体集 集

狩 一 ，三 一 。于 体 种生 身猎 是个人集各 产技能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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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的需 自然求依赖于

类 一祖先和其他物种 样 依附人 的 完全 于自然。20 末纪世 ， 类 大人 考古 重 现化石 有 发 ：1992－1995

年 塞俄比 法低地 今在埃 亚阿 发现距 440 猿（ ） ，年 地 始 石万 的 祖亚种 化 1998年在同一地方发现距今

520万－580 猿 （ ） ，地 亚种 祖先 化石万年的 亚种 2000 洲 亚的 发年在非 肯尼 土根山区 现距今 600万年

（ ）前的 根种 化石原初人 土 （ 稔谷合 ，2016）。在 600 ， 类 采万 人 几 依附 然的 和年里 乎都处在 于自 集

狩 时代猎 （《 大 》百科全 编委会中国 书 总 ，2009）。

2. 、 采 、狩 一群体集 植 养 猎于 体种 饲 与 集

类 一 。 一 。采 子是 然分离的 自然分离是 进的 物学人 唯 主动与自 物种 人与 个渐 过程 用分 生 方法所做

的 究发现考古研 ，栽 现并没有造成野生 消失植稻的出 稻的
①
。 类 长 一期存 同 个 化 中这两 稻谷 在于 文 层 ，

说明 时当 类人 活 栽培稻动集 的 和 生种植 野 稻的采 一集于 体， 栽 解决野生 着人依靠 培稻的种植 稻供给随

来口增多 越 越变得 有限的问题。 、 一山羊 骨 生羚羊的 合在同 个文化绵羊的碎 片和野 碎骨片混 层及两者

占比 的考 现发生变化 古发
②

， 类 狩 一表 人 动集 和 猎于明 活 饲养 体， 对 。 类养 食物 逐 提 人饲 的贡献 渐 高

、 采 、狩 一 类集 和 时代要比种植 饲养 集 猎于 体的 人 进行 一种植单 、饲养的 长 。得多时代

3. 一个人集各种 技能于 身生产

类人 进化 ， 。 大 ，始 最主要 获取食物 在可获得 物量 定性 形下 体伊 的活动是 的食 有很 不确 的情 群 成

择员的 选 是最好 ： 一 ， 、 采 、狩 ，每 都集各 技 于 都从 养 动 而不作个人 种劳动 能 身 事栽植 饲 和 摘 猎等活

明确分工，专攻某种技能。

（二）自立

类 大 ， ，与其 不同 立 生产的食 然提供的食物 以自 造的人 他物种的最 是追求自 以自己 物替代自 己打

， 对 。 ， 了系统 自然 态 统 逐 脱 自然 附 在这 中 步 现 人人工生态 替代 生 系 渐摆 的依 个过程 逐 实 与自然的分

化、 农产业农业和非 的 村城镇和乡分化以及 的 。分化

1. 自然的分化人与

类 。人 实 关 是学会用 的火现自立的 键因素 火 自然界
③

烬，也 一会把很多动植 成灰 用物烧 会把 些可

（ 、 子作 的野 动 物 例 羊 兔食物 生 植 如羚 以及 、 、粟） 。麦 烧至 状 这 被火 物稻 熟食的 态 些 烧熟的食 更易

咀嚼、 口更加可 ， 一这 ， 类 。特性 们的动物都 验到 试图 体是食用它 能体 的 但唯有人 保持这种 验 类人 不

①
野生稻和栽培稻的硅酸体（植物硅酸体比孢粉更易保存，不易随风传播）是不一样的。严文明和马尼士领导的中美联

合考古队应用硅酸体测定技术和碳十四测年技术，在遗址距今 13000年的文化层中发现了大量野生稻，栽培稻最早出现

在距今约11000年的文化层中，但这个文化层中仍有大量野生稻（吴小红、陈铁梅，1999）。

②
考古学家在叙利亚的阿布胡赖拉遗址分层采集了一万多片碎羊骨片，并采用DNA技术测定了每一块碎骨片的年份。结

果表明，在下部地层中，绵羊和山羊碎骨片的占比稳定在6%，其他为野生羚羊的骨片；而在陶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靠上

地层，绵羊和山羊碎骨片的占比猛增到 80%，而野生羚羊的骨片占比降至20%（吴小红、陈铁梅，1999）。

③
自然界的火指雷电、火山爆发等因素引起的物质燃烧，以及低燃点物质在其内部生物、物理或化学过程中积聚热量造

成的自燃。

http://www.baidu.com/link?url=kLNTEzOGjaXh6spSf1mKNj37WkgZNuPMocoDLmpIJpVWhFCK8v9Otc1qwcAA4uORLxNL8nWwo1h2xF6HbLvSmTLn4bAu8OPbX6OEdVBLj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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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在 100多万年前至 50 了 ， 热年前探索出 把余火 火种 的经 且根 摩 生 的万 作为 加以保存 验 而 据 擦 感受

木探索出 火的技钻 取 能
①
。 类 了 ， 了。 类 了握 火 能 就 主 化的熟食人 掌 用 技 以熟食为 人 从易于消 中获得

多营养更 ， 少了减 疾病； 物在食 高温中所 成的形 200 化多种新的 合物， 了 类快 人 体质加 、内脏、大脑、

骼骨 等的进化， 类 力使人 机体 得到和智 显著提升。 类熟食 用使的食 人 的咀嚼 官逐 缩器 渐萎 ， 小牙床变 ，

大， 类 了腔内发 的 动 围逐 人 创造 条件口 音器官 活 范 渐变 这为 语言的形成
②
。 类 力 升人 的智 提 、器官进

来 。化 言形 用火和语 成都是学会 技能带 的

类 ，人 进牧草更 除土地上的植被用火促 新 用火去 然后耕 ， 了 来开辟 源作 新的食物 ； 弓用 矫正火烤

、木矛 ， 了 杀 ； 凶 ， 了 类 长 ； ，的 身 提 的精准 火驱赶 人 群 的稳 取箭 器 高 猎 性 用 兽 维护 种 增 定性 用火 暖

少了 ； 篝 ， 了 类 。 类存的能耗 享食物和各 故事 的形 些减 维持生 围着 火分 自的 促进 人 社会 成 人 的这 行为

化变 也都是在 技能以后发生的学会用火
②
。

， 一 划 义 ， 类 本所 会用 有 时 的技 是 开始 上不同 球上其 的以 学 火是 项具 代意 能 人 从 质 于地 他生物 最

，也 类 力 。重 标志 有 重要标志要 是人 开始 能 自立的最

2.农业和非 化农产业的分

类 力 。 也 。增强 键因 自 的其他物人 自立能 的关 素是分工 然界里 种 有分工 例 ， 、如蜜蜂 成员有蜂王

、蜂 雄工 蜂 3 ， 又 哺 、 采 采 。分为 虫的 育 建造 护蜂巢 巢蜂和 的 蜂种 工蜂 育幼 保 蜂 和维 的筑 集食物 蜜 然

， 类 一 。 类 了 一而 人 中 分工的物 御可能遭遇 种风 生活是自然界 唯 不断深化 种 人 为 抵 的各 险聚集在 起 和

劳作， 了成 社形 氏族公 。 头 力氏族公 理能 很弱社 领的管 ， 一 较大聚集在 起 的生 失劳作 产效率损 ，所以，

族公氏 社的 。 力 ， 类 小；动生 很低 随 体能 的 抵 各 风险 体 群劳 产率 着个 提高 人 御 种 所需的群 规模逐步变

小 了 ， 少了 。体规模 管理难度 减 劳动 损失的缩 降低 共同 造成的效率 于是，一方面，群 由氏族分体规模

、家庭化为家族
③
；另一方面， ，群体内 现分 饭等 劳动部出 工 例如做 家务 主的 体 力 ，以女 动 为主性劳

或放牧 劳种地 等外部 作的 体主 力 。 类 了 ，以 为 分工的好 业劳动生产男性劳动 主 人 感受到 处 随着农 率的

提高， 了 业和于是出现 农 手工业、 务 工服 业的分 。 门在手工业部 ， 木成为建造房屋的 匠有的 、 等瓦匠 ，

、 侈 、 ； 门， 、 、有 作农 活用 和 品的 金匠等 务业部 商 的 医 有的成为制 具 生 具 奢 铁匠 在服 有的从 有 从 的

， ， 。的从教 有 从艺 等等

3. 村城镇 化和乡 的分

类 。 ，自立水平的 因素 分工 要 交换劳动 于是出现人 提高 关键 是交换 劳动 的拓展需 建立在 的基础上

了 。市场 市场 出现最初 在 ，达地农业发 区 被 。 。称为 市 的主 能是满 动者互 的 求集 它 要职 足劳 通有无 需

①2019年，笔者在访问肯尼亚的马赛人部落时观看到马赛人的钻木取火表演。两个人用一根直径1厘米左右的木棍压在

3～4厘米宽的木板上交替地快速旋转，木板在2－3分钟内就达到了燃点。

②
资料来源：《世界历史》第1集《人类历史的开端——石器时代的人们》的解说词，https://www.jianshu.com/ p/9c8dc5444b3c。

③
中国农村在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初期，再次出现了换工、帮工行为。由于不能让熟人干得太累、吃得太差、约束太

严，劳动效率并不高，实际费用却不低。随着劳动力市场的发育，这些活动被外部陌生人承接了。由于商业性劳务外包

的劳动效率和作业质量高，实际费用并不高，所以，农民与熟人换工或请熟人帮工普遍转变为进行商业性劳务外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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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业生 高 扩 和各种 展农 产率的提 人口规模的 需求的拓 促使 。手工 和商 断增业者 贩的数量不 多 工业

贸和 易 了形成 ，显著的规模经济 又 大序分工 能极工 程度 ，地 劳动提高 生产率 是于 ，手 者以 商工业 及 贩

了 。集聚 镇 这些到 城 因素 了共同促 业 商 的发进 手工 和 业 展和 。的城邦 兴起

（三）共生

类 一 不满足于 的成就人 是 个 已经取得 、不断 越自地超 己的物种。 力种超 现 能 的这 越不仅表 为自生

， 力 。提高 共生能 的提高 最初 生还表现为 的共 对象 、 、 ，缘 亲 缘关 的 人 此 与其限于有血 缘 地 系 熟 时人

本 。 对 ， 了 ，他 的行为 没 质 异 针 的 利益相关 生的实践 跨物种 方式还 有 差 这种共生 局限性 出现 者追求共

了 、 、 。 对 ，又 了 长缘 亲 缚 针 中 当期利益 出现 统筹当期和 期越 血 缘 地缘的束 共生实践 偏重于 的局限性

、 权 对 。 类 必当代 人利 别是 求 与责 的共生 人 朝这 演 具 客观利益 人和后代 益特 追 利 任 称 实践 个方向 化 有

， 了一 ， 类 。 一已 倪 最终目 人 命运共同 人与 这是然性 并且 经出现 点端 标是形成 体和 自然共同体 个极为

长 ，对 大 心， 采 。的 程 这种演 极 的耐 而不宜 取置 理的漫 演化过 化应保持 之不 态度

1. 力劳动 体分 展 地 工由个 工拓 到 区分

类 ， （ ） ， （ ）历史上 或地区 现 无 次争 源 或地区 内人 国家 之间出 过 数 夺生存资 的战争 国家 部出现

无数次过 由 （ ）。 ， ，对活 去的 革命 而 革命的主 角色转换 人不下 弱者发起的 或造反 然 战争和 要作用是

类 。 类 一演化并 显著 演化 不同 其 物种 显著特没有 的贡献 人 截然 于 他 的 个 征是：由内部 工个体分 展拓 到

，外部 并地区分工 大分工范围借助于地区 的扩 ， 较 势 来， 较地区的比 优 发挥 的比将各 充分 出 将各地区

势 ，避劣 尽量规 掉 来 长 大， 大带 的贸易 和交易半径的增 极由此 总量的增 程度 了地促 间的进 地区之 交通

体系 设建 车 、 头、站 码 等和 仓库 的 ， 大建设 极 程度 了 来地 区 间 经济强化 地 之 的 往 ， 大极 程度 了地改善

祉。关者的福利益相

2.人与人的和谐共享

基于 缘血 、亲缘、地缘的 庭家 、宗族和社区，基于文化、语言、历史的民族、 群和地区族 、国家，

对 一 。 ， 类 术 ，会 人 的和 加 系 响 但 人 会的 劣汰主 技 和制 胜 汰与人 谐共享施 列影 是 社 优胜 要是 度的优 劣

。 、 、 小 势不是 劣 受教育水 平 死亡率和 寿命 缩 的而 人的优胜 汰 世界各国 平 收入水 平均 等差异逐渐 趋 表

， 类决 着明 人 不会朝 “强者置 地弱者于死 ” 。 ， 类 权的方向演化 这是 人 不 自身 机会因为 仅有维护 利和

， 权 ； ，行 还有 他人 利 会的行 有 求 身利 还的 为 维护 和机 为 不仅 追 自 益的行为 有向与 势无关的弱自己 群

体 。 类 大 、利益的行为 这些 争互 共 合的尺度 到地区 国家让渡 人 的 特性会使竞 利与和谐 享相结 由社区扩

直至全球。 在总 竞争 时代现 体上处于 互利 ， 谐 享虽和 共 然只 一能看到 倪点端 ，但会 间 移随着时 推 到得

来越 越多 展的发 。 。裕战略的 着和谐共享 迈进实施共同富 实质是朝 时代

也 ， 落 ， 类和谐 为 行为局限 而人 的和谐共享范 不断其他物种 有 共享的行 但这些 在群 内部 围是 拓展

的； 来 本他物 和谐 享 靠的 传下 的其 种的 共 依 是遗 能， 类的和谐 靠 是 同认 的人 共享依 的 共 同和遵守 制度。

类 力 。者认为人 争互利与和 享相 上实 裕 理由这是笔 有能 在竞 谐共 结合的基础 现共同富 的主要

3. 自然的和人与 谐

地球上的物种灭 要有绝主 两个原因：一 对 ，二是无 气候 急 变化 自然的 恶化到法应 的 剧 是同 冲突 无

。 类 。 ，调 地 人 同 两 这是因为法协 的 步 样面临这 方面的挑战 类 二自然具有 重人 自立于 性：在使人的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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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 大到极明 智得 开发 ，也时的同 对 源和生态自然资 系统造成了 大 。 对巨 冲击 面 日趋严峻 源枯的资 竭和

， 来恶化 赞同 愿 参与 自然和 处行动 越 多生态 局面 并 意 人与 谐相 的人会 越 。 一 ，若有 制倘 套严密的 度 即

便单干独享，也 ，能实 然和谐 但现人与自 这 一 择唯 选不是 ，更不是 择。选 单 能 部最优 干独享只 发挥局

势， 势优 协同 发挥总体优共享可以 ，所以，与 独享单干 相比， 共享协同 的 大，也 。进空 更 有效改 间 更

共享并 空想协同 不是 ，现 经 现实中已 出 了 关实有 践 。探索 一 头， 。然 点苗 但弥虽 至今仅出现 足珍贵 只

， 、 。要沿着这条 演化 人与 然 格局线索 终将会形成 人 人与自 和谐的

（四）协同共享的端倪

以协 方式提供和得到服同共享的 务， 十 。 一 ，近几 新现 现象 出 是因 务的是 年出现的 象 这 的 现 为服

本 大边 几乎为 共 或 务方 服 扩际成 零的公 品 服 式增多和 务覆盖范围 ，而绝 对不 换的市场经是 等价交 济原

则的否定。 ， 了 择， 对出现 者 务增加 新 新的选 而绝不是 现 商品它们的 是为消费 得到服 的机会和 有的 化

。 车 小 车式的 正如 共 和共服务方 否定 公 汽 享 汽 ，虽然数量 多增 甚至 围使用范 实能 现 ，全覆盖 但 不仍然

车。 ， 一 ，代便利性 人汽 同时应 尽管 化服 在 但仍可能完全替 更好的私 看到 它们同商品 务相比存 些不足

一 择会成 分人的主动选为相当 部 。例如慕课（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它就 不足存在以下 ：缺乏

、 染课堂 同 间 师 互相感中 学 生间 和 ； 一， ；时互动 教 模 单 难 材 以结及 的气氛 学 式 以达到因 施教的效果

， 力 ； 习， 习 。构化 授为主 不适 阶思 倡导 适 动性弱的的知识传 合高 维能 的培养 主动学 不 合学 主 学生 但

， 来了 大 。 少它给社会上始终存 自学 极 便 同共 可 减 单 务的资 能源消是 在的 者群体带 利 协 享 以 位服 源和

， 类 ， 。 也 ， ，于 社 可持 然 的活动 事 例如美国和 城市耗 有利 人 会 续发展 显 是值得支持 实 是如此 韩国 管

门 车 门 车 ， 车。 了 ，人乘 汽 的快 道 以 者拼 协同共享已经 端倪理部 为多 坐的私人 设置专 鼓励消费 出现 从

长 ，远看 它现有 ， 大。足会 着 起的 逐渐得 服 它的 围 随 继起 断的不 随 继 创新 到克 适用范 会 着 的创新不 扩

1.教育方面 享的协同共

源的稀缺性 时间教育资 是同 和地点固化 对的面 式 的面教育方 相联系 。 ，教育资 的化解 可源稀缺性

。 ， 了以从发展 时间 束的 教育 手 此 先 现 以语 式传授 广不受 和地点约 隔空 入 为 后出 言方 知识的 播教 和育

以 传录像方式 授知识的 视教育电 。 ， 了 ， 小了其 课化解 授课 固化 授课中 广播授 地点 的约束 电视 缩 隔空

对课 授课授 和面 面 之间 。 ， 了 。 ，些年出现的互联网 则化 间固 约束 中的差异 近 教育 解 授课时 化的 其 社

力 大会影 的响 最 实践 。课的推是慕 出

的 新慕课 创 要主 ：一 藩篱。表 四 破国界现在以下 个方面 是打 慕课 类人 教育公平基于全 的 ，念 将理

优质世界各地的 课程（ 儿 大幼 各个层次覆盖 园到 学 ） 一 ，实现整合在 起 了全世界优质课 源的程资 协同

共享。二是听 间课时 、 。 子地 和 容完 听课者 慕课通 的 化点 内 全由 决定 过课件 电 和 一对一网络化实现 教

育， 择 习联网和注 主选 学 的时使用者只需 册即可自 间、 点和地 内容， 了化解 程参课 与人数、 课听 时间、

课地点听 、课程 。三约束 是持续快速提 程质内容的 升课 量。 台把 相同 科 景的 和研慕课平 具有 学 背 教学

一 ， 大 、丰 。 了究 聚集在 教 合 最 限 课 统简洁 富 速更新 为人员 起开展 学 作 度地实现 程内容的系 连贯和快

， 对 、 、 、达 期教 由最 师 目标 知识 试等课程结构到预 学效果 慕课 优秀的教 课程的 块 作业 测 展开 对针 性

计。设 习 ，课 元的 知识 都 相应 每程每个单 每个 块 有 的 题 道习题的 案答 都被 一 。视做成 段 频 学 在平生 台

习 ， 。 本学 根据学生 课程内容 四 量降上分享 经验 组织者 反馈改进 是尽 低教育成 。 课借 网慕 助于互联 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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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教育供给 几乎为零增加 的边际成 ， ， ， 义课程部分 费的 考试 费 并 教 个人是免 部分收取 认证 以 师 名 给

习学 合格 发课程者颁 证书， 了决解 因 力支 能 不 得付 足无法获 教育的问题。

大哈佛 学和 学院于麻省理工 2012年建立的 edX 一是 个非营 课平利的慕 台， 一这 平台涵盖 30个学

科、近 1500门 ，课程 由 90 大 。共同监管 从该网站 和分 材的 已超多所 学 下载 享课程素 学生 过 23亿人

次， 来学 全球生 自 215个 和地区国家 。 提 微 位认该平台 供 学 证、 证职业认 和X系列认证 3种认证项目。

，其中 尖大学位认证项 硕士 顶 学 究微 目为 研究生提供 开设的研 生课程， 采 习学生 用这 可降低种学 方式

本获得学位的成 ； ，业认 从业 提供 们 需的 使他们 所需的 能职 证项目为 人员 他 所 课程 掌握 专业技 ；X系

类 尖大 ， 对本 。列 证项 业 界著名学 开发的课程 升他 知认 目为各 专 人士提供世 者或顶 学 以提 们 专业的认

大斯坦福 学于 2012 头年 的免费慕牵 建设 课平台Coursera 了设开 20000 门 ，多 课程 拥有 4个已 可获认

， 大的 合作学位认证 学近 150 ， 了所 吸 全引 球 2500 习 。万名 它的主 能是为 资 有学 者 要功 时间和 金 限

习 。的学 利者提供便 例如， ，请攻读工 硕士学位 完 期为学生申 商管理学 成周 24～36 ， 于个月 费用低

2.2万美元（车 、 小山延 张 ，2017）。

2.经济方 共享面的协同

经济是由共享 马科斯·费 和琼尔逊 ·斯潘思于 1978年 来 。提 其要 是出 的 点 ： 三 （方 商 构第 业机 、

社会组织或政府 门）部 通过创建信息交流 ， 、生 物品平台 为陌 人之间分享 知识和经验或为企业、创新

筹集 持项目 资金提供支 （Felson and Spaeth，1978）。陌 分 或信息始生人之间 享观点 于 2000 ， 一年 这

了 。出现 各种网络虚拟年 社区 “共享经济” 始于模式 2010 。后年前 一 ：这 式 特点模 的 是 一 面方 ，去

， ， ； 一中 生产者 用 提 服务 再 转手 另 方介化 直接向 户 供 或产品 不 由商业机构 面， ，化 将生产者再中介

。 、 ，互联 济平 济 前端为生 交易所需的场地 资 它的接入 网的共享经 台 共享经 平台的 产者提供 金等 后端

找 ， 。 少 必产者 户 使 产 专注 供优质 品或服 经 的 要作 要为生 寻 客 生 者 于提 的产 务 共享 济 主 用是减 不 的流

。和交易费通环节 用 其发展 对 大。规模随着人 的熟 高而们 它 悉程度的提 扩

3.社会方 的协同面 共享

经过 40 长， 一 大 。定快速增 中国开始 些值 重 变多年的稳 出现 得关注的 化

一 具有 数 应是 乘 效
①

。的 设施升 中基础 级 其 ， 。 一最突 高 公 网和 网出的是 速 路 高速铁路 建设 假设

长公路原条 1000公里， 向坡度为平均纵 4°，一年 的通行 汽车为 100万辆次。 研人 果科 员实测结 表明，

向坡度为纵 0时， 车汽 行驶 100公里的油耗量为 8.45升； 纵向 加路面 坡度每增 1°，行驶 100 里的公 油

耗 增加量 2.27升（ 荣贵周 、邢惠臣，1993）。 计按上述数据 算，这 公条 路通行 车 油的汽 的年 耗总量为

1.753亿升。如果以 替代这条公高速公路 路， 速公 和架 式 平均纵向高 路以修隧道 桥梁等方 使公路 坡度下

至降 2°，里程缩短至 900 ，公里 行则通 这条高速 路的公 数量同样 车的 油耗汽 年 总 少将减 到量 1.169亿

升，节油 0.584亿升， 率节油 为 33.31%。由 可见此 ， 少级 量的显著公路的升 具有减 油耗 效果。 铁高速

①
公共物品改进具有乘数效应，私有品改进没有乘数效应。例如，缩短从A城到B城的时间可以从改善机场到城区的交

通网络、消除进出城的拥堵入手，也可以从改进飞机性能、提高飞行速度入手。前者使所有坐飞机的人都缩短了时间，

具有乘数效应；后者使坐上改进飞机的人缩短了时间，没有乘数效应。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B%84%E7%BB%87/1020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4%BF%E5%BA%9C/141695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F%A1%E6%81%AF%E6%8A%80%E6%9C%AF/13892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F%A5%E8%AF%86/7424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B%8F%E9%AA%8C/431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C%81%E4%B8%9A/707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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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路 能 、 ，也 类 。以架 和挖 使线 平 的效果桥梁 隧道等方式 路更直 更 具有 似 ， 一可 施这见 公路设 公共物

品的改进，一 面方 能 对共享 约消除拥挤 的制 ，提 共 的程高 享 度； 一 少车方面能 磨损和 耗另 减 辆 降低能 。

二 对 。 对公 物品 替 网平台上 字化文化产是 共 私有品的 代 例如互联 书籍等数 品 质书纸 籍等 化有形文

产品的替代、无线通信 对网络 有线通信 ， 了的替代 消除 有形文 品难 通网络 化产 以共享和 信 对拥挤线路

民 享通国 共 信 ， 了 。务的制 高 共享服 约 提 水平

三 共 性 务需 张是 享 服 求快速扩 。进入 21 来世纪以 ，国民的旅 着收入水平游需求随 和 活水生 平的提

。 一速上 主 之 是观赏高快 升 旅游的 要内容 具有 性异质 的 。文化和生态景 游需观 旅 求 上升的快速 来了带

对 态系 服生 统 务的需 速上升求快 ，而 。化和生 是 型 可以 共文 态服务 典 的 共享的公 物品

4.小结

，是慕课体 和书籍等文 品数 提高 乘 的基础设无论 系的完善 化产 字化程度的 还是具有 数效应 施的升

和共享性服务需求级 的 ，速扩 经济快 张 它们的 实质都 本是 增 产品 务的边 降至几 的使 加 和服 际成 乎为零

。 了 、态 些变 教 产品和基 用的状 这 化既增强 育资源 文化 础设施作 发挥，也 了改 享的善 共 条件、 了节约

。 势 ， 术、 、源和 展 有共享性 制度的创新资 能源 从发 趋 看 具 的技 组织 以及 、基 施 生 务的础设 态系统服

， 对 长 来 。会使 要 生产 济增 的 率越 越改善 全 素 率 经 贡献 高

人当代 对 质 品短物 产 缺的印象深刻，一 。物质产品 最主要的任 于直把增加 生产作为 务 由 所生产的

产品 ，几乎 共 有品 因而都是无法 享的私 ， 了 、 、个人 集团 国家乃至 人立 和评形成 站在 当代 场上思考 价

习 ，种问 的 以致 实际行各 题 惯 基于 为 象抽 而成 经 学 论乃 济 追逐个人的古典 济 理 至现代经 学理论都以 利

大 本 ， 也 大 。 ，为基 假设 事 这 是 多数 认 人视角看 利益益最 化 实上 当今世界绝 人秉持的 知 从个 追逐自身

大 ；最 化的行为是 的理性 而 ， 、平和 公平 角 由此 自然资 竭和生 恶从代内公 代际 视 看 造成 源耗 态系统 化

损 他人 后害 利益乃至 代 ， 。行为 是需 正的非理性人利益的 要加以纠 行为

类人 迈 短缺过物质产品 时代后， 主 题将由短最 要的问 缺转变 冗余为 。此种情况下的最 任务主要 是：

术 ， 大 少 对 力； ， 大创新 度地 生 和消 然资源 态系统 制 的 望 最依托技 最 限 减 产 费 自 和生 的压 控 人 欲 限度

地 少甚减 至 冗 。 力，和消费的 仅需要提高 的竞 开展 共消除生产 余 人们不 各自 争能 还需要 共担共享 赢的

。 类 小 大 ，作 人 历史 渐缩 合作共享规模 逐步 享规 否定 否 是发 段合 发生由逐 转向 扩 合作共 模的 之 定 展阶

必 择。 ，跃迁 然选 此 认 和 论的后的 时 现有 知 理 局限性就凸 来了， 需要以国 人的代显出 客观上 家作为个

表，以 国联合 、世 等机 国 平台界贸易组织 构作为各 的协商 ，制定 生产和实施将 、 一生活和生态融为 体，

、 划 。兼顾 人 当 与后 人 及人 然关系 球发展 规 案自己和他 代人 代 以 与自 的全 战略或 方

述分上 析 三括可以概 为如下 点： 一， 大 了 类 ，从共有制 制极 地促进 会发第 转向私有 人 社 展 但它绝

亘 。 ， 类 。 一会 古 有 私有共有 是促进人 社会发展 定之 段的不 不变 从私 制走向 互补共存 的否 否定 第 阶 共

类 ， 二 类 择。 二，是维 人 存繁 被动适 阶段的 追 人 持续 动有 持 生 衍的 应 第 共有是 求 可 发展的主 选 第 保障

、 ，的温饱的 提高人的生 量的 品需 人 发展的各 求人 食物需求 活质 其他物质产 求和实现 的全面 种服务需

是 3 ， 对个显著不同的 层次 应需求 同它们相 的 、小饱 康 富是温 和 裕 3 。 三，个不 代 第 中 经消同时 国已

了 对 、 了小 ， 一 划除 建 康 会 下 共 战略规绝 贫困 成 社 步要围绕 同富裕制定 。遵循 治共享的原共建共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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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 、面推 性的 度全 进具有共享 技 组织 制 的创新，全面提升 物品性质的基础设具有公共 施， 面增全 强

祉 ， 。普惠 生福 征 生态 服务 并 求共同 过 中 展并 理具有最 的民 特 的 系统 在追 富裕的 程 开 完成经济 论创新

二、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框架

（一）全域发展

发展全域 ，包括 发展和所有 的发所有人的 空间 展， 发展强调的是 的普遍性。全 概念的提域发展 出，

一、 、 ，除市场不统 核算不 政策 造成 展差 使 有人 有空间 平等的旨在消 完善 不公平等 的发 距 所 和所 拥有

， 势 来。会 而 所有 空 展优 都充 全域发展机 进 把 人和所有 间内生的发 分发挥出 发展概 提出念的 具有三方

用面作 。一是 屏消除人设 障。 城乡边界模糊 、 和脑工农边界 力与体力劳动者边界， 出国 性突 家的整体 ；

一 ， （ 、 村、 、强 体国 是 利益 体的意 化国民 归 于 个利 市化全 民 个 共同 识 弱 把自己 属 各 益集团 城 乡 工业

、 力 、 力 ） 。二 。体 劳动者 的意识 是推 践创 与农业 脑 劳动者 进实 新 全域发展 中 发 的最国过去的 展实践

大 ， （ ）、 （ 长 ）、 （ 长不同 的发展 例如四个经 区 线 如 江 带 面 发 例如就是从点 济特 的发展 例 经济 的 展

三 ） （ ）， 较 势 来。 ，市群 走 体发展 土 所 空间 充 中 产业体角城 向整 全部国 把 有 的比 优 都 分发挥出 其 系

较 势 著的空间以比 优 显 第一、第二 ， 较 势 三 ，产业 系比 空 产业为主为主 商贸体 优 显著的 间以第 生态体

较 势 ，比 优 显著的空间以 服务系 生态 为主 并 是所 间都不 有空 行进 。 ，源开 域发展 的确立资 发 全 目标 将

动会推 制 制体 机 、产业政策 方等 面以及 发展社会 、生态保护等 域的领 一系列创新。三 推进是 理论创新。

来革开改 放以 较广得到 泛 二 、 、 、的 元经济 极理论 雁形理论 区 展理 经济应用 理论 发展 域发 论等发展 学

， ，析范 已 不足 释全域 和共同 新 象 观上 理分 式 经 以诠 发展 富裕等 现 客 需要进行 论创新。 域发展过而全

丰 ， 力 。的 富素材 会 推动程中累积 有 地 理论创新

三 。一 禀 。 禀间发 由 成的 是资 造成的差距 各个空 资源 客空 展差距是 部分组 源 赋不同 间的 赋差异是

观存在的， 。 ，具 很 的稳 然而 这有 强 定性 一 。引起的 距 以 过要 以差异 发展差 可 通 素流动加 消除 要保证

禀要素流动 空间资源 赋真正消除 差异所 ，必 一 一 。二造 距 须 国 场体系 是成的发展差 构建 个全 统 的市 国

。 力核算体系不完善造 差距 经济 体系 核 劳动 的物质 和提供民经济 成的 现行国民 核算 只 算 生产 产品 的服

，未 力 。把 动 产的 服 物质产品 体系 国民经 算体 主务 劳 生 生态系统 务价值等非 纳入核算 济核 系不完善的

要 实 生态服务 机制原因是现 中缺乏 价值实现 。 ，必要消除由此造 发展 建生 务价 实成的 差距 须构 态服 值

， 。三 。长 来机制 善国民 核算体 基 是 策待 成现 为完 经济 系奠定 础 政 遇不同造 的差距 期以 ，中 对国 各个

。 对个产业实行 差异 政策 现空间或各 的是 化政策 这些 的实施 实 国家所 了确立的发 挥 极为重要展目标发

， 也 了的作用 成 地 业间但 造 区间和产 的 展发 。 ，必 一差 要 除这 发展差 构建 套 展距 消 部分 距 须 公平发 的

。政 制度策 体系

1. 一建立 国统 的市场全 体系

， 力、 （ ）、 ，空间 的消除 需要 企业 和政 挥 是学界发展差距 劳动 或社区 市场 府共同发 作用 这 已有

的共识。学界的相关分歧主要在于 来 。 ， 了应 导 其 调应 政 发挥 作用的 提出该由谁 主 中 强 由 府 主导 学者

哺反 理论， ，略 说 是政 金 向薄弱环简 地 就 府财政资 支出重点转 节。 由市场发挥 作用强调应 主导 的学者

， 一 ， ，建立 市 消除人为 种影响产品和要素 流动 市场认为 全国统 的 场体系 设置的各 自由 的障碍 让 机制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D%93%E5%88%B6%E6%94%B9%E9%9D%A9/659835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4%BF%E7%AD%96%E8%B0%83%E6%95%B4/971742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4%9F%E6%80%81%E7%8E%AF%E5%A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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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在资 配 中发 定性作 最基 最 最 效 策略 是源 置 挥决 用 是 适宜和 有 的 它的实质 要使本地 对丰 的相 富

要素流 区向其他地 、 对 本 ，相 稀缺的 流入要素 地区 从而 禀 对除资 发消 源 赋 空间 展差距 。 、的影响 开放

、 一 ， 三序的全国统 市场的 要从 手竞争 有 建立 个方面着 。一是创建 ，公平 争 宏观 环境 使竞 的 政策 各地

较 势 ， 。二 对 ，区的比 充 发 使全 置 高 是消除 市场功能的优 得到 分 挥 国资源配 效率得到提 行政分割 伤害

来。把市 分发场的作用充 挥出 以 食粮 生产为 ， ，例 由于地 国粮食生产的常态 分省域辽阔 中 是部 （区、

）市 和部增产 分省（区、 ）市 。 了 一 ， 丰产 存 有 统 的粮 场 就会 区减 并 全国 食市 形成地 间 歉 节的调 流通

； 一倘 统 的粮食格局 若没有全国 市场而 各省由 （ 、区 市）各 ，受区 量波 后自承 域内粮食产 动的全部 果

储粮总量全国 就要高出 1 ，倍以上 仓容等方面的 出就支 要高出 3～4 。三是充 用国 资 和国倍 分利 外 源

。 了 一场 有 全外市 国统 的 ，市场 就 ，于 国 市场更便 同 际 相连接 能 。更 国外市场 源充分地利用 和国外资

来 ， 双 ， ，具体 说 依 素的 提高 的 置均衡程靠要 向流动 逐渐 各个空间 要素配 度 并把 一这 程度作为衡量全

一域 变化发展 的 个指标； 术、 ， 小依靠 度和 织 新的 推动 逐 地区间 生 率 贡技 制 组 创 全域 步缩 全要素 产 的

献率差异， 把并 一这 一 。衡量全域 的另 个指标差异作为 发展变化

2.完善 经济核算体国民 系

随 护 建设的推着生态保 和生态 进， 来的生态系统服务价 越 越新增加 值会 多。 必济核 系国民经 算体

须 ，时 进 把与 俱 门保护和 建设作 国 经 部生态 生态 为新的 民 济 ，纳入 济 中国民经 核算体系之 ，而不是另

一 态价值核算搞 套生 体系。从 ，完 核算 度 态产品和 的价值核算 就善国民经济 体系的角 开展生 生态服务

不是 地简单 择 ，对 一选 自然 系统 能 能产 生态效 个估算几个参数 生态 功 可 生的 益做 ，而应 照 样 方按 同 的

，对 。法 民 系的生态 进行价值核 如论 纳入国 经济运行体 系统服务 算 例 ，对于一 ， 据它条公路 是根 的实

输 是它的理 进行国民经济核算际运 量而不 论运输量 。 也 ，服务 济核 如此生态 的国民经 算 应 应核 的是算

， ， 对 ，际发挥 用 而不 上 作 那些 济 何 接的生 不在生它实 的作 是理论 的 用 没有同经 系统发生任 态功能 并

态服 值核务价 算范围内。 以所 ，开 作展这项工 ，必 廓 可以纳入 和生态服务核算的须先 清 生态产品 内容，

。 必 少并把 实现 构建 这 是完 民经济 体系 不 础 研 工作生态价值 机制 好 些 善国 核算 可 的基 性 究 。

（1） 价 容生态服务 值核算的内 。 一第 ，私有品。 少按生态系统 价值 的要主要指 服务 增加或不减 求

所 的生产 私有品，例如获得有机认证、绿色认证和可持续 认证 产品经营 等的工业 、 。品和 品农产 药 等

二， 。第 公 主要共品 指 、保护 生生态 态建设所 来的 态服 量 服务带 生 务价值增 和利用生态 所 来带 的价值

量增 ，例如，通过 、 耕 、 、 采林保 牧还 湖 放天养等天然 护 退 还林 退 草 退田还 和 用人 方式产生的生态服

，务增量 特 利用 发展 旅游别是 生态景观 生态 所 来 。 三带 相应 第的 收益 ， 。 对贡献 要指志 为品 主 愿者行

力轻 态压减 生 的贡献， 车、 车、 车如 公共汽 共 替代私人汽例 城乡居民以 享单 步行 、 车出行机动 所 少减

放量的碳排
①
。

（2） 一济 致的生态 核算方法构建同经 核算相 服务价值 。 一第 ， 一核算 致性。 确保 生产为 生态系统

总值（gross ecosystem product，简称“GEP”）同国 生产内 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简称“GDP”）

①
这些活动也能够实现共赢。例如，为了鼓励市民成为减碳志愿者，一些企业根据市民的积分提供奖品，例如剩余的电

影票、戏票等，既消除了冗余度，又靠对影院、戏院的消费带动获得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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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国民生产总值（gross national product，简称“GNP”） ，具 可 性有 比 GEP 一应 新当是 年内 创造的价

值，即GEP核算要 一 一核算 次的要能满足 年 求。 二第 ，方法可比性。GEP和GDP 核算 有的 内容可以

较大不同， 必核算方法 比性但 须具有可 ，使GEP 对核算可以 生 护态保 、修 活动 济合 性复和建设 的经 理

出评作 价， 对生态保可 护、 议复和建 优 给 建修 设方案 化 出 。 三第 ， 性价值可加 。 力统生产量化生态系 ，

耦是 态再生产和 再生 条件为实现生 经济 产的 合创造 。 个要达到这 目的，GEP与GDP必须具有可加性，

现要实 GDP和GEP 大 对加总量最 化 没 联性有关 的GDP和GEP各自 大 。最 化 代的替

（3）构 生 系统 变化监 系建 态 服务 测体 。 一第 ， 门建 部 责 感立主管 负 遥 料资 解析、 居城乡 民负责固

样定 地普查
①

三 家负责和第 方专 随机 的抽查 三 一位 伍体的监测队 ； 二第 ， 、 本、作 覆确立易操 低成 全

、盖 重实 方法用的监测 ； 三， 少、 、 小第 构建符合工 观察 性 等 的指 体作量 性强 波动 要求 标 系； ，第四

和实施 足全社 要 的 息制定 能满 会监督 求 信 。披露制度

3. 一构 全国统 的政 系建 策制度体

中国 革开放改 ：的逻 线是辑主 ，农分 分 度壁垒 逐 业管制和户逐步破除工 治和城乡 割的制 步放松就

， ，籍管制 生产 逐步 城乡 产 的微 源配置 体国民 地 共 分享通过 要素流动 优化 和 业 观资 让全 和所有 区 同 改

成革开放 果， 。域发展创 而为走向全 造条件 然 ， 采 一 、 、围绕国家 战略 系列宏观 目标而 用的 瞄准点 线

， 。面 策略 毕竟 此薄彼的问题的发展 存在着厚 ，因此 必 ，也肯定 策略 理性 要 要既要 相关发展 的合 和 性

认 它们的 性识到 局限 ， 一 议 。将构 统 政 制度 作建全国 的 策 体系的工 提上 事日程

一， 。第 建立公 制度环境 各 府的 按照 配平竞争的 级政 主要职责是 公平原则 置 资源公共 ，加快推进

设施和公共服务基础 的全域 ， 力 。均等 全域 能 创 条 政府 的重点 干预微化 为提升 发展 造 件 工作 应由 观资

， ，配 和 整收 向 争的制度 济主体创造 竞争 企业源 置 调 入分配转 制定公平竞 为所有经 平等 的环境 形成 的

术 择 、 力 本 努力益 家的技 选 平挂钩 劳动者的收 他的 和 程 钩的经济效 同企业 和管理水 入同 人 资 投资 度挂

。 采 ， 力局 级政 再 取厚 彼的策 政 就 会把 在格 上 府不 此薄 略 下级 府 不 主要精 放 想方 争取上级设法地 政府

。殊政策上的特

二， 对 。 、 术、 本第 基础 服务 域 各个空间 口 技 资 等要素推进 设施和公共 制度的全 接 促进 单元为人

的相 动互 场互流 相提供市 和服务，从经济、社会、文化、生态、政策（制度） 保障它 调 展上 们的协 发 。

三， 择权。保障 单第 各个空间 元的选 工作、 ， 了生活在特 元里的居民 空间定空间单 最 解 单元应该

，何发如 展 所以， 必 对 择权。级 保障他们 的选 政府有责任为 做各 政府 须 发展方式 他们 出 择 一选 提供 些

力 ， 习能 建 机会 如 观学设的 例 参 ， 一 、 、可以为 提供 些 的 具 集中 特甚至 他们 可复制 且 有 集约 集群 征的

， 。展模式 但 当他们的决成功发 决不能充 策者

全域发展目前还只 一是 求个准备追 的目标，但今后 30 来年 越 越充分会表现得 。现在的主 务是要任

划， 势 ，一 一发展 而为 步 推进 理念升做好全域 规 顺 步 地 发展 级、 制机制体 创新、 策 度 整政 制 调 、工作

进方法改 ，全面推进 、 、 、 、质 政治 精 态物 神 社会 生 大 、 。五 文明和 间 产 发展地区 业间的协同

①
参与普查的城乡居民需要接受一些简单的培训，他们通过手机APP把调查结果传送到国家平台。基于居民调查可以得

到同一天的生态服务变化，而基于专业队伍调查只能得到若干年内的生态服务变化。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4%B9%E9%9D%A9%E5%BC%80%E6%94%BE/88609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5%AC%E5%85%B1%E8%B5%84%E6%BA%9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F%BA%E6%9C%AC%E5%85%AC%E5%85%B1%E6%9C%8D%E5%8A%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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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融合发展

1.相关产业 合融

家最初科学 并 。 （的分工 例如亚里士 公元没有明确 多德 前 384－前 322年）， ，是自 学家既 然科

又 社 科学是 会 家， 、 、 、 、 、 、 、 、 、心 、在哲学 经济 历 文 美 物理 文他 政治 史 伦理 学 学 生物 理 天 等方

很高的成面都有 就。达·芬奇（1452－1519年） 一既是 个著 画家名的 ，又 一 计设 师是 个优秀的 ，他在

、 、 、 、 、 、 、 、 、 、 、 、音 数学 几何 生理学 动物学 植物 文学 质学绘画 乐 建筑 学 解剖学 学 天 气象学 地

、 、 、力 、 木 。 ， 才学 物 学 学 学 程等领 有重要 而 只 极个 做地理 理 光 土 工 域都 成果 然 这 是 别天 能够 出的

成就。对 大 来绝 多数人于 说，必 术 专攻须 业有 。于是， 了科 化出学分 自然科学、 会科 科社 学和人文 学，

了 、 、 、 一 ， 。科学分化 学 生物 天文等 系列 等等 学自然 出 物理 化 学科 者们围绕所在 构建学科 了一个个

术 ， 了 。 十相 独立 识体系 体系 形 领 的 学家 特 的格局 近互 的知 和技 成 特定 域 科 研究解决 定领域问题 几 年

来， 体系科学 虽然 ， 找仍 续分 决特 实在继 化 但在寻 解 定问题的 践中， 者们学 发现了 之间的关各个学科

，联性 并认识到 术 必 。 采 、构建 知识 和技 系 要性 要性 生 业和石 矿跨学科的 体系 体 的 和重 物产 油开 业 物

冶 业炼 的 ， 。其融合 就是 中的案例

采 ， 采 来 、石油开 中 是含蜡率低在 先开 上 的 黏稠 、 井 ，能快 的原 是度低 速流动到 口 油 剩下的 含蜡

、 稠 、 井 。高 粘 度高 到 口的原油率 难以流动 对 ，于后者 采的做 水措 使这 分 油流通常 法是 取灌 施促 部 原

井 ， 了大 。 。口 为此 量水资 宜 措 是投 蜡 菌 这些细 中动到 消耗 源 更适 的 施 放可分解 的基因工程 菌在原油

，边分解蜡 速繁 油的边快 殖 使剩下原 含蜡率降低从而 井自流到 口能
①
。 采 熔常 用高温 炼和药冶炼业通

。剂 后提 式浸泡 取两种方 20世纪 80 了 （ ） 。 ，代出 细 冶炼 解 法 例 氧化亚 菌年 现 菌 或分 如 用 铁硫杆 分

、 、 锌 。解 化铁 化 石中的硫 是硫 硫化铜 硫 等硫化物矿 具体做法 ： ，把矿石放 菌培 细菌到细 养液中 依靠

殖的不断繁 和细菌所 小具有的 矿石中的硫排出体把微 颗粒 外、 金属 的分 能把 留在体内 解功 ，完 萃成 取

。过程 每隔一 一 ， 。 少段时间 次细菌 加 理 能得 高 界中有不收集 尸体 略 处 就 到纯度很 的金属 自然 能分解

属的菌种金 ，有 分解的能 金、 解铀有的能分 、 镉解有的能分 ，等等。 本冶炼成 低细菌 、 料 高原 利用率 、

少， 一 力 。产生的有毒废物 很有 方式是 种 潜 的冶炼 但 然界 这 细菌 慢自 的 些 繁殖 、 力 ，适应 能 差 难环境

它 推 细菌以依靠 们 广 冶炼。于是， 采基 用因工程专家 DNA 术 ，重组技 细菌的遗传 提高改进这些 特性

力 力， 大 酵 ， 、能 和 是 基因转移 和某些 母菌中 使这 殖快它们的繁殖 适应能 或 把分解 到 肠杆菌 些繁 适应

力 。 ，的菌 有分 金 的特 人预言能 强 种具 解 属 性 有 不出 20 ， 力 。年 基因 将 为 炼工工程菌 成 冶 业的主 军

2. 村市乡 融合城

中国最近从 40 展实践看多年的发 ，城 界有 象乡边 变模糊的现 ， 一 了以 发致 些学者 出 “ 了一村又走

一村，村村 ；城镇像 了一 又一 ， 村走 城 城 城城像农 ” 。 本 村的感叹 学者这句话 是城的 意 镇和乡 设都建

人满不令 意，但也 了实反 们在实确 映 他 地 察中考 的观察。 者学 地实 察考 中 大 间 走的 部分时 是在路上行 ，

途中 对的 印象的形成 要影景观 考察 有重 响。 （ ）、 、配置 带 地等主要城市人工 的森林 林 草地 湿 聚集在

①
美国通用电力公司经过DNA重组培养出一种可高速清除海面石油污染的基因工程菌，解决了消除石油污染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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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两边道 ， 村 、 、 也乡 建设的居 商业 等 主 聚在 路 边住区 区 工业区 要集 道 两
①
，原有的“ 了出 城区就是

，农田 农 就 城田消失 是 区” 来 了。的城 明 难以还原乡边界分 的印象越 越 小差异的缩 通 从城乡总体 常是

它们的边界 化变 开始的， 。融 会随着全 推进逐渐提高城乡 合程度 域发展的

（1）经济融合。在中 和国 初期华人民共 成立 ， 品 农产商 性 品在农产品总量中所 小占份额很 ， 大广

村 。停 在简 产乡 留 单商品生 阶段 由于前 30年城市人口在 口总人 中所 长，占份 乎没 济额几 有增 城乡经

来 ， 村 。 来，往 显 乡 总体上 简单商品生产阶段 开放 农产没有发生 著变化 仍停留在 改革 以 商品性 品在农

产 总品 量中所 来 大， ，额越 越 今日 自占份 时至 给 产性农 品在 产品农 总量 占中所 计以忽略不份额已经可

了， 。 来 村 力分属商品经 同发 况已 在 越多的农 城市城乡经济 济不 展阶段的状 经不再存 随着越 劳动 进入

就业、 来 本 村 ，越 越多的 资 进 城乡 的融城市 入乡 创业 经济 合实践 来 了。 势 ，变得 活跃 从 趋 看越 越 发展

，城 的 度 合和 合乡经济 高 融 高质量融 会是今后 30年将 一 大 。发生的 个重 变化

（2）社会融合。改 放前革开 ， 对 立的城乡是相 独 ， 车 长 车汽 工具进行 活以火 或 途 为交通 城乡交往

动的 村乡 少。人口和城 口都 情形市人 很 现在的 则 一 了， 村全不 几 所有 庭都有 在城镇完 样 乎 农 家 成员 工

生作或 活， 村在 市购 乡城 买房屋的 人口 村建造或购 城镇人和在乡 买房屋的 口 来 ， 了都 多 初越 越 步形成

村乡 人口关 展 人注城市发 和城镇 口 村 。 势 ，关注 格局 从发展趋 看 城 会的 和高乡 发展的 乡社 高度融合 质

，也融合 今量 是 后 30年将 一 大 。的 个重发生 变化

（3） 。 ， 、文化融 开 前 市居 是 他律和自 的现代诚信合 改革 放 城 民接受的 建立在法律 律基础上 观，

循的 会的遵 是陌生人社 规则； 村 、 、 ，民 是建立在 地缘基础上的传统 观 遵乡 居 接受的 血缘 亲缘 诚信 循

。人社 规则的是熟 会的 革 放后改 开 ， ， 、 、 ，的商品 意识显 血 亲 地缘 微农民 经济 著增强 缘 缘 的作用式

村 了 ， 了年的形形色色 工已被商业 全面 成 城 接 诚乡 流传 数千 的相互帮 外包 替代 初步形 乡居民都 受现代

。 势 ， ，也信观的 展趋 看 城乡文化的 融合 融合 后格局 从发 高度 和高质量 是今 30年将 一 大发 的 个生 重

。化变

3. 世界中国 融合

大 ， ， 大， 对较 。中 博 口 量很 量 的条件相国地 物 人 数 多 经济总 很 自我循环 好 但是， 大然要扩 开仍

， 、 。 大， 。放 世界 素流 越 行性曲线 置的优化度会越高直面 走向世界 要 动的范围 经济可 和资源配 随着

， 一 一 。要素 流动 统 的 场 系要 为世界 市场体的全世界 全国 市 体 拓展 体的 系

学地理 家胡 庸焕 （1935年）根据 1933年 布口人 分 ， 龙 瑷珲 了一和云南腾 画 条图 以黑 江 冲为两点

直线将中国分 东为 西两部分。 也条线这 是中 然 分界线国自 地理的 。 本它基 上同中国 15 吋英 （381 米毫 ）

等降水量线重合。两边的地理、 候气 状况迥异，东南部 平以 原、水网、丘陵、喀斯特 霞地貌和丹 为主；

、 。北 是 原 沙 高西 部 草 漠和雪域 原 鉴于当时中国的版 在图包括现 的蒙古国， 庸胡焕 在 1987 又年 根据

现在中国 的版图和 1982 了 计年 查数据做人口普 重新 算。 中其 ，东部土地占国土总 的面积 42.9%，东部

人口占 人口总 的 94.4%； 部西 土地占 土总 的国 面积 57.1%，而西 口仅占部人 的总人口 5.6%（ 焕胡 庸，

①
笔者在乡村调查中发现，以买地等方式在集镇范围或路边新建房屋、购买在这些地方所新建的房屋（几乎都是质量较

好的楼房）的农户越来越多。在部分位于集镇的村庄，外来户数已占村庄总户数的5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3%A1%E7%84%95%E5%BA%B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A%BA%E5%8F%A3%E5%88%86%E5%B8%83/7740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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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 、 势 、 ， 。一西北 不 照充足 但 于稀缺的制 干地区海拔 高 地 平坦 日 受水量过 约 旦 旱少雨的西北

丰区成 的 地地 为水草 美 宜居之 ， 一就相当 中国于再造 个 。邓英淘（2001）认为，只 西南要把 地区的 1000

亿 米立方 的 资源 到 里水 调 那
①
，西 区就北地 能 。这种变发生 化

事 诸 践的 是这件 付 实 主要困难 ，若把 ， ；集在高海 个汇水区的 都很水量汇 拔地区 各 水量 有限 任凭

， 了， 又 。 对 了以自 集 拔地区 水 法自流到西北地区 淘针 进行水 流方式汇 到低海 量多 但 无 邓英 这个问题

长 ， 了 、 力调研 出 风电 水电 将 资化整 提 方时间 提 以 替代 电 投 为零的 水 案以及 配输水渠道 套 长 、超 隧洞

大 头桥涵和多 水方案型 并进的输 ，并把 一 案这 方 概括为“ 调高水北 ， 东低水 调， 互风水 济， 并重提升 ，

东 对 ，西 进 调补兼筹”24 ， 了 一个字 解决 再造 个中 关键国的 问题（ ，淘邓英 2010）。

，循 个逻 可 发现着这 辑 以 “一 一带 路” 、 ， 一战略的 是统筹 场 种 源 再 的实质 两个市 两 资 造 个中国

一另 个方案。 的两个要它 点是： 大扩 国内紧缺 进口主动 产品 ， 场用好国际市 ； 对全 合面提高 外 作水平，

。用好国外资源 以大 一线调水为契机再造 国和西 个中 以“一 一带 路” 一 ，略为 再造 中 决不战 契机 个 国

， ， 较 势 较 势，单的替 是要素 流 走 世界 挥 向利用各是简 代 而 从国内 动 向 流动 从发 自身比 优 走 国比 优 从

各 。自发展走 合发向融 展

（三）耦合发展

耦合起 物理源于 学。在 学物理 中，耦合 ，两个或两 体相互作用和彼此 的现是 个以上实 影响 象 并用

们它 来相 用和 此 响的 程度 度互作 彼 影 关联 量。若 小它们的 度关联程 很 ，则 耦于松属 散 合； 们若它 的关

联程度 大很 ，则 耦 。属于紧密 合 在经济学中，耦合 家是国 、 门部 、企业、 之间 和消费者 相互作用 彼此

响的现象影 ，可以 、 、 （际贸易结构和数量 和间 出系 济效 损 资源 结果用国 直接 接投入产 数 经 率 失 配置

与 可能性 距生产 曲线的 离）、 来消 者剩 度费 余等指标 量。 耦 目标是经济 合的 ，借助于 调控的依法 政府、

规则遵守 的企业 三大 耦有充 消 济活动主和拥 分信息的 费者 经 体的 合， 调好竞争与合作协 、替 互补代和 、

、 ， 少 、累 市 政府 关 克服 市场失 府失灵 它 所 发的 费消费和积 场和 等 系 或减 灵 政 以及由 们 引 企业和消 者

， 、 。使国家利 益和私人利 得到决策失灵 益 社会利 益都 保障

耦 子与经 个 互适应和由于参 济 合的各 系统相 形成 性需要时间相依 ， 一 子且 个 系 调整统的 会要求其

子他 系 出连 反统作 锁 应，所以经济耦合要尽 洁量简 。耦 ，也 耦 本合既 系 生 率 要能得到 统 产 付出 合成 。

耦 耦 本适 应在 合的 于边际宜的 合状态 边际成 等 系统 率之生产 处，而 耦 。合程 好决不是 度越高越

易观察到人们容 的是突变。例如，化学纤维对植物 的替纤维 代，钢铁、 泥水 、 料对木塑 替代材的 ，

对 ， 对 ， 对 ， 术对肥 机肥 代 化学 生物防 代 水 溉 自 替 品种化 有 的替 防治 治的替 提 灌 流灌溉的 代 转基因技

。选优 而的替代 然 ，突变在数 年的百万 长历史 河中都只 一是 间短暂的 瞬 ， 有顽强真正具 力生命 的是基

于 耦 ，包容性 合的演化 因为 进很只是 演化的改 微弱、很缓慢，人 不们 。容 察到而易观 已 耦容性 合包 是

对 。中 文 的理 很 中华文化笔者 华 化 解和概括 多学者认同 的阴阳观， 了阐释 所有事 有正物皆 反、动静、

对等两 会 化的道理表里 个 立面且 相互转 ，却 了忽略 它所 耦 义具有的包容性 合的含 。 一阴阳 的互补成 体

耦 。 讲 讲太 其实 包 性 合 的形象 释 现实 有 效 不 公极图 是 容 之道 性诠 中并没 只 率 平、 讲 讲不只 私有 公有、

①
西南地区是中国大江大河的发源地，每年流出境外的水资源达6000亿平方米，是黄河年径流量的10倍多。

https://wiki.mbalib.com/wiki/%E6%94%BF%E5%BA%9C
https://wiki.mbalib.com/wiki/%E4%BC%81%E4%B8%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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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 讲不 生态的只 经济 经济体，也 讲 讲有只 公平不没 效率、 讲 讲只 公有不 私有、 讲 讲生态 经只 不 经济的

济体。 者们与其学 就 、率 公有私有公平效 、生态经 行选济进 边站队 论战的 ， 心来静下 索 它们不如 探 使

耦最优 合 法实现 的方 。

1. 权 权 耦产 和私 产 合共有 有 的

， 较 了世界 国 私有制 但 发达国家 好 决 农上有很多 家实行土地 只有几个 地解 业发展问题。 一这 事实

表明， 业 不是农 发展决 通过 化就可以土地私有 实现的。 权中 地制 在产 的问国农 度确实存 不清 题。然而，

了这种 国农业 持续使中 保持 40 长多 增 农 制度年稳定 的 地 安排， 权 ，存 局限性 它即便 在产 模糊的 的负

也 。响 是很有限面影 的

20 纪世 80 ， 权 权 耦 权年 地制 实 所有 共有 有相 合的产 制度替代初中国农 度改革的 质 是用 与使用 私

一 权 。的集 从代单 体产 制度 40多年来 ， 一 权绩效 同 私有 土地制 比的 看 单 产 的 度相 ， 权耦这种公私产

合 土 制度的 地 的 势优 ： 一， 较 。农 调换 为容是 第 户间的土地 易 中 施农业国设 发展所 现呈 的“大 一棚 排

、一 划一排 个个整齐 ”
①
， 。主要 互 结果是农户相 调地的 而农 地户相互调 能成功开展， 权耦同公私产

。 二， 较 。合的 有很 关联 第 地流 容易土地制度 强的 性 土 转 为 中 东土地流 明 快 亚其国的 转速度 显 于 他经

，济体 这 权耦 的土地制同公私产 合 度也 。 三， 较的关联性 第 土地 营和有很强 农场 集中连片经 治理 为容

。易 笔者 ，韩国调查 户拥有的土地在 时发现 农 地块数为 3～14 ，这说块 明， 卖并 解决 地土地买 不能 土

。中连 营问题集 片经 而 较 一 ， 权耦 。国能 为 做 这 同公 土 强的关联中 容易地 到 点 私产 合的 地制度有很 性

中国 前目 村以整 推进 进行 片治方式 土地集中连 理， 权耦 了公 的土地制 性就更强同这种 私产 合 度的关联 。

权耦 ，也 。公私产 合 适用 用于不仅 于农地 适 草地 中 了国 地 户承 模仿农 地到户草 分 包除 区分 的经验

，外 还与 同哈认 丁提出的“共有地悲剧” 。说有关假 Hardin（1968）认为“ 悲剧共有地 ”可以用私有

来 ， ， ， ，化 解 草地 由 己承担过 牧户就会自觉地限 畜数决 即把共有 分给牧户 牧户自 牧的后果 制牲 量 达

畜平到草 衡。 丁提 的哈 出 “ 有地共 悲剧” 对 权 大假说 共 地的产 有 影有草 改革具 重 响。20世纪 70年代，

国 展中国家许多 际组织在发 所 热 。 ，草地管理项 衷于 有化 私 没实施的 目都 共有草地私 然而 草地 有化并

。有解决 问题 人们重新审视 的假草地退化 哈丁 说后发现， ，只考 定牧 拥 特定 却忽略虑特 户 有 草地 草地

必 较大须达到 能 调 地产 定 稳定规模方 协 草 草量不稳 与畜群规模 间 ， 未关 是草地私有 奏效系的要求 化 能

。 对 未 ，面 草 能 地退化问 哈丁的主要原因 地私有化 解决草 题的事实 一进 步指出，“共有 剧地悲 ”产生

权 ， （并非 有 而 没 管理的原因 产 共 是 有 Hardin，1994）。

采 权 耦 权 。 ：中可以 的做法 地 有 牲畜 合 体的做法现实 奏效 是 用草 共 和 放牧 私有 的产 制度 具 是 社区

讨员共同 论他 有草 载畜成 们共 地的可持续 量， 权据 持续载畜 放牧 分给各个牧户然后根 这个可 量把牲畜 。

权耦 一 权 大公私 地制 单 私 产 度最 同是这种 产 合的草 度与 有 制 的不 ： 权 权以 放牧 替 放 和牲畜 代草地 牧 恢

。复草 管地社区共

权 权替代草地以牲畜放牧 放牧 的 势优 ： 一，是 第 有利于监管，因为了解 数量社区牲畜 变化要比明

晰 草地质量 简单社区 变化更为 ； 二，第 有利于保护弱者，因为 牧户 可能 生 冲突把牧户与 之间 发 的 转换

①
其他经济体的设施农业都没有达到这个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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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 ， 大 了 大牧户 区集体 能 生 冲突 制 扩 畜群规同社 之间可 发 的 从而极 地 约 牧户随意 模的行为； 三，第

权 权牲畜放牧 要比 转更流转 草地放牧 流 灵活， 畜 分性显著 的可分性因为 群的可 强于草地 ； ，第四 有利

持草 统的 性于保 地生态系 完整 ，消 过 围栏除 度
①

的草地 系统破 题导致 生态 碎化问 ； ，五 利于第 有 实现

。可 地实际载 持续载畜量草地 持续利用 草 畜量和可 间的差额 权。 （减的 政就是需要削 牲畜放牧 府 包括

、 ） 权 ， 力非政府组 个人 将拟削减的牲 牧 买 使用 可持 经 的资 进而织 企业和 畜放 下并不再 草地 续 营 源压

力 了。生 就消除 方 解 草态压 以这个 式 决 地 ，恶 投向草地 偿资金是非生态系统 化问题 需要 的生态补 常清

。晰的 管是 内 间合作草地社区共 建立社区 和社区 与 ， 权的基础 是满足草地 定性协商机制 属稳 和牧户放

，也牧地 性这 个 求的 是确保 行为不有弹 两 要 基础 牧户 损害其他 。户 益和 的 好牧 利 社会利益 基础 要维护

，一 。这些基 忽略草地共 理这础 定不能 同管 个环节 权 权耦产 与 的 度同样适共有 私有产 合 土地制 用于湿

、 。森林 政府应该重视地 农民自主开展的 一这 ，制度 并创新 推动 大它 更 范在 围内得到 。应用

讲， 权 耦 权 本 本理论上 最 合 产 排 部从 公私产 优 同 他成 和内 协调成 有关， ，其中 权 本产 排他成 包括

权 本 本。 本 权 本， 、 力产 界定成 和 成 维 产 收 资 性程度 所 能 和维护 护成 指维护 益的成 受 源专用 有者行为

交易费用等因素的 。 本 权影响 成 指 有者内部协调 产 所 做出 本。 权动决 成 产 归 所有行 策的 私人 时，内部

本 ； 权调 为 产 归 成协 成 零 社会全体 员共有时， 本 大。 权 耦 权部协调成 私产 最优 合 由产内 趋于最 公 可以

本 本 小 来 。部协 最排他成 和内 调成 之和 化 表达

提出以下两个假设： 一第 ，一片森林或草地、湿地的利用人数为m， 权 本 权排他 数和 内产 成 函 产

本协调 数如图部 成 函 1所示。从图 1可以看出，利 人 为用 数 1m 时， 权 本产 保护成 1C 较 ， 权低 产 内部

本成协调 2C 较高；利用人数为 3m 时， 权 本产 内部协调成 3C 较低， 权 本产 保护成 4C 较高； 二第 ，这

两个 有 性函数均具 严格凸 ， 权 本产 配置总成 函数（= 权 本产 排他成 函数+ 权 本产 内 调成部协 函数）在导

数为 0 （的点 5C ） ， 权 本 权 本 小上 产 他 和产 协调成 最排 成 内部 之和 。 一 ，在这 点上 权 权保 和产 护 产

协调达到 耦合最佳 的状态，此时，森林或草地、湿地的利用人数为 2m 。

图 1 公私产权最优耦合图解

①
围栏是消除草地产权纠纷的特殊措施，而不是界定草地产权的一般措施。把这种特殊措施当作一般措施来运用，必然

造成过度围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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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 本 本他成 成 的 有产 排 和内部协调 影响因素 认知、 术度和技制 等。其中， 体内部的认知趋同共同 、

， 本，改进 部协 使图制度 会降低内 调成 1 权 本 。的 内部 成 曲线 移动 在 衡 件中 产 协调 向下 新的均 条 下，

权 ， 权 ，产 排 低他程度降 产 主体增多 形 。成成员数 共同体量更多的 而 术 权 本，技 会降进步 低产 排他成

使图 1 权 本护 向下移动中的产 保 成 曲线 。 ， 权 ， 权 少，衡条件下 产 排他程 高 产在新的均 度提 主体减 形

少 。成成员 更 的 同数量 共 体

图 1 义 ： 了 ， 耦 权 。 对的 除 纯粹 化和纯 化 还 很多 的 究竟含 是 私有 粹共有 外 有 种公私 合 产 组合方式

应采 ，用 方式什么组合 要根据 的资特定 源展开 。分析具体

2. 耦经济效益 生态效和 益的 合

虽然 ，统和经济系统都可 自发生态系 以独 挥作用 并给对方 正面 响施加 影 ， ， 耦是 提 们的 合但 高它

是充分 们程度 发挥它 自各 作用 们的 和强化它 给对 。面影响的 和经济系统方施加正 重要措施 这 快变个 量

， ， ， 耦 必 。系统 量 们的 合 须 在经济系统上 早在相比 生态 是个慢变 所以 它 把重点放 100 ，前 马多年 克

， 力 、 ，指出 科学 发 滞后 物理学 展 是造 发 快 农业 因思已经 生物 的 展 于 学 的发 成工业 展 于 的主要原
①
。

了力的发展赶当生物科学 上 学、 学物理 ，农业发展 渐赶 展会逐 上工业的发 。 力生 发 学物科学的 展赶上 、

， 。物理学 科学研究水平提高 快的 数理 基础 学 究领 展的结 是既是生物 得更 结果 更是 化等 科 研 域拓 果 正

， 了 子 ， 了 ， 了这种 生 科 研究 面 周期模拟 同地球外部 的拓展 使 物 学 进入 分 层 进入 全生命 层面 进入 连接

层面，例 育种如太空 。同理， 系 济系统生态 统与经 的耦合， 态学和经济学研究 提高既是生 水平 的结果，

。是数 等基 科 研究 拓展的 其中更 理化 础 学 领域 结果 ， 、 布 ， 了可 式 源 系的 能再生 分 能 体 形成 实现 流的

心 ；大 、 计 ， 了 心 ； 术数据 云 算 的创新 实现 的去 字化 手去中 化 和区块链 物流 中 化 基于数 技 的支付 段智

， 了 心 。 术化 实现 资 中 化 正是科学发展 进步能 金流的去 和技 引发了 心 ，系统 化 经 系 和生经济 去中 济 统

耦统 合的态系 条件才得以 。 ， 大 心 ， 心 ，改 扩 济 统去 围 的程度 使善 所以 经 系 中 化的范 提高去中 化 经济

耦和生态系统系统 合得 来越 ， 一 。越 时代 要好 是进入新 后的 项重 任务

3. 耦公 的 合平和效率

， 耦 ， 孰 孰公平与效率的关系 要的 平效 的方 论 不是 公平效 重协调 最重 是提出公 率 合 法 而 作出 率 轻

判 。 耦 ， ，的 断 平 率 就是 进 达到边际 率的提高足 补公所谓公 效 合 使效率改 和公平改进 平衡 使效 以弥 平

， 一 。 耦 一 ，平的 造 点的效率 效率 合作为 个与时 的概的损失 公 改进不会 成略多 损失 公平 俱进 念 是今后

30 一 。年应 到应 的 经济 念该得 用 个 学概

①
“在资本主义生产蓬勃发展的时期，同农业比较，工业生产率发展很快，……但是工业发展到一定阶段，这种不平衡

必定开始缩小，就是说，农业生产率必定比工业生产率相对地增长得快。这里包括：（1）懒惰的农场主被实业家，农

业资本家所取代，土地耕种者变为纯粹的雇佣工人，农业大规模经营，即以积聚的资本经营；（2）特别是：大工业的

真正科学的基础——力学，在十八世纪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臻于完善；那些更直接地（与工业相比）成为农业的专门基础

的科学——化学、地质学和生理学，只是在十九世纪，特别是在十九世纪的近几十年，才发展起来。”资料来源：马克

思：《剩余价值理论》第2册（1861－1863年），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1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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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提 可持续 念出的 发展概 ， 义括 观和 层包 微 宏观两个 面的含 。 层面的可 是指自微观 持续发展

，己的 不妨 相关 自 展不妨碍 的发展发展 碍其他利益 者的发展 己的发 自己后人 ；宏观层面的 续发可持 展

本是指 国（ ）或地区 发展 妨 他国的 不 碍 （ ）区或地 ，本 。的发 的发展 他 的 展 要展 代 不妨碍 代 发 在宏观

面 发展层 实现可持续 ，就要做好本国（ ）地区或 目标和他国（ ）或地区 耦目标的 合、当代 后人目标和

耦 ， 本标的 合 即代人目 国（ ）或地区 利益的提高不以损 国害他 （ ）或地区 ，为代 代人 益利益 价 当 利 的

。改进 损害后 利益为不以 代人 代价 有只 耦 、 、些 理念 社 人共同遵 准这 合 成为政府 区和企业 个 循的行为

，才 。毋 讳 ，则 有可能 具有 的代 具 持续性的 庸 言 提出跨越血实现 发展普遍性 内公平和 有发展 代际公平

、 、 耦 ， 耦缘 利益 越国 理念 遵 目标 原则并 难的是 宏 层 的 合跨越 相关者 跨 界的 和 循 合的 不难 如何使 观 面

落 ，观 今后可以在微 层面 地 这是 30年需 究的课题要深化研 ，也是 学研 新的经济 究和理论创 新目标和

。新任务

三、实现共同富裕需要处理好的关系

类社会变迁 逐渐加快的人 的速率是 ， 计、 计 计、 十 计。从最初 万年 短到 年 以的以 以千年 缩 以百 年

来中 改革 以 的国 开放 43 ，年 济目标 从里 经 的选项 “ 快 省多 好 ”经由“又 又快 好”和“又 又好 快”转

向“ 质量更高 、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 了成 从 饱完 贫困走向温 、 小从 康温饱走向 的任务。

并要在今后 30 小 ； ，走向富裕 要在做优 产品 基础 强生 产 再生 它们年从 康 物质 再生产的 上做 态 品 产 使

力 一成 映国家 不 的 个维为反 竞争 缺 可 两 度， 质实现物 文明、 明政治文 、精神文明、 明社会文 、生态文

。 ，必明 调发 这些 处的协 展 而要完成 新任务 须 理好 、 、论 制度 政 若干理 策方面的 。关系

（一）理论上的若干关系

1. 和打 衡的关系维护均衡 破均

从理论和逻辑上来说， ，衡发 以使整 济运行 想 态 免产 过均 展可 个经 处于理 状 避 品和产能 剩；国民

门各部经济 的 术来 。 ， 门均 以运用投入 分析 各个 个 同时期的衡发展可 产出 技 实现 然而 地区和各 部 在不

一 ， 势， 。 ，是不 样的 它们有走 衡的 能时 于均 状 从实 发展中发展机会 向均 趋 却不可 刻处 衡 态 践看 的短

来 ，板是从 中 现 的 各 所不均衡 表 出 种要素的 有者要根据不均衡状况 本 力 。和劳动 等要 流向决定资 素的

门各个 要各个地区和 部 正是在 素流动及其 。边际 的共同作用下逐步 均衡 若资效益递减 趋向 发展的 倘 源

计划 ， ，置真 能 方式 均衡状 需市场 定 作 反而 市 无所适配 的 以 达到 态 无 发挥决 性 用 会使各个 场主体变得

。从 所以， 管理人员需 均衡各级 要用 理论来 ， 来 。 ，展状 用 发展过程评估发 况 但不能 它 控制 此外 维护

落均衡有可能保护 后。 ， 来 ， 落免出 面 需 靠颠 性 新 打 衡 在淘 的情形要避 现这种局 要依 覆 创 破均 汰 后 下

， 。 ， ，必新 均 实现 的 所以 要保 会的高质量 须妥形成 的 衡 经济体系 螺旋式上升 持经济社 发展 善处理好

。护均 均 系维 衡和打破 衡的关

2. 与慢变量快变量 的关系

大类经济和社会 的驱 以分发展 动因素可 为两 ：一类 、 较 ，是见 很 效果 时间 短 变量效 快 持续 的快 另

一类 较 、 较长 。 ，慢 果 续时 量 发是快变是见效 效 持 间 的慢变 例如 资源开 量， 术 是慢变量技 研发 ；招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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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 ； ，资是 养是 业 换成建设 土地增值是快变量 基础引 快变量 人 培 慢变量 农 土地转 用地实现 开展 设施

； ， 。实现 增值 慢 量 政 快变量 是慢变建设 土地 是 变 策是 法律 量

毋 讳 ， 小在 除 困和 会庸 言 消 贫 建成 康社 阶段， ，实现目标为尽快 形成了 ，快变量的偏 致追逐 好 以

现实中 视过度重 资源开发、 商招 引资、 地非农化农 等的行为较多。今后 30年要把 力更多 间和的时 精

术 、化技放在强 研发 力 本、 、提升 资 全基 施 完善 体系等 上人 健 础设 法律 慢变量 。 如例 ， 心研发精 使用

权 术意 费的技者愿 为知识产 付 ， 采 术。而 那些没有政 贴就不再推广 府补 无人 用的技

术、 、 ，任何 都 始终走在 织创新的最前沿 任 区乃 家都研发机构 不可能 技 制度 组 何地 至任何国 不可

，能抓 所 颠覆 新的机 以住 有 性创 会 所 ， 心 习 ，任何 要 持 学 的 鉴时候都 保 虚 态度 在借 、 区或其他机构 地

国家 础上经验的基 ，把它们 变量的慢 转换为 的快自己 变量。

， ，必 。可 持经济社 量发展 须妥善处理 变量 的关由此 见 要保 会的高质 好快 和慢变量 系

3.需 欲 的求和 望 关系

和欲望 个截然 概需求 是两 不同的 念。需 是有求 边界的， 择可 选并 以做不同的 ，无论做出 择哪种选 ，

找都有寻 最优 方法解的 ； ， ，边界 把 清楚欲望是没有 的 既难以 它度量 也 。没有 方法 需求是可优化它的

，以研 科学究的 问题 欲望则 ，不 以是 所 ，必须把两者 。 ，明确 开 例如 不良造 病 以区分 营养 成的疾 可 通

扶 、 ， 训 ；过 贫 施 养过剩造 可以通过培 施加 全国救济等措 加以消除 营 成的疾病 等措 以避免 吃遍 乃至世

所 海味界 有山珍 以及 车、 必 ，益善的欲望 须想方 地消汽 住房多多 设法 除 否则， 源和 系统资 生态 受承 的

力 来 大。压 会 欲望的 变得越随着 扩张 越

， ，不 食 需求 尔 其他物质其实 仅 物 具有恩格 系数的性质 产品的 也 ，求 具有恩格 数的需 尔系 性质 这

长 。 长必质产 逐 零增 的主 会总供给的增 须拓 非物 服务是物 品生产会 渐趋于 要原因 社 展到 质产品和 需求

， 、 术 。层面 如 育 文 和生态 需求等 产 消 不同 品 著的特征例 教 化艺 服务 非物质 品 费 于物质产 消费最为显

，享 所以是可以共 ， ， 。随着 层次 的经 会 共享的经 这种变化需求 的提升 独享 济形态将 拓展到 济形态 与

对 ， 、 。相 应 社会 经验 学的 作用 进 更高 发展阶将在 理智和科 共同 下 入 级的 段

（二）制度上的若干关系

1.科 和意识 态 关学研究 形 的 系

一 ， ，社 索 论争在边 重叠 说明它 间具会科学探 和意识形态 界上有 些 们之 有关联性 但两者毕竟是两

。 ， 权 ，判 权 权件 事情 例如 社会经济发展的产 属于 探索 有产 有不同的 何为适宜 结构 社会科学 定共 私 产

孰 孰优 劣则 。 一 。于意识 论争 它 是 些 联的属 形态 们显然 有 关 两件事情

权 。 对 了氏 体是产 私 家庭私有制 公社 代确 效族公社的解 有的起点 氏族 共有制的替 实使劳动 率得到

， 。大提高 但物 缺的现象并没有得 除 多 有制 展中 家 今仍 物质产质产品短 到消 数实行私 的发 国 至 处于 品

，缺状态短 部分 行 有 的国 解 短缺问题实 公 制 家因没有 决物质产品 而 ，型先后转 这 权充分说 制度明产 并

物质 问 定性因素不是解决 产品短缺 题的决 ， 一 。 ， 了 权因素 物质产品短缺 的解更不是唯 问题 决 除 产 制

，度外 分工 深劳动 的 化、 较 势 、 术 、 、 ，比 优 挥 技 制 创新 企 的 善 争体 等的发 度的 业组织 改 竞 制的形成

。 一 ， 讨 权 ，也 讨 权 耦 ，要的因素 即便只 论产 要探 而不都是非常重 退 万步说 制度 公私产 的 合 是做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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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取舍 历史私有的 经验证明，社会科学探索若受 识形 抑制到意 态论争的 ， 可能最有 的结果是丧失发

。展机会

开放改革 40 来， 了 大 。多 同 界 关联 的年 中国 世 的 程度有 很 提高 今后 30年， 一这 关联程度会随着

中国发展模式和 耦 力 。其他 同与 强 提高 中国发展模式协 合能 的增 而显著 学者应 ，化意识形态论争 集弱

力 ，探索 高中 展理 和 展模 适性的 与方法 中 同 界各中精 有助于提 国发 念 发 式普 理论 为促进 国 世 国更健康

的 效的合作竞争和更有 、 对 。各国 中国发 念和 认同促进世界 展理 发展模式的 作出贡献

2.一 性和特 系般 殊性的关

一 类 本 势。 必人 社会发展的基 趋 情 须般性是 做事 顺应 本身事情 ， 一的 这是 调 性的 理要求 强 般 主要

，也 本 。 。由 是 方针政 与 的 准则 国 此形成的 方针政策不识别 策正确 否 基 特殊性指 情民情及由 特有认知

， 辕特殊 可能 北考虑 性 其结果有 同目标南 辙， 。 ， 小、 本强调特殊 理由 例如 人口密度这是 性的主要 资

采 本 术， 大、 本 采 术。厚的 合 用 集型 人 密度 缺的经 适合 用 集 技雄 经济体适 资 密 技 口 资 稀 济体 劳动密 型

如再 ，对于 ， 了 长护 享的灌溉 形成 以族 间 方式 案的修建和维 多个社区共 体系 中国 协商 决定具体方 历史

遗产， 了有 形成 以居 式决定具体方案的 遗产些国家 民投票方 历史 。 居民不同国家 形成 特 认知由此 的 有 ，

对 少 。家治理 的形成 多 的 响会 国 方式 产生或 或 影

， 。 。理 的 青 这是人 多学者更关 实世 践的论是灰色 生命之树常 们包括很 注现 界中成功实 主要原因

，然 观察到的而 能够 其他国家的成功实践是同该 国情国的 民情以 由此 的特 认 相关及 形成 有 知 联的。只

一 义有弄 们成功 般清它 实践的 含 ，并 据自 民 知进行再根 己的国情 情及特有认 创新，才 能获得成功有可 。

，这些 单地忽略 特色差异 简 模仿其他国家 。 ， 本功实践很 期目标 同理 虽然 土 功实的成 难达到预 的成 践

，强的 制性 其 地区 需要根具有更 可复 但 他 仍然 据 地当 。 一实际 行 创 这是 方情况进 再 新 问题的 个 面。问

一 ， ， 来方面是 随 济发展水平 是全 提高 的 会变得越题的另 着社会经 特别 球化水平的 特色之间 包容性 越

。 ， 一 一， 一 ， 必实现 般性和特殊性 将特 换为 知 是 后强 所以 的统 有认知转 般认 今 须努力去 。做 作的工

3. 本化和 关系全球 土化的

， 长球 从 期看 现 看全 化 短 有可能出 波折 但从 期 是 势。 ，不可 趋 全球化的 越高逆的发展 水平 要素和

产品的流动性越强，由 的附加价此增加 值越大， 也 。 大、的能量 会越多 消费 位重 值耗用 量 单 量附加价

小 ， 。 本 ， ，的 更是 此 里的 化和 土 关系 是 收 增 和边 加产品 如 这 全球 化的 指边际 益 加 际能耗增 的关系 不

只考虑经 无视能耗能 济收益而 以及 。对 小 ， 择排放 积很 需碳 量 于国土面 的国家 所 商品选 通过国际贸易

国内贸易还是 来获得， 大在能 碳排 差别 很耗和 放量上的 不会 ；而对 大 来 ，中 这样 辽阔的于 国 幅员 国 说

择所需商品选 过通 际 易国 贸 还是 易国内贸 来获得， 大，和碳排放 别会很 更需 循商在能耗 量上的差 要遵

本 。减量 耗 衡的原则品的边际成 和边际能 增量平 其中，商品 本 本边际成 减量是指 经 和其济体 他经济体

本生产 比性 品 成 减的可 商 的 量，而 。可比性 是指经 质 系 调节 商商品 过商品 量 数 的等效用 品

， ， 来面看 消费 的商品价格 的收 相关 品 定国际从微观层 者可接受 同他 入水平密切 可以由商 价格 决

大小，贸 府不宜干预易量的 政 ； ，从宏观 看 完 决定层面 全由市场 所 成的 耗造 能 及碳排放量的 ，增加 会

对 持续发 负 影可 展施加 面 响。所以， 本化 系协调全球 和 土化的关 ，是宏观 持续发展管 题层面的可 理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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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政策上的若干关系

1. 权 权界定与产 流 关系产 动的

权 权 心，有 把产 界定 保持永久不变当作 度的 国家 关法 中国内 些学者 到个人且 产 制 核 并希望 在相 律

。 ， 权快做 样的规 实 任何 至 能 做到尽 出这 定 其 产 界定 多 够 在开展这一事项 份和状态的特定年 下公平与

适宜。 对这种 应 定时于特 间及 公平状态的 与 ， 随 推移适宜 会 着时间 和 少状 多或 地变得有些不态调整或

公平与 ，不适宜 所以， 权产 界 宜永 不定不 久 变
①
。 权 办 来 ，由此 的问题 用产 流 解 而产生 可以 动的 法 决

宜不 采用若干年 对后 权产 进行 办 来定的 法 消重新界 除。因此，必 处理好须 权 权产 界 产 流定和 动的关系。

略地简 说， 关两者的 系是： 一，第 权 权 。 权 ，产 界定是 基础 没有明晰的产 就不产 流动的 界定 会有

权 ， 权 。的产 更不 有 平的 动充分 流动 会 公 产 流 二，第 权产 是解决流动 由 权和 态 化引时间 状 变 起的产 安

排不适宜问题 。讲 权 ， 权的具体措 的产 界定需 是稳 率的 置 是施 究公平 要的 定性 追求效 产 最优配 需要的

， 权 来灵活性 的偏差可以通过产 协调由此引起 流动
②
。 权产 如果 ，有充 流动没 分的 果如 能流 有不 向更

， 了 。 ， 权 权 ， 权 大效率 方 就实 优 置 以 只 而 产 界定的 打的地 现不 最 配 所 有产 界定 没有产 流动 作用就会

。折扣 三， 权 权 。第 产 和产 障公界定 流动都是保 平的手段 一 权 ，个 平且追求 制度 既要保护公 效率的产

权 心，又 权 心；以稳定的 定激 的恒 持续 产 动激 个人的 要维护产 界 发每个人 要以 的 流 发每 雄 既 根据 定特

权 ，又 权 权份 特定 素 这种形式 要保护以产 优化 实际年 和 状态等因 作出产 界定 上的公平 流动 产 配置这种

； 权 ，又 权既 场主导的 进代内公平 要以法 导的 进代 平上的公平 要以市 产 流动促 律主 产 流动促 际公 ，例

权 ， 。以 收遗 的方式 产 分配 代 在 始点如 征 产税 调整 保障每 人 起 上的公平

2. 化发展环境 配状况的优 和改善分 关系

优化发 境和 况的展环 改善分配状 关系是： 者前 大蛋糕尽可旨在把 能做 ， 一政府第 层面的责任这是 ，

对 家发 定性它 国 展具有决 作用；后者 ， 二在 蛋糕 能分好 政府第 责旨 把 尽可 这是 层面的 任， 对它 家发国

一 。的展具有 定 反作用

， 大 ，不宜直接 层面的资源 活动 观发 面 职责 并能政府 干预微观 配置 但在优化宏 展环境方 负有重 作

大 。献 在优化宏观发展 方面出重 贡 环境 ， 三方面政府负有 责任：一 权，是保 合 产 使 市场主护 法 所有 体

， 权 ， ；二有稳定 依 制 和打 取 为 使所有 都守法经营 护具 的预期 法 止 击各种谋 非法产 的行 市场主体 是维

， ， 扰公 有市 造 争的局面 和打击各种 乱公平平竞争 为所 场主体营 充分竞 依法制止 竞争秩序 ，的行为 使

；三 ，任何 主体 无 以垄 不正当 的方式 益 提 公共 公 和市场 都 法 断或 竞争 谋取利 是 供 物品 包括 共基础设施

本 ， 、 。基 公共 有市场主体 民群 的 具 的 生活条件服务 为所 和人 众提供便利 有共享性 生产和

大 ， 三 大 。 一，善社会收入分配状 面负 并能 方面 出 贡献 善税政府在改 况方 有重 职责 在 个 作 重 第 完

①
迈过温饱和小康两个台阶后，以固化产权的方式保护弱势群体的必要性基本消失了。今后应该依靠健全的法律制度保

障产权流动的公平性，依靠完善的产权保障制度维护产权流动的安全性，尽量不要以固化产权的办法来保护产权。

②
以农地产权安排为例，改革之初是以公（法律上的永久所有权）私（法律上的永久经营权）耦合的产权制度替代单一

共有的产权制度；随着土地经营权流转的推进，出现了公（法律上的永久所有权）私（法律上的永久经营权）私（法律

上的短期经营权）耦合的产权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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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 体系制度 。一方面依法向 收 者征高 入 税， 一 给 当补贴另 方面 低收入者适 ，以 小 收入差距缩 国民的 。

二第 ， 社会完善 保障体系。 本家庭 种 险的基 单以 为抵御各 可能风 位， 必 来 儿济剩余 然主要用 生家庭经

、 。 了存粮 置不 建立育女 攒钱和购 动产 善完 的 ，社会 制度 家保障 庭就 力可以依 的 抵 其可靠社会 量 御 能

各遭遇的 种风险， 了 ， 来 。的经济剩 各种保险外 用 投 活 这 会家庭 余除 购买 主要 资和改善生 是传统社 向

一 本 。 三社会转型 志 第现代 的 个基 标 ， 。一 讲促进慈善事业 个完 体系 求效 的 场发展 整的分配 包括 率 市

分配、讲 讲 。 ，公平的 分配和 的 会 配 基 市 不能受到 结求 政府 求责任 社 分 于效率的 场分配原则 冲击 它的

果需要进 节行调 ， 一但 节收 唯政府不是调 入分配的 主体。 了充分发挥 在调节收入分配方为 慈善事业 面

，必作用的 须改 ， 来 。会组 发育 境 先富 人履行 责任创善社 织的 环 为 起 的 社会 造条件

3. 律 政 关系法 和 策的

：和 可以概述法律 政策的关系 如下 一，第 。 一策是法律的 法律 有 个 的政 基础 的制定通常 政策试探

， 大 。程 法律的 曾经实施过的成功 相关先行过 条文 多同 政策 联 二，第 。是政 法定 被 践证法律 策的 化 实

，之有效 作为公 准 的 策 会明行 且可 民行为 则 政 被 、 、丰 ，家 行精选 提 善按照国 立法程序进 炼 富和完 进

而 。上升 律为法 三，第 必 。 长 。 了 长的 要 具 定的特性 极为严密且政策是法律 补充 法律 有 期稳 为 确保其

，期有效 法律的 必出 谨慎台 须极为 。 ， 。具备 法 件的 需要用 作为补 具 灵尚不 立 条 法律 政策 充 政策 有 活

， 。性 可 的 善 所以以用试错 方式不断完 ，在 中法治社会 ， 也 。政策 是不 缺的可或 ，第四 法律的作用范

大，渐围会逐 扩 政策的 小。 必作用范 缩 这是法律体系逐 善的围会逐渐 渐完 然结果，也 衡量 法治是 社会

度 重要程 的 指标。 ，第五 。 权 义 ，法 政策有 同 律 利和 得 行为规则律和 诸多不 法 是 务都界限 非常清晰的

。 一 ， 一 布 ，只给出行为 而不 则 法 是 和统 性 法 效 同政策通常 方向 给出行为规 律强调的 强制性 律 经颁 生

了， 必 ； 对 ，它相违背的政 失效 政策 合现 法 规定 强调的 导性和策就 新制定的 须符 行 律 政策 是指 针 性 是

、 ，一 了。协 各 利益 会 性 原则性 文件 旦协调 完成 用调 种 关系和社 关系的纲领 和方向性 任务 就失效 法律

来 ， ； 来 ， 冗 ，体 志 遍的适用 解决特定问题 例如 产能 不具现国家意 具有普 性 政策用 消除 余或短缺 有普

。 ， 一 ， 。遍的 用 法律 全公开 策不 定 开 至 公开适 性 是完 的 政 完全公 甚 不

十 ，的经过数 年 法治建设 长 ，多 期行之 策条文已被 成法很 有效的政 凝练 律 中国已经 了形成 初步完

， 了 。的 系 客观上 治国的条件 今后善 法律体 具备 依法 30 ，年 断强 地位 用 不 完要不 化法律的 和作 断 善

，法律 不断完 府依法体系 善政 行政、 。业 法 营的企 守 经 格局 ，律 策治理的 所以法 治理替代政 实质 是让

， ， 子有市场主 据相 范自 根 的信号形 预期 清除各种钻政体根 同的要求规 己的行为 据相同 成稳定的 策空

义 。 ：的机 推进 替代 理 是会主 行为 这种 的 由 一，第 对 ，必观资源 须让市 发 决 性的于微 配置 场机制 挥 定

， 。不 性的干预作用 国家 宜进行随意 二，第 对 ，时期的市场 仍要 场机于常规 波动 充分发挥市 制的调节

， 对 。作 不宜成为 化的主体用 政府 应 市场变 三，第 ，政府可 的信 的 根 些信 出 的得到 息是有限 据这 息 台

弈 ，也 ， 少 。对政 便有正 的结果 欢 几 愁 会 造 于异常出策即 和博 是几家 喜 家 或多或 地 成市场扭曲 现的市

场 ， 必 力 。 也 必 。特殊波动 国 及时 政策 这 须承担的家 须 出台强有 的 进行干预 是国家 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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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rategic Study onAchieving Common Prosperity in China

LI Zhou

Abstract: This article consists of three parts. The first part discusses the evolu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beings and

nature, from human dependence on nature, to human self-reliance on nature, and finally to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human

beings and nature. This part also summarizes the clues of people's cooperation and sharing in the fields of education, economy and

society. The second part proposes a strategic framework for implementing common prosperity, including all-round development

based on a nationally unified market system, a national economic accounting system including ecological values, a nationally

unified policy and institutional system; an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various industries, urban and rural areas, China and the world,

as well as a coupling development of common and private property rights, economic and ecological benefits, as well as equity and

efficiency. The third part discusses the relationships that need to be dealt with to achieve common prosperity, inclu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intaining equilibrium and breaking equilibrium;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st and slow variabl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emands and desi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ideolog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enerality and specificit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lobalization and localizati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efinition of property

rights and the flow of property right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ptimizing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and improving distribution

situation;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w and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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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个人集各种生产技能于一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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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自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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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用火促进牧草更新，用火去除土地上的植被然后耕作，开辟了新的食物来源；用火烤矫正弓箭、木矛的器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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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农业和非农产业的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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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城镇和乡村的分化
	人类提高自立水平的关键因素是交换。劳动分工的拓展需要建立在交换劳动的基础上，于是出现了市场。市场最初
	（三）共生
	人类是一个不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就、不断地超越自己的物种。这种超越不仅表现为自生能力的提高，还表现为共
	1.劳动力由个体分工拓展到地区分工
	人类历史上，国家（或地区）之间出现过无数次争夺生存资源的战争，国家（或地区）内部出现过无数次由活不下
	2.人与人的和谐共享
	基于血缘、亲缘、地缘的家庭、宗族和社区，基于文化、语言、历史的民族、族群和地区、国家，会对人与人的和
	其他物种也有和谐共享的行为，但这些行为局限在群落内部，而人类的和谐共享范围是不断拓展的；其他物种的和
	3.人与自然的和谐
	地球上的物种灭绝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无法应对气候的急剧变化，二是同自然的冲突恶化到无法协调的地步。人
	（四）协同共享的端倪
	以协同共享的方式提供和得到服务，是近几十年出现的新现象。这一现象的出现，是因为服务的边际成本几乎为零
	1.教育方面的协同共享
	教育资源的稀缺性是同时间和地点固化的面对面教育方式相联系的。教育资源稀缺性的化解，可以从发展不受时间
	慕课的创新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打破国界藩篱。慕课基于全人类教育公平的理念，将世界各地的优质课
	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于2012年建立的edX是一个非营利的慕课平台，这一平台涵盖30个学科、近15
	2.经济方面的协同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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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社会方面的协同共享
	经过40多年的稳定快速增长，中国开始出现一些值得关注的重大变化。
	一是具有乘数效应�的基础设施升级。其中，最突出的是高速公路网和高速铁路网建设。假设一条公路原长100
	二是公共物品对私有品的替代。例如互联网平台上书籍等数字化文化产品对纸质书籍等有形文化产品的替代、无线
	三是共享性服务需求快速扩张。进入21世纪以来，国民的旅游需求随着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快速上升。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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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是慕课体系的完善和书籍等文化产品数字化程度的提高，还是具有乘数效应的基础设施的升级和共享性服务需
	当代人对物质产品短缺的印象深刻，一直把增加物质产品生产作为最主要的任务。由于所生产的产品几乎都是无法
	人类迈过物质产品短缺时代后，最主要的问题将由短缺转变为冗余。此种情况下的最主要任务是：依托技术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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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全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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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
	空间发展差距的消除，需要劳动力、企业（或社区）、市场和政府共同发挥作用，这是学界已有的共识。学界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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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构建全国统一的政策制度体系
	中国
	第一，建立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各级政府的主要职责是按照公平原则配置
	第二，推进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制度的全域对接。促进各个空间单元为人口、技术、资本等要素的相互流动互相提
	第三，保障各个空间单元的选择权。工作、生活在特定空间单元里的居民，最了解空间单元应该如何发展，所以，
	全域发展目前还只是一个准备追求的目标，但今后30年会表现得越来越充分。现在的主要任务是做好全域发展规
	1.相关产业融合
	2.城市乡村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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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经济融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商品性农产品在农产品总量中所占份额很小，广大乡村停留在简单
	（2）社会融合。改革开放前，城乡是相对独立的，以火车或长途汽车为交通工具进行城乡交往活动的乡村人口和
	（3）文化融合。改革开放前，城市居民接受的是建立在法律、他律和自律基础上的现代诚信观，遵循的是陌生人
	3.中国世界融合
	中国地大物博，人口数量很多，经济总量很大，自我循环的条件相对较好。但是，仍然要扩大开放，直面世界、走
	地理学家
	这件事付诸实践的主要困难是，若把水量汇集在高海拔地区，各个汇水区的水量都很有限；任凭水以自流方式汇集
	循着这个逻辑可以发现，“一带一路”战略的实质是统筹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再造一个中国的另一个方案。它的
	（三）耦合发展
	耦合起源于物理学。在物理学中，耦合是两个或两个以上实体相互作用和彼此影响的现象，并用它们相互作用和彼
	由于参与经济耦合的各个子系统相互适应和形成相依性需要时间，且一个子系统的调整会要求其他子系统作出连锁
	人们容易观察到的是突变。例如，化学纤维对植物纤维的替代，钢铁、水泥、塑料对木材的替代，化肥对有机肥的
	1.共有产权和私有产权的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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