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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分配关系本质上是与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分配制度变革也表现为人与
人利益关系的调整。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百年实践中，始终以马克思主义分配理论为指导，
以人民至上为价值导向，以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以“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互相推动为演变
逻辑，进行渐进式、探索式分配制度改革;不仅充分发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保障和改善了人
民利益，推动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也不断深化了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规律的认识，丰富
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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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关系与生产关系紧密联系，分配制度的变革反映了生产关系的调整。在构成经济运行的生产、
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中，分配是与利益联系最为紧密、最为直接的环节。马克思指出，“一定的分
配关系只是历史地规定的生产关系的表现”［1］998，“分配并不仅仅是生产和交换的消极的产物; 它反过
来也影响生产和交换”［2］，“分配关系赋予生产条件本身及其代表以特殊的社会的质。它们决定着生产
的全部性质和全部运动”［1］995，同时明确分配“指的是对产品中归个人消费的部分的各种索取权”［1］995。
这表明，分配问题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学问题，它不仅关系到分配对象的利益，还涉及分配原则、分配制
度等深刻的具有价值导向的利益调整问题，因而分配问题也是一个深刻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以为
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初心和使命的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一百年来一直致力于消灭不公平的分
配制度，构建起以人民为中心、共同富裕为目标的分配制度，通过有效的分配体制和分配机制不断改善
民生、增进人民福祉。

一、中国共产党分配制度变革的人民立场
制度本质上是“人民的自我规定”，是人民在社会生活的外在化表现。马克思指出，“国家制度不仅

自在地，不仅就其本质来说，而且就其存在、就其现实性来说，也在不断地被引回到自己的现实的基础、
现实的人、现实的人民，并被设定为人民自己的作品。”［3］39－40所以，“现实的人”“现实的人民”是制度本
身所关注且为其设定的。分配制度作为人类经济社会中的一种重要制度，它所涉及的原则立场及最终
结果最能体现制度的本质和要求，也最能反映代表哪个阶级的根本利益。因此，无论从阶级立场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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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从制度属性及制度变革的原则、规律来看，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出发点始终是为了人民。从探索消灭
生产资料私有制下的分配制度，到推动生产力发展从而满足人民利益要求的分配制度变革，再到实现共
同富裕为目标的分配制度，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分配制度变革具有深刻的理论逻辑支撑，体现了分配制度
变革的人民立场。

( 一) 废除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分配制度才能消灭剥削
人类历史和现实表明，生产资料私有制下不合理的分配制度是人民遭受剥削、压迫的直接原因和重

要表现。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奴隶制是古希腊罗马时代世界所固有的第一
个剥削形式;继之而来的是中世纪的农奴制和近代的雇佣劳动制。这就是文明时代的三大时期所特有
的三大奴役形式。”［4］上述三个时期表现出来的“奴役形式”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私有制下的分配制度，在
这种不合理的分配方式下实现了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马克思根据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研
究提出了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理论及资本积累理论，这些理论的核心内容是生产资料私有制是无产阶
级遭受剥削压迫的根源，在此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分配制度是资产阶级剥削无产阶级的根本方式和重要
表现。因此，废除不合理的分配制度是消灭剥削的重要内容。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自成立
之日起就以消灭剥削、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根本使命。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为消灭
剥削，提出废除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分配制度的根本主张。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的历史时期，
中国正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三重剥削压迫使人
民群众生活在水深火热的悲惨境地，其根源来自于不合理的分配制度下的经济剥削，这也是中国共产党
始终致力于进行分配制度变革、消灭剥削制度的逻辑起点。针对外国帝国主义操纵中国的经济命脉、掠
夺和榨取中国人民经济利益的剥削行为，中国共产党提出推翻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实现民族解放的政
治主张。针对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所占有的生产资料，极为巨大，以致垄断了全国的经济命
脉”［5］的现实情况，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国在不同历史时期革命的任务和特点，提出开展土地革命和没收
官僚资本等主张，通过分配制度变革，进行生产资料的重新分配，从而消灭剥削，充分保障人民享有公平
公正的分配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权利。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初心在人民，革命的目的也在人
民，这就要求必须推翻剥削、压迫人民的不合理的分配制度，而这也是中国共产党进行分配制度变革的
初心和使命。

( 二) 构建能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分配制度才能满足人民的利益要求
分配问题不仅关系到分配主体之间的利益分割，还牵涉经济发展的相关问题。“经济发展与收入

分配的关系是一个世界性难题，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直受到许多发展经济学家的关注。”［6］对于经
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是否会促使分配制度变革，以及分配制度变革对经济发展产生何种影响，发展经济学
家对此进行了针对性研究。财富的分配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深刻的伦理问题，因为分配制度
变革不仅要实现公平分配，保障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还要满足经济发展的要求，将“蛋糕”做大，增
加经济发展的体量。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先进生产力的代表，百年来进行分配制度变革的根本目的是推
动生产力发展、保障和改善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人民利益的满足与生产力水平息息相关，提高人民的
物质生活水平首先要求不断增加物质财富。分配作为连接生产和消费的中间环节，不仅反映了生产关
系的性质，而且反作用于生产。具体来看，适应生产形式的分配制度能有效促进生产发展、推动社会进
步，反之则阻碍经济社会发展。历史和现实表明，只有促进生产发展的分配制度才能更好满足人民的利
益要求。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一个制度或者政策所表现出来的作用大小或者好坏，“归
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
放生产力的。”［7］邓小平同志也认为，党在执政过程中“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
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8］28这是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始终需要关注的根本问题，因为“社会主义的本
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8］373。分配制度是体制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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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的核心和根本内容，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分配制度变革，注重通过分配制度的调整推动生产力发展、
增加社会财富，不断满足人民的利益要求。

( 三) 分配制度变革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分配制度是社会生产关系的重要内容，与生产过程历史地规定的特殊社会形式相适应，具有强烈的

意识形态属性。分配制度的变革是对生产关系的调整，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恩格斯认为，“革命
的开始和进行将是为了利益。”［9］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的直接目的就是消灭封建社会和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人民饱受剥削的分配制度。从根本看，中国共产党分配制度变革的最终目的是通
过建立真正维护和保障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分配制度，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人
类的美好愿望，也是社会主义的基本规定和价值追求。实现共同富裕目标需要通过在不断发展生产力
的基础上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从而使社会发展成果“归全体劳动者享受”［10］。由此可见，实现共同
富裕必然需要公平合理的分配制度做支撑。中国共产党进行分配制度变革的历史是改变人民在分配中
被动地位的历史，从废除剥削的分配制度，消灭剥削的制度形式，再到不断完善分配方式，正确处理公平
与效率的关系，推动生产的发展，可以总结中国共产党的分配制度变革的基本规律，即以实现共同富裕
为最终目的。中国共产党的分配制度改革以共同富裕为目标，从而为分配制度改革提供了前进的根本
方向。列宁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可能广泛推行和真正支配根据科学原则进行的产品的社会生产和
分配，以便使所有劳动者过最美好的、最幸福的生活。”［11］546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之后所进行的分配
制度变革，都是在其所追求建立的社会主义框架内进行且为之努力的。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到现
在的百年来，始终坚持分配制度变革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二、中国共产党分配制度改革的历史进程
恩格斯在分析社会制度变革的原因时指出，“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

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
更中去寻找。”［3］547社会制度变革是从生产关系由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到变为生产力桎梏开始的。理论联
系实际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品格，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不仅在理论上深入探索有利于人民的分配制度与
机制，而且在实践中不断落实保障人民利益的分配制度。

( 一)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致力于消灭剥削的分配制度
保障和改善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是中国共产党革命和改革的重要目的。一

般来说，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的分配问题是关系人民利益最直接和最重要的问题，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
日起就致力于改变中国不合理的分配关系，实现公平分配，保障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1921 年，党的一
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明确提出“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
料”，重建公平的分配关系，消灭阶级差别、消灭剥削，实现社会产品的公平分配。［12］1党的二大提出的最
低纲领中的奋斗目标也指出，要保障工人、农民的利益，如废除重税，重新“规定全国———城市及乡
村———土地税则”“废除厘金”“规定累进率所得税”“规定限制田租率的法律”等，通过从分配角度废除
苛捐杂税，保障和改善人民的利益。［12］133－134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将重心转到农村，将“打土豪、分
田地”确立为土地革命的主要内容。具体工作上，主要是“没收一切所谓公有的田地及祠堂、学校、寺
庙、外国教堂及农业公司的土地，交诸耕种的农民”［13］，实现土地的重新分配。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
党调整土地政策，“停止没收地主土地”，实行“废除苛捐杂税”“减租减息”的分配政策。解放战争时
期，中国共产党先后颁布《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 即《五四指示》) 和《中国土地法大纲》，通过重新分配
农村土地这一重要生产资料，逐步实现“消灭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的封建的和半封建的剥削制度”［14］，
从而使农民从地主阶级的剥削中解放出来。毛泽东同志指出，最彻底、最能满足广大农民要求的、消灭
剥削的分配方式就是“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15］中国共产党从改变生产资料所有制入手，通过打破旧
的分配制度，从而在根源处彻底消灭剥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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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致力于建立保障人民当家做主的分配制度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根据革命的任务和形势积极推进“没收官僚资本”，并在农村进行土地

改革。针对当时社会中存在多种经济成分的现实情况，中国共产党提出在分配方面实行“公私兼顾、劳
资两利”及“劳动致富”等多种方式并存的收入分配政策。1956年，经过社会主义三大改造，我国确立了
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而公有制的所有制结构决定了我国必然实行按劳
分配即凭借劳动贡献参与分配的社会主义分配制度，“混杂型”的分配制度逐步退出历史舞台。随着农
村初级社、高级社的建立，以及国务院发布《关于工资改革的决定》《关于工资实施方案程序的通知》等
关于工资改革的文件，我国基本确立了全面公有制下的按劳分配方式。列宁指出，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
会主义，在生产方式上需要“过渡到生产资料公有和按每个人的劳动量分配产品”［11］64，这也表明按劳
分配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分配方式。1958年，党的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定》
指出，由于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社会主义社会的分配原则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共产主义社会的分
配原则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16］刘少奇同志指出，由于我国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根据现实情况，
“必须按照按劳付酬的原则，公平合理地分配其劳动所创造的价值”。［17］由于现实生产力发展进入共产
主义还需要一个过程，因此，1959年，毛泽东同志在中央政治局第二次扩大会议上纠正了人民公社化失
误的 14条原则，并提出“按劳分配，承认差别”的分配思想。［18］1960年，毛泽东同志在修改中共《紧急指
示信》时指出，在相当一段实践内，人民公社的分配方式要实行按劳分配。［19］但是，随着“大跃进”“人民
公社”运动的深入，受极“左”的路线影响，我国的分配政策逐渐背离按劳分配的科学社会主义原则，并
逐步转向了平均主义分配方式，严重挫伤了人民生产和建设的积极性，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严重损
害。但这一时期给接下来的社会主义建设也带来警示和教训，中国共产党在初心和使命的指引下，开始
了更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分配制度改革的新征程。

( 三) 改革开放以来加快改善人民生活的分配制度改革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开启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我

国进行了相应的分配制度调整，并针对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产生的收入分配差距扩大问题，不断完善收入
分配制度，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缩小收入差距。中国共产党进行的分配制度改革依据马克思主义
劳动价值理论确立的按劳分配的根本原则，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价值和财富是劳动和其他生
产要素共同创造的，这里涉及分配中贡献程度的问题，必然需要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问题。1978 年，党
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在公社中要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基本方式，但是同时也要注意“按照劳动
的数量和质量计算报酬，克服平均主义”。［20］17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
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分配制度方面在进一步贯彻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的同时，在企业内部“要
扩大工资差距，拉开档次，……充分体现多劳多得、少劳少得”，充分调动劳动者生产的积极性，增加劳
动者收入。［20］355党的十三大明确提出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即“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
方式为补充”。［20］487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
决定》提出，“个人收入分配要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引入“竞争机制”，充
分“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20］741党的十五大明确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这也决
定了“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方式，并指出要“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
结合起来”，“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21］902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劳动、资
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
度”。［21］1254党的十七大在之前调整分配制度的基础上提出，“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
入。”［21］1732根据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国情，在分配体制改革中尤其需要根据劳动和其
他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在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在分配过程中，由于
市场经济的作用，我国收入差距有所扩大，其中主要原因既有社会历史、自然地理条件的因素，以及各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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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的发展程度和经济结构存在差异，也有分配体制不完善的因素，因此，需要通过分配制度变革，形成
既有利于提高生产力，又能有效保障公平、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制度体系。

( 四) 新时代构建保障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分配制度
党的十八大首次明确提出，“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

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22］28实现“两个同
步”，提高“两个比重”，表明中国共产党注重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配制度的制度优势，通过发挥再
分配调节作用，不断缩小收入差距，实现经济增长与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相统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
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着重强调，要通过深化改革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
配格局，一方面，注重保护劳动所得，“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另一方面，通过规范和完善
收入分配秩序，“逐步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22］537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共享发展理念”，既
体现了发展的目的是为了人民，又对发展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即不断创新发展形式，增强发展动力，从而
满足人民需要。党的十九大指出，“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完善按要素分配的体制机制，促进收入分配更
合理、更有序。”［23］这为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指明了方向。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创造性地将按劳分配为主
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上升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既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又同
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是党和人民的伟大创造”;强调“坚持多劳多得，着
重保护劳动所得，增加劳动者特别是一线劳动者劳动报酬，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健全劳
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健全以税
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强化税收调节，完善直接税制度并逐步提高其
比重。完善相关制度和政策，合理调节城乡、区域、不同群体间分配关系。重视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
展慈善等社会公益事业。鼓励勤劳致富，保护合法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调节过
高收入，清理规范隐性收入，取缔非法收入。”［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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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坚持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基本同步、劳动报酬提高和劳动生产
率提高基本同步，持续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更加积极有为地促进共同富裕”; “坚
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实施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行动计划，以高校和职业院校毕业生、技能型劳动者、农民工等为重点，不断提高中等收入群体比重”;
“加大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和精准性，发挥慈善等第三次分配作用，改善收入和财富分
配格局。”［25］具体来说，分配制度上升到基本经济制度层面，更加明确了分配制度的改革发展方向: 一方
面，要巩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坚持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基本原则，不断增加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
比重;另一方面，要推动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保证多种分配方式更加公平、有效，为人民共享改革
发展成果提供重要制度保障。

三、新发展阶段着力构建推进共同富裕的分配制度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把“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作为 2035 年

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远景目标。［26］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具体来说，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分配制度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重要表现。一方面，按劳分配原则的确立为共同富裕目标的
实现提供了根本遵循;另一方面，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能充分实现效率和公
平的统一，极大地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推动生产力发展。此外，通过再次分配、三次分配能有效增
加低收入者收入，缩小收入差距，对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 一) 坚持按劳分配基本原则，为实现共同富裕目标提供根本遵循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阐明了作为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 即社会主义社会) 的分配方式

是按劳分配，它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27］这就从根本上消除了剥削及其根源。按劳分配也是当前
人类社会最公平、最正义的分配方式，其分配原则的确立为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提供了根本遵循。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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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资料公有制下的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财富属于人民，社会主义的致富是全民共同致富。”［8］364生
产资料公有制下的按劳分配意味着，“个人的劳动”直接作为“总劳动”的组成部分，除扣除“一般管理费
用”“满足公共需要的部分”“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设立的基金”这“三项基金”之外，剩余的劳动产品全
部分配给劳动者，真正实现公平的分配。另外，上述“三项基金”也为社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及人的健
康提供了重要保障。不管从理论论证还是现实情况来看，按劳分配的分配方式都具有推动生产力发展、
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优势。一方面，按劳分配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前提，这就消除了因生产资料和
生产条件占有而产生的对他人劳动成果占有的可能性，即按劳分配是“以一种形式给予社会的劳动量，
又以另一种形式领回来”，“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以后，从社会领回的，正好是他给予社会
的。”［3］434在这种分配关系中，所有人都以自己提供的劳动为尺度平等地参与分配，没有任何剥削和压迫
的物质基础与生产关系。因此，按劳分配有利于社会各成员通过自身劳动平等地获得个人消费品，从而
对全体社会成员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另一方面，按劳分配实现了劳动者的地位平等、分配中的
报酬平等，并在这个前提下，通过将劳动者的报酬与劳动量相结合，能够极大调动劳动者生产的积极性，
从而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进步。从这个角度看，按劳分配既有公平分配的性质，又有发展生产力的
动力，从而为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提供了根本遵循。

( 二) 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保障效率和公平的统一
效率与公平是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西方学者普遍认为二者是对立的，不能兼顾，“或者是以效

率为代价的稍微多一点的平等，或者是以平等为代价的稍微多一点的效率”，在平等与效率之间，“无法
在保留市场效率这块蛋糕的同时又平等地分享它。”［28］虽然西方学者在研究中提出了一些寄希望于实
现二者尽可能统一的具体方案，但在不改变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的分配方式的情况下进行调整，不
可能实现效率与公平的统一。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从生产关系角度的变革才能真正解决现实矛盾，因
此，彻底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按劳分配，才是实现效率与公平统一的根本保证。
但是，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决定了我国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
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首先，按劳分配作为当前最公平的分配方式，其体现了劳动者的地位平等，
以及生产资料公有制下“一种形式的一定量劳动同另一种形式的同量劳动相交换”［3］434，实现了真正的
公平。而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按劳分配与计划经济时期全国统一的按劳分配标准下的“干多
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有着根本不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按劳分配实行多劳多得、少劳
少得、不劳不得，既激发劳动者的积极性，又保证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优越性的发挥，有利于促进效率与公
平的统一。其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发
展”［21］902，在此基础上实现经济总量不断增加，人民也能通过多种渠道增加收入。总之，按劳分配为主
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不仅是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分配方式，也是能充分调
动广大人民积极性、实现效率和公平相统一、保证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分配方式。

( 三) 发挥再次分配、三次分配作用，缩小收入分配差距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 “必须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共同

富裕方向稳步前进。”［29］不论是从理论论证还是从现实要求上看，实现共同富裕，都要“使社会的每一成
员不仅有可能参加社会财富的生产，而且有可能参加社会财富的分配和管理”［3］460。从本质上看，共同
富裕是公平分配结果的表现形式，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配制度，不仅注重
发挥初次分配的作用，也始终高度重视再次分配和三次分配，保证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党的十九届
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简称《决定》) 指出，“健全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为主要手段的再分
配调节机制”［24］，力图通过上述手段对部分国民收入进行重新分配，以有效解决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及
不同群体之间存在的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和分配不公问题。另外，《决定》积极倡导进行第三次分配，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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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发展慈善等社会公益事业为主要内容的志愿性捐助分配方式，这是首次以党的文件的形式提出来。
第三次分配发扬了社会成员间相互关爱和积极奉献的精神，呈现为“在道德、文化、习惯等影响下，社会
力量自愿通过民间捐赠、慈善事业、志愿行动等方式济困扶弱的行为，是对再分配的有益补充”［30］。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对实现共同富裕具有与生俱来的优势，再次分配、三次分配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分配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按劳分配方式的重要补充，有利于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对于实
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

总之，分配制度是涉及人民切身利益及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制度，研究和梳理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的
分配制度变革，不仅有利于全面认识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初心和使命，深刻把握中国共产党
不断深化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规律认识的历程，还可为有效保障和改善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推动共同
富裕目标的实现提供有益指导。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实践中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分
配制度始终保持科学、理性的认识，通过分配制度改革，调整分配关系，有效保障和改善了人民群众的根
本利益，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分配制度变革是以人民至上为价值导向，
以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以“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互相推动为演变逻辑的渐进式、探索式改
革。在变革的实践过程中，不仅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保障和改善了人民利益，也坚
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关于分配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开辟了马克
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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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st Party of China’s Principle of Putting People First in
Distribution System Ｒeform over the Past Century

Han Xi－ping，He Kuang
( School of Marxism，Jilin University，Changchun Jilin 130012)

Abstract: The distribution relationship is essentially an interest relationship between people that is compati-
ble with the production relationship，and the reform of the distribution system is also manifested in the adjust-
ment of the interest relationship between people． In the centuries of practice of revolution，construction，and
reform，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always been guided by Marxist distribution theory，putting people
first as the value orientation，with the goal of achieving common prosperity，and carried out gradual and ex-
ploratory reforms of the distribution system based on the evolutionary logic of“productivity－production rela-
tions－superstructure”mutual promotion．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not only gives full play to the advanta-
ges of the socialist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guarantees and improves the interests of the people，
and promotes the realization of the goal of common prosperity，but also continuously deepene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understanding of the laws of socialist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enriched and devel-
oped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t political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and opened up a new
realm of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Keywords: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Ｒeform of the Distribution System; Putting People First; People’s
Interests; Distribution according to Lab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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