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作为我国基本分配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三次分配对推进共同富裕具有重

要意义。本文借助CiteSpace软件梳理 1992—2022年间CNKI数据库中 426篇有关第三次分配研

究的文献，对其进行关键词共现、聚类、突现性分析。研究发现：第三次分配先后经历三个

时期，分别是审视分配不公的概念启蒙期、推动行业发展的制度探索期和助力共同富裕的热

点爆发期；现有文献已形成第三次分配的生成逻辑、内在动力、外在表现和积极影响四大研

究板块，板块间存在紧密的理论联系；近年来第三次分配与共同富裕、慈善事业、税收政策

的关系成为热点议题，出现第三次分配促进共同富裕实践机制、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健康发展、

鼓励第三次分配创造价值等研究趋势。过往研究仍存在现实观照不够、偏重理论演绎和视角

过于宏观三大不足，未来应围绕完善顶层设计、构建理论框架、鼓励个人捐赠、激发志愿服

务、促进商业向善和赋能慈善组织展开研究。

〔关键词〕第三次分配；公益慈善；CiteSpace；文献计量；知识图谱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1&ZD184）
〔作者简介〕苗青，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民生保障与公

共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尹晖，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 F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1-6198（2023） 05-0122-14

苗 青 尹 晖

【经济理论前沿及热点】

一、引言

以公益慈善事业为核心的第三次分配是完善

我国收入和财富调节机制、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

裕的重要手段。〔1〕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第三次分配

作用，近年来赋予第三次分配更高的时代使命和

战略定位。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重视

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等社会公益事

业”〔2〕。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进一步从共同富裕角

度指出，要“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事

业，改善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3〕。2021年 8月，

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明确，要“构建初次

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

安排”〔4〕，使第三次分配成为我国基本分配制度体

系的重要组成部分。2022年 10月，中共二十大进

一步强调，“分配制度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基础性制

近30年我国第三次分配研究的
总体趋势与热点问题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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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

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

制度体系”〔5〕。
当前，我国第三次分配现状仍无法满足基本

分配制度要求。从慈善捐赠总量来看，近 20年来

我国捐赠总量占GDP的比重始终低于 0.25%，与发

达国家 2%左右的捐赠规模相比存在较大差距，难

以对收入分配格局产生明显作用。〔6〕从慈善组织

数量来看，我国每 10万人不到 1个慈善组织，与

美国每 10万人 450个慈善组织的规模相比仍有较

大差距。〔7〕从慈善组织性质来看，我国慈善组织

主要是官方背景的慈善会、红十字会等，民间慈

善组织发育尚不成熟。从慈善活动监管效能来看，

慈善活动信息不透明，善款“跑、冒、滴、漏”

等不规范现象时有发生，慈善治理体系与治理能

力现代化程度不高。〔8〕

近年来，学界关于第三次分配的研究呈爆发

式增长，但大多停留在对第三次分配的基本内涵、

功能作用、助推机制和治理路径等命题的碎片化

阐释，对已经取得的共识和尚待破解的重点难点

问题缺少整体性梳理。〔9〕以往关于第三次分配的

综述研究非常有限，主要是对研究观点进行概括，

纳入的文章数量有限且主观性较强，并未厘清第

三次分配的思想源流及研究热点，亟待采用量化

分析方法对相关文献进行客观且科学的评价。〔10〕

基于此，我们利用 CiteSpace软件对 1992—2022年
间关于第三次分配的 426篇文献进行梳理。在大量

阅读文献的基础上，辅之以文献计量方法，对第

三次分配研究进行客观深入的可视化分析，试图

呈现第三次分配相关研究的全貌。

二、数据来源与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将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 （CNKI） 中

“第三次分配”相关文献作为分析对象，运用CNKI
高级检索功能，按照“主题=第三次分配/三次分

配/第三次收入分配”OR“关键词=第三次分配/三
次分配/第三次收入分配”OR“标题=第三次分配/
三次分配/第三次收入分配”的规则检索文献。考

虑到“第三次分配”概念最早在 1992年由著名经

济学家厉以宁提出，因此本文将文献发表时间范

围设置为 1992—2022年。文章检索时间为 2022年
9月 28日，共检索到 1588篇（部）文献，其中学

术期刊 1145篇，学位论文 126篇，国内外会议论

文 32篇，图书 2部，重要报纸文献 212篇，学术辑

刊 28篇，特色期刊 43篇。剔除重复、无关键词的

报纸、新闻报道、无作者等非研究型文献后，得

到 426篇文献，将其按“Refworks”格式导出，命

名为“download_426”，最终将其导入 CiteSpace软
件，构建知识图谱，具体技术操作见图1。

图1 数据选取、筛选及导出流程图

（二）研究设计

本文旨在系统梳理“第三次分配”研究相关

的文献，采用“机器分析+人工阅读”的方式，即

运用CiteSpace软件对文献关键词等信息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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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通过人工阅读的方式深入重点文献内部，按

照由表及里、由远及近的逻辑顺序，形象化地呈

现第三次分配的研究面貌及具体内容，主要包括

三大部分（见图2）。

第一，浅析研究基本状况。对以往期刊文章数

量、文章所在学科领域、主要研究机构和高被引学

者进行分析，呈现第三次分配领域发文情况，有助

于未来研究者快速识别核心文献，找准目标刊物。

第二，深挖主要研究内容。首先，按照纵向

时间维度，运用时间线图谱分析方法，将第三次

分配研究划分为几个关键阶段，呈现第三次分配

研究的整体变迁历程，有助于后续研究者了解每

阶段研究的主要内容；其次，按照横向内容维度

对关键词进行聚类分析，厘清第三次分配领域各

个议题之间的关系，有助于后续研究者找准自身

研究定位。

第三，剖析研究热点议题及趋势。首先是着

眼当下，对关键词词频进行统计分析，并深入文

献内部，展现第三次分配领域研究热点议题，有

助于后续研究者快速把握方向，避免重复研究；

展望未来，分析关键词突现情况，预测未来研究

发展趋势，呈现潜在热点。

图2 第三次分配研究情况梳理

三、第三次分配研究基本状况

（一）发文数量分析

从发文数量来看，我国第三次分配领域文献

数量呈现先升后降、近期快速上升的变化趋势

（见图 3）。具体而言，第三次分配概念提出后，并

未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2006—2013年间，第三

次分配问题受到关注，但关注度逐年消退；直到

2021年，研究第三次分配问题的文献数量呈爆发

式增长。

这些变化与国家时事政策密切相关。第一波是

1992年中共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目标，激发了学界对市场分配与政府分配关系的研

究兴趣，其中经济学家厉以宁另辟蹊径，提出在市

场分配和政府分配之外，还存在由社会主导的第三

次分配，但该观点并未引起学界的充分重视。〔11〕

第二波是2006年中央政治局研究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事宜，致使收入分配议题成为当时学界的研究热

点，而第三次分配作为收入分配方式的子议题，也

开始获得学界关注。〔12〕第三波则是2021年中央财经

委员会第十次会议，该会议首次将第三次分配定位

为“基础分配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激发了学界

对第三次分配的研究热情，相关文献呈爆发式增长，

2021年单年发文量超过之前10年发文量的总和。

124



图3 第三次分配检索有效文献发表时间、数量分布图（1992—2022年）

（二）学科分布分析

从学科分布来看，第三次分配相关研究主要

集中在与国家宏观经济制度安排有关的领域，如

经济体制改革、行政学及国家行政管理、财政与

税收等学科领域。其中经济体制改革学科领域发

文量最多，共计 251篇，占比高达 48%；随后是

行政学及国家行政管理、财政与税收，发文量分

别为 95篇、43篇，占比分别为 18%、8%。这在

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第三次分配研究与国家经济体

制改革、国家财政税收制度安排密不可分。随着

第三次分配被纳入基本分配制度体系，其已成为

促进共同富裕新的重要方式，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将进一步增强，相关领域文章仍将占据主导地位。

（三）研究机构分析

通过对第三次分配文献背后的研究机构进行

共现分析，能够看出不同研究机构在此领域的贡

献程度及研究力量变化情况。通过操作软件①，提

取 1992—2022年第三次分配相关文献的研究机构。

选取各年出现频数前 50的研究机构，构建当年的

共被引网络，再将各年的网络合成，合成后的网

络中共有 254个节点和 45条连线。在图 4中，节点

反映研究机构，节点越大说明机构发文量越多；

颜色越深代表发文时间越早，颜色越浅代表发文

时间越晚。总体来看，第三次分配研究力量主要

集中在公共管理学科、金融学科和法学学科，表

现活跃的机构有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清华大

学五道口金融学院、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南开

大学法学院和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等。这

些研究机构的发文大多在近期涌现，虽然起步较

晚，但已有后来者居上之势。

（四）高被引作者核心观点分析

本文在运用 CiteSpace软件统计高被引学者的

基础上，通过系统研读文献，梳理目前第三次分

配研究领域前十大高被引学者的核心观点。从高

被引学者的观点中能够洞悉第三次分配概念的发

展变化过程。从源头来看，第三次分配领域的开

创者毫无疑问是厉以宁，其在著作《股份制与现

代市场经济》中系统阐述了第三次分配理论体系，

成为学者们首选的引用文献。〔13〕值得注意的是，

早在 1992年厉以宁在《关于经济伦理的几个问题》

（下）中已经提出了第三次分配的概念，但未引起

学界重视。〔14〕1997年厉以宁再次以《关于经济伦

理的几个问题》为题发表文章，阐述在市场分配

和政府分配之外，存在基于道德力量的第三次分

配，引起学界关注。〔15〕此后，商文成重点推介了

第三次分配，强调第三次分配成为日益凸显的重

要命题。〔16〕宋林飞阐述促进第三次分配的策略，

认为需要探索本土化慈善事业发展模式、建立现

代财富伦理、创新慈善理论。〔17〕白彦锋进一步阐

述三种分配方式之间的关系，认为第三次分配是

社会组织协助政府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力量。〔18〕

之后研究者们进一步从财税激励制度和法律促进机

制角度探讨如何扩大第三次分配规模。〔19〕2020年
之后，王名等学者重构第三次分配概念，认为它

①参数设置如下：单位时间切片设置为1年，节点类型勾选“Institution”，Top N的阈值设定为N=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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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丰裕社会更高维度的财富管理方式，是先富群

体追求精神价值的必然结果。〔20〕江亚洲和郁建兴

梳理了第三次分配促进共同富裕的主要机制，阐

述第三次分配与共同富裕的关系，提出第三次分

配促进共同富裕的路径包括发展慈善捐赠、社会

企业、志愿服务和文化艺术等。〔21〕唐任伍等构建

了共同富裕的理论框架，认为第三次分配是打造

“有爱社会”的关键力量。〔22〕

图4 第三次分配研究机构共现图谱

表1 高被引学者及其代表作

年份

1994年
1997年
2004年
2007年
2008年
2010年
2012年
2020年
2021年
2021年

作者

厉以宁

厉以宁

商文成

宋林飞

白彦锋

周旭亮

叶姗

王名、蓝煜昕等

江亚洲、郁建兴

唐任伍、李楚翘

被引量

100次
77次
84次
60次
40次
45次
34次
58次
66次
31次

代表作

股份制与现代市场经济

关于经济伦理的几个问题

第三次分配：一个日益凸显的课题

第三次分配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

第三次分配与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

非营利组织“第三次分配”的财税激励制度研究

社会财富第三次分配的法律促进

第三次分配：理论、实践与政策建议

第三次分配推动共同富裕的作用与机制

共同富裕的实现逻辑：基于市场、政府与社会“三轮驱动”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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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第三次分配研究内容分析

该部分采用“机器分析+人工解读”方式，按

照纵向时间维度和横向内容维度呈现第三次分配

研究面貌：一是以 CiteSpace软件生成的时间线图

谱为线索，人工回溯相关文献，将第三次分配研

究划分为三个阶段；二是以 CiteSpace软件生成的

高频关键词聚类图谱为基础，深入阅读文献，梳

理关键词聚类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呈现第三次

分配的四类重点研究议题。

（一）阶段划分：时间线图谱分析

时间线图（Timeline）可以呈现研究主题的动

态变化情况，让读者了解不同时间段的关键词信

息。节点越大说明关键词影响力越大，节点密度

越高说明在该时间段内研究成果越多。根据关键

词相关文献引用及分布密度情况，将第三次分配

演进分为概念启蒙期、制度探索期、热点爆发期

三个阶段（见图5）。

图5 1992—2022年第三次分配研究时间线图

1.概念启蒙期（1992—2005年）

在这一阶段，第三次分配概念首次被提出，

从属于分配制度改革相关研究议题范畴，并未引

起学界广泛关注，仅有“事前调节”“经济伦理”

“等价交换”等少数几个关键词出现在图谱中。

在第三次分配概念出现时，我国正处于市场经济

改革早期，一些地区出现贫富差距拉大、道德伦

理失序问题。针对人们普遍担心的贫富差距扩大

问题，厉以宁首次提出第三次分配概念，认为第

三次分配有助于缩小贫富差距。〔23〕 但是该概念

只引发了几位学者的零星讨论，并未引起学界广

泛重视，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当时我国正处于

市场经济高速发展期。20世纪 90年代初，扩大

市场经济规模、鼓励初次分配等命题占据了学界

研究的主流，仅有少数学者在理论层面研究“初

次分配”缺陷和“经济伦理”时提及第三次分配，

将第三次分配作为弥补初次分配缺陷、完善社会

伦理道德的方式。〔24〕 值得注意的是，在该阶段

实务界已经开展大量与第三次分配相关的公益慈

善实践活动，出现了大量的草根社会组织，甚至

推动国务院在 1998年颁布 《社会团体登记管理

条例》，但学界对第三次分配的现实问题回应仍

127



然不足，此后五年发文量仅有 2篇。〔25〕可以说，

在这一阶段第三次分配概念已经形成，但缺少跟

进研究。

2.制度探索期（2006—2020年）

在这一阶段，学者们开始研究第三次分配相

关制度规范问题，“分配秩序”“税法完善”“政府

监管”“慈善行为”等关键词出现在图谱中，形成

以下主要研究内容。一是研究第三次分配的政府

监管制度。2006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

究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问题，

强调政府应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重视分配公平，

提出应发挥第三次分配在促进社会和谐、缓解社

会矛盾方面的作用。〔26〕二是提出第三次分配监管

相关命题。有学者认为应审慎看待第三次分配的

作用，认为要真正发挥第三次分配的积极作用需

要政府制定更全面的监管政策，防止出现极端化

的均贫富现象，确保第三次分配有序进行。〔27〕三

是研究第三次分配的法律规范。2008年汶川地震

之后，国家陆续出台《关于促进慈善事业健康发

展的指导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慈善

组织认定办法》等法律政策文件，促进我国慈善

事业快速发展，但是仍存在规范性不足的问题。

有学者认为慈善捐赠是第三次分配的主要内容，

提出政府应加强法律引导，对第三次分配有关的

民间法、民法及国家政策法等内容进行调整。〔28〕

整体来看，这一阶段的研究者已经关注到第三次

分配客观存在的事实，并对其促进共同富裕和增

进社会和谐的功能予以肯定，也开始关注第三次

分配规范化发展的问题，回应了公益慈善亟待强

化法治建设的时代呼声。〔29〕

3.热点爆发期（2021年至今）

在这一阶段，相关研究存在扩大第三次分配

内涵、升级第三次分配定位的两大特征，“协调配

套”“价值定位”“优化路径”等关键词集中出现

在这一阶段的图谱中，形成了以下主要研究内容。

一是新时代第三次分配本身的功能研究。以往关

于“第三次分配”概念的讨论主要在经济学范畴

内。〔30〕随着第三次分配被纳入基本分配制度，不

少学者结合早期文献观点为第三次分配概念注入

新的时代内涵。如王名等学者认为第三次分配超

越了财富归属这一经济学问题，是更高维度的财

富分配机制，认为第三次分配是以社会自助互助

方式开展的分配活动，广泛分布在家庭、邻里、

社群、公益慈善及混合经济领域。〔31〕二是第三次

分配在国家分配体系中的定位研究。随着 2021年 8
月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将第三次分配视为

基础性制度安排，不少学者开始研究第三次分配

在国家分配体系中的定位问题，认为应积极构建

与三种分配制度相协调的分配体系。〔32〕有学者认

为应警惕第三次分配的过度市场化和政府对其进

行过度干预，坚守第三次分配的道德性、民间性

和自愿性原则，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和第三次

分配协调运行、协同发力的综合性分配模式。〔33〕

整体而言，这个阶段涌现出许多新论点，从财富

分配、共同富裕和治理现代化等时代命题出发，

重新解读第三次分配，相关研究呈现出多热点散

发的状态。

（二）主要研究板块：关键词聚类图谱分析

关键词聚类可以反映文献的核心内容，识别

主要研究板块。文章通过操作 CiteSpace软件，以

“K”（关键词）提取聚类命名术语，使用 LSI（La⁃
tent Semantic Indexing，潜在语义索引） 方法进行

聚类分析，得到关键词聚类知识图谱 （见图 6）。

该图谱中共有 335个网络节点、391条连线，密度

为 0.007。 聚 类 模 块 值 （Modularity） 即 Q 值 为

0.7097，聚类平均轮廓值 （Silhouette） 为 0.8994，
分别大于各自的临界值 0.3和 0.5，表明此聚类图谱

具备统计分析价值。①

分析第三次分配研究的关键词聚类图谱，发

现共有 10个聚类，分别是三次分配（#0）、初次分

配（#1）、共同富裕（#2）、第三次分配（#3）、志

愿服务 （#4）、慈善信托 （#5）、慈善事业 （#6）、

公益慈善 （#7）、收入分配 （#8）、分配不公 （#
9）、伦理路径 （#10）。将这些聚类作为亚类进行

比较和概括，最终形成四个大类，即第三次分配

四大研究重点。同时，为了更清晰地展现第三次

分配研究重点间的关系，本文专门绘制图 7予以诠

释。

①Modularity值表示网络图谱模块化的评价指标，图谱中Q值大于 0.3，则表明获得的图谱聚类结构是显著的，数值越大，

聚类效果越好；Silhouette是衡量图谱网络同质性的指标，只要数值在0.5以上则可认定聚类结果是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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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第三次分配研究关键词聚类图谱

图7 第三次分配各主要研究板块之间的关系

1.第三次分配的生成逻辑（#0、#1、#3）
大类Ⅰ为第三次分配的生成逻辑研究，包括

三次分配 （#0）、初次分配 （#1）、第三次分配

（#3） 三大亚类，是规模最大的大类。第三次分

配的生成逻辑回应的是为什么要进行第三次分配

的问题，旨在解读第三次分配的合理性和必要

性，受到学界的高度重视，主要研究内容如下。

一是基于其他分配方式的固有缺陷分析第三次分

配的生成逻辑。有学者认为市场自发调节与政府

调控存在缺陷，导致初次分配与再次分配难以彻

底解决贫富差距问题，即存在市场失灵和制度失

灵问题，而第三次分配对前两次分配过程中的道

德正义、财富正义和权利正义等进行了再矫正，

完善了分配正义的理论体系，这成为第三次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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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成逻辑。〔34〕 二是基于第三次分配自身优势

分析其生成逻辑。有学者从福利经济学角度出

发，认为第三次分配具有提升社会整体福利水平

的优势，即相同额度的财富对富人而言，其主观

价值小于穷人体验到的价值，如果富人向穷人转

移财富，其结果是富人减少的福利远小于穷人增

加的福利，因而第三次分配可以提高社会整体福

利水平。〔35〕

2.第三次分配的内在动力（#9、#10）
大类Ⅱ为第三次分配的内在动力研究，包括

分配不公 （#9）、伦理路径 （#10） 两大亚类，内

含“分配正义”“互惠互利”等重要关键词。第三

次分配的内在动力是激发第三次分配行为的关键

因素，受到学界的重点关注，包括以下几种动力。

一是来源于人们对弱者的同情。有学者从个体道

德伦理角度分析，认为个人出于对亲缘弱势群体

的伦理责任及对陌生弱势群体的同情和仁慈，倾

向于进行利他的第三次分配活动。〔36〕二是来源于

人们对正义的追求。有学者认为人们普遍存在世

界应当公正的信念，这种信念驱使人们做出有助

于实现公正的行为，即秉持公正信念的人倾向于

将第三次分配当作责任。〔37〕三是来源于人们对合

作共赢、互惠互利的偏好。有学者认为第三次分

配不仅是财富的单向流动，在一定程度上亦能促

进施与者与被施与者间的合作共赢，如王名等提

出的共享经济在一定程度上亦属于第三次分配的

范畴，他认为这是个人出于互惠合作目的而进行

的第三次分配活动。〔38〕

3.第三次分配的外在表现 （#4、#5、#6、#
7）

大类Ⅲ是第三次分配的外在表现研究，包括

慈善捐赠 （#5）、志愿服务 （#4）、慈善信托 （#
6）、公益慈善 （#7） 四大亚类。第三次分配的外

在表现本质上是第三次分配的重要渠道，主要包

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慈善捐赠方面。目前学界

主要围绕慈善捐赠的重要意义、发展状况、存在

问题和监督管理等内容展开研究。有学者研究了

慈善捐赠的重要意义及问题所在，认为慈善捐赠

是第三次分配作用发挥的主要渠道，目前仍存在

捐赠意识不强、捐赠制度不通畅、捐赠分配不科

学的现实问题，需尽快完善以慈善捐赠为主要内

容的慈善治理体系。〔39〕二是志愿服务方面。目前

学界主要研究志愿服务在第三次分配中的具体表

现、重要作用、运行逻辑、价值测量及对策建议

等内容。如邓国胜等学者采用“基于投入模型”

方法，对我国志愿服务的价值进行测量，提出应

加强志愿服务的统计计算，夯实其在第三次分配

中的重要价值。〔40〕三是慈善信托方面。目前学界

对慈善信托的研究正在兴起，主要对慈善信托的

概念、业务范围和重要作用等进行研究。有学者

认为慈善信托在本质上是能够让慈善资源增值的

金融工具，通过委托信托公司投资理财，最终壮

大第三次分配资源总规模。〔41〕

4.第三次分配的积极影响（#2、#8）
大类Ⅳ是第三次分配的积极影响研究，包括

共同富裕 （#2）、收入分配 （#8） 两大亚类。第

三次分配的积极影响研究侧重于对第三次分配效

果的评价，主要用于说明第三次分配的外部效

应，特别是对社会整体的积极作用。目前相关研

究主要探讨第三次分配的三类影响。一是在财富

分配层面的积极影响。大部分学者认为第三次分

配作为收入分配体系中的子系统，可以优化财富

分配结构，促进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推动全体

人民共同富裕。〔42〕二是在精神层面的积极影响。

有学者认为第三次分配的积极影响不仅仅表现在

解决经济层面分配差距的问题，还更多地表现在

解决文化及精神层面的问题，比如增进社会和

谐，改善社会心态等，即推进精神层面的共同富

裕。〔43〕 三是在国家治理层面的积极影响。基于

国家治理视角，有学者认为第三次分配作为自发

治理的手段，有助于公民参与提供公共产品、国

家实现善治目标，提升社会治理效率和治理水

平。〔44〕

五、热点议题与发展趋势分析

（一）热点研究议题：关键词词频和中介中心

性分析

研究热点是在一定时间内被学界广泛关注的

议题，围绕某些关键词产生大量文献。在文献计

量学中，一般认为关键词频率和中介中心性能够

反映议题的研究热度。〔45〕 通过 CiteSpace软件的

Network Summary Table功能统计关键词信息，将中

介中心性排序前 20位的关键词信息绘制成如下表

格，排名越靠前的关键词热度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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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关键词特征分析表（频数TOP20）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关键词

三次分配

共同富裕

初次分配

慈善事业

慈善捐赠

收入分配

公益慈善

慈善

再分配

慈善信托

频数

100
98
47
35
31
19
18
17
16
14

中介中心性

0.50
0.41
0.15
0.15
0.17
0.05
0.05
0.08
0.03
0.07

序号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关键词

二次分配

和谐社会

志愿服务

税收

贫富差距

社会公平

税收优惠

公平

分配制度

慈善组织

频数

12
12
11
9
9
8
8
8
8
8

中介中心性

0.01
0.03
0.04
0.01
0.02
0.03
0.02
0.05
0.02
0.01

1.热点1：第三次分配与共同富裕

如表 2所示，“共同富裕”关键词频数为 98，
中介中心性为 0.41，在表中排名第二位，这在一定

程度上反映出共同富裕在第三次分配研究中的影

响力较大、研究热度较高。目前学界关于第三次

分配与共同富裕的主要研究内容如下。一是在共

同富裕背景下第三次分配的作用研究。有学者认

为第三次分配在形成先富帮后富的良好分配格局、

强化促进共同富裕的再分配机制、营造推动共同

富裕的思想氛围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46〕而且第

三次分配绝非“杀富济贫”，而是通过向后富者提

供创造财富的机会，发挥先富者的带动作用，引

导财富向善，实现财富分配公平，最终引领全体

社会成员走向共同富裕。〔47〕二是第三次分配推动

共同富裕的机制研究。有学者认为培育慈善主体、

引导社会主体参与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完善第三

次分配推动共同富裕的创新机制、健全第三次分

配激励机制等是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机制。〔48〕随

着国家共同富裕相关政策陆续出台，第三次分配

助力共同富裕相关研究的热度仍将持续。

2.热点2：第三次分配与慈善事业

如表 2所示，“慈善事业”出现的频数为 35，
中介中心性为 0.15，“慈善捐赠”出现的频数为

31，中介中心性为 0.17，在表中排名均靠前，反映

出慈善事业是第三次分配研究的热点议题，学者

们的主要观点如下。一是慈善事业在第三次分配

中的作用研究。有学者认为慈善事业发展有助于

提升第三次分配的专业性，提升第三次分配过程

的透明度，加快第三次分配资源流动速度，让第

三次分配资源更精准地帮助到弱势群体。〔49〕二是

第三次分配促进慈善事业发展研究。有学者认为

第三次分配规模扩大有助于促进慈善事业健康发

展，帮助慈善组织扩大经营规模，帮助处于困境

中的慈善组织度过财务危机。〔50〕简言之，第三次

分配和慈善事业之间是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关

系。随着我国慈善事业规模持续扩大，第三次分配

与慈善事业的相关研究将持续成为热点议题。〔51〕

3.热点3：第三次分配与税收政策

如表 2所示，“税收”“税收优惠”等关键词频

数较高，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第三次分配研究

离不开税收优惠政策，主要研究内容如下。一是

税收政策促进第三次分配作用机制研究。不少学

者认为当捐赠达到一定数额时，若捐赠者可以享

受增值税优惠、所得税优惠或税收扣除等优惠政

策，个人和企业将会更加积极地参与慈善和公益

事业。〔52〕二是与第三次分配相关的税收政策缺陷

研究。有学者发现我国以间接税为基础的税制结

构不利于第三次分配发挥作用，存在财产税缺位、

所得税设计不合理问题，这使得税收对不同人群

的收入调节功能减弱；同时，我国慈善捐赠税收

优惠力度较低，不足以激励人们长期参与第三次

分配活动。〔53〕三是第三次分配的税收政策优化路

径研究。有学者提出加大对高收入群体征税力度的

建议，认为应当适时考虑征收房产税、遗产税和赠

与税，鼓励公益捐赠减税退税，减轻代际传递导致

的贫富固化问题。〔54〕另外也有学者从公益组织减

税的角度分析，认为要扩大公益性社会组织认证

范围，给予更多公益组织税前扣除权利。〔55〕

（二）整体发展趋势：关键词突现分析

通过 CiteSpace软件的突现性检测 （Burst 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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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tion）功能，对第三次分配研究的前沿热点进行

分析，共识别出六个具有突现性质的关键词，结

合国家未来政策发展方向，分析总结出第三次分

配研究的前沿趋势（见表3）。

表3 第三次分配研究关键词突现信息表

关键词

社会公平

和谐社会

慈善

公益慈善

共同富裕

慈善信托

频数

8
12
17
18
98
14

中介中心性

0.03
0.03
0.08
0.05
0.41
0.07

强度

3.65
4.47
3.96
4.87
24.25
3.65

开始年份

1996年
2005年
2009年
2020年
2021年
2021年

结束年份

2009年
2010年
2014年
2022年
2022年
2022年

1992—2022年

1. 研究逐渐聚焦第三次分配促进共同富裕的

手段与成效

自2021年8月中央财经委员会将第三次分配定

位为基本分配方式之后，“共同富裕”关键词突现

强度达到24.25，第三次分配与共同富裕相关议题成

为研究热点。目前相关研究多侧重于理论探讨，较

少有研究结合我国第三次分配的具体实践来论述其

与共同富裕的关系。共同富裕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本质特征，包含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基

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农村生活条件基本现代化等一

系列现实挑战〔56〕，迫切需要相关研究从泛泛而谈、

应然导向的理论阐述中走出来。随着乡村振兴、城

乡一体化等事关第三次分配效能问题的不断升

温〔57〕，第三次分配如何突破制度藩篱、乘势而上，

在时代舞台上施展拳脚是摆在学界面前的大问题，

第三次分配效能的测算和评估将会越来越重要。

2. 研究范畴从狭义的慈善捐赠扩展为广义的

社会公益

随着慈善观念不断现代化，第三次分配的内

涵正从个人主导的慈善转变为大众参与的社会公

益，学界的研究内容也不再局限于探讨个人参与

第三次分配的问题，而是更多地站在社会公益层

面评估第三次分配的价值。突现关键词由“慈善”

变为“公益慈善”，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这一观

点。有关第三次分配的早期研究主要聚焦富人将

金钱捐给穷人的现象，或者研究如何促进企业将

收入盈余部分捐赠给社会弱势群体的问题，认为

第三次分配有助于改善收入分配格局，是实现社

会公正的“助推器”。〔58〕近些年，“慈善”关键词

迭代升级，演变成内涵更加丰富的“公益慈善”。

从概念内涵来看，公益慈善的范围大于单纯的慈

善。慈善更多的是个人出于怜悯和同情，帮助处

于困境中的个体，属于狭义上的第三次分配。而

公益从公共利益角度出发，目标在于解决社会问

题，包括保护生态环境、传播与保护传统文化、

保护动植物、发展共享经济等，是广义上的第三

次分配。〔59〕随着社会慈善生态的逐步形成，未来

有关广义第三次分配的研究将持续增多。

3. 研究立场逐渐从慈善价值传递转变为社会

价值创造

目前，学界对第三次分配过程中价值变化的认

识愈发深刻，认为第三次分配正从单纯的“输血

式”分配转变为“兼具输血与造血功能”的分配，

逐渐突破第三次分配是价值传递的传统观念，接受

了在第三次分配过程中能创造价值的理念。如“共

享经济”〔60〕 和以社会企业为代表的“社会经

济”〔61〕被认为是第三次分配的新范畴，有关“慈

善经济”的研究也日益增多。〔62〕表3中出现的关键

词“慈善信托”具有慈善经济的特点，具有资产保

值增值的优势，即通过委托专业的信托公司开展投

资理财活动，达到慈善财富不断增值的结果。〔63〕

在这一过程中，慈善资源并非简单地转移给弱势群

体，而是先经过一个财富增值过程，体现了在分好

蛋糕的同时做大蛋糕的理念。〔64〕随着学界对第三

次分配中“价值创造”内涵的认识不断加深，未来

关于共享经济、慈善经济和社会创业等方面的研究

将进一步扩展，而这些议题的发展亦将进一步深化

学界对第三次分配过程中“价值创造”的理解。

六、结论与思考

（一）研究评述

文章收集 1992—2022年共计 426篇第三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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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相关文献，运用 CiteSpace文献计量软件构建知

识图谱，从总体来看相关文献特点如下。一是在

过去30年中，第三次分配经历了审视分配不公的概

念启蒙期、推动行业发展的制度探索期和助力共同

富裕的热点爆发期；二是现有文献已形成第三次分

配的生成逻辑、内在动力、外在表现和积极影响四

个主要研究板块，板块之间存在较深层的理论联

系；三是近年来第三次分配与共同富裕、慈善事业

和税收政策等一跃成为热点问题，呈现出第三次

分配促进共同富裕机制、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健康

发展、鼓励第三次分配创造价值等研究趋势。

纵观 30年的文献，第三次分配研究存在如下

不足。

一是研究热情与重大政策共生，较少对第三

次分配制度缺陷进行反思。我国在第三次分配领

域的研究先后两次受到重大政策影响， 2006年中

央提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目标以及 2021年中央财

经委员会将第三次分配纳入基础性分配制度之后，

均涌出大量关于倡导第三次分配的文章。但是第

三次分配政策尚不完善，仍存在捐赠税收激励机

制不健全〔65〕、志愿服务认证制度不完善〔66〕、慈

善信托登记制度尚未形成〔67〕、慈善组织评估制度

与现实脱节〔68〕等问题，这些与充分释放第三次

分配的调节作用不相适应，导致第三次分配规模

和质量难以提升，这些问题值得学界深入研究。

二是研究问题碎片化，第三次分配的理论整

合与创新不足。已有研究以定性分析为主，主要

是对问题进行理论探讨，包括对第三次分配实现

机制、助推机制、激励机制和积极影响等进行研

究，呈现出百家争鸣的局面。〔69〕就目前来看，尚

未形成足以整合以往研究结论的理论框架，较少

有研究运用实证模型构建新的理论体系，更少有

学者运用大数据分析、实验室实验、问卷调查等

定量方法开展研究，这导致第三次分配相关研究

缺少原创性观点，亟待实现理论突破。

三是研究视角较为宏观，对第三次分配的微

观机制揭示较少。以往关于第三次分配的研究主

要从政策需要出发，研究第三次分配的功能定位、

价值作用和实现路径等宏观问题，缺少对微观个

体第三次分配行为的研究，如在激励慈善捐赠、

志愿服务等方面存在不足。〔70〕以慈善捐赠为例，

近五年来我国每年的捐赠规模超过 1000亿元，但

是人均捐赠金额仍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居全球

被调查的 126个国家中的末位，这与我国社会经济

的国际地位不相匹配。〔71〕因此，亟待学界补齐个

人慈善研究这块短板。

四是研究观点仍显片面，对可持续的第三次

分配重视不足。以往学界的普遍共识是第三次分

配可以作为助力共同富裕的重要手段，认为应当

鼓励富人帮助穷人。〔72〕但是如何才能可持续地实

施第三次分配，尚未得到解答。需要注意的是，

当前已然出现富人参与第三次分配的持续性不足

的窘境，存在捐赠者捐款后再也不捐、志愿者注

册却不参与、参与而难持续等问题。〔73〕第三次分

配资源不可持续问题往往导致慈善组织出现筹款

难、人才少和项目差问题〔74〕，亟待学界对提升慈

善组织可持续性、引导商业可持续向善等问题进

行深入研究。

（二）研究展望

针对第三次分配研究的不足，建议未来在以

下四个方面着力深入和创新。

一是建议针对第三次分配制度体系的缺陷，

研究第三次分配制度优化方案。构建三种分配方

式相协调、配套的分配制度将会成为共同富裕相

关制度设计的重中之重。〔75〕具体到第三次分配，

建议学界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围绕与第三次分配

紧密关联的 “制度性堵点”开展研究，比如慈善

捐赠税收优惠制度、慈善信托设立制度、社会企

业注册制度等，打通第三次分配的制度性障碍，

为未来更大规模的第三次分配搭建制度基础。

二是建议整合第三次分配理论成果，构建第

三次分配资源流理论模型。随着第三次分配问题

的重视度不断提高，相关文献也将不断增加，但

其碎片化程度也可能进一步提高。建议未来学者

从第三次分配过程视角出发，按照第三次分配资

源流动的顺序，串联第三次分配资源捐赠、资源

传递、资源使用和资源评估等过程，构建具有包

容性的第三次分配资源流理论模型，为后续研究

搭建理论框架。

三是建议研究数字时代的个人慈善助推机制，

进而扩大第三次分配规模的问题。随着互联网捐

赠的迅速发展，个人可以更加便利地参与第三次

分配，包括在线捐赠和在线志愿服务。〔76〕面对汹

涌而来的数字化浪潮，也有必要对数字化慈善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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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以及与其相配套的激励与保障机制展开深入研

究。建议学者们着眼数字化时代的个人第三次分

配，研究如何在鼓励捐赠的同时规范个人网络筹

款行为〔77〕，如何开展便民化、社区化和应急性志

愿服务等问题〔78〕，为促进个体在数字时代参与第

三次分配贡献力量。

四是建议围绕慈善组织及企业行善行为，研

究如何提升第三次分配可持续性的问题。从第三

次分配执行组织的必要性来看，缺少专业化的慈

善组织运作的第三次分配必然是低层次的第三次

分配〔79〕，缺乏企业长期支持的第三次分配必然是

不可持续的第三次分配。〔80〕面对非公募基金会数

量超越公募基金会〔81〕、企业领跑慈善事业的新局

面〔82〕，建议学界着力围绕如何提升慈善组织公信

力、社会企业创新力、慈善项目影响力、慈善团

队胜任力等方面开展研究，为实现高质量的第三

次分配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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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verall Trend and Hot Issues of the Third Distribution Research
in China in the Past 30 Years

Miao Qing Yin Hui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a’s basic distribution system，the third distribution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pro⁃

mote common prosperity，and has increasingly become an academic hotspot. Using CiteSpace software，we combed
through 426 research papers about the third distribution in CNKI database from 1992 to 2022. Through the re⁃
search，we have come to some conclusions. In the past 30 years，the third distribution has gone through three peri⁃
ods，namely，the period of conceptual enlightenment，the period of institutional exploration，and the period of hot⁃
spot explosion.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has formed four main research sections. They’re generative logic，internal mo⁃
tivation，external performance and positive impact of the third distribution，and there are relatively deep theoretical
connections between the sections. Recently，the third distribution and common prosperity，philanthropy，tax poli⁃
cies，etc. have become hot spots. And research trends such as“How the third distribution promotes the practice
mechanism of common prosperity，or helps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social welfare undertakings，and how to en⁃
courage the third distribution to create value？”have emerged. Finally，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ere are still short⁃
comings in previous research，such as the attention to reality is insufficient，most research focuses on theoretical de⁃
duction，and the research perspective is too macroscopic. We advocate that the research should closely focus on im⁃
proving regulations design，building a theoretical framework，encouraging individual donations，promoting business
for good，inspiring volunteer services and empowering charitable organizations in the future.

Literature and Art：Historical Generation and Conceptual Definition

Bao Dawei
In the history of human civilization from ancient to modern times，the material wealth，human experience，and

value norms accumulated by each land have generated specific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Literature and art is a rep⁃
resentation of this objective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In the era of natural economy，the moralized worldview and
historical outlook gave birth to the pursuit of classical aesthetic orientation. In modern society，with the intervention
of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and enlightenment，Chinese literature and art began to redefine human nature and values.
Rational reflection，universal dignity，and the fashion of criticism began to become new historical trends. However，
if this trend is to become a spiritual force leading the Chinese nation to its great rejuvenation，it must inevitably be
tempered from suffering and struggle into modern consciousness. From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to the May
Fourth Movement，and then from the New Democratic Culture to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history has proved
that the consciousness of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art is not only reflective，but also autonomous. Be⁃
cause of reflection，literature and art can transcend tradition and dogma. Because of its autonomy，literature and art
can avoid becoming the imperialist discourse. With the advancement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the moderni⁃
zation consciousness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and art will be oriented to the land，combined with the
people，and in the direction of historical progress，gradually generating a civilized atmosphere that takes root in
China and affects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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