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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２０２２ 年 ６ 月 ２０－２２ 日，浙江省第十五次党代会在杭州胜利召开。 此次党代会坚持以
“八八战略”为总纲领，把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论述精神与深刻领会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浙江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紧密结合起来，面向未来、引领未来，确定了在高质量发展中实现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先行和省域现代化先行的奋斗目标，系统回答了未来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区
怎么建、现代化之路怎么走等基本问题，具有重大政治意义和战略意义。 为深入学习贯彻此次党代
会的重要精神，本刊特推出《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的目标定位与路径选择———基于浙江省 １１ 市〈实
施方案〉的文本研究》和《数字化改革的时代价值与推进机理》两篇文章，以飨读者。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的目标定位
与路径选择

———基于浙江省 １１ 市《实施方案》的文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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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共同富裕建设是一项长期和系统工程，需要顶层设计的宏观指引和地方层面的差异

化设计与执行。 在中央战略框架之下，地方如何因地制宜细化共同富裕的目标定位、设计共同

富裕的政策路径？ 本文基于浙江 １１ 个设区市的共同富裕建设《实施方案》的文本研究发现，作
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浙江各地对共同富裕的目标定位有先富引领、特色示范、后
发跨越等三种类型，形成了创新驱动发展、激发民营经济创富、推进生态富民惠民、促进公共服

务优质共享、城乡融合发展共富、畅通内外循环聚富、数字化改革重塑社会治理、跨区域协作和

实现精神富足等九大政策路径。 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的目标定位与路径选择可以归纳为

“省级整体示范下的地方差异竞争”模式，该模式对于全国各地推进共同富裕以及理解当代中

国政府在复杂治理目标中的政策执行机制，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关键词：共同富裕示范区；目标定位；路径选择；《实施方案》；文本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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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扎实推

进共同富裕作出重大战略部署，提出到“十四五”末，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到 ２０３５ 年，全
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到本世纪中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 共同富裕

建设是一项长期、系统和艰巨的工程，需要通过矫正和补偿制度性因素导致的不平等，让全体人民有

机会、有能力均等地参与高质量经济社会发展，并共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① 新时期推动共同富裕，
需要超越简单的社会运动、简单的理论逻辑推演和一般的思想争论，准确把握共同富裕的理论基础、
实践基础和规划纲领。② 同时，关于政策执行的研究指出，为推进一项融合多元政策目标的治理任务，
地方政策中一定程度的差异是必要的。③ 在相同战略规划之下，差异化、创造性地开展政策执行，是当

代中国体制弹性和适应性的重要表现，也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重要制度逻辑。④
因此，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既需要自上而下顶层设计的宏观指引，也需要地方层面因地制宜的探索，以
更好地弥合区域和群体差异。 那么，在中央战略框架下，地方如何基于各自禀赋细化政策目标、设计

政策路径呢？
本文以浙江 １１ 个设区市的共同富裕建设《实施方案》为研究对象。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中共中央国务

院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正式发布，浙江成为全国首个也是目前唯一

一个被赋予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任务的省份，承载了为其他地区以及全国层面推动共同富裕提供经

验与示范的重要使命。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１７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指出：“要抓

好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鼓励各地因地制宜探索有效路径，总结经验，逐步推开”⑤。 在全国上下

积极开展共同富裕战略规划和制度设计的当下，对共同富裕先行示范地的政策文本进行分析，具有重

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在理论上，本文以浙江为例，描述刻画了共同富裕作为一项长期、系统的治理

目标在地方层面的差异化再设计，总结提炼出“省级整体示范下的地方差异竞争”这一共同富裕示范

区建设的模式类型，并归纳出先富引领、特色示范和后发跨越等三类地方执行层面的目标类型，为共

同富裕理论体系提供了可能的中微观概念框架。 更为重要的是，共同富裕是一项超越单一向度治理

目标且具有内在张力的长期性战略规划⑥，描述和分析地方政府对这一复杂任务的分解执行，能够丰

富理论界对于当代中国政策制定与执行体系的理解。 “省级整体示范下的地方差异竞争”超越了传统

“中央－地方”两级框架，对次国家层级的政府进行细分，或将成为未来中国面对复杂治理情境推进系

统性战略目标实现的新模式。 在实践中，基于浙江实践总结形成的不同模式与工具，能够为其他地区

推进共同富裕的目标定位与路径选择提供重要参考。
本文后续部分按照如下逻辑展开：首先，解读共同富裕作为一项顶层设计的宏观战略目标；然后，

以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为例，分析在中央顶层设计之下，地方层面差异化推进共同富裕的目标定

位；接着，分析地方推进共同富裕的路径选择；最后，基于研究发现得出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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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作为一项顶层设计的共同富裕方略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深刻阐述了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重大意义、本质要求、
目标安排、实现路径和重大举措。 国家“十四五”规划和 ２０３５ 年远景目标纲要以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

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对共同富裕方略的顶层设计作了全面系统的阐述。
共同富裕是一个系统工程，共同富裕的制度政策涉及多个方面。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

会第十次会议讲话中指出，推动共同富裕要“提高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包容性，着力扩大中等收入

群体规模，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强对高收入的规范和调节，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促进

农民农村共同富裕”①。 我们在前期的研究中认为，当前最迫切、最重要的议程，是补偿和矫正既有制

度性因素对实现共同富裕的制约，因此，推进共同富裕的核心政策目标是经济高质量发展、优化资源

和机会分配格局、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② 从宏观视角讨论共同富裕的研究指出，共
同富裕的政策体系包括建立高效、精准、规范、透明的二次分配体系，建立基于多维减贫理念的基本公

共服务兜底政策体系，健全促进共同富裕的软基础设施，健全党领导下的对口帮扶机制，持续提升宏

观调控水平和开展全球税收协调等。③ 从影响共享发展决定因素出发的研究提出，实现共同富裕主要

应优化产业结构、稳定就业，加强财政税收工具的再分配调节功能，做好应对经济结构变化的制度安

排。④ 围绕农业农村如何实现共同富裕的研究强调推进农业现代化、促进农业经济发展，完善基础设

施、公共服务和乡村治理，改革和创新农业农村现代化和乡村振兴的体制机制。⑤ 制度主义方法论视

角的研究则认为，共同富裕治理既要注意发挥国家独特的规划及动员社会的作用，也要注意国家及行

政体系的功能性边界及能力界限，通过不同领域的多重分层治理方式将市场力量与社会力量融入共

同富裕的大格局中。⑥ 总体来看，当前解读共同富裕目标定位的研究虽然侧重点各有不同，但大体包

括经济高质量发展、城乡区域平衡、收入差距缩小、公共服务优质共享、生态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社
会治理创新等方面。 从一种社会理想到发展战略，共同富裕的重要目标在于：第一，经济高质量发展

效果明显，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到中等水平，公共服务实现优质共享；第二，城乡、区域、收入差距持续

缩小，低收入群体收入水平明显提升，橄榄型社会结构基本形成，全体居民生活品质迈上新台阶；第
三，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明显提高，生态文明建设、治理能力、人民生活水平等显著提升。 由此可

见，共同富裕不同于以往多数战略目标，它具有天然的内在张力和长期性特征，需要在复杂目标体系

之下探索一种新的执行机制，以更好地适应这类复杂目标的实现。
国家“十四五”规划和 ２０３５ 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指出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

嗣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出台。 该意见指出：
“浙江省在探索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具备开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的基

础和优势，也存在一些短板弱项，具有广阔的优化空间和发展潜力。”浙江省下辖 １ 个副省级城市、１ 个

计划单列市、９ 个地级市，共 ９０ 个县（市、区），既有经济发达的杭州、宁波，也有欠发达的衢州、丽水；
既有成熟的城市形态也有偏远的农村地区；既有山地、丘陵和平原，也有半岛和岛屿，以及与之相对应

的山地文化、平原文化和海洋文化。 这些重要特征为浙江探索推动共同富裕的经验提供了基础。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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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在多样化背景下探索出的差异化目标定位和路径选择，具有广泛的适用性，能够为其他地区探索推

进共同富裕提供丰富经验。 当然，相较于部分地区，浙江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整体较高，这种在较高

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语境下探索形成的共同富裕实践经验，或许暂不具备当下的借鉴意义，但随着其他

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上述经验或可成为具有引领作用的储备性学习资源。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浙江省发布《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实施方案（２０２１—２０２５ 年）》（以

下简称浙江《实施方案》），明确了全省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顶层设计。 浙江《实施方案》提出，“到
２０２５ 年，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明显实质性进展，形成阶段性标志性成果”，实现

“四率先三美”，即率先建立推动共同富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框架；率先形成更富活力创新力竞争力的

高质量发展模式；率先基本形成以中等收入群体为主体的橄榄型社会结构；率先基本实现人的全生命

周期公共服务优质共享；人文之美、生态之美、和谐之美更加彰显。 同时，浙江《实施方案》在中央文件

基础上，进一步界定了共同富裕建设的主要内容，包括经济高质量发展、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收入分配

格局优化、公共服务优质共享、精神文明建设、全域美丽建设、社会和谐和睦七大方面，并围绕这七方

面内容设置了 ５６ 个共同富裕指标及其每年度的具体目标。

三、浙江各地推进共同富裕的目标定位

在中央和省级顶层设计指引下，浙江 １１ 个设区市于 ２０２１ 年 ７－８ 月间相继发布地方层面 ２０２１－
２０２５ 年的共同富裕建设《实施方案》。① 各地共同富裕建设《实施方案》文本长度基本在 ２－３ 万字，形
式包括正文和附件，正文由主要目标、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三大部分构成，其中七大重点任务是主体。
《实施方案》的附件为各地共同富裕建设的目标指标，本文主要对 ２０２５ 年的目标指标进行分析。② 这

些目标指标基本上反映各地预期 ２０２５ 年七大重点任务的总体进展，而且各地目标指标中还包含了大

量特色指标，相应地，从目标指标出发可以总体描述各地共同富裕建设的目标定位。
表 １　 浙江 １１ 市共同富裕建设《实施方案》的主要竞争性内容

地区 特色指标数量 ２０２５ 年目标指标超出省标数量 省内共同富裕示范目标定位

杭州 １２ ３４ “城市范例”
宁波 ４ ３３ “先行市”
温州 ５ １６ “市域样板”
嘉兴 ５ ２６ “典范城市”
湖州 １０ ２７ “先行市”
绍兴 １２ １８ “市域范例”
金华 ５ １２ “先行示范”
衢州 １３ １５ 无
舟山 ４ １９ “先行市”
台州 ８ １３ “先行市”
丽水 １１ １２ 无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在总体定位上，各地围绕顶层设计中提出的“明显实质性进展”和“阶段性标志性成果”展开了竞

争性解读（见表 １）。 首先，除衢州、丽水之外，其他城市都将自身定位为“典型范例”“先行市”“城市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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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在后续推进过程中，有的设区市对共同富裕建设《实施方案》进行了修订。 为保持比较的一致性，本文采用浙江各设区市 ２０２１ 年

发布的第一版《实施方案》进行分析。
浙江部分设区市《实施方案》设置了 ２０２１－２０２４ 年分年度阶段性目标指标，而所有设区市《实施方案》均设置了 ２０２５ 年目标指标。
鉴于 ２０２５ 年是《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实施方案（２０２１—２０２５ 年）》的最后一年，且所有设区市《实施方案》均设置

了目标指标，本文对该年度目标指标进行分析比较。



范例”等，这些定位具有明显的排他性。 其次，各地通过提前达到或大幅度超过省级层面制定的目标

指标，来展现本地共同富裕建设的先行地位和重要优势。 如在浙江省级层面确定的 ２０２５ 年 ５６ 个目

标指标中，杭州和宁波的指标有一半以上都超出了省的标准。 最后，各地均在省级 ５６ 个目标指标基

础上加入特色指标，以突出本地共同富裕建设的独特性。 各市特色指标数量平均为 ８ 个，其中，衢州、
丽水和绍兴的特色指标最多，表明其政策目标与省内其他地区相比具有较大差异。

为了进一步归纳浙江 １１ 市共同富裕建设的目标定位类型，我们利用 Ｋ 均值聚类算法对 １１ 市 ５６
个共有目标指标进行聚类统计分析（见图 １）。 统计结果显示，浙江 １１ 个地市可聚为三类：杭州与宁

波一类，其指标取值在图中用实线（———）表示；温州、嘉兴、湖州、绍兴、金华、舟山与台州一类，其指标

取值在图中用点划线（…）表示；衢州与丽水一类，其指标取值在图中用虚线（－－－）表示。 由于不同目

标指标差异较大，图 １ 呈现的是不同类型各目标指标百分制后的数据（我们将每一个指标中取值最高

的数值设为 １００）。 总体来看，实线组成的不规则图形面积最大，其次是点划线，虚线组成的不规则图

形面积最小，说明实线代表的目标定位类型的整体指标值要高于点划线代表的目标定位类型，点划线

代表的目标定位类型的整体指标值要高于虚线代表的目标定位类型。 结合以上统计分析和各地特色

指标，我们将实线、点划线、虚线代表的目标定位类型依次命名为：先富引领型、特色示范型和后发跨

越型。

图 １　 浙江 １１ 市共同富裕建设《实施方案》５６ 个共有目标指标聚类统计雷达图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一）先富引领型

先富引领是经济较发达地区共同富裕建设的目标定位，包括杭州和宁波，这些地区本身具有较好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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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济社会基础，在共同富裕的七大重点任务方面都具有较高的目标定位，致力于发挥先富引领示范

作用。 从图 １ 可见，在浙江省设定的 ５６ 个目标指标中，先富引领型在 ３４ 个目标指标上取值最高，主
要集中在“经济高质量发展”“公共服务优质共享”“精神文明建设”“社会和谐和睦”四个重点任务上。
尤其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社会和谐和睦”两个重点任务上，先富引领型的得分显著高于其他两种

类型。 先富引领型地区除了在顶层设计中的七大重点任务上保持引领示范，还率先利用自身优势积

极探索共同富裕建设的新内容、新机制。 如杭州在七大重点任务基础上增加了“协作地区共富”重点

任务，在其下设置了 ７ 个特色指标，这是杭州在先富带后富机制上的率先示范。 当然，先富引领型在

一些已经相对做得较好的领域则并未设置较高目标，如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维度，先富引领型的一

些目标指标要明显低于其他类型。
（二）特色示范型

特色示范型是地方根据属地特征选择部分经济社会领域作为推动共同富裕的主要抓手，牵引其

他领域目标共同进步的目标定位模式，其目标定位介于先富引领（即经济社会全面推进）和后发跨越

（即发挥自然资源比较优势）之间。 在浙江省内，温州、嘉兴、湖州、绍兴、金华、舟山与台州属于特色示

范型。 通过分析这些地区共同富裕建设《实施方案》可以发现，绍兴主要为科技创新特色示范型，其
《实施方案》的 １２ 个特色指标中，有 ７ 个与科技创新有关。 舟山主要为海洋经济和畅通双循环特色示

范型，它制定了海洋经济增加值占 ＧＤＰ 比重在 ２０２５ 年达到 ７０％的重要指标。 嘉兴、湖州主要为城乡

融合发展特色示范型，两市在“城乡居民收入倍差”“地区人均 ＧＤＰ 最高最低倍差”“地区人均可支配

收入最高最低倍差”等反映城乡融合发展的目标指标方面明显优于其他地区。 温州、台州、金华主要

为民营经济特色示范型，一方面，这些地区在《实施方案》中较多纳入反映民营经济发展的特色指标；
另一方面，这些地区的《实施方案》都用较大篇幅描绘和谋划民营经济发展。 需要说明的是，共同富裕

示范区建设是全面和系统的，特色示范型的地区同样重视对其他领域的牵引，它们主要通过打造和发

扬本地特色来引领和带动共同富裕其他方面的发展。
（三）后发跨越型

后发跨越型是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共同富裕建设目标定位，浙江的衢州和丽水即属于后发跨越型。
这些地区设定的 ２０２５ 年 ５６ 个目标指标与全省目标指标相比，大多数都存在差距，但这些地区拥有丰

富的资源储备（如生态资源），所以它们选择发挥比较优势，试图通过跨越式发展推进共同富裕。 从图

１ 可见，后发跨越型在大多数指标上都低于其他两种类型，尤其是“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社会和谐和

睦”两个重点任务的差距最大。 在“收入分配格局优化”“公共服务优质共享”“精神文明建设”三个重

点任务上，与其他两种类型相比也存在差距。 但是，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和“全域美丽建设”两个

重点任务上，后发跨越型地区设置了较高目标，其中近一半的指标高于其他类型。 后发跨越型地区尽

管在共有的 ５６ 个指标上没有设置较高目标，但它们设置了较多特色指标，体现了它们差异化发展的

目标定位。 后发跨越型地区的特色指标中有一半以上都分布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和“全域美丽建

设”两个重点任务上（丽水 ５ 个、衢州 ６ 个）。

四、浙江各地推进共同富裕的路径选择

进一步地，我们运用 Ｎｖｉｖｏ 分析浙江 １１ 市共同富裕建设《实施方案》，尝试归纳浙江各地推进共

同富裕的政策路径。 我们整理了《实施方案》中排名前 ７００ 的关键词，将其中无具体指代的删去后得

到 ２８１ 个，然后对这 ２８１ 个关键词进行分析，区分每一个关键词所对应的具体行为，将行为相近的关

键词统一编码为具体行动，并基于这些具体行动归纳其背后的路径概念，最后得出浙江各地推进共同

富裕的九大政策路径（见表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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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浙江 １１ 市共同富裕建设《实施方案》有效高频词汇编码表（部分展示）

序号 主要路径 具体行动 有效高频词汇

１ 创新驱动发展

打造科创高地 电子、材料、互联网、创新

数字产业化 数字、智慧、产业链

聚集创新人才 人才、工匠、毕业生、专业化

科学技术研发 高校、研究院、实验室

２ 民营经济创富

优化政商关系 信用、市场化

培育市场主体 企业家、致富、租赁、创业

小微金融改革 资金、融资、制造业

３ 生态富民惠民

碳排放达峰 低碳、排放、能源

生物多样性修复 生物、修复、美丽、森林

发展绿色产业 旅游、资源、花园、绿色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绿水、青山、山水、金山、补偿

４ 公共服务提升

做强教育事业 教育、培训、职业

弱势群体帮扶 婴幼儿、残疾人、老年人

医疗卫生事业 救助、医院、护理、健身

公益慈善事业 公益、关爱、慈善、福利

５ 统筹城乡发展

强村富民工程 集体经济、增收、产权

农村人口市民化 户籍、权益、农民

发展现代农业 农产品、农业、土地

国土规划调整 城镇、空间、国土、协调

６ 畅通双循环

提升交通枢纽 机场、交通、铁路、枢纽

发展开放型经济 开放、长三角、贸易、跨境

发展海洋经济 海洋、海上、港口

７
数字化重塑

社会治理

治理数字化 智治、数字化、预警、网格

平安浙江建设 平安、应急、安全、矛盾、纠纷

建设法治社会 公平、清廉、法治、法律

８ 跨区域协作
建设产业飞地 飞地、合作

对口支援 对口、西部、山区

９ 实现精神富足

打造理想信念高地 精神、价值观、革命、红色、思想

文明城市创建 素质、志愿、心理、宣传、幸福

发扬地域特色文化 历史、乡贤、传统、人文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上述九大政策路径是基于浙江 １１ 个设区市的共同富裕建设《实施方案》汇总后得出的总体性政

策选择。 我们进一步统计了浙江 １１ 个设区市的《实施方案》中不同路径对应的关键词集分布情况，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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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不同地方的路径选择差异。 图 ２ 是浙江 １１ 个设区市不同路径关键词分布雷达图，数字 １－９ 分别

代表九大路径。 数字对应的阴影面积覆盖越大，意味着这一路径的关键词集数量越多，说明这一路径

在该地方推进共同富裕的政策选择中占据更重要位置。 由图 ２ 可见，一方面，各地的阴影形状大多呈

现为竖立状，与浙江全省基本一致，说明浙江各地共同富裕建设普遍重视创新驱动发展、民营经济创

富、城乡融合发展和畅通双循环等路径。 另一方面，各地阴影形状存在较明显区别，如杭州、温州、舟
山、丽水更重视跨区域协作，湖州、衢州、丽水更重视生态富民惠民。 参照图 ２ 并结合各地共同富裕

《实施方案》，我们接下来具体分析上述九大路径以及各地的路径选择情况。

图 ２　 浙江 １１ 市共同富裕建设《实施方案》文本的主要路径关键词集覆盖情况

注：以最大值为 １ 进行换算，图中序号为：１．创新驱动发展；２．民营经济创富；３．生态富民惠民；４．公共服务提升；５．
城乡融合发展；６．畅通双循环；７．数字治理；８．跨区域协作；９．实现精神富足。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一）科技创新驱动发展动能

科技创新既是社会财富的创造动力，也可对财富创造的分布、财富合理分配等产生影响，在促进

共同富裕中起到引领和支撑作用。① 浙江的科技创新具有良好发展基础，近年来，浙江坚持创新驱动、
加快转型升级，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重大跃升，相关数据表明，浙江区域创新能力居全国第 ５ 位、省区

第 ３ 位，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居全国第 ３ 位。② 在确立为共同富裕示范区之后，浙江更加注重发挥科技

创新优势，为经济发展提质增效。 为推动全面转入创新驱动发展模式，浙江共同富裕建设《实施方案》
提出要“形成浙江特色全域创新体系，打造全国有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为率先实现共同富裕提供

强劲内生动力”。 浙江有条件的地区纷纷将科技创新作为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中之重，尤其像杭

州、宁波、嘉兴、绍兴等经济较发达的城市。
这些地区推动创新驱动发展动能的主要举措包括：第一，建设科技创新高地，提升关键核心技术

攻关能力。 如杭州致力打造国际一流的“互联网＋”、生命健康和新材料科创高地；宁波聚焦新材料、
工业互联网和关键核心基础件三大科创高地建设，动态编制产业链关键核心技术“三色图”和科研攻

关清单，每年攻克集成电路等重点领域 １００ 项“卡脖子”技术。 第二，探索科技创新新型举国体制。 如

宁波实施“十百千万”产业创新行动，提出打造十大标志性产业链、建设百家重点研发创新平台、培育

千亿级企业梯队、打造万亿级数字经济产业。 第三，推进数字产业化，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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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春成：《科技创新助力共同富裕的路径》，《中国科技论坛》，２０２１ 年第 １０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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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体系。 杭州为打造全国数字经济第一城，正在以人工智能、视觉智能、集成电路、车联网等重大关键

技术为方向，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致力于实现百亿元以上产业集群产业大脑应用和

工业互联网平台全覆盖，提出到 ２０２５ 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主营业务收入要翻一番，超过 ２ 万亿元。
第四，优化“产学研用金、才政介美云”十联动创新创业生态，构建现代科技创新治理体系。 其中，嘉兴

为建设省区域创新体系副中心，积极推进“科创中国”创新枢纽城市和“数智科技”平台建设，并加快

建设长三角人才聚集“强磁场”，力争 ２０２５ 年在校大学生达到 ８. ５ 万人以上、在校研究生突破 ３０００
人。 绍兴确立人才强市创新强市首位战略，正加快国家知识产权强市建设，实现每万人高价值发明专

利拥有量达 １７ 件的目标。 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和条件，科技创新是推动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科技创新驱动发展动能将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路径。
（二）激发民营经济创富

民营经济能够稳定宏观经济、缩小收入差距、促进经济转型升级。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营企业

蓬勃发展，成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 浙江是我国民营经济大省，２０２１ 年浙江民营经

济增加值占全省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 ６７％，民间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 ５８. ８％。② 浙江通过发

展“不等不靠不要”的民营经济，有效调动市场主体能动性、拓宽就业渠道、推进创新创业，推动发展成

果全体居民共享。 在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背景下，浙江提出要打造民营经济发展生态最优省份，支持

民营企业在培育中等收入群体、促进共同富裕上发挥更大作用。 省内民营经济发展较好的温州、台
州、金华，纷纷采取措施推动民营经济进一步发展壮大。

温州聚焦深化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两个健康”先行区创建，积
极构筑以“１４６＋Ｘ”清单体系为主要内容的动态推进机制，每年谋划实施一批回应企业诉求、具有引领

性的新清单项目。 同时，健全“三清单一承诺”政商交往机制，积极构建新型亲清政商关系。 台州以争

创国家小微金融改革创新示范区为抓手，积极开展全面授信行动，以提高小微企业融资可及性。 而

且，台州将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占全部贷款余额比重纳入共同富裕建设特色指标中，计划到 ２０２５ 年，这
一指标由当前的 ２０. ７５％提升到 ２１. ６５％。 金华则以培育更加活跃更有创造力的市场主体为主要方

向，计划到 ２０２５ 年市场主体总量超过 １８０ 万家。 为此，金华正全面落实民营企业发展促进条例，深化

“无证明城市”、市场主体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一件事”、商事便利化等改革，并探索建立“首违不

罚”机制。 发展民营经济，不仅能把“蛋糕”做大，而且能使“蛋糕”的分配变得更加合理、公平。 各地

在推进共同富裕进程中，激发民营经济创富是不可或缺的路径之一。
（三）推进生态富民惠民

共同富裕不仅是个人或家庭收入的共同富裕，而且是包括生态环境在内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

的共同富裕。③ 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论断，强调社

会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协同共进。 这里的关键挑战在于拓宽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通道，
建立生态富民惠民的机制和路径。 浙江作为“两山”理念的发源地，推动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有

先发优势，尤其是丽水、衢州、湖州这些生态资源比较丰富的地区，探索绿色富民惠民推动共同富裕是

其发挥资源禀赋优势的重要方式。
生态富民惠民的相关路径主要包括利用生态比较优势大力发展绿色生态产业、创新生态产品价值

实现机制、实施碳排放达峰行动等。 其中，湖州致力于打造以生态旅游和生态农业为主的绿色生态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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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高标准推进南太湖 ６５ 公里岸线一体化开发，建设南太湖文旅融合发展带，同时，打造 １０００ 个旅游业

“微改造”示范点，实现城、镇、村景区化全覆盖，并将乡村旅游年经营收入纳入共同富裕建设特色指标。
丽水以创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示范区为抓手，积极谋划构建标准化生态产品价值核算数据监测收集

体系和常态化核算评估机制、建立国家级生态产品交易中心和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创新平台。 丽水和

衢州都将生态系统生产总值和绿色贷款纳入共同富裕特色指标。 在碳排放达峰行动中，丽水率先提出到

２０２５ 年实现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超过 ５０％，显著高于浙江《实施方案》提出的 ２４％目标。 为此，丽水将大

力开发林业碳汇、湿地碳汇等项目，谋划建设一批碳汇基地，同时，探索将重点行业领域碳排放评价纳入

环境影响评价体系。 推进生态富民，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价值指向，致力于实现经济价值、生态价值和

人的价值高度统一，这是对传统发展模式的超越，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
（四）促进公共服务优质共享

共享性是共同富裕的核心元素，共享性意味着“首先必须在顶层设计上保障民众的基本权利，同
时，必须使民众有能力机会均等地参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并共享高质量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①。
推动公共服务优质共享是民众共享高质量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的主要内容，而且，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对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推动高质量发展、形成合理收入分配有重要意义。② 浙江共同富裕建设《实施

方案》将公共服务优质共享列为主要目标之一，提出要率先基本实现人的全生命周期公共服务优质共

享，在共建共享品质生活方面打造省域范例。
浙江各地推动公共服务优质共享的主要措施包括：第一，逐步取消民众享有基本公共服务的制度

限制。 对于长期作为限制条件的户籍制度，宁波、嘉兴提出全面落实租赁房屋落户政策，绍兴提出全

面取消落户限制。 第二，推动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创新。 在养老服务方面，宁波、嘉兴、湖州等地聚

焦推广和完善“公建民营”养老服务机构发展模式，支持社会资本参与养老基础设施建设。 在教育方

面，杭州、湖州等地积极探索推行县域集团化办学改革，着力实现城乡学生同标教育、一体成长。 在住

房保障方面，杭州、嘉兴率先开展职住平衡创新，调整公共服务设施的空间布局。 第三，运用数字化推

动均等化和高效便捷的公共服务供给。 如绍兴、嘉兴纷纷深入推进“教育大脑＋智慧学校”“健康大脑＋
智慧医疗”建设，优化教育和健康数字化应用场景。 第四，加大基本公共服务保障力度。 如宁波为强

化困难群体托底保障，推动低边家庭收入认定范围扩大至低保标准的 ２ 倍，将特困救助供养覆盖的未

成年人年龄从当前的 １６ 周岁延长至 １８ 周岁。 研究表明，尽管当前我国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

在显著提升，供给政策在逐步完善，但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相对差距却仍在拉大。③ 在共同

富裕建设进程中，公共服务优质共享是民众最关心、最期盼的领域，也是让共同富裕看得见、摸得着的

主要实现路径，各地都应该加大力度推广实施。
（五）城乡融合发展共富

城乡差距是我国面临的三大差距之一，２０２１ 年中国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为 ２. ５０，④城乡

差距过大成为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障碍。 浙江的城乡差距在全国处于较低水平。 ２０２１ 年，尽管浙江

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为 １. ９４，⑤但在浙江内部，金华、丽水等地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

距仍然相对较大。 浙江共同富裕建设《实施方案》将解决城乡差距问题列为主攻方向之一，提出要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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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先富带后富先富帮后富的路径，推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先行示范。 省内嘉兴和湖州等利用已有优

势，正探索完善统筹城乡发展推动共同富裕的有效路径。
嘉兴和湖州统筹城乡发展的主要举措有：第一，构建城乡融合一体化发展格局，包括进行行政区

划调整推动中心城区与周边地区融合发展，统筹全域规划布局、重大产业平台布局、重大基础设施建

设和社会事业发展等。 第二，打造乡村振兴与强村富民工程。 其中，湖州积极实施村集体经济强村计

划，大力推广“强村十法”“飞地抱团”“强村公司”等做法，嘉兴则从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入手，构建

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发展都市型生态农业。 湖州和嘉兴都将村级集体年经营性收入 ８０ 万元以上村占

全市行政村比重纳入共同富裕建设特色指标，致力于在 ２０２５ 年实现全域覆盖。 第三，建设共同富裕

现代化基本单元。 基本单元主要指城市未来社区和乡村新社区基本单元建设，在落实浙江《实施方

案》提出的基本要求基础上，嘉兴率先推出智慧社区（物业）建设，并提出到 ２０２５ 年实现新时代美丽乡

村全覆盖，湖州则将在 ２０２５ 年实现新时代美丽乡村样板覆盖率 ４０％纳入特色指标。 第四，开展综合

交通建设畅通城乡全方位交流。 这在嘉兴和湖州的共同富裕特色指标中都有体现，具体为嘉兴的 ３
个“半小时交通圈”人口覆盖率 １００％，湖州的建制村物流（快递）服务覆盖率 １００％。 此外，嘉兴还围

绕深化农村改革探索了一些具体路径，如在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方面，全面落实租赁房屋落户政

策，实施户籍准入年限同城化累计互认，在农民权益价值实现机制方面，率先深化开展“善治积分奖

励”制度。 促进城乡融合不仅可以带动收入差距的缩小，而且它本身也是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换言

之，城乡融合发展共富既是推进共同富裕的路径，也是它的目标。
（六）畅通内外循环聚富

当前我国正在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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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指导未来一段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 双循环的实质是一种内需驱动型全

球化，通过国内循环激发巨大的经济增长潜力，与外循环联动重塑世界经济格局，驱动新一轮全球化

进程。① 在此背景下，浙江积极地将畅通内外循环聚富纳入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议程之中。 浙江共同

富裕建设《实施方案》提出要将浙江建设成为国内大循环的战略支点、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枢纽。
浙江省内以宁波、金华、舟山为代表的城市，正在加速构建畅通内外循环推动共同富裕的发展路径。

其中，宁波提出打造国内国际双循环枢纽城市，确立在 ２０２５ 年要实现口岸进出口总额占全国比

重由当前的 ５. ３％提升到 ５. ５％的目标。 为此，宁波选择了提升交通枢纽能级为主的实践路径，包括加

快推进千万级集装箱码头群建设、打造全国重要区域性枢纽机场、以长三角中心城市和长江经济带沿

线城市为重点加密高铁直达列车班次，并且都设置了相应的具体指标。 金华确立了以中国（浙江）自
由贸易试验区金义片区建设为统领的制度型开放路径，围绕制度型开放重点进行贸易、投资、资金、运
输、出入境“五个自由”改革，形成与国际贸易投资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制度创新体系。 舟山提出建设全

球海洋中心城市、发展海洋经济的战略。 在路径层面，舟山确立了高水平建设自贸区和建设世界一流

港口的实践路径，要在自贸试验区“一中心三基地一示范区”②和油气全产业链建设上率先取得突破。
同时，温州和台州也积极推动更高水平的对内对外开放，如台州确定了加快开放型经济发展路径，在
共同富裕建设《实施方案》中设置了到 ２０２５ 年外贸出口额达到 ２８００ 亿元、实际利用外资额达到 ４ 万

亿美元的特色指标。 中国的共同富裕建设不是关起门来就能实现的，无论是内陆地区还是沿海地区，
都必须坚持内外双向发力，将畅通内外循环打造成推动共同富裕的有效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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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数字化改革重塑社会治理

贫富分化不只是经济问题，更是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缩小贫富差距、推动共同富裕蕴含着加强

和创新社会治理的要求。 数字化发展可以为识别致贫原因、推进服务下沉、促进信息共享、拓宽参与

渠道、提升治理效能、评价治理绩效、凝聚群众共识等提供新方案，增强治理工具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让全体人民在共享发展与治理的成果上有更多获得感、效能感。 浙江的数字化发展走在全国前列，近
年来浙江把握时代大势、勇于塑造变革，数字化改革牵引全面深化改革取得开创性成效，数字化改革

正在成为浙江各地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
杭州是浙江数字化改革的高地，在其《实施方案》中，杭州提出全面推进“县乡一体、条抓块统”县

域整体智治改革，实施网络安全整体提升行动，推动“城市地下空间智防”多跨场景重大改革，继续做

优做强城市大脑，探索建设产业大脑等一系列行动路径。 嘉兴将深入实施社会整体智治行动作为打

造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先行市的主要路径。 在数字法治方面，嘉兴率先提出建设数字法院、数字检察

院和“互联网＋审判”高地，多方位建立大数据检查监督体系。 在联系服务群众的长效机制建设方面，
嘉兴正推进完善整体智治的新时代“网格连心、组团服务”，包括深化开展“包镇街进村社入网格”、优
化拓展“微嘉园”“９６８７１”等线上服务平台，及时把握民情民意、第一时间解决诉求等行动。 共同富裕

实践不只是一种社会收入分配格局的调整，更是整个国家治理体系的系统性变革，是社会文明形态的

历史性跃升，蕴含着极其丰富和艰巨的制度变革内涵。① 在推进共同富裕进程中，数字技术将是重要

的政策工具，数字治理将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将引发社会各领域的体系重构、制度重塑，并对共同富

裕的目标实现发挥深远影响。
（八）山海协作和对口支援

习近平总书记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指出：“要立足国家区域发展总体战略，深化区域合

作，推进东部产业向西部梯度转移，实现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共同发

展。”②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是先富带后富的重大举措。 浙江作为先富地区，其共同富裕示范区建

设不仅要在推动省域共同富裕方面争做示范生，还要坚决扛起推动东西部共同富裕的使命和担当。
浙江共同富裕建设《实施方案》提出建设山海协作工程和对口工作升级版，省内有条件的地区正探索

将山海协作和对口支援打造为共同富裕建设的特点和亮点工程。
杭州作为浙江省会城市和沿海发达城市，率先提出要充分发挥龙头领跑示范带动作用，包括规划

建设杭绍、杭嘉、杭湖三大一体化合作先行区，探索民生领域“一卡通”；规划建设“产业飞地”，为其他

城市在杭州设立人才和科技孵化基地提供支持；加快建设杭衢黄省级旅游合作示范区；全面精准开展

与西藏色尼区、新疆阿克苏市、青海德令哈市等地对口支援等。 为推动相关工作落实落地，杭州在协

作地区共富维度下设置了 ７ 个特色指标。 宁波则以产业合作为重心，提出到 ２０２５ 年，实现对口支援、
东西部协作、山海协作等产业合作实际到位资金累计超过 １００ 亿元。 湖州为全面提升对口和协作工

作实效，坚持工作项目化、项目体系化、体系品牌化，提出要围绕产业合作、劳务协作、消费帮扶等重点

内容，深化“一叶、一园、一羊、一品、一业”五大帮扶品牌。 山海协作和对口支援作为先富带后富的有

力政策工具，在未来全国性共同富裕建设进程中，它的内容和形式还会不断丰富发展。
（九）实现精神富足

共同富裕是物质富裕与精神富裕的统一，③富裕既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也体现为一种主观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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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同等物质条件下，精神状态能影响个人的富裕感。 同时，要将共同富裕延伸到全球化的世界社会

中去，成为共有、共享的全球公共文化产品。① 浙江提出要更加彰显人文之美，努力成为精神普遍富足

的省域范例，省内绍兴、嘉兴、湖州等在实现精神富足助推共同富裕方面拟开展一系列探索行动。
绍兴积极运用市场手段，做“文化＋”文章，促进文旅商融合发展，包括大力实施文化产业倍增计

划，培育数字出版、游戏动漫、创意设计、演艺游乐等新兴文化业态，推动文旅＋美丽乡村、文旅＋工业、
文旅＋康养、文旅＋体育融合发展，并将文化产业增加值占 ＧＤＰ 比重纳入特色指标中，提出到 ２０２５ 年

要从 ２０２２ 年的 ６. ５％增加到 ７. ５％。 嘉兴依托独特的革命文化资源，聚焦于打造成省内理想信念高

地，提出要通过系统研究红船精神，深入挖掘红色文化精髓。 湖州则以全国文明典范城市为目标，积
极推进文明村镇、文明单位、文明校园、文明家庭创建，形成了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移风易俗“洪桥经

验”等一系列做法。 在当前共同富裕建设进程中，推动物质富裕与精神富足要协同并举。 与物质富裕

相比，人们的精神达到富足是一个更加长期的过程，所以，在物质财富取得较大发展之后，要更加关注

推动人们的精神富足。

五、结论与启示

对于共同富裕这一具有长期性和内在张力的治理目标，地方政府如何在中央顶层设计下定位具

体的政策目标、探索差异化的实施路径？ 本文基于浙江 １１ 市共同富裕建设《实施方案》的文本研究发

现，在中央宏观框架和浙江省中观体系之下，浙江各地对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的目标定位有先富引

领、特色示范、后发跨越等三种类型，形成了创新驱动发展、激发民营经济创富、推进生态富民惠民、促
进公共服务优质共享、城乡融合发展共富、畅通内外循环聚富、数字化改革重塑社会治理、跨区域协作

和实现精神富足九大主要路径。 不同地区的共同富裕实践都是由既定目标下的不同路径组合而

成的。
总结起来，在中央顶层设计之下，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的目标定位与路径选择可以归纳为

“省级整体示范下的地方差异竞争”模式。 它是指省级政府根据中央战略框架细化政策目标，地方政

府结合当地情况，围绕共同富裕主要目标重新定位执行层面的重点目标，差异化探索政策路径，并在

省级统筹之下与其他地方形成互补竞争，省级层面综合各地方优势使全域在整体上满足复杂治理目

标的各项设定，形成全面示范制度。 这是一种超越“中央－地方”二分框架的政策执行新模式。 由于

共同富裕建设的目标具有多重性，不同目标之间没有绝对的主次、先后和类属关系，一些目标甚至天

然地存在一定张力，如经济发展与生态建设，没有一个地区能在共同富裕的各个维度都保持优势和实

现制度创新。 因此，在结合中央宏观框架设定目标指标后，浙江没有将其设定的目标指标完全推向 １１
个设区市，而是要求各地单独制定《实施方案》，这对塑造各地共同富裕建设行动非常关键。 一方面，
允许各地存在一些相对短板，另一方面，鼓励各地差异化发挥比较优势，并形成制度示范。 这较好地

激发了各地的能动性，因为地方政府更希望启动专属的创新项目而非完全模仿其他同层级地方政府

的制度安排，②与此同时，省级层面负责统筹协调各地设置的差异化执行目标和政策路径选择，最大限

度减少可能的重复竞争。 浙江各地的发展模式具有显著差异，如杭州和宁波具有科技创新优势，台
州、温州民营经济比较发达，湖州、嘉兴城乡融合度高，丽水、衢州具有生态发展优势，这些是各地探索

发展差异化优势的基础。 所以，各地纷纷在顶层设计的框架指引下因地制宜，差异化定位共同富裕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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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目标和选择路径组合，在争取补齐短板的同时，发挥本地优势形成制度创新，在优势领域提前达到

甚至超出省级目标设定，或者在目标体系中加入特色指标。 同时，省级政府允许各地以自身优势和特

色为主要依据，将本地描述为共同富裕示范区“城市范例”或“先行市”（衢州、丽水除外）。 相应地，各
地区之间共同富裕建设的竞争就不再是基于标准化内容和指标的标尺竞争，而是谁更能把已有优势

做大做强并形成示范性制度、谁更符合共同富裕示范区城市范例的“制度符号竞争”。 差异竞争不仅

能有效激发各地共同富裕建设的积极性，全省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目标也能在这个过程中得到实现。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浙江省第十五次党代会确定“在高质量发展中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先行和省

域现代化先行”的奋斗目标，宣示了浙江在共同富裕和现代化建设中勇当先行者的使命追求。 会议对

今后五年主要任务的部署，为“省级整体示范下的地方差异竞争”提供了明确的着力点。 这种新模式

或将在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进程中得到确立与发展。
“省级整体示范下的地方差异竞争”对于理解共同富裕这样一个总体目标在地方的具体目标定位

和路径选择有重要意义。 一方面，共同富裕建设的目标定位应具有多样性。 相较于浙江，全国各地区

之间的差异更加显著。 各地在推进共同富裕过程中，应该充分考虑地方差异，在框架性目标基础上，
允许地方因地制宜，结合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地方特色，确定适合自身发展的共同富裕建设目标定

位。 浙江的三类目标定位（先富引领、特色示范、后发跨越），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另一方面，各地推

进共同富裕既要遵循宏观政策指引，也要有选择地确定本地推进共同富裕的主要路径，将共同富裕的

实现路径与地方已有发展优势和方向结合起来，并注重与周边地区形成差异化竞争格局。 在这一过

程中，省级政府的统筹使地方政府能够在保证积极性的基础上更好地利用差异化竞争策略探索共同

富裕实现路径。 这种“省级整体示范下的地方差异竞争”模式对于理解复杂治理目标下中国政府的政

策试点具有重要启示。 它超越了自上而下中央发布、地方执行的简单认知，超越了中央明确政策目

标、地方探索政策工具的传统理解。 它结合当前及未来政策目标多样性、层次性的特征，将次国家层

级的政府进一步细分，充分考虑次国家层级政府的政策再设计，在延续横向政府间竞争假设的前提

下，进一步强调了纵向政府间的互动性特征。 这一新模式较好地描述了当代中国政府在探索重大发

展战略的实施路径时，所采取的试点策略。 它或将成为推进共同富裕建设进程中中国政府目标分解

与执行的新模式。 围绕共同富裕这一长期系统工程，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正在从发展型导向向

共富型导向跃升转变。 在新的制度逻辑下，分析总结推进共同富裕的政策模式，也将进一步丰富共同

富裕的制度和理论建构。 □
（责任编辑：徐东涛）

７１

　 治理研究　 　 　 　 　 　 　 　 　 　 　 　 　 　 　 　 　 　 　 　 　 　 　 　 　 　 　 　 　 　 　 　 　 　 　 　 　 　 ２０２２ 年第 ４ 期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Ｂｉｍｏｎｔｈｌｙ）

Ｖｏｌｕｍｅ ３８，Ｎｕｍｂｅｒ ４，Ｊｕｌ．２０２２

■■■■■■■■■■■■■■■■■■■■■■■■■■■■■■■■■■■■■■■■■■■■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

Ｇｏａｌ Ｓｅｔ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ａｔｈｗａｙ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ｎ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Ｚｏｎｅ———Ａ Ｔｅｘ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Ｐｌａｎ” ｏｆ １１ Ｍｕｎｉｃｉｐａｌ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Ｙｕ Ｊｉａｎｘｉｎｇ， Ｈｕａｎｇ Ｂｉａｏ ａｎｄ Ｊｉａｎｇ Ｙａｚｈｏｕ（４）……………………………………………………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Ｃｏｍｍｏｎ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 ｉｓ ａ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ａｎｄ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ｗｈｉｃｈ ｒｅｑｕｉｒｅｓ ｍａｃｒｏ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ｔｏｐ － ｌｅｖｅ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ｅｄ ｄｅｓｉｇｎ ａｎｄ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ｔ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ｌ ｌｅｖｅｌ． Ｇｉｖｅｎ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ｏｆ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ｈｏｗ ｄｏ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ｓｅｔ ｇｏａｌｓ ａｎｄ ｓｅｌｅｃｔ ｐａｔｈｗａｙｓ ｆｏｒ
ｃｏｍｍｏｎ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ｌｏｃａｌ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ａ ｔｅｘ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Ｐｌａ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ｍｍｏｎ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 ｉｎ １１ ｍｕｎｉｃｉｐａｌ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ｆｉｎｄｓ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ｔｈｒｅｅ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ｇｏａｌｓ ｆｏｒ ｃｏｍｍｏｎ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 ｉｎ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ｍｏｄｅｌ ｃｏｎ⁃
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ｓ ｐｒｏｍｏｔｅｒｓ， ａｎｄ ｌｅａｐｉｎｇ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ｂｙ ｌｅｖｅｒａｇｉｎｇ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Ｎｉｎｅ ｐａｔｈｗａｙｓ ｈａｖｅ ａｌｓｏ
ｂｅｅｎ ｆｏｒｍｅｄ： ｄｅｅｐｅｎｉｎｇ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ｄｒｉｖｅ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ｅｃｏｌｏｇ⁃
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ｎｇ ｕｒｂａｎ 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ｍｏｏｔｈｉｎｇ ｄｕａｌ ｃｉｒ⁃
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ｉｎｇ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ｃｈｉｅｖｉｎｇ 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
Ｌｏｃａｌ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ｔｈｅ ｕｎｄｅｒｌｙｉｎｇ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Ｃｏｍｍｏｎ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Ｚｏｎｅ．Ｔｈｉｓ ｍｏｄｅｌ ｈａｓ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ｏｔｈｅｒ ｌｏｃａｌｉｔｉｅｓ ｔｏ ａｄｖａｎｃｅ
ｃｏｍｍｏｎ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ｆｏｒ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ｏｆ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ｃｏｍｍｏｎ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ｚｏｎｅ； ｇｏａｌｓ ｓｅｔｔｉｎｇ； ｐａｔｈｗａｙｓ ｓｅｌｅｃｔｉｎｇ；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Ｐｌａｎ”； ｔｅｘ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Ｖａｌｕ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Ｒｅｆｏｒｍ Ｃｈｅｎ Ｃｈｏｕｙｏｎｇ（１８）……………………………………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Ｄｉｇｉｔａｌ ｒｅｆｏｒｍ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ｏｕｒ ｔｉｍｅｓ ｉｎ ｔｏｄａｙ’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Ｔｈｉｓ ｌｅａｄ⁃

ｉｎｇ ｐｕｒｓｕｉｔ ｐｒｏｍｏｔｅｓ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Ｘｉ Ｊｉｎｐｉｎｇ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ｏｎ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ｆｏｒ ａ
Ｎｅｗ Ｅｒａ ｉｎ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Ｉｔ ｉｓ ａ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ｃｈｏｉｃｅ ｍｅａｎｔ ｔｏ ｓｅｉｚｅ ｔｈｅ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ｏｆ ａ ｎｅｗ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ｃｉ⁃

３２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