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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是世界最大脑库的动力源。我国具有世界

上最大规模的人才库，2018年高等院校研发人员全时

当量达41.1万人年，R&D（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人

员全时当量达19.1万人年，我国科技工作者人数超过

德国总人口。同时，我国积极吸引世界各国人才为我

所用。“十四五”期间，要通过进一步健全以创新能

力、质量、实效、贡献为导向的人才评价体系，完善

科研人员职务发明成果权益分享机制，实行“揭榜挂

帅”等制度，进一步激励人才创新，进一步激发世界

上最大的脑库。

产业新局：高级化、生态化、现代化

我国具有完备的工业体系，有220多种工业品产

量居世界第一。与此同时，我国制造业也面临着许多

产业“缺芯”“少核”“弱基”等突出问题；产业发

展国内市场空间变小、要素成本上升、生态环境等约

束加强；国际上前有打压，后有追兵。

我国制造业发展不但要突破发展中国家被压低在

全球产业分工低端、形成依附性发展的瓶颈，而且需

不断实现产业转型升级，由中低端向中高端迈进。要

实现这一战略目标，需要推进产业发展“三化”：

一是产业基础高级化。推动产业基础再造，提高

核心基础零部件、先进基础工艺、关键基础材料、产

业技术基础的自主可控程度。

二是产业链生态化。构建产业链、供应链、价值

链、创新链有效衔接的产业生态体系，拓展产业链，

稳定供应链，提升价值链，做强创新链，推动产业科

技要素的空间聚焦。

三是产业体系现代化。加强推动无中生有、由零

到一的创新，集中创新资源攻关，突破“卡脖子”问

题，补足产业链短板。推动传统产业的升级改造，提

高产业发展的质量、效能与效益。

社会新局：共同富裕迈出实质性步伐

缩小贫富差距是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近年来

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动荡，深层次原因就在于没有处

理好贫富差距问题。共同富裕不仅是公平问题，也是

效率问题，不平衡发展本身就不可能是充分的发展。

“十四五”我国从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迈向第二个百

年奋斗目标，不但是量的延续，而且是质的飞跃，是

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逐步迈向社会主义中高级阶段。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到2035年我国基本实现社

会主义现代化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

实质性进展。

“十四五”我国要在共同富裕上迈出实质性步

伐，笔者认为可从以下方面着力：

首先，要从一次分配入手来主动调控。在保护资

本权利的同时，要节制资本的权力，避免资本无序扩

张，避免资本逻辑向上层建筑渗透。将资本追逐利润

最大化的动机，引导到实现人民福祉最大化的方向上

来，确保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以人民为中

心，而不是以资本为中心。严格取缔“不做大蛋糕，

只分蛋糕”的行为，严厉打击形形色色的资本“寻租

行为”，加大对投机活动监管，严厉打击灰色产业，

坚决贯彻落实“房住不炒”的定位，真正实现按劳分

配为主体与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鼓励企业通过

员工持股、期权激励等方式推进劳资共享，让劳动者

分享资本收益，华为就是一个典型。平台经济具有

“准公地”特征，要推动平台经济产权创新，在保障

股东、运营方收益的同时，探索开放产权，让平台用

户共享平台收益，这不但有利于社会，而且从根本上

有利于平台企业自身的健康发展。进一步探索公有资

产收益全民共享机制，提高国有资本红利上缴比例，

强化其保障社会民生的功能。

其次，要通过强大的国家再分配杠杆来调控。加

大税收调节贫富差距的功能，加大对财产的持有、转

移、继承的税收力度。加大财政支出倾斜力度，进一

步利用财政支出杠杆，促进公共服务高水平均等化，

积极鼓励并规范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

最后，要加大民生品供给的去商品化程度。这

在“十四五”规划中作了许多设计，包括增加保障

性住房供给，推行普惠性托育制度、普惠性养老制

度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