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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公平正义”之举，增“人民福祉”之义

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

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

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中，社会公平正义作为进

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思想被明确提出，《决定》表

示：“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

落脚点。”

社 会 公 平 正 义 不 仅 是 实 现 人 民 福 祉 的 必 要 条 件 ，

也是推动社会良性发展的关键因素。在深化改革中，深

刻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促进、实现和维护社会公平正

义的重要论述，能够为人们在完成进一步深化改革的目

标任务中提供指向更加精准的理论定位、科学的整体布

局、明确的行动指南。

作为深化改革的指导思想之一，要实现社会公平正

义首先要解决社会不公平问题，需要从经济、制度、民

生、文化四条路径入手。经济发展是奠定公平正义的物

质基础，制度优化是实现公平正义的关键所在，民生改

善是保障公平正义的坚实后盾，文化建设是激发公平正

义的不竭动力。

经济发展奠基公平正义根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由多种

因素决定的，最主要的还是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只有

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才能为

社会公平正义实现夯实物质基础。

1、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党的十八大提出，以深化改革供给结构更好适应新

时代需求结构发生的变化。 因而，新时代坚持从供给侧

进行结构性改革，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主线。主要体现

为：一是促进产业内部结构升级优化。从劳动集中型转

变为资本集中型，再演变为科学技术密集型。二是全面

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供给侧改革的关键、经济优化升级

的重点在于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必须要加大对知识、技

术、信息等要素投入，以使其生产率高于资本等要素。

2、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制 度 是 经 济 发 展 的 重 要 推 手 。 党 的 十 九 大 报 告 指

出：“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

配置为重点，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 价格

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明确了完

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方向。

一 是 推 进 产 权 制 度 不 断 完 善 。 首 先 要 明 晰 产 权 边

界。发挥政府主导作用，明确财产权利归属与边界，完

善产权界定制度。其次是要完善产权交易制度。产权交

易对资源配置起到重要保障作用，因而改善应重点从推

动 产 权 交 易 多 样 化 发 展 、 完 善 产 权 交 易 流 程 等 方 面 着

手。再者需推进统一产权政策完善与立法。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市场主体利益受法律监管保护。应

建立有效执行、规则统一的政策法规，以解决产权市场

各地法规差异问题。二是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优化户

籍制度，因地制宜降低进城落户门槛限制，同时提升劳

动力素质，促进自由流动。适度放宽土地流转限制，明

确土地权属，有效利用土地资源。持续加大对中小企业

扶持力度。

3、发展新质生产力

《 决 定 》 提 出 ： “ 发 展 新 质 生 产 力 是 推 进 中 国 式

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任务。要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

力体制机制。”这表明，当前我国正处于从赶超型经济

体向引领型经济体转变，经济增长动力、科技革命、产

业变革都需要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鼓励构建各类

区域创新共同体，突破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关键核心技

术，促进专利产业化与新兴专业技术人才培养，还要防

范新兴产业投资过热风险。

制度优化绘就公正社会宏图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无论处在什么发展水平上，

制度都是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保障。”优化制度供给是

推进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着力点。

1、不断完善收入分配制度

在 中 央 财 经 委 员 会 第 十 次 会 议 上 ，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指出：“我国促进共同富裕，要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

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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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健全第一、二、三次分配协调体

系，是实现收入分配公平正义的关键。

一是提高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份额。需提升劳动力

素质，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健全法治，增强公平竞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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