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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

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高度契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来源不同，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富民厚生、义利

兼顾”构建了全面系统的经济伦理观，只有相互契合才能

有机结合。努力实现“富民厚生、义利兼顾”，不仅是中

国共产党的政策主张和价值追求，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应有之义与实现民族复兴的重要标志。这一观念不

仅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一脉相承，也与马克

思主义基本原理在哲学、道义、价值、社会等方面高度契

合。[1]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和“共享”发展理念，以“富民厚生”的理念

统筹推进经济发展和民生保障，在养老、医疗、托幼、住

房、教育等领域“义利兼顾”，强调“必须多谋民生之

利、多解民生之忧，在发展中补齐民生短板、促进社会公

平正义”，不断增进人民福祉，推动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

裕。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传统经济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基

本原理的有机结合既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塑

造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时

代精华，[1]为彼此的相互成就提供了重要前提，也为持续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提供了根本遵循和明确指引。

以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

扎实推进陕西实现共同富裕的启示

中国-中亚峰会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陕西省委

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强调，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

村，必须逐步缩小城乡差距。陕西应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经济伦

理正确指引下，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

化等为抓手，坚定不移探索人民至上、共同富裕的西部示

范道路。

（一）全面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在共建共享中推进共

同富裕

以人民的福祉为出发点，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健全

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更多地关注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

量，提供更多的公共社会福利，实施“富民厚生”的经济

政策。一是提升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建立健全基本公共

服务标准体系，加快推动公共服务一体化设计、一体化实

施，保证群体间、城乡间、区域间公共服务内容、标准、

质量的统一性，推动公共服务的便利共享、均衡共享、优

质共享。持续扩大公共服务广度。在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

系的基础上，扩大社会保障覆盖范围，丰富社会保障服务

内容，提升社会保障服务质量，灵活调整社会保障制度体

系，增强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和可及性。二是增强公共服务

的精准性。充分运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技术

及“秦云就业”等平台，促进公共服务创新供给和服务资

源整合，提高公共服务供给质量与供给效率。构建面向公

众的一体化在线公共服务体系，推进公共服务供给与公众

需求有效对接。不断拓展智慧文化、智能体育、智慧医疗

等新业态，满足群众多层次、多样性的需求。办好教育、

社保、医疗、住房、养老、扶幼等群众身边事，坚持以规

范管理维护教育公平。三是增强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和可及

性。加大再分配力度，巩固完善三次分配制度，全面建成

并持续完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根据人民群众多层次、

多样化需求，有针对性地提高公共服务水平，不断夯实人

民幸福美好生活的物质基础，让发展成果普惠更多群众，

加快推进陕西实现共同富裕；持续强化就业优先政策，优

化收入分配结构。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健全多层次社会保

障体系，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以扩大就业带动城乡居民增

收，抓好产业发展基础，大力发展民营经济，优化创新创

业环境，落实好减税降费等政策，强化灵活就业等措施，

健全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机制，为群众增收提供有力支撑，

多措并举减轻群众负担，不断提升三秦百姓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四是加强监管力度、维护人民权益。及时纠

正经济活动中的不当行为，协商解决社会各方面利益冲

突，推动经济活动向富民后厚生、义利兼顾的方向发展，

从而实现共赢。

（二）系统施策，优化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生态

民营经济是稳增长、稳就业的“生力军”，也是增进

民生福祉的“助推器”。一是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营商环

境是市场之“水”， 水大鱼大、水优鱼肥。要以创建国

家级民营经济创新发展示范区为引领，探索“两个毫不动

摇”发展新路径，依靠深化改革，破除在审批许可、市场

准入、要素获取等方面的隐性壁垒，确保各类市场主体权

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使民营经济可以参与公平

竞争。持续创新政策、服务、机制，推动营商环境实现从

“跟跑”到“领跑”转变，为民营经济健康高质量发展提

供有力支撑。二是打造“闭环式”政策服务体系。完善细

化配套政策，加快出台支持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实

施意见，高效引导“专精特新”企业增量提质，向更高能

级跃升。鼓励支持银行、金融机构、基金公司、风险投资

有机分工，搭建融资生态圈和资本运作生态圈，面向中小

微民营企业提供一体化综合金融服务。支持中小微民营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