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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促进共同富裕的独特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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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 科技创新是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动力,更是成为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关键支撑。
阐释了科技创新在促进经济增长、推动共享发展、优化要素配置、增强人民幸福感等方面彰显出独特优

势,对于做大做好、实现共同富裕的作用。 提出中国以科技创新促进共同富裕也面临的诸多难题困境,
集中表现为科技创新助力经济富裕动能不足、科技鸿沟衍生新的不平等问题、科技革新产生就业负面效

应,以及科技依赖冲击人们精神生活等。 在新的发展征程,中国要在全面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坚持科技

惠民利民导向、完善科技法律法规建设、强化价值引领和文化供给等方面下功夫,从而不断引导科技创

新向善,有力支撑共同富裕取得实质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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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冶 [1]22,并谋划到 2035 年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冶 [1]24。 实现共同富裕是一个长期渐进的历史进

程,不是一朝一夕、轻轻松松就能实现的,其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其中科技创新是关键的支撑因

素。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当前,从全球范围看,科学技术越来越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的主要力量,创新驱动是大势所趋。冶 [2]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兴起,科技创新不仅成

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动力,更是对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
本文认为,深入把握以科技创新促进共同富裕的独特优势与关键作用,分析探究当前科技创新促进

共同富裕的现实难题与推进路径,对于充分发挥科技创新的正面效应、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一、科技创新促进共同富裕的独特优势

共同富裕是一个内涵丰富的理论与现实命题。 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维度看,共同富裕既包

含生产力高度发展、经济水平高度发达的“富裕冶之蕴,又包含着生产关系层面社会成员共享富裕

成果的“共同冶之义;从物质和精神双重维度看,共同富裕不仅指物质层面的共同富裕,也包含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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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的共同富裕;从时空维度看,共同富裕是长期渐进、可持续发展的富裕,追求不是一城一地的差

别富裕,而是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协调发展的共同富裕。 科技创新作为促进共同富裕的关键变量,
其在促进经济增长、推动共享发展、优化要素配置、增强人民幸福感等方面都彰显出独特优势和作

用,对于做大做好、切好分好共同富裕的“蛋糕冶意义重大。
(一)科技创新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夯实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

科技创新是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关键动能。 共同富裕的首要前提是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水

平与坚实丰厚的物质条件和经济基础,而科技创新则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创造社会财富、促进经

济增长的第一动力。 纵观世界近现代史,历次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都实现了科学理论与先进技术

的发展革新和应用实践,以此推动实现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快速增长。 当前,以人工智能、5G 技术、
区块链、大数据、云计算等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兴未艾,深刻影响着各类生产力

要素的创新性变革,社会生产力正实现着指数式的腾飞发展,为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提供了强劲

动力。
一是科技创新有助于提高生产效率,促进和发展社会生产。 马克思曾在《资本论》中指出,劳

动生产力是由包括“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冶 [3]53在内的多种因素所决定的,“劳
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冶 [3]698。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快速发展,数
字化、信息化技术实现了对劳动者、生产工具、劳动对象的颠覆革新,机械化、无人化生产得以应用

推广,海量信息数据成为生产劳动对象的崭新形态,高科技生产工具更新迭代日新月异,这些都极

大了提高了劳动生产率,释放新的社会生产力,前所未有地促进和发展了社会生产。
二是科技创新有助于推动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促进高质量发展。 从经济增长理论来看,

经济增长受到资本、劳动力、技术水平等多种要素的综合影响。 根据要素边际报酬递减规律,在保

持一定技术水平下,资本、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投入到达一定程度后,继续投入要素所产出的效

益将逐步递减。 事实证明,在经历经济高速增长发展阶段过后,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对经济增

长的贡献和支撑作用大不如前,正呈现着逐步递减的趋势;而科技创新使得技术要素正超越其他各

种要素,成为经济增长的最大变量。 数据显示,我国科技进步贡献率由 2012 年的 52郾 2% 提高至

2021 年的 60%以上,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由 53郾 5%提高至 60%以上[4],这充分反映出科技创新正

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
三是科技创新有助于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一方面,科技创新催生出的新技术、新动能为产

业提供了全新支撑,一大批新业态、新产业、新模式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兴起,例如人工智能、新能源、
生物科技、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等新兴产业领域开辟了新赛道新版图,正发展成为强劲的经济增

长点。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2 年,我国“三新冶经济增加值淤为 210 084 亿元,比同期国内生产

总值(GDP)现价增速高 1郾 2 个百分点,相当于 GDP 的比重为 17郾 36% [5]。 另一方面,在新技术、新
方式、新形态的冲击下,原有的传统产业为适应市场竞争和发展,通过淘汰落后技术、更新产业动

能、加快产业融合发展、调整产业结构等,不断实现自身形态的突破优化和转型升级。 无论是新兴

产业的快速发展,还是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都从整体上推动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有力地促进

经济发展。
(二)科技创新有利于推动共享发展,促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人民

科技创新为促进共享发展的共同富裕提供现实可能。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共同富裕是全体人

民共同富裕冶“不是少数人的富裕冶 [6]142,要“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冶 [7]。 由此可见,
共享发展是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和题中之义。 中国要实现全体人民共享发展的共同富裕,除了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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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政策制度的调节手段,还可以从科技创新上寻求破解之道;尤其是以数字技术为核心的新一轮技

术革新,在推动社会生产和发展层面具有着显在的扩散性、共享性、渗透性等特征,这与致力于实现

共享发展的共同富裕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内在契合性。
一是科技创新有助于促进资源共享,使人民更广泛地享受发展成果。 社会资源具有显著的有

限性和排他性,这导致社会群体需要通过竞争等方式占有有限资源从而满足自身需求。 随着科技

创新的不断深入,数字平台、数字资源、数字信息的开发创造和广泛应用,大大拓宽了社会资源的群

体覆盖面,越来越多的人可以共同享受到发展成果。 以共享经济为例,共享单车、共享汽车、共享充

电宝等产品的兴起,使得社会资源突破了个体局限性,实现了从所有权到使用权、从“占有冶到“共
有冶的转变,大幅提升了资源利用效率。

二是科技创新有助于突破发展瓶颈,使人民更全面地享受发展成果。 科技创新对社会民生的

影响是广泛全面的,体现在饮食、就业、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生态环保等各领域各方面。 它不仅

使各领域各行业生产效率得以大幅提高,降低了产品与服务的成本门槛,推动实现了科技发展成果

的大众化平民化,使得人民能够享受到更多领域、更多方面的发展成果;同时,也使得各领域各行业

突破发展的上限桎梏,开辟新的成长空间,创造源源不断的高端产品和优质服务,让人民享受更高

层次、更加优质的发展成果。
三是科技创新有助于赋予发展机会,使人民更公平地参与发展建设。 不同社会群体和阶层由

于经济基础、社会条件、资源禀赋的差异,其享受发展的机会也是千差万别的。 而科技创新的不断

推进,则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这种不平衡局限,增加了不同社会群体平等发展的机会,拓宽畅通了

向上发展的渠道,使得人民群众尤其是贫困群众和弱势群体,有机会有可能公平地参与到社会发展

建设中去,进一步缩小群体差距、推动实现共同富裕。 以教育为例,慕课、“云课堂冶等数字在线教

育的兴起,打破了时空、资源局限,引发了教育领域的深刻革命,使得贫困地区、西部落后地区的学

生也能享受到优质教育机会。
(三)科技创新有利于优化要素配置,推动区域城乡缩小差距协调发展

科技创新有利于化解共同富裕面临的差距难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我国发展不平衡

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一项长期任

务。冶 [6]116科技创新作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能够有效促进要素资源的自由流动和合理

配置,为推动区域城乡协调发展、化解共同富裕的差距难题提供了新思路新办法。
一是科技创新有助于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欠发达地区可以通过东西部联动和对口支援等机制来增加科技创新力量,以
创新的思维和坚定的信心探索创新驱动发展新路。冶 [8] 可见,科技创新是化解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

分矛盾、统筹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关键枢纽;科技创新有助于优化区域间要素配置,增强欠发达地

区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新时代,我国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着力增强发展均衡性协调性,尤
其是通过开展东西部协作、定点对口支援等方式,向欠发达地区输送创新知识、技术、人才、项目等

要素资源,有力地增强欠发达地区的内生动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科技扶贫为例,全国科技系统

累计在贫困地区建成 1 290 个创新创业平台,建立 7郾 7 万个科技帮扶结对,选派 28郾 98 万名科技特

派员,投入 200 多亿元资金,实施 3郾 76 万项各级各类科技项目,推广应用 5 万余项先进实用技术、
新品种[9],这些都为贫困地区脱贫致富、持续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科技支撑。

二是科技创新有助于推动区域间的分工协作,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 飞速发展的科学技术

大幅提升了社会劳动生产率,而各地区由于产业要素禀赋基础不同,在市场竞争机制的作用下会进

一步加速社会分工与合作,形成分工协作、优势互补的强大产业集群。 以京津冀地区协同发展智能

网联汽车产业为例,北京发挥核心技术优势主要致力于芯片研发,天津则聚焦环境感知、决策控制、
整车生产等领域发展,而河北则发挥其制造优势主要进行终端设备的制造,三地通过发挥各自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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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科技创新推动构建区域产业链条,实现合作共赢发展。
三是科技创新有助于推动城乡协调发展。 长期以来,我国城乡要素资源流动不畅,二元经

济结构难题突出,城乡发展差距较大。 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农业农村现代化关键在科

技冶 [10] “创新是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支撑冶 [11] ,强调要重视发挥科技创新在推动农业农村现代

化、促进城乡融合发展进程中的关键推动作用。 具体而言,科技创新助力城乡协调发展,集中体

现在推进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建设、推动农业产业现代化、增加居民就业收入等方

面。 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物联网、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广泛应用到农村水利、公路、物流等

基础设施建设,乡村 5G 移动网络、光纤网络等数字设施逐步完善,乡村振兴数字底座不断夯实。
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数据,截至 2022 年 12 月,我国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为 61郾 9% ,城乡

地区互联网普及率差异较 2021 年 12 月缩小 2郾 5 个百分点;全国农村宽带用户总数达 1郾 76 亿

户,增速较城市宽带用户高出 2郾 5 个百分点[12] 。 我国在促进现代农业和乡村产业方面,大力开

展现代农业和特色产业核心技术攻关,创新研发出新型智慧农机设备,水肥一体化灌溉、病虫灾

害和气象灾害预警监测等智慧农业和产业系统推广应用,核心种源、良种新种培育技术不断取

得新成果新突破,数字技术延伸到现代绿色农业和特色农产品生产、加工、储运、销售等全端产

业链,农业和乡村产业信息化、机械化、现代化程度大幅提升。 总之,科技创新有力地缩小了城

乡发展差距,城乡一体协调发展进程不断加快。

二、科技创新促进共同富裕面临的难题挑战

科技创新对于共同富裕具有双重影响。 科技创新虽然在促进社会生产、改善社会民生、优化资

源配置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但其并不会“自觉向善冶,反而相应地也产生了新的不平衡不充分问

题,进一步拉大社会贫富差距,对促进共同富裕产生了诸多的负面效应。 这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

出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有力推动了经济发展,也对就业和收入分配带来深刻影响,包
括一些负面影响,需要有效应对和解决。冶 [6]142因此,我国要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共同富裕的驱动促

进作用,做到有的放矢、趋利避害,必须充分把握和分析以科技创新促进共同富裕面临的现实难题。
(一)科技创新助力经济富裕动能不足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创新能力不强,科技发展水平总体不高,科技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

撑能力不足,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这是我国这个经济大个头的‘阿喀琉

斯之踵爷。冶 [13]105聚焦当前科技创新促进共同富裕面临的诸多障碍,从根本上都是源于科技自主创

新能力仍不够强劲,转化为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动能不够充足。
一是科技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仍较低。 近年来,随着我国科技实力的综合提升,科技对经济增长

贡献率也实现不断发展。 2021 年,我国科技进步贡献率已超过 60% ,但这与美日德等发达国家的

平均水平 80% [14]相比,总体上仍存在较大差距。
二是关键核心技术创新不足,对外依存度较高。 尽管我国科技事业取得重大进展,科技创新能

力在世界上的排名不断攀升,重大领域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但在关键核心技术创新上仍存在“卡脖

子冶难题,尤其是高端芯片、基础材料、核心元器件、软件算法等领域对外依存度高,核心技术受制

于人的局面尚未完全扭转。 “我国在核心技术、关键技术上对外依存度高达 50% ,高端产品开发

70%技术要靠外源技术,重要的零部件 80%需要进口,一些关键的芯片甚至是 100% ,其花费远超

过原油进口。冶 [15]

三是科技创新成果转化率不高,科技与经济“两张皮冶现象突出。 数据显示,我国科技成果转

化率不足 30% ,发达国家是 60% ~70% [16],这充分反映出,当前科技创新领域研发供给与企业、社
会现实需求出现结构性错位,打造科技创新助力经济发展的完整链条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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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科技创新助力产业转型升级动能不足。 随着数字技术的创新兴起,我国虽然正以全新要

素实现着对产业结构的优化重塑,但总体而言,与发达国家相比,科技创新对产业结构升级助力带

动效应仍有待提升。 以数字经济渗透率为例,2022 年,我国一、二、三产业数字经济渗透率分别为

10郾 5% 、24郾 0%和 44郾 7% [17],与发达国家最高超过 30% 、40% 、60% [18]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这也

反映出我国科技创新持续推动产业数字化升级仍有较大空间。
(二)科技鸿沟衍生新的不平等问题

“由于这一轮工业革命的性质,技术不仅不能均等地渗透到所有国家、地区、产业和经营主体,
其导致的经济增长也不会自然而然以涓流的方式惠及社会所有群体。冶 [19] 源源不断的科技创新客

观上促进了社会整体变革发展,但看似客观中立的技术要素在与社会经济融合的过程中,也可能会

衍生出“有形冶或者“无形冶的鸿沟,发酵出诸多的发展不平等问题,产生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马太

效应,成为科技创新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实难题。
一是科技鸿沟加剧个体发展新的不平等。 在接入鸿沟层面,不同地区、阶层和群体对科技资源

的获取能力是不尽相同的,这种接触和使用科技的门槛差异将进一步加剧人与人的收益非均衡化

问题,拉大社会差距。 比如,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城市和农村、高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男性

与女性、青年群体与老年群体,他们在获取使用数字硬件设施、网络资源等方面的鸿沟,会成为加剧

个人发展不平等、拉大社会差距的新的影响因素。 在使用和能力鸿沟层面,不同社会群体对科学技

术和资源的使用素养和能力的差异,也将会进一步加剧个体发展的不平等。 调查显示,农村未成年

人利用互联网看视频、聊天、听音乐的比例高于城市未成年人, 但是利用互联网进行网络课堂学

习、写作业 /查资料、收看新闻的比例却低于城市未成年人[20]。
二是科技鸿沟加剧社会分配新的不平等。 在科技的影响和加成之下,社会群体收入分配状况

将发生新的变化,技能型人才收入水平不断提高,而低技能劳动者则面临着“低薪陷阱冶甚至完全

被替代的境况,技术成为拉大群体收入差距的全新诱因。 以 2022 年城镇私营单位分行业门类就业

人员年平均工资数据为例,我国从事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人员年平均工资最高为

123 894 元,而从事农林牧渔业的人员年平均工资最低为 42 605 元[21],前者是后者的近 3 倍;此外,
数字算法、信息流量及电子平台的垄断,也可能产生劳资关系不平等现象,加剧群体贫富分化。 数

据显示,以直播为主要收入来源的主播中,月收入 5 000 元以下占比九成以上,月收入 10 万元以上

的头部主播占 0郾 4% [22]。
三是科技鸿沟加剧产业竞争新的不平等。 随着我国科学技术的不断创新,资本要素与技术要

素相互融合、互为支撑,企业通过建立数字平台、掌控海量信息、创新数字算法等,进一步筑起产业

竞争的数字壁垒,加剧形成了产业垄断、赢家通吃的局面。 以中国互联网行业为例,百度、阿里巴巴

和腾讯公司三大巨头的发展崛起后,加速建立各自的企业生态圈,巩固其行业垄断地位,导致鲜有

企业能够从已有互联网格局中脱颖而出并独立发展壮大。
(三)科技革新产生就业负面效应

随着科技的创新发展,既催生了一批新业态、新岗位,为劳动者带来了全新的成长和就业机遇;
但同时也可能产生就业负面效应,如出现技术性失业、结构性失业难题,对原有就业岗位、就业结

构、就业门槛等都带来了冲击挑战,从而进一步拉大人们的收入分配差距。
一是科技革新导致机器挤压甚至替代劳动力。 马克思强调“劳动资料—作为机器出现,就立

刻成了工人本身的竞争者冶,而“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就这样被机器转化为过剩的人口冶 [3]495。 随着

时代的进步,机器生产工具不断革新发展,纺织机蒸汽机早已成为历史,大量自动化机械设备和人

工智能机器人正大显身手。 在提升劳动生产效率的同时,这些创新技术和生产工具也对劳动力产

生挤出效应,大量从事重复性、机械性、可替代性较强的低技能劳动岗位被逐步替代,技术性失业问

题日益凸显。 据估计,2020 年至 2025 年间,全球约 8 500 万工作岗位将被机器替代[23],技术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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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将加剧低技能劳动力替代风险和压力,进一步拉大社会贫富差距。
二是科技革新导致结构性失业问题。 先进技术的革新发展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人工智

能、新能源等为代表的新兴产业,以及正在实现数字化转型的传统产业,对掌握技术的高技能人才

需求量急剧上升,而高技能人才培养受到教育体制、社会政策、培养周期等多方面影响,使得社会劳

动力市场难以及时培养出相关匹配人才,这将会导致产业需求与市场供给严重失衡,出现“企业招

不到匹配的人才、劳动者找不到适合的岗位冶的结构性失业难题。 据《经济日报》报道,“当前,就业

结构中的供需匹配矛盾突出,招工难与就业难并存,初级工多、高级工少,传统型技工多、现代型技

工少,单一型技工多、复合型技工少,短期速成多、系统培养少,技能人才求人倍率长期保持在 1郾 5
以上,而高技能人才的求人倍率已达 2郾 5 以上。冶 [24]

(四)科技依赖冲击人们精神生活

马克思对技术进步的负面影响作出批判,指出“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

的冶,由此“我们的一切发明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

愚钝的物质力量冶 [25]。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在以科技创新推动经济乘数发展的同时,也产

生了一系列科技异化问题。 这些问题体现在价值和精神维度,就着重表现为科技创新开辟新的社

会场域,产生的技术和工具依赖弱化了人的主体性,价值观念、道德伦理和精神生活受到新的冲击,
对实现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造成全新挑战。

一是社会价值观念遭受冲击挑战。 互联网技术和移动设备的不断普及,多元价值观念和文化

在开放化的网络虚拟空间得到进一步扩散交融,在这一过程中人们的价值观念、道德伦理将遭受挑

战甚至重构,尤其是各种隐蔽负面的网络信息、数字文化、意识形态和社会思潮,将进一步冲击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
二是科技心理依赖甚至成瘾问题依旧突出。 《2021 年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研究报

告》数据显示,未成年网民中认为自己非常依赖(有空闲就要上网)或比较依赖互联网的比例为

19郾 5% ;27郾 3%的家长认为孩子上网时间过长,25郾 3%的家长认为自己对互联网存在依赖心理[26]。
科技创新与电子设备的普及,在给人们带来诸多生活便利的同时,也极大地冲击了人的主体性,使
人们不自觉地依赖并束缚在技术与工具的牢笼中。

三是认知超负荷和失真现象凸显。 手机、互联网设备,海量的信息数据如隐形炮弹般不断轰炸

人的大脑,造成人们出现认知疲劳化、思维碎片化、注意力分散化、情绪焦虑化等问题。 同时,由于

网络的高度开放性,许多虚假信息、诈骗犯罪、网络暴力等在虚拟空间传播发酵,使人们产生认知失

真和安全恐慌等现象。 此外,网络智能算法也会根据用户的信息偏好作出反应推送,使得人们生活

在“信息茧房冶“算法陷阱冶之中,对事物信息的认知趋向于片面失真甚至极端化。
四是精神空虚和情感孤独问题混生。 人是社会性动物,有着情感、精神等多方面需求。 随着信

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人们以互联网平台为媒介突破空间局限,极大地扩大了交往范围,但这种“网
络社交冶却无法实现线下社交的真实感、可触感,在很大程度上反而增加了精神空虚感、情感孤独

感,人们日常看似密切频繁的网络交往却暗藏着情感的浅层交流和精神的空虚孤寂。 中国青年报

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对 2 001 名 18 ~ 35 岁的受访青年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71郾 3%的受访

青年认为太多虚拟社交使人更加孤独[27]。

三、科技创新促进共同富裕的推进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技创新,就像撬动地球的杠杆,总能创造令人意想不到的奇迹。冶 [13]79

这要求我们在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中,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和系统观念,准确把握应

对科技创新促进共同富裕面临的现实挑战,助力推动以科技创新促进共同富裕的历史进程。
48



燕连福, 等: 科技创新促进共同富裕的独特优势、面临挑战与推进路径 第 5 期

(一)全面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强化共同富裕的内生动能

我国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前提是做大做好经济发展的“蛋糕冶,而离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

强,就没有高度发展的经济基础,富裕乃至共同富裕将无从谈起。 因此,我国以科技创新促进共

同富裕,要从四个方面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强化共同富裕的内生动能。
一是着力加强科技创新投入。 充足的资金和资源投入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前提基础。

要强化政府对科技研发创新的资金支持和投入力度,鼓励企业、社会组织、慈善机构等社会多元

力量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投入支持,形成多主体、多领域、多渠道的科技投入体系;同时,深化科技

创新投入分配机制改革,从制度上监督保证科技创新资金使用科学合理、公开透明,从研发类别

上重点提升基础研究的投入,不断提升科技创新投入的使用效能。
二是着力加快关键核心技术创新攻关。 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冶难题是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的突出障碍,也是扎实推进共同富裕面临的显著难题。 要坚持“四个面向冶,着力引导科技人

才在重点领域、关键行业、核心技术方面攻克难题,早日摆脱核心技术、设备和材料的对外依赖,
努力实现科技自主可控、自立自强。

三是着力推动科技成果转化。 要强化科技创新成果的纵深发展和品质提升,从成熟度、应
用度、品质度上下功夫,着力解决科技成果层次水平低、重复度高等问题,推动其转化成为生产

实践、经济发展的重要动能。 要着力加强产学研深度融合,打通创新链、产业链之间的堵点壁

垒,畅通科技创新、研发、生产、销售的有效衔接。 要打造科技创新成果转化服务平台,如成立科

技创新成果孵化转化基地等,助力提升成果转化效能。
四是激发全民科技创新活力。 着力发挥企业科技创新的主体地位,大力实施“大众创业、万

众创新冶行动,鼓励广大人民群众积极主动投身科技创新活动,营造全社会鼓励支持和主动参与

创新的良好氛围。
(二)坚持科技惠民利民导向,站稳共同富裕的价值立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科技创新的落脚点,把惠民、利民、
富民、改善民生作为科技创新的重要方向。冶 [13]201要想发挥科技创新对共同富裕的正向促进作用,
避免技术与资本相互苟合产生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最关键是要坚持站稳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
引导科技创新回归惠民利民的本质,成为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助力,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加快完善基础设施建设,缩小科技创新鸿沟。 要加快推进地区间、城乡间数字基础设施建

设,不仅要在数量上下功夫,更要在质量效能上见真章,推动 5G 网络等配套设施全覆盖,逐步推进

数字信息等科技公共服务均等化,从硬件设施、公共服务层面缩小科技鸿沟,提高人民共享共用科

技设施的水平。
二是提升人民群众科技素养,培养自主发展内生动力。 我国要大力建设科技展览馆、体验馆等

平台建设,通过创新科技普及、社会培训等多种方式,帮助人民群众正确认知和把握运用科技创新

产生的新技术、新方式、新场域,着力提升全民使用科学技术的素养,缩小不同社会群体的发展机会

差距。 要着力加快就业技能培训,如开展职业农民技能培训、就业指导帮扶行动等,着力提升劳动

者知识素养和工作技能,帮助人民群众正确应对科技对就业的冲击。
三是大力发展民生科技事业,持续推动科技创新成果惠及人民大众。 要紧紧围绕教育、医疗、

卫生、养老等民生领域需求开展科技攻关,如创新研发国产医疗器械设备、药品和疫苗,加快推进

“智慧医疗冶“智慧养老冶等,引导科技创新成为改善民生的强大力量。
(三)完善科技法律法规建设,应对共同富裕的科技风险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科技是发展的利器,也可能成为风险的源头。 要前瞻研判科技发展带来

的规则冲突、社会风险、伦理挑战,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伦理审查规则及监管框架。冶 [13]11面对科技创

新带来的一系列风险挑战,我们必须着力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制度,使科技创新成为促进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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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裕的积极因素。
一是要完善科技创新法律法规。 近年来,我国相继制定了科学技术进步法、科技成果转化法、

专利法等相关法律法规,总体上推进了科技法律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 在新征程上,要根据科技创

新的不断发展,持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加强前瞻性预见和估计,充分发挥科技法规的防范性、引领

性作用。
二是要坚决贯彻和完善反垄断法律法规。 尤其是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中涉

及互联网等科学技术领域的相关法规,严格惩治凭借算法、技术和平台等优势开展的垄断行为,限
制资本与技术相结合的无序扩张,切实保护产业发展的良性竞争。 要坚持与时俱进修订完善反垄

断法律法规,对于如元宇宙、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产生的各种新形式的垄断行为,要及时辨

别并依法惩治,共同维护产业竞争生态。
三是要完善科技伦理治理制度体系。 要着力加强国家科技伦理委员会的监管审查,出台完善

科技伦理治理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建立健全科技伦理治理制度和相关机制,加强科技伦理的国

际交流与探讨,尤其是对生物基因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等引发新的社会问题和不确定性风险的领

域,要重点予以监督管理并有效引导其实现科技向善。
四是要重点加强互联网领域立法。 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普及发展,网络虚拟空间业已成为人

们生活的新场域。 要着力完善网络信息、数据安全、电子商务、反电信网络诈骗、反网络暴力等相关

法律法规,持续开展互联网“清朗冶系列行动,依法惩治互联网违法犯罪行为,重拳整治互联网乱

象,着力打造文明健康、风清气正、安全可靠的互联网环境。
(四)强化价值引领和文化供给,促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

以科技创新促进共同富裕,我们不仅要在物质富裕层面谋发展,更要在精神富裕维度下功夫。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要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加强爱国主

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发展公共文化事业,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样

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冶 [6]146。 新征程上,面对科技带给人民精神生活的负面冲击,我
们应着力从价值引领、文化供给、精神满足等方面入手,促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

一是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导。 针对科技创新衍生出的价值扭曲、道德滑坡、伦理危机

等问题,我们要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学习贯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

理论成果,从先进的思想理论中汲取智慧养分、明辨是非对错、保持清醒头脑;要着力强化爱国主

义、集体主义教育,开展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教育,重点传承和践行好科学家精神、“两弹一星冶
精神、载人航天精神、新时代北斗精神、探月精神等,引导人民群体树立正确的科技观、道德观和价

值观;要在网络空间大力弘扬和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增强主流媒体阵地建设、强化网络

宣传与监管等,加强对网络文化和生态的塑造引领,同时要坚决抵制各种错误社会思潮、意识形态、
文化观念的渗透侵蚀,筑牢思想价值之魂。

二是强化优质数字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 随着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数字文化也成为新时代

文化供给的重要形式。 因而,我们要大力推动优质数字文化产业发展,如数字动漫、数字文创等,引
导企业生产人民大众喜闻乐见、健康向上的数字产品;要以数字技术赋能文化服务,推动 VR、AR、
裸眼 3D 等先进数字技术广泛应用于文化传播展示,如曾经举办的“数字敦煌展冶等活动,使得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资源“跨时空冶“沉浸式冶地展现传播给人民大众。
三是合理把握技术工具的使用尺度。 随着移动设备的普及,人们逐渐成为工具的“附庸冶,进

而出现了一系列心理健康、情感交往的问题危机,严重影响人们精神世界。 对此,我们只有合理把

握技术工具的使用尺度,避免对互联网、手机等产生过度沉迷和依赖,人们才能保持自身的主体性,
真正实现对技术的自如掌控和合理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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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Unique Advantages, Confronted Challenges and
Promotion Paths of Promoting Common Prosperity
Through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YAN Lianfu, CHENG Cheng
(School of Marxism,Xi忆an Jiaotong University, Xi忆an 710049,China)

Abstract: With the rise of a new round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has not only become the main driving
force for high鄄quality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but also a key support for promoting
common prosperity for all peopl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has demonstrated its
unique advantages in promoting economic growth, promoting shared development, optimizing
the allocation of productive factors, and enhancing people忆 s happiness.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making the " common prosperity cake" bigger, better, and well distributed.
However, at present, promoting common prosperity through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s also faced with many difficult problems, such as the lack of momentum for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o help the economy become prosperous, new
inequalities spawned by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division,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n employment, and the impact of technological
dependence on people忆s spiritual lives. In the new journey of development, hard work must be
done to comprehensively enhance the capacity for independent innovation, adhere to the
orient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or the benefit of the people, improve the construc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aws and regulations, and strengthen the guidance of value and cultural
supply, so as to constantly guid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for better, effective and
substantial progress of common prosperity.
Key words: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ommon prosperity;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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