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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工商大学慈善学院教授

实现共同富裕，既要把“蛋糕”做大，又要把“蛋糕”分好，这无疑是一项复杂的系统

工程。而为共同富裕筑牢一个坚实且具弹性的基座，无疑是这一系统工程的关键

所在。浙江工商大学慈善学院杨方方教授近年来聚焦共同富裕、第三次分配与慈善事业研

究，成果丰硕。2024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杨方方教授的专著《筑底共同富裕：人

道慈善与扶弱助残》。在书中，杨教授用生动的笔触勾画出了共同富裕、慈善事业以及对困

境群体关怀的美好蓝图。

整体思路院
从野为什么冶到野做什么冶
再到野如何做冶

“筑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

内在要求，是阻挡社会风险向

下传递的现实需要，也是一个

社会实现“人尽其才”的必然选

择。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共

同富裕，涵盖物质、精神文化与

心理等多个层面。从物质层面

来看，共同富裕意味着全体社

会成员的收入水平持续提高，

并且不同群体间的收入差距逐

渐缩小。可以说，共同富裕所承

载的美好生活愿景，与每一个独

特又脆弱的生命紧密相连。老

弱病残等生理性困境群体的生

活状况，直观反映着社会的公

平正义程度，也是衡量社会文

明进步的重要标尺。在现代社

会中，风险无时不刻不在流转。

纵向上，风险不断下行和衍生；

横向上，风险不断发生着由强

者向弱者的转移；从任一时点

看，风险分布极不均匀。如果外

力干预不及时，那么弱势的内

化、固化将难以阻挡，困境群体

将被进一步“弱化”，因此，构建

系统化的困境群体保障与助力

体系对于防止困境群体进一步

弱化异常重要。建设共同富裕

社会，人才至关重要。正如富兰

克林·罗斯福所说：“任何国家都

无法承受人力资源的浪费。”每

个所谓的“弱者”都潜藏着成为

“强者”的可能。从发展视角看，

生理性困境群体蕴含着巨大的

人力资源潜能，只要获得充足

的支持和投入，他们同样能在

共同富裕进程中贡献力量。

筑底共同富裕，不仅需要物

质上的坚实支持，更需要精神与

心理上的温暖关怀；不能仅关注

生理性困境群体当前的生活状

况，更要着眼于他们未来的发

展潜力。就像建造一座摩天大

楼，既要有深埋地下的坚固基

础，也要有地上精心设计的空

间和设施。共同富裕的建设，既

要依赖国防、法制等硬性支撑体

系，也离不开慈善公益和社会保

障等软性保障系统。共同富裕

这座大厦需要一个既有坚固支

撑又富有弹性的底部，它不仅

要保护跌倒的人安全落地，还

能帮助他们重新站起来，快速回

归社会。这样的底部不仅是社会

的安全网，更是激发困境群体潜

能的关键，为社会融合与发展提

供强大动力。

为了构建这样一个坚实而

柔性的底部，需要深入了解现代

社会风险转移规律及对困境群

体挑战的复杂性，并在此基础上

达成共识，使社会各部分紧密协

作。制度建设无疑是构建这一

“底部”架构的基石。与社会保障

制度一样，慈善事业与第三次分

配同样是“筑底”不可或缺的重

要力量，一刚一柔，确保共同富

裕的“底部”既牢固又有弹性。

主要内容院
从保障野生命安全冶
到打造野幸福底座冶

人作为万灵之长，有着浩渺

无边、无限纬度的创造力，独特、

脆弱且有限的生命是人类体验

般美好的前提。基于此，本书从

探析以“保护生命”为根基的红

十字事业着手，接着分析了“筑

底生活”的慈善事业、“筑底融

合”的残障事业、“筑底幸福”的

女性事业以及“筑底未来”的未

成年群体保障事业。

红十字会是人道组织，人道

的首要使命是保护生命，持续改

善健康状况、维护人的尊严是其

不懈追求。人道精神是红十字文

化的核心，红十字文化则是红十

字事业发展的“灵魂”。在我国，

红十字会的社会知晓率高，但社

会认知度偏低。这种“熟悉的陌

生”极易成为谣言滋生的温床和

误会的导火索，侵蚀组织的社会

公信力，导致社会认知进一步弱

化。为改变这一现状，红十字会

应从“大而全”的服务职能向“专

而精”的专业化方向转型，强化

应急服务的专业化水平，比如加

强救护培训、组建专业的紧急救

援队伍等。同时，要重视生命教

育，通过教育传播人道精神，提

升公众的自救互救能力

聚焦于“雪中送炭”、资源配

置灵活的慈善事业是第三次分

配当之无愧的价值担当。宏观地

看，慈善事业服务生理性、社会

性和临时性社会困境群体的过

程就是不断提升自身价值效用

并与初次分配、再分配建立有机

衔接的过程；微观地看，慈善资

源流动是在信息对称引导下的

“借力-给力-还力”循环。从无
力到有力，不可能一蹴而就。单

纯的“授人以鱼”或许能暂时缓

解物质上的匮乏，却难以改变受

助者精神上的萎靡。要让无力者

成长为有力者，物质力量与精神

力量互促共升，义利相生非常重

要。建立义利相生的良性循环需

持续的资源供给和适宜的条件，

慈善应从尊重受助者的尊严出

发，避免道德施压，鼓励多元参

与，实现真正的义利相生。

残障事业的发展应以“融

合”为核心，以“残疾预防”为起

点，以多维多向的社会连接为落

脚点。残疾预防分为生理性预

防、能力性预防、社会性预防三

个层次和全民预防、终生预防和

全面预防三个维度。全民预防的

实现需提高“残疾人证”的使用

价值和持证率，消除残障事业内

部的结构性分裂；终身预防需以

就业导向的能力性预防为重点，

建立精细化、系统化的就业服务

体系，包括能力开发与就业配

置，实现个性化服务，提高残障

人士的自立能力；全面预防则应

以多维多向的社会连接为落脚

点，建立无障碍环境，发挥残联

组织的中心节点作用，打造立体

化社会网络，整个社会资源，促

进残障人士的社会融入。

女性作为社会的“半边天”，

其生活状态直接影响家庭生活

质量和社会幸福感。筑底“幸福”

的关键在于促进女性的角色自

主与权益保障的完善。女性角色

选择的自主性是妇女发展的核

心目标，也是对制度保障的考

验。目前，在人身权利、就业平

等、社会保障、财产权利和政治

参与等方面仍存在诸多限制，因

此需要政府和社会各界共同努

力，通过政策支持和制度保障，

为女性创造更加公平、公正的发

展环境。女性制度保障的取向应

从“保其安康”向“助其飞翔”转

变，妇女权益保障法作为保障女

性权益的基础制度，其完善方向

应包括：调整法律框架，突出人

身权利保护，细化劳动和社会保

障内容，增设监督落实机制；新

增生育保障、母亲养老金、单亲

母亲保障等制度；明确性骚扰防

治责任，细化就业平等、财产权

益保障和妇女政治参与规制等。

未成年人是国家的未来和

希望，未成年人的脆弱成长不仅

影响国家未来的人力资本储备，

还关乎社会幸福感。筑底未来，

关键在于为未成年人提供全面

的社会保障，为他们护航。近年

来，中国未成年人健康状况呈下

降趋势，其成长环境和成长态势

令人堪忧。究其缘由，社会和家

庭在保护未成年人的同时，也可

能制造风险。社会保障体系存在

资源分配不均、制度设计不足、

观念局限和人道理念缺失等问

题，导致未成年人保障投入不

足、女性社会地位低、农村生育

偏好严重、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

现象普遍、职业社保差距大等。

在社会经济快速变迁的背景下，

家庭不仅不足以应对未成年人

成长中面临的风险，而且也存在

家庭向孩子传递焦虑和放大社

会风险的情况。为了给未成年人

营造宽松的发展环境，应构建家

庭、学校、社会共同参与的风险

防范体系。社会保障体系需回归

价值轨道，贯彻未雨绸缪、供给

有序、一体化、合理差异和权有

终始的原则。同时，应加大对未

成年人及相关群体的社会福利

投入，如增加“母职”补偿，扩展

民政系统在监护权撤销与安置

中的职能等。

未来展望院
共富之路究任重而道远

《筑底共同富裕：人道慈善

与扶弱助残》无疑是一部优秀的

学术成果，更是一部充满人文关

怀的社会写实作品。该书提出诸

多鲜明观点：

风险在纵向不

断衍生，横向

从强者向弱者

转移，致使社

会风险分布不

均且向困境群

体聚集，若不

及时化解，弱

势的内化、固

化、转化和多

重化将难以避

免；红十字事

业应从“大而

全”转向“专而

精”；慈善事业

需借助义利相

生的良性循环

推动社会整体

进步；残障事

业适宜走“融

合式”发展路

径；女性保障

事业要兼顾

“角色自主”与“权益保障”；未成

年人健康成长离不开社会保障

制度的全方位呵护等。

然而，从打造坚实且富有弹

性的共同富裕“底座”的需求来

看，本书仍存在进一步提升的空

间。一是覆盖面可以更加全面。

在人口老龄化向高龄化加速演

进的当下，老年群体作为社会重

要组成部分，其生活状况、养老

需求以及面临的风险与挑战愈

发突出。但书中对这一群体的关

注相对有限。二是内部衔接可以

更加紧密。书中虽对社会保障和

慈善事业分别展开了分析，但对

二者之间的衔接机制与互动方

式的阐释还不够系统，使得二者

在助力共同富裕“底座”构建时，

未能形成紧密的合力。三是理论

讨论可以更加深入。打造共同富

裕的“底座”是一项系统工程，需

要多学科的支撑。除社会保障

学、慈善管理学外，相关研究还

可以引入社会学、经济学、心理

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以从更

广泛的角度审视共同富裕的底

座打造问题。

总的来说，《筑底共同富裕：

人道慈善与扶弱助残》精准提炼

了风险传递的规律，敏锐洞察了

不同弱势类型的内在联系，为改

善困境群体生活状况提供了清

晰的思路；也为红十字事业指明

了发展方向，创新性地描绘了现

代慈善事业的蓝图。可以说，本

书提出的见解和策略具有很强

的现实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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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富路上袁一个都不能少
———评《筑底共同富裕：人道慈善与扶弱助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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