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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浙江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中创造性打造“共富工坊”的标志性成果，
创造了推动共同富裕的新的组织形式和实现方式，但离发挥牵引作用，推动共同富裕取得实质
性进展还有一定差距。“真正共同体”与“共富工坊”具有本质契合性。“真正共同体”视域
下“共富工坊”本质上是共富共同体，是利益耦合的发展共同体、价值共创的治理共同体、自
我实现的幸福共同体，重点聚焦多种资源的利益耦合、多方力量的价值共创、多维发展的自我
实现等问题推动“共富工坊”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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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浙江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

中创造性打造“共富工坊”的标志性成果。“共

富工坊”以组织变革和体制机制创新为突破，

实现了有效市场、有为政府和有机社会的结

合，创造了推动共同富裕的新的组织形式和实

现方式，但离推动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还

有一定差距。为了发挥“共富工坊”对共同富

裕的牵引作用，本文充分借鉴“真正共同体”

理论，以“真正共同体”为视域，用浙江省宁

波市相关数据分析“共富工坊”建设，不仅有

利于挖掘“真正共同体”与共同富裕的内在一

致性，探讨面向共同富裕的共同体形态，还有

利于以“真正共同体”理论为引领进一步深化

“共富工坊”组织联建、发展联促、治理联抓、

服务联享，对推动“共富工坊”内涵式发展、

整体性跃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真正共同体”视域下“共富工坊”建设的

内在逻辑

“真正共同体”理论蕴含了丰富的共同富

裕价值追求和实践形式，与共同富裕具有内在

契合性和实践契合性，与推动共同富裕的组织

形式和实现方式——“共富工坊”具有本质契

合性。

2.1“真正共同体”与共同富裕的内在契合性

“真正共同体”理论重点分析了“什么是

共同体、如何创建真正共同体”等问题，并以

社会经济条件为前提刻画了共同体形态必然

经历三阶段，分别是以“人的依赖关系”为特

征的“自然形成的共同体”“以物的依赖关系”

为基础的“抽象共同体”“虚幻共同体”和以

“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自由人联合体”

[1]。“真正共同体”属于共同体形态的第三阶

段，从现实的个人出发，以高度发达的社会生

产力为前提，实现了人与共同体的和谐统一和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真正共同体”理论蕴含

着共同富裕公共性意蕴和共同富裕文明形态，

超越了资本逻辑下“虚假共同体”“抽象共同

体”及其现代性困境，是对更好实现公共利益、

公共价值诉求的目的性建构[2]。而在中国式现

代化道路上结成的人民共同体，既构成了实现

共同富裕的结构保障，又是推动共同富裕的必

然结果[3]。
2.2“真正共同体”与共同富裕的实践契合性

“真正共同体”理论内含了推动共同富裕

的实践形态——共同体模式。作为推动共同富

裕的新的组织形式和实现方式，共同体模式主

要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经济上，建立村社集

体经济共同体，推动农民农村共同富裕[4]。创
造以共同富裕为价值引领的数字乡村建设，建

设数字乡村富裕共同体[5]。二是政治上，推动

社区治理绩效共同体建设，提高农村社区治理

绩效[6]。推动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夯实共同

富裕的实现方式[7]。三是文化上，加强乡村文

化共同体建设，为共同富裕创造支撑条件[8]。
突出乡村文化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合作生产”

逻辑[9]。四是社会上，打造居业共同体，绘就

乡村共同富裕的建设图景[10]。推动农民构建

生活共同体，实现乡村治理有效[11]。五是综

合上，构建全体人民“共富共同体”[12]，比

如构建企业增效、群众增收和社区善治等多重

目标的兼容共存“共富共同体”[13]。
2.3“真正共同体”与“共富工坊”的本质契

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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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真正共同体”与共同富裕的内在契合

性和实践契合性中可以看出，“真正共同体”

理论蕴含了共同富裕价值意蕴和共同体实践

模式。其蕴含的共同富裕价值意蕴与“共富工

坊”的共同富裕价值追求本质一致，为深化“共

富工坊”建设提供了价值指引和理论基础，奠

定了“共富工坊”建设的目标指向是在以公共

性为底蕴的共同富裕社会中实现每个人的自

由和全面发展。其蕴含的共同体实践模式与

“共富工坊”的发展模式本质一致，为深化“共

富工坊”建设提供了实现形式，指明了“共富

工坊”建设的实践指向是在以共同体为基本形

态的共同富裕组织中发挥每个参与者的主体

作用和能动作用。因此，从本质上看，“真正

共同体”视域下“共富工坊”是一种以实现共

同富裕为目标、以发挥每个参与者的主体作用

和能动作用为效能的共同体，也可以说，“真

正共同体”视域下“共富工坊”的本质是共富

共同体。

3.“真正共同体”视域下“共富工坊”建设的

本质形态

在“真正共同体”视域下，“共富工坊”

本质上是共富共同体，这种本质的基本形态是

以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以发挥每个参与者的

主体作用和能动作用为效能的共同体，具体可

以解构为利益耦合的发展共同体、价值共创的

治理共同体和自我实现的幸福共同体。

3.1 利益耦合的发展共同体

在“真正共同体”视域下，“共富工坊”

的根本任务是建设利益耦合的发展共同体。这

一任务的核心在于凝聚各方力量，推动社会资

源的整合与优化配置，构建一个以利益耦合为

基础的发展模式。这种模式不仅强调经济成果

的共享，更注重在共同奋斗中实现资源的有效

利用和利益的广泛共享，实现经济发展与社会

进步的深度融合，从而推动全体人民走向共同

富裕。也就是说，“共富工坊”作为推动共同

富裕的一种新的组织形式，不仅注重集体协作

与利益联结，还强调以利益联结为发展动能，

通过建立“村集体入股分红+村民土地流转+
企业文旅引流”利益联结机制，实现信息流、

资金流、物流、人流的实时共享，实现农民增

收、企业增效、集体增富的共赢局面，从而提

升“共富工坊”的运营效能。

3.2 价值共创的治理共同体

在“真正共同体”视域下，“共富工坊”

的根本动力是价值共创的治理共同体。这一理

念的核心在于构建一个多方主体共同参与、协

同治理的社会发展模式。这种模式不仅强调发

展成果的共享，更注重在共同生产和治理过程

中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价值的共创，从而为

实现共同富裕提供持续动力。换句话说，“共

富工坊”建设是一项系统性工作，需要发挥统

筹协调作用，整合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居

民等多方资源，把各方资源力量整合起来、拧

成一股绳，形成合力，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格

局。继而通过协同治理，推动各个部门、各类

组织广泛参与、共同推动经济发展，增强社会

的包容性和韧性，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厚实的

发展生态。

3.3 自我实现的幸福共同体

在“真正共同体”视域下，“共富工坊”

的根本目的是建设自我实现的幸福共同体。

“真正共同体”是个人自由与集体利益高度统

一的组织形式，只有在这样的共同体中，个体

才能摆脱异化，实现全面发展。这一目标的核

心在于构建一个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的社

会发展模式，让全体人民在共同富裕的过程中

实现自我价值，获得幸福感和归属感。而“共

富工坊”正是对这一理论的实践探索，旨在推

动社会资源的公平分配与共享，构建一个以人

民为中心、共同富裕为目标的社会发展模式。

“共富工坊”通过优化资源配置、完善社会保

障、提升公共服务，为每个成员提供实现自我

价值的平台，把个体的幸福与集体的繁荣紧密

相连，最终形成一个和谐、稳定、充满活力的

幸福共同体。

4.“真正共同体”视域下“共富工坊”的基本

现状

以“真正共同体”理论检视“共富工坊”

建设，不难看出，其已具备共富共同体的发展

形态，正在向发展共同体、治理共同体和幸福

共同体迈进，但离推动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

展目标还有一定距离，仍然有进一步发展的空

间。

4.1 进一步深化多种资源的利益耦合问题

“共富工坊”已经基本实现资源整合的目

的。比如，截至 2024年初，浙江省宁波市“共

富工坊”已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 45600人左

右，其中低收入农户 4500人左右，但仍面临

进一步深化多种资源的利益耦合问题。一是需

要进一步深化利益耦合主体建设。部分“共富

工坊”参与主体的协作联动不够有力，定期会

商、整体调度等机制有待完善，“一县一品牌”

“一乡一特色”培塑力度还需加大。二是需要

进一步深化利益耦合客体建设。部分“共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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坊”由于缺乏统一的资源整合平台和协调机

制，资源分散、重复投入、利用率低等问题较

为突出，难以形成协同效应。三是需要进一步

深化利益耦合效能建设。部分“共富工坊”存

在经营粗放、管理松散等问题，工坊之间在目

标、利益、行动上存在分歧，导致合作效率低

下，发展受阻。

4.2 进一步优化多方力量的价值共创问题

截至 2024年初，浙江省宁波市“共富工

坊”主要由企业、村集体、农民三个部分组成，

已实现多重价值，但仍面临进进一步优化多方

力量的价值共创问题。一是需要进一步优化价

值共创主体建设。农民与村集体的收益来自企

业，而收益真正到达农民还需经过村集体，双

重利益的追求导致农民作为员工无法直接获

利，劳动者的权益未能得到充分保障。二是需

要进一步优化价值共创客体建设。土地、税收、

人才、展销渠道等方面发力不够，牵引撬动民

间资本、公益基金、金融机构等参与的力度不

足。三是需要进一步优化价值共创效能建设。

部分“共富工坊”存在着“重优秀激励轻普惠

支持”的现象，未能发挥社会组织在资源整合

和动员方面的独特优势，价值共创的潜力未能

充分释放。

4.3 进一步转化多维发展的自我实现问题

截至 2024年初，浙江省宁波市“共富工

坊”已实现人均月增收 2200余元，初步发挥

了共同富裕的带动作用，但仍面临进一步转化

多维发展的自我实现问题。一是需要进一步转

化自我实现主体建设。不少工坊带动周边农村

剩余劳动力就业总量有待提升，目前已吸纳就

业的低收入农户占有劳动能力的低收入农户

总数的 60%左右，还能继续扩面，且 35%左右

的工坊尚未带动村集体增收，促进集体增富方

面还需加力。二是需要进一步转化自我实现客

体建设。工坊业态有待进一步丰富，以来料加

工、简单手工业、种养殖业等为主的工坊占到

1/3以上，且订单和创收来源相对单一，一二

三产融合程度和线上线下联动水平还需提升。

三是需要进一步转化自我实现效应建设。大部

分工坊目前仍处于推动物质丰富的状态，对精

神富有、心理富裕等层面的关注重视不够，带

富功能有待拓展。

5.“真正共同体”视域下“共富工坊”建设的

深化路径

以“真正共同体”理论为引领深化“共富

工坊”建设的实践路径，主要通过体现共富共

同体的本质，健全发展共同体的利益耦合机

制、治理共同体的价值共创机制和幸福共同体

的自我实现机制，推动“共富工坊”内涵式发

展和整体性跃升。

5.1 以发展共同体的利益耦合机制夯实“共富

工坊”建设新基石

“共富工坊”是以整合多元资源和促进利

益共享深度融合为中介的新型组织形式，需要

以发展共同体的利益耦合机制进一步完善“共

富工坊”建设的生产模式和运营模式。一是深

化建设体系。以县级为重要载体，推动县级“共

富工坊”服务中心、乡镇“共富工坊”服务站

和村社“共富工坊”服务点建设，分类指导打

造“一县一品牌”“一乡一特色”共富工坊示

范群、共富带，确保不同类型“共富工坊”之

间高效合作，保障各类型乡村“共富工坊”均

能快速发展。二是深化建设活力。大力实施“红

色管家”管坊工程，启动名师、名品、名校、

名基地、名企业等“五名”工程，激发工坊员

工干事创业热情，形成“品牌＋标准＋规模”

的工坊管理链条。三是深化建设机制。建立行

业部门“领衔服务制”，健全人员管理、工资

协商、质量把控等机制，从运营模式、薪资发

放等方面提升工坊运维标准，优化“共富工坊”

群体间的联系。

5.2 以治理共同体的价值共创机制培育“共富

工坊”建设新动能

“共富工坊”是以推动创业之路与治理之

道深度融合为动力的新型治理模式，需要以治

理共同体的价值共创机制进一步提升“共富工

坊”的治理能级和服务能级。一是优化“顾问

团”建设。用好工坊建设顾问团作用，推进区

（县、市）和镇乡（街道）等组建智囊团，进

一步完善工坊六大类型的建设规范标准和扶

持政策，打造市县平台开放共享、城乡末端共

配和区域协作共赢的专业化运转模式。二是优

化“主理人”建设。创新应用转移支付、专项

资金、公益基金等多种手段，探索建立“坊长

负责制”，加快培育一批专业“工坊经纪人”。

三是优化“合伙人”建设。招引一批有品牌意

识、经营能力、共富理念的创业带头人为“共

富合伙人”，加强技能培训、职业教育，全面

提升劳动者的就业和创业水平，全面激活“人

才动能”，让人尽其才、才尽其用。

5.3 以幸福共同体的自我实现机制绘就“共富

工坊”建设新篇章

“共富工坊”是以实现共富建设和个人成

长深度融合为目标的新型实现方式，需要以幸

福共同体的自我实现机制进一步完善共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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坊”建设的发展方式和分配方式。一是转化龙

头效应。搭建以产业为媒、以乡土为魂、以农

旅为介的区域公共标杆，探索建立资产、资源

两种形式入股，股金、租金、薪金多元利益联

结机制。二是转化集聚效应。强化基层组织统

领功能，科学配置土地、资金、人才、技术、

数据等产业发展资源，加快推动各类生产要素

向工坊聚合，探索创新各类要素价值实现机

制。三是转化社会效应。打通工坊与社会爱心

资金、各类慈善基金会、慈善总会等对接通道，

鼓励引导公益创投项目向工坊建设倾斜，开通

“工坊账户”，设立“工坊基金”，建强“工

坊学堂”“工坊论坛”等，把个人成长和工坊

建设深度融合，为实现共同富裕目标提供有力

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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