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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基本内涵与指标体系

傅才武　高　为

摘要:相对于物质生活共同富裕的显性指标,精神生活的内隐性和弥散性特征,使人们对如何评价精神生

活共同富裕较难形成共识.“精神生活富裕”是指族群(国家)和国民个人因物质生活相对丰裕、教育健全、
文化传统开放和认知系统科学等因素促成的积极和开放的总体性心理状态;“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则主要

是指国民个体在追求文化生活、审美情趣、自我价值、科学知识和群体认同的过程中所获得的较好公共文

化资源保障和所享受到的相对公平的发展机会,体现为一种基于国民个体文化权利之上的文化获得、文化

参与、文化享受与文化发展机会上的丰裕和平等.从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内涵和特征入手,探析其与物质

生活富裕、精神生活富裕内涵与外延上的差异,并确立了一个包含２个维度、４个一级指标、１７个二级指标

的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指标体系.针对地区差异、城乡差异、人群差异所导致的相对精神文化资源的不均

衡和文化机会的不平等,要进一步完善“底线公平”保障,以公平促进效率,同时要在经费转移支付之外重

视整体性发展要素的横向转移,加大东中西部区域间的政策调节力度,弥合区域间差距;要最大限度地发

挥文化和旅游行业吸纳就业和富民安民的作用,缩小城乡差距;公共政策应从需求侧鼓励居民的文化和旅

游消费行为,扩大居民文化和旅游参与,弥合人群间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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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１年８月１７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的讲话中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

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我们说的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

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要深入研究不同阶段

的目标,分阶段促进共同富裕.”①２０２１年１０月１６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发表文章«扎实推动共

同富裕»,文中强调“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精神生活共同富

裕”具有什么基本内涵? 如何表征和评价? 这给学术界提出了相关理论和政策研究课题.
目前学界的相关研究成果,大多集中于对“共同富裕”的研究.众多学者对共同富裕的内涵、价

值、难点和实现路径进行了探索研究② ③ ④ ;也对共同富裕的思想创新发展历程和理论演进逻辑进行

了梳理和总结⑤ ⑥ .在此基础上,一些学者从共同富裕的研究拓展到“精神生活富裕”的研究,在“共
同富裕”的理论框架下对精神生活富裕的概念、作用和意义进行了初步讨论,但大多数学者并没有深

入讨论“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与“精神生活富裕”的根本区别,也未对“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基本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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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延、表征、评价和政策路径等进行专门的讨论.“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作为课题的价值,既体现为顺

应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实现全面小康的时代召唤,又体现为顺应人民群众文化生活发展不充分、不平

衡现实对国家政策的诉求.因此,有必要梳理出一个理论上的逻辑和实践层面上的真实需求,为“精
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实践和政策创新提供一个科学的理论支撑.

一、推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战略安排与实践进展

推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作为国家战略,具有国家主导和地方试验相结合的特征.但由于受到中

国社会经济发展程度和仍然处于改革转型阶段的双重约束,国家层面推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政策

措施和实践面临着继承与创新的双重任务.
(一)国家共同富裕战略的渐次推进和逐步深化

１．国家战略的纵深推进:从“共同富裕”到物质和精神“双富裕”
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

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国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①.因此,党和国家领导人历来都高度重视

精神文明建设,强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硬.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于“共同富裕”和“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进行了更加深入、精辟的

论述.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１５日,在党的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

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要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在２０１３年８月全国宣传

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指出:“只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都搞好,国家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

都增强,全国各族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改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才能顺利向前推进”,并强

调要“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满足人民精神需求”②.

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１８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提出了未来五十年的发展目标,从
２０２０年到２０３５年,“人民生活更为宽裕,中等收入群体比例明显提高,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

水平差距显著缩小,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本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从２０３５年到

２１世纪中叶,“我国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将全面提升,实现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国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③.

２０１８年８月,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提出,要更好满足人民精神文化生活的新期待,
要创造更多同新时代相匹配的文化精品,推动文化事业全面繁荣和文化产业快速发展,以高质量文化

供给增强人们的文化获得感、幸福感④.

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２９日,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全会提出了“十四五”时期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的主要目标.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８日,习近平同志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

局第二十七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共同富裕本身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目标.我们要始终把

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不断地、逐步地解决

好这个问题.”⑤２０２１年５月１日,习近平同志发表«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

局»一文,提出实现共同富裕,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让人民群众真真切切感受到共同

富裕不仅仅是一个口号,而是看得见、摸得着、真实可感的事实”⑥.

２１

山东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认真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 汇聚起全面深化改革的强大正能量»,«人民日报»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２９日,第１版.
习近平:«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 努力把宣传思想工作做得更好»,«人民日报»２０１３年８月２１日,第１版.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日报»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２８日,第１版.
本报评论员:«更好满足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新期待»,«人民日报»２０１８年９月１日,第４版.
习近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确保“十四五”时期我国发展开好局起好步»,«人民日报»２０２１年１月３０日,第１版.
习近平:«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求是»２０２１年第９期.



２０２１年７月１日,在中国共产党成立１００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提出了在新的征程上

“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的目标①.«中共中央关于党的

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不
断创造美好生活、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代.”②

从这一国家战略形成的历史过程看,从“共同富裕”到“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反
映了中国对社会主义国家性质和中国特色现代化本质的认识的不断深化.从价值层面逐渐深入到顶

层设计层面,再到政策路径层面,既有深刻的理论阐释,又有切实可行的方法论指引.国家战略对于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政策表达和推动,为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提供更系统、更创新和更坚实的

制度基础、文化生态和舆论环境的支撑.

２．推进国家战略中的地方试验:中央地方两个积极性的结合

“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是新时代、新阶段和新征程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既包含了内涵极

其深刻和丰富的理论命题,也是极具前瞻性和探索性的政策问题,既需要战略规划又需要落地试验.
在现代化转型国家中,发挥中央政府作为第一行动集团的推动作用和激发地方政府作为第二行

动集团的先行探路作用,是保障国家战略得以成功推进的重要经验.２０２１年５月２０日,中共中央、国
务院批复同意«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浙江试验”旨在通过浙江实

践为实现共同富裕开展试点,探索具有中国特色共同富裕的基本路径.该批复通过设定“共同富裕”
的目标以指导“浙江试验”:“共同富裕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是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和

相互帮助,普遍达到生活富裕富足、精神自信自强、环境宜居宜业、社会和谐和睦、公共服务普及普惠,
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和幸福美好生活.”③这一批复概括了实现“共
同富裕”在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环境、社会和公共服务５个方面所要达到的试验目标,为浙江试验提

供了方法论指导.

２０２１年７月２０日,浙江省发布«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实施方案»,其中涉及精神

生活建设的内涵:“人文之美更加彰显,努力成为精神普遍富足的省域范例”,“打造新时代文化高地,
推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发展先行示范”④.随后,浙江省出台«关于高质量打造新时代文化高地,推进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行动方案(２０２１ ２０２５年)»,提出了２０２１ ２０２５年的目标,阐述为９个部分:
(１)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共同富裕理念入脑入心;(２)推进文艺精品创作演出演播,厚
植共同富裕文化氛围;(３)推动公共文化服务提档升级,促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４)提高文化产业和

旅游业发展质量效益,助力共同富裕创新发展;(５)赋能乡村振兴,促进城乡一体发展;(６)深化协同协

作,推进区域协调发展;(７)提升城乡居民文化和旅游参与度,共建共享品质生活;(８)加强对外文化交

流和旅游推广,打造共同富裕展示窗口;(９)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强化共同富裕制度保障.但这一

行动方案关于如何评价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实现程度没有明确说明,因此,如何界定、推进和评价精

神生活共同富裕在理论和实践上仍然具有广泛的讨论和探索空间.

２０２１年８月１１日,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印发了«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服务共同富裕示范

区建设行动计划(２０２１ ２０２５年)»,围绕“为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提供致富之路、智力

之源和精神之力”定位,突出“物质富裕、精神富足”双重目标,谋划打造八个方面的省域范例,具体到

精神文化方面,则是要“打造新时代文化高地,努力成为促进群众精神富足的省域范例”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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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浙江试验”在层层谋划和逐步推进中,但就上述相关政策文本来看,大多为常规思路与举

措,有针对性的、能够形成共识和可操作的新思路和新举措并不多.
(二)推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实践进展与挑战

近年来,在文化领域推进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文化市场体系建设和边疆贫困地区的对口帮

扶工程(如“西新工程”“春雨工程”、少数民族出版工程等),以缩小区域、城乡和人群三大差距,公平地

保障居民的文化权利,这是国家政策主导下推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重要举措,取得了巨大成就,如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开始实施的农村基层文化惠民工程,对缩小城乡差距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关于推

进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的指导意见»(国发２０１６年第４９号文)和«公共文化领域

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国办发２０２０年第１４号文)对中西部的财政政策资

助比例倾斜,对于缩小东中西部的差距起到了明显的调剂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文化市场逐步建立完

善,中国文化体制逐步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事业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多元混合体制转变,使得社

会在公共供给之外形成市场供给的渠道,极大丰富了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推动了国民思想道德素养

的提升、价值观念的更新和社会的全面进步.但在计划经济时期就已经出现的区域差距、城乡差距和

人群差距在市场体制下并没有消失,甚至有所扩大.在国家宏观层面上,推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挑

战仍然存在.

１．国家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成绩与局限

２００７年以来,由国家主导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水平,是集中体现我国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重

要标识.这一国家文化工程取得了巨大成就,２０２０年基本建成全国６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国家财政

投入持续增长,公共文化服务的覆盖率快速提升.但这些成绩主体集中于外延扩张上,公共文化服务

的内涵建设仍然相对滞后,人民群众实际文化参与和文化体验不足,精神文化生活的满足感、获得感

和幸福感还有进一步提升空间.
如颜玉凡等发现,“在部分社区,政府斥巨资兴建的文化服务设施受到冷落”①.李少惠等选取 H

县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三个典型案例,发现社会场域成为承接国家文化福利的首要站点,而后经过层

层节流与资源重组,在此过程中出现了“最后一公里”问题②.

２０１９年１ ８月,陈庚等对湖北省１５个地市州７７个行政村农家书屋及其周边农村居民进行了实

地调研和问卷调查,通过对“公共阅读获得感”的统计发现,在５５６位受访者中,选择“不太有收获”“比
较有收获”“非常有收获”的分别占３７９％、４２３％、１９８％,受访居民的公共阅读获得感整体处于中等

偏上水平③.
武汉大学“文化第一线”课题组于２０１８年对全国２１省２８２个行政村“文化惠民工程”项目开展调

查,发现当前农村居民存在较强的公共文化服务需求,对文化惠民工程持基本认可态度,但期望值高、
满意率低,表现出一种“弱参与”(假性参与或象征参与)特征④.

２．区域差距、城乡差距和人群差距成为推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挑战

第一,东中西部区域之间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仍然是推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重要障碍.中西

部地区、农村地区经济社会整体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相对薄弱.根

据国家统计局的相关统计数据进行测算,２０２０年,西部地区１２个省(区、市)的人均 GDP为５３７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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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其中,最高的重庆市人均 GDP为７５８万元,为东部平均水平的８３％;最低的甘肃省人均 GDP为

３３万元,仅为东部平均水平的３６％.区域间经济社会发展不均衡,直接导致区域间科教文卫事业发

展不均衡,进而制约区域间精神文化生活整体性共建共享的实现程度.
第二,中西部贫困地区部分人民群众文化资本不足,居民精神生活相对贫困.精神相对贫困具体

表现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追求、文化素养和精神境界落后于当前经济社会对于人的全面发展的要

求.精神贫困是物质贫困的产物,但是随着我国绝对贫困的消除,精神相对贫困的问题逐渐凸显,成
为制约当地居民精神生活发展的关键因素.例如,普遍存在的“等靠要”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不仅

导致欠发达地区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不足,还能够在代际之间传递,精神相对贫困成为走向共同富裕道

路上“最难爬的坡”①.同时,“无条件同情弱者”作为一种政策意识形态一旦失去边界和限度,就会

催发社会形成“我是穷人我怕谁”的“示弱博弈”效应,让社会弱势群体将这一符号身份自我内化,弱
势群体自身存在的问题将会被掩盖.这些与国家现代化进程不相适应的观念和传统,不仅阻碍了

个体精神状态的改善和思想境界的提升,也阻碍了积极进取、奋发有为的社会氛围的形成.此外,
第三次农业普查的数据显示,农业生产经营人员中,３５岁以下的人员只有１９２％,５５岁以上的为

３３６％;而且从事农业经营人员的学历程度普遍偏低,初中及以下学历的比例超过了９０％,大专及

以上比例只有１２％②.在中西部的农村地区,普遍存在人口老龄化和劳动人口学历偏低现象,导
致当地居民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缺失,文化素养偏低,文化需求表达和文化参与能力缺乏,从而降

低了人们文化参与的积极性和文化体验的获得感,压缩了人们精神文化生活的拓展空间.
第三,个人物质财富增长而道德滑坡的不协调现象不同程度地存在,腐蚀着个人精神生活和社

会整体风气.物质财富增长而道德滑坡是世界范围内广泛存在的“现代病”.德国社会学家阿尔弗

雷德韦伯指出,“现代性危机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文明压倒了文化,人在物质文明的大潮中彻底丧

失了作为人类存在的自由本质,而沦为物的奴隶”③.在“金钱至上”“物质至上”观念的影响下,人
的价值出现“异化”,人本身不再是具有主体性、能进行创造性劳动的个体,反而是要通过消费人自

身所创造的“物”(商品)才能体现自身价值的“他者”,现代社会的商品拜物教逐渐掩盖了人对于精

神富裕的内在需求.一方面,部分先富起来的个体没有完成先进思想道德的蜕变,陷入理想信念缺

失、物质生活靡费、偷税漏税、寻租等机会主义行为和“道德溃败”境地;另一方面,先富群体的“道德

榜样”能力不足甚至缺失,导致整个社会积极奋发的意识不足,难以形成创新社会所需要的文化氛

围支撑.

３．文化消费水平整体偏低和城乡不均衡制约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进程

近年来,虽然扩大文化消费日益成为国家政策关注的重点,但是我国居民文化消费总体水平偏低

的瓶颈没有得到根本性的突破.如张晓欢等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数据整理计算发现,“十三五”期间,
我国文化消费总量持续增长,２０１９年达到了１１８８０４２亿元,比２０１６年增长了７４％,但年均增长率

较低,仅为２５％,文化消费总量与同期我国消费支出增长率相比仍有较大差距,２０１９年消费支出增

长率相比文化消费支出增长率高出５９４个百分点④.我国文化消费水平远低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

２０１９年,我国文化消费占比仅为３９３％,而２０１６年美国、英国、日本、德国和澳大利亚文化消费占比

已分别达到１１４５％、１１６２％、９９３％、９９７％、１４８３％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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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实现,与国民个体的精神需求程度以及对文化资源的占有和享受能力

密不可分,从这一意义上说,个体对精神生活的需求与自身的受教育程度密切相关.中西部地区和农

村地区居民收入相对较低,制约其文化教育支出的比重和总量.教育文化投入的不平衡进一步造成

了城乡间民众思想意识、公民素质发展的不平衡,进而导致居民精神状态层面发展的不平衡.根据国

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２０１１ ２０１９年,我国城镇、农村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支出均呈线性缓慢增长

态势,但每年增加的绝对值差异始终很大,城镇与农村居民年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支出值分别是２４１９
元和９８６２２元,差异明显.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２０１７年中国居民消费发展报告»显示:２０１３ ２０１６年,全国城镇人均文化

消费从９４５７元增长至１２６８７元,人均绝对值增量３２３元;全国农村居民人均文化消费从１７４８元增

长至２５１８元,人均绝对值增量７７元①.２０１９年,城镇文化消费总量是农村文化消费水平的６８４
倍,与２０１６年的６７８倍相比略有升高②.

文化消费作为一种价值符号层面的精神体验和文化参与活动,直接影响和塑造着人们的精神世

界.城乡居民文化消费的不均衡,间接反映了城乡居民的精神生活的不均衡.因此,城乡文化消费水

平差距较大,依然是当前推进城乡居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重大障碍.

二、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基本内涵、特征与效用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不仅是与共同富裕不同的概念,而且还与精神富裕(精神生活富裕)的内涵存

在明显的区别③.
(一)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基本内涵

精神生活富裕是与精神生活贫困相对应的概念范畴.精神生活贫困是指某一社会群体或个人的

思想道德素质、文化知识水平、价值观念、价值取向、风俗习惯、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等观念系统整体

落后于社会主要物质生产方式,难以对物质生活和社会进步提供正向影响和支持的总体性心理状态;
它是由于物质贫困、教育缺失、观念陈旧、文化传统落后、片面的认知系统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所导致

的社会主体(族群或个体)价值观念系统保守、封闭、落后和科学观念缺失的状态.
而精神生活富裕则与之相反,是指族群或个体因物质生活相对丰裕、教育健全、观念和文化传统

开放与认知系统科学等因素促成的积极和开放的总体性心理状态,能够对物质生活和社会进步提供

正向的影响和促进作用的精神文化状态.
张桂岳等认为,“所谓精神富裕包括先进科学和健康向上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理想信念、

伦理道德、思维智慧、科学技术、文化艺术及语言等精神条件和精神素质的拥有”,“精神生产的不断优

化,社会精神产品的不断丰富,社会成员思想道德水准不断提高,拥有充裕的精神财富,即谓‘精神富

裕’”④.王爱桂认为精神富裕不仅指主体创造精神财富的意愿和能力,也指主体获得精神财富满足

和享受的精神心理状态⑤.
汪青松认为,“精神富裕主要是一个反映和衡量主体(个人、政党、民族、群体、社会等)基于一定的

社会物质生产方式基础之上,在精神生产和精神生活领域中,对各种精神要素资源(思想道德、文化艺

术、教育科技、知识水平、意识观念、价值取向、理想信念、风俗习惯、思维与行为方式等)选择、追求、创

６１

山东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①
②
③
④
⑤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２０１７年中国居民消费发展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第６３页.
李惠芬:«文化消费的困惑:“国际经验”与实践的背离»,«南京社会科学»２０１９年第８期.
本文中,作者把精神生活富裕与精神富裕视为大体相同的概念.
张桂岳等主编:«华夏第一县共同富裕之路探索»,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第４、２５４页.
王爱桂:«从精神贫困走向精神富裕»,«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５期.



造的能力及意愿,以及在此过程中展现出的正面而积极的精神满足、享受、发展和超越程度的哲学范

畴”①.他将精神富裕划分为三个层次:“从精神富裕的不同主体来看,精神富裕可区分为社会的精神

富裕、团体(群体、组织)的精神富裕和个体的精神富裕.”②社会的精神富裕是对民族国家整体精神文

化状态(如朝气蓬勃或暮气沉沉)的总体反映,团体的精神富裕又可以概括为职业团体、地域团体、政
治团体、学术团体和宗法团体等的精神富裕程度.

我们认为,精神生活富裕反映在国家层面上,主要是指族群享有较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精神文

化需求较好地得到满足的整体性状态,总体体现为民族(族群)的较高思想道德水准、科学文化素养、
自信开放的心态、积极向上的行为方式和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也表现为民族(族群)得到完全保障和充

分实现的幸福感、安全感和归属感等积极的心理体验和精神世界样态,既包括集体的心理状态,也包

括个体的心理状态.
作为文化社会学意义上的范畴,“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与“精神生活富裕”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有学者将“共同富裕的精神生活”归纳为:“丰富且良好的欲望,真挚且高尚的情感,持续且向上

的激情,全面且深刻的认知,积极且完美的德性,崇高且深邃的审美情趣,正向且健康的价值观,神
圣且自觉的信仰,主动且有效的心态调适等.”③这是在描绘一个社会主体的良好的精神状态,但没

有明确说明“共同富裕的精神生活”的主体到底是国家、集体还是个人.“共同富裕的精神生活”应
涵盖三个基本维度:社会能为人们提供的精神生活条件,个体对精神生活享有程度的衡量,国民精

神状态与个体精神追求境界④.这三个维度尽管提及个体精神生活享有,但主体仍然是针对国家

(族群)而言的.
“共同富裕的精神生活”仍然是阐述“精神生活富裕”的内涵,是描述国家(族群)精神文化层面的

特征.而“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描绘国民精神文化层面上的特征,主要不是描绘国家(族群)的整体

性精神状态,而是指个体在公共文化供给和文化市场供给中相对公平地获得精神文化资源和文化发

展机会,从而带来心理满足和精神愉悦的过程,是指每个国民个体的精神文化生活保持均衡状态,全
体国民的精神文化需求都得到较好的满足,并保持着族群积极开放和自信的发展状态.

因此,所谓“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指国民个体在追求文化生活、审美情趣、自我价值、科学知识

和群体认同的过程中所获得的较好公共文化资源保障和所享受到的相对公平的机会.在某一特定的

民族国家范围内,则体现为国民个体相对公平地和相对平等地获得精神生活所需要的各种资源以及

文化参与和文化创造的各种机会,集中体现为一种基于个体文化权利之上的文化获得、文化参与、文
化享受与文化发展机会上的丰富和平等.

但必须要说明的是,国民层面上的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并不等同于社会成员个体拥有、享受精神

文化资源和文化发展的能力和机会的绝对平均,而是基于个人文化权利、基于法律和政策保障底线之

上的相对均衡.文化权利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体现为“公民个体或集体拥有的参与文化活动,享有文

化资源与成果,分享文化利益,并促进文化传承与发展的权利与自由”⑤.它包含了两个层面的内容:
一是指个体对精神文化资源的拥有、参与消费和享受;二是指个体利用所拥有的精神文化资源而获得

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的创造能力.个体的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应是这两方面的有机统一.
国民个体对精神文化资源的拥有、参与消费和享受满足,是国家借助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和文化

市场体系对个体基本文化权利的保障和满足,体现为个体对文化实践的参与和个体文化(旅游)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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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青松:«内涵价值构建:精神富裕三维之解»,«学术论坛»２０１１年第１１期.
汪青松:«社会主义精神富裕»,中共中央党校博士学位论文,２００５年,第１９２０页.
张胜、王斯敏:«自信自强 走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光明日报»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１８日,第７版.
张胜、王斯敏:«自信自强 走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光明日报»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１８日,第７版.
傅才武、蔡武进:«文化权利论»,«中国文化产业评论»２０１５年第２１期.



形态.个体借助于精神文化资源进行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创造,既是个体占有文化资源状况(使用、
享用、收益和处置等)的客观体现,是高层次的享受满足,又是个体参与社会财富总量创造的表征,体
现的是国民个体与国家的关系,是国家因公共文化投入而受益.如果国民个体没有为社会创造出更

多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能力,个体(特别是下一代个体)对文化资源的拥有、参与消费和享受满足将会

成为无源之水,因此个体的精神文化创新和创造力是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重要表征,一定程度上代表

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作为一个概念范畴,是从个体的层面来定义的,强调个体层面上精神文化的共

同富裕,是“个人的全方位发展与全体人民共同发展的统一”①.每一个个体的精神生活均达到富裕

程度,则在抽象层面实现了国家内部不同区域、群体和个体之间的整体性精神富裕目标,这即是精神

生活共同富裕内涵中的个体与社会的关系.如范玉刚认为,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既是个人心理满足的

状态,又是民族精神状态的表征,“作为共同富裕内涵与构成部分的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主要表现为每

个人都能得到由丰富多彩的精神生活带来的心理满足和精神愉悦,从而显现为一个民族精神状态的

饱满、自尊自强意识的张扬和奋发意志的昂扬”②.
(二)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特征与效用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精神生活条件,“物质生活的生产

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③.物质生活的共同富裕具有基础性,在一

定程度上,物质生活的发展为精神生活的丰富提供了可能,创造了条件.

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具有相对独立性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要基于物质生活共同富裕之上,只有国民个体拥有和享受较丰富的物质和精

神文化资源,在满足物质生活和生理需求的基础上能够较好地满足其精神生活和心理需求,才能利用

精神文化资源拓展其发展能力和发展机会.由于经济条件、社会分层和个人天赋差异的客观存在,个
体层面的精神生活富裕存在不同程度差异,客观上存在不富裕(贫困)到比较富裕到富裕的区别.

但是在特定历史文化阶段,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具有相对独立性,物质生活共同富裕的实现并不必

然带来精神生活的共同富裕,两者存在失衡的情况.如斯蒂格利茨在«美国真相»中所批判的美国社

会财富越来越富有而社会却在沉沦的现象.又如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美国“嬉皮士文化”,就是人的物质

层次需要得到满足后,高层次精神需要没有及时满足所出现的社会问题.这一时期青年人把对现实

的不满发泄在摇滚乐中,比如嬉皮士歌手鲍勃迪伦(BobDylan)的代表作«妈妈,我不知为啥生活»、
滚石乐团的热门曲目«我无法得到满足»等,都是这一社会现象的艺术反映.

我国学者赵汀阳也就此问题进行了反思和批评,他指出“当下的精神生活主要是娱乐明星、都市

写作和体育,这样轻浮的堕落是令人吃惊的”,“如果娱乐成为最高价值,同时还反对宏大叙事和深刻

思想,这样就形成一种轻浮和软弱无力的精神结构,让人只关心鸡毛蒜皮的生活细节,个人利益、个人

权利和个人感受,总之把视野缩小到个人”,“用小叙事代替宏大叙事,用娱乐代替思想,这样腐败的精

神最终会导致社会的崩溃”④.

２．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具有相对超越性

在人类自身创造的物质(科技)世界和精神文化世界中,物质(科技)世界满足了人“存在于自己生

存的这些自然无机条件中”⑤的生理需求,而精神文化世界满足了人的主体精神需求,尤其是赋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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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爱军:«唯物史观视域中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哲学研究»２０２１年第９期.
范玉刚:«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中国文明型崛起的价值支撑»,«国家治理»２０２１年第１期.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３２页.
赵汀阳:«哲学原旨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学报»２００５年第１期.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０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５年,第４８４页.



人类超越物质生理的规定性,赋予人的自我意识和能动性特征,赋予人以目的性的意义指向.民谚

云:“吃饭是为了活着,但是活着绝不是为了吃饭.”追求有意义的生活,过有尊严的生活,促进个体生

命质量的彰显和自我价值的实现,才能体现“人之为人”的内核,体现“人是悬挂在由他们自己编织的

意义之网上的动物”①.
对于个体而言,从两者获得的效用是不一样的:“物质富裕给人带来极大快乐,精神富裕则能使快

乐倍增.物质富裕产生的快乐更多停留在生存层面,以衣食住行用为核心,而精神富裕带来的快乐涵

盖了享受层面和发展层面.物质富裕带来的快乐是有限的,精神富裕创造的快乐是无穷的.”②在国

家层面上,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国家经济富裕的外延和标志,通过国民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养

的综合全面提升,为民族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输入智力支持和精神动能.

３．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反作用于物质生活共同富裕

正如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所说:“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
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③.中国社会推

进共同富裕的国家目标,落实在经济(利益)共同体上,就必须要有一个强大的社会意识形态共同体来

提供强大的集体认同和社会共识,即一个拥有１４亿人口的超级“国家共同体”需要一个以公平正义为

核心的共同价值观的支撑.
在国家层面上,建构这一共同体价值观的有效途径,就是推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一方面,国家

共同体的“集体意识”,作为“社会成员平均具有的信仰和感情的总和”④,在动员社会和维系社会凝聚

力方面发挥着独特作用.在推进物质生活共同富裕的基础上,努力推进精神生活的共同富裕,厚植共

同富裕的文化氛围,有利于培育出适应“国家共同体”所需要的集体认同.另一方面,伴随着社会利益

主体多元化,社会各阶层都要面对日益复杂的利益关系及利益分配格局,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目标的实

现,依赖于对社会整体利益分配的规范与引导,又依赖于社会思想观念和文化价值观的建设,需要重

塑社会群体利益关系与利益结构,构筑价值认同之上的利益共识.精神生活的共同富裕,包含了承认

利益差别的合理性与正当性,有利于优化社会群体利益关系与利益结构,建构物质生活共同富裕的思

想基础.

三、探索建立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评价指标体系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作为国家战略,不仅是一种理论,更是一种社会实践.在厘清精神生活共同富

裕的“价值 规范”之后,需要进一步聚焦于“制度 实践”层面,要落实于相应的制度建设.２０３５年要达

到包括物质生活共同富裕和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国家共同富裕目标,必须建立起可量度的指标体系.
物质生活共同富裕能够设计出可评价的具体指标,比如人均收入水平、基尼系数、人口城镇化率

和人均预期寿命等,国内外相关研究也比较成熟,但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一个什么评价标准,却存在

不确定性和主观性,目前尚处于探索初级阶段.作为贯彻国家“共同富裕”试验田的«浙江高质量发展

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实施方案»,提出要“构建推动共同富裕的评价考核体系”,“科学设立高质量发展

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评价体系和目标指标体系,探索建立共同富裕实现度测度标准和方法”等,同样

是一种比较空泛的描述.因此,探索建立“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评价指标体系”,是当下理论和实践的

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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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共同富裕评价指标体系”理论与实践成果

目前,国内多位学者就“共同富裕”的指标体系进行了研究,在其所设计的指标体系的一级指标

中,涉及“精神生活富裕”的内涵.
韩保江构建了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定量测量框架,该框架体系以“经济发展”“社会结构”“居民

收入与财产”“公共产品可及性”“人民生活质量”“收入分配公平度”“生命健康”为一级指标,其中

“人民生活质量”的二级指标包括“城镇调查失业率”“全国商品住宅房价收入比”“全国居民恩格尔

系数”“全国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支出”“全年国内游客”５个指标①,最后两个与精神生活富裕直

接相关.
李军鹏认为共同富裕是生活丰裕、生态优美、社会和谐、公共服务体系完善的富裕,由此设立了四

个一级指标:公共服务体系完善程度指标(包括公共文化、公共医疗卫生、公共就业、社会保险、公共住

房、环境保护公共服务体系)、人类发展水平指标、最低工资标准指标、最低生活保障标准②.在第一

个指标中关注到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涉及精神生活富裕的内涵.还有一些学者对“共同富裕”评价指

标体系进行了设计.
杨宜勇等将共同富裕的评价体系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他认为共同富裕不仅要满足物质层面

的需要,也要满足人民群众享有政治权利、享受文化产品和服务等精神层面的需要,提出要将“共
同”和“富裕”有机统一③.“共同”说明富裕实现的范围,即全体人民共同享有平等的发展机会和成

果,应采用体现差异性、共享性的双维指标来评价;“富裕”用来表征全国人民的平均生活水平达到

发达国家生活丰裕的程度,其中,涉及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指标内涵为“居民家庭文体旅游消费支

出比重”.
相较于物质生活共同富裕的外显性、标准化、具体性特征,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具有内隐性、主体

性、抽象性、渗透性和弥散性特征,不易进行实证测量,更难以进行效果验证和发展预测.在实践层

面,个别地方根据自身基础和情况,借助于定性指标与定量指标相结合的方法,对相关评价指标体系

工作做了初步的、具体的探索.

２０２１年浙江省出台的«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服务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行动计划(２０２１ ２０２５
年)»,根据五年发展目标设置了“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旅游对乡村振兴的贡献度”“促进区域协调

发展”“丰富群众文化和旅游生活”“满意度和安全率”五大发展指标④.五大主要指标下设若干子指

标,共同体现了浙江对精神生活富裕内涵的理解,具有政策先行示范意义.

２０２１年１２月,德清发布全国首个«县域精神富有评价指南»,设置了“道德品德”“文化生活”“社会

风尚”３个一级指标和“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等１１个二级指标.尽管是把县域“精神富

有”作为评价对象,与“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内涵存在明显的差异,但其中的设计思路仍然可以提供

借鉴.
(二)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评价指标体系的初步设计

借鉴上述有关共同富裕的评价指标体系,并基于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独特表征和国民基本文化

权利的内涵,我们提出了“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指标体系,如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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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保江:«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逻辑、内涵与路径»,«理论视野»２０２１年第１１期.
李军鹏:«共同富裕:概念辨析、百年探索与现代化目标»,«改革»２０２１年第１０期.
杨宜勇、王明姬:«共同富裕:演进历程、阶段目标与评价体系»,«江海学刊»２０２１年第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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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指标体系的构成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指标体系由“两个维度、四个一级指标、１７个二级指标”构成.“两个维度”:将
国民个体文化获得的精神文化资源与文化发展机会放到纵向比较(历史增幅)和横向差异比较(横向

差异减小)的两个坐标轴中进行评价.其中,居民参与公共文化的主动性程度,是衡量公共资源使用

效率的标尺,体现了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基本内涵.“四个一级指标”:将基于个体文化权利之上的文

化获得、文化参与、文化享受与文化发展机会４项基本权利,设为一级指标.四个一级指标下面,进一

步设置１７个二级指标,以便对一级指标进行具体测量和评价.
其中,“文化获得”一级指标通过公共文体旅游设施、公共文化经费、公共文化和旅游活动、特殊群

体的公共设施的便利性４个二级指标进行评价;“文化参与”一级指标通过文化综合参与率、旅游参与

率、体育健身参与率３个二级指标进行评价;“文化享受”一级指标通过居民对公共文化服务满意度、
居民对旅游服务满意度、居民对体育健身满意度、居民对文化市场满意度４个二级指标进行评价;“文
化发展”通过人均受教育年数,人均获得艺术审美培训时间,人均知识产权数,文化行业捐助占投入比

重,文化和旅游行业数字技术应用比重,人均 GDP、恩格尔系数６项二级指标进行评价.
四个一级指标下设１７个二级指标,综合反映城乡、区域、人群间精神生活差异程度和社会文化资

源保障的丰富程度和平等性程度.文化获得、文化参与、文化享受和文化发展指标越高,一定程度上

反映出社会文化资源保障越丰富、越平等,区域、城乡、人群之间精神生活差异越小.
这些指标之间,存在内在的逻辑关联.例如,国民的文化参与程度,即与其文化享受相关.“文化

参与是文化权利应有之义,甚至说,保障文化权利关键是推动和落实文化参与.”①“精神生活共同富

裕”的特殊性在于,不是由外力所强行植入,而是更多地体现于人的心理层面的获得,体现为渗透于人

的心灵深处的精神文化体验,它要依赖于国民个体的主动和自觉参与才能产生这种心理上的内在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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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在文化实践中,不顾民众实际需求自上而下的灌输或形式主义的行政强制模式,民众会通过“用
脚投票”的方式,实现抗拒或冷漠应对.因此,设计民众的主动参与指标,就可以测量民众的文化获得

和文化享受状况.又如,“人均受教育年数”与个体文化参与指标和文化发展指标均呈正相关.个体

受教育程度越高,文化参与意识和能力越强,文化发展空间越宽,精神生活幸福感越强.因此,人均受

教育年数也是评价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程度的重要指标.

四、基本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推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实现国家高质量发展的基本途径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我国“共同富裕”理论的重要理论创新,是我国社会主要

矛盾变化后解决文化领域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矛盾的方法论.精

神生活共同富裕要求人们在公共文化供给和文化市场供给中相对公平地获得精神文化资源和文化发

展机会,体现为人民群众在文化获得、文化参与、文化享受与文化发展机会上的丰富和平等.但它又

不等同于社会成员个体在文化领域的“均贫富”,而是基于个体文化权利、基于法律和政策保障底线之

上的相对均衡.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体现了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本质要求,是２０３５年建成社会主义文

化强国的基本标识.
物质生活共同富裕和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协调发展,是实现全民族共同富裕的不二路径.一方

面,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要建立在物质生活共同富裕的基础之上;另一方面,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又为物

质生活共同富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精神文化动力.人的行为方式是由引导他们应该如何生活和工作

的思想所激励的,这些思想观念是促进社会经济变化的重要力量.而这正是当代促进精神生活共同

富裕的价值之所在.
(二)政策建议

１．建立“底线公平”原则,以公平促效率,促进区域间均衡

武汉大学团队对２０１４ ２０１８年我国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水平进行量化测评,结果显示我国公共文

化发展水平在东部、中部和西部之间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差距,呈现东部高、中西部低的态势.２０１８年

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指数依次为５７７５、４７４３和４９９３,２０１７年依次为５７５９、

５０１５和５０４,２０１６年依次为５８６５、５０６２和４９９３,２０１５年依次为５９２６、５０７４和５０４４.这四组

数据表明,东部地区公共文化发展指数远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也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中西部地

区公共文化发展指数低于全国平均水平①.
基于中国东中西部区域发展差距的实际,新发展阶段首先必须强化“底线公平”意识,根据“十四

五”和２０３５年之前不同阶段设立兜底的文化保障目标.国家宏观政策层面,保障中西部地区公共文

化投入增幅,“十四五”以及２０３５年之前不低于前一个五年计划的平均增长幅度.微观政策层面,激
励中西部居民的文化和旅游消费支出,不低于上一个五年计划的平均增速.同时,侧重实施“以公平

促效率”的文化(包括旅游)政策,东部发达地区以效率原则为主,西部地区应以公平原则为主,政府公

共资源投入向西部、中部倾斜.此外,国家文旅政策也需要兼顾公平和效率,在效率与公平之间寻找

一个恰当的政策均衡点,把保障和改善人民精神文化生活建立在经济发展和财力可持续的基础之上,
关注并评价公共文化资源的投入结构和使用效率,动态调整和优化公共文化投入的绩效.

２．鼓励生产要素横向转移,弥合东中西部间的差异

长期以来,国家在文化和旅游领域实施了一系列扶持中西部地区发展的政策,其中最重要的是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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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财政的分项按比例扶持政策,如«国务院关于推进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的指导

意见»,对中西部地方予以财政政策支持.根据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的调查结果显示,这一

政策对缩小东中西部的精神生活质量的差异,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要达到东中西部精神生活共同富裕

的目标,仍然需要有多种政策综合发挥作用.因此,需要重建对中西部地区文化政策的逻辑,从新的

区域政策上寻找出路.例如在中央转移支付政策之外,配套设置东中西部区域性横向联动发展机制,
如将浙江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示范区、浦东现代化建设引领区、深圳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等与中西部

地区的相关市县进行联动,进一步落实先富带后富的实践机制,创新区域间资本、技术、项目、管理、人
才和思想观念等生产要素横向转移的政策措施,让欠发达地区有能力承接富裕地区的发展红利,经济

社会发展和思想文化改造并行,逐步缩小区域间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差距,最终实现中西部居

民的“双富裕”.

３．发展乡村特色文旅产业,拓展文旅富民的渠道,促进城乡间的均衡

没有较丰裕的物质生活和较充分的就业,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就是一句空话.当前中国总体上仍

然是发展中国家,人均 GDP刚刚超越１万美元,总体还算不上富裕,经济发展和物质生活富裕仍然是

第一位的、基础性的需求.因此,利用文化和旅游行业吸收就业人口大、富民安民成效快的特征,有效

提高居民的劳动参与率,促进劳动力高质量、充分就业,增加劳动工资在居民收入中的占比,进一步提

高居民的物质生活水平,为精神生活的发展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发展乡村特色文旅产业,是推进乡村文化现代化的有效途径.乡村振兴不仅体现为农业生产方

式的现代化,更体现为农村和农民思想文化的现代转型.在长期农耕生活方式下形成的特定风俗习

惯,世代相传,往往成为乡村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或固化的思维模式,需要在发展乡村文旅特色产业

的过程中加以改造.同时,政府通过多种渠道支持农民自发组织开展村歌、“村晚”、广场舞、趣味运动

会等体现农耕农趣农味的文化体育活动;加强农耕文化传承保护,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和重要农业文

化遗产保护利用.还应充分依托乡村特色文化资源,开展乡村特色文化活动,使得群众文化参与的自

发性、创造性和政府文化供给的引导性、整合性形成有益补充,提供更多符合农民自身需求和审美的

精神文化产品,更好地丰富农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最终实现乡村物质生活共同富裕和精神生活共

同富裕的协调发展.

４．优化消费侧政策,激励居民文旅消费,努力消减人群之间的差距

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课题组于２０１６年１ ３月以“中国城镇居民公共文化参与”为主

题,针对城镇居民公共文化参与的现状和相关问题进行实地调研,发现建设型公共文化参与远远滞后

于享有型公共文化参与,参与偏好呈现类型化区分,参与质量总体偏低,东中西部居民在公共文化参

与环境、公共文化参与意识、公共文化参与程度等方面存在较为明显的不平衡性①.较低的公共文化

参与不仅造成大量社会文化资源的浪费,也背离了以公共文化供给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的政策目

标.因此,要进一步扩大民众的文化参与面,让民众在文化参与中获得经验与自信,并形成开放、积极

的观念和心态.
扩大我国居民文化参与,可以通过优化文旅消费政策的途径来实现.２０１６年,原文化部和财政部

实施“引导城乡居民扩大文化消费试点”,分两次在全国遴选了４５个大中城市进行扩大文化消费试

点,极大地激发了试点城市居民文旅消费积极性,在充分尊重居民文化选择权的同时,也提升了居民

精神文化生活的满足感、获得感和幸福感.根据武汉大学课题组数据观测,２０１７年各级财政对文化消

费试点累计投入财政资金约１３３９亿元,直接拉动文化消费规模约为９００１４亿元;２０１８年,累计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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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约１８３８亿元,直接拉动文化消费规模约为７３７８５亿元,实现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丰

收①.国家通过消费侧政策激励,实现了引导居民扩大文化和旅游消费的效果.

TheBasicConnotationandIndexSystemofCommonProsperityinSpiritualLife

FuCaiwu　GaoWei
(SchoolofJournalismandCommunication,WuhanUniversity,Hubei４３００７２,P．R．China)

Abstract:Comparedwiththeexplicitindicatorsofcommonprosperityinmateriallife,theimplicit
anddiffusecharacteristicsofspirituallifemakeitdifficultforpeopletoformasocialconsensuson
howtoevaluatecommonprosperityinspirituallife．“Prosperityinspirituallife”referstothepositive
andopenoverallpsychologicalstateofethnicgroups(countries)andnationalsduetofactorssuchas
relativelyabundantmateriallife,soundeducation,openculturaltraditionandscientificcognitive
system,while“commonprosperityinspirituallife”mainlyreferstothebetterprotectionofpublic
culturalresourcesandtherelativelyfairdevelopmentopportunitiesenjoyedbynationalsinthe
processofpursuingculturallife,aesthetictaste,selfＧworth,scientificknowledgeand group
identity,whichisreflectedintheabundanceandequalityofculturalacquisition,culturalparticipaＧ
tion,culturalenjoymentandculturaldevelopmentopportunitiesbasedonnationalculturalrights．
Startingfromtheconnotationandcharacteristicsofcommonprosperityinspirituallife,thispaper
analyzesitsdifferentconnotationandextensionfromprosperityin materiallifeandprosperityin
spirituallife,andestablishesanindexsystemofcommonprosperityinspirituallife,whichincludes
twodimensions,fourprimaryindicatorsand１７secondaryindicators．InviewoftherelativeimbalＧ
anceofspiritualandculturalresourcesandinequalityofculturalopportunitiescausedbyregional
differences, urbanＧrural differences and population difference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policysuggestions．Weshouldfurtherimprovetheguaranteeof“bottomlinefairＧ
ness”,promoteefficiency withfairness,meanwhileinadditiontothetransferoffunds,pay
attentiontothehorizontaltransferofoveralldevelopmentfactors,strengthenthepolicyadjustment
betweentheeastern,centralandwesternregions,bridgethegapbetweenregions．Also,weshould
givefullplaytotheroleofthecultureandtourismindustryinattractingemploymentandenriching
andcalmingpeople,narrowthegapbetweenurbanandruralareas．Publicpoliciesshouldencourage
residentsculturalandtourismconsumptionbehaviorfromthedemandside,expandresidentsculＧ
turalandtourismparticipation,bridgethegapbetweenpeople．
Keywords:Spirituallife;Commonprosperity;Indexsystem;Culturalandtourismconsumption;

Cultural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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