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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陆泉：更加注重公平并不否定效率优先

作者：孔陆泉 阅读：289 次 时间：2006-10-6 来源：光明网

     关于“更加注重社会公平”是否意味着否定“效率优先”，我的看法是：更加注重公

平正义并不否定效率优先。党中央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任务之后，要求我们

“更加注重社会公平”，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它并不像有些人理解的那样否定了效

率优先，而恰恰是要求我们在坚持效率优先的前提下，在过去兼顾公平的基础上更 加注

重社会公平。 

  第一，效率优先的本质是发展第一，这在任何时候都不会错。  

  众所周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是我们党在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的改革目标之后，针对着我国收入分配上长期存在的平均主义、“大锅饭”痼疾而

提出的。它首先适应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生产力的客观要求，冲破了以往生产关系中

明显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同时顺应了亿万群众的民心民意，极大地调动和激发了社

会的经济活力。这些都已经在改革开放20多年来的实践中得到证实，并为世所公认。  

  今天，即便从学理上分析，它也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生产和分配之间关系的科学原

理。这里的效率，反映的是人与自然界物质变换即生产过程中，投入与产出或成本与收

益的关系，体现着生产力水平的高低，属生产力范畴；这里的公平，反映的是人与人之

间在产品分配上的关系，属生产关系范畴。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生产力决定生产

关系。所以，任何时候哪怕是到了共产主义时代，都应该是生产第一、分配第二。既然

如此，那当然应该是效率第一、公平第二了。一个社会，如果不把效率放在优先的位

置，必然会连吃饭的问题都解决不好，就更不用说社会的公平了。  

  即使是所谓“灯塔经济”，也必须是效率优先。当你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时，如果

不把效率放在第一位，恐怕是提供不出也提供不好社会所需要的公共产品的。再从全社

会角度看，当效率即生产力水平，还未达到能向社会特别是穷人提供足够的公共产品

时，“公平优先”只不过是一句空洞的、不能实现的口号。只有当效率具备时，才能提

供出全社会都能共享的、从而体现着公平原则的公共产品，形成所谓“灯塔经济”。诚

然，当社会后来有能力提供公共产品时，确实是把面向全社会、服务全社会的公平原则

作为出发点优先考虑的。但是，这又是建立在社会已有的效率的基础之上的。没有这种

已经在先的效率，又怎会有后来的“公平优先”呢？与此同理，我们党现在提出要更加

注重社会的公平正义，也是以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在效率优先原则指导下生产力的长足

发展为基础的。所以，它仍然是以效率优先为前提的，并没有否定效率优先的基本原

则。  

  第二，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并不意味否定效率优先，而是对“兼顾公平”原则

的进一步完善。  

  我们知道，“兼顾公平”中的公平，是侧重从分配结果上考察的公平。按照社会主

义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人们在收入分配的结果上差距不应过大，更不能出现两极分

化。否则就不能体现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社会主义优越性，从而影响人们的积极性、主

动性和创造性，窒息社会经济活力，危及经济效率、危及社会稳定和安全。改革开放20
多年来，在效率极大提高的基础上，我们在分配的总体上兼顾了公平。在大幅度提高城



 

乡居民收入的同时，全国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少就是最有说服力的证明。但也不可否认，

我国目前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不同行业之间和不同社会群体之间，收入差距确实拉大

了。但我们不能把原因归之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它是由经济、社会多方

面的原因造成的。即使是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我们都承认各人劳动能力的差别是“天赋

特权”，从而允许产品分配上“多劳多得”和“少劳少得”的差别。在今天市场经济的

条件下，这种起点上的不平等，必然导致平等机会、平等规则面前实际把握和实际结果

的不平等。有人能凭借高素质的劳动力谋得高收入的职业，有人付出了艰苦劳动却只得

低微报酬。市场经济内在规律的作用，加之历史上形成的城乡、地区、行业、不同群体

之间对资源占有的不平等、违反平等竞争规则的垄断行为、对行政权力的滥用、蓄意的

违法违规行为等等，必然导致人们收入差距的拉大。这些都是发展中遇到的问题，我们

只能通过发展来解决。我们党正是这样做的，在提出促进社会和谐目标的同时，强调立

足科学发展，坚持发展是硬道理。而科学发展就是要讲效率。否定了效率，何来发展？  

  第三，更加注重社会公平，是为促进社会和谐而提出的，也是对“兼顾公平”

原则的进一步发展。  

  与兼顾公平相比，它超出了分配领域，扩展到了社会领域。要求“更加注重”，主

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把公平正义列为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和实现条件。其内容已不

局限于分配结果的公平，还包括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正确处理人民内

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二是更加强调就业机会和分配过

程的公平。这就涉及城乡统一劳动力市场的建立、就业制度的完善、教育事业的发展、

健全收入分配规则、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完善工资管理体制等等方面。三是在分配结果

上要求加大调节力度、强化监管，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逐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

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四是强调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以上内容非常清楚地告诉我

们，它确实是对兼顾公平原则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同时又丝毫不构成对效率优先原则

的排斥和否定。而且已如前述，这些措施仍然是要在效率优先的基础上来实现的。（作

者系江苏省委党校教授） 

来源：http://www.gmw.cn/content/2006-09/30/content_48117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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