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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寒梅 
 [摘要]   社会公正是现代社会公民道德建设的基石。社会不公正现象严重影响公民道德建
设的顺利实施。应从大力发展生产力、完善制度环境、提高公民公正意识等方面来改善社
会公正的环境，促进公民道德水准的提高。 
 [关键词]   社会公正；   道德；   道德建设 
 [中图分类号]   D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1962（2007）20-0024-
02
“从现代伦理学意义讲，社会公正是指对一定社会结构、社会关系和社会现象的伦理认定
和道德评价，是对社会权利和社会义务的公平分配，它包括社会基本制度和秩序的公平合
理以及由此形成的对社会成员的普遍公正要求和行为规范。”(李萍：《公民日常行为的道
德分析》，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84页)可见，社会公正在现代社会已经成为直接影
响人们的道德水平和社会整体道德状况的重要社会因素。因而，探讨社会公正对公民道德
建设的影响，努力实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对于现阶段我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的顺利实施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社会公正是公民道德建设的基石 
社会公正是一个复杂概念，它涉及多个领域，就公正类别来看，有政治公正、经济公正、
法律公正、道德公正等。但任何一个公正都蕴含着道德的意义，因此，本文从这个角度来
探究社会公正与公民道德建设的关系。尼布尔认为：“社会将公正而不是无私作为它的最
高的道德理想，它的目标是为所有人寻找机会的均等。”(尼布尔：《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
社会》，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8页)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把公正看成是社会的
第一德性。当代美国公共行政学者库柏认为：“公民的品德的总则是‘正确理解的自我利
益’。广泛的公共精神和公民品德不可能仅仅是一种道德境界的倡导，也不是对自我利益
的简单超越和否定，而是一种在恰当的机制下达成的公共和个人的‘双赢’。”(王云萍：
《库柏对公民品德的研究及启示》，《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2002年第3期)而麦金
太尔则直接把公正理解为是一种美德。从上述理论路径思考，我们不难得出社会公正乃是
人们道德观念形成的基础。社会公正对于一个人的道德人格形成和社会美德的产生起着重
要作用，公正观念一开始就塑造着人们是非善恶的观念。一个缺乏公正观念的人，也必然
缺乏是非善恶观念，没有友谊、情感和信赖，往往唯利是图，因而也就从根本上失去了道
德人格的基础。公正作为一种社会的力量和道德力量对我们的行为进行一种纠正和激励，
作为观念的社会公正并不是苍白无力的，相反，它对人们的生存世界常常具有扳道者的功
能，它对人们行为动机的形成、价值观念的选择和道德目标的达成是有直接的浸润作用。
现实生活诸多事例已经表明，由公正体现的正义感，是道德人格的脊梁。其实，公正不仅
是人们道德观念的生长点，同时也是建立社会道德新秩序，即公民道德建设的着力点。纵
观人类历史，我们也不难发现，社会伦理的秩序往往因公正的衰退而式微，社会道德秩序
的建立始终与公正观念的确立和公正制度的建立联系在一起。可见，从人们伦理道德观念
形成的角度看，社会的公平和正义是现代社会公民道德建设的基石。 
二、社会不公正现象影响我国公民道德建设的顺利实施 
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来看，社会公正程度以及人们对社会公正的认可程度与社会成员普



遍的道德发展水平是相一致的。如果说社会公正最能体现社会的文明程度的话，人们的道
德水准就是社会公正及其文明程度在人们心灵上的投射和印记。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我国
在经济、政治、文化、科技、教育诸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社会公正的物质文化基
础大大提高，但社会不公正问题也以更加复杂的形式表现出来。在社会不公正现象的刺激
和影响下，人们的道德认知、道德评价、道德水准出现不稳定、迷乱、失衡甚至扭曲。许
多典型事件所表现出来的仇富心理、求官骂官心态、借名人一夜成名的动机、以暴露个人
隐私来自我表现的欲念，以及平均主义情结、恋旧于计划经济的心态等，无不是社会不公
正现象刺激作用的结果。至于那些因社会不公而报复发泄、因生活压力而抱怨敌视社会、
因贫困而堕落等负面道德反映，更是社会不公正现象在道德领域的极端反映。可见，社会
不公正现象的广泛存在正严重侵袭着我国公民道德建设领域，影响公民道德建设的顺利实
施。当然，我们不能把消极的或负面道德思想和行为的出现，都归结为社会不公，还必须
分析和探究其他因素和根源。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并重视社会不公对人们的道德心理的挫
伤和不良刺激。 
三、努力实现社会公正，促成健康积极、文明向上的道德风尚 
社会公正与道德建设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这种联系使我们不能不重视通过或利用社会
公正来提升人们的道德素质，促成健康积极、文明向上的道德风尚。并借助于道德建设的
社会功能和价值推动社会公正程度的提高以及整个社会文明的全面进步。 
首先，应大力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加强物质文明的建设，从而丰富和创造社会公正的物
质基础。这是优化人们道德思想和道德行为的根本途径，也是为良好道德水平的产生和发
展提供物质保证的唯一出路。春秋时的管仲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可见，人的思想道德意识形态受其所处的客观物质条件的影响和制约。透过社会不公正的
现象看其本质，我们可以发现，社会不公正的根源在于生产力发展水平与人们的物质文化
生活需要之间存在着差距。因此，社会公正从根本上说是社会发展的公正问题，尤其是经
济发展的公正问题。要减少社会不公正现象的存在，实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应该从大力
发展生产力，大力发展经济建设，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这个源头着手。 
其次，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与法治建设，构建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的制度环境。发
展社会的政治文明是实现社会公正，提升人们的道德水准的重要途径。社会公正是基于人
的社会关系而言的，没有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与交往，也就没有公平与公正的问题。人们的
公正观念、公正标准、公正行为等都是社会关系的产物和表现。要使人们感到公正或公
平，就要利用政策、法律和法规调整好社会关系。首先是物质资料的分配关系问题，亦即
人们生存的物质来源及其共享的问题。事实证明社会越发展，物质文明水平越高，人们越
是在乎物质财富较为丰富条件下的分配不公问题，在这方面一旦出现了社会不公或让人们
普遍感到社会不公，对人们积极性的挫伤以及对人们的信仰、信念(尤其是道德信念)的动
摇，都是不能低估的。社会公正还关系到人们对社会发展的前景和社会理想模式的向往与
追求的问题。而任何社会理想的实现，都与政府的引导与决策直接相关。社会公正与政府
制定方针政策的公正程度及其落实政策的公正水平是成正比的，人民群众对政府的信任度
又与他们对政府公正性的评价高低成正比。在人与人之间的比较中，以政府部门及国家公
务员作为参照系，则是大多数社会成员评价社会公正的基本出发点。所以说，制度设计与
执行的社会化、公开化与民主化对于实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具有重要作用。在社会主义社
会中，国家及其政府必须勇于担负起社会公正之代言人的角色，并通过制度设计调整利益
结构创造社会公正。一个公正开明的政府，一支廉洁高效的公务员队伍，一种公正文明的
社会制度环境，本身就是对人们道德行为的激励和鼓舞。 
最后，应加强公民公正意识和科学公正观的教育，并以此推动社会公正程度的提高。公正
问题对于一个国家的发展和文明水平的提高，对社会的稳定和协调发展，对个人的生存和
发展等更是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在当代美国的道德模式中，就特别重视公民的公正态
度和公正行为的培养。我们应该通过教育等手段，在提高社会的全面公正程度的同时，加
强对社会成员良好公正意识的教育和培养。有人认为：“要使一个人因为社会规范的合理
性而遵从它，关键是要向他表明什么是公正”。(约翰.威尔逊著：《道德教育新论》，蒋一
之译，浙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90页)这有一定的道理。如果我们对传统道德和品德
结构中知、情、意、信、行的内容进行认真地分析和研究，就会发现，无论它们中的哪个
因素都离不开人们的公正观念的影响或干扰。要完善公民的人格，培养良好的道德水准，
需要把教育与自我教育结合起来，培养人们的公正意识(道德意识)、公正心(道德情感)和正
义行为(道德行为)，推动社会公正程度的提高，实现社会公正与公民道德建设的良性互动。 
(作者单位：重庆工商大学政治与社会发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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