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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公平正义问题研究的新进展

冯颜利    2009-5-5 11:13:24    来源： 人民日报     

   打印本页  关闭窗口

    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对于充分调动人们的积极性、
主动性、创造性，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继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
化，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十分重视社会公平正义问题的研究，取得了新的进展。    

  关于社会公平正义的内涵 

  搞清楚什么是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公平正义研究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学者们从不同的视角出

发，对社会公平正义的内涵进行了界定。 

  从经典作家理论的角度来阐释社会公平正义。有学者强调，应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

法，从物质生产这一基本事实出发，通过研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来寻求解决社会公平正义

问题的钥匙。基于这一认识，他们从以下几个方面概括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公平正义观的主要内容：社

会公平正义是对现实分配关系和利益关系的一种评价；社会公平正义是法权观念和道德观念最抽象的

表现；不同利益集团对社会公平正义问题持有不同看法；社会公平正义的内涵会随着经济关系的变化

以及由此导致的社会集团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在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社会公平正义观的核心内容

是要消灭剥削和压迫，实现按劳分配；等等。 

  从利益分配的角度解读社会公平正义。有学者认为，现代意义上的社会公平正义应坚持四个原

则：基本权利平等原则、机会平等原则、按贡献进行分配原则、社会调剂原则。社会公平正义的核心

内涵是公平交易、公平分配、公平消费，使所有人都能够在个人能力、贡献的基础上享受经济社会发

展所带来的好处。有学者认为，社会公平正义就是社会的经济利益、政治利益、文化利益以及其他利

益在全体社会成员之间合理而平等的分配，它意味着权利的平等、分配的合理、机会的均等、司法的

公正等。 

  从道德发展和人的基本权利保障的角度把握社会公平正义。这种定义从基本的道德原则出发，认

为公平正义是个人不可剥夺的基本权利，指出应把人看成目的而不是手段。有学者认为，社会公平正

义原则包括贡献原则、品德原则、才能原则、需要原则和平等原则，其中最根本的是贡献原则（按照

贡献分配权利）和平等原则（基本权利完全平等，非基本权利比例平等）。有学者认为，社会公平正

义是对人的基本权利的保障，其底线在于确保社会成员基本生存条件和基本尊严，使社会成员具备生

存和发展的基本能力。    

  关于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意义   

  对于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意义，国内学者有很多论述。不少学者把社会公平正义问题

同我们党提出的科学发展、社会和谐理念结合起来分析，深入阐述了这一问题的重大现实意义。 

  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石。《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

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和谐的基本条件。有学者认为，我国目前正

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期，又是矛盾多发期，社会生活一些领域还存在不同程度的不公现象，如贫富差

距、城乡差距、区域差距拉大，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等，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和谐。因此，切

实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就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



 

一项重要任务。也有学者认为，社会公平正义是现代社会制度安排和制度创新的重要依据。在进行制

度安排和制度创新的过程中，只有遵循公平正义原则，合理调节各种不同利益关系，使绝大多数社会

成员受益，才能使社会各个阶层在改革发展稳定的根本问题上形成共识，使党和政府提出的各项方针

政策和决策部署获得广泛的社会支持。 

  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主张。有学者认为，我

们党在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始终把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作为崇高的目标。

毛泽东同志对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制度的探索，始终贯穿着对社会公平正义的追求。邓

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

同富裕。这一定义表明，社会公平正义与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内在统一的。江泽民同志提出“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其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强调要把社会公平正义问题作为

涉及全社会的重要战略问题加以解决。新世纪新阶段，我们党把社会公平正义摆在了更加突出的位

置。胡锦涛同志强调，“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涉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我们党坚持立

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这些都表明，维护和实现社会

公平正义，是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价值目标，也是我们党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基

本动力。 

  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

容。有学者认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只有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才能体现这一重要

原则，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

文化、社会权益，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朝着共同富裕的目标稳步前进；只有统筹好各种关

系、兼顾好各方利益，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才能真正实现科学发展。也有学者认为，党的十七大

报告对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无论是“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更好保

障人民权益和社会公平正义”，还是“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到二〇二〇年比二〇〇〇年翻两番”、“人

人享有基本生活保障”、“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等等，都充分体现了社会公平正义的价值取向。 

  关于如何进一步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如何进一步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针对这一问题，学者

从不同层面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首先要加快发展。有学者指出：发展是第一要务，也是进一步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前提。

社会公平正义问题的解决，根本上取决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取决于社会全面进步。为此，应始终坚

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为维护和实现社会公

平正义创造雄厚的物质基础。也有学者指出，我国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还不高，处理社会公平正义问

题必须从实际出发，既要尽力而为，又要量力而行，充分考虑到实际的财力和各方面的承受能力，不

提不切实际的口号和目标。 

  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不断完善分配制度。有学者认为，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需要通过

建立合理的分配制度，把社会成员的收入差距控制在合适的范围内，避免收入差距的过分扩大。有学

者进一步指出，应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健全劳动、资本、技

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

配更加注重公平。此外，还应重视第三次分配，倡导先富帮后富，鼓励发展社会公益和慈善事业。 

  完善政治、社会、文化、司法、教育等各项制度。制度更具有长期性、规范性。各项制度的公正

合理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保证。有学者认为，社会公平正义的内容绝不只是合理的财富分配，还应

包括切实保障公民的政治权利、社会地位、文化教育、司法公正、社会救助、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等

等。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需要进一步完善教育、文化、医疗、就业、福利、法律等各种制度。

也有学者认为，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应主要在树立正确的公正观、促进司法公正、提高法官水

平等方面下功夫。 

  动员全社会力量参与。有学者认为，维护和实现公平正义是全社会的共同使命，政府、企业、民

 



间组织和个人都应承担责任，但主要责任在政府。如果说市场是实现效率的主要手段，那么，政府则

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主要力量。也有学者认为，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需要动员全社会的力

量，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和每一个社会成员的作用。非政府组织能够充分利用社会资源，推动社会帮

助困难群体，在缓冲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正方面发挥着特殊的作用。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当代部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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