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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起点公正、过程公正和事实公正三方面阐释罗尔斯正义观的内客，从经济、政治和社会等方面分析

我国社会现实，根据罗尔斯正义理念，要在公共领域中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在经济领域中使市场经济价值规律

充分实现，在公民社会中个面加强公民监督机制，形成三维制衡的动态体系，而实现社会动力机制和社会和谐机

制的内在统一有针对性的解决中国社会公正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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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义（justice）是政治哲学的最高理念，是理论界一直关注的话题。何谓正义?在苏格拉底、柏拉图那里

“各尽其职就是正义”，乌尔比安则认为“正义就是给每个人以应有权利的稳定的永恒的意义”。亚里士多德的

《政治学》也是以正义作为其逻辑前提，在他那里“正义即公平’。在我看来，正义则是人们为追求自由和平等

而进行的价值判断。正义内在的包含公正和公平，也就是说正义具有公正性和公平性。正义在外在化的过程中，

表现为人的行为和结果的公平和公正。公正的真实意义在于平等，平等并不是绝对的平均主义，而是指“正义的

(合法的)分配是以应该付出恰当价值的事物子以相应收受的人”，正义主要用于几人的行为，指产品的分配的

合理性。罗尔斯的《正义论》则充分体现了对正义的追求和探索。罗尔斯把正义的对象看作是社会的基本结构，

正义原则主要是通过调节社会制度，从全社会的角度处理事实上存在的原初起点(原初状态)的不平等，用理想

的正义为现实的正义提供指导。 

    一、罗尔斯《正义论》中的公正理念 

    1、起点公正:罗尔斯正义观的出发点 

    罗尔斯的《正义论》虽然通篇都在论证理想的正义，他提出一种纯粹的理论假设“原初状态”，但其主要

目的是为试图使所有社会成员都尽力达到一种事实上的平等。他实际上所论证的问题的前提是一切社会所要遇到

的现实问题一一即所有社会成员出发点的平等问题。起点公正即全体公民的权利平等、人格平等和机会平等。权

利平等是指公民在政治上享有平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享有同等的政治地位，在法律而前人人平等。人格平等

是人人都在社会活动和政治活动中拥有平等的、独立的人格，人格权不可侮辱。机会平等，即每个社会成员在分

析和使用公共资源上享有平等的权利;在政治活动中的参与机会要平等;参与市场的过程中享有平等竞争的权

利。 

    理解起点公正就要正确理解原初状态的事实不平等。人从一出生就有不同的社会出身和自然人赋，这是我

们无法否认和无法选择的自然差别，而这些差别对人的影响很大，甚至影响某些人的一生。这些差别是一种既定

的事实，无法改变的事实不平等。所以我们就必须从全社会的角度考虑，提出一个相对合理的解决途径。罗尔斯

则从社会基本结构入手，也就是从制度角度来处理的。罗尔斯站在最少受惠者(弱势群体)的立场考虑问题，所



有的社会基本价值(首要善)，都要平等的分配，除非对其中一种或所有价值的不平等分配符合每个人的利益。

从而提出机会平等和差别原则，罗尔斯期望通过这两个原则来达到事实上的平等，而这种平等实际上是以对弱势

群体和精英群体的不同等对待为前提的，也就是说，为了事实上的平等，而打破了原有的形式和内容的平等，因

为这种事实的平等就是对起点从不同的人使用不同等的尺度，从而必然造成事实的不平等。我认为罗尔斯虽然在

处理具体问题时就成了纯粹抽象的、不具有历史现实性的理想主义者。但他的起点公正理念的出发点从是合理

的，用差别原则给予那些出身和人赋较低的人以某种补偿，从而缩小甚至拉平他们与出身和天赋较高的人之间的

出发点方面的差距，这种关注弱势群体的思维方式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2 过程公正:罗尔斯正义观的核心 

    过程公正，包括程序公正和分配公平。程序公正是程序自身的制定公正与否和公正的程序能否在实践中得

到正确的实现两者的统一;分配公正是能否给每个人应得其所得的。过程公正是罗尔斯公正理念的核心。过程公

正在罗尔斯那里，重要体现在他的两个正义原则上面。第一个原则简称平等自由原则，罗尔斯认为任何人不分种

族、信仰、宗教、性别、出身及社会地位，都有平等的政治权利，权利高于权力。公民的基本权利具有至高无上

性，任何人不可以以任何名义和借口侵犯。主张有限政府权力，坚决反对政府以任何借口和理由对公民正当权利

进行侵犯，公民的平等自由权利在任何时候都不应当受到侵犯。从而在政治方面确定和保障公民享有平等自由权

利，实现过程公正。第二个原则针对社会和经济利益而言的，用于规定社会及经济领域不平等权利的适用范围

的，适用少收入和财富的分配。罗尔斯强调第二条原则中公平机会优先于差别原则。公平机会是指每个人无论何

种种族、出身和信仰都有同等的机会去接受教育、创造则富、谋取职业、获取他所向往的幸福生活以及相应的社

会地位和福利。差别原则实质是要求国家应对社会成员的社会经济差别予以调节，给天生处于劣势地位的弱势者

以某种补偿，使之最大限度地改善最少受惠者的地位。平等自由原则为程序公正提供了可能实现的政治前提，差

别原则为程序公正提供了在现实经济环境中运行的客观保障。 

    3结果公正:罗尔斯公正理念的最终追求 

    罗尔斯在《正义论》第39节中，侧重论证了弱势群体在分配问题上需要特别关注，认为要实现社会最终的

结果公正，在现实的正义选择上就要把公平看得比效率更重要，因为仅仅效率原则本身不可能是正义的，应当寻

找既有功利也是正义的分配方式。这实际上就指出了结果公平包括三方而的含义:一是横向公平，即对同等能力

和经济地位的人实行同等待遇;二是纵向公平，即对不同能力和经济地位的人实行差别待遇;三是做到代内公平

和代际公平相结合，罗尔斯认为，差别原则在这里应该受到储存原则的限制，代际公平也包括在公平正义原则当

中。 

    实际上在整个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发展和代价是并存的。在横向上看任何社会的进步和强势群体的财富的

积累都离不开弱势群体所付出的相应的牺牲和代价。社会的总体资源是有限的，强势群体是从整个社会，甚至在

一定意义上是从弱势群体那里得到相对多的财富的。从纵向上看，要努力做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兼顾代内公平

和代际公平。所以，在社会的再分配过程中我们需要强调结果公正，在不抑制社会发展动力前提下，在提高社会

效率的基础上兼顾公平，在合理适度的范围内向弱势群体倾斜，努力做到事实公平。 

    二、罗尔斯正义观视野下的中国社会公正问题分析 

    在罗尔斯严密的理论论证中，我们不难看出，罗尔斯的社会公正理念不仅是对西方国家社会现实做出的反

思，对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也有很重要的启发意义。 

    经济生活中，起点不公正和事实不公正的现象还存在: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地区间差距逐年加大，

行业间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不同经济性质的单位职工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城镇内部各阶层之间的收入严重不

平衡。这些问题，一定意义上与市场经济自身的弱点从和市场经济不完善有关，但也与现象背后的利益失衡、不

同社会群体之间的不公正的社会分配制度有很大的关系，与政府职能的转变相对滞后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政治生活中存在很多的权利被权力取代的政府官员腐败问题，公共权力本来是从属于公民权利的，是公共

权利的产物。而当下，有一部分人把公共权力变成私人特权，现实中一些掌权者把公共权力作为非公共使用，把

人民赋子的权力当作个人财产使用，以权谋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有的人无视程序公正原则，将

权力市场化、商品化，进行权钱交易、用权力寻租，老百姓深恶痛绝的官商勾结、事业办企业等等都是权力寻租

的体现。权力本身只是为了维系社会正常运行和推动社会发展的一种手段，不能作为目的。但在现实中一些人视

权力为一种则富和职业，无视权力的法律制约和监督，将权力本位化，变人民的公仆为人民的主人，从而脱离群

众。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不到位，部门职能相对不完善、不清 

晰。很多地方的部门，对有利于自身利益和发展的事情越位干涉，对自身不利的则缺位管理。权力高于权利，我

国公民社会相对不独立，制度不完善，都是造成以上现象的重要原因。 

    社会生活中机会不公正现象也很突出。中国以工人和农民为主要社会群体，但如今这一主要社会群体呈现

弱势化趋势。改苹开放以来中国有大约一亿左右的农民进城务工，农民工大都从事高危、高体力、高污染的行

业;农民工很少能取得城市的永久居住权;农民工的子女受教育受到很大的歧视和限制。农民工的就业权、居住

权、教育权受到身份的歧视。在城乡二元体制结构下，农民工受到许多不公正的待遇。以农民为主体的社会弱势

群体急需更多的公正机会，来改变生存境遇，需要更多的平等竞争机会，来提高自身状况。 

    必须指出的是，转型时期是一个不断的积累的过程，各种制度正在形成或在转变，发展的过程中必然会出

现一定的代价问题，任何问题的产生和解决都需要一定历史过程，不公正问题亦如此。但如何将代价限定在合理



的范围内，如何在贫困群体和精英群体中达到平等互利;如何使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如何才能切实做到

尊重人们之间的差异性，使社会更具公正性、亲和性和包容性，达到人和人、人和社会之间的和谐状态，这些是

关系到中国社会发展的活力和动力的根本性问题。如果这些社会公正问题得不到应得的重视，将会直接影响着社

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和发展。社会公正无论作为理念还是制度，都是人提出并实践的，所以中国以后会是怎样

的一个社会，很大程度上就是取决于人们当下的作为。 

    三、通向社会公正的路径选择一一罗尔斯正义观的启示 

    社会公正是人类社会一直追求的价值目标，也是当前转型时期中国社会的基本价值需求。因为从宏观上来

看，前面所论证的社会公正问题，是分化有余而整合相对不足造成的;从微观上讲，中国的社会公正问题多集中

在贫富差距问题、城乡差距、行业差距等与人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方面上。我们当前需要把在起点从公正、过

程公正和事实公正这三方面结合起来，努力构建公正的价值导向，这是最大限度的实现社会公正的有效途径。 

    要实现社会公正，解放人、开发人，就要创造社会的活力机制和平衡机制的动态平衡。而要做到社会发展

充满动力，就要把落脚点从放到解放人、开发人上，因为人是社会的主体，社会公正实现者，而社会的个体之间

的和谐相处的实现，就是要树立公民正义的理念。要实现社会公正，就要坚持公正的理念，要坚持起点从公正、

过程公正和结果公正相结合。这正是罗尔斯《正义论》给我们的最大启示。社会正义是对社会现实的评价性反

映，它以理想完满的方式把握社会现实，即它通过对不完满的社会现实的批判，使理想以完满的方式在理念中存

在,并反过来来规范、要求和指导现实从而促进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只有在现实社会中坚持公正理念，才能为应

然的公正提供现实基础。这就需要在公共领域中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在经济领域中使市场经济价值规律充分实

现，在公民社会中公民监督机制全面加强。同时这三方面不是彼此相互独立、互不影响的，而是相互作用，三位

一体，互相制衡，共同为使社会真正成为人的社会，为人的全而自由发展而服务。而公正理念在不同的领域中有

着不同的具体含义。 

    在市场经济领域中，就要坚持起点从公正，也就是竞争主体之间有平等的竞争机会和权利，只有这样，才

能为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在竞争中优胜劣汰，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促进社会的发展，为个人权利的充分实现

提供前提。同时还需要过程公正，也就是竞争规则平等，权力为权利服务，权力为能力服务，个人的能力得到最

大的发挥，个人的利益实现最大化。在分配的程中，要坚持事实公正的原则。事实公正是指资源的最终分配结果

的公正，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里需要澄清的是，起点的绝对平等(原初状态)在社会生活的事实中并不能完

全实现，当然结果的绝对公正也就无法做到，这种差别是一种既定的事实，无法改变的事实不平等。所以我们就

必须从全社会的角度考虑，提出一个相对合理的解决途径。根据对罗尔斯正义理念的分析，我认为，正确对待原

初起点的不平等，就要首先强调人人在权利、人格和机会上的平等，使每个个体在社会的大舞台上有个平等的竞

争机会。其次要弱化先人不同的思想强化后人作为的理念，因为这种事实上的不平等在一定意义上也是有利于社

会秩序的建立，个人可以通过后人的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要强化弱势群体自身的能力

建设，开发自身的人力资源潜力和能力，强化他们的动能开发。只有将这三方而有机的统一起来，才能克服平均

主义倾向，一方面有利于弱势群体，另一方面也不会压制精英群体的创造力和能力的发挥，使社会既能实现和

谐，也能充满生机和活力。 

    当然，市场经济也有自身的不足，一方面过分追求当前利益，不顾长远利益;另一方面，过分强调资本的魅

力，资本过分膨胀就会渗入到公共领域，干预政府，使政府失灵。因此我们需要在公共领域，充分发挥权力应有

的作用。 

    在公共政治领域中，发挥政府的作用不是唯权力至上，而是要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首先坚持公正的理

念。当前存在的特权和不公正现象一定程度上就是由于公共理念的缺失和不足造成的。因此要在政治上树立公共

理念:国家和政府的权力是公共权力，权力意志属于公共意志，配置的资源属于公共资源。正如罗尔斯所分析

的:政府的权力是有限的，政府的存在是为了更好的保障公民的权利，政府的权力是公民授予的。而公共理念是

社会和谐的基本条件，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急需进一步加强政府的公共服务理念，由私人特权走向

公共权力。坚持由不当获权走向公正获权，由等级特权走向平等权利。在权力的获得方式上，坚持平等竞争原

则，公开选拔的原则，公职人员是凭能力获得的权力，而不是凭特权而获得的权力，这样才能保证获权为公而不

是获权为私，保证公共权力的权威，保证权力为权利服务的特征。在权力的目的和方向上，坚持民本的理念，权

力的来源是权利，权力行使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维护公民权利。只有这样，才能使公正的理念在现实生活中得到

具体的实现，做到权力为人服务。 

    同样，公共权力也有自己的边界和弱点，权力如果超越它的公共领域，涉入到市场领域就会导致市场失

灵，伸入到公民社会领域，就会以权力淹没权利，导致民主的完全丧失，使社会公正成为一个抽象的概念，无法

实现。因此权力需要限制，需要公民的监督和制衡。中国封建的权力本位思想，使公民形成服从的惯性，社会成

了国家的社会，个人是国家的个人，国家之外无社会，国家之外无市场，长期忽视人的独立人格，忽视个人的权

利。当前需要在公民社会领域中，坚持人的人格平等，每个社会个体要有平等参与政治活动的自由，支配和使

用、分享公共资源的机会平等，竞争的机会平等，任何能使个人的能力得到提升和充分发挥的平等机会都是必要

的，人民享有平等的满足自身生存和发展需要的机会。 

总之，理想的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和社会公正，永远是人类所追求的目标。转型时期的中国，正处在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就现阶段我国的国情来看，社会公正问题只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只有坚持市场经济的充分发挥、



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建立和公民民主参与，三种力量相互沟通和制衡，并相辅相成，才能真正实现社会活力和社会

和谐的动态平衡，社会实现内在的和谐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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