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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当重视对马克思主义公平观的研究

——访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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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公平问题首先要研究马

克思主义公平观 

  记 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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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

民幸福的重要保证。”同时又指出：“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和谐的基本条件”。这充分说

明，“公平”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是不可或缺的。我们注意到，对公

平的界定，国内外学界、理论界有许多不同观点。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李君如：和谐需要公平，公平才能和谐。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公平是个非常复杂的

理论和实践问题。自古以来，公平一直是人类追求的一个社会价值目标，但是对于什么叫公

平，人们的看法从来没有统一过。19世纪以来，较有影响的公平理论就有边沁、马歇尔、庇

古等人的功利主义公平观，诺齐克、哈耶克等人的自由主义公平观，等等。目前在我国影响

最大的，是美国哲学家罗尔斯的《正义论》所阐述的公平理论。我认为，对于这些公平观，

我们都应该进行研究并吸取其中的合理成分为我所用。但是，作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

国共产党人，我们首先要研究并坚持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公平观。这就是我的一个基本的看

法。 

  记 者：现在讲公平的人不少，但对于什么叫公平确实很少有人深究过，对于马克思主

义的公平观谈论的人更少，您是否可以同我们谈一谈呢？ 

  李君如：我确实很想谈一下这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并不容易谈好，所以你们要采访

我，我一拖再拖，拖到现在。今天，只能谈一些基本观点，而且不一定谈得很周全，目的是

希望大家能够重视对马克思主义公平观的研究。 

  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想先作一个范畴上的说明。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公平

问题是一个经常谈论的话题。但是，我们也必须注意到，他们谈论“公平”时常常联系到

“平等”问题，是把它们作为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两个范畴提出来的；而且他们不仅是把它

们作为经济学的范畴而是作为更广的范畴提出来的。至于经济学意义上的“公平”，他们认

为，讲的是单个要素所有者（资本家、地主、工人）的要素投入（资本、土地、劳动）与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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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回报（利润、地租、工资）之间的关系，多投入多回报、少投入少回报，能够等价交换就

是公平的；而经济学意义上的“平等”，讲的是所有人在生产要素的占有、使用和分配上都

享有同等的权利。当然，在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他对于平等与公平尚未加以区分。大约是

在同蒲鲁东论战公平问题的时候，在《哲学的贫困》中，他意识到了公平与平等之间的区

别。他注意到，资本主义社会通行的等价交换原则是一种公平的分配原则，但是这种公平原

则带来的是资本主义社会中阶级之间的不平等和社会的不和谐。随着研究的深入，特别是在

区分了“劳动”与“劳动力”这两个范畴并揭示出剩余价值规律之后，他终于解开了资本主

义社会中“公平”与“不平等”并存的秘密。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当时讨论更多的是平等

问题，认为平等就是要消灭阶级差别。但是，在《哥达纲领批判》这篇名著中，马克思在批

判拉萨尔的公平观，论述未来社会的平等问题时，又把它与公平联系了起来。他认为在共产

主义社会第一阶段，阶级差别不存在了，所有的劳动者的权利是平等的，但是在分配中只能

以“劳动”作为同一尺度来进行分配，即它通行的仍然是等价交换中的公平原则，且由于劳

动者存在着难以避免的个人天赋和能力的差异，分配的结果在事实上是不平等的，这种平等

还只能是形式上的平等。也就是说，马克思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这种形式上的

“平等”与“公平”是相通的。恩格斯在讨论未来社会的分配问题时也对公平问题作了精辟

的论述。这就为我们今天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公平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武器。 

  记 者：对于您的介绍我很感兴趣。能否进一步向我们介绍一下马克思主义的公平观有

哪些要点呢？ 

  李君如：马克思主义公平观具有丰富的内容，概括起来，大体有这样五个主要观点： 

  第一，任何社会的公平都不是抽象的、绝对的，而是现实的、具体的，必须同形形色色

的唯心主义公平观划清界限。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中明确地说过：“这个公平则始终只

是现存经济关系的或者反映其保守方面、或者反映其革命方面的观念化的神圣化的表现。”

他还把脱离生产和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抽象地谈论公平问题的做法，称为“唯心主义空

话”。 

  第二，要解决分配不公平问题，不能依赖于诉诸道德和法的做法，必须根据社会生产发

展提供的条件来确定分配的水平及其公平程度。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讨论什么是

“公平的分配”这一问题时尖锐地批判了“分配决定论”，深刻地指出：“消费资料的任何

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

性质。”恩格斯在1890年8月5日致施米特的信中，也明确地强调了这一点。 

  第三，建立社会主义公平的前提是消灭阶级差别，改变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平等。恩格斯

在《反杜林论》中明确地说过：“无产阶级平等要求的实际内容都是消灭阶级的要求。”马

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进一步说过：“随着阶级差别的消灭，一切由这些差别产生的社

会的和政治的不平等也自行消失。” 

  第四，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阶级差别已经不存在，具有平等社会地位的劳动者在

进行个人消费资料分配时，只能以“劳动”为同一尺度进行公平的分配。这种分配方式，一

方面，劳动者的权利是平等的，尽管这种平等的权利还只是形式上的而不是事实上的平等；

另一方面，这样一种以等量劳动与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分配是公平的分配。这是共产主义社会

第一阶段分配“公平”的主要表现形式。 

  第五，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还必须在个人消费资料分配前作必要的“扣除”，为

社会全体成员提供公共产品和保险基金，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提供社会福利和社会救济，以

实现社会公平。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在评论“劳动所得应当不折不扣和按照平等

的权利属于社会全体成员”这一观点的时候，阐述了两个对今天有着重要启迪意义的思想：

一是劳动产品的分配属于劳动的社会成员而不是社会全体成员。马克思问道：“‘属于社会

一切成员’？也属于不劳动的成员吗？”显然，马克思是反对不劳而获的，只有劳动者才能

参与劳动产品的分配。二是社会必须为社会全体成员包括丧失劳动能力的人提供社会公共产



品、社会保险、社会福利和社会救济。这就是在进行个人消费资料分配之前，必须进行必要

的“扣除”（即“六项扣除”），其中有“用来应付不幸事故、自然灾害等的后备基金或保

险基金”，有“用来满足共同需要的部分，如学校、保健设施等”，有“为丧失劳动能力的

人等等设立的基金”。马克思的这一重要思想，既强调了劳动者应该各尽其能、各得其所，

又强调了在社会公共产品和社会福利的分配上社会成员应该共同建设、共同享有。 

  大家不难发现，重温马克思、恩格斯这些论述，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公平观，对于我

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是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的。 

【1】 【2】  

 

来源：《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责任编辑：李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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