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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的二重性：工具性与

------------------------------------------------------------------------------------------------

高凤群 

  公平是人类所追求的一种价值理念。然而，在公平的价值理念推行中，人
平的前提、规则却带来了不公平的结果，过分注重公平的结果又会伤
对公平的认识各说不一，甚至有人否认公平的存在。笔者认为，公平的二
的性。我们只有深入认识公平的二重性，才可能寻求到对公平的合理解

一 

  就本义而言，公平指的是不偏不倚、一视同仁。由于人类生活的
公平和目的性公平。 

  所谓工具性公平是指以促进人类活动秩序及其效率为宗旨的公平。首先，工具性公平的出
人类生存、发展的内部条件。人类生存、发展的条件概括起来讲有两
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外部影响因素，主要是地理环境。内部条件指的是人
包括各种社会制度、各层次的社会组织以及相应的社会规范等。工具性公平就是
的，它属于社会制度、组织以及规范所追求的价值理念。其次，工具性公平追求的价
性和效率性。秩序性和效率性是社会存在、发展的基本要求和条件，也是一切社
值目标。工具性公平存在的意义，在于为社会制度及其规范提供一个
价值目标在现有的条件下得以顺利实现。公平成为“制度美德”的意
展的外在尺度。一方面，工具性公平所促进的意义在于人发展所要求的
性公平对于人的发展来说属于外在性的东西；另一方面，工具性公平
的人放到一个平台上等量齐观，从而也就抹去了他们之间的实际社会
力上的不等。工具性公平视角下的人只能是一个共性的、抽象的人。

  所谓目的性公平是指以促进人发展本身为宗旨的公平。首先，目的性公平的出
身。人的发展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表现为人发展的手段增强和发展的
社会面前地位与作用的抬高，价值的增大；另一方面则表现为人本身的
全面的发展。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人所以追求外部对象首先在于自己的生命需要。
‘，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
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1]（P79）。同时，人的需要及其
这种社会性过程给人的发展所带来的终极意义就是个性自由而全面的
义者所向往的”[2]（P330），“不可避免的共产主义革命……本身就是
（P516）。目的性公平就是针对人发展的这种内容而建立起来的一种
取向是人发展本身的真实性和平等性。目的性公平一方面要保障或促使人的一切活
要的满足以及个性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中，另一方面它还要促使这个过
说，目的性公平是要超越公平的外在性，把它变成一种内在的、具体的和
占有生产资料方面的平等即劳动平等、工资平等实现以后，在人类面前不可避免地立即就
更进一步，从形式上的平等进到事实上的平等，即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目的性公平属于人发展的内在尺度。一方面，目的性公平的价值中轴
的性公平对于人的发展而言就不是外在性的东西，而是内在性的尺度；
益，目的性公平必须以具体的个人为价值对象，必须充分考虑到他们
他们的个性特征及其取向，这样，目的性公平视角下的人必然是一个个

二 

  那么，公平为什么会具有二重性，并代表着不同的价值取向？我
人发展的矛盾性密切相关。 

  1.公平价值主体的二元化。公平是价值观念，同时也是社会生活的准
值性是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建立起来的。作为一种价值观念，公平只能是在人
来的。我们知道，现实社会中的人总是具体的，表现为不同的个人、群体或
基本的存在形式。因此，公平作为一种价值观念就是在个人与社会互
由于公平的价值主体二元化为个人与社会，公平的意义就不可避免地

  一方面，当社会作为价值主体、个人作为价值客体时，公平的意
中，公平的价值取向在于对社会需要的满足和对社会发展的促进，它
与提高，以及人的整体利益的实现与发展。显然，在这种价值取向中，社



本价值目标，而个人的发展则成了实现这种价值目标的手段和工具。
序性和效率性而给予个人间的平等对待，如此的公平只能是一种外在性的、工具性的价

  另一方面，当个人作为价值主体、社会作为价值客体时，公平的意
中，公平的价值取向在于个人需要的满足和个性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在
价值目标和归宿，而社会发展则成了实现这种价值归宿的手段和工具。由此所
为着眼点，必须以个人利益实现的效益为其基本内容。由于这种公平是人
内在性的、目的性的价值准则。 

  2.人在发展中的自我分裂。人的发展首先在于需要的满足，这个
外部世界又不可能为人提供现成的满足物。为此，人要通过自己的劳动
生存和发展，自身发生了分裂：人既是自己活动的目的又是实现这种
避免地带来了公平的二重性： 

  当人为了自身的生命需要去改造外部世界获取物质生活资料的时
自己生命活动的价值客体。作为手段和客体，人的价值在于不断地解放和
富。这时人所追求的公平首先是为了秩序性和效率性。秩序性、效率性是人作
性、效率性又是通过一定的制度、规则来实现。由于制度、规则都是面向一定的人群，制度、
能首先必须对所面向的人群整齐划一、等量齐观。同时，为了实现效率和合力，制度和
员间搭起彼此交往、交换的平台，并建立起大家能够认同的、同等对
度。历史上，即便在最不公平的专制社会里，其同一个等级内部的沟

  当人的一切活动最终是为了人自己需要的满足和个性的发展时，人就成了自己活
的价值主体和终极受益者。作为目的和主体，人要求把自己一切活动
求的公平只能是以需要的满足和个性的发展为基本内容。一方面，社
与的结果，每个人的意志和作用在合力中都不等于零。另一方面，“
在内，而且从终极的意义上看它最终也必须均等地体现在每个人的发
作为人发展的最高阶段其实已经包含了这个意思。如此来看，当人作
必然要求每个人在其发展的实效上得到平等的对待、拥有均等的实现
及其根本内容，也构成了公平的最高原则和终极性价值。 

三 

  公平二重性虽然其出发点和价值取向不同，但是，由于个人与社
统一性，因此，公平二重性之间也存在着统一性： 

  首先，目的性公平是工具性公平的价值归宿，对工具性公平具有制
进和完善人类生存、发展的条件，而其最终目的则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
具性公平所促进的效率与人的全面发展相背离时，目的性公平作为一
其变成消极性的东西。离开了目的性公平，工具性公平就会成为一种
率的公平不是真正的公平。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有失偏颇。从工具性公平的角度上看，公平
没有效率就不会有工具性公平。但是，工具性公平只是公平的一个方面，
果我们过分强调效率而偏离了目的性公平，甚至伤害了目的性公平，那
和规则却导致不公平的结果。这个结果反而会降低效率。没有效率难
公平也不是真正的公平。 

  其次，工具性公平是目的性公平的前提条件，对目的性公平起着
价值取向要通过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来实现，低水平地满足人
当人类把自己作为自己的发展手段时，这已经意味着人类所追求的公平只能是一
这个意义上讲，目的性公平必然要以工具性公平为前提和条件，要依
具性公平这个前提条件，目的性公平所追求的价值观就会落空，就会
主义、大锅饭”之所以遭到了历史的抛弃，其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它忽
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我们

  需要指出，公平二重性的对立统一是一个历史过程。个人和社会
展始终并不断发展变化的矛盾。由此决定，公平二重性之间的对立统
和内容。当着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不可避免地产生私人利益、存在着个
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人对人的剥削时，公平的二重性就会存在着
具性公平的层面上，目的性公平还只能是社会中一部分人的“特权”
性的对立和冲突必然会产生公平的异化。“法律上的平等就是在富人和
目前主要的不平等的范围内的平等，简括地说，就是简直把不平等叫做平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