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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社会是收入分配改革的第三只手 

康纪田     

 

前30年改革是以收入增长为目标，新一轮改革则以收入公平分配

目标。从以收入增长为目标转向以收入公平分配为目标，再用

入分配改革以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决定的。强调

在改革中的战略地位，便于认识和利用新一轮改革的基本力量。有一

观点，认为收入分配改革无外乎依靠政府和经济市场。这种观

在收入增长为目标的改革时期，看不到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收入增

看不见的手起主要作用，看得见的手则弥补市场的不足;收入分配，民

众组织起来建立民主政治市场，是推动改革的第三只手。 

“收入分配”改革与“收入增长”改革的重大区别是：前者必

虑公平，后者只需关注效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收入增长的改革，很

有效率。本来土地、人力和货币三大要素中，资本就占有强势

对基本要素缺乏有意识的监督和约束时，资本权力超出资本权

更能攫取收入。因而，资本在生产中能够向社会他人转嫁本应

担的成本;能够占有他人创造的本应归属于他人的价值;能够凭着

力所处的支配地位而赚取更多属于社会他人的机会，最终挤占他人的收

入空间。谁拥有资本优势，利益就向谁集中，资本的这种经济

是自由市场激励的必然结果。市场总是鼓励资本权力无止境地攫取和吸

咐周围人的收入，而市场又无法识别穷人与富人，在贫富差距

得无能为力。因而，看不见的手存在严重的缺陷。市场是经常失

尤其在资本权力方面。当形成资本权力主义并带入第二轮改革

只会进一步扩大贫富差距和加剧利益冲突。而且，在收入增长

中，没有人去质疑这种增长效率是为了谁，因而各阶层齐心合力

革，而且既得利益者是改革的主要力量。到了新一轮改革时，因

影响既得利益群体的某些预期收入，那么，当制度变迁的成本大于收入

时，既得利益群体成为改革的阻力。 

按照福利经济学的理论，市场失灵时由政府管制予以弥补

现代福利经济学理论的一个明显不足就是忽视收入分配，对于

群体的收入建立在弱势阶层的利益之上这样的问题表现得态度

避资本权力方面的问题。事实也是，唯独在收入分配领域，看得

失去了弥补功能。在收入增长的改革中，政府熟悉和习惯了收入增

方式，而很难形成收入分配的理念，对于公平分配显得陌生;

“以人为本”和公平正义的原则，却很难运用于社会建设和发

入增长改革时期，形成了地方政府间的区域性竞争，政府仍然在市

充当竞争主体;国家以及政府既是土地、矿产资源及其他国有物



 

事主体，又是市场和社会管制的公权力主体，一身二任而可以游

者之间，甚至民事主体借助公权力而形成市场垄断。所有这些有利于收

入增长的体制机制，进入第二轮改革时则成为了政府行为的枷

政府自己来打开枷锁，有一个很难扫除的路障，就是政府在收入增

改革中与资本权力建立的感情难以破裂。资本权力正好利用这

特别是当某些预期收入可能被阻止时，首先想到的是“俘获”

市场经济发达国家，也普遍存在着大工商业主凭着对巨大财富的支配

力、影响力而对经济和政府起着干预作用。这就是，当市场失

上了政府失效。 

构建旨在为广大公众谋取利益的民主权利体系，是一种政治体制改

革。这种改革，不能指望在体制内，而必须在体制外构建一个

“公民社会”。美国政治学家克莱顿•托马斯总结认为：“在

‘市场失灵’与‘政府失败’以后……人们开始在选择市场和

之时也努力尝试着寻求第三种力量——公民社会”。政治学家

民社会有比政治意义更丰富的物质意义，马克思选取黑格尔关

会的经济内涵，将其解释为“物质生活关系的总和”。公民社

容性，是以尊重和保护公民权利为宗旨的自治领域;是民主政治建立的

逻辑起点、社会基础和发展动力;是制约和监督政治国家、促

与、孕育民主政治文化的活动空间。 

公众的社会活动需要通过包含和表达共同利益的组织才能

治社会的活动原则是要求一种稳定的秩序作为发展基础，而秩序是一

共同关系的反映。因此，必须联合起来，按利益、认识的一致性

同体，以此构建具有比既得利益群体更有影响力的新利益集团

合马克思关于“自在阶级”到“自为阶级”的转化过程。同时

会属于与政治国家相并列的常规政治领域。可以将一些骚乱、街

威、暴力行径、上访以及集体散步等“非常规政冶”纳入常规

纳和改造非常规政治，使表达利益诉求的非常规性行为变得制度化或者

合法化，进而使下层分散的利益追求者转化为类似现代社会中常

群体。还在于孤立的个体或组织的抗争不可能改变现状，更谈

分配机制的变化。征地与拆迁是强势商业利益群体“绑架”了政府，

之对抗的个人用汽油自焚，即使因此而作出严格的个案处理也不可能

动体制。必须以民主组织的形式联合起来组成能够连通政治国

共同体，才能通过与既得利益群体平起平坐而遏制住他们的利益欲。一

个共同体通常不是由某一共性的问题来定义的，而是由相互联

共同利益和共同愿望来确定的。有相同或相关利益追求的人以集

社、工会、协会等形式联合组成常规政治的公民社会共同体，再由

列共同体按照一定的秩序整合成公民社会。权利联合起来的力量比起政

府的善良愿望更加有助于公平分配和获得尊严，没有这种自我力量的

合，即使政府完全坐在弱势者这一边，也很难改变分配格局，因

在于依靠自己积累权利才能获得更多的收入。 

在公民社会里的这种联合，最重要的是公民身份。不仅仅

通民众的身份不同，更在于与政治国家的身份和工作职业的身



公民社会是脱离了政治国家而独立构建的，那么政治国家中的

身份不能进入公民社会。至于农民、工人、知识分子、企业主以及公

员等职业身份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不平等的，比如公务员的上下

系以及企业内部的雇佣关系等。不平等的职业身份不能带进公民社

在公民社会里，必须都以平等的公民身份结成整体。德国总理默克

问中国时坚持到大厅里吃自助餐，并自己去切面包，当一块面包掉到地

下时拾起来放到自己的盘子里，这些行为都是公民身份的体现

等的公民社会，应当在富人与穷人、领导与百姓之间都以平等的公民身

份相处。地位平等，是公民身份的根本属性。在一个人与人之

赖的公民社会里，作为公民主体，意味着其他人会认同其拥有某

利，并把其他人拥有的权利作为自己行为的约束。 

公民的平等权利的表现形式是“公民资本”。事实上，当

增长的极富群体与公权力不断扩张的政治上层控制着国家时，其后支

的是货币资本与政治资本的联合。那么，弱势贫民依靠其平等的公民

本参与进去，可以抗衡他们的资本联合。公民资本，是公民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