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和谐社会呼唤社会公平 

文/杨伯成 毕孟琴 吴瑞丽 

   注重公平，追求和谐，一直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主旋律，尽管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难以实
现真正的公平与和谐，但人们从来没有放弃过对这一美好社会的向往与追求。历史经验和现实状况
都表明，社会公平与社会和谐相伴相生，社会公平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 
   一、“社会公平”的内涵 
   社会公平是人们在解决人和社会的关系中所表现出的性质，是生产关系的外在表现。从改革
开放以来，中国百姓对“社会公平”内涵的理解有了很大的变化，总体说来对待社会公平的态度变
得更加宽容。 
   长期以来，计划经济体制使得中国的基尼系数始终处在0.2以下，“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
使得中国社会在分配上长时期实行平均主义，吃着“大锅饭”。虽然社会经济整体非常落后，人们
生活比较贫困，但普遍的贫穷并未给中国社会带来动荡。此时，人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就是计划经
济和平均主义，要穷一块穷，要富一起富，不允许出现贫富差距。这一时期的“社会公平”被人们
理解为“平均主义”。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允许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政策的实施，“思富”不再被
认为是一种罪过，“致富”也成了一种光荣。很快，一部分有条件的地区和有条件的人富裕起来
了。面对身边富裕起来的能人们，人们从最初的观察、嫉妒、羡慕到模仿和追随，逐渐接受了收入
差距的拉大。 
   然而，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转型，体制不完善导致的问题日益显现。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收入差距拉大”逐渐被“收入分配不公”所代替；二是由于人为因素而导致的社会成员间的
竞争机会不均等日益突出。 
   竞争是现代社会最突出的特点，良性的竞争有利于发现人、激励人和造就人，然而恶性的竞
争却会埋没人，压抑人和毁灭人，最终阻碍社会的发展。良性的竞争应该是相对公平的竞争，社会
成员享有均等的竞争机会，在竞争中，成败的决定因素应该是自身的素质，而不是金钱和权力。在
良性竞争的环境中，成功者得以施展抱负，失败者也能心服口服，坦然接受。 
   二、社会公平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前提 
   1.社会公平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题中应有之义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首先应是一个相对公平的社会。胡锦涛主席把我国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
谐社会阐述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
会。这其中无论是哪一条，其实现的主角都是人，无论是过程的实施者还是结果的承担者都是民
众，最终的落脚点都将是社会各阶层人与人间的关系。而只有社会公平才能很好地协调各种利益关
系，保持社会的稳定。而缺少了社会公平就使这一目标的实现成了水中之月，镜中之花。因此，社
会公平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题中应有之义。 
   2.只有社会公平才能实现国家公权的惠泽众生 
   “公权”故名词意即公共权力，它是对社会的一种管理权，是以国家的名义赋予某些人，通
过制定并执行法律法规或是规章制度来对他人施行管理和支配的权力。在阶级社会中，“公权”实
质上蜕变为“私权”，成为阶级压迫和满足个人私欲的工具。而在一个民主社会中，“公权”应该
是属于人民大众的，是为人民大众服务的，而行使权力的人也就成了人民的“公仆”，最起码也应
是在与人民的契约关系中权利与义务对等的双方。因此“社会和谐”意味着国家公权应该惠泽众
生。 
   一方面，国家公权的惠泽众生体现在国家政策的制定应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在我国由于存在
着明显的地域差别、城乡差别、阶层差别、行业差别等，国家政策的出台应该广泛征取社会意见，
作好统筹，而绝不能以牺牲一些地方、一个群体、一些行业的利益来满足另一些地方、群体、行业
的利益。  
   另一方面，国家公权的惠泽众生还体现在权力执行者的执政为民。国家“公权”的执行者是
我们众多的各级领导干部，这些领导干部的素质，尤其是政治素质对贯彻好国家政策起着关键作
用。 
   自建党以来，中国共产党代表着中国最广大阶层的利益，赢得了工农群众的支持，形成了共
产党和工农群众之间的鱼水关系。然而，进入和平时代以来，尤其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走上市场
经济的道路后，中国社会对物质的渴望仿佛一下子觉醒了，身处其中的领导们自然也难以置身事



 

外。一些领导开始越来越多地关注和追求自身的利益，渐渐地官僚主义、权钱交易、奢靡腐败之风
出现了。2001年初，国情专家胡鞍钢估计，在90年代后半期，主要类型的腐败“所造成的各类经济
损失平均每年占GDP的13.2%—16.8%之间” 。尤其令人痛心的是，封建社会的卖官鬻爵也赫然出现
在今天的中国，干部任命中的潜规则成了老百姓所熟知的公开的秘密。  
   综上所述，没有真正代表社会最广大社会阶层利益的“公权”，就不可能有良好的社会秩
序，更不可能形成社会成员间团结互助的良好人际关系，那么和谐社会也就成了永远无法实现的梦
想。 
   3.只有实现社会公平才能保证生产效率的持续提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始终处于公平与效率的博弈之中。二十多年的社会实践清楚地说明只有
实现社会公平才能保证生产效率的持续提高。 
   首先邓小平的“两个大局”的战略构想已经为我们指明了如何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1988
年，邓小平针对我国人口多，底子薄，经济发展不平衡状况，提出了“两个大局”的战略构想：
“沿海地区要加快发展，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
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
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一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1在“第一个大
局”实现的时期，国家采取了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打破收入分配上的平均
主义，允许地区差异和个人差异的存在，这一政策逐渐被概括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效率优
先，追求的是生产力诸要素实现效益的最大化，而兼顾公平指的是生产关系，尤其是在各种利益关
系处理中，要综合考虑各方的利益，尽量做到公平合理。 
   然而，随着人们对经济效益的重视程度不断加强，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生产效率与社会公
平之间往往难以做到兼顾。“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一有先有后，有主有次的处理原则，使得
人们把眼睛更多地盯在“效率”上。一些人为追逐短期利益，个人利益而牺牲长远利益，整体利
益，这一原则也成为他们为自己的行为开脱的借口。 
   今天，我国社会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人均GDP已经突破1000美元，社会总体实力在不断
增强的同时，贫富差距也在不断拉大。此时，按照邓小平的设想，中国社会发展应该进入“第二个
大局”的时期了。这一时期，在继续保持社会有较高的生产效率的同时，政府将更加重视社会公
平。新一代领导集体正是顺应了社会发展的趋势，及时地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
目标。因此，在今天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理念，显然已经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了，“效
率优先，兼顾公平”理应由“效率与公平并重”所取代。 
   其次，从效率与公平的内在联系来看只有实现社会公平才能保证生产效率的持续提高。 
   效率和公平的最终目标是一致的，二者都是为了促进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一个健康的市
场经济，需要遵循“利益均衡原理”，即要素贡献和要素报酬均等规律，这是支配市场经济运行的
一个重要规律。当然，这里的“均”，不是“平均”，而是“均衡”，是指一个合理的比率。因
此，没有公平，就不可能有均衡，没有均衡也不可能有效率。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公平与效率是一
致的。 
   然而，在我国的市场经济实践中，人们一直觉着效率与公平一直是以矛盾的状态出现的。在
双方长期的博弈中，效率始终占了上风，这种状况使得许多人形成了一种意识：要生产效率就无可
选择地要付出社会公平的代价。社会发展的现实越来越表明，这种认识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危险
的。 
   一方面，这种认识把效率片面理解为经济效益，理解为GDP的增长，因此出现了各级政府片
面追求GDP，忽视总体社会效益，个人不择手段追求经济利益的现象。其结果造成干群矛盾突出，
社会治安混乱，环境污染严重，我们为此付出了沉重的社会代价和环境代价，影响到我国经济的持
续快速发展。 
   另一方面，这种认识错误地把收入差距看成激发人们创造性，提高生产率的必然选择。实际
上， 财富的差距并不都是效率提高的结果，财富差距刺激效应在达到一定程度后便会出现递减的
趋势，甚至出现负面的效应。尤其是社会上巨大的黑色收入和灰色收入，不仅与效率的提高没有内
在联系，而且还会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下降和损失。社会中两极分化的结果可能是，一部分高收入者
的工作效率已达顶点，继续加大分配差距不会增高效率，而社会上一部分低收入者却因为不可能改
变自身的内外条件来增加收入，进而导致沮丧心态的产生和生产效率的降低。因此，社会生产持久
高效率的实现应以合理、公平的分配作为基础。 
   4.只有维护社会公平才能规避新的战略机遇期面临的社会风险。 
   胡锦涛主席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 中
指出“我国改革发展正处在一个关键时期。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历程表明，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突破1000美元之后，经济社会发展就进入了一个关键阶段。” 
   首先，根据其他国家的发展经验，在这一时期存在的贫富悬殊，如果不加以有效调节控制，
极易导致两极分化，引发社会动荡。而我们国家目前的基尼系数已经突破了国际警戒线水平，达到

 



0.45，按目前的发展趋势，还会快速拉大。 
   其次，近十年来中国社会的群体性突发事件发生的频率以及参加人数和规模都呈现不断快速
增长的趋势。这些事件大多数有突发性、骚乱性的特点，而且行动诉诸对象往往是基层政府机关或
者个别的国家工作人员，行动方式也经常突破法定的限度，因此社会影响十分巨大，在一定程度上
已经危害到社会公共秩序。 
   这些现象的存在和不断增加说明我国社会在当前和今后的发展已经进入社会风险的高发期。
而规避这些风险的最有效途径就是下大力气，加大投入，来营造一个公平的社会环境。 
   综上所述，构建和谐社会离不开社会公平，社会公平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和谐社会呼唤
社会公平（作者单位：北华航天工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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