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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公平的代价以及公平的理由

[ 作者 ] 徐冰 

[ 单位 ] 中国经济时报 

[ 摘要 ] 不公平的体制会造成经济代价。不公平的体制倾向于保护政治上有权有势者和富人的利益，而往往损害到大多数人的利益，从而

降低了整个社会的效率。如果中间和较贫困的群体不能发挥他们的才能，社会就丧失了创新和投资的机会。 

[ 关键词 ] 公平;平等;贫困

       9月20日，世界银行发布了题为《公平与发展》的“2006年世界发展报告”。该报告指出：在国家内部和国与国之间，财富和机会不

平等的巨大鸿沟造成了极度贫困的持续存在，并往往影响到很大一部分人。这种现象既浪费了人的潜力，而且在很多情况下也会减缓经济

持续增长的速度。报告开篇即让人们思考两个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南非孩子的不同命运：一个孩子是黑人，女性，出生在一个贫困农村家

庭，而另一个孩子是白人，男性，出生在一个开普敦的富人家庭。一个孩子在出生第一年的死亡概率为7.2％，比另一个孩子高出一倍以

上。一个孩子预期能活到68岁，比另一个孩子多18岁。一个孩子还会获得12年的正规教育，而另一个孩子如果幸运的话，可能会在学校上

满一年。世行报告用这两个孩子充分实现其潜力的机会从一开始就有的巨大差异，以及这些机会的差异转变成贡献于南非发展的能力上的

不同，说明了一个深刻而沉重的道理：不平等是如何开始于出生时并最终影响到一个国家的发展。世行的报告可谓振聋发聩，两个孩子的

不同命运，以直击人心的震撼和刺痛，使人不得不思考：是什么原因导致如此的天壤之别？如何努力，才能使天壤之别取得原本的合理

性？不同的命运，始于出生之时、始于不同的家庭。这是世行报告所传达的极其沉重的信息。它以鲜活的例子和数据，在颠覆人们固守的

传统价值观念的同时，也使人们不得不正视这个颠倒的世界。当一个人的未来希望，不取决于个人努力而取决于不同家庭、不同出身、不

同阶层的时候，希望又何在呢？尤其是，这样因后天因素导致的不同命运，如果肇因于不合理的社会机制以及社会环境的时候，人们的未

来，又能有什么样的希望？ “公平性，赋予每个人相同的生活机遇，对于实现经济增长和繁荣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这是世行今年报

告的中心思想。尤其需要重视的是，在世行报告中，公平性，其基本定义是人人机会均等。世行将公平与平等做了清晰的区分：公平不等

于收入的平等，不等于健康状况的平等，也不等于任何其他具体结果的平等，而是对一种机会均等的状况的探求。在这种状况下，个人的

努力、偏好和主动性，而不是家庭背景、种姓、种族或社会性别，成为导致人与人之间经济成就不同的主要原因。为了论证“人人机会均

等”的合理性，世行报告主要从经济可持续发展角度展开。这为持不同观念的人，提供了理解的可能。就我国的实际来看，人人机会均

等，显然是一个理想色彩浓厚的追求。但是，由于体制原因导致出身的不同，从而导致的严重机会不均等，导致的人生际遇的不同，却又

实实在在地存在于我们社会中。最明显的莫过于由户籍所固化的城乡二元结构，中国公民从出生就被人为地分成了农村人和城市人，并由

此造成占有社会财富、享受社会福利以及处理人生压力时，面临巨大不同。这种巨大不同，残酷地决定了千万农村子弟本不该坎坷的命

运。如果说，城乡二元结构在一定时期促进了我国经济发展，那么，起码到目前为止，我国还没有人、没有机构测算过，城乡身份隔离所

推动的发展，所造成的农村人才和经济的损失，对我国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机会成本”。体制所致的机会不均等，在我国还鲜明地体现在

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垄断企业的差距上。无论是创业成本、占有以及享受的政策和自然资源，在目前，民营企业都远远无法同

国有企业相提并论。就此，当我们大力做大做强国有企业的时候，同样也没有真实地测算过，由此倾斜所造成地民营企业的损失，对我国

的经济发展，又是一个怎样的“机会成本”。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一项数据称，目前中国基尼系数为0.45，已超过0.4警戒线；占总人口

20％的最贫困人口在收入或消费中所占份额只有4.7％，占总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或消费份额则高达50％。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

工资研究所近日发表研究报告则指出，国内居民收入差距自2003年以来急剧加大，目前已达到第二严重的“黄灯”警戒水平，今后五年内

若不采取有效措施，将恶化到“红灯”危险水平。应当看到，我国的贫富差距，一定程度上也肇因于体制性的先天机会不均等。当有的人

吃大苦流大汗以求最低温饱，有的人却凭“高贵的身份”坐享其成时，勤劳苦干、自尊奋斗以改变自身命运的价值理念必定遭到羞辱。面



对这样的体制弊端，有什么理由让人相信未来的希望。报告的一位主要作者弗朗西斯科·费雷拉说：“不公平的体制会造成经济代价。不

公平的体制倾向于保护政治上有权有势者和富人的利益，而往往损害到大多数人的利益，从而降低了整个社会的效率。如果中间和较贫困

的群体不能发挥他们的才能，社会就丧失了创新和投资的机会。 ” 而报告所要证明的则是——“不平等的陷阱”，即，“不能充分实现

潜力的周期不断延续”。世行的报告，从经济的角度让人们看到了不公平的后果，也从经济的角度提出了“公平的理由”。但是，人类追

求公平，却决不仅经济一个理由。而人之所以为人，不妨说，“公平本身即是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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