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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社会公平、和谐与发展是人类社会追求的

价值。效率与公平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也是一个

永恒的问题，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它始终

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相伴随。在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日益完善的中国，分配不公、收入悬殊已成

为当前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主要的系统性矛盾，威胁

到社会的和谐稳定和安全。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

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是一个事关社会主义制度优

越性的重大而基本的问题。“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的分配原则已经过时，不再适用于当前中国经济现

实需要。坚持注重效率与维护社会公平相协调的

原则，做到效率与公平的统一和协调，既是社会主

义本质的根本要求，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

应有之义。

一 效率与公平的内涵及关系
所谓效率，经济学上是指人们对经济资源的有

效利用与有效配置，其衡量标准是投入与产出之

比，即人们工作中所消耗和占用的劳动量与所获劳

动成果的比率。所谓公平，是指处理社会经济关

系，特别是处理各种物质利益关系的一种价值准

则，即按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道德规范决定的标准

和尺度去分配产品或权益。由于衡量公平本身的

标准是一个社会制度所决定的伦理道德规范，因

此，公平是一个历史范畴。

我们认为，公平与效率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

系。一方面，公平与效率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公

平表现的是人们从事经济活动和参与分配成果的机

会、结果的公正性与合理性。效率体现的是经济活

动与发展的速度与效益。公平原则要求缩小社会成

员之间分配上的差距、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效

率原则更注重按个人工作实绩拉开收入差距、实现

部分“先富”。另一方面，公平与效率又是相互依存、

辩证统一的。效率是公平的物质前提与基础，效率

能够促进公平；公平也是效率的条件和保证，公平可

以促进效率。维护公平，可以使社会经济资源更加

合理配置，物质财富做到公正分配，从而为促进效率

创造良好的环境条件和有力的保障。

追求高效率和实现人人平等是人类的理想，然

而现实中往往难以两全，或者因为强调效率而牺牲

公平，或者由于强调公平而妨碍效率。前种情况在

资本主义条件下表现突出。资本主义社会因循资

本利益最大化原则，片面追求高效率，导致以资本

的高效率压制社会的公平，两极分化日趋严重。市

场经济发展400年来，经济危机频繁发生，就是因为

割裂了效率与公平辩证统一的关系。2008年以来

欧美主要经济体爆发金融风暴的主要原因，一方面

是对一些企业监管不力，另一方面是收入分配不公

导致贫富分化。西方经济史实证了效率与公平的

统一性。

二 新中国追求公平理念的曲折发展
社会主义实现了人民当家做主，与资本主义强

调效率而舍弃公平相反，我们是能够处理好公平与

效益的关系的。但是，新中国前30年，由于受苏联

传统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影响，分配上实行平均主

义，工作制度上推行“低工资、高就业”政策，所谓公

平，其实只是“共贫”，是一种低收入的平均分摊，结

果导致我国经济效率低下，物资极度匮乏。新中国

前30年经济发展史证明了不公平政策导致效率低

下，证明了效率与公平是一致的、统一的。改革开

放30多年经济发展史证明了公平的政策促进经济

高效率。改革初期，针对“平均主义”和落后的国民

经济现状，邓小平提出：“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

先富起来，大的原则是共同富裕。”①而且还多次强

调，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

富的带动后富的，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实践证明，

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反映了社会主义初级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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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的实际，有力地推动了当时中国经济的发展。作

为社会主义根本目标和价值取向而提出的“共同富

裕”思想，是指在经济高速增长基础上的全体人民

对社会财富大致均等的占有。此概念蕴含着一个

长期困扰人们的问题：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效率与

公平的相互关系？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为了更好地调动人们的

积极性和创造性，真正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

我们又相继提出了“兼顾效率和公平”与“效率优

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既要提倡奉献精神，又要改

革分配政策；既要反对平均主义，又要防止两极分

化；以及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在经济发展的基础

上，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

局，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成

果。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

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初次分配

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次分配

更加注重公平。”这些提法的变动，深刻地反映了分

配理论不断地与中国国情和改革开放的实现紧紧

结合，具有强烈的时代特色和现实意义，体现了个

人收入分配理论在解决收入差距实践中的与时俱

进。从1978年到2010年，我国经济总量上升为世

界第二，年均实际增长是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长率

的3倍多。我国改革开放30年之所以取得如此辉

煌的成就，就在于我国全面引进了市场机制，在

90%以上的领域实现了效率与公平的统一。

三 社会主义既要注重效率，更要注重公平
公平与效率是社会主义的两大基本价值。社会

主义制度是迄今最民主的社会制度，应该是长治久

安的和谐社会。但是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解体

剧变的惨痛教训，警醒我们必须吸取教训，全面提高

效率与促进公平，坚持注重效率与维护社会公平相

协调的原则，以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我国过去的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存在明显的偏差，

它割裂了效率与公平的统一性，往往会成为一些既

不公平又没有效率政策出台的借口。只要坚持用历

史的、长远的、科学的眼光看问题，就会发现社会主

义制度在我国已经显示出巨大的优越性，不但可以

实现更高的效率，而且可以实现更好的公平。

根据共赢经济学理论，效率与公平是统一的，

只有公平的才是效率最高的，只有效率最高才是公

平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效率与公平具

有一致性。一方面，效率是公平的物质前提。没有

生产力的极大发展和效率的极大提高，只能导致平

均主义和普遍平穷，是不可能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

富裕的。社会主义制度为经济提供了高效率发展

的可能性，也为保障社会公平提供了强大的推动

力；另一方面，公平促进效率，公平是提高经济效率

的保证。只有维护劳动者公平分配的权利，保证劳

动者的利益，才能激发劳动者发展生产、提高经济

效率的积极性，促使社会稳定发展。相反，机会不

均等，分配不公，都会降低劳动者的积极性，影响效

率。社会主义条件下公平与效率的一致性，要求我

们调整好二者之间的动态平衡，避免一损俱损。

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为公平与效率关

系的合理解决创造了良好的条件。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的发展与完善，为解决长期以来困扰我们经济

发展的效率问题提供了有效的机制，也为实现更大

范围更高层次的社会公平提供了条件。实践证明，

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化改革在促进经济效率的快

速提高、加快经济与社会发展等各方面都已取得了

明显的成效。我们强调“坚持注重效率与维护社会

公平相协调”的原则，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

性，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区别，是为

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

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目的服务的。

四 共同富裕是效率与公平的内在统一
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坚持发展是

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

持续的发展，提高经济效率，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共

同富裕，统筹兼顾，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

展。归根结底，共同富裕是公平与效率的和谐统

一。只有做到公平与效率的有机统一，才能真正实

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一方面，因为真正的效率

应该是公平环境下的效率。社会主义只有创造出

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才能为共同富裕提

供必要的物质基础。另方面，真正的公平应该是有

效率的公平。社会主义必须通过完善公有制为主

体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制度，

通过国家宏观调控政策，才能确保全体人民共享经

济发展的成果，从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因

此，由共同富裕目标决定的公平和效率是相互依

存、相互促进的辩证统一关系，二者“你中有我、我

中有你”，同等重要，忽视或舍弃任何一方，都会妨

害社会主义本质的真正体现。如果只强调效率而

忽视公平，就会导致资本主义社会的两极分化；如

果只强调公平而忽视效率，也会导致传统社会主义

的普遍贫穷、共同贫穷。只有坚持公平与效率二者

并重、协调发展的原则，才能既大力发展社会生产

力，又实现共同富裕的宏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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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衡量社会主义发展的标准来看，如果说发展

生产力、提高经济效率是共同富裕的前提和途径，

共同富裕就是发展生产力、提高经济效率的目的和

归宿，那么效率标准对社会主义仅仅具有初级的性

质，而公平标准才具有终极的意义。然而，初级的

效率标准又是基本的，缺此标准，公平标准“毛将焉

附”？如此，具有终极意义的公平标准又成其为依

附。两个标准的这种初级的与最终的、基本的与依

附的关系，构成二者辩证统一关系，这正好表明效

率与公平有机结合、不可分离的特性。舍弃效率，

所谓公平只能是平均主义的共同贫穷；舍弃公平，

所谓效率就必然背离社会主义本质和根本方向。

只有全社会的高效率，才能实现高水平的共同富

裕，实现真正而全面的社会公平，才能充分显示社

会主义的巨大优越性。因此，公平和效率对社会主

义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共同富裕是效率与公平的

内在统一。

当然，我们说公平和效率对社会主义同等重

要，并不意味着效率和公平的实现在任何时候一成

不变。事实上，在社会主义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

实现效率和公平的具体组织方式和机制也有轻重

缓急之分。在社会生产力低水平、物资匮乏时期，

我们应当强调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缩小与发

达国家之间经济上的差距，允许并支持有条件的部

分地区、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带动全体人民走向

共同富裕。于今，体现在收入分配差距上的效率与

公平之间矛盾的不断深化，越来越明显地显现出收

入分配不公平对效率产生不利影响的一面，这种状

况是与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根本目标背道而驰的。

为了防止两极分化，我们也必须把重点转向注重社

会公平，更好地实现由全体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和发

展的成果，更好地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我

们经济发展的根本目标。

五 社会和谐是公平与效率的高度统一
正确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是建立和谐社会

的保障。公平与效率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促

进，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双翼，也是构建和谐社会

的重要内容。诚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多

种所有制并存和实行市场经济，客观上存在着两极

分化、收入差距扩大的可能性。但是，社会主义的

价值目标又不能使这种收入差距过大，因为这种收

入差距的扩大，必然会影响到人们利益的和谐，从

而影响到社会的和谐。所以，必须把社会公平的问

题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来加以考虑，避免出现经济

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出现社会矛盾激化的现象。

我们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促进社会公

平正义，并不是要降低经济效率，而是要促进社会

生产力和经济效益的极大提高。在我国目前的经

济社会条件下，推进社会公平主要是解决社会变革

过程中出现的“场外不公平”，要通过建立和完善社

会保障机制和社会福利制度，通过财政货币政策和

税收手段缩小个人收入差距。同时，我们也不能忽

视现实存在的“场内不公平”问题，以及权力“寻租”

和行业垄断行为。这些问题的存在，同样会妨害经

济效率和社会公信度，也是影响社会稳定与和谐的

不利因素，如若不及时消除隐患，矛盾积累到一定

程度，就会引发社会危机，动摇和谐社会的根基。

因此，必须全面理解公平、效率与和谐的辩证关系，

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促进社会和谐、推进社会公平

的各项政策措施，促进社会和谐。

社会公平与和谐是辩证统一的，公平公正是和

谐社会的基石。一方面，效率、公平与社会和谐相

互联系。社会公平本身就是社会和谐，社会和谐包

含着社会公平。效率、公平是社会和谐的基础，社

会和谐是效率与社会公平的最终目的；另一方面，

社会公平与和谐、发展是相互制约的。社会公平、

和谐是效率和发展的前提。只有高效率和快发展，

社会公平、和谐才有保障、才能持久。社会公平、和

谐、发展是人类共同追求的目标，社会和谐是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必须坚持效率和公平的高度统一。

那么，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如何做到公平与效率

的有机统一呢？首先，我们要坚持“注重效率与维护

社会公平相协调”的原则。公平与效率是在对立基

础上的有机统一，没有公平保障的效率不是高效率，

没有效率的公平不会是真实的公平。在制定政策

时，要将公平和效率统筹兼顾、统一安排，不应一般

地提“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而应当坚持效率与公平

的协调和统一，保证效率，注重公平。其次，我们要

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与

和谐社会建设全面发展，切实注重社会公平，妥善协

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最后，要加强和完善政府的

宏观调控，有效地发挥社会主义制度在保障社会公

平的基础性作用。要尽快制定和完善有利于社会公

平的经济政策，要在保证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合理调

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逐步解决地区之间和部分社

会成员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寻求一个公平与效率

的最佳契合点，实现效率，促进公平，使全体人民共

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成果。

银 燕，冯 清：社会和谐是公平与效率的高度统一 ·· 75



西昌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23卷

注释及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三卷）[C].人民出版社，1993：166.

[2]温子勤.从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看效率与公平的关系[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4.

[3]卫兴华.实现分配过程公平与效率的统一[N].光明日报，2006/09/11.

[4]宋圭武.再论公平与效率的关系[EB/OL].中国乡村发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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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objective of socialism to achieve common prosperity is to achieve a good unity between fairness
and efficiency. Only with harmonization and coordination between efficiency and fairness，can it be possible to
develop the social production forces，fully embody the goal of socialist value，and promote social harmony as well.
Adhering to the harmonization and coordination between efficiency and fairness is an inevitable choice for China at
the present stage.

Key words: Efficiency；Fairness；Inner Harmonization；Social Harmony （责任编辑：李 进）

（Jilin Institute of Marxism，Jilin University，Changchun，Jilin 130012）

Abstract: As a set of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governance which has gradually developed during the proces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China Model has been a worldwide popular discourse in recent years. The research of
China Model becomes a focus debate among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academia. Despite the mixed opinions，we
should realize that China Model is a significant development of Marxism，a development model that is based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adapts to the condition of China. The emergence of
China Model has a solid Marxist philosophy foundation.

Key words: Marxism；China Model （责任编辑：李 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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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tish Women's Economic Activities in Late Middle Age

TANG Hong-gang
（Social College，Anhui Normal University，Wuhu，Anhui 241003）

Abstract: The Middle Age has been called as“dark age”. It is from 1066 to the time when the Dynasty of
Tudor builds up. Like many other countries of European Continent，England is influenced by the original Christianity
sin saying. In 14th century，women’s position was improved a lot because of Black Death and war，the heavy tax and
British women had the possibility and necessity to be engaged in economic activities. The change of the economic
position of British women played a role in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Key words: Britain；The Medieval；Black Death；Cultured Love；Economic Activity （责任编辑：李 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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