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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陈伯庚

《公平分配 理论和战略》评介

摆在我们面前的是劳动工资问题研究专家钱世明、童源轼两位教授主编的专著《公平分配

— —理论和战略》，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公平分配是经济学中的一个永恒的主题，而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平分配问题，则是一个崭新的课题，国内经济理论界对此虽有零星

的阐述，但缺乏系统的研究，尚未形成科学的体系。《公平分配—�理论和战略》一书的作者以

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为指导，借鉴西方经济学中合理的成分，运用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相结合

的方法，第一次全面、系统地论证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公平分配问题。

《公平分配一一 理论和战略》一书是作者承担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课题研究成果。

作者精心研究，提出了一系列创新的观点。

（一 ）明确提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公平观，把公平放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考察，其判断标

准归结为生产关系标准和生产力标准。 作者鲜明地提出：公平不能诉之永恒的正义，更不能诉

之诗人的义愤，而只能是主观对客观存在的正确反映。 判断实际执行的分配尺度是否公平， 一

看是否为某种生产关系所固有，其收入差距是否同严格按照该分配尺度进行分配所形成的收

入差距相一致；二看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 当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性质时，在多数场合公

平分配的生产力标准同生产关系标准是一致的。 甚至在和这种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分配方式里

吃了亏的那些人也会热烈欢迎这种分配关系。当生产关系成为生产力发展的秷桔时，不管实际

的分配是否符合该生产方式固有的分配尺度，按生产力标准来判断都属不公平的分配。在历史

唯物主义的公平观面前，那种仅仅以伦理、道德观念标准的主观的价值判断再无容身之地。

（二）创造性地提出了微观层次公平和宏观层次公平两个范畴。 微观层次公平是指凡按生

产要素的投入数最及其产生效率进行分配，一切有投入根据、并在蜇上与投入相适应的收入在

微观上都是公平的；在社会范围内，在经过调节以后，人际间保持着公众所能承受的适度的收

入差距－这就是宏观上公平的分配心这个界定澄清了理论研究和实际工作中把两个层次公平混

为一谈的误区。 在我国，由千长期来没有分清两个层次的公平范畴，导致收入分配政策目标错

位；宏观公平所要求的适度差距目标畸变为收入均等化目标，并将其引进微观层次的初次分配

领域，以致长期陷入平均主义陷阱不能自拔。作者在此界定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应当实行的公平战略。在政策的目标选择上，既要把微观层次公平作为微观分配领域改革的目

标，即严格按投入进行分配，相应地拉开收入差距，让 一 部分人依靠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

起来，促进资源优化配狸，提高微观经济效率；把宏观公平即适度收入差距作为宏观层次调节

收入分配的目标 。 “以微观层次公平为优先，兼顾宏观层次公平
＂

，两个层次公平并举，相辅相

成，形成一股合力，共同促进经济效率的最佳实现，这就是作者奉献给我们的社会主义初级阶

段的公平战略。

（三）对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观点，即两者之间不是反向的交替关系，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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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同向的交互关系。在西方经济学中，往往把公平与效率看作是
“

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

此消彼长

的交替关系。 在他们看来，讲究公平必牺牲效率，讲究效率必牺牲公平。 所以政策的选择只能

是何者优先，何者兼顾，作者经过精心研究．发现关键是要把平等与公平区分开来}只要如实地

把平等界定为收入均等，而把公平界定为既合理又适度的收入差距，两者关系之谜就迎刃而解

了。就平等而言，它确实同效率呈此消彼长的交替关系；就公平而言，它与效率间非但不构成交

替关系，恰恰相反，两者是同向的交互关系，即此长彼亦长｀此泊彼亦消。因为在微观层次，在确

保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前提下．按要素投入进行分配｀相应拉开收入的差距．这既体现公平原

则，也是效率原则；在宏观层次追求分配公平，把过度的收入差距调节到公众能够承受的限度

内，其目的同样是为了确保经济效率。这个观电，对千我们如何制定正确的收入分配政策，科学

地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有着极为深刻的意义 n

（四）对我国现阶段的分配不公，作了两类、三种的区分。 第一类：微观层次不公，即收入与

投入相背离。其中又有两种：第一种是同投入的差距比较，收入的差距相对过小，平均主义有所

加剧，这种分配不公主要发生在公有制内部工薪劳动者之间；第二种是同投入的差距比较·收

入的差距相对过大，这种分配不公发生在整个社会范围内。第二类：宏观层次分配不公，即在整

个社会范内围不同群体之间收入的绝对差距，超过了公众的承受能力＂ 作者用了整整两个篇

章，以调查所得的确切数据进行了实证描绘，列举其表现，分析其根源．提出根治的对策。 有理

有据，为深化分配体制改革和实际部门的操作提供了可荒的依据。

（五）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的现实出发，论证了按劳分配与市场经济接轨的问题，

提出了桉劳分配市场化改革的命题。 书中提出｀市场分配机制寓分配千等价交换之中，改革就

是要把市场分配机制引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收入分配的方方面面，特别是要按劳分配同市场

经济接轨，以促进分配公平的最佳实现， 如何接轨？作者提出两方面的任务：劳动的市场计董

和工资的市场调节。在市场计址劳动方面．按劳分配的
“劳“要分别由市场直接对企业劳动者集

体和间接对劳动者个人进行两个层次的计植、相应地分配的程序也要分解为先集体、后个人两

个层次进行。 在市场调节工资方面，分析了工资决定机制与工资形成机制的异同，社会主义制

度下工资分配归根到底决定干按劳分配，而按劳分配的实现则要借助千市场形成机制，由劳动

力供求变动调节，形成市场均衡工资率，作者指出，在市场调节工资的前提下，人工成本是由市

场形成的，在分割净产值以前就是已定的。由此提出了市场调节工资同
“

工效挂钩
”

相反，
“

不是

企业效益决定职工工资的高低，而是入工成本的高低制约企业效益
”

的论断。 作者预期，目前

国有企业的
“

工效挂钩
“

只是工资改革的一种过渡模式，而目标模式应该是
“

在国家宏观调控下

的市场调节工资、企业自主分配
＂

。 这对深化国有企业工资体制改革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我国在收入分配中，正面临着克服平均主义和消除收入高低悬殊双重收入分配不公的任

务，如何既实现公平分配又促进效率提高，是我们孜孜以求的目标。钱世明、童谅轼两位教授奉

献给我们的《公平分配—-－理论和战略》专著必将对这个目标的实现产生深远的影响。 在实践

中，按劳分配与按投入要索分配的矛盾正在日益突出起来，找们期待着两位教授在解决这方面

的问题上，能有新的论著间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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