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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角度分析了消除平均主jL在经济伦理领域的帚j响．对于实现社鲁主义市场经济紊件下共 同 

富裕的经济伦理 目标的重要性．并着重从铲除平均主义的传统思想基础方面进行 了有力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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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中心的经 

济体制改革，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国家的社会 

生产力有了长足发展，综合国力有了明显增强 人民生活水 

平有了显著提高。然而，人们在对市场经济进行伦理评价时 

却表现出了一定的价值冲突，为此，笔者拟从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伦理目标与平均主义矛盾产生的原因及消除平均主义 

影响方面进行论述。 

一

、共同富裕是杜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伦理目标 

经济伦理学认为，任何一种经济发展过程中，无一例外 

涉及到伦理认可和价值目标取向问题。随着我国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的发育和富国裕民模式的确立，经济发展伦理目标 

的确定显得越来越重要，它要求根据目标从总的发展方向和 

经济发展的全过程判断富国裕民行为的正当性和台理性。 

邓小平提出的“共同富裕”就是这个伦理 目标的最完美 

体现，“富裕”指社会对物质财富的拥有，是社会生产力发展 

水平的集中体现；“共同 指社会成员对财富的占有方式—— 

是社会主义国家全体公民的共同占有．而不是极少数人的私 

人占有。因此“共同富裕”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生 

产关系性质的集中体现，它从生产力水平与生产关系的性质 

方面完整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 

第一，共同富裕不是同步富裕。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各地 

区的自然和人文差异很大，生产力水平也不相同，在短时间内 

实现同步富裕并不可能；而只能让一部分有条件的地区先富 

起来，通过先富带后富的发展过程，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 

第二 著同富裕不是同等富裕。由于社会成员之间的劳 

动差别和多种分配方式导致的利益分享程度的差别等原因， 

要使所有社会成员在现阶段达到同等富裕是不现实的；而只 

能让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与合法经营首先致富，在先富带 

后富的过程中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第三，在共同富裕的宴现过程中，必须坚持以按劳分配 

为主体的财富分配制度。邓小平说：“按劳分配就是按照劳 

动的数量和质量进行分配。根据这个原则，评定职工工资级 

别时，主要看他的劳动好坏，技术高低，贡献大小。”显然，邓 

小平强调了按照劳动者的劳动数量和质量、贡献大小进行分 

配，这既是对不劳而获的剥削制度的根本否定，也是对平均 

主义“大锅饭”的彻底否定 按劳分配原则以劳动作为收人 

分配的唯一尺度，“它不承认任何阶级差别，因为每个人都象 

其他人一样只是劳动者；但是它默认。劳动者有不同等的个 

人天赋，从而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的特权。”按劳分配 

原则既不承认差别——“任何阶级差别”，叉承认差别一一劳 

动者“个人天赋”和“工作能力”的差别。只有不承认“任何阶 

级差别 才能从根本上否定少数剥削阶级利用私人占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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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资料无偿 占有广大劳动者剩余劳动的权利；只有承认劳 

动者“个人天赋”和“工作能力”的差别，才能打破“平均主义 

大锅饭”，真正实现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动者不得食。 

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分配原则的设定和允许一部分人 

先富起来的思想 ，正是建立在承认个人 、盘业、地区之间差别 

的基础之上。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只有承认差别，才能抑 

制平均主义思想的泛滥，才能保证劳动者不同的劳动付出得 

到公平合理的补偿，才能有效地保护劳动者的积极性，只有 

承认这些差别 ，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才能由 

此产生先富和后富的辩证过程，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二、平均主义观念是实现共同富裕的主要障碍 

中国人对市场的道德评价，主要是根据市场机制所带来 

的分配后果而作出的。对此，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 

曾经指 出：“平均主义依然是中国经济改革中在收人分配方 

面存在的主要障碍。 人们对市场运作带来的收人分配的不 

平均后果感到不能接受，因为市场这个后果与普遍接受的道 

德原则(即)平均主义不相符台，因此，人们耐市场作出了负 

面的道德评价。 

平均主义也称为“绝对平均主义”，是工人运动中主张平 

均享受一切财富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平均主义者认为社会 

的不平等是一切罪恶的根源 反对土地及其他财产的私有制 

度；主张进行社会革命，消灭阶级和一切差别；要求人与人之 

间的工作，生活条件和个人需要等方面一律平等：建立绝对 

平均分配的“共有共享”的“公产主义”社会。平均主义是农 

民、手工业者等小生产者的一种要求和反映，是个体私有制 

经济的产物。当历史发展到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平均主义 

表现为在个人消费品的分配上，不管劳动的数量和质量，一 

律得到同样的报酬，不承认收人的差别，抹杀了劳动的差别， 

不是鼓励先进，而是扶持落后 ，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发展在分配制度伦理方面的严重障碍。事实上，平均主义在 

中国还有广泛的市场，在对市场行为进行伦理评价中还是人 

们普遍接受的道德原则。 

首先．是由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过程决定的。和世界其 

他文明国家比较，中国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由于受 

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强大封建势力的挤压，中国资产阶级 

比较软弱，根本没有能力完成领导资产阶级 民主革命的任 

务。因此 ，只能在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下 ，于 20世纪中叶才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韵胜利 ，进而又 

迅速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社 

会主义国家。超越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直接进入了社会 

主义时期。在中国这样的特殊国度中，国民主要来自农民 

手工业者等小资产阶级。所以．平均主义具有极其广泛的市 

场和深厚的思想基础，加之在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过 

程中，从陈胜、吴广起义到太平天国，爆发过太小几百次农民 

起义，无一例外都把“平均主义”作为自己的旗帜．这种深远 

的影响在中国国民的思想上打上了深刻的烙印，对中国传统 

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也具有极其强大的影响力。 

其次，是社会主义的 穷过渡”和“大锅饭”的严重影响。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3O年 由于 

党在指导思想上犯了错误 ，脱离了找国是在生产力水平般低 

情况下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实际，不加分析批判和拒绝西方 

先进的现代化经济建设方式和管理手段 ，在所有制方面过分 

强调“一太二公”、“纯而又纯”，在分配制度伦理方面，忽视社 

台成员之间劳动差异的客观存在，过分强调分配结果的均 

等，盲目主张“向共产主义过渡”，实行所谓“平均主义大锅 

饭”，这就绐平均主义贴上了社会主义的标签 ，于是在广大群 

众中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影响。 

可以认为，我国要把经济改革不断推向前进，要实现 共 

同富裕”的经济和伦理目标，必须彻底批判平均主义，为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分配制度的顺利实施扫清障碍 

三、必须彻底铲除平均主义的传统思想根源 

提及平均主义，人们容易想到《论语》“季氏”篇的两句 

话： 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似乎证明了平均主 

义的主张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远在春秋时代孔子便引述人 

家的说法，认为患不均远比患寡更令人忧虑，在道德上更难 

于让人接受。认真研读《论语》的话，并根据宋代懦学太师朱 

熹的注释分析，我认为把“不患寡而患不均 的观点用 支持 

平均主义，不仅设有说服力，而且有关分析却能使我们更进 

一 步认清平均主义的特点，促使我们理解平均主义在道德评 

价上没有吸引力的原因。 

孔子在《论语》中说这番话的背景，并不是针对物质资料 

的分配结果。当对鲁国的家臣季氏，因为担心鲁国的附庸国 

颥臾坐大，所以想先发制人，攻伐颛曳，而辅助季氏的冉有和 

季路是孔子的学生，就此事请教孔子时，孔子反对冉有和季 

路干此事，因为颛曳是鲁国先君册封的附庸，是社稷之臣，既 

来之，则应安之，绝无攻伐之理。孔子说：“丘也闻有国有家 

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 

安无倾。”显然，孔子的话和物质资料的分配没有直接关系， 

却与保持政治稳定大有关联。 

朱熹注释此话时说：“寡，谓民少。贫，为财乏。均，谓各 

其得分。安，谓上下相安 季氏之欲取颛臾．患寡与贫耳。 

然是时季氏据国．而鲁公无民，则不均矣。君弱臣强，互生嫌 

隙，则不安矣。均则不患于贫而和 ，和则不患于寡而安，安则 

不相疑忌，而无倾覆之患。”朱熹认为，寡是民步的意思，均是 

各得其所的意思。“不患寡而患不均 的意思是，国家安定与 

否，与人民数目的多寡关系不太，与国民各得其所却有直接 

关系。现在鲁公为君则无民，季氏为臣却据国．显然不是各 

得其所，所以“不均矣。”相反季氏因为担心颛臾的人力财力 

超过自己，所以不顾彼此是否各得其分．而攻伐颛臾，当然会 

带来不安和危倾。孔子认为．只要政治上各得其分，财力物 

力强弱不会影响国内平和：如果国内平和，民众多寡也不会 

影响政治稳定，在选样的背景下形成了孔子的上述见解。 

可见： 不患寡而患不均”并不是经济上的平均主义 相 

反，“各得其分”(也就是 均”的看法)并不意味着分配结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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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一致，因为人的所得要根据其分(“分”指人的社会地位 

和身份等级)而决定。换句话说，不同的’分”，便有不同的分 

配结果，如鲁君的分理应高于季氏的分，因为他们是君臣关 

系，这里并不存在平均分配的问题。当然，我们不需要讨论 

编家社会各得其分的具体内容。但是，“均”既然是依据某些 

原则决定谁可以拥有这些或那些权利和权力，那么，平均主 

义所代表的便不只是各得其分这个决定拥有权的原则．而是 

在这个原则的基础上，再加一个要求，郎平均分配各人的所 

得 ，或者是把原本属于各人的“分”归一化。无论是前者(平 

均所得)还是后者(把“分”归一化)，其含义都是完全相等的 

分配结果。在现代中国被称为“平均主义大锅饭”。 

从这个意义讲 ，如果把平均主义作为社会资谅分配的最 

高原则 ，其实是认为解决社会资源的分配是从两个层面出发 

的，一是决定哪些人对什么资源有拥有权 ，二是保证拥有权 

带来的分配结果对每个合符资格的人都相等。 

为了加深对平均主义实质的认识．分析两个实际例子 

其一．如果社会有这样一个拥有权原则：下岗的人有权 

领取生活保证金，那么只要是下岗人士，就享有这个权利，对 

所有下岗人士都一视同仁。可是，假设 出现这样的情况，应 

该怎么办呢?设想有五个人下岗而社会资源只能提供四个 

人的生活保证金 ，那么，上述的拥有权原则对于五个下岗人 

士当中，到底哪四位领取保证金，哪一位拿不到保证金，是没 

有作出规定的。单就拥有权原则来说，五个人当中任何四位 

拿到他们有权享有的保证金都是一样的，问题在于另外有一 

位人士的权利无法实现。针对这种情况，社会应该提出更高 

层次的分配指导原则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可以用先来后到 

的次序规则作出指导；来得最迟的一位下岗人士不能享有这 

个拥有权。实际上，还可以用需要的原则修正原有的拥有权 

原则 ，在资源不足的条件下，只让有需要的下岗人士领取生 

活保证金。这样，便得先审查五位下岗人士中，那些是需要 

的 ，那些不符合需要的规定，然后只向那些有需要者发放保 

证金。假如其中一位下岗人士被查定不符台需要规定，那么 

便失去了拥有权。 

如果以平均主义作为指导原则的话，那么人们关心的就 

不是修正最先的拥有权原则，以另一种被认为是更高的道德 

原则(如需要原则)作为进一步的分配指导，而是从分配结果 

着眼，保证达到相等的分配结果就行了。按照平均主义者的 

做法，只需要把四个单位的保证金平均分成五份，让每一位 

下岗人士领取到零点八份保证金 ，因为这样才保证了平均主 

义的平均分配目的 

其二，如果社会认为投资者可以拥有通过合法和公平的 

竞争所赚得的全部利润，这个拥有权原则便很可能造成不平 

均的分配结果。如甲、乙、丙三个人在台法和公平竞争情况 

下，甲取得十个单位的利润，乙取得四个单位的利润，丙亏损 

了两个单位，这样的丹配结果，在 上的拥有权原则下，是绝 

对没有问题的。类似的原则可 使部分人富起来，当然也可 

能使部分人的利益有所亏损。但如果分配的最高指导原则 

是平均主义的话，对上述的分配结果肯定不能接受，政府或 

社会须干预，务必使甲乙丙每人各得四个单位利润 

以上两个例子清楚地说明了平均主义的最大特点，那就 

是平均主义的目的是保障台符资格者拥有相等的分配结果， 

此要求假设了只要符台这个分配结果就是好的、不符合便是 

不好的。换句话说 ．平均主义认为，伦理道德的好坏是相对 

于一群人中相互之间的分配结果而定的。如果其中一个比 

其他人所得的少了那就是不好的。同样．只要其中一个人比 

其他人所得的多了那也是不好的。因此，过群人所得多少不 

重要，重要的是大家所得是否相等。这样一来，社会贫富毫 

不重要，重要的是是否一样贫穷 、一样富裕。即是说，贫与富 

本身并没有道德意义，只有分配结果的平均与不平均才有道 

德伦理意义。 

从上面两个例子的分析可以看出：把平均主义作为分配 

伦理的最高指导原则，忽视了参与分配的人的差别，而让他 

们得到的分配结果一样，既不公平，也不台理。它的实质正 

如陈云同志所指 出的：“平均主义大锅饭实质上也是不干活 

的人占有干活的人的劳动成果。 因此伤害了人们的积扳性， 

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所以，要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 

下的全国人民共同富裕的经济和伦理目标，必须彻底抛弃平 

均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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