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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I 
 

摘 要 

这篇文章在以往对效率与公平问题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探究邓小平经济伦理思想中所

蕴涵的解决这一经济伦理困境的思路和办法。 

全文共分四章，第一章论述我国改革开放前后我国在处理经济效益与社会公平问题上

误区及困境，针对这一困境，邓小平提出了解决经济伦理困境的一个卓越的思想——坚持

经济效益与社会公平的辩证统一。接下来的主体部分第二章、第三章是对这一思想的具体

阐述，首先论述了邓小平关于经济效益与社会公平的辩证统一思想具体表现的三个方面：

经济效益与社会公平的同时性平衡、整体性平衡和历时性平衡。其次论述的是经济效益与

社会公平平衡机制的具体应用。邓小平在谈到如何处理经济规律与价值取向、公有制与非

公有制、市场配置与社会保障等重大关系问题上，充分体现了经济效益与社会公平的平衡

要求。所以，第二章和第三章是理论指导和具体实践的关系。 后一章揭示这一经济伦理

思想的重要意义。它确定了中国特色的经济伦理观的主要内容，为解决我国初级阶段的经

济伦理困境提供了有效的办法，同时又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经济伦理的继

承和发展，具有科学社会主义经济伦理的一般意义，为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解决经济效益与

社会公平失衡的问题提供了成功的范例。 

总的来说，这篇文章力图通过对邓小平“经济效益与社会公平辩证统一”这一经济伦

理思想的探讨，深刻解读邓小平的经济哲学思想，同时希望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以

引起学术界对邓小平经济哲学作更新、更深的研究。 

 

关键词：邓小平  经济哲学  经济伦理  公平与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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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I 
 

Abstract  

   Based on research findings about the problem of efficiency and fairness, Teng Hsiao-ping’s 

economic ethics which contains solutions to the dilemmas of economic ethics will be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This article contains four chapters. In chapter one, misunderstanding and dilemmas people 

came acrossed around the reform and opening will be examined. Thus this paper holds that Teng 

Hsiao-ping’s great thought----sticking to dialectical unification of economic effects and social 

fairness is capable of solving the dilemmas of economic ethics. In chapter two and chapter three, 

detailed elaboration on the basic thoughts mentioned in chapter one will be given. Firstly, Teng 

Hsiao-ping’s thoughts of dialectical unification of economic effects and social fairness will be 

analyzed from three aspects: synchronous balance, holistic balance and diachronic balance 

between economic effects and social fairness. Secondly, the applications of mechanism of balance 

between effects and fairness will be studied. Some Teng’s important thoughts about issues such as 

laws of economics  and value orientation, public ownership and non-public ownership, market 

adjustment and social security met the requirements of balancing economic effects and social 

fairness. So, chapter two and three show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ory and practice. In chapter 

four, the significance of economic ethics will be shown. As main contents of economic ethic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solutions to dilemmas of economic ethics, Teng Hsiao-ping’s 

economic ethics has developed the economic ethics of Socialism of Marxism. Therefore, with the 

general significance of scientific socialism, Teng Hsiao-ping’seconomic ethics sets an good 

example for socialist countries all over the world.  

Generally speaking, through analyzing Teng Hsiao-ping’s thoughts about “dialectical 

unification of economic effects and social fairness”, Teng’s pround philosophy of economics is 

explicitly shown. I hope that this article can be inspiring for further researches on Teng 

Hsiao-ping’s philosophy of economics. 

Key words: Teng Hsiao-ping; economic philosophy; economic ethics; fairness and 

ef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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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章 绪论 

经济伦理的核心问题是经济效益与社会公平的关系问题。所谓经济伦理困境指的是经

济效益与社会公平关系失衡，或有社会公平而无经济效益，或有经济效益而无社会公平，

比如，平均主义，分配不公等。经济伦理困境该如何解决呢？邓小平经济哲学中蕴涵着解

决这个问题的思路和方法。本文试图研究邓小平经济哲学中的重要部分经济伦理思想方面

的课题，为此，在本章有必要先回顾一下改革开放以前的经济伦理观，认识一下改革开放

条件下的经济伦理困境，着重阐明邓小平关于解决经济伦理困境的总思想——为人民谋利

益照辩证法办事。 

   第一节 传统的经济伦理观 

改革开放以前的经济伦理观有两个极端：一是无经济效益的平均主义公平观；二是丧

失社会公平的片面追求增长的效率观。 

1.1.1 平均主义---缺乏效率基础的公平观 

平均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历史中源远流长，它是在小农经济基础上产生的文化心态和价

值观念。毛泽东深受这一传统思想的影响，在对效率与公平关系的探索与实践中，强调平

均主义，反对通过物质刺激提高劳动生产率。在毛泽东看来，由于中国的普遍贫穷状态，

不可能找到一条快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捷径，因而提倡人们发扬无私的精神，发挥道德

精神的作用。另一个原因是他认为实行平均主义政策，符合人们的公平心理，能够得到群

众的支持。在 20 年代，毛泽东就废除了旧军队的雇佣制，实行“官兵待遇平等”、“经济公

开”的供给制。根据当时物质条件极端困难，经济来源不稳定的情况，“从军长到伙夫，除

粮食外，一律吃五分钱的伙食。发零用钱，两角即一律两角，四角即一律四角。”①这种平

均主义的分配方式，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初期，把几千年人压迫人的社会变成了平等互助

的新社会，使社会公平取得了巨大进步。但是这种分配政策，一方面在所有制上追求“一

大二公”，否定非公有制经济和非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作用，导致经济缺乏活力；另一方面，

由于否定了市场经济关系，使按劳分配下的工资收入，难以真正体现人们因劳动能力差别

所应有收入水平的差别。另外，由于忽视价值规律的要求，个人收入与企业经营好坏无关，

干好干坏一个样。这种平均主义的分配政策，不仅不鼓励竞争、鼓励先进，反而打击先进，

                                                        
①毛泽东选集[M].第 4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第 6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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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保护落后，挫伤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严重束缚了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的提高。 

1.1.2 片面增长---丧失公平基础的效率观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在建国前后也认识到了加快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提高经济效益的重要性，提出了许多提高经济效率的办法，也提出了协调国

家、集体、个人三者物质利益关系，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基本原则。但由于对经济发展规

律和中国基本国情认识不足，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片面追求高

速度，以不切实际的“赶超”战略为目标，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

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

造成了严重的损害，这种只强调“多、快”，忽视“好、省”的片面增长， 终导致的是效

率低下的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但是效率低下并没有获得公平方面的改进，在“按劳分配”

名义下实施的平均主义的分配模式，导致了平均主义与不公平现象共存；公有制中集体所

有制因素的存在，集体所有制中相对独立经济利益实体的存在，以及各种经济实体之间在

生产资料占有量方面的差异，使公平荡然无存。① 城乡隔绝、城乡差别长期存在并且在一

些地方呈现扩大的趋势，使经济上的不公平成为一种广泛的现象；更为严重的是“文革”

中“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实施，使效率与公平的正常实现根本无从谈起。这是建国后二十

多年间在处理效率与公平问题上陷入的误区。 

 第二节 改革开放条件下的经济伦理困境 

改革开放了，社会面貌焕然一新，但仍然存在着经济伦理困境，其突出表现是，一方

面旧经济伦理观与新经济秩序激烈冲突，另一方面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出现贫富悬殊。 

1.2.1 旧经济伦理观与新经济秩序的冲突 

解放以来，我国在经济伦理上，一直把平均主义、大锅饭，看成是社会主义的道德和

公平。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伦理的价值取向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主要体现在对社会

功利和效率 大限度的追求上。其一，就改革的力量而言，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以联产

承包责任制为主导的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使得农村经济显示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在

这样的背景下，1982 年中共十二大提出了有系统的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1984 年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概念”并决定推进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

改革。其二，就开放的力量而言，由于受西方社会思潮的影响，人们普遍接受了“全球意

                                                        
① 周世兴、任秀珍：传统义利观与社会主义效率公平观.《理论与实践理论》[J]. 2001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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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新技术革命”等现代观念的冲击。在改革和开放两股力量的推动下，相当多的中国

人开始积极从商、从政，想名、想利。一时间，“深圳速度”、“‘傻子’年广久”、“苏南模

式”、和“温州模式”成了人们谈论的热点，而“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也成了

人们的口头禅。商品经济的效率原则渗透到经济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与旧的经济伦理

观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和冲突。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许多深层次的矛盾不断暴露出来，比如，社会政策提倡“一部

分人先富起来”，而经济上的“双轨制”则为部分权势阶层先富起来创造了条件。这样，在

“相对剥夺”的心理机制作用下，许多人的社会心理失衡了。到 20 世纪 80 年代末，社会

形成了“端起碗吃肉，放下碗骂娘”复杂的社会心态。这种心态既是对新的社会不公的愤

懑，也是以旧公平观衡量新经济秩序的结果。 

1.2.2 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出现贫富悬殊 

改革开放打破了平均主义大锅饭的思想禁锢，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得到了很大的发挥。

但由于过分强调效率，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又出现了贫富悬殊等不公平现象。自 1978 年改革

开放以来，在经济的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普遍得到提高的同时，地区之间、城乡之间、

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也迅速扩大，贫富悬殊的问题开始出现。首先是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

拉大。以东、中、西部农民收入为例，1980 年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农民纯收入之比为 1.39：

1.11：1；1985 年差距扩大为 1.54：1.21：1；到 1993 年这个差距进一步扩大为 2.30：1.28：

1。这就是说，1993 年，东部地区农民纯收入是中部地区的 1.8 倍，是西部地区的 2.3 倍。

其次是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拉大。自建国以来到改革初期，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大体保

持在 2.5：1。八十年代初，随着农民收入的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为 2.1：1。但是

自 1985 年以来，这个差距又逐步拉大，到了 1993 年这个差距扩大为 3.5：1。农村居民收

入相对于城市居民收入不断呈现慢于后者的速度，引起城乡收入比例提高，总体收入不平

等拉大①。种种数据都表明了一个事实：我国居民贫富差距明显拉开，而且随着市场经济体

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这种差距还有继续拉大的趋势。这既不利于人们劳动积极性的充分

发挥，也动摇了人们对改革的信心，影响了广大人民群众对党的信任和对社会主义的信念。 

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以及科技革命的影响，迫使我们必须重视效率，但是，过去我们的

公平观念是以收入均等为前提的；我国改革所处的经济环境并不宽松，物力财力短缺，但

却存在大量相对过剩的人力；在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变过程中，各领域间不同价值标准

                                                        
①资料来源：吴振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基本难题研究》[M].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6 年第 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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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尖锐的矛盾和冲突；新体制在建立过程中尚不完善，而传统的控制体制、刺激机制又

差不多失灵了①。面对这诸多的社会现象和问题，经济效益与社会公平之间的关系问题成了

人们讨论的热点。公平与效率孰先孰后，孰优孰劣？怎样看待和处理这一对矛盾，才能解

决经济效益与社会公平失衡的困境，进一步深化改革?邓小平的经济伦理思想为社会主义的

改革和建设指明了方向。 

  第三节 为人民谋利益照辩证法办事 

    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经济效益与社会公平的矛盾也越来越突出，这究竟该怎么看？必

须做出正确回答以指导实践。毛泽东曾经说过：“要照辩证法办事。这是邓小平同志讲的。

我看全党都要学习辩证法，提倡照辩证法办事。”②邓小平遵循辩证法，主张要在为人民谋

利益的前提下，坚持经济效益与社会公平的辩证统一。邓小平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

我深情的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③。邓小平的人民情怀，是他为人民谋利益的原动力。他是

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邓小平把为人民谋利益作为一切思想和实践的立足点，并由此

确立了解决经济伦理困境的总思想——为人民谋利益照辩证法办事。这个总思想是建立在

两个理论基点上的：一是社会主义本质论——把握社会主义本质，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二

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从我国实际出发，在发展中求得相对平衡。 

1.3.1 抓住社会主义本质，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邓小平同志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进行了长期的思考和探索， 终对社会主义本质作

出了高度的概括：“社会主义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

终达到共同富裕”。这里规定着社会主义社会只能沿着一条经济效益与社会公平辩证统一

的路径才能实现共同富裕，其有三层含义。 

其一，“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就世界范围看，当代的社会主义社会不是建立在

发达的生产力基础上的，而是建立在生产力比较落后的国家里，邓小平同志把解放生产力

放在社会主义本质的首要和基础位置，既符合事实，又突破了传统的观念。他认为社会主

义基本制度建立后，还存在“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这就要通过改革来解放和发展

生产力，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为实现经济效

益与社会公平的平衡创造物质条件。 

                                                        
①吴振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基本难题研究》[M].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6 年第 22 页. 
②毛泽东选集[M].第 5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第 361-362 页. 
③《邓小平文集》英文版序言. 英国培格曼出版公司：世界领袖丛书.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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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只有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才能真正实现社会

公平公正，但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有赖于生产力的充分发展和高度发达。而解放

和发展生产力，创造物质条件，以足以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不是一朝一夕之事，而是

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这就决定着经济效益与社会公平的统一是一个逐步实现的历史过程。 

其三，“ 终达到共同富裕”。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共同富裕，既是人民的愿望，又是

一个客观过程，这个客观过程就是经济效益与社会公平的平衡与失衡的辩证运动过程，只

有经过这样一个既充斥困境又前途光明的过程之后，经济高效益与社会真公平的统一才能

真正实现，即“ 终达到共同富裕”。 

1.3.2 从我国实际出发，在发展中求得相对平衡 

 邓小平同志依据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比较准确地确定了我

国所处的历史阶段，即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但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的

这一 大实际，是我们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强调在效率优先基础上兼顾公平、在发展中追

求两者相对平衡的现实依据。这一现实依据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初级阶段是特指中国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

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阶段。这个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

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为了解决主要矛盾，必须大力发展商品经济，提

高劳动生产率。因此，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不发达的情况下，经济效益与社会公

平缺少达到平衡的物质基础，如果忽视这一实际，盲目追求两者之间的绝对平衡，既不符

合实际情况，更不符合人民群众的利益。 

  第二、“发展是硬道理。”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

济。”①“发展才是硬道理”。②“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③邓小平强

调建设和发展生产力的极端重要性，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

到底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生产力的基础上不

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④二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基本的国情就是生产力不发达，

人民生活水平低，这是阻碍社会发展的 大障碍。这两个方面说明，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

设，大力发展生产力，具有更为迫切和重要的意义，只有生产力极大发展了，人民生活水

平提高了，才能实现高效益，只有满足了人民的利益，巩固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制度，社会

                                                        
①《邓小平文选》[M].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第 375 页. 
②《邓小平文选》[M].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第 377 页. 
③《邓小平文选》[M].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第 265 页. 
④《邓小平文选》[M].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第 6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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