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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效率与公平

简新华

效率与公平的协调兼顾是当前人们十分关注的热点问题, 这既是因为效率与公平的问题

是社会收入分配的核心问题, 提高经济效率, 实现经济公平, 是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两个最

主要的目标; 更是由于市场经济的收入分配能够刺激经济效率的提高, 但会产生收入的高低

悬殊。在市场经济中, 如何真正做到效率与公平的协调一致, 是一个悬而未决的世界性难题,

至今还没有找到实现二者统一兼顾的有效途径。尤其是中国目前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

过程中, 也出现了收入极其悬殊的现象, 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引起了强烈的震动和心理失衡, 不

少人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否实现效率与公平的统一协调产生怀疑, 迫切要求找到解决

这个难题的正确方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怎样做到效率与公平的协调兼顾, 是中国必须深入

探讨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

一、效率与公平的涵义和相互关系

关于效率与公平的涵义和相互关系的论述如汗牛充栋, 但直到目前为止, 仍然是众说纷

纭、莫衷一是。因此, 要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效率与公平问题, 实现二者

的协调兼顾, 首先需明确效率与公平的涵义和相互关系。

11 经济效率的涵义

经济效率又称经济效益, 从一般的意义上说, 是指生产中耗费的经济资源与生产出的能

够满足人们需要的产品和劳务的对比关系, 简单地说就是投入与产出或成本与收益之间的比

较。如果C 代表成本, R 代表收益, P 代表经济效率, 则 P=
R -C

C
。经济效率一般存在三种

情况: 当C> R 时, R - C<0, 因而 P<0, 表明经济效率为负数, 存在亏损; 当C= R 时, R

- C=0, 因而 P=0, 表明经济效率为零, 即没有经济效率; 当C< R 时, R - C>0, 因而 P

>0, 表明经济具有效率, 能够产生盈余。经济效率的涵义理论界已经基本达成共识。阿瑟·

奥肯指出: “对经济学家来说, 就象对工程师一样, 效率, 意味着从一个给定的投入量中获得

最大的产出。生产中的投入包括人的努力、机器、厂房等实物资本的服务以及象土地、矿产

等自然资源的贡献。产出则是成千上万不同种类的商品和劳务。”①经济效率的提高意味着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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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投入或更少的投入, 可以得到更多的产出。他还指出: “所谓效率, 即多多益善。但这个

‘多’须在人们所愿购买的范围内。”由此可见, 生产得越多并不一定证明越有经济效率, 效

率必须以生产的产品和劳务符合社会需要为前提。如果产品积压在商店里, 无人购买, 则意

味着负效率, 生产越多, 浪费越大。市场经济中的经济效率要求以尽量少的资源耗费生产出

尽可能多的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和劳务, 取得尽可能多的收益。那么, 是否只要生产出的东

西都能卖掉, 越多就越有经济效率呢? 也不能一概而论。因为毒品、黄色书刊和音像制品、不

必要的武器军火等等, 也可能在市场上卖掉, 并获取暴利, 而这些东西危害消费者, 危害社

会, 有害无益。经济效率要求的符合市场需要的产品和劳务, 还必须有益于大众和社会, 否

则, 无社会经济效率可言。

21 分配公平的涵义

公平就是公正、平等, 具有广泛的内涵, 一般来说, 包括每个社会成员的人身平等、地

位平等、权力平等、机会均等、分配公正等等。其中的权力平等又包括生存权、享受权、发

展权、经济权、政治权等等的平等。公平是反映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概念, 因此公平在不

同的社会形态下具有不同的内容和特征, 在同一社会形态的不同发展阶段也存在差别。公平

又是一种价值判断、一种伦理道德观念、一个相对的具体的历史范畴, 没有一个绝对的抽象

的永恒的衡量标准,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制度下, 有着不同的具体衡量标准, 不

同的人会作出不同的判断, 是一个最有争议的概念。

我们这里所讲的公平是经济公平, 主要是指社会收入分配的公正和平等。现代社会中收

入分配的公平, 是指人们在取得收入的机会和权力平等的基础上, 根据各自的生产性努力而

相应地获得收入, 一般来说应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 取得收入的机会均等。每个社会

成员都有同等的通过自己努力而取得收入的机会和权力, 排除任何特权、优惠、垄断等不平

等因素对收入分配的影响。第二, 分配的尺度统一。没有统一的尺度, 公平无法衡量。公平

的尺度就是公平的内容。按同样的标准或尺度对每一个人实行收入分配, 一视同仁, 同样的

付出应得到等量的报酬, 消除任何歧视、双重原则的不平等。第三, 公平分配必须消灭剥削。

如果存在无偿占有、不劳而获, 必然导致贫富两极分化, 分配也就不公平。第四, 分配公平

不是分配结果均等。公平不等于平均, 平均主义的分配是收入分配不公。因为“收入均等

化”使工作能力强、积极性和效率都高、贡献大的人与工作能力弱、积极性和效率都低、贡

献小的人获得相同的收入, 所以不公平。第五, 收入的差距适当。由于不同的人存在先天和

后天的差别, 即使是同等的机会、同样的尺度, 对不同的人分配个人收入, 也会产生差别, 因

此公平并不否定差别, 但差别不能太大。必须是大多数人能够接受、可以容忍的差别。如果

贫富悬殊、两极分化, 一部分人的基本需要得不到正常的满足, 另一部分人的奢侈需要却得

到超常的满足, 则是极端的不公平。

在市场经济中, 分配公平的第四个方面的要求肯定可以实现, 第一、二、三个方面的要

求则很难、甚至不可能完全达到, 因此做到分配公平的关键, 是必须特别注意努力达到第五

个方面的要求, 使收入差距适度。否则, 公平与效率难以协调兼顾。

31 收入分配差距对效率和公平的影响

效率和公平都与社会收入分配的差距紧密相关, 分配差距直接制约着效率和公平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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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生产经营的积极主动性是决定经济效率高低的重要因素, 而人们发挥积极主动性的

动力, 不仅来源于对物质利益、货币收入的追求, 还来自于非物质利益、精神激励、志向、兴

趣、爱好、道德观念、奉献精神、社会责任感、事业心、荣誉和地位等。而且, “衣食足而知

荣辱”, 随着人们基本生活需要的满足和收入的不断增加, 后面这些因素对激发人们积极主动

性的作用将逐步增大。所以社会收入分配差距的存在, 有助于刺激经济效率的提高, 但经济

效率不一定完全来自收入分配的差距。而且, 差距也不是越大越好, 过大的收入差距还会妨

碍经济效率的提高。因为, 过大的收入差距可能导致贫富悬殊、两极分化, 必然严重挫伤广

大劳动者的积极主动性。

社会收入分配差距的存在不必然是不公平的表现, 因为公平不等于没有差距, 公平分配

允许适当的收入差距, 只有社会收入分配的无差距和高低悬殊, 才是不公平的表现。以上分

析说明, 过大的收入差距, 既不能保证公平, 最终也不利于提高效率; 只有适当的收入差距,

才既有利于提高效率, 也能保证公平。

41 效率与公平是对立统一关系

经济效率与分配公平是什么关系? 这是一个存在严重分歧、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由于

分配是否公平, 直接关系到社会政治能否安定和人们的生产经营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能

否充分发挥, 而社会政治安定又是社会经济稳定发展和经济效率有可能提高的必要条件, 人

们生产经营的积极主动性也是影响经济发展和效率提高的决定性因素, 所以分配公平与经济

效率紧密相关。那么, 分配公平与经济效率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 是正相关, 还是负相关? 是

此长彼消、互相对立, 还是相辅相成、互相统一? 人们往往作出两种截然相反的回答。有的

学者提出: “对效率的追求不可避免地产生出各种不平等”, “为了效率就要牺牲某些平等, 并

且为了平等就要牺牲某些效率”②, “公平与效率如同‘鱼和熊掌’一样, 二者之间是此消彼长

的关系”③。另外有的学者则认为: “公平和效率可以相互统一、相互促进, 从来就不存在牺牲

一方保全另一方的问题”, “是‘一荣俱荣, 一枯俱枯’的关系。”④实际上, 经济效率与分配公

平既存在矛盾性, 也有一致性, 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

效率与公平的一致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 效率是公平的基础。公平问题是在经济效率提高到剩余产品出现以后才产生的。在

效率极其低下, 没有剩余产品, 人们共同生产、共同消费的原始社会中, 不存在公平与不公

平的问题。洛克提出: “在没有私有制的地方是不会有不公正的”, ⑤私有制的产生以剩余产品

的存在为前提, 而剩余产品的出现则是经济效率得到一定程度提高的结果。虽从人类社会发

展的历史过程来看, 随着经济效率的提高, 产生了极大的收入差距, 甚至发生贫富两极分化,

但根据发展经济学的研究, 社会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随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发生倒U

型曲线变化, 即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分配不平等先是迅速扩大, 继而又逐步呈现缩小的趋

势。⑥亨廷顿指出: “从长远看, 经济发展能够产生一种比传统社会更公平的收入分配方式。但

在短期内, 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直接影响常常要加剧收入的不平等。”⑦不仅公平问题的产生以

一定的效率为前提, 而且效率可以使公平建立在更加雄厚的物质基础之上, 公平的最终实现

也要以效率的极大提高为基础。公平的最终实现具体来说也就是达到全体劳动者的共同富裕,

这没有生产力的高度发达、效率的极大提高, 则是不可想象的。而且, 实现社会公平的最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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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也是为了维持社会安定, 调动人们生产经营的积极性, 促进效率的进一步提高。

第二, 公平促进效率。收入分配是否公平, 对经济效率具有重大影响。公平合理的收入

分配, 有助于形成和谐安定的社会环境, 能够有效地调动各方面生产经营的积极主动性, 极

大地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以上两点说明, 效率与公平能够相辅相成、互相促进。

收入分配是否公平对经济效率的制约作用, 还表现为严重的分配不公迟早会损害经济效

率。这就是说, 不公平与无效率 (或低效率、负效率) 之间也具有一致性。平均主义的分配

不公, 必然带来经济的低效率, 因为“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干和不干一个

样”, 必然使人们丧失劳动的热情、生产经营的积极主动性; 收入高低悬殊的分配不公, 虽然

在一定时间内能对经济效率的提高产生很大的刺激作用, 但最终会极大地损害经济效率, 因

为收入高低悬殊、贫富两极分化, 必然造成尖锐的阶级对抗, 引起剧烈的社会动荡。

经济效率与分配公平的一致性, 这只是二者相互关系的一个方面, 二者也可能产生矛盾,

存在此长彼消、此消彼长的一面。虽然资产投入可以取得收益, 能够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 但

存在不劳而获, 产生剥削, 又不公平。收入差距不大, 虽然比较公平, 但对人们生产经营积

极性的刺激作用太小, 不利于经济效率的提高; 在一定限度内, 收入差距越大, 虽然对人们

生产经营积极性的刺激作用越大, 越有利于经济效率的提高, 但超过一定限度, 大到高低悬

殊则不公平。因此, 有时为了提高效率, 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牺牲分配公平, 比如为了提高

资产利用效率允许剥削存在; 有时为了实现分配公平, 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牺牲经济效率, 比

如为了防止收入高低悬殊而限制过高收入, 会减弱对生产经营积极性的刺激。

51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现代社会发展的普遍要求

经济效率是社会一切经济活动的核心问题, 提高经济效率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途径, 经

济发展又是整个社会进步的基础, 所以经济效率是社会发展的关键。资源优化配置的目的就

是为了提高经济效率。经济效率是决定社会形态更替、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变革的最重要最

主要的因素。经济效率高的新社会、新制度、新体制, 必将最终战胜经济效率低的旧社会、旧

制度、旧体制。经济效率是社会经济中国家和企业的生命。有效率, 社会进步、民族振兴、国

家繁荣、企业兴旺、个人富足; 无效率 (即零效率) 或负效率, 社会倒退、民族衰败、国家

灭亡、企业破产、个人贫穷。因此, 努力提高经济效率, 是任何国家首要的根本的任务。

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反复证明, 社会收入分配公平与否, 直接关系到社会安定政治局面

的形成和维持。如果出现社会收入分配不公, 社会的稳定将没有保证。社会收入分配不公有

两个极端的表现: 一是表现为贫富悬殊、两极分化; 二是表现为平均主义的收入分配。不论

出现哪一种形式的分配不公, 人们都不能长期忍受, 必然要求改变分配不公的情况。假若这

种要求得不到满足或者受到压制, 人们迟早会起来反抗, 结果就会造成剧烈的社会动乱, 导

致政府倒台、政权更迭, 甚至发生战争灾难。社会收入分配是否公平合理, 直接影响人们生

产经营的积极主动性, 决定能否具备经济发展必要的社会政治环境。因此, 努力实现社会收

入分配的公平合理, 是任何国家都不能忽视的重大问题。

综上所述, 现代社会要发展, 都不可能没有效率, 也不可能完全没有公平, 二者必须兼

顾, 不可偏废。由于效率与公平具有一致性, 因此可以兼顾; 由于效率与公平又有矛盾性, 因

此必须予以协调。效率还应该优先, 因为效率是公平的基础, 只有高效率才更有条件实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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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公平, 而实现社会公平的目的最终也是为了进一步提高效率。

二、市场经济中的效率与公平

市场经济中的效率与公平, 既具有一致性, 又具有矛盾性; 市场经济能够产生较高的经

济效率, 但自身不能消灭剥削、消除贫富两极分化, 不能自动实现分配公平。

市场经济是效率优先型经济, 因为, 市场经济运行的首要目标是经济效率, 而不是分配

公平。市场经济的功能总的来说是实现社会经济资源的宏观合理配置和微观有效使用, 而合

理配置和有效利用资源的目的, 就是为了提高经济效率。市场经济的各种普遍规律、市场机

制的各个环节, 都是围绕着提高经济效率而发挥作用, 市场经济也的确能带来经济的高效率。

对商品生产经营者来说, 效率就是生命。只有不断提高经济效率, 企业才能生存和发展。如

果企业生产投入多而产出少、产品质次价高、经济效率低下, 在市场上必然没有竞争力, 产

品必然无人问津, 经营必然亏损, 结果必然破产倒闭。市场经济迫使企业为了生存和发展, 必

然竭力改进技术, 加强管理, 拼命提高效率。

市场经济是效率型经济, 是不是意味着市场经济完全没有公平呢? 答案是否定的。“在市

场面前人人平等, ”马克思也早就说过: “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⑧市场经济实行的是等价交

换、公平交易、平等竞争, 本质上反对任何特权、独占、垄断和歧视, 这些都是价值规律、供

求规律和竞争规律的客观要求和起作用的必要条件。只有这样, 市场机制才能真正做到合理

有效地配置资源, 市场经济也才能真正发挥促进经济效率提高的作用。等价交换、公平交易、

平等竞争等, 构成市场经济中经济公平的重要内容。因此, 在市场经济中效率与公平具有一

致性, 存在相辅相成的一面。

市场经济又存在不公平的现象, 效率与公平还有相互矛盾的一面, 正如萨缪尔森所言:

“有效率的市场制度可能产生极大的不平等。”⑨阿瑟·奥肯也指出: “我们无法既得到市场效

率的蛋糕又公平地分享它。”βκ第一, 市场经济中存在按资产所有权分配, 存在不劳而获、剥削

收入, 这是经济不公平的重要表现。这种分配不公, 虽然有促进经济效率提高的作用, 即有

助于生产资料充分有效地利用, 但也会挫伤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 不利于经济效率的提高。第

二, 在市场经济中, 商品供求起伏波动, 价格频繁涨落, 存在多种差价, 行情变幻莫测, 竞

争异常激烈, 这些复杂多变的情况都在影响着国民收入的分配和再分配, 决定和调节着个人

收入的高低, 会产生巨额风险收入、机会收入, 形成较大的收入差距, 甚至引起贫富悬殊、两

极分化。通过炒股票、炒房地产、炒黄金、炒外汇、炒期货等炒买炒卖行为, 可以使有的人

一夜之间成为“暴发户”, 另一些人变得一贫如洗。贫富悬殊、两极分化正是社会收入分配不

公的突出表现。第三, 市场竞争虽然能够极大地推动经济效率的提高, 但竞争可能产生垄断,

垄断则会引起停滞的趋势, 妨碍经济效率的提高; 垄断还会形成巨额垄断收益, 这又是收入

分配不公平的表现。第四, 对于社会上已经存在的贫富差别, 市场经济本身不仅不能消除, 相

反还有可能扩大。因为拥有资产越多的人, 经济实力越强, 越有条件采用先进技术和新型设

备, 扩大生产规模, 开发新产品, 提高竞争能力, 获取更多的收益; 越富有的人, 越有条件

接受教育, 提高科学技术水平和生产经营能力, 从而取得更多的收入。这就是市场经济收入

分配的“马太效应”, 可能使得穷的越穷, 富的越富。市场机制既能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 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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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产生严重的分配不公, 表明市场经济中经济效率与分配公平存在矛盾。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效率与公平的协调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 发展生产力, 消灭剥削, 消除两极分化, 最终达到共同

富裕。这种本质决定社会主义经济既要有效率, 又要有公平。但是, 市场经济中的效率与公

平既有一致性, 又有矛盾性; 市场机制既能带来资源配置的高效率, 又会产生收入高低悬殊、

贫富两极分化。那么,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怎样才能解决效率与公平的矛盾, 真正做到效率与

公平的协调兼顾呢?

11 实行“两个转变”是提高经济效率的根本途径

东西方经济发展的实践证明: 市场经济是高效经济, 计划经济是低效经济; 集约型增长

方式是高效型增长方式, 粗放型增长方式是低效型增长方式。中国要提高经济效率, 必须走

以市场为主配置资源和以集约型增长方式为主的发展道路。当前的关键在于实行两个根本性

的转变: 一是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 二是经济增长

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两个转变”的实现, 不仅能带来中国经济现在和将来持续、快

速、高效的发展, 而且, 有助于缓解我国现在出现的收入高低悬殊的现象。目前我国产生的

过大的收入差距, 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由于“双轨制”、政企不分、体制不完善为权钱交易、寻

租行为、腐败现象提供了便利条件, 从而引起严重的社会收入分配不公。尽快实现“两个转

变”, 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就能消除上述产生权钱交易、寻租行为、腐败现

象的便利条件, 极大地缓解当前的社会收入分配不公现象。

21 公有制是实现经济公平的基本保证

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中, 市场机制在收入分配上的作用之所以会导致商品生产

经营者的两极分化, 高度发达的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之所以“所得之分配有欠公平合理”βλ

除了市场自身的缺陷之外, 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私有制, 连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都认

为: “收入的差别最主要是由拥有财富的多寡造成的。”βµ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 作为财富

最重要组成部分的生产资料, 只属于少数人私有, 不可能属于大多数劳动者所有。由于所有

权包括收益分配权, 生产资料的所有者还要凭其所有权参与收益分配, 生产资料占有上的不

平等又会带来收入分配上的不平等。因此, 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彻底纠正市场造成

的收入悬殊, 至多只能通过各种收入分配政策和社会福利措施, 缓和一下贫富差距。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公有制为主体、公有制特别是其中全民所有制, 正是纠正市场造成

的收入悬殊, 实现分配公平, 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根本保证。只有公有制才能消灭财产占有

的差别, 消灭剥削, 消除由于财产占有差别引起的收入不平等, 消除贫富两极分化的经济根

源。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 虽然不能排除在一定发展阶段的、少数或局部的收入高低悬殊

的出现, 但是由于公有制经济的存在, 尤其是全民所有制经济的存在, 使国家拥有必要的经

济实力, 更有效地克服市场经济的缺陷; 使生产经营失败的劳动者仍是全民所有制生产资料

的主人, 不致完全沦为无产者, 还会享有全民所有制经济所带来的物质利益, 可以从总体上

防止劳动者贫富两极分化, 能够避免重新形成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对立的阶级。

从本质上来说, 公有制经济的分配原则是效率与公平的统一。由于公有制经济内部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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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按劳分配, 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量来分配个人收入, 而劳动的差别一般不可能非常大, 不

可能形成天壤之别, 并且随着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的普及, 生产机械化和自动化程度的提高,

劳动的差别还会逐步缩小, 因此, 由于劳动差别引起的收入差距不会特别大, 不可能由于劳

动差别而造成个人收入过分悬殊的社会分配不公, 按劳分配能够实现以劳动为尺度的分配公

平。按劳分配承认劳动者的劳动和收入的差别, 反对平均主义的分配不公, 实行多劳多得, 少

劳少得, 不劳不得的原则, 因此能够激发劳动者生产经营的积极主动性, 从而促进经济效率

的提高, 所以说, 公有制经济的收入分配, 能够兼顾效率与公平。

31 合理的宏观调控是协调兼顾效率与公平的主要手段

平均主义的分配不公是传统计划经济的产物,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可能产生平均主义的

分配不公, 只可能出现高低悬殊的分配不公, 因此, 协调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关键, 就是要对

市场机制造成的收入差距有所限制和调节, 使其不至于过分悬殊。市场机制造成的收入分配

差别是不应该也不可能完全取消的, 否则就等于取消市场机制, 其促进经济效率提高的作用

也就没有了。因为, 市场机制是一种利益调节机制, 正是通过市场价格, 供求的变动和竞争,

造成追求收益最大化的生产经营者的收入差距, 影响其利益得失, 进而调节其行为, 从而实

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况且, 取消收入差距也是社会主义分配原则不允许的, 是违背按劳分配

要求的, 需要适当防止的只是收入过分悬殊、贫富两极分化。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协调兼顾效率与公平的主要手段, 是合理的宏观调控。社会主义国家

可以采取下列宏观调控措施, 适当限制和缩小过大的收入差距, 防止或消除市场经济可能产

生的贫富两极分化。

(1) 运用产业政策、扶贫政策, 促进落后地区经济发展, 帮助贫穷的劳动者致富。 (2) 采

取吞吐商品、调剂余缺、平抑物价等措施, 尽量防止价格和供求的剧烈波动, 以避免或减少

由供求大起大落、价格暴涨暴跌引起的过大的收入的差距。 (3) 健全社会主义法律制度, 完

善市场制度和规则, 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法制化、规范化, 保护和促进公平竞争, 防

止封锁和垄断, 限制由于垄断引起的高额收入, 取缔通过欺行霸市、坑蒙拐骗、弄虚作假、营

私舞弊等非法手段和各种不正当竞争方式牟取暴利的行为。(4) 制定和执行各种收入政策, 合

理调节收入分配, 通过对高收入阶层征收财产税、遗产税、累进个人所得税、利润税、奢侈

品消费税等, 以限制过高收入, 补贴过低收入, 救济穷人。 (5) 实施人力政策, 通过教育、培

训等方式提高生产经营失败的劳动者的能力, 逐步缩小由于个人天赋能力的差别及教育和训

练差别所引起的收入差别。 (6) 尽量收集、整理、分析、通报各种经济信息, 为商品生产经

营者提供信息引导和服务, 使经营决策更科学、更有预见性, 克服或减少经营盲目性, 避免

或减少风险损失和由经营失败而引起的亏损破产。 (7) 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消

除或减少寻租现象; 坚持惩治腐败行为, 防止以权谋私、权钱交易, 消除或减少由此引起的

社会收入分配不公。

41 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实现公平的重要措施

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风险经济, 本身并不能保证每个社会成员的基本需要, 可能产生

贫富两极分化, 为了减少社会贫困, 实现社会经济公平、维持社会稳定和促进社会发展, 现

代市场经济必须建立社会保障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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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障制度是社会为了帮助人们渡过由于失业、年老、疾病、生育、工伤和死亡等造

成的困难而采取的一系列保护性的规定和措施。社会保障制度的内容相当广泛, 范围涉及许

多方面, 主要包括: 退休保障、失业津贴、伤残救济、低收入补贴、医疗保健服务、义务教

育等等。鉴于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教训,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社会保障制度

必须遵循以下主要原则:

第一, 社会保障水平必须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社会保障必须立足于国情、国力,

遵循“量入为出”、“需要与可能相结合”的原则。社会保障开支是一种社会消费支出, 其数

量规模不能超出国力所允许的限度, 其增长不能超过国民经济的增长。社会保障开支易升不

易降, 具有刚性, “搭便车”现象防不胜防, 其增长之快往往出人意料, 所以社会保障水平的

基线要低。如果盲目追求“高保障”、“高福利”、“高消费”, 使社会保障的水准超过国民经济

的支撑能力, 势必寅吃卯粮, 造成严重的财政困难, 挤占积累, 损害社会经济发展, 使社会

保障也难以为继。

第二, 社会保障必须兼顾社会公平和激励效率。社会保障制度的主要目标是建立“社会

安全网”保证社会公平, 但社会保障基金不能平均主义地分配, 必须与社会成员的实际贡献

和业绩适当挂钩, 有差别地发放, 形成恰当的激励机制。只有这样, 才能既做到社会成员在

不同情况下都能得到适当的社会保障, 从而保证社会安全和社会稳定; 又能鼓励人们勤于工

作, 努力积累保障资金, 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否则, 会形成“吃大锅饭”的局面, 滋生靠社

会保障度日的懒惰倾向, 牺牲经济效率。

第三, 社会保障的范围必须适当, 社会保障制度主要是保障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需要, 并

不是生老病死、婚丧嫁娶、衣食住行、升学就业, 无所不包, 无所不管。试图建立“从摇篮

到坟墓”都予以保障的所谓“福利国家”, 结果必将事与愿违, 超出当今社会经济的承受力,

造成低效率和严重浪费, 陷入进退维谷的困境。

第四, 社会保障不能全由政府包揽, 市场经济中的保障应是多元的, 包括个人保障、家

庭保障、政府保障、社会机构保障。如果全由政府大包大揽, 容易产生依赖国家“吃大锅

饭”的现象, 而且政府财力有限, 力不从心; 硬要包揽, 必然扩大政府对社会经济的控制, 又

会滋长官僚主义, 削弱市场机制的作用, 影响经济效率的提高。所以必须实行多种保障相结

合的原则, 必须特别注意发挥个人保障、家庭保障的作用。

注释:
①②βκ [美 ] 阿瑟·奥肯: 《平等与效率》, 中文版,2 、1、80、2 页, 北京, 华夏出版社,1987 。

③⑤赵磊: 《公平与效率关系新探》, 载《上海社会科学》,1990 (7)。

④范一飞: 《公平与效率: 一个被曲解的真理》, 载《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1989 (1)。

⑥ [美 ] 西蒙·库兹涅茨: 《现代经济增长》, 中文版,171 ～ 188 页, 北京, 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

[美 ] 马尔科姆·吉利斯等: 《发展经济学》, 中文版,111 页,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1989 。

⑦ [美 ] 亨廷顿: 《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 中文版,62 页,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 。

⑧马克思: 《资本论》, 中文版, 第 1 卷,103 页,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75 。

⑨ [美 ] 萨缪尔森: 《经济学》, 中文版,83 、1252 页, 北京, 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 。

βλ [英 ] 凯恩斯: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中文版,317 页, 北京, 商务印书馆,1963 。

(责任编辑: 程镇岳)

·52·
© 1994-200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