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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建设与社会治理

作为责任的正义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正义原则研究

龚蔚红 周光辉

［摘 要］ 分配正义共识是当代中国社会需要建构的基本共识之一。对分配正义原则的规范研究有

利于共识的形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正义原则，应该是作为责任的正义，其核心要求是

“同等劳动努力同等收入”，只有能够促进单位劳动收入最大化的非劳动收入才是正义的。劳动努

力是每个人对社会合作的责任，促进劳动收入是非劳动收入者的责任。这一正义原则将产权收入等

非劳动收入的正义性建立在对劳动收入的促进上。这就需要论证劳动收入对非劳动收入的优先性，

即在不考虑非劳动收入可以促进劳动收入的情况下，只有劳动努力才应该取得收入; 在此基础上，

论证促进单位劳动收入最大化的非劳动收入是正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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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原有的分配正义共识被逐渐打破，但新的共识并没有随之形

成，人们自发形成的正义观往往是相互冲突的。［1］1



化。① 原则中的非劳动收入主要是指各种产权收入和不确定性收入



的，就不是正义的。这个例子表明对利益与负担的合理分配就是能够被公共证成的分配。因而公

共证成是内在于正义概念的，是正义概念的基本构成要素，即正义的就是能够公共证成的。
关于分配正义，存在一些人们普遍接受的基本道德概念，主要包括应得、公正、公平、平

等、需要、外部资源的公共所有或平等所有、福祉的促进、自我所有权。它们都对分配原则提出

了或肯定或否定的要求，而且它们之间是不可相互代替的。例如，公正要求分配原则无偏私，且

公正无法从其他基本道德概念中推导出来。它们在抽象意义上是被普遍接受的，但由于彼此是不



比较而言，公正可以更好地解释原生运气影响的不正义性。公正的核心要求就是无偏私。原

生运气影响收入就会偏向原生运气好的人，就是不公正的。要求初始前景平等、竞争条件公平，



确定的。在特定的经济体制下，可以确定天赋导致的收入是多少，



这些都说明，在前文描述的市场合作体系中



证，有观点认为平等应得的基础是 “作为人#%新生婴儿是人，所以应该平等。这种观点以人性



这个社群中的每个人都知道他们必须就自己的行为向任何其他成员负责。正义的要求只能是能够

通过“人际测试”的要求，即能够公共证成的要求。
产权收入通过“人际测试”的困难之一在于，



努力的应得应该是当时生产条件下能够取得的单位劳动的最大收入。与 A 状态的 10 元相比，B
状态的 15 元是单位劳动努力所应得的; 与 C



种状态限制了努力应得的实现、劳动者自由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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