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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分配制度是社会制度在分配领域的集中反映，反过来会影响社会制度的稳固和变革。中国的

社会主义分配制度，在于毛泽东思想中奠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纠偏及发展、于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完善的历程中，经历了三次转型，即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按劳分配到市场化的按劳分

配，再到人民共享的按劳分配。社会主义中国的分配正义，需要根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共同富裕

的社会主义根本原则，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本位，协调好效率与公平的分配原则，并通过合理化的按劳分

配制度设计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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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正义是一个历史性范畴，在不同的历史

时期和社会制度中拥有不同的内涵; 哪怕是在相

同社会制度的不同发展阶段，也会有相应的不同

表现形式及内容。作为一种相对的、有条件的概

念，分配正义受到特定历史条件的影响，即“始终

只是现存经济关系在其保守方面或在其革命方面

的观念化、神圣化的表现”。①具有中国特色的社

会主义的分配制度，在社会主义的制度探索中是

如何逐渐趋于完善，以及社会主义制度与分配原

则、分配制度之间的关系问题，是我国社会主义在

新时代必须探索总结的实践经验和理论课题。

我国分配正义的社会主义制度需求

分配正义，其古典概念是“应得”，是根据一

定的分配原则( 道德 /功绩) 对有限的资源进行分

配; 而这种分配原则必须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可，具

体表现为过程的公平或结果的平等。在 20 世纪

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达到高潮后，促使西方政治家

和主流学者由之前推崇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转变

为接受国家适当调控的市场经济，并在分配上给

予更多关注，以缓和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矛盾。
比如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阿马蒂亚·森就认为

经济学的主要目的不仅仅是提高经济效率，也要

让社会摆脱贫困。②调整后的分配制度在过程公

平的基础上，向结果公平倾斜。20 世纪罗尔斯的

《正义论》问世，标志着西方对分配问题的研究形

成新的热潮。对罗尔斯论著中的分配正义可作广

义的理解，“对我们来说，正义的主要问题是社会

的基本结构，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社会主要制度分

配基本权利和义务，决定由社会合作产生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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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划分的方式”。③继罗尔斯之后，自由至上主义

分配正义理论、社群主义分配正义理论等也在分

配正义方面产生了很大影响。然而，从本质上分

析分配正义理论，无论理论如何演变，都需要回到

理论所依存的社会制度。
当代中国始终呼唤分配正义，我国的分配正

义与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阶段紧密相连。从

制度层面考察社会主义中国的分配正义，这里的

“制度”指的是社会主义不同发展阶段的分配制

度。具体而言，包括“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按劳分

配制度、市场化的按劳分配制度、人民共享的按劳

分配制度”三种制度模式。需要注意的是，分配

正义原则是分配正义理论的核心问题。梳理清楚

社会制度与分配原则、分配制度的关系，成为解决

该问题的关键。社会制度的本质决定了分配制度

设置的根本目的，分配原则是社会制度在分配领

域的价值导向; 分配原则指导分配制度的设置，分

配制度必须体现分配原则。在中国共产党的百年

奋斗历程中，分配问题始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过程中的重要议题。我国分配制度是否适合社会

的发展，归根到底要看其是否符合社会主义制度

所处的发展阶段，并通过是否满足人民的生产生

活需求体现出来。分配正义在社会主义中国的发

展史，就是一部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与分配原则、
分配制度关系的探索史。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按劳

分配制度远超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以致好的出发

点却产生了反效果; 改革开放后，基于对我国的社

会主义处于初级阶段的重新认识，开始引入市场

经济的按劳分配制度，这一变化确实达到了一部

分人先富起来的目标，但是贫富收入差距的扩大

成为影响社会进步的隐患; 进入新时代，随着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构建以人民共享为核

心的按劳分配制度成为新的发展要求。党的十八

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到社会主义的分配

方式要以共同富裕为目标，“共同富裕是社会主

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④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完善

按要素分配的体制机制，促进收入分配更合理、更
有序”，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配制度推动共

同富裕。质言之，分配正义在中国要结合社会主

义制度的背景，既要梳理和反思社会主义过往时

期的分配制度，予以中肯评价和总结，又要准确把

握当下新时代的分配制度需求，不激进也不保守

地设定分配原则。这是社会主义事业面临的一个

重要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

社会主义分配制度奠基:

毛泽东思想中的分配方式初探

( 一) 历史为线: 从多元分配制度到程式化按

劳取酬

1． 社会主义过渡时期: 折中式的多元分配制

度沿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采取何种社会分配

方式成为当时讨论的焦点。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简称《共同

纲领》) 规定了新政权的经济结构，即“公私兼顾，

劳资两利”。此时，中国的社会经济成分具有多

重性质，有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

经济、私营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五种成分。

不同经济成分相应地采取了不同的分配方式，并

没有形成统一和具体的规定。“劳资两利”分配

方式的一个大背景是，中国处于新民主主义向社

会主义过渡的时期，需要稳妥处理资本家和工人

之间的关系。国家政权的性质是新民主主义，但

政权的主体是工农联盟，这是沿袭多元分配制度

的社会制度基础。因此，政府也制定了一定的政

策来监督私营企业的分配，以充分保证工人阶级

的利益，“由工会代表工人职工与资方订立集体

合同”。⑤农民除上缴一定的农业税外，剩余的劳

动收入归自己所有; 个体工商业者在上缴政府规

定的营业税后，剩余的收入也归个人所有。私营

资本主义经济还是按照生产要素来分配。新民主

主义时期保持多种分配方式，有利于团结社会各

方力量发展国民经济。1954 年，新中国出台的第

一部正式宪法———“五四宪法”，基本继承了《共

同纲领》规定的分配原则。“五四宪法”初稿第十

一条规定: “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收入、储蓄、住

宅和其他生活资料的所有权和继承权。”⑥同时，

“五四宪法”也确认了多种生产资料所有制并存

的现状，如“五四宪法”第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

和国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现在主要有下列各种: 国

家所有制，即全民所有制; 合作社所有制，即劳动

群体 集 体 所 有 制; 个 体 劳 动 所 有 制; 资 本 所 有

41

分配正义在社会主义中国: 基于分配制度的考察



制。”其中，“现在主要有”的表述意味着当时条件

下，中国的经济成分是多样化的，但未来可能需要

变化，这种设定为未来的改变留下了空间。新中

国成立初期，社会生产力水平不高，国际关系和国

内社会关系比较复杂，需要团结其他阶层的力量

建设新中国，故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利用、限

制、改造的方式，实现对资产阶级的打击和统战;

在分配上，采取了“四马分肥”的方式，以兼顾各

方利益。
2． 社会主义改造后: 程式化分配制度的探索

与偏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一化三改”思想

的指导下，在“快步进入社会主义”的号召下，新

中国仅仅用了四年时间便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

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生产

资料公有制。由此，全国开始建立了以“工分”为

中心的统一工资制度，即八级工资制，八级工资制

严格遵循“按劳取酬”的原则。同时期，斯大林对

社会主义分配原则的概括也被翻译成“按劳取

酬”，“按劳取酬”也就成为社会主义分配方式最

权威的表述。⑦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正式建立后，中

国共产党人参考了当时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经

验，展开了对“按劳分配”制度的探索。⑧1955 年，

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进行了工资制度改革，改

“工分制”为货币工资制，遵循“按劳取酬”原则，

实行企业奖励制。⑨党的八大通过修改党章，正式

提出“在建成社会主义过程中，应当逐步实现‘各

尽所能，按劳取酬’的原则”。但随着国内外局势

发生变化，工作重心的偏移导致平均主义倾向大

于按劳分配原则。直到 1975 年，第四届人大一次

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改草案》才正式将“按劳分

配”作为社会主义分配的根本原则写入宪法。⑩很

多学者认为此次修宪的措辞和用语过于粗糙，例

如将国家保护公民“合法收入”改为国家保护公

民“劳动收入”，导致非劳动收入没有得到法律支

持，个体经济被视为资本主义“流毒”。�11但此次修

宪通过根本大法的方式将社会主义中国的基本分

配制度确定下来，并延续至今。
( 二) 思想探索: 毛泽东思想中从按劳取酬到

共同富裕的演进

只要社会主义所有制不变，防止两极分化原

则下的按劳分配就应当坚持。毛泽东对“按劳分

配”的认识也经历过多次转变。社会主义分配制

度的目标究竟是防止两极分化还是“按劳分配”，

在这一点上，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的分配制度应

该防止两极分化。毛泽东最早在井冈山时期即谈

到了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绝对平均主义不但

在资本主义没有消灭的时期，只是农民小资产者

的一种幻想; 就是在社会主义时期，物质的分配也

要按照‘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的原则和工作的需

要，决无所谓绝对的平均”。�12毛泽东认为，社会主

义的分配方式应该是“按劳取酬”，实际上，“按劳

取酬”是一种典型的“应得”的正义体现。1975

年，毛泽东提出:“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新中

国成立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

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

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13毛泽东认

为，社会主义与其他社会形态的根本区别在于所

有制，只要保证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性质不变，政权

的社会主义属性便不会改变。

社会主义制度是共同富裕的根本保障。与

“按劳分配”这个词汇相比，毛泽东提出中国本土

的分配概念———“共同富裕”，更符合中国的文化

传统。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一文中，毛泽东

首次提出了“共同富裕”的概念。�14这个概念最初

主要针对的是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使处于社会

底层的农民享受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果实，“使农

民能够逐步完全摆脱贫困的状况而取得共同富裕

和普遍繁荣的生活”。�15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制

度是共同富裕的根本保障，“只有联合起来，向社

会主义大道前进，才能达到目的”。只有社会主

义制度才能消灭贫富差距，“这一问题，只有在新

的基础之上才能获得解决……逐步地实现对于整

个农业的社会主义的改造，即实行合作化，在农村

中消灭富农经济制度和个体经济制度，使全体农

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16

社会主义分配制度回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下的按劳分配

( 一) 邓小平理论之分配正义: 社会主义应该

承认物质利益

1． 按劳分配主体地位的宪法确认

1977 年初，党的十一大重新确立了“按劳分

配的社会主义原则”，随后形成《贯彻执行按劳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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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的社会主义原则》一文，明确指出按劳分配与

过去“平均主义”的对立。�17邓小平高度赞赏这篇

文章，并提出“我们一定要坚持按劳分配的社会

主义原则。……按劳分配就是按劳动的数量和质

量进行分配”。�181978 年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对宪法进行了修改，在《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

中，保留了“七五宪法”关于“按劳分配”的规定，

并对一些具体表述做了调整，“要认真执行‘各尽

其能，按劳分配’的原则”，“按劳分配要同政治工

作相结合起来”。�19同时，恢复国家保护公民“合法

收入”的提法。此次修改后的宪法被称为“七八

宪法”。随后，《人民日报》刊发多篇评论文章，认

为宪法规定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每一条都要实

行。�20在宪法层面明确提出要保护公民的“合法收

入”，也就意味着允许私有经济的发展，从而在制

度保障上促进了改革开放进入快车道。
2． 按劳分配在经济政策中的落实在法制上的

完善

在宪法层面确认了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后，

经济政策也实现了深远变革。其一，政策允许社

会上存在一定的分配差距，同时强调注意防范两

极分化。“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

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

生活先好起来。”�21同时要避免财富的两极分化，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

裕，不搞两极分化”，�22“中国搞资本主义行不通，

只有搞社会主义，实现共同富裕，社会才能稳定，

才能发 展。社 会 主 义 的 一 个 含 义 就 是 共 同 富

裕”。�23概言之，邓小平认为“按劳分配”是社会主

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并且打破了过去“重分配，

轻生产”的观念。在 1980 年 8 月中央政治局扩大

会议中，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应该承认物质利益，

“我们提倡按劳分配，承认物质利益，是要为全体

人民的物质利益奋斗。每个人都应该有他一定的

物质利益，但是这决不是提倡各人抛开国家、集体

和别人，专门为自己的物质利益奋斗，决不是提倡

各人都向‘钱’看”。�24其二，在制度上进一步完善

按劳分配制度。通过 1982 年的修宪，再次重申

“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由于在宪法

修改草案讨论稿中已经明确规定我国的社会主义

已经“消灭了社会上一部分人剥削另一部分人的

现象”，所以去掉了“不劳动者不得食”的规定，并

且明确规定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前提下，实行

“按劳分配”，在分配方式前加上这样一个限定

词，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分配制度。
( 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之分配正义: 效率

优先、兼顾公平分配原则的确立

1． 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的

分配制度立法重塑

“按劳分配”作为一个宪法概念，其地位随着

改革大潮的起落经历了跌宕起伏的过程。“按劳

分配”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确立后，在几次

修宪中得到不断强化。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

展，需要新的分配方式适应改革进程，社会主义的

分配原则也需要在这一进程中逐渐完善。党的十

三大提出“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

式”，十四大提出“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方式

为补充”。这一时期，虽没有明确提出“按生产要

素分配”，但实际上给非劳动收入留下了一个缓

冲地带。1993 年的修宪将宪法第六条第二款关

于按劳分配的内容修改为“实行按劳分配为主、

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分配制度”，正式在宪法

层面对其他分配方式充分的补充空间，以适应市

场经济所带来的一系列制度上的变化，为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提供了分配层面

的法律支持。2003 年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

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

的决定》提出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

则，并首次提出“允许属于个人的资本等生产要

素参与收益分配”。这一时期，出于经济发展的

需要，将公平放在第二位，并且在最高法层面承认

资本可以参与分配; 尤其是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

“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

参与分配的原则”，进一步完善了分配方式，以充

分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
2．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分配原则的反思

社会主义分配问题在学术界也得到了持续的

讨论。囿于中国落后的生产力，改革开放初期，占

主流地位的是生产力标准，认为有利于发展生产

力的做法和政策都是好的，并由此提出了“效率

优先、兼顾公平”的观点。易言之，符合劳动者的

最大利益就是善，否则就是恶。�25正是在这一时

期，中国的分配差距问题逐渐显现出来，并成为社

会关注的热点议题，一些学者甚至认为“按劳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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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原则已趋于边缘化。�26由此可以看出，改革初

期的特征就是“试错”和“摸着石头过河”。“八二

宪法”虽然已经提出“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但

仍规定“国家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

经济”。计划经济的体制决定了中国的各项制度

依旧以计划经济为价值取向，直到 1993 年在宪法

明确“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分

配制度才有了调整的依据和理由。而这一切，

“势必导致那个时期出台的改革举措都是在突破

计划经济体制和既有法律制度的框架上建立新规

则”。�27

( 三) 科学发展观之分配正义:“以人为本”理

念下的效率公平双赢

2003 年 10 月，胡锦涛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

会上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

续的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所包含的新发展标

准很快传递到分配制度上来。从社会制度的发展

和分配制度的关系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经过不断的发展和完善，面对出现的问

题应当进行相应的调适。科学发展观全面梳理了

分配制度中的各种关系，把现行的分配制度完善

为更加适应我国经济发展的、更加全面和科学的

分配制度，使之能够更好地完成全体成员共同富

裕的最终目标。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以人

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党的十七大提出必

须坚持以人为本。新的发展理念，确定要始终把

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

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

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

利，走共同富裕道路。�28“以人为本”是建设社会主

义的本质要求，也是处理好效率与公平问题，即分

配原则和分配制度的关键。从另一个方面来看，

“以人为本”既是效率的内在动力，也是公平的最

终归宿。经济效率的提高，最终的目的是提高人

的生活质量，提高人类自身的素质，效率的提高应

有助于全体国民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提高发展

能力，共享发展成果，最终达到公平。“只有以人

为本”，才能实现效率与公平的双赢。党的十六

届五中全会提出要“注重社会公平，特别要关注

就业机会和分配过程的公平”。�29“以人为本”在

分配制度中的体现，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通过

以人为本来实现效率与公平价值的协调。具体而

言，就是在初次分配中要很好地体现出效率原则，

在再次分配中要体现公平原则。

新时代的分配制度发展:

以共享为中心的现代分配体系

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社会主

义制度如果无法彰显出公平，其合法性必然受到

质疑。但是，没有效率的公平只会是共同贫穷、低
水平的平等。因此，社会主义的制度既要有公平

也要有效率。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在落后生产力的

背景下产生的，在如何实现公平与效率问题上经

历了艰难探索和不断的发展。�30马克思在论述未

来社会时明确指出，共产主义具有两方面的基本

特征: 第一，生产力达到极高的程度，社会财富充

分涌流，生活资料极为丰富; 第二，城乡之间、工农

之间和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社会差别已经

完全消除，不存在阶级和剥削，生产资料归全民

所有。
( 一)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提出以共享为中心的现代分配体系

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平

均分配和效率优先的反思及理论突破

改革开放后，中国为发展生产力，形成了效率

优先的分配格局。毋庸置疑，以效率为标准的分

配方式有力激发了人民的热情，人们得以在这一

体制下充分发挥自身的创造精神，中国的综合国

力、人民生活水平都得到了显著提高，创造了一个

又一个“中国速度”和“中国奇迹”。不能忽视的

是，以市场为核心的分配方式造成的贫富差距、东
西差距、城乡差距已在中国社会凸显出来，并成为

人们关注的焦点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出关

于社会主义公平的问题，“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31“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

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

裕不断迈进。”�32十八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创新、

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2018 年，

五大发展理念入宪，起着引领性作用，并指导具体

制度的实施。其中，共享发展理念主要关涉的是

分配问题。
2．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以

共享为中心的分配制度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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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发展包括的内容十分广泛。就共享的主

体而言，需要做到全民共享，满足全体人民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 就共享的内容而言，涉及民生的内容

都在其中，如教育、工作、收入、社会保障、医疗卫

生服务、居住条件等方面。共享的核心在于分配

过程和分配结果的公平公正，“共享发展注重的

是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可以说，共享发展

理念是社会主义追求公平正义理想的最直接的表

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为解决人

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

展之间的矛盾提供了实践方案。
3． 以共享为中心的分配制度之法制确立

在制度设计上，党的十八大以来，再次确立了

“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十八大提出“提高劳动

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十九大提出“坚持按

劳分配原则，完善按要素分配的体制机制”。�33十

九届四中全会将“按劳分配”纳入基本经济制度，

即“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

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分配方式

不再与所有制并列，而是将所有制置于分配方式

之上，即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分配制度的必要条件。
2021 年，中共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明确指

出，“要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构建初次分

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

排”。�34由此可见，中国的分配机制经历了一个逐

渐完善的过程，分配方式由过去的“平均”式的分

配到“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

配，再到健全“按贡献参与分配的机制，完善以税

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

机制”，逐渐构建了一套差距不大的“橄榄型”分

配格局，逐步实现将财富向广大人民复归的历史

使命。
( 二)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中以共享发展为理念的分配制度之实质内容

1． 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复归

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改变了旧有的生产关

系，实现了国家财产权的全民共享，并通过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展现了实质意义上的“分

配正义”。采取乡村振兴、区域协调发展等战略

不断践行社会主义分配原则，打破了过去社会主

义分配原则仅仅停留在概念上的状况，将概念落

实到行动上，体现在具体战略和规划之中。�35其制

度设计和战略规划体现了发展为人民、发展依靠

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初心使命。在统筹

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以及“四个全面”战略

布局中贯穿以人民为中心的基本逻辑。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是各方面统筹发展的社会主义，经济建

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

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共同构建公平正义的社会主

义。贯彻新发展理念、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
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其目的是不断提升国民经济

发展水平，进而改善人民生活，实现从“高速”到

“高质”的发展; 政治建设的目的是健全人民当家

作主的制度体系，实现“共治”的目的; 文化建设

的目的是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满足人民的精神需求，提振人民对社会主义的信

心; 社会建设的主要目的是改善民生、加强社会治

理，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共享”。
2． 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是实现分配正义的

制度保证

分配正义的逻辑起点是生产方式，在解决分

配不平等的问题上，马克思的观点并没有过时。�36

马克思认为，一切不平等产生的根源是生产资料

私有制，只有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才能实现按劳

分配和按需分配的构想，最终实现全人类自由而

全面的发展，实现最高等级的分配正义。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

济，推行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因为“社会主义

公有制和在国民财富中占据实质性比重的公共财

富为实现社会应得理论意义上的分配正义提供了

制度保障和财力保障，社会主义公有制更接近分

配正义的目标”。�37同时，要构建均衡、覆盖全面、
制度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在拓宽居民劳动收入

的同时，不断调整收入分配方式，在初次分配和再

分配过程中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社会主义本

质论以公有制为前提，只有公有制才能“消灭剥

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财富两

极分化是私有制的产物，以公有制取代私有制实

现了劳动者在生产资料占有方面的平等，这是公

平分配的制度保证。同时，公有制能够做到政府

调控和市场调节的有机结合，公有制企业在市场

竞争中遵循市场原则，通过市场的调节作用控制

产出，弥补政府效率的低下。坚持公有制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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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更加有利于在特殊时期适应国家政策，控制

经济总量，优化经济结构，调节收入分配。如国家

通过对 农 产 品 的 补 贴，降 低 人 民 的 生 活 成 本。
“必须理直气壮做强做优做大，不断增强活力、影
响力、抗风险能力，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38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离不开公有制经济与非公

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共生共荣，我国必须

“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

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

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完善法律体

系，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公平公正地参与市场竞

争，不断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资源配置方式。同

时，要构建社会主义制度主导资本的制度，保证社

会主义能够驾驭资本，真正实现在经济、政治、社
会等方面对西方的全面超越。

3． 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主义分配正义的现实

书写

党的十七大明确了 2020 年为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的关键一年。回顾小康社会的建设历程，自

1979 年邓小平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首次谈

到中国要实现“小康”的目标，并解释说，“我们的

四个现代化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概念，

而是‘小康之家’”。�39自此以后，“小康”便成为中

国现代化的目标之一。党的十二大正式提出了进

入小康社会的时间表，党的十三大提出“三步走”

战略。根据新的经济建设的要求，党的十五大提

出了新的“三步走”战略; 十五届五中全会进一步

提出，我国在新世纪将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

新发展阶段。党的十六大明确了全面进入小康社

会的具体指标，�40随即，党的十七大又进一步明确

了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从小康到全面小

康，意味着中国社会从不全面的小康水平达到全

面、平等的小康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社会

主义分配理念的现实书写，也是社会主义的政治

承诺。从资本主义国家的现状来看，富裕与贫困

可以代际传递; 富裕的家庭可以为下一代提供各

种相对优质的资源，比如教育、医疗资源，贫困群

体没有机会与能力获得与富裕群体相同的优质资

源，也没有能力为下一代提供相对优质的资源，这

必将激化社会矛盾。社会主义国家是人民的政

权，始终代表着人民最根本的利益。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向世界宣告，中国道路

是不同于西方模式的现代化道路，也显示出中国

共产党的卓越执政能力。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

习近平总书记根据新的社会条件，对中国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再次提出了新的要求，即: 到 2035
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基本实现社会

主义现代化; 从 2035 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

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建成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41新中国成立至今，

中国的综合国力、生产力水平、人民生活水平都得

到显著提升，在消除贫困方面，中国取得了世界历

史上最伟大的成就。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仅是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承诺，更是实现现代意义的分

配正义的现实书写。

结 语

社会主义的分配制度，在社会主义的制度探

索中逐渐趋于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与分配原则、
分配制度之间的关系问题，在这一过程中答案也

逐渐明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性质，决定

了要一以贯之落实按劳分配的分配制度; 共同富

裕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也是“人

民性”这个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具体体现; 要以

“人民性”为宗旨来调整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按

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人民

共享发展理念推进分配正义，设置好按劳分配的

分配制度，朝着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阔步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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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tributive Justice in Socialist China:
An Investigation Based on Distribution System

Wang Xin

Abstract: Distribution system is the concentrated reflection of the social system in the field of
distribution，which in turn affects the stability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 system． China＇s socialist
distribution system has undergone three transformations， from the foundation of Mao Zedong
Thought，to the corre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ystem of theories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
acteristics ，and the improvement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from the distribution accordingto labour under the planned economic system to the mar-
ket-based distribution according to labour，and to the pattern of distribution according to labour
shared by the people． To achieve distributive justice in China，it is necessary to root in the socialist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uphold the fundamental socialist principle of common prosperi-
ty，the people-centered value standard，and find the balance between equality and efficiency in the
distribution of labour，through design a reasonable system which is rationable of distribution accord-
ing to labour system to achieve．

Key words: distributive justice; distribution according to work; common prospe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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