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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正确处理公平和效率的关系已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前提 ,本文从公平和效率的性质界定入手 ,提出

从历史的角度看 ,两者之间呈现出一种波浪式演化的对立统一关系 ,并对决定和制约这一演化规律的临界因素进行

了深入分析 ,在此基础上对我国的公平和效率关系进行了总体界定 ,认为我国已进入了公平和效率的正相关区间 ,

必须进一步加大公平调节的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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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平和效率的性质界定

公平是一个具有多层次的复合体系 ,包含有伦

理公平、经济公平、社会公平等多个方面的内容 ,主

要体现出的是一种价值判断。而效率的原意是指劳

动效果与劳动量或工作效果与工作量的比率 ,从经

济意义上看 ,它描述的是经济运行过程中产量或劳

务产出与资源投入的对比关系[1 ] 。

在收入分配领域中 ,公平主要是指社会成员间

在收入和分配上的均等化 ,而效率则主要指的是资

源的有效配置。

从性质上讲 ,公平和效率都具有着双重的涵义 ,

即都是既具有经济涵义 ,又具有社会涵义。对于公

平而言 ,其经济涵义主要指的是机会公平和规则公

平 ,而其社会涵义则主要指的是伦理公平和结果公

平 ;同样 ,对于效率而言 ,也不仅包含有经济效率 ,在

社会运作层面也同样有其效率要求。

虽然公平和效率都具有着双重的属性 ,即都同

时作用于经济和社会两个层面 ,但其主要作用领域

又有所不同 ,公平主要作用于社会领域 ,体现的是一

种政治法权关系 ;而效率则主要作用于经济领域 ,体

现为一种经济关系。

2 　公平和效率的演化关系判定

1)从总体上而言 ,公平和效率间是一种对立统

一的关系 ,而这种对立统一关系又存在着一定的临

界面。根据公平和效率的性质界定 ,公平主要作用

于社会领域而效率则主要作用于经济领域 ,因为这

两大领域的运作规则不同 ,所追求的目标也存在着

一定的对立性 ,因此公平和效率间必然存在着一定

程度的对立性 ,具体而言 ,这种对立性表现在 : ①政

治法权的公平可能对经济效率的增进形成伦理界限

和社会制约 ,从而影响到效率提高的程度和空间。

②经济效率的提高又会强化人与人之间的自然禀赋

差异 ,使财富向最有效率的地方集中 ,从而产生一种

贫富分化的推动力 ,阻碍社会公平的实现。

另外一方面 ,公平和效率间又存在着统一面 ,这

是由两者的双重属性决定的 :首先 ,它们都同时作用

于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 ,当它们共同作用于同一个

领域时 ,就会呈现出相辅相成的关系 ,即经济效率会

推动经济公平的实现 ,经济公平又会反过来促进经

济效率的提高 ;社会运作效率的提高有利于社会公

平的实现 ,而社会公平反过来又能够推动社会运作

效率的提高。其次 ,即使在不同的层面上 ,两者的对

立性也是有限度的 ,当超过这一限度时 ,又会出现向

统一性的转化。如牺牲社会公平可能推动效率提

高 ,但过度的损害社会公平又可能影响到社会稳定 ,

带来效率损失 ;同时 ,弱化效率追求也可能减轻贫富

分化的推动力 ,但过度的弱化又会造成“共同贫穷”,

最终损害到社会公平。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 ,公平

和效率的对立统一关系并不是绝对的 ,其中存在着

一定的临界面 ,无论是两者间的对立性还是统一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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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达到这一临界 ,就会“物极必反”,产生向反方向

的转化。

2)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 ,公平和效率间的对立

统一关系是波浪式演化的。这一点可以从人类社会

发展的历史中得到证明 ,在原始社会初期 ,公平和效

率是统一的 ,这时候的集体公社制有利于群体的生

存和发展 ;但随着生产力的提高 ,公平和效率的关系

开始出现向对立面的转化 ,顺应这一要求 ,出现了原

始社会向奴隶制的转变 ;而奴隶制中过度的不平等

又在一定程度上唤醒了公平和效率间的统一性 ,这

时出现了奴隶制向封建制的变革 ,奴隶变成了佃农 ,

整个社会的公平程度又有所提高 ;即便在封建社会

内部 ,公平和效率间的这种波浪式演化规律依然存

在 ,当社会不平等达到一定界限 ,公平和效率就会变

为正相关 ,这时的农民起义、改朝换代都会相对提高

整个社会的公平程度 ,但随着新王朝的稳定 ,公平和

效率的对立面又会逐渐占据主导地位 ,这时的土地

兼并、贫富分化都是牺牲公平促进效率的明证。到

了近现代 ,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 ,公平和效率的关系

主要是对立的 ,这时出现了所谓的圈地运动和资本

原始积累 ;而当这种对立性发展到一定限度 ,效率的

进一步增进又会要求公平程度的相对提高 ,这时公

平和效率开始变为统一体 ,顺应这一要求 ,出现了所

谓的西方“福利国家”;但当前福利国家的困境实际

上又说明公平又重新成为了效率增进的制约 ,两者

关系在西方国家出现了向对立面的转化。

从这一演变关系可以看出 ,总体而言 ,在人类历

史的发展中 ,公平和效率间的对立统一关系是波浪

式演化的 ,一旦其对立性或统一性达到某一临界面 ,

就会出现反方向的变化 ,因此牺牲公平并不必然有

效率的提高 ,而提高公平也不必然具有促进效率的

作用 ,它们之间的关系取决于特定的历史阶段和临

界面的转化。

3 　公平和效率波浪式对立统一关系的
临界因素分析

　　根据前面的分析 ,公平和效率间的关系是波浪

式对立统一的 ,但这种关系的演化必须要以达到临

界面为前提 ,在现实中 ,构成这一临界面的因素是多

方面的 ,而且正是因为这些临界因素本身所具有的

波浪式变动趋势 ,共同构造了公平和效率间的这种

关系演化规律 ,具体而言 ,这些临界因素包括 :

3. 1 　社会成本因素

效率作为生产力发展的重要目标 ,往往具有较

强的刚性特征 ,而公平作为生产关系的一个方面 ,相

对又具有更强的弹性特征 ,因此社会往往通过公平

程度的调整来达致效率增进的目标 ,但公平程度的

调整需要付出一定的社会成本 ,这里不仅包括维系

社会稳定的成本 ,还有维系对劳动者的有效激励方

面所必须支付的成本 ,而且这种社会成本是随着公

平程度的降低而逐步加大的。当公平和效率对立

时 ,社会可以通过牺牲公平来获取效率的提高 ,但这

时的社会成本也会随之增加 ,当社会成本的支出超

过它所能带来的收益时 ,总的效率增进就会变为负

值 ,这时为了维持效率的进一步增进 ,公平和效率又

会向统一的关系转化 ,这时适当提高公平程度 ,降低

社会成本成为促进效率提高的必然要求。但是当社

会成本降到远低于其所能带来的收益时 ,因为获利

空间的存在 ,相对扩大收入差距又能够推动总的效

率增进 ,这时候公平和效率又会重新变为对立关系。

可见 ,社会成本因素的制约对于公平和效率间

对立统一关系的波浪式演化具有极其重大的影响 ,

它构成了公平和效率关系演化的重要临界因素。

3. 2 　需求拉动因素

按照库兹涅茨的倒 U 模型 ,经济增长是储蓄和

积累的函数 ,收入差距的扩大可以使储蓄集中并加

速积累 ,从而使投资的规模扩大。可见收入差距的

扩大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刺激投资需求的 ;但收入

差距的扩大又会相应的压缩消费需求 ,根据西斯蒙

第的理论 ,富人的大部分收入是用于储蓄 ,而穷人的

收入主要用于消费 ,因此收入差距的扩大会使财富

过于向高收入者倾斜 ,从而使总消费需求不足 ,并最

终造成生产过剩的局面。同理 ,当收入差距缩小时 ,

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社会的边际消费倾向 ,

从而刺激消费需求 ,但又会通过妨碍资本形成最终

制约社会的投资需求。

公平调整的这两种需求影响效果也是波浪性变

动的 ,当收入差距扩大时 ,投资需求会相应增加 ,但

受到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的影响和供求平衡的制约 ,

这种投资需求增加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因为效用的降

低而增长乏力 ;与此同时 ,全社会的消费需求却因为

收入差距的扩大而受到了强烈的挤压 ,其边际效用

是逐渐上升的。此消彼长 ,当收入差距扩大的投资

拉动效果逐渐低于其消费压缩效果时 ,经济的进一

步发展就会产生拉动消费的强烈需求 ,这时的公平

和效率就会变成统一关系 ,只有相对提高公平程度

才能进一步推动效率增进。同样 ,当这种公平达到

一定程度时 ,其消费需求的拉动效果又会逐渐减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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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经济增长对于投资的需求又会日益迫切 ,这时公

平和效率又会重新成为对立关系 ,必须牺牲公平才

可能换取效率的进一步提高。需求拉动效果的这种

波动形式作用到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便会影响公

平和效率的相互关系 ,使两者间的对立统一呈现出

波浪式变化的特点。

3. 3 　要素投入因素

在社会生产过程中 ,需要人力资本和实物资本

的共同投入 ,前者主要按其复杂熟练程度及其对价

值的贡献率参与分配 ,而后者则主要依其稀缺程度

及其对价值的贡献率参与分配 ,效率的增进需要这

两方面要素的共同作用 ,但在现实中 ,这两种要素的

投入也要受到收入分配程度的影响 ,并呈现出波浪

式变化的特点。

当整个社会的收入分化程度逐步降低时 ,一方

面会通过全体居民的收入提高推动教育的发展 ,从

而增加一般性人力资本的投资 ;另一方面又会通过

对资本形成的制约相对减少实物资本要素的投入。

由于受边际投入效用递减规律的影响 ,当人力资本

投入增加到一定程度时 ,生产发展对于实物资本的

要求就会增加 ,于是公平和效率会逐渐向对立面转

化 ,必须通过对公平的牺牲来获得实物资本的形成

和投入。同样 ,当全社会的收入分化程度逐渐提高

时 ,又会制约人力资本的投入 ,当这种作用积累到一

定程度 ,又会促使公平和效率的关系向统一面转化 ,

要求公平程度的逐步提高。除此之外 ,在人力资本

投资的内部也有高层次人力资本投资和一般性人力

资本投资的区别 ,当收入分化程度降低时 ,会促进一

般性的人力资本投资 ,但会相对压缩一些较高层次

的人力资本投资。受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的影响 ,这

种效果持续到一定程度也会产生公平和效率向对立

面的转化 ,但公平和效率的对立又会造成社会收入

分化程度逐渐提高 ,这时候虽然高层次的人力资本

有所增加 ,但一般性的人力资本投资却会相应出现

萎缩状态 ,当这种效果持续到一定程度又会出现公

平和效率向统一面的转化。

可见在要素投入领域 ,同样存在着波浪式变动

的色彩 ,而这一色彩对于公平和效率间波浪式对立

统一关系的形成起到了推动性的作用。

3. 4 　交易成本因素

这里主要涉及到的就是集团间博弈成本和集团

内博弈成本。一般而言 ,一个社会的收入分配制度

取决于穷人集团和富人集团间的博弈 ,而博弈的结

果又与两大集团内达成集体行动的成本有关。当整

个社会的收入分化程度逐渐降低时 ,因为生活条件

的改善 ,穷人集团内部显得越来越难以达成一致的

意见 ,其采取集体行动的博弈成本也不断增高 ,而富

人集团则因为利益的损害而越来越趋向于采取统一

的行动。在这种情况下 ,社会财富会重新出现向富

人集团的倾斜 ,公平和效率的关系又会向对立面转

化 ,社会的公平程度也逐步降低 ,但公平程度的降低

又会造成收入分化程度的上升 ,并使得穷人集团采

取集体行动的成本越来越低 ,特别是当穷人集团采

取集体行动的边际成本接近于零时 ,两大集团间的

谈判就不会再依赖于市场规则 ,而变成游离于土地、

资本和劳动力之外的强取 ,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就是

明证。这时从社会的整体利益出发 ,公平和效率又

会变成统一关系 ,只有通过公平程度的相对提高才

能推动效率的平稳增进。

可见穷人集团和富人集团间博弈成本的变化也

对公平和效率的关系演化产生了重大影响 ,并构成

了公平和效率间波浪式对立统一关系的临界因素。

3. 5 　收入替代因素

社会收入分化程度的变化对于国民财富的增长

同时具有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两方面的作用 ,而这

两方面的效应也具有波浪式演化的特点。

当全社会的收入分化程度逐渐降低时 ,一方面

会产生刺激国民财富增长的收入效应 ,因为这时社

会公平程度的相对提高将有利于提高整个社会的边

际消费倾向 ,从而扩大社会的消费需求 ,并且还能够

相对提高低收入者的劳动积极性 ;但另一方面 ,收入

分化程度的降低又会带来阻碍效率增进的替代效

应 ,因为它不仅会使高收入者的边际收入下降 ,从而

使他们更愿意选择闲暇而非工作 ,还会在一定程度

上造成低收入者对于福利制度的依赖 ,从而间接损

害劳动生产率 ,使国民收入下降。这两种效应虽然

同时存在 ,但其变化趋势却不同 ,随着收入分化程度

的继续降低 ,其收入效应的增长速度是越来越慢的 ,

而其替代效应的增长速度却在不断上升 ,当替代效

应超过收入效应时 ,公平和效率就会变成一对替代

品 ,这时候国民财富进一步增长的要求又会迫使社

会降低其公平程度 ;但社会收入分化程度的提高一

方面会使得公平和效率间的替代效应逐步降低 ,另

一方面又会造成公平的收入效应增加 ,当这种变化

达到一定程度时 ,社会又会重新要求公平程度的提

高 ,即公平和效率又重新变成了一对互补品 ,统一面

在两者关系中占据了主导地位。

正因为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间这种波浪式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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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律 ,才使得公平和效率间的对立统一关系也呈

现出波浪式演化的特点。

4 　对我国现阶段公平和效率关系的整
体判定

　　根据对造成公平和效率波浪式对立统一关系的

临界因素分析 ,再联系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 ,不难得

出 ,在我国现阶段公平和效率间正在经历由以往的

对立关系向统一关系的转化 ,而我国也逐步进入了

公平和效率的正相关区间 ,其主要表现是 :

4. 1 　社会成本因素的变化

一般而言 ,基尼系数低于 0. 3 属于收入分配过

分均等 ,在 0. 3～0. 4 之间属于收入分配正常差异状

态 ,高于 0. 4 属于收入分配差距过大 ,超过 0145 则

反映收入分配极度不平等 ,极易导致社会不稳定甚

至动荡的局面。而根据统计 ,我国城乡居民合计的

收入基尼系数已超过 0. 5 ,可见我国的收入分化程

度已逐步进入极度不平等区间 ,效率增进的社会成

本也在急剧增加 ,而当前阶段社会各界对收入分配

问题的重视更是直接证明了这一点[2 ] 。可见在社会

成本因素上 ,我国基本上已经达到了公平和效率波

浪式演化关系的临界区间 ,公平和效率关系的统一

性转化决定了我国应相对提高全社会的公平程度。

4. 2 　需求拉动因素的变化

从现状看 ,目前我国国民收入的增长几乎全是

以存货的形式出现的[3 ] ,消费需求的拉动因素已成

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瓶颈。另外一方面 ,因

为产权信用制度的混乱以及经济预期的低下 ,投资

需求的增长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制约 ,在这种情况

下 ,需求拉动因素要求公平和效率的关系重新走向

统一 ,要求通过公平程度的提高来拉动消费需求。

4. 3 　要素投入因素的变化

长期以来 ,我国的改革主要走的是一条资本密

集型的道路 ,实物资本要素的投入在经济增长中起

到了主导作用。由于受到边际投入效用递减规律的

影响 ,单纯的实物资本投入已经越来越不能满足我

国经济跨越式发展的需要 ,而且在知识经济的条件

下 ,人力资本的因素在生产发展中的作用日益突出 ,

技术升级的要求和国际竞争的需要都要求我国改变

生产中的要素投入方式 ,加大人力资本的投入[4 ] 。

这就说明 ,在要素投入因素上 ,我国也已经步入了公

平和效率波浪式对立统一关系的临界区间 ,提高公

平程度 ,加大人力资本的投资已成为我国经济可持

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4. 4 　交易成本因素的变化

在集团间和集团内的博弈成本方面 ,随着我国

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 ,穷人集团采取集体行动的成

本已越来越低 ,低收入阶层要求提高社会公平程度

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这一现象表明 ,在交易成本的因

素上 ,我国现阶段的公平和效率关系也已经开始向

统一面转化 ,因此要维持社会稳定 ,推动我国经济的

可持续发展 ,就必须加大对低收入阶层的扶持力度 ,

相对提高整个社会的公平程度。

4. 5 　收入替代因素的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 ,根据当时公平和效率间的替代

效应较大而收入效应相对较小的状况 ,我国采取了

“效率优先 ,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政策 ;但随着社会

经济的发展 ,公平调整对于效率增进的替代效应已

越来越小 ,而其收入效应却在逐步增加 ,我国当前内

需不足的状况更说明 ,现阶段公平调整的收入效应

已日益超过其相应的替代效应 ,只有相对提高社会

的公平程度才可能通过收入效应的发挥而进一步推

动效率的增进。实际上 ,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 ,将

“效率优先 ,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政策转变为“在初

次分配领域中更注重效率 ,在再分配领域中更注重

公平”,加入更多的公平调节色彩 ,正是这一临界因

素变动的必然要求。

综合对以上各种临界因素的分析 ,可以得出的

一致结论就是在我国现阶段 ,公平和效率间波浪式

对立统一关系已经进入其临界面 ,即正在完成由对

立面向统一面的转化 ,顺应这一要求 ,我国现阶段应

加大公平调整的力度 ,通过再分配领域的公平调节

来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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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tral Bank Plays in " Prisoners’ Dilem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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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Recently , China’s fast increase of foreign exchange reserve and being t he number one of t he mount of foreign exchange reserve have

been t he focus and it s potential huge risk and cost have caused t he world wide attention1 The t hesis analyses t he current problems existing in our

count ry’ s foreign exchange reserve f rom t he angle of one of t he potential risks222t he high mount of foreign exchange reserve will weaken t he in2
dependence of cent ral bank’s monetary policy1 The first part mainly describes t he current phenomenon of foreign exchange reserve’s fast increase

and explains t he reasons1 In t he second part , it analyses t he interaction between t he high mount of foreign exchange reserve and t he cent ral

bank’s monetary policy , which has t he potential huge risk1 The last part put s forward t he resolutions to t he possible existing ris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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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通过不同团队的合作使得员工的知识、技能得以
增长 ,并通过再次的团队合作转化为团队的、组织的
知识 ,从而使组织竞争力得以提升。因而促进员工
的学习、成长也是组织结构设计的重要内容。

5)文化导向。组织文化在知识经济时代跃升到
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促进开放、合作、创新文化的建
设 ,也是组织结构设计的重要原则。

总之 ,我国企业应适时地调整、再设计组织结
构 ,以迎接知识经济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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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By analysing characteristic of knowledge economy era and comparing advantage and weakness between different organization st ruc2
t ure , according to companies’ practice situation in our count ry , t his paper put forward t he principle to design and select organization st ructure

under knowledge economy orientation for our count ry compan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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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olution Mode ,Critical Factors and Relation Diagnosis between Equity

and Eff iciency in China

XIAO Hong2wu
( Institute of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Information of Zhejiang Province , Hangzhou 310006 ,China)

Abstract : Disposing t he relation between equity and efficiency correctly has become t he basilic foundation of t he economic development . Based

on t he property delimitation of equity and efficiency , t his paper put forward t hat t here is a relation of unity and opposition which evolve in wave2
like evolution between t hem , and make a deep analysis on t he critical factors which decide and rest rict it . On t he base of it , t his paper make a

judgment on t he relation of equity and efficiency of our count ry , draw a conclusion t hat t here is a positive relation between t he equity and effi2
ciency in china , so we must reinforce t he extent of accommodation towards equ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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