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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交锋》

内容概要

《被交锋:公平与效率的苦斗》主要内容简介：公平与效率从字面上看都是褒义词，但是自20世纪90年
代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口号以来，这两个词却成了死对头。十余年来，公平与效率一直“
被”交锋着，有人强调必须牺牲公平以维护效率，也有人坚持公平与效率是一致的。直到党的十七大
报告明确指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而长期
被兼顾时而不被兼顾的公平也时来运转地与正义一起，成为一些人追捧的“普世价值”。
从效率优先到走回头路式?注重公平，体现出来的是实践对真理的再一次检验。它反映了从“硬”发展
到科学发展的转变，但是，这种转变并没有结束公平与效率的“被”交锋状态。这是因为，这种转变
更多的是来自对现实情况的把握和对现实中积累和发展着的社会矛盾的认识，而不是基于理论上的对
于公平与效率的关系的明确认识；更多的是知其然，而不是知其所以然。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把
公平正义视为“普世价值”，而没有搞清楚社会主义的公平正义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公平正义，正
如资本主义的公平正义完全不同于封建时代和奴隶。时代的公?正义一样；二是仍然有人对其他学者提
出的“公平与效率互促同向变动假设”提出质疑，认为公平和效率之间不存在此长彼长、此消彼消的
正相关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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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余斌，男，1969年生，湖北武汉人，经济学博士，曾为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现为中国社会
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学科学术带头人。社会职务主要有：中国经济规
律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理事、华北电力大学MBA社会导师等。主要作品有《经
济学的真相——宏观经济学批判》、《经济学的童话》、《管理中的定量分析——中国本土案例解析
》、《微观经济学批判》、《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耻辱——彻底否定资本结构无关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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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
上篇　公平与效率问题的理论研究
一、公平与效率问题研究综述
(一)公平问题相关研究
1．公平问题的演进
2．对公平问题的看法
(二)效率问题相关研究
1．效率问题的演进
2．对效率问题的看法
(三)公平与效率的关系
1．西方经济学关于公平与效率关系的主要观点
2．国内学术界关于公平与效率关系问题的讨论
(四)公平与效率的实现
1．公平的实现
2．效率的实现
3．公平与效率的双重实现
4．政府管公平与市场管效率
二、马克思主义视角下的公平与效率
(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公平观
1．对蒲鲁东的永恒公平的批判-
2．对公平问题的一般论述
3．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公平问题
4．小结
(二)马克思和恩格斯笔下的效率
1．生产效率
2．资本的效率
(三)公平与效率的唯物辩证关系
1．效率与公平的辩证含义
2．公平与效率“被”交锋的实质
(四)公平与效率的和谐与实现
1．公平与效率的和谐
2．公平与效率的实现
下篇　公平与效率问题的调查分析
一、公平问题的调查分析
(一)对社会公平问题的看法
1．看到“社会公平”的第一反应
2．对社会公平的关注
3．对社会公平状况的评价
4．对社会公平状况的城乡比较
5．对社会公平状况的国际比较
6．最重要的公平类型
(二)社会不公的原因与影响
1．社会不公的有关方面
2．导致社会不公的原因
3．增加社会不公平感的现象
4．社会不公的可能结果
二、效率问题的调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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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不同领域改革的效率
1．总体评价
2．不同职业身份的评价
3．不同地域的评价
(二)不同阶层对改革效率的评价
1．总体评价
2．分项评价
三、公平与效率关系的调查分析
(一)公平与效率关系的直接调查
1．改革开放前的公平与效率
2．理想社会中的公平与效率
3．政府和公平与效率
(二)公平与效率关系的间接调查
1．对社会公平与改革这两个词的第一反应的相关性
2．对目前社会公平状况的看法与对改革效率的评价的相关性
3．对目前社会公平状况的看法与对改革开放前的评价的相关性
四、公平与效率实现的调查分析
(一)社会公平状况的未来趋势
1．总体看法
2．相关因素
(二)实现社会公平的政策建议
1．优先次序
2．需要注重的方面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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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上篇 公平与效率问题的理论研究　　一、公平与效率问题研究综述　　在尝试对公平与效率问题
进行基于我们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相关论述的理解分析之前，按照学术规范，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其他学
者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和分析。　　（一）公平问题相关研究　　1．公平问题的演进　　在古希腊，
柏拉图认为公平等同于正义，他指出，所谓正义，即是一切正当之人、事物与行为之间完全公平①。
在这里，公平被拿来与“正当”挂钩，而“正当”本身是公平或正当的吗?在柏拉图所处的、古希腊时
代实行的是奴隶制，这种奴隶制也就成为柏拉图的人、事物与行为的“正当”的前提。这种前提下的
正当或公平自然是今天的人们所无法接受的。　　亚里士多德则认为公平的重要内容是平等，“公平
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确是一种平等，而不能公平处理这种关系便是一种不平等。”①因此，“凡自
然而平等的人，既然人人具有同等价值，就应该分配给同等权利。所以，对平等的人给予不平等的名
位，或者反之，对不平等的人给予平等的名?，有如对体质不等的人们分配给同量的衣食，或对同等的
人给予不同量的衣食一样，这总是被大家认为有害的。”②亚里士多德同样对于奴隶制缺乏深刻的批
判，而他对于不平等的人的强调决不仅仅限于体质不等的人们，也包括社会地位不平等的人。其对于
体质不等的人们分配给不同量的衣食的看法，也不会是对于弱体质的人给予更多的衣食方面的关照，
而是相反地要分配较少的衣食给弱体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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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这本书，说老师话，因为之前类似的著作看多了，还真没有体会到新颖之处
2、本人对本次购物及服务感到满意！
3、关于经济方面比较全面的介绍了话题博弈的历史
4、内容比较理论，能够系统认识
5、余斌的书，我总是很爱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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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被交锋》的笔记-第30页

        上篇　公平与效率问题的理论研究
　　一、公平与效率问题研究综述
　　在尝试对公平与效率问题进行基于我们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相关论述的理解分析之前，按照学术规
范，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其他学者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和分析。
　　(一)公平问题相关研究
　　1．公平问题的演进
　　在古希腊，柏拉图认为公平等同于正义，他指出，所谓正义，即是一切正当之人、事物与行为之
间完全公平①。在这里，公平被拿来与“正当”挂钩，而“正当”本身是公平或正当的吗?在柏拉图所
处的、古希腊时代实行的是奴隶制，这种奴隶制也就成为柏拉图的人、事物与行为的“正当”的前提
。这种前提下的正当或公平自然是今天的人们所无法接受的。
　　亚里士多德则认为公平的重要内容是平等，“公平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确是一种平等，而不能
公平处理这种关系便是一种不平等。”①因此，“凡自然而平等的人，既然人人具有同等价值，就应
该分配给同等权利。所以，对平等的人给予不平等的名位，或者反之，对不平等的人给予平等的名位
，有如对体质不等的人们分配给同量的衣食，或对同等的人给予不同量的衣食一样，这总是被大家认
为有害的。”②亚里士多德同样对于奴隶制缺乏深刻的批判，而他对于不平等的人的强调决不仅仅限
于体质不等的人们，也包括社会地位不平等的人。其对于体质不等的人们分配给不同量的衣食的看法
，也不会是对于弱体质的人给予更多的衣食方面的关照，而是相反地要分配较少的衣食给弱体质的人
。
　　在启蒙运动时期，西方一些思想家以自然法理论为基础，展开了对公平问题的研究。霍布斯认为
，自然法是使人类走出自然状态的条件，也是建立在理性之上的普遍法则。他认为，“自然法如下：
每一个人都应当承认他人与自己生而平等”。③到了18世纪，西方一些思想家开始从人的现实性的角
度出发对公平问题展开论述，资产阶级举起了平等的大旗，提出了“人人平等”的口号，主张公平地
占有财产的权利，力图使财产权摆脱封建制度的束缚。洛克和卢梭就认为，在没有私有财产的地方不
会有公平和正义的观念。到那时为止，人们对公平问题的理解主要限定于主流意识领域内的人人平等
，并已经开始逐步过渡到现实领域内的利益评价，但是人本身还没有摆脱成为别人的私有财产的可能
性。而且当时的欧洲人也正在把非洲的黑人掠夺为私人的财产，并加以买卖。显然，至少在人与作为
其私有财产的人之间是谈不上人人平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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