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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诸子的分配思想及其对当代中国的启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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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B要!收入分配问题是经济学中一个永恒的论题&也是经济学界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之

一' 先秦时期百家诸子在他们的治国实践中提出了丰富的社会分配思想&如$贫富有度%的分

配主张)$以劳殿赏&量功而分禄%$论功计劳%的初次分配思想)$什一而税%$相地而衰征%的

税赋思想)$有财相分%的社会救济思想等' 结合我国目前存在的收入差距日益拉大的现状&

这些分配思想对我国解决收入差距悬殊问题所应采取的对策方面有如下启示.改革工资制度(

加大税收制度改革力度(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加快第三次分配体系的建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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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财富是经济学的核心!财富的创造和财富的

分配是经济学永恒的和基本的主题" 财富的分配

又是经济活动中最具实质意义的一环!它直接关

系着个人的经济利益!更关系着整个社会的公平

与进步" 但就目前而言!我国收入差距依然过大!

收入分配制度仍然存在很多问题!需要继续深化

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和创新" 在这个过程中!吸

收和借鉴西方经济思想及马克思理论固然重要!

但作为我国古代杰出的思想成就!先秦诸子的一

些经济思想理论对我们同样具有借鉴意义" 本文

试图整理一些杰出的先秦诸子的分配思想!以期

能对当代中国存在的严重的贫富差距扩大的现象

提供一些启示和借鉴"

一'先秦诸子的分配思想的概要阐释

收入分配是对社会财富占有使用的制度规

定!一个社会收入分配政策的形成!都与人们对财

富的认识有关" 从记载古代社会经济的历史文献

中!我们可以发现先秦诸子的经济思想相当丰富!

对社会分配问题已有初步的#有的还是深入的论

述" 本文将一些具有代表意义的先秦诸子的分配

思想作一个概要的分析"

$一&公元前八世纪以前的分配思想

公元前八世纪春秋时代开始以前的古代中国

社会!经历过三种社会经济形态)原始社会#奴隶

社会和从公元前十二世纪起开始形成并在春秋以

后继续发展的封建社会" 任何民族的经济思想的

发生!都可追溯到很古的年代!但比较有系统的经

济概念!还有赖于较完备的文字记载才能保存下

来" 我国现存的古代典籍!关于西周部分的参考

价值比较大些" 所以!我们论述春秋以前的经济

思想!主要以西周时期为对象!兼及西周以前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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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 E 世纪周厉王时!卿士召虎*穆公+指

出)$土之有山川也!财用于是乎出%!$其原隰之

有衍沃!衣食于是乎生% *-国语2周语上.+" 大

夫芮良夫认为)$夫利!百物之所生!天地之所载

也"%*-国语2周语上.+类似的见解也收录在其

他文献中!

" 这是一种原始的自然财富观!把财

富的产生归因于土地!完全忽视了人类劳动和工

具的重要作用" 尽管没有发现那一时期有关收入

分配的资料!但从财富起源不难推导)谁拥有土

地!谁就可以获得这块土地上的产品享用权!在一

个$溥天之下!莫非王土% *-诗2北山.+的制度

安排中!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是社会总财富的所有

人!他们行使社会成员的收入分配权是理所当

然的"

这一时期的收入分配具有两个重要特征)一

方面!由于土地是各级统治者获得收入的主体要

素!而且在农业经济中!土地作为主要的生产资料

具有排他性#稀缺性和稳定性!所以它必然地成为

财富分配的首要对象&另一方面!由于决定土地分

配的制度域是非经济的!它缺失了功能要素的内

在特性!也无法发挥正常的经济效能" $收入分

配的概念有两种)一是功能收入分配&二是规模收

入分配" 功能收入分配也称为要素收入分配!它

所涉及的是各种生产要素与其所得收入的关系!

是从收入来源的角度研究收入分配!要回答的问

题是资本或劳动等生产要素得到收入份额是多

少" 规模收入分配也称为个人收入分配或家户收

入分配''要回答的问题是某个或各个阶层的人

口或家庭得到的收入份额是多少"%

"只有当功能

要素本身是一种经济过程的结果时!这一要素所

获得收入份额才会符合经济效益的要求!才能真

实反映和有效增进收入分配的意义"

在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劳动民众

对当时的收入分配不公的愤慨之情已有明显表

露!他们质问$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 不狩

不猎!胡瞻尔庭有县襒兮(%结论是$彼君子兮!不

素餐兮4%*-诗2伐檀.+针对统治者利用特殊权

力垄断经济利益的行为!大夫芮良夫提出了反对

$专利%

#的主张!明确否定统治者无限制获取经

济利益" 这既是中国历史上反对$与民争利%思

想的先声!也是反对政治权力扭曲功能收入分配

的思想起源"

$二&公元前八世纪*前五世纪封建诸侯割

据初期$春秋&的分配思想

春秋全期的基本特点是)封建生产力的发展

使封建生产关系的最主要内容,所有制产生巨大

变革!由贵族领主土地占有形式向封建地主土地

占有形式急剧过渡&与这一变革相适应的是商品

货币关系有长足发展!使真正的自然经济的地区

狭隘性越来越成为生产力向前发展的阻碍!要求

有较大地区的经济政治的统一!于是!在政治上出

现了以$强凌弱#众暴寡%的暴力兼并方式所形成

的诸侯割据局面"

/#0在社会经济急剧变革的过程

中!阶级的矛盾和斗争自然更加尖锐!社会思想意

识也必然发生相应的变化" 春秋时代!不仅出现

了儒墨两大学派!还出现了像管仲#晏婴#子产#范

蠡等两千多年来经常被人们提起的政治人物和思

想领袖" 本文梳理了几位具有代表性意义的思想

家的分配思想"

#)管仲的分配思想

管仲*约公元前 H$",前 %UJ 年+!又称管敬

仲*-史记2秦本纪.+!名夷吾!字仲!曾辅佐齐桓

公四十年!使之成为春秋时代的第一个霸主!这一

成效得益于管仲推行的经济政策" 除了主张$定

四民之居%*-国语2齐语.+的社会阶段划分!把

广大居民群众分为士农工商四大社会集团!并按

各集团的专业!聚居在固定的地区!各集团的成员

不准混杂&实施了 $相地而衰征% *-国语2齐

语.+的财政赋税改革!将土地分成若干等级!赋

税的数量与土地等级相联系!优质地税赋高!劣质

地税额低!体现了公平负担的税收原则&还重视农

业生产!提出)$无夺民时!则百姓富%*-国语2齐

语.+!要求在农忙季节!国家停止征调百姓从事

各种徭役!以保证有足够的劳动力投入农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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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开创了春秋时代$百姓富%的思想先声"

/!0

土地是古代社会的主要财富形态!对于如何

使土地使用权的分配收到最好的效果!管仲提出)

$陆阜陵觤!井田畴均!则民不憾"% *-国语2齐

语.+的分配主张" 这里的$均%是合理均衡的意

思!一方面!各阶层的土地使用面积不能悬殊太

大!另一方面!各种土地应该搭配使用!如果让权

势集团过量地垄断优等土地!就必然引起普通民

众的怨恨"

/$0

!)晏婴的分配思想

晏婴 *公元前 JE",前 J"" 年间+!字平仲

*-史记2齐世家.+!夷维人!曾为齐灵公#庄公#

景公三世名相!以节俭力行著闻" 晏婴对财富的

获取提出了伦理的限制!他认为)$义多则敌寡!

利厚则民欢"%*-晏子春秋2内篇问上.+他给个

人财富的追求加上一个伦理限制!认为只有在一

定的所谓的德的限度内!个人财富才可以长远保

持" 但在财富的生产上他仍未摆脱自然的财富观

念!也承认$地长育而具物%*-晏子春秋2内篇问

上.+!这就是说财富产生的本源是土地!也就是

自然力" 对于社会财富!他虽然很重公利!认为

$利厚则民欢%!但由于人民总是$生厚而用利%!

就必须加上一层伦理的限制!即$正德以幅之%!

使其不至于漫无约束" 统治者在这方面只要做到

$知其贫富!勿使冻馁!则民亲矣% *-晏子春秋2

内篇问上.+" 对一般人如此!对人君也不例外!

人君如果$藏财而不用!凶也!''昧财之失守!

委而不以分人者!百姓必进自分也% *-晏子春

秋2内篇杂下.+"

晏婴$权有无#均贫富%*-晏子春秋2内篇问

上.+的分配主张!是古代中国思想家较早的天真

幻想" 但这里所谓的$均%绝对不是财产的平均

分配!而是了解人民贫富的状况!$知其贫富%!不

使太多的人陷于$冻馁%而已" 晏婴所谓均贫富

与后代农民革命群众所提出的$均贫富%口号有

着不同的阶级实质和具体内容"

$)孔丘的分配思想

孔丘*公元前 JJ#,前 UHE 年+!字仲尼!尊称

孔子!鲁国陬邑人!是中国历史上最具影响的思想

家!儒学家派的创始人" 在孔丘看来!无限度地追

求财富是引起社会纷乱的根源)$放于利而行!多

怨%" *-论语2里仁.+大家都努力追逐财富会因

得失而发生怨恨!但贫穷也不免要产生怨恨!即所

谓$贫而无怨难% *-论语2宪问.+" 贫富是相对

的!人人都富!即无所谓富!人人都贫穷!即无所谓

贫穷了" 他初步认识了财富分配不均的现象!承

认社会上存在着贫富差别!而且这种差别与职业

分工有关)$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

也"%*-论语2卫灵公.+但又提出)$富与贵!是

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 贫与贱!是

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论语2

里仁.+所谓$道%就是符合社会道德规范的合法

途径!即使求富去贫是人的本性!他也明确要求人

们在遵守规范的前提下实现自己的收入预期"

根据这样的观察!孔丘提出了他的分配主张)

$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

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论语2季氏.+

孔丘所推崇的$均%绝不是社会全体成员按算术

平均数获得收入分配!更不是长期以来人们所误

解的$均贫富%的思想!而是按照社会地位分配物

质财富!使生产资料的占有与其等级身份和地位

相一致!以保证社会的均衡与和谐" 孔丘认为!如

果破坏了这种均衡!必将导致贫富的扩大和对立

的加剧!

!他的收入分配思想具有浓厚的道德说

教色彩"

U)墨翟的分配思想

墨翟*约为公元前 U%K,前 $H% 年+!墨家的

创始人!其生平事迹!史无记载" 墨翟及其学派是

广大的自食其力的自由民阶层的代表!他认为劳

动创造财富!提出)$下强*勤勉+从事!则财用足

矣%*-墨子2天志中.+!$贱人不强从事!则财用

不足%*-墨子2非乐上.+!因此!在他看来!追求

*或预期+收入分配的增加是劳动者努力工作的

根本动力" 基于这种理念!墨翟一方面认为应该

把劳动及其功绩作为收入和赏赐的依据!如在谈

到国家治理时!他认为$欲其事之成%就必须$以

劳殿赏!量功而分禄% *-墨子2尚贤上.+" 另一

方面认为不劳而获的行为应该受到谴责!因为

$不与其劳!获其实!已非其有而取之% *-墨子2

天志下.+是不正当的" 从上述可判定!墨翟已经

具备了朴素的按照劳动获取收入分配的思想"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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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当时社会已经暴露的严重的贫富差别和

财富分配不公平!墨翟多次阐述了$有财相分%的

分配主张!如$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

人!有道者劝以教人% *-墨子2尚贤下.+#$分财

不敢不均% *-墨子2尚同中.+和$有力相营#有

道相教#有财相分% *-墨子2天志中.+等" 在他

看来!唯有落实$有财相分%的政策才能使$饥者

得食#寒者得衣#乱者得治%!就会出现$此安生

生%的良好社会效应*-墨子2尚贤下.+" 这虽然

$不是一种改变分配制度的要求%

/U0

!也谈不上是

一个切实可行的社会保障方案!但从道德关爱的

角度思考调节贫富悬殊的问题!在当时社会毕竟

是一个有独特意义的创见"

$三&封建领主割据向封建中央集权过渡期

$战国&的分配思想

战国时代!铁制工具的广泛应用!全面地促进

了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农技#水利的进步!大大提

高了产品产量&民营工商业的大量兴起!金属货币

的使用!促进了商品市场的扩大和城市的发展"

为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各诸侯国相继对各

种制度进行了改革!形成战国时期的变法运

动"

/!0与这些巨大的社会变革相适应!在思想领

域里也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儒#墨#道#法等各派

思想家!纷纷提出各种匡救时弊#创新制度#转变

观念及完成一统的社会理想和主张!形成了中国

历史上著名的百家争鸣!而其经济观点!更是为之

后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发展中经济思想的发展奠定

了思想理论基础" 这一时期的经济思想大致可分

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儒家和法家#代表小生产者

群众的墨家和农家许行学派#由旧贵族没落分子

组成的道家和对商品货币关系有卓越见解的一些

新兴商人阶级的代表"

/#0本文主要从上述四大分

类中梳理了几位具有代表性意义的思想家及著作

的分配思想"

#)老子的分配思想

老子*约公元前 JK",前 J"" 年+!姓李名耳!

字聃!楚国苦县人!为道家学派宗奉为鼻祖"

! 他

的分配概念或均富思想也像战国一般思想家那样

不是从贫者利益出发!而是从富者的角度出发!但

他的理论根据却在于天道反对$持盈%" 在老子

看来!富贵是不能长保的)$持而盈之!不如其已&

揣而锐之!不可长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

骄!自谴其咎% *-老子2九章.+" 自然因为能够

使万物在此消彼长的循环运动中保持某种均衡!

自然界本身也因这种不断自我修复#自我均衡的

运动而处于一种良性发展过程之中/J0

)$天之道!

损有余而补不足%*-老子2七十七章.+" 而现实

社会中存在$损不足以奉有余% *-老子2七十七

章.+现象可能导致不可调和的矛盾)$和大怨!必

有余怨&抱怨以德!安可以为善(% *-老子2七十

九章.+

基于上述观点!老子提出了$损有余而补不

足%的分配思想!主张将社会上的财产较为公平

地分给最广大的群众)$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已愈

有!既以与人已愈多%*-老子2八十一章.+!并要

求富者能作到$常善救人!故人无弃人&常善救

物!故物无弃物% *-老子2二十三章.+" 从均富

和人与物都能得到充分利用看来!老子的愿望是

好的!但其分配思想没有接触到造成贫富不均的

阶级根源!反而是寄希望于统治者能够节制贪欲!

对生产资料进行比较合理的分配!自然是一种

妄想"

!)孟轲的分配思想

孟轲*公元前 $H!,前 !KE 年+

"

!字子舆!邹

人!鲁国公族孟孙之后!是先秦儒家的另一位主要

代表人物!继承和发展了孔丘的学说!被尊为$亚

圣%" 比起孔丘!孟轲分配观的内容更加充实!不

仅表现在他藏富予民的分配宗旨上!还表现在他

解决分配问题的多种途径上"

孟轲同孔丘一样非常认同财产分配的等级

性!这和儒家注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严格等级

制度不无关系"

/J0在认同分配等级划分的前提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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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老子一书的作者是谁&是中国历史上长期没有解决的问题' 有人认为老子这个人根本不曾存在过&也有承

认确有老子其人的&也有以下各种说法' 春秋后期东周有一个守藏室之史名老聃&孔子曾向他问礼&后来到秦即死在秦

国' 战国中期有一位东周太史名儋&也曾到秦见过秦穆公' 战国中期又有一位楚人李耳&是魏将段干崇的父亲&司马迁

在史记老庄申韩列传中说老子书是李耳所作' 这三个人都曾被认定是老子书的作者' 无论哪一种说法&目前都没有充

分的证据可作结论' 在本文中且采用常用的司马迁的说法'

杜国庠.,先秦诸子思想概要-&第 $# 页'



下!他特别认同孔丘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分配

理念!对社会上存在严重贫富分化现象大为反感

并颇有怨辞)$庖有肥肉!厩有肥肉!民有饥色!野

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孟子2梁惠王上.+"

如果一个君主将国家治理成这样!无疑是$以政

杀人%了" 所以!对于操纵国家统治大权的整个

统治阶层!孟轲认为)$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

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 上下交征利!

而国危矣%*-孟子2梁惠王上.+" 孟轲反对统治

阶层为自己敛财!认为他们如果真的有好色#好货

等$恶疾%!只要$与百姓同之%!使$居者有积仓!

行者有裹囊% $内无怨女#外无旷夫% *-孟子2梁

惠王下.+就值得大加推广" 从这些内容中我们

可以很清晰地勾勒出他所要表达的$与百姓同

之%的藏富予民的分配思想!希望君主能够在等

级划分配的基础上使百姓也过上比较富足的

生活"

对于如何解决分配问题!孟轲提出了多种方

案" 在社会财富的第一次分配当中!他提倡按

$劳%分配!

" 对于$劳力%者!孟轲鼓励他们以自

己的劳动去获取一份稳定的收入!在他看来!$民

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

无恒产!放辟邪侈!无不为已"% *-孟子2滕文公

上.+!因此他也力求从制度上保证他们实现$恒

产%的目标!提出井田制度"以保证在$劳力%者阶

层分配的大致平均" 对于$劳心%者!孟轲鼓励他

们通过辅助国君治理国家等脑力劳动获取相应的

报酬与俸禄!他也特别强调君子在获取俸禄时应

以$道%取之!不符合道义的应一概拒绝" 在社会

财富的第二次分配中!他选择了薄税政策" 税收

政策是平衡社会财富分配不均的一个有利工具!

孟轲选择放弃商业税与关税#减轻农业税#等方

式以缩小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财富差

距" 在社会财富的第三次分配中!他将目光投向

了国家救济和社会的救助机制" 孟轲所处时代的

现状是)$凶年饥岁!君之民老弱转乎沟壑!壮者

散而之四方者!几千人矣&而君之仓廪实!府库充!

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残下也% *-孟子2梁惠王

下.+" 孟轲曾两次提及古代天子巡狩)$天子适

诸侯曰巡狩" 巡狩者!巡所守也" 诸侯朝于天子

曰述职" 述职者!述所职也" 无非事者" 春省耕

而补不足!秋省敛而助不给% *-孟子2梁惠王

下.+和$天子适诸侯曰巡狩!诸侯朝于天子曰述

职" 春省耕而补不足!秋省敛而助不给% *-孟子

2告子下.+!讲的是古代天子巡狩时!各个诸侯

要向天子作述职报告!汇报自己管辖区域内的经

济政治及军事等各方面的情况!天子视情况给予

诸侯不同的奖罚"

/J0这实际就是天子利用国家政

治手段所开展的救济活动!在客观上可使社会财

产的分配在一定程度上向有利于社会稳定的方向

发展"

$)管子的分配思想

-管子.是战国中期出现的一本伟大经济巨

著$

!在现存-管子.七十六篇中有三分之二以上

都涉及经济问题&有近二分之一主要是研究经济"

这在先秦著作中是绝无仅有的现象"

/#0管子十分

重视社会财富的分配!指出$天下不患无财!患无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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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按$劳%分配不是我们现在意义上所理解的按劳分配&而是要结合孟轲对于劳动的$劳心%!脑力劳动"与

$劳力%!体力劳动"的不同划分.$故曰&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此天

下之通义也'%!,孟子/滕文公上-"他认为治天下是$大人%或$君子%之事&也是$劳心%的事)百工(农耕是$小人%或

$野人%之事&也是$劳力%的事'

所谓井田制是古代农村公社的土地制度&它的主要内容是.把耕地划分为井字形方块&每井 E"" 亩&每块 #"" 亩&

中间 #"" 亩为公田&周围 K"" 亩为 K 家农户私田&K 家无偿耕种公田'

孟轲有关财政征税的思想.$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则天下之商皆悦而藏于其市矣' 关&讥而不征&则天下之

旅皆悦而愿出于其路矣' 耕者助而不税&则天下之农皆悦而愿耕其野矣' 廛&无夫(里之布&则天下之民皆悦而愿为之氓

矣'%!,孟子/公孙丑上-"

,管子-相传为管仲所作' 由于,管子-中记载许多管仲临终或身后之事&故在西晋时即有人怀疑其$并非管仲

所作%' 宋以后的学者有不少人都同意叶适$,管子-非一人笔&亦非一时之书%的论断' 近代学者大多数认定,管子-书

成于战国' 有的学者认为,管子-中的某些篇是西汉时代的作品&但论据不甚充实'



人以分之"%

!管子认为社会贫富不均现象是客观

存在的事实!其产生的原因)一是国家赋税的轻重

缓急!二是商人的剥削和兼并!三是人们自身的智

愚勤懒和天灾人祸等"

/!0在管子看来!贫富无度

不利于社会的安定)$贫富无度则失%*-管子2五

辅.+!$夫民富则不可以禄使也!贫则不可以罚威

也" 法令之不行!万民之不治!贫富之不齐也"%

*-管子2国蓄.+如果人民太富!那么给其一点好

处和利益从而达到操纵人民的目的就不易实现!

而如果人民过于贫穷!那么再重的刑罚都不会起

到威慑人民的作用" 所以为了维护社会的安定!

以便统治阶级能够得到一个相对稳定#易于控制

的社会!管子提出$贫富有度%的分配主张"

管子采取两个措施来贯彻这一分配宗旨)一

是$论功计劳%!主张根据各自的贡献而分配给其

相应的财物)$使君子食于道!小人食于力" 君子

食于道!则上尊而民顺&小人食于力!则财厚而养

足%*-管子2法法.+" 二是$能夺%$能予%!主张

充分利用国家权力!对人民财富做到$富而能夺!

贫而能予% *-管子2揆度.+以使得$长者断之!

短者续之!满者洫之!虚者实之% *-管子2小

称.+!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所谓$富而能夺%绝不

意味着管子主张剥夺富有者的财产以实行均富!

而是运用价格政策以防止商人乘机获取暴利&至

于$贫而能予%的$予%主要是以贷放的方式给农

民以小量的生产资料或生活资料"

/#0

U)商鞅的分配思想

商鞅*约公元前 $E",前 $$K 年+!战国时期

法家思想的主要奠基者!卫公室后裔!又称卫鞅#

公孙鞅!后在秦国受封于商地!故又称商鞅"

" 商

鞅和他同时的思想家一样主张均贫富!可是!对于

贫富不均有什么弊害!他却无具体的说明" 他对

分配的基本主张是国富而民贫" 在商鞅看来!国

富#国强或国治是同义语!是同一事实的不同方

面!$强者必治#治者必强" 富者必治!治者必富"

强者必富!富者必强%*-商君书2立本.+" 同时!

他又认为国富和民富是相互对立的!国家财产集

中于民则国贫!集中于国则国富!只有人们贫穷

了!才能重$赏%使其去做他们所不愿意做的事!

如果人们富有了!则统治者的工具$刑%与$赏%可

能发挥不了作用" 商鞅同孟德维尔一样!把大多

数人的贫困和无知看作是国家兵源和社会幸福的

必要条件了4

# 他的这种弱民强国的思想很清

晰!可看起来好像与其$治国之举!责令贫者富!

富者贫" 贫者富!富者贫!国强% *-商君书2说

民.+的观点相矛盾!其实!这里的$贫者富%并不

是让贫困的人真正富裕起来!而是减少他们中间

的贫富差异!使人人都能勉强生活下去而已!两者

并不矛盾"

商鞅使$贫者富富者贫%这一分配主张!和管

子的$富而能夺!贫而能予%的主张没有区别" 但

他们用以均贫富的手段却大有不同" 管子均贫富

的方法主要是采用经济措施加以调节!要求做到

$见予之形!不见夺之理% *-管子2轻重.+" 而

商鞅均贫富的方式!则企图依靠封建国家的$刑%

与$赏%来达到目的!认为$贫者益之以刑则富!富

者损之以赏则贫% *-商君书2说民.+!即对贫者

威之以刑!迫使他们专一于从事农业生产!就会富

足起来&减少对人民赏赐就可能使民贫" 他的分

配原则是以$功%行赏)$是以明君之使其臣也!用

必出于其劳!赏必加于其功" 功赏明!则民竞于

功" 为国而能使其民尽力以竞于功!则兵必强

矣%!*-商君书2错法.+引导民众尽心于国家的

$农战%事业$

!这样既可使国家粮食储备充足!国

力强盛!又可使民众手中的财富被国家以赏赐官

爵的形式集中在国家手中!$国富民贫%的分配目

的也顺理成章地得到实现"

/J0

J)荀卿的分配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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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自,管子/牧民-这里的$分%不仅指个人收入的确定&而且更主要的是指各种生产要素的占有或使用&而这一

点直接与社会成员的各种职业分工有关' 所以,管子-又说.$圣人之所以为圣人者&善分民也' 圣人不能分民&则犹百

姓也'%!,管子/牧民-"

司马迁.,史记-&岳麓书社&#EKK 年版&第 J!! 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 # 卷&人民出版社&#EJ$ 年第 # 版&第 HH$ 页'

商鞅多次谈及应该$利出一孔%&即应该使全国百姓获取财物的方式都局限于唯一的一种渠道###农战&要么因

为辛勤劳作多产粮食而获得奖励&要么因为战功卓著而获得嘉奖'



荀卿*约公元前 !EK,前 !$K 年+

!

!名况!赵

国人!是战国末年的大思想家!他虽属儒家!却吸

收了先秦各家的思想成果!是集大成者" 荀卿收

入分配思想的理论前提是他的欲望说" 他强调)

$人生而有欲% *-荀子2礼论.+!这种欲望有两

个层次)一是基本的生存需求!所谓$饥而欲饱!

寒而欲暖!劳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荀子2性

恶.+&二是对物质享受的贪求!$人之情!食欲有

刍豢!衣欲有文绣!行欲有舆马!又欲夫馀财蓄积

之富也" 然而穷年累世不知不足者!是人之情

也"%*-荀子2荣辱.+相对而言!荀卿对欲望的态

度是比较宽容的!他不主张通过$寡欲%和$去欲%

来治理国家!也不认为只有小人才追求物质利

益"

!但他也意识到每个人改善自身状况的愿望

往往会引起争斗#

" 所以统治者必须制定一套分

配财富的政策$

"

荀卿把国家的分配政策目标概括为)$制礼

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以求!使欲必不穷乎

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 *-荀子2礼

论.+" 这里的$分%有三种含义!一是指人们的社

会关系&二是指人们的等级地位&三是指人们的职

业分工" 总之!$使得贵贱之等!长幼之差!知#

贤#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载其事而各得其

宜"%*-荀子2荣辱.+这也是确定个人在社会财

富的分配中获得份额的依据!即每个等级的人都

应该根据自己的隶属阶层拥有和自己身份地位相

称的财富" 在分配问题上!荀卿没有提出均贫富

的要求!而是赞同-尚书.中$维齐非齐%

&说法!他

说)$分均则不偏!执齐则不壹!众齐则不使" 有

天有地而上下有差!明王始立而处国有制" 夫两

贵之不能相事!两贱之不能相使!是天数也''

-书.曰)3维齐非齐1此之谓也"%

'主张实行有差

别的收入分配" 而且他认为贫富是可以转化的)

$我欲贱而贵!愚而智!贫而富!可乎( 曰!其唯学

乎4%*-荀子2儒效.+通过后天努力学习礼义可

以由贫而富"

/#0在当时社会!可算是他分配观点

中的进步因素" 在$国富%还是$民富%的问题上!

荀卿提出的分配宗旨是$上下俱富%!强调在使百

姓富足的同时也强调充实国库的重要意义(

!而

且特别反感统治者自己聚敛财富!也反对他们单

纯为国家敛财以充实府库的富国之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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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卿的生卒年代也有各种说法' 汪中荀卿子年表谓其约生于赵惠文王元年&卒于悼襄王七年' 杜国庠先秦诸

子思想概要谓其约生于公元前 $#"#前 !$" 年' 钱穆谓其约生于公元前 $U"#前 !UJ 年' 今从汪中述学补遗之说'

$人之生固小人&无师&无法&则唯利之见耳'%!,荀子/荣辱-"

荀卿认为造成争夺的原因&一方面是人的欲望无止境&$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

争则乱&乱则穷'%!,荀子/礼论-"$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荀子/性恶-"&另一方面是用于满足人类欲

望的物质财富有限&$欲多而物寡&寡则必争矣'%!,荀子/富国-"$势位齐&而欲恶同&物不能澹则必争&争则必乱&乱则

穷矣'% !,荀子/王制-"因此&他提出$夫薄愿厚&恶愿美&狭愿广&贫愿富&贱愿贵' 苟无之中者&必求之于外%' !,荀

子/性恶-"

荀卿认为可能产生普遍贫穷的原因&在于不$明分%或$无分%' 他说$人之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

乱则穷矣' 故无分者&人之大害也)有分者&天下之本利也)有人君者&所以管分之枢要也'%故$兼足天下之道在明分'%

!,荀子/富国-"

,尚书/吕刑-中有$维齐非齐%的说法&意思是要想实现或维持$齐%!一致(划一"的状态&最好的途径是承认或

允许$非齐%的存在)也可以理解为.如果只追求形式上的$齐%&其结果必然导致实质性的$非齐%'

,荀子/王制-荀卿认为只有通过$不齐%才能实现$齐%的目标&也就是说的承认差别' 他认为$两贵之不能相

事&两贱之不能相使%是$天数%&非人力所能改变&如果人人都贵&会彼此不相上下&反之&如果人人都贱&则谁也指挥不

动谁' 所以&如果没有富贵贫贱的差异&社会将无法治理' 因此必须通过制度来保障$不齐%&有了制度&社会运行才有

序&也只有有序的社会才能保证$齐%的实现&这就是荀卿$维齐非齐%的创新分配思想'

$下贫则上贫&下富则上富' 故田野县鄙者&财之本也)垣纝仓廪者&财之末也)百姓时和(事业得叙者&货之源

也)等赋府库者&货之流也' 故明主必谨养其和&节其流&开其源&而时斟酌焉&潢然使天下必有余而上不忧不足' 如是则

上下俱富&交无所藏之&是知国计之极也'%!,荀子/富国-"

$故田野荒而仓廪实&百姓虚而府库满&夫是之谓国蹶' 伐其本&竭其源&而并之其末&然而主相不知恶也&则其

倾覆灭亡可立而待也' 以国持之而不足以容其身&夫是之谓至贪&是愚主之极也' 将以求富而丧其国&将以求利而危其

身&古有万国&今有十数焉' 是无它故焉&其所以失之一也'%!,荀子/富国-"



在分配政策的落实上!荀卿和孟轲非常相似!

也采用了三种途径" 第一!以自己的劳动来获得

属于自己的酬劳!这是社会财产第一次分配的主

要方式" 他将社会上的人大概分为农夫#工匠

*百工+#商贾和君子!对于$农以力尽田!贾以察

尽财!百工以巧尽械器!士大夫以上至于公侯!莫

不以仁厚知能尽官职%*-荀子2荣辱.+的这四种

劳动!荀卿主张依照先王之制度按照他们的付出

分别给予相应的酬劳!

" 第二!他也采用薄税政策

来调节国家与百姓#统治阶层与被统治阶层之间

的财富分配不均现象" $什一而税%和$相地而衰

征%可在最大限度上落实荀子$上下俱富%的分配

宗旨" 第三!社会救助与慈善行动!荀卿呼吁统治

者适当地将手中已经掌握的财富捐助给需要帮助

的人"

"

%)韩非的分配思想

韩非*约公元前 !K",前 !$$ 年+*-史记2韩

非列传.+!韩之诸公子之一!善于著书!是先秦时

期法家的集大成者" 韩非的收入分配思想以他对

人的自利本性的分析为基础!他认为人都有$自

为心%*-韩非子2外储说左上.+或$计算之心%

*-韩非子2六反.+!具体表现是$好利恶害%$喜

利畏罪%*-韩非子2难二.+#$恶劳而乐佚%*-韩

非子2心度.+# $喜贵而恶贱% *-韩非子2难

三.+等" 在韩非看来!人的自利本性是共同的!

国君只要掌握赏罚之利器就可以使群臣与百姓都

臣服于自己!因此!韩非提出以$功%行赏的分配

主张#

!他说$以刑治!以赏战!厚禄以用术''授

官爵#出利禄不以功!是无当也" 国以功授官与

爵!此谓以成智谋!以威勇战!其国无敌" 国以功

授官与爵!则治见者省!言有塞!此谓以治去治!以

言去言" 以功与爵者也故国多力!而天下莫之能

侵也%*-韩非子2饰令.+&$明主之道不然!设民

所欲以求其功!故为爵禄以劝之&设民所恶以禁其

奸!故为刑罚发威之%*-韩非子2难一.+等"

韩非认为社会贫富不均现象是合理的!是必

要的!没有理由要求加以改变!他特别反感救济贫

民$

!因为他认为在自然等外部条件相类似的情

况下!贫民之所以贫困是其自身的原因!非懒即

侈!二者必居其一&

" 而在分配标准方面!韩非主

张使百姓获得的财物处于能维持百姓日常生活但

是相对于富裕生活来说又$不足%的状态" 将税

收作为国民收入再分配的工具!建议实行$论其

赋税以均贫富%

'的财政政策!采取$勿轻勿重%的

税收标准!这样才能在最大限度上激励百姓积极

从事生产活动!这是针对百姓的分配标准" 对于

大臣的分配!韩非主张严格按照立功情况授予爵

禄!够哪一个等级就享受哪一个等级的待遇!反对

君主给予大臣超过其功业太多的俸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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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谷禄多少厚薄之称'% !,荀子/荣辱-"

荀卿在这方面的言论非常多' 如$古之所谓士仁者&厚敦者也&合群者也&乐富贵者也&乐分施者也&远罪过者

也&务事理者也&羞独富者也'%!,荀子/非十二子-" $愚者反是.处重擅权&则好专事而妒贤能&抑有功而挤有罪&志骄

盈而轻旧怨)以吝啬而不行施道乎上&为重招权于下以妨害人' 虽欲无危&得乎哉1%!,荀子/仲尼-"

韩非以$功%分配的主张即使在遇到某些特殊情况时也不动摇&,外储说右下-篇韩非特别赞同昭襄王的分配主

张&秦国在遭遇大饥之年的状况下&昭襄王驳回了应侯请求发$五苑之草着(蔬菜(橡果(枣栗%以帮助百姓渡过灾难的建

议&他的理由就是$吾秦法&使民有功而受赏&有罪而受诛' 今发五苑之蔬草者&使民有功与无功俱赏也' 夫使有功与无

功俱赏者&此乱之道也' 夫发五苑而乱&不如弃枣蔬而治'%

$今上征敛于富人&以布施于贫家&是夺力俭与侈惰也'%!,韩非子/显学-"

$今夫与人相若也&无丰年旁入之利&而独以完给者&非力则俭也' 与人相若者&无饥馑疾疚祸罪之殃&独以贫穷

者&非侈则惰也' 侈而惰者贫&而力而俭者富'%!,韩非子/显学-"

出自,韩非子/六反-熊梦认为韩非的这句话$大抵是主比例税% !熊梦.,晚周诸子经济思想史-&商务印书馆

#E$"年版&第 #JE 页"' 胡寄窗认为$以采用租锐为工具以均贫富这一概念来说&虽然它并不能解决剥削与被剥削者间

贫富悬殊的问题&但也是很新颖的&是先秦思想家中特有的创见'%!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EEK 年版&第 UHJIUH% 页"

$国有无功得赏者&则民不外务当敌斩首&内不急力田疾作&皆欲行货财(事富贵(为私善(立名誉以取尊官厚俸'

故奸私之臣愈众&而暴乱之徒愈胜&不亡何待1%!,韩非子/奸劫弑臣-"



二'对当代我国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的

启示

先秦诸子的分配思想!由于所处时代和阶级

的限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他们试图从社会分

工#国家体制和人性等多个方面寻找社会分配不

公的原因!分析$贫度无度%对社会的危害!主张通

过恒产#财政税收和社会救济多种途径来解决这一

问题!还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对于解决我国目前存

在的收入差距过大问题有一定的经济学启示"

$一&我国目前的收入分配状况及其存在的

问题

经过多年的改革!中国建立起了以按劳分配

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

配相结合的基本分配制度"

! 通过把市场机制引

入到收入分配领域!克服了计划经济体制下收入

分配中平均主义倾向!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

长!国民生产总值从 #EHK 年的 $ %UJ 亿元增加到

!"## 年的 UH# J%U 亿元!年均增长 E)%Q" 但是!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收入分配结构越来越不合

理!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基尼系数已由 #EHK 年的

")#% 上升到 #EEJ 年的 ")$K!到 !"## 年已经达到

")JJ!远远超过国际警戒线!成为世界上贫富差距

最大的国家/%0

" 我国收入分配差距问题主要体

现以下几个方面)

#)城乡收入差距仍在继续拉大" #EHK 年以

来!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在居民可支配收入中所

占比重持续上升!从 $J)HQ上升到 HU)%Q!年均

上升 #)! 个百分点&而农村居民的比重持续下降!

从 JK)!Q下降到 !J)UQ!年均下降 #)! 个百分

点"

/H0除总量之外!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水平也成

迅速扩大之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当于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倍数从 #EHK 年的 !)JH 倍

上升到 !"#" 年的 $)!$ 倍"

" *如图 #+可见!城乡

居民收入之间的差距已经拉大并将继续拉大"

图 #B#EHK*!"#" 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演化轨迹

数据来源)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资料整理"

BB!)地区发展不平衡正在加剧" 从城镇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看!全国最高省份与最低省份之比

已经达到 !)U 倍!绝对收入差距为 #H """ 元" 农

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最高与最低之比更是在 !""%

J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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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HK##EEH 年&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收入分配体制)#EEH 年至今&确立按劳分配为主体&多

种分配方式并存&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基本分配制度'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于城镇居民全部收入扣除个人缴纳的社会保障等支出的差额&包括工资性收入(经

营性收入(财产收入以及转移性收入' 农村居民纯收入是指农村居民全年总收入!包括实物收入"扣除经营费用支出(生

产用固定资产折旧(税收(上交集体承包任务(调查补贴和各种摊派后的归农民所有的收入' 目前&我国的统计资料基本

上采用农村居民纯收入代替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这一指标' 从我国现有的可以公开获得的统计资料来看&城镇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也是统计口径最为接近的一对指标&但这两个统计指标还存在一定的区别&城镇居

民可支配收入中没有包括城市居民在医疗(住房等方面间接得到的福利性收入部分&农村居民纯收入基本上反映了农村

居民收入的真实水平&如果考虑这些福利性收入因素&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将更大'



年达到 U)% 倍的峰值!之后虽有缩小!但仍保持在

U)#K 倍左右" 而且!最高省份的城镇居民人均收

入与最低省份的农民人均纯收入之间的差距高达

E)H 倍!绝对收入差距高达 !J K"" 元"

/K0

$)行业收入差距拉大" 改革之初!中国各行

业间收入分配很平均!最高与最低比为 #)K!随后

逐年扩大!到 !"#" 年达到近 % 倍" 据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部统计!目前电力#电信#Y4#金融#烟草

等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远远超过其他行业!是其

他行业职工平均工资的 $ 倍左右!如果加上工资

外收入和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收入差距倍数

可能达到 J g#" 倍"

U)社会成员间收入差距拉大" 改革开放初

期!中国盛行平均主义!基尼系数只有 ")#%" 随

着市场机制的逐步建立!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拉大!

基尼系数在 #EEJ 年达到 ")$K!到 !"## 年更是攀

升到 ")JJ 的水平!成为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

家" 全国居民收入调查显示!#EKK,!""K 年期

间!收入最高 #"Q人群和收入最低 #"Q人群的收

入差距由 H)$ 倍上升到 !$ 倍"

可见收入分配不平等#贫富差距过大!是目前

中国社会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 而推动居民收入

合理分配#消除贫富两极分化从而实现共同富裕是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和根本任务

之一"

$二&启示与借鉴

先秦时期百家诸子在他们的治国实践中提出

了丰富的社会分配思想!如$贫富有度%的分配主

张&$以劳殿赏!量功而分禄% $论功计劳%的初次

分配思想&$什一而税% $相地而衰征%的税赋思

想&$有财相分%的社会救济思想等" 对我国解决

收入差距悬殊问题具有重要的启示)

#)改革工资制度!切实提高劳动者报酬占国

民收入的比重" $富民%是$富国%的前提!$得民

之道!莫如利之% *-管子2五辅.+" 人民得到了

实惠!则$虽不召而民至%" 可见!增加人民收入

是实现社会稳定和进步的重要前提" 在我国!由

于劳动力资源丰富!劳动力市场长期处于供大于

求的局面!导致劳动者工资普遍较低!而且目前实

行按劳分配与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政策!

随着社会经济不断增长!资本不断积累!资本收益

不断增加!但大多数劳动者的收入却没得到相应

的增加!所以不可避免地会造成了投入要素越多

的人获得的收入越多!出现$富人更富#穷人更

穷%的现象" 因此!必须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大

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和第三产业!广开就业门路!

特别是广大农民进城务工的就业渠道&必须努力

完善劳动力市场政策!改革户籍制度!促进城乡劳

动力合理有序流动&必须将劳动报酬增长纳入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长期规划!改善劳动者的收

入分配地位" 要改革工资制度!提高劳动报酬在

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着力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

逐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和社会保障标准!建立企

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 促使

国民收入更多地向劳动者转移!从而缩小劳动者

与资本所有者之间的收入差距!使国民经济进入

经济增长,,,工资增长,,,消费增长,,,经济增

长的良性循环中"

!)加大税收制度改革力度!充分发挥税收在

调节分配上的作用" 先秦诸子提出$什一而税%

$相地而衰征% $论其赋税以均贫富%等多种财政

政策!主张国家运用财政税收的方式调节贫富差

距的问题" 当前!我国也将税收制度作为政府再

次分配的重要工具!但其严重缺乏力度和公平!不

仅没有起到调节收入再分配的作用!反而加剧了

收入差距扩大化"

/E0以个人所得税为例!它只以

纯粹的工资额为征收对象!不能反映个人收入的

全貌" 对高收入者而言!他们的工资只占总收入

的小部分!而隐性收入数额巨大!却不在个人所得

税征收范围内!于是!工薪阶层反而成了主要的个

人所得税纳税主体" 这样本来应该用于弥补市场

机制下初次分配在公平方面不足的税收制度不仅

起不到其应有的作用!反而在一定程度上起着$逆

向调节%的作用" 因此!在个人所得税上!应该提高

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将高收入者作为征税目标&加

强税源监控!防止高收入者的隐形收入漏税&将家

庭作为纳税单位!按照家庭的收入和负担作为衡量

标准!确定应纳税额" 此外!还应开征遗产税!有效

调节高收入者的收入!以利于缩小贫富差距"

$)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在先秦著作中!已经

出现了有关社会保障的文字" $老者安之!朋友

信之!少者怀之% *-论语2公冶长.+#$乡田同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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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 *-孟子2

滕文公上.+以及大同社会的具体设想)$大道之

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故人不独

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

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男有分!女有

归" 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

身也!不必为己" 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

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礼记2礼运.+

都体现了建立社会保障机制的设想" #EK! 年贝

克尔曼和克拉克通过研究指出!如果没有现行的

社会保障制度!英语生活在贫困中的人口将比实

际多出 H 倍" 社会保障制度是抑制收入差距扩大

的重要分配制度之一" 我国当前的社会保障覆盖

范围狭窄#保障水平低下!并呈现明显的$二元%

分割状态" !"#" 年!我国社会保障支出仅占 NOP

总量的 $)HQ!美国社保支出占 NOP比重在

#%)UQ左右!欧盟社会保障支出占 NOP比重达到

!E)UQ!由此可见!我国在社会保障方面的投入远

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 因此!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扩大覆盖范围!增强再分配的公平性!是改善当前

收入差距过大的必要途径"

U)加快第三次分配体系的建立" 先秦诸子提

出的$有财相分%$贫富有度%以及$古之所谓士仁

者!厚敦者也!合群者也!乐富贵者也!乐分施者

也!远罪过者也!务事理者也!羞独富者也"%的思

想中就体现了社会救助与慈善行动的理念!呼吁

统治者适当地将手中已经掌握的财富捐助给需要

帮助的人" 这里的第三次分配主要指社会慈善公

益事业!当前我国的慈善公益事业还很不发达!第

三次分配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 积极推进发展慈

善事业!鼓励企业和个人捐款建立慈善性基金!援

助社会最低阶层和生活不幸者!从而改善贫困社

会群体的生存状况!缓解贫富阶层的社会矛盾!增

强社会凝聚力!这对于实现社会公平无疑具有积

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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