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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义的公平》

前言

正义不仅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而且也是公民社会的核心价值之一。结合二者来思考正义问题，才
能够理解制度建设与公民文化之间的对应关系。所谓制度，就是系统化的规则体系，包括道德、法律
、经济、社会生活、文化教育、政治、公共政策以及社会保障等各种领域的规则体系。这些规则体系
，大多与公民的行为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换句话说，假如人们仅仅从狭窄的视角来看待正义问题，
例如仅仅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来看待正义问题，就会产生一种错觉，认为正义制度建设是政府的责任，
与公民自身的观念和行为没有必然的联系。但是，正义的本质是社会成员之得其所应得，并受到公平
对待，那么，它首先就是一种道德问题，要求社会成员（即公民之间）平等对待并相互尊重应得的权
利。因此，当人们说“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时，实际上包含着大多数制度在内的正义价值追
求。因此，一方面，仅仅从政治哲学、法律哲学或者公共政策等各自的角度，或者从揭示不正义现象
的社会学和文化批评的角度来分析社会正义，是不完整的，甚至理解不了社会正义制度安排的基本要
素系统；另一方面，如果忽视正义制度中的权利与义务的对等性，忽视为满足正义权利实现的对于公
民的美德和职业道德的要求，正义制度的建设就将成为空中楼阁。可以说，正义不是一种赐予或者恩
惠，而是公民的权利实现和相互之间的某种道德义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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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义的公平》

内容概要

《正义的公平》内容简介：正义不仅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而且也是公民社会的核心价值之一。结
合二者来思考正义问题，才能够理解制度建设与公民文化之间的对应关系。所谓制度，就是系统化的
规则体系，包括道德、法律、经济、社会生活、文化教育、政治、公共政策以及社会保障等各种领域
的规则体系。这些规则体系，大多与公民的行为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换句话说，假如人们仅仅从狭
窄的视角来看待正义问题，例如仅仅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来看待正义问题，就会产生一种错觉，认为正
义制度建设是政府的责任，与公民自身的观念和行为没有必然的联系。但是，正义的本质是社会成员
之得其所应得，并受到公平对待，那么，它首先就是一种道德问题，要求社会成员（即公民之间）平
等对待并相互尊重应得的权利。因此，当人们说“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时，实际上包含着大
多数制度在内的正义价值追求。因此，一方面，仅仅从政治哲学、法律哲学或者公共政策等各自的角
度，或者从揭示不正义现象的社会学和文化批评的角度来分析社会正义，是不完整的，甚至理解不了
社会正义制度安排的基本要素系统；另一方面，如果忽视正义制度中的权利与义务的对等性，忽视为
满足正义权利实现的对于公民的美德和职业道德的要求，正义制度的建设就将成为空中楼阁。可以说
，正义不是一种赐予或者恩惠，而是公民的权利实现和相互之间的某种道德义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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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义的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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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少峰，哲学博士，现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副院长，国家文化产业创新
与发展研究基地副主任，“中国文化产业30人论坛”召集人。主要研究领域为伦理学、管理哲学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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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义的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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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义的公平》

章节摘录

第一章 正义问题的视角与结构一、基本概念对于正义的理论研究涉及正义、公正、公平、平等、公开
、公道等若干基本概念，也涉及正义制度、政治正义、法律公正、正义感等若干不同专业学科的一些
延展性的概念。此外，正义还包括一些具体范围里的正义，如程序正义（或程序公正）等。对正义的
研究涉及各种公平问题如分配公平、竞争公平、公正评价（或公平评价）、公平对待等，也涉及正义
的品德或者行为等。在一般意义上，正义概：念指涉到正义感、正义观念、正义价值以及程序正义（
公正）等几个方面的内涵。简单地说，在一个拥有某种合作体系的社会中，社会成员能各自“得其所
应得”和所有人都能受到相应的公平或公正的对待，是其最核心的要素。所谓的“应得”，主要涉及
应得的权利与义务，以及应得的惩罚等。本书中提出了不同层次的应得的范围，它将在下一章中得到
详细讨论。不过，在这里应当指出的是，在一个组织比较健全、价值与选择具有多元性质的社会中，
社会成员之间关于应得的观念（如对权利、义务范围的考虑）存在着很大的差别。也正因为这一点，
才会有基于不同价值基础的正义理论（或正义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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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义的公平》

后记

完成本书全稿的写作之后，仍有余意未尽之感。虽然我以本书主题前后给研究生讲授过两次课程，而
且在八年之内前后三易书稿，但现在看来依然显得有些粗糙。不过，我还是很庆幸自己的作品能够成
为庆贺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一份小小的礼物。大约从1996年开始，我将治学的重点转向应用哲学。我
所理解的应用哲学，不是指一般的应用方法，而是突出理论指导实践的价值。一方面，我开始涉猎更
多实践领域的学术研究；另一方面我一直在琢磨能够表达我学术兴趣的焦点。在选题上选择正义与公
平问题，特别是选择以中国当今公共政策领域的实践问题作为案例来探讨，也是寓含着为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建设献计、略表孔见的心意。本书中的主要观点和论证方法具有原创的特点。对于已有的
正义理论，我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予以了关注和回应。众所周知，历史上研究正义的各种学说可谓汗
牛充栋；在其中，我发现近年来许多学者都乐于谈论罗尔斯的正义学说。不过，我主张“正义的公平
”，并非罗尔斯的“公平的正义”的一种反调。实际上，我认为，由于罗尔斯缺乏对于文化哲学、政
策制定与管理实践的专门知识，因此，他的理论存在着不能指导实践，以及不能使新的正义课题延续
的缺陷。例如，A.米尔恩指出，罗尔斯没有探讨公平分配与公平竞争之间的关系；如果他探讨了这种
关系，他不会得出与原来一样的结论。这一点我在书中已经做了比较具体的补充分析。从文化哲学的
角度来说，人们在无知之幕情境中的复杂文化心理等特点被罗尔斯完全忽视了，因而在结论上他得出
了人们将倾向于某种保守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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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正义的公平》是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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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义的公平》

精彩短评

1、拿到了想要的书，书的质量不错，邮递速度也很快⋯⋯
2、拿到手的时候很脏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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