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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伦理学作为经典的人文科学在现代社会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独特的社会功能。
　　伦理学的价值不在于提供物质财富或实用工具与技术，而是为人类构建一个意义的世界，守护一
个精神的家园，使人类的心灵有所安顿、有所归依，使人格高尚起来。
　　伦理学也可以推动社会经济技术的进步，因为它能提供有实用性的人文知识，能营造一个有助于
经济技术发展的人文环境。
不过，为人类的经济与技术行为匡定终极意义或规范价值取向，为人类生存构建一个理想精神世界，
却是伦理学更为重要的使命。
　　伦理学对人的价值、人的尊严的关怀，对人的精神理想的守护，对精神彼岸世界的不懈追求，使
它与社会中占居主导地位的政治、经济或科技力量保持一定的距离或独立性，从而可以形成一种对社
会发展进程起校正、平衡、弥补功能的人文精神力量。
这样一种具有超越性和理想性的人文精神力量，将有助于保证经济的增长和科技的进步符合人类的要
求和造福于人类，从而避免它们异化为人类的对立物去支配或奴役人类自身。
　　在人类经济高度发展、科技急速飞跃的今天，在人类的精神上守护这样一种理想，在文化上保持
这样一种超越性的力量是十分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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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分配是人类重要的经济和社会活动，不但决定着人们对于自然和社会资源的获得与占有，还关系
着人们在社会中的权利和地位。
正义作为最根本的社会美德之一，也成为分配领域的核心伦理价值。
“分配正义”概念最早由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明确地提出，与“矫正正义”一同成为正义的两个
基本问题。
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对于不同道德价值的追求，分配正义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中，具有着不
同的伦理意义。
对于自然秩序的遵循，对于幸福、平等、自由权利的追求，成为分配正义最为主要的伦理目标。
自然秩序、个人幸福和平等权利也成为主导分配的道德依据。
在现代语境下，分配正义的伦理意义在于，保证人们能够享有平等的权利，在秩序井然的社会中自由
追求幸福的生活。
　　机会平等的关键问题在于，如果把机会仅仅理解为概率或者可能性，而忽视机会背后所隐含的把
握机会的能力、以及获得这种能力所必需的社会要素和自然要素，那么机会平等就会流于形式。
围绕机会平等的正义理念，作者试图建立以现代公民社会为背景的“复合机会平等分配体系”，使人
们不但能够在形式上获得平等的机会，而且具备相应的把握机会的能力，从而能够在实质层面实现现
代语境中的分配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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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当分配出现不均，便要诉诸矫正正义。
亚里士多德认为，在分配过程中，有一种情形会导致分配的不公正，那就是对于自愿的违反。
对这种情况，就必须从获利者的手中取出与受害者损失相等的部分补偿，补偿后者的原则是基于比例
的平等。
亚里士多德认为，一个人的多占必将导致另一部分人的少有，这种状态会使城邦无法达到它的目标—
—为所有公民带来幸福。
只有大家平等相待，才能维护城邦的整体利益，因此，必须使公民所得达于公平。
在亚里士多德这里，显然存在着两个层面的分配：一是同自然本质直接决定的社会角色相应的分配；
另一种则是在自然生成的城邦中，自由人之间的分配。
这种分配的最终合理性依然在于人的自然品质和城邦的整体利益。
所以，无论哪种分配，都是自然的结果，都是由自然秩序所支配和影响的。
　　“自然秩序”在三种意义上左右着分配的结果，并为分配的结果提供最基本的合理性证明。
自然秩序为自然法提供重要的依据，并同样支配和影响着古罗马以及中世纪的分配方式和价值标准。
西塞罗认为，自然的本质决定人并不是为自己而生的，世间万物之所以存在，都是要为人类整体而用
。
“因此，我们要遵循自然的本质，将它作为我们行动的指导。
通过履行对各自的义务和责任、共同努力，为全体公民提供普遍的物质和用品，以符合我们的公民身
份。
”由此推出，正义有两个原则，首先是不能伤害他人的利益，其次是要服务于公共利益。
反之，不正义也具有两种形式：占有不能肯定属于自己的物品和在事物中投入不恰当的精力。
福利的分配与正义息息相关。
与亚里士多德的分配正义一脉相承，西塞罗提出了物质分配的两个具体的原则：第一条是，人所获所
得不能超过自己的应得。
“事实上，这是所有的物质获得所必须遵守的正义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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