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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邓小平是一位辩证法大师，他的效率优先，鼓励先富，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

裕的科学分配理论充分体现了他对辩证法三大规律的娴熟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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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善于在实践中应用、发展马克思主义

基本理论，尤其是辩证法思想，早在战争年代，毛

泽东就向全党发出过号召：“要按辩证法办事”，

“这是邓小平同志说的”。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中，邓小平更是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

国情，灵活、娴熟地运用辩证法解决了社会主义建

设中一系列实际问题，尤其是从生产力发展的现

实水平出发，创立了让一部分地区、单位、个人先

富，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科学分配

理论。

一、从先富到共富———量变中的部分

质变到根本质变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但在生产

力水平较低、物质产品不太丰富的现实国情面前，

共同富裕的实现只能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我

的一贯主张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

大原则是共同富裕”［)］（,()--）。这是对质量互变规

律的运用：共同富裕的实现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

的过程，并且在总的量变过程中有部分质变。

让有条件的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和一部

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是局部性

部分质变的突出体现。现实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

了我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

段，在所有制上，除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主体之

外，要允许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发展，在分配上也

就必然要允许多种分配方式的并存，这就带来了

人们收入上的不均等及富裕程度上的差别。而且

即使是在按劳分配中，由于劳动者的智力、体力和

劳动时间的不同也会给人们的收入带来差异。所

以，“城市、农村都要允许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勤劳

致富是正当的”［)］（,(!$）。并且，“一部分人生活好

起来，就必然产生巨大的示范作用，影响左邻右

舍，带动其他地区、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

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

展，使 全 国 各 民 族 人 民 都 比 较 快 地 富 裕 起

来”［!］（,()+!）。

在区域经济发展方面，由于历史文化、基础条

件、人口素质、地理位置等因素，我国东南沿海地

区与西北内陆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建国初期，

从备战以及拉平差距的角度出发，我国实行的是

“地区经济均衡发展战略”，但实际的结果却是东

南沿海地区的优势未能得到充分发挥，西北内陆

地区发展得也不如人意。改革开放后，邓小平从

全国一盘棋的大局出发，在发展战略上采取了由

东向西的推进序列，指出：“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

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发

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

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发展到一定

时候，又要求沿海地区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

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

局”［)］（,(!.. * !.&）。并且肯定：“如果将来沿海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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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好了，经济发展了，有了条件，收入就可以高一

点，消 费 就 可 以 增 加 一 点，这 是 合 乎 规 律

的”［!］（"#$%）。这样有了政策上的支持，沿海地区充

分发挥其固有的优势，经济迅猛发展，拉动了全国

经济的增长，自己也率先富了起来。进而邓小平

又指出“沿海如何带动内地，这是个大问题。可以

由沿海一个省包内地一个省或两个省，也不要一

下子负担太重，开始时可以做某些技术转让。共

同富裕，我们从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

中心课题”［!］（"#&’(），从而在实现了局部性部分质

变———沿海先富的基础上使共同富裕———根本质

变的实现有了保证。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基础上邓小平提出

了“三步走”战略，即“温饱”、“小康”、“富裕”的三

级跳，集中体现了从贫穷到富裕，从量变到质变过

程中的阶段性部分质变。“我们的第一个目标是

解决温饱问题。第二个目标是在本世纪末达到小

康水平，第三个目标是在下个世纪的五十年内达

到中等发达水平”［!］（"#%$’）。三步走战略，一步一

个脚印，一步一个台阶，积小胜为大胜，立足于现

实国情，体现了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辩证法。

二、从先富到共富，效率优先，兼顾公

平———抓事物的主要矛盾促进矛盾的解决

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对于矛盾的解决可起到

事半功倍的作用，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之

一。在解决效率与公平这一对矛盾时，邓小平运

用这一原理，强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允许一部

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先富”带动“后

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先富”追求的是效率，

“共富”讲的是公平，他抓住了生产力水平较低状

况下效率与公平这对矛盾的主要方面，突出效率，

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做大“蛋糕”，为最终实现共同

富裕这一公平的最高目标奠定了牢固的物质基

础。

早在 !)*+ 年的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就明确提

出：“为国家创造财富多，个人的收入就应该多一

些，集体福利就应该搞得好一些。不讲多劳多得，

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

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进

而提出，“在经济政策上，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

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

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正是效

率优先，鼓励先富，先富者的榜样和示范作用激励

了后富者和落后地区奋起直追。改革开放二十余

年，我国绝大多数居民生活明显改善：农村居民的

家庭 人 均 收 入 从 !)*+ 年 的 !&& # ’ 元 提 高 到 了

!))) 年的 $+$( 元；城乡居民存款也持续增长，从

!)*+ 年的 %!, # ’ 亿元增到了 !))) 年的 $)’%% 亿

元；农村贫困人口则由 !)*+ 年的 % # $ 亿人减少到

!))) 年底的 &(,, 万人，%,,, 年又减少到 %$,, 万

人。

这就充分说明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在生

产力水平较低、公平与效率不能兼顾的前提下的

一个明智抉择：一方面，效率优先，鼓励先富，合理

拉开收入差距，克服了传统的分配机制的弊端，从

分配机制上解除了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桎梏。以往

的突出公平的无差别的收入分配机制，“干与不干

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实际上是鼓励落后，

鼓励懒惰，必然导致低下的经济效益，束缚了社会

生产力的发展，使广大群众陷入普遍贫穷的境地。

效率优先，使那些对社会贡献较大的劳动者得到

相应的收入报酬，调动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必然

提高经济效益，促进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另一方

面，效率优先，拉开合理的收入差距也是一种有效

的激励机制。它根据劳动者提供的劳动的“量”与

“质”，社会贡献及其所投入的不同的生产要素进

行分配，使人们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时，释放出

最大的生产与创造潜能，从而更好地促进生产力

的发展。

公平是社会主义追求的最终目标。效率优

先，鼓励先富，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也拉开了人

们之间的收入差距，如何兼顾公平，防止两极分

化，就成为邓小平极为关注的问题。“社会主义的

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

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

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真是走了

邪路了。我们提倡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是为

了激励其他地区也富裕起来，并且使先富裕起来

的地区帮助落后的地区更好地发展。提倡人们中

有一部分先富裕起来，也是同样的道理。对一部

分先富裕起来的个人，也要有一些限制，例如，征

收所得税。还有，提倡有的人富裕起来以后，自愿

拿出钱来办教育、修路”［!］（"#!!, - !!!）。社会主义就

是要“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

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就充分

肯定了效率优先，鼓励先富是手段、途径，对公平

的追求，达到共同富裕才是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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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本身就已经说明共同

富裕的实现是一个过程，是在将来效率优先，生产

力达到一定水平之后，先富帮助、带动后富，兼顾

公平所达到的最高目标。

三、从先富到共富———曲折性和前进

性的辩证统一

事物的发展不是直线型的，而是螺旋式的，是

曲折性和前进性的统一。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也

不例外。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只有创造出比

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才能体现出社会主义

的优越性。针对党内一些极“左”思想，邓小平掷

地有声地提出：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社会主义

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

本质的一个东西”［!］（"#$%&）。否定了贫穷，肯定了

“社 会 主 义 道 路，就 是 要 逐 步 实 现 共 同 富

裕”［!］（"#$’$），但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由于各地

区、各个人的历史背景不同，自然条件不同，教育

科技水平不同，精神状态不同，机遇不同，共同富

裕不可能是同时、同步致富，即平均发展是不可能

的。“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

落后，共同贫穷，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改革首

先要打破平均主义，打破大锅饭”［!］（"#!((）。从实

际出发，“一部分地区发展快一点，带动大部分地

区，这 是 加 速 发 展，达 到 共 同 富 裕 的 捷

径”［!］（"#!%%）。也就是说，部分先富，先富带动后

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是生产力水平较低现实下

的最佳选择。在这种情况下，各地区之间，各人群

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就成为一种必然的伴生现

象，这是追求共富道路上的曲折性的具体体现。

针对社会上某些人认为贫富差距会导致两极分

化，甚至出现新的资产阶级的担忧，邓小平指出：

“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富

裕，我们允许一部分人先好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好

起来，目的是更快地实现共同富裕。正是因为如

此，所以我们的政策是不使社会导致两极分化，就

是说，不会导致富的越富，贫的越贫。坦率地说，

我们不会允许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并且

在 !**) 年的南方谈话中进一步指出：“如果富的

越来越富，穷的越来越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

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解

决的办法之一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

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当然，太早这样办也不行。

现在不能削弱发达地区的活力。也不能鼓励吃大

锅饭。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

研究。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

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到那个时

候，发达地区要继续发展，并通过多交利税和技术

转让等方式大力支持不发达地区”［!］（"#$’$ + $’&）。

这就明确指出了先富是对共同贫穷的否定，是实

现共富的途径、方法和手段，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

时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共富问题，先富自身也

必将为共同富裕所否定。

总而言之，邓小平是一位辩证法大师，他所创

立的科学分配理论，不但坚持、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的分配理论，而且充分体现了他对辩证法的娴熟

运用，指导着我们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现代化事业的大道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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