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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弱势群体共享社会公正的路径选择

李 梅
(南京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江苏南京210093)

摘要：从社会公正的视角来看，当代中国弱势群体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中均处于相对

弱势的地位；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在于市场的功利性、制度的排斥性、社会的稚嫩性和弱者

的自卑性。分析社会弱势群体难享社会公正的原因，提出实现弱势群体共享社会公正的路径主

要有：完善市场经济体系、健全公共政策体系、培育社会组织体系、利用文化传播体系和形成社

会激励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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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弱势群体是同类处于不利地位的社会成

员的集合，主要由贫困的农民、低层次的城市农民

工、城镇新生贫困群体和生理性弱势群体构成。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弱势群体的规模在1．4

亿一1．8亿左右，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1％一

14％⋯。弱势群体在社会发展中难享社会公正，

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风险因素之一。社

会公正不仅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现实需要，而且反

映了重要的社会伦理。有鉴于此，本文谨描述弱

势群体难享社会公正的现状，分析弱势群体难享

社会公正的原因，选择弱势群体共享社会公正的

路径。

一、社会弱势群体的现状描述

由于我国转型期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公平、社

会结构的不合理以及社会关系的不协调，使得我

国的弱势群体难以公正地享受社会发展的成果。

主要表现在：

1、经济上承受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的双重困

扰。对于我国的大多数弱势群体而言，不但他们

的基本生活需求得不到满足(绝对贫困)，而且其

满足程度不足社会公认的基本水准的一半(相对

贫困)。他们处于社会水准的最下层，收入水平

低(即经济收入低于社会人均收人水平)，生活水

准低(即恩格尔系数高达80％一100％)和生活处

境难(即无固定收入来源，无劳动能力，难以维持

生计)悼J。此外，必须注意我国贫困问题的一个

重要现象：随着经济的发展，绝对贫困人口数量有

了很大的下降，(1978年至2006年，中国农村绝

对贫困人口数量已从2．5亿下降到2148万)日1，

而由于社会经济转型引起的相对贫困人口却在逐

年上升。

2、政治上处于利益受损和被剥夺的境地。不

同的社会阶层，利益诉求的强度存在着差异。由

于弱势群体处于社会分层体系的最底层，拥有较

少的社会资源和政治影响力，使得他们难以有效

地表达自己的利益要求；并且由于这部分群体文

化水平普遍较低，自身素质较差，缺乏信息来源和

交流的渠道，缺乏对法律知识的了解，使得他们对

自身权益的表达缺乏自觉性和主动性¨1；加之目

前我国缺乏弱势群体利益表达的组织，使得他们

的利益无法表达、无处表达、无效表达。

3、文化上处于被歧视和排斥的边缘地带。美

国社会学家萨姆纳把群体划分为内群体与外群

体，并提出人们对外群体往往表现出冷漠、轻视或

排斥的态度，尤其当内群体与外群体对立时∞】。

由于主流文化的排斥性以及某些不当舆论的推波

助澜，社会对弱势群体已经形成了刻板印象。比

如贫困的农民，通常冠以“愚昧、无文化、思想落

后”等群体特质；农民工常常被用“盲流、犯罪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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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不文明、无秩序”等词语来形容；对于城市的

新生贫困群体，人们则总联想到“学历低、技能

差、无技术”等词语。这些无不反映出社会对于

弱势群体的文化歧视。

4、社会心理上具有高度的敏感性和脆弱性。

一方面，由于社会交往的群体限制，弱势群体会构

筑出一种自我隔离状态，并形成与社会主流心理

格格不入的价值观念；另一方面，弱势群体在经济

上的贫困和政治上的利益受损，使得他们在社会

中的心理压力高于一般社会群体，造成心理上高

度敏感性和脆弱性。在传统的“均贫富”思想的

影响下，通过与参照群体的比较和对不正当致富

手段盛行的反感，弱势群体通常具有比较严重的

相对剥夺感和较为强烈的受挫情绪。弱势群体的

这种社会心理若不及时得到缓解或疏导，对社会

稳定的负面影响不可预知。

二、弱势群体难享社会公正的原因分析

从社会公正角度来看，导致我国弱势群体产

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基本的原因有：

1、市场的功利性。功利性是市场经济不断发

展的驱动力，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特性。但是，过于

注重功利因素，便会导致非营利部门的市场化倾

向，如公立医院的市场化、公立学校的市场化、大

众媒体的市场化等等。尤为典型的是公立医院的

市场化倾向。政府开办医疗机构的基本目的是为

人民群众提供安全、可靠、收费低廉的基本医疗服

务，但目前却普遍存在高收费、哄抬药价、开大处

方的情况，导致部分居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今

年新华网“网民关注的‘两会’热点问题”调查显

示，看病难、住房难、上学难分别以76％、65％和

50％的得票率位于前列，并被称为“新三座大

山”。而“新三座大山”的出现主要源于非营利部

门运作方式的市场化走向。过于注重功利因素，

还会导致市场规则的缺失和偏差。因此而出现的

商业垄断、商业回扣、商业欺诈、非法传销、制售假

冒伪劣产品等不规范现象，就会使一部分人在市

场经济的浪潮中处于弱势地位，并且进一步加大

贫富差距。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统计数字，

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为0．454；占总人口20％的

最贫困人口占收人或消费的份额只有4．7％，而

占总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人或消费的份

额高达50．0％t6j。在市场经济中，贫富差距有一

定的必然性；但强势群体在市场交换和竞争中拥

有较多的社会财富和资源，弱势群体在市场活动

中处于不利的地位，容易形成“马太效应”，不断

恶化弱势群体的生存状况。

2、制度的排斥性。经济体制的转轨，导致了

包括就业制度、户籍制度等在内的一系列规则和

制度的不完善、不到位，弱势群体便逐渐形成并充

分显露出来。首先，经济体制转轨下的就业制度

改革及社会补偿机制的缺失，使得一部分人长期

或间歇地处于失业状态而沦为弱势群体。就业制

度的改革使“充分就业”转变为“有限就业”，“隐

性失业”转变为“显性失业”。不可否认，一定程

度上，这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具有积极

作用，但是就业制度等一系列的改革属于整体性

淘汰，必须配以完善的社会补偿机制。而我国的

社会补偿机制是不完善的，甚至是缺失的，这必然

导致某些社会成员成为弱势群体。其次，户籍制

度改革的不到位使大量农民工在城市中仍旧处于

社会屏蔽状态。在上个世纪80年代我国就进行

了户籍制度改革，但由于旧有制度的惯性，户籍制

度仍旧是农村人和城市人之间的藩篱。尽管目前

有1．4亿农民工涌进城市，成为城市中不可或缺

的群体，但他们的户口在农村，仍旧不能享受到与

城市居民同等的国民待遇。农民工国民待遇的缺

失主要表现在：劳动、就业权益保障的缺失、教育

和发展权利的缺失、社会组织和意见表达权利的

缺失【7 J。第三，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健全和不规范

使得一些无收入、低收入城镇人口以及绝大多数

的农村人口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救助而最终成为

弱势群体。目前，我国还没有全面完善社会保障

制度，一些非公有制企业的职工没有被纳入社会

保障体系，大多数农民工被排斥在社会保障体系

之外，广大的农民更与社会保障无缘。这些处于

无保障状态下的人们应对风险和变故的能力较

弱。一旦发生重大变故，便会陷入贫困状态。

3、社会的稚嫩性。郑杭生、李迎生认为，作为

社会问题而出现的弱势群体产生于社会结构的不

合理、不公平，还产生于社会福利的不完备、不健

全伸J。这就表明在社会转型期，弱势群体的产生

多源于社会的稚嫩性。社会的稚嫩性对于弱势群

体的影响，主要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一方面，不

合理的社会资源分配使得某些群体处于劣势地

位。从弱势群体形成的深层原因看，无论是老弱

病残还是社会的贫困群体，他们之所以陷入弱势

地位，是因为他们所拥有的社会资源(包括财力、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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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声望等)整体匮乏。一般来说，收人高者，

其权力和声望也高；而收入低者，其权力和声望也

低。这表明了当前我国社会资源的分配存在着严

重的不合理，形成了所渭的“社会酬赏重叠”【9】。

另一方面，不合理的社会结构加剧了某些群体的

弱势化。当前我国社会结构的不合理主要表现

为：社会贫富分化加剧、社会阶层的流动呈刚性化

趋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贫富差距”日益扩

大，并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到2002年，全国居民

的基尼系数为0．454，已经超过了国际警戒线的

0．4¨⋯。随着经济体制的转型，我国的主要群体

如工人阶层和农民阶层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向下流

动，并且高层和底层结构开始出现定型化趋势。造

成社会流动缓慢。帕雷托的精英理论认为，只有

构建畅通的精英循环通道，才能确保社会结构的

稳定。而阶层结构的定型化，尤其是底层群体向

上流动的阶层障碍的刚性化，这无疑会加剧弱势

群体的困境。

4、弱者的自卑性。以上三方面是产生弱势群

体的客观因素，弱者的自卑性则是产生弱势群体

的主观因素。社会标签理论指出，越轨行为的产

生是因为社会中的某些权力集团给某些社会成员

及其行为贴上越轨的标签，而使他们逐渐自我修

正，导致越轨行为的发生⋯J。相应地，把标签理

论引入到对弱势群体的研究中就可以发现，当某

些人被贴上了弱势群体的标签，他们就逐渐认可

这一称谓，并在社会认知、社会心理、价值观念、生

活方式等方面发生一系列的变化，最终形成一种

“弱势文化”。“弱势文化”作为社会亚文化的一

种，表现为颓废的生活态度、宿命论、自暴自弃等。

并且这种“弱势文化”会在弱势群体中间被复制

和传承，形成恶性循环，导致整体自信心的丧失。

必须承认，某些弱势群体的成员确有某些难以逾

越的鸿沟。但是，绝大部分弱势群体成员的弱势

地位是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和社会因素的影响而

改变的。布迪厄经过大量的实证调查，发现社会

不但存在着不同的社会场域，而且这些场域中的

社会行动者有着一定的血缘继承关系。这种再生

现象是一种蕴藏很深的机制，人们都习以为常，甚

至将这种由外在社会强加的分工内化。这就是社

会结构再生产的秘密。正是这些秘密，使现存的

秩序成为自然。其实，这种现象是极不合理的也

是可以改变的。遗憾的是，不少弱者缺乏冲破现

实藩篱的勇气。
．12．

三、弱势群体共享社会公正的路径选择

既然弱势群体难享社会公正的原因是多方面

的，那么弱势群体共享社会公正的路径也需要从

多方面去探索。主要的路径有：

1、不断完善有利于弱势群体共享公正的市场

经济体系。首先，要加强我国市场经济中的法律

法规建设。由于市场是各种经济主体进行交易的

重要场所，因此保证市场的统一、开放、竞争、有序

至关重要，这就需要建立一些普通、明确、统一的

规则，并以法律形式把市场规则固定下来，这样才

能冲破对市场人为的分割和垄断，维护良好的市

场秩序，保证各种经济活动的顺利进行。其次，要

重视经济伦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作用。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活动中，存在着大量政府和市场

调节不到或调节失灵的地方，这就需要经济伦理

填补这一空白地带。它不仅可以引导人们在经济

活动中坚持以诚信为本，遵循经济活动的法律法

规，还可以扮演“第三种社会分配者”的角色，使

得人们出于自愿对弱势群体进行捐赠和救济¨2l。

此外，它也是市场经济发展中的第二种规范，规定

了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的正当行为并加以监督。总

之，只有从法律和道德上规范人们的行为，才能构

建比较成熟的市场经济体系。

2、尽快健全有利于弱势群体共享公正的公共

政策体系。在解决弱势群体问题的过程中，政府

是主导型的力量。为了实现弱势群体的社会公

正，需要政府尽快健全公共政策体系，为弱势群体

提供强大的政治支持。一方面，政府应该逐步完

善补偿性社会政策体系。目前弱势群体的产生更

多地源于社会因素，国家必须给予补偿。补偿性

社会政策体系包括针对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政

策、社会福利政策、收入再分配政策及其它各种基

本权利的保护政策等等。另一方面，政府应该重

视建立发展性社会政策体系。补偿性的社会政策

是以一般状况或者以保障最低生活为基准。这种

单一的救助基准不可能满足弱势群体的全部要

求，还可能会带来更为复杂的问题，这就需要建立

旨在提高弱势群体整体素质和社会参与能力的公

共政策。如：就业政策、教育政策、积极的扶贫政

策等等¨3。。此外，政府要积极配合国家立法进行

相关的行政立法。现阶段，我国的弱势群体构成

状况异常复杂，其规模有不断扩大的趋势，这就需

要政府及其行政机关加大力度，以法律法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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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弱势群体的生存和发展。法规政策不但要维

护弱势群体权益、确保社会公平，而且要对剥夺弱

势群体权益的事件予以追究，确保社会正义。相

对而言，社会正义比社会公平更加重要，正义必须

成为社会主义制度的首要价值。

3、积极培育有利于弱势群体共享公正的社会

组织体系。尽管政府在整个弱势群体的社会支持

网络中占有主导地位，但政府的能力是有限的，仅

靠政府单一的社会支持是远远难以满足弱势群体

需求，这就需要培育有利于弱势群体共享公正的

社会组织体系，建立和大力扶持代表弱势群体利

益的各种社会组织，包括各种民办非企业单位、社

会慈善机构以及私人基金等等。这些社会组织提

供的社会支持主要表现在：不仅积极参与各级相

关立法和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而且往往作为特

定群体特别是弱势群体的代言人，表达其利益诉

求和政策主张；利用政府税收和民间资金，补贴低

收人群体，并为其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和发展机

会，从而起到缩小贫富差距的作用u41；致力于为

公众提供各种形式的公益服务，成为政府公共服

务的有益补充。这些社会组织在自身管理与发展

中面l艋诸如财政、经济、效能等问题，政府当然需

要加强管理和引导，促进其健康发展；但从强政府

弱社会的现实来看，政府更需要对他们进行权力

让渡，赋予其更大的自主性。只有这样，这些社会

组织才能蓬勃发展，为弱势群体提供强大的社会

支持。

4、充分利用有利于弱势群体共享公正的文化

传播体系。文化传播的形式有多种，在此主要谈

大众传媒。大众传媒作为反映社会公共事务的信

息平台，承担着相应的社会责任，其报道的内容应

涉及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尤其是社会底层。大众

传媒对于弱势群体的作用体现在：第一，大众传媒

可以发挥其社会救助作用。基于人们对大众传媒

的信任和大众传媒面向大众的特性，一旦媒体上

报道了有关弱势群体需要救助的消息，便很快引

起广大社会成员的重视，继而演变成一种群体效

应，人们纷纷解囊相助，使困难者摆脱困境。第

二，大众传媒可以为弱势群体提供表达诉求的平

台。由于目前我国的选举制度、信访机制以及听

证制度的不完善或缺失，导致弱势群体不能很好

地通过制度渠道来表达自己的利益，大众传媒可

以提供这一平台，实现社会底层的下情上达。值

得指出的是，目前我国弱势群体普遍遭受着传媒

歧视。不仅弱势群体的信息需求得不到满足，话

语权得不到表达，而且传媒过多的负面报道也造

成了社会对弱势群体的刻板印象。这就需要政府

部门对大众传媒进行必要的规范和凋控，以求真

正发挥其社会责任的功能，公正合理地分配信息

资源，保证各阶层的信息平等权。

5、努力形成有利于弱势群体自强不息的社会

激励机制。政府在为弱势群体“输血”的同时，更

应侧重于“造血”，形成有利于弱势群体自强不息

的社会激励机制。首先，要培养弱势群体自重、自

强的精神，充分激发他们的自信心，挖掘其内在潜

能，使其克服自卑感；要教给他们战胜困难的方法

和手段，并为他们摆脱困境创造各种有利机会和

条件。其次，要完善对弱势群体的教育培训制度。

要在“扶贫先扶智、治贫先治愚”的指导思想下，

对弱势群体开展有针对性的职业指导和再就业培

训，提高他们的文化技能，增强其竞争能力和适应

能力，为早日摆脱弱势境地创造条件。再次，要转

变弱势群体的择业观念，摈弃其守旧的就业思想，

使其树立“从事有正当收入的劳动就是就业”的

观念。最后，要鼓励弱势群体自主创业、自谋职

业。并给予政策性优惠。

当然，社会弱势群体要真正、完全的享有社会

公正还有很漫长的路要走。一方面政府要充分了

解、体恤社会弱势群体的困境，从制度的层面给社

会弱势群体更多的关怀与保障，另一方面也要充

分发挥非政府组织的积极作用，以便为弱势群体

提供更多的社会支持。此外，社会也应当为弱势

群体营造一种更加宽松和谐的氛围，使弱势群体

走出心理的阴影，更多的依靠自身的力量摆脱困

境。只有让更多的社会弱势群体享受到社会公

正，我们的社会才能更加公正，我们的社会才能更

加和谐、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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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Choice of the Disadvantaged Group in Sharing Social Justice

U Mei

(PubHc Administration School of Nanjing University，Jiangsu Nanjing 210093，China)

Abstract：The disadvantaged group in CUlTent China啪in a comparatively weak position of economy。politics，culture and social

life in terms of social justiee．This situation has resulted from the utility of the market，the repulsion of the system，the immaturi-

ty of the society and the sense of inferiority of the weak，The paper has probed into the causeof the social disadV蚰taged group§

difficulty in sharing social j11stice，and come up with the following solution：perfecting the market economy system，improving the

public administration system，cultivating social orgni龃tion 8”em，taking advange of culture transmission system and forming睁

cial stimulation system．

Keywords：the disavamaged group；social justice；route cho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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