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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和完善我国基本分配制度要重视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
①

内容提要：坚持和完善我国基本分配制度要重视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第三次分配是在我国当前基本分配制度框架下

的一种社会再分配调节机制，其推动力量是道德、文化、习惯等因素，其遵循的基本原则是自愿原则，民间捐赠、慈善事

业、志愿行动是实现第三次分配的主要形式或途径。第三次分配是对再分配的有益补充。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有助

于我国贫困问题的解决，有助于克服市场机制弊端以及弥补政府调节机制不足，有助于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弘扬和形成

文明和谐的社会风尚。发挥好第三次分配作用，使之从再分配的有益补充到有效补充，必须从坚持和完善我国基本分

配制度着手，依据第三次分配自身特点，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益慈善事业发展之路。

关 键 词：分配制度　第三次分配　再分配　公益慈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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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 议 通 过 的《中 共 中 央 关 于

坚持 和 完 善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制 度　推 进 国 家 治 理

体系和治 理 能 力 现 代 化 若 干 重 大 问 题 的 决 定》中 提

出，坚持和完善我国“按劳 分 配 为 主 体、多 种 分 配 方 式

并存”的 基 本 分 配 制 度，要“重 视 发 挥 第 三 次 分 配 作

用，发展慈善等社会公益事业”①。这是党中央依据马

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基于新 时 代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建

设实践新 要 求，从 坚 持 和 完 善 国 家 基 本 分 配 制 度 角

度、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 理 能 力 现 代 化 层 面 所 作

出的重要安排和最新部 署。在 此 背 景 下，明 确 什 么 是

第三次分配、第三次分配有 什 么 作 用 以 及 如 何 发 挥 好

第三次分配作用等问题，极其必要且意义重大。

二、第三次分配的提出背景、推动

力量、原则及实现形式

　　分配是社会经济活动 总 体 的 一 个 环 节，考 察 分 配

活动、分配关 系 和 分 配 方 式，需 要 将 其 置 于 一 定 社 会

经济运行的总体过程。马克 思 在《〈政 治 经 济 学 批 判〉

导言》中批 判 资 产 阶 级 经 济 学 家 将 生 产、分 配、交 换、

消费的内在 联 系 割 裂 开 来、并 列 起 来，特 别 是 把 分 配

提到首位的做法，他详细阐 述 了 上 述 各 个 环 节 之 间 的

辩证统一关系，明确提出：“分 配 关 系 和 分 配 方 式 只 是

表现为生产要素的背面”，“分 配 本 身 是 生 产 的 产 物”，

“就对象说，能 分 配 的 只 是 生 产 的 结 果，就 形 式 说，参

与生产的一定方式决定分 配 的 特 殊 形 式，决 定 参 与 分

配的形式”②。就当前我国社会基本分配方式而言，它

首先是由我 国 社 会 经 济 运 行 的 总 体 过 程 决 定 并 与 之

相适应的分配方式。具体 而 言，基 于 我 国 社 会 生 产 力

发展水平和上层建筑基本 状 况，在 通 过 改 革 开 放 来 发

展经济的实践进程中，我国 逐 步 形 成 了 规 范 和 反 映 社

会经济运行总体过程的基 本 制 度 框 架，主 要 包 括 三 个

层面的内容：在所有制层 面，坚 持 公 有 制 为 主 体，同 时

支持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 资 经 济 等 健 康 发 展；在 分

配制度层面，坚 持 按 劳 分 配 为 主 体，同 时 允 许 和 鼓 励

资本、土地、知 识、技 术、管 理 等 其 他 生 产 要 素 参 与 分

配；在资源配 置 方 式 层 面，坚 持 社 会 主 义 市 场 经 济 改

革方向，使有效的市场机制 和 有 度 的 宏 观 调 控 有 机 结

合起来。上述三个层面中，分 配 制 度 同 所 有 制 和 资 源

配置方式是相互联系、互 为 支 撑、相 互 促 进 的 关 系，它

们共同构成我国现阶 段 的 基 本 经 济 制 度 体 系。其 次，

按照马克思关于“参与生产 的 一 定 方 式 决 定 分 配 的 特

殊形式，决定参与分配的 形 式”的 论 断，在 社 会 主 义 市

场经济条件下，分配形式需 要 首 先 按 照 包 括 劳 动 在 内

的各生产要素对国民收入 贡 献 的 大 小 进 行 分 配，这 样

才能调动各经济主体参与 生 产 的 积 极 性 和 创 造 性，最

①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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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限度地激 发 活 力，起 到 鼓 励 先 进 的 作 用，实 现 促 进

效率的目标。这种分配形 式 主 要 通 过 市 场 机 制 形 成，

也即通常所说的初次分 配。此 外，在 规 范 经 济 活 动 和

促进效率的 过 程 中，为 了 有 效 防 止 两 极 分 化、使 人 民

群众能够共享改革发展成 果 和 逐 步 实 现 共 同 富 裕，在

用好市场机制的同时，政 府 的 调 节 作 用 不 可 或 缺。体

现在分配形式方面，政府应 当 在 主 要 由 市 场 机 制 形 成

的初次分配 基 础 上，通 过 税 收 制 度、社 会 保 障 和 转 移

支付等手段，对部分国民 收 入 进 行 重 新 分 配。这 种 分

配形式主要通过政府调节 机 制 起 作 用，也 即 通 常 所 说

的再分配。实践证明，由市 场 机 制 所 形 成 的 初 次 分 配

和由政府调节机制所形成 的 再 分 配，极 大 地 促 进 了 我

国社会经济发展效率和公 平 的 有 机 统 一，在 解 放 和 发

展社会生产 力、改 善 人 民 生 活、逐 步 实 现 共 同 富 裕 的

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上述基本分配制度的 形 成、确 立 和 完 善 过 程 构 成

第三次分配 在 我 国 的 提 出 背 景。在 社 会 主 义 市 场 经

济条件下，由市场机制所形 成 的 初 次 分 配 能 够 反 映 劳

动者在财富创造过程中的 技 术 水 平 和 努 力 程 度，但 同

时也反映其初始继承的财 富 等 其 他 因 素，由 于 劳 动 者

个体差异特别是其参与市 场 机 制 的 起 点 不 同，由 市 场

机 制 所 形 成 的 初 次 分 配 会 不 可 避 免 地 造 成 收 入 差 距

的扩大。对此，专门研究财 富 与 不 平 等 分 配 问 题 的 法

国著名经济学家托 马 斯·皮 凯 蒂 在《２１世 纪 资 本 论》

中指出，市场机制造成的 收 入 差 距 的 扩 大，“与 任 何 形

式的市场缺陷都无关”，相 反，市 场 机 制 越 完 善，其“可

能性就越大”①。为 了 克 服 由 市 场 机 制 所 形 成 的 初 次

分配的弊端 和 弥 补 其 不 足，在 初 次 分 配 基 础 上，通 过

政 府 调 节 机 制 对 部 分 国 民 收 入 进 行 再 分 配 成 为 应 对

初次分配弊 端 和 不 足 的 有 效 手 段。政 府 调 节 以 既 促

进效率又维 护 公 平 为 目 标，但 是，由 于 各 种 条 件 的 限

制，通过政府调节机制所形 成 的 再 分 配 也 有 自 身 的 限

度。在此背景下，我国一些 学 者 提 出 了 第 三 次 分 配 的

主张，其中比较有代表性 和 影 响 力 的 主 要 有 两 个。一

是我国著名 经 济 学 家 厉 以 宁 提 出 的 观 点。早 在１９９４
年出版的《股份制与现代 市 场 经 济》一 书 中，厉 以 宁 就

提出市场经 济 条 件 下“第 三 次 分 配”的 主 张。在２０１０
年６月接受人民网理论 频 道 记 者 采 访 时，针 对 我 国 社

会主义市场 经 济 条 件 下 的 分 配 现 状，厉 以 宁 提 出“收

入不应只有 市 场、生 产 要 素 进 行 首 次 分 配，而 是 要 政

府加强调 节、引 导 慈 善 事 业 的 三 次 分 配 理 论”，所 谓

“第三次分配”，即在通过市 场 实 现 的 第 一 次 分 配 和 通

过政府调节 而 进 行 的 第 二 次 分 配 之 外，“个 人 出 于 自

愿，在习惯与道德的影响下 把 可 支 配 收 入 的 一 部 分 或

大部分捐赠出去”的 行 为②。二 是 已 故 我 国 著 名 经 济

学家和社会 活 动 家 成 思 危 的 观 点。党 的 十 六 届 五 中

全会召开之 后，时 任 全 国 人 大 常 委 会 副 委 员 长、中 国

民主建国会主席的成思危 在 接 受 媒 体 采 访 时 表 示，仅

靠政府的二次分配还不能 完 全 解 决 一 些 困 难 问 题，因

此，“三次分 配 非 常 重 要”，它 是 促 进 共 同 富 裕 和 调 节

社会分配的一个非常重 要 的 手 段。在 他 看 来，初 次 分

配讲效率，就 是 要 让 那 些 有 知 识、善 于 创 新 并 努 力 工

作的人能得 到 更 多 报 酬，首 先 富 裕 起 来；二 次 分 配 讲

公平，政府应“利用税收 等 手 段 来 帮 助 弱 势 群 体，建 立

全面、系统、适度、公平和 有 效 的 社 会 保 障 体 系”；三 次

分配讲社会责任，即“先 富 起 来 的 人 在 自 愿 的 基 础 上，

拿出自己的 部 分 财 富，通 过 慈 善 事 业 等 方 式，来 帮 助

贫困地区和弱势群体”③。

党的十九届 四 中 全 会 首 次 将“第 三 次 分 配”写 进

党和国家的正式文件，表明 它 已 经 成 为 今 后 一 段 时 期

坚持和完善 我 国 基 本 分 配 制 度 的 重 要 着 力 点。党 的

十九届四 中 全 会 召 开 后 不 久，国 务 院 副 总 理 刘 鹤 在

《人民日报》撰 文 指 出：“第 三 次 分 配 是 在 道 德、文 化、

习惯等影响 下，社 会 力 量 自 愿 通 过 民 间 捐 赠、慈 善 事

业、志愿行动 等 方 式 济 困 扶 弱 的 行 为，是 对 再 分 配 的

有益补充。”④这是 在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进 入 新 时 代、

我国社会文 明 程 度 不 断 提 高 和 全 社 会 公 益 慈 善 意 识

日渐增强 的 情 况 下，对 第 三 次 分 配 所 进 行 的 全 新 概

括。具体而言，第 一，它 明 确 了 第 三 次 分 配 的 推 动 力

量是道德、文 化、习 惯 等 因 素；第 二，它 确 认 了 第 三 次

分配的主体是社会力量，所 遵 循 的 基 本 原 则 是 自 愿 原

则，目标指向的是济困扶 弱；第 三，它 拓 展 了 第 三 次 分

配的实现形 式 或 途 径———相 较 于 以 往 人 们 通 常 所 关

注到的慈善事业，它拓展和 补 充 了 第 三 次 分 配 的 两 种

重要形式，即民间捐赠和 志 愿 行 动；第 四，它 对 第 三 次

分配作用进行了明确，即它是对再分配的有益补充。

三、第三次分配作用及其制度定位：

对再分配的有益补充

　　在对 第 三 次 分 配 进 行 研 究 的 过 程 中，有 学 者 提

出，第三次分配可以做“市 场 不 为”且“政 府 不 能”的 事

①
②
③
④

［法］托马斯·皮凯蒂著，巴曙松等译：《２１世纪资本论》，中信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２８页。
陈叶军：《厉以宁：通过三次分配解决收入分配难题》，《证券日报》２０１０年６月２６日第Ｂ３版。
《成思危提倡“三次分配”全力构建合理分配制度》，人民网，ｈｔｔｐ：∥ｎｐｃ．ｐｅｏｐｌｅ．ｃｏｍ．ｃｎ／ＧＢ／１４５５４／３７７１８５８．ｈｔｍｌ。
刘鹤：《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人民日报》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２２日第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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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是“托起社会的第三只手”①；有学者基于这一分配

方式自身特点，将第三次分 配 描 述 为 促 进 社 会 公 平 正

义的“温柔之手”②；等等。应当指出，这些讨论对认识

第三次分配 有 其 积 极 意 义，但 是，讨 论 第 三 次 分 配 有

什么作用以及如何认识和 定 位 第 三 次 分 配 的 作 用，必

须明确这种 分 配 方 式 所 基 于 的 社 会 制 度 环 境，否 则，
这种 讨 论 很 难 有 效 进 行，并 很 可 能 陷 入 各 种 误 区

当中。
以慈善事 业 为 例。在 对 资 本 主 义 社 会 进 行 考 察

的过程中，马 克 思 并 不 否 认 某 些 资 产 者 本 人 具 有 的

“较高尚的动机”③，但 对 于 当 时 资 本 主 义 社 会 所 出 现

的慈善事 业———“在 德 国 有 许 多 慈 善 协 会，在 法 国 有

不少慈善社团，在英国也举 办 无 数 唐·吉 诃 德 式 的 慈

善事业，如为 赈 济 穷 人 举 办 的 音 乐 会、舞 会、义 演、义

餐，甚至为 遭 遇 不 幸 的 人 募 捐”等 活 动———马 克 思 指

出：这在 很 大 程 度 上 只 是“金 钱 贵 族 和 知 识 贵 族 娱

乐”，这些活动只是被资产者“当作消遣来举办”④。恩

格斯在《英国 工 人 阶 级 状 况》一 书 中 深 入 剖 析 了 英 国

资产阶级“行 善”的 虚 伪 本 质，他 指 出：英 国 资 产 阶 级

的慈善行为是为了他们自 身 的 利 益，他 们 把 自 己 对 穷

人的施舍看作同穷人“做 买 卖”———“我 为 慈 善 事 业 花

了这么多钱，我 就 买 得 了 不 再 受 他 们 搅 扰 的 权 利，而

你们就得待在自己的阴暗 的 狗 窝 里，不 要 用 你 们 的 那

副穷相来刺 激 我 敏 感 的 神 经！你 们 不 妨 继 续 悲 观 失

望，但是 要 做 得 让 人 觉 察 不 到。这 就 是 我 提 出 的 条

件，这就是我捐给医院２０英镑所换取的东西！”⑤在此

基础上，借用 曼 彻 斯 特 帕 金 逊 掌 教 所 著 小 册 子“曼 彻

斯特等地的 穷 人 劳 动 者 的 现 状”中 的 研 究 资 料，恩 格

斯深刻指出：“穷人从他们 的 穷 弟 兄 那 里 得 到 的 帮 助，
比从资产阶 级 那 里 得 到 的 要 多 得 多。淳 朴 的 无 产 者

深知饥饿的 苦 楚，所 以 他 们 虽 然 自 己 也 不 够 吃，还 是

乐意舍己救 人。他 们 这 种 援 助 的 意 义 是 与 穷 奢 极 欲

的资产者 所 扔 出 来 的 那 点 布 施 迥 然 不 同 的。”⑥实 际

上，造成资本主义社会两极 分 化 和 无 产 者 贫 困 的 根 本

性原因是资本主义的社会 经 济 制 度，在 这 一 制 度 框 架

下，由资产者 主 导 和 发 起 的 慈 善 活 动，更 多 的 是 为 其

增添了一抹人道主义的色 彩，它 对 缓 解 因 巨 大 财 富 差

距而引发的社会动荡和矛 盾 有 一 定 作 用，但 这 种 作 用

极其有限。需要指出的是，马 克 思 和 恩 格 斯 对 资 本 主

义慈善事 业 的 上 述 批 判 在 今 天 依 然 没 有 过 时。２００６
年以来，与“慈善资本主义（Ｐｈｉｌａｎｔｈｒｏｐ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ａｍ）”⑦

的相关话题 引 发 了 人 们 的 广 泛 关 注，但 是，这 种 所 谓

的“慈善资本主义”，本质上 所 遵 循 的 仍 然 是 一 种 大 资

本同穷人“做买卖”的逻辑，是 一 种 借 慈 善 或 慈 善 创 新

之名行资本赚钱之实的行 为，其 所 张 扬 的 仍 然 是 资 本

至上的价值观。所不同的 是，当 代 资 本 主 义 社 会 的 富

豪阶层所借 助 的 是 一 些 现 代 金 融 工 具，“这 些 慈 善 创

新工具打着‘打通慈善与 商 业 之 间 隔 阂’的 旗 号，却 每

一样都要求有丰沛的 资 本 和 高 超 的 金 融 技 巧”———因

此，有学者指出：“慈善资 本 主 义，或 曰 慈 善 创 新，在 本

质上是资本精英群体对市 民 群 体 的 清 洗，是 市 场 逻 辑

对市民参与逻辑的倾轧。”⑧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 出 的“重 视 发 挥 第 三 次 分

配作用，发展慈善等社会 公 益 事 业”，是 基 于 我 国 现 阶

段的社会经济制度，从坚持 和 完 善 我 国 基 本 分 配 制 度

的角度所作 出 的 重 要 安 排 和 最 新 部 署。在 我 国 当 前

社会制度环 境 下，作 为 一 种 济 困 扶 弱 的 行 为，第 三 次

分配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 下 三 个 方 面：一 是 有 助 于 贫

困问题的 解 决，能 够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缩 小 财 富 分 配 差

距，促进共同 富 裕。在 此 方 面，民 间 捐 赠 和 慈 善 事 业

发挥着重要 作 用。民 间 捐 赠 和 慈 善 事 业 可 以 使 部 分

社会财富通过一定形式惠 及 困 难 群 众，在 一 定 程 度 上

改善他们的生存和生活条 件，特 别 是 通 过 向 困 难 群 众

和低收入群体所提供的有 针 对 性 的 技 能 培 训，能 够 在

一定程度上提高他们的收 入 水 平，帮 助 他 们 克 服 或 缓

解部分困难。二 是 有 助 于 克 服 市 场 机 制 弊 端 以 及 弥

补政府调节机制不足。具 体 而 言，通 过 民 间 捐 赠 和 慈

善事业，不仅能够在一定程 度 上 缩 小 市 场 机 制 所 造 成

的财富分 配 差 距，而 且 能 够 对 政 府 调 节 机 制 范 围 不

及、力度不够 的 领 域 形 成 一 种 必 要 的 补 充，例 如 由 团

中央和中国青少年发 展 基 金 会 于１９８９年 发 起 的 以 救

助贫困地 区 失 学 少 年 儿 童 为 目 的 的“希 望 工 程”。除

此之外，志愿 行 动 在 此 方 面 发 挥 着 非 常 重 要 的、不 可

替代的作用。２００８年被称为中国的“志愿者元年”，一

个重要的原 因 是“五·一 二”汶 川 地 震 的 发 生。根 据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宋林飞：《第三次分配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学海》２００７年第３期。
何忠国：《重视发挥第三次分配的作用》，《学习时报》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１８日第１版。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５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９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７年版，第２４７－２４８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７年版，第５６７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７年版，第５６８页。
２００６年２月，美国《经济学人》杂志编发了７篇关于慈善投资的报道文章，其中一篇题为“Ｔｈｅ　Ｂｉｒｔｈ　ｏｆ　Ｐｈｉｌａｎｔｈｒｏｐ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ａｍ”，由

此引发了人们对“慈善资本主义”的讨论。
褚蓥：《市场自由，还是政府主导？———论中国慈善创新的出路》，《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８年第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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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新闻办 公 室２００９年５月１１日 发 布 的 白 皮 书

《中国的 减 灾 行 动》，此 次 地 震 灾 难 发 生 之 后，有３００
万以上的志愿者深入灾区提供志愿服务，有超过１０００
万以上的志愿者在后方参 与 了 抗 震 救 灾 活 动，在 应 急

救援、物 资 供 应、心 理 援 助 等 方 面 发 挥 了 重 要 作 用。

三 是 有 助 于 社 会 主 义 价 值 观 的 弘 扬 和 形 成 文 明 和 谐

的社会风尚。共同富裕是 社 会 主 义 的 本 质 要 求，实 现

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 社 会 主 义 的 最 高 价 值 追 求，

社会和谐是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的 本 质 属 性。由 社 会

力量通过民 间 捐 赠、慈 善 事 业、志 愿 服 务 等 形 式 进 行

的第三次分 配，内 嵌 着 社 会 主 义 的 这 些 价 值 观，是 弘

扬这些价值 观 的 实 践 载 体，对 于 促 进 社 会 和 谐、形 成

良好的社会风尚和提升社会文明程度具有重要作用。

明确第三次 分 配 在 我 国 社 会 主 义 建 设 过 程 中 的

上述重要作用，并不意味着 要 用 第 三 次 分 配 来 取 代 由

市 场 机 制 所 进 行 的 初 次 分 配 和 由 政 府 调 节 机 制 所 进

行的再分配。首 先，依 据 历 史 唯 物 主 义 基 本 原 理，一

定 的 生 产 关 系 和 分 配 关 系 由 生 产 力 发 展 的 一 定 状 况

所决定。我国社会主义初 级 阶 段 的 生 产 力 状 况，决 定

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 制 经 济 共 同 发 展 的 所 有 制

结构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 种 分 配 方 式 并 存 的 分 配 形

式。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 配 的 主 体 地 位，是 我 国 社 会

主义制度区别于资本主义 制 度 的 重 要 标 志，它 首 先 从

制 度 层 面 避 免 了 资 本 主 义 生 产 资 料 私 人 占 有 基 础 上

的资本积累所造成 的 劳 动 者 的“贫 困 积 累”①，因 而 是

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 的 重 要 体 现，具 有 强 大 的 生

命力。从经济 体 制 看，在 社 会 主 义 市 场 经 济 条 件 下，

通过发挥市 场 的 竞 争 机 制、价 格 机 制 作 用，能 够 有 效

推动资源配 置 效 率 不 断 优 化。坚 持 各 种 生 产 要 素 由

市场评价贡 献、获 得 各 自 收 益，体 现 了 分 配 的 效 率 原

则，有利于调动各方面的积 极 性 来 促 进 社 会 生 产 力 的

发展。与此同 时，政 府 通 过 税 收 制 度、社 会 保 障 和 转

移支付等方式对部分国民 收 入 进 行 的 再 分 配，有 效 地

保障了社会各阶层成员基 本 权 益，主 要 体 现 了 分 配 的

公平原则。总之，由市场机 制 所 进 行 的 初 次 分 配 和 由

政府调节机制所进行的再 分 配，是 我 国 基 本 分 配 制 度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下 的 具 体 实 现 形 式，是 同 我

国生产力和上层建筑状况 相 适 应 的 分 配 形 式，能 够 有

效促进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因 此 在 实 践 中 必 须 毫 不 动

摇地坚持。其次，历史唯物 主 义 基 本 原 理 强 调 经 济 基

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性作 用，但 同 时 肯 定 上 层 建 筑 对

经济基 础 的 能 动 作 用。在 自 愿 的 基 础 上，由 社 会 道

德、文化、习惯等因素所推 动 的 第 三 次 分 配，是 观 念 上

层建筑对经济基础能动作 用 的 具 体 体 现，能 够 对 坚 持

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 方 式 并 存 的 基 本 分 配 制 度

起到促进作用，有助于促进 社 会 和 谐 和 我 国 贫 困 问 题

的解决，因此 应 给 予 鼓 励 和 提 倡。最 后，第 三 次 分 配

之所以被称为第三次分配，是 因 为 其 依 赖 的 机 制 是 不

同于市场机制和政府机制 的 社 会 机 制，但 从 经 济 制 度

层面看，它仍 属 于 再 分 配 领 域，是 再 分 配 领 域 中 不 同

于政府调节 机 制 的 一 种 分 配 调 节 机 制。由 于 第 三 次

分配能够做 市 场 不 为、政 府 不 能 的 事 情，因 此 能 够 对

以政府为主的再分配 调 节 机 制 提 供 有 益 补 充。总 之，

鼓励和提倡第三次分配，并 不 意 味 着 要 用 第 三 次 分 配

来取代由市 场 机 制 所 进 行 的 初 次 分 配 和 由 政 府 调 节

机制所进行的再分配，而是 在 坚 持 我 国 基 本 分 配 制 度

的基础上，通过拓展和健全 再 分 配 调 节 机 制 来 完 善 基

本分配制度的重要举措，是 对 再 分 配 的 有 益 补 充。这

是对第三次分配作用的制度定位。

四、从有益补充到有效补充：如何

发挥好第三次分配作用

　　发挥好第三次分配作 用，使 之 从 再 分 配 的 有 益 补

充到有效补充，必须从坚持 和 完 善 我 国 基 本 分 配 制 度

着手，依据第 三 次 分 配 自 身 特 点，走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公益慈善发展之路。

第一，发挥好 第 三 次 分 配 作 用，要 根 据 第 三 次 分

配自身特点，健全和完善促 进 我 国 公 益 慈 善 事 业 健 康

发展相关的体制机制。首 先，应 进 一 步 明 确 党 对 公 益

慈善事业的 全 面 领 导。党 的 领 导 是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最本质的特征。党对公 益 慈 善 事 业 的 全 面 领 导，是

确保我国公 益 慈 善 事 业 服 务 于 最 大 多 数 人 利 益 的 根

本政治保证，也是确保第三 次 分 配 成 为 我 国 再 分 配 制

度有益和有 效 补 充 的 根 本 政 治 保 证。由 于 公 益 慈 善

活动本身内嵌着价值观，加 强 党 对 公 益 慈 善 事 业 的 全

面领导，要特别重视发挥党 在 公 益 事 业 和 慈 善 捐 赠 中

的政治把关和价值引导 作 用。其 次，要 健 全 和 完 善 促

进我国公益 慈 善 事 业 健 康 发 展 相 关 的 法 律 法 规 及 配

套政策。经过 数 年 的 调 研 和 起 草，《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慈善法》于２０１６年 正 式 颁 布 实 施，之 后，民 政 部 及 其

他相关部委先后出台了２０多 项 公 益 慈 善 领 域 的 政 策

文件，有力地 促 进 了 我 国 公 益 慈 善 事 业 的 规 范、持 续

与健康发展。在健全和完 善 国 家 层 面 立 法 的 同 时，还

需为这些法 律 法 规 的 落 地 作 出 更 为 细 致 的 制 度 性 安

排，如制定具 体 的 配 套 税 收 政 策、落 实 企 业 和 个 人 公

益性捐赠所得税税前扣除 政 策、简 化 慈 善 捐 赠 免 税 政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５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７４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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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程序等。最后，要健全对 公 益 慈 善 组 织 及 其 活 动 的

评估监 督 机 制，强 化 信 息 公 开，提 高 其 社 会 公 信 力。

公信力是公益慈善组织的 生 命，保 障 和 提 高 公 益 慈 善

组织的社会公信力，是促进 我 国 公 益 慈 善 事 业 健 康 发

展的关键。要 保 障 和 提 高 公 益 慈 善 组 织 的 社 会 公 信

力，除了政府各相关部门对 公 益 慈 善 组 织 及 其 活 动 进

行依法监管 之 外，要 在“公 益 事 业 中 广 泛 实 行 群 众 自

我管理、自我服务、自 我 教 育、自 我 监 督”①，充 分 发 挥

公益慈善组 织 的 自 我 管 理、自 我 监 督 能 力，提 升 其 行

业自律水平。要 着 力 提 高 公 益 慈 善 组 织 及 其 开 展 活

动的公开 透 明 性，建 立 公 益 慈 善 信 息 统 计 和 发 布 机

制，明确公开的内容、时限 及 途 径 等，同 时 开 辟 畅 通 便

捷的问责和 投 诉 渠 道，强 化 社 会 舆 论 监 督 作 用，逐 步

形成政府监 管、行 业 自 律、社 会 舆 论 监 督 等 多 方 协 同

的监督机 制，确 保 我 国 公 益 慈 善 事 业 的 健 康 可 持 续

发展。

第二，第 三 次 分 配 需 要 借 助 于 一 定 的 形 式 或 途

径，发挥好第 三 次 分 配 作 用，要 立 足 于 我 国 社 会 主 义

初级阶段基 本 国 情，根 据 我 国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实 际，在

实践中拓展 和 完 善 发 挥 第 三 次 分 配 作 用 的 渠 道。首

先，除慈善事 业 之 外，民 间 捐 赠 和 志 愿 行 动 在 第 三 次

分配中也发挥着重要的作 用，也 是 发 挥 第 三 次 分 配 作

用的重要渠 道。相 较 于 以 慈 善 组 织 为 载 体 的 慈 善 事

业，民间捐赠 具 有 更 大 的 灵 活 性，它 可 以 基 于 捐 赠 人

自身旨趣和 能 力，选 择 特 定 的 需 要 捐 赠 的 对 象，并 根

据捐赠对象 需 要，直 接 给 予 其 力 所 能 及 的 帮 助，不 仅

拓展了发挥第三次分配作 用 的 渠 道，而 且 有 助 于 捐 赠

的平民化、大众化。志愿行 动 是 一 种 以 奉 献 社 会 为 宗

旨，以社会需 求 特 别 是 困 难 群 众 的 需 求 为 导 向，向 社

会提供无偿服务的特殊 实 践。新 中 国 成 立 之 后，为 了

弘扬社会主 义 新 道 德、巩 固 集 体 主 义 价 值 观，在 党 和

政府的倡 议 及 领 导 下，新 中 国 开 展 了 一 系 列 义 务 活

动，如爱国卫生运动、学雷 锋 活 动、全 民 义 务 植 树 运 动

等，这些义务 活 动 本 身 就 带 有 一 定 的 志 愿 活 动 性 质。

改革开放之后，经济的快速 发 展 使 人 民 生 活 水 平 迅 速

提高、公民意识日益增强，伴 随 着 政 府 职 能 的 转 变，志

愿行动的自主性和自愿原 则 等 特 征 得 到 了 极 大 加 强，

其 中 具 有 典 型 意 义 的 形 式 是 团 中 央 发 起 的 中 国 青 年

志愿者 行 动 和 快 速 发 展 的 社 区 服 务。截 至２０１８年

底，全国共有各类社区服 务 机 构 和 设 施４２．７万 个，城

市社区综合服务设施覆盖率已达到７８．７％，农村社区

综合服务设施覆盖率已达到４５．３％，社区志愿服务组

织（团体）１２．９万 个。２０１８年 全 年 有１０７２．０万 人 次

在民政领域 提 供 了２３８８．７万 小 时 的 志 愿 服 务。② 其

次，拓展和完 善 发 挥 第 三 次 分 配 作 用 的 渠 道，可 以 在

实践中将 以 上 三 个 渠 道 进 行 有 机 融 合，实 现 共 同 促

进。例如，一些较大数额 的 捐 赠 可 以 委 托 慈 善 组 织 来

进行。２０１０年５月，福建福耀玻璃集团董事长曹德旺

委托中国扶 贫 基 金 会 向 西 南 五 省 区 市 旱 灾 区 贫 困 农

户捐赠２亿 元，在 与 中 国 扶 贫 基 金 会 签 署 捐 赠 协 议

中，曹德旺要 求：中 国 扶 贫 基 金 会 必 须 在 半 年 内 将２
亿元善款以每户２０００元 标 准 发 放 到 西 南 五 省 区 市 的

近１０万农户手 中，管 理 费 不 超 过３％，差 错 率 不 得 超

过１％，否则按超出部 分 的３０倍 进 行 赔 偿。③ 而 按 照

政策规定，管理费只要不超过１０％就行。严苛的条款

对慈善组织提出了新要求，它 一 方 面 体 现 了 捐 赠 者 的

个人意愿，另一方面也在一 定 程 度 上 对 慈 善 组 织 从 业

人员的尽职程度、专业水平 和 管 理 能 力 的 提 升 起 到 了

促进作用。再次，在实践 中 拓 展 和 完 善 发 挥 第 三 次 分

配作用的渠道，使三渠道 有 机 融 合、共 同 促 进、共 同 发

展，应借助于现代科技 特 别 是 互 联 网 技 术。随 着 互 联

网技术创新日新月异和互 联 网 公 益 慈 善 文 化 的 普 及，

通过“互联网＋”促 进 公 益 慈 善 事 业 的 发 展 已 然 成 为

趋势。互联网 的 精 髓 在 于 连 接，借 助 于 互 联 网，一 方

面有助于实现公益慈善资 源 的 精 准 匹 配，另 一 方 面 为

多元主体参与公益慈善事 业 提 供 了 较 为 便 捷 的 渠 道，

能使公益慈善活动的范围 得 到 巨 大 延 伸 和 扩 展，同 时

也有助于推动政府、公益 慈 善 组 织、企 业、媒 体 及 个 人

等多元主体在公益慈善事业发展中协同共进。

第三，由于第 三 次 分 配 的 推 动 力 量 是 社 会 道 德、

文化、习惯等 因 素，因 此，发 挥 好 第 三 次 分 配 作 用，应

注重培育适 应 中 国 国 情 的 社 会 主 义 公 益 慈 善 文 化 和

财富伦理观，为第三次分配 提 供 强 大 而 深 厚 的 精 神 驱

动力量。首先，应当加强 对 社 会 主 义 公 益 慈 善 观 的 研

究和公益慈善实践经验的 总 结，在 此 基 础 上 构 建 和 培

育适合中国 国 情 的 社 会 主 义 公 益 慈 善 文 化。作 为 科

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 思 和 恩 格 斯 对 资 本 主 义 社

会资产阶级 所 推 动 的 慈 善 事 业 的 批 判 中 蕴 含 着 发 展

社会主义公益慈善事业应 当 遵 循 的 基 本 原 则，如 慈 善

行为不应成为施舍 者“摆 架 子 和 消 遣 的 对 象”④、施 舍

①

②
③
④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 国 家 治 理 体 系 和 治 理 能 力 现 代 化 若 干 重 大 问 题 的 决 定》，《人 民 日
报》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６日第１版。

民政部：《２０１８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商人曹德旺———心中有大善》，半月谈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ｂａｎｙｕｅｔａｎ．ｏｒｇ／ｃｈｃｏｎｔｅｎｔ／ｇｄ／ｓｄｒｗ／２０１１５９／７６８６６．ｓｈｔｍｌ。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７年版，第２４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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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不应“在世人面前摆出一副人类恩人的姿态”①并通

过施舍活动对受施人进行 侮 辱 或 伤 害 其 尊 严、不 能 将

慈善当作实现个人私 利 的“买 卖”②来 做 等，在 此 基 础

上，他们高度肯定无产者之 间 基 于 自 身 苦 难 经 历 而 进

行无私援助 的 意 义。构 建 和 培 育 适 合 中 国 国 情 的 社

会主义公 益 慈 善 文 化，必 须 遵 循 和 贯 彻 上 述 基 本 原

则。此外，在社会主义建设 实 践 中 形 成 的 一 些 好 的 经

验和做法需 要 大 力 提 倡，如 列 宁 所 倡 导 的“共 产 主 义

星期六义务 劳 动”、我 国 在 社 会 主 义 建 设 过 程 中 长 期

组织和倡导的“学 雷 锋 活 动”“希 望 工 程”以 及 各 种 志

愿者活动等，这些好的经验 和 做 法 中 所 体 现 的 精 神 价

值，应成为构建和培育适合 中 国 国 情 的 社 会 主 义 公 益

慈善文化的重要思想资 源。其 次，应 当 充 分 挖 掘 我 国

传统文化中关于公益慈善 的 思 想 元 素 和 价 值 观 念，赋

予其现代形式，并加以弘 扬 和 继 承。在 长 期 的 农 业 社

会生存实践特别是应对各 种 生 存 磨 难 的 历 史 进 程 中，

中华民族形成了许多同公 益 慈 善 相 关 的 思 想 资 源，如

孔子提出的“仁者”“爱人”“博 施 于 民 而 济 众”等 思 想，

孟子“出入相友，守望相 助，疾 病 相 扶 持”的 思 想，以 及

以家庭成员 之 间 关 系 为 原 点、由 己 及 人 的“老 吾 老 以

及人之老，幼 吾 幼 以 及 人 之 幼”的 思 想 等。在 我 国 传

统社会，这些思想观念的践 行 活 动 通 常 被 赋 予“义”的

内涵，如捐学助教被称为“义 学”，劝 善 集 会 被 称 为“义

聚”，慈 善 粮 储 被 称 为“义 仓”，施 舍 行 为 被 称 为“义

舍”，等等。一方面，上述 理 念 在 中 国 人 的 观 念 世 界 中

有深厚的根 基，因 而 能 够 形 成 广 泛 的 价 值 认 同；另 一

方面，要使这 些 理 念 同 现 代 生 活 方 式 相 适 应，特 别 是

突 破 其 在 传 统 农 业 社 会 中 所 基 于 的 血 缘 关 系 和 地 缘

关系的局限，使之能够成为 激 发 现 代 社 会 公 民 应 当 具

有的社会责任感的构成 要 件。最 后，应 当 培 育 并 大 力

弘扬与社会 主 义 本 质 相 契 合 的 财 富 伦 理 观。财 富 伦

理观是人们在财富的创造、分 配 和 使 用 过 程 中 所 形 成

和表现出来的伦理观念，因 为“财 富 的 创 造、分 配 和 使

用 过 程 同 时 是 表 现 和 形 成 人 们 之 间 各 种 伦 理 情 感 和

伦理关系的过程，也是表现 和 形 成 人 们 的 各 种 伦 理 观

念的过程”③。步入现代 社 会 之 后，财 富 的 创 造、分 配

和使用等活动 逐 步 取 代 了 人 们 对“神 圣 价 值”的 向 往

与追求，进而成为人们生活 意 义 及 生 命 伦 理 价 值 的 寄

托。在此过程中，比较有代 表 意 义 的 是 人 们 通 过 对 财

富 的 三 种 不 同 使 用 方 式 所 表 达 出 来 的 三 种 财 富 伦 理

观：一是尽可能减少财富消 费 以 用 于 积 累 的 财 富 伦 理

观，与 之 内 在 相 关 的 是 马 克 斯·韦 伯 所 说 的“资 本 主

义精神”。韦伯将这种财富伦 理 观 同 新 教 的“天 职”观

念和“禁 欲 主 义”联 系 起 来，以 解 释 这 种“奇 特 的 伦

理”，即“认 为 个 人 有 增 加 自 己 的 资 本 的 责 任，而 增 加

资本本身就是目的”④。实际上，这种财富伦理观形成

于资本主义初期，是由早期 资 本 主 义 生 产 方 式 所 塑 造

并与之相适 应 的 财 富 伦 理。二 是 以 占 有 和 挥 霍 巨 额

财富为目的财富伦理观，它 与 拜 金 主 义 和 享 乐 主 义 密

切相关。由于金钱成为现 代 社 会 财 富 的 代 表，而 货 币

所特有的社 会 功 能 使 得 其 在 现 代 生 活 世 界 中 表 现 得

异常耀眼，由 此 使 人 们 极 易 陷 入 对 金 钱 痴 迷，认 为 金

钱不仅万能，而且是衡 量 一 切 行 为 的 价 值 标 准。在 此

过程中，人 们 甚 至 忽 略 获 得 金 钱 手 段 与 途 径 的 正 当

性，而是将目光聚焦于占有 金 钱 的 数 额 以 及 对 数 额 巨

大的财富的 挥 霍 行 为 之 上。拜 金 主 义 和 享 乐 主 义 者

不仅将这种占有和挥霍视 为 人 生 成 功 的 标 志，并 在 此

过程中获得巨大的心理满 足，甚 至 将 其 作 为 个 人 追 寻

和实现自我价值的途径。三 是 以 帮 助 他 人、回 馈 社 会

为目的而与 他 人 共 享 财 富 的 财 富 伦 理 观。对 于 奉 行

这一财富伦理观的人来说，用 自 己 能 够 支 配 的 财 富 回

馈社会和帮助到有需要的 人，这 本 身 就 是 一 种 快 乐 和

满足，也是实现自我价 值 和 生 命 意 义 的 一 种 途 径。毫

无疑问，与社会主义本质相 契 合 的 是 第 三 种 财 富 伦 理

观，因为共同富裕是社会 主 义 的 本 质 要 求，“是 马 克 思

主义的一个基本目标，也是 自 古 以 来 我 国 人 民 的 一 个

基本理想”，而共享发展理 念“体 现 的 是 逐 步 实 现 共 同

富裕的要求”⑤。因此，在构建和培育适合中国国情的

社会主义公益慈善文化的 过 程 中，应 当 培 育 并 大 力 弘

扬这种财富伦理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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