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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优绩主义是与社会的公平正义相联系的一个术语，它主张以人们的成就和功绩等优秀的因素来分配人们

的收入、财富以及机会。通常情况下，人们都会下意识的认为优绩主义所主张的“能者多得”的逻辑是

正确的且具有正义内涵。可是，在优绩主义得以普遍应用的情形下，人们逐渐发现优绩主义自身所存在

问题。因此，本文旨在明析优绩主义的基本内涵及其发展，阐明优绩主义的立足点及其存在之困境，随

即尝试性地提出一种走出优绩主义困境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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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eritism is a term associated with social fairness and justice, which advocates 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 wealth, and opportunity based on merit factors such as people’s achievements and merits. 
Under normal circumstances, people subconsciously believe that the meritocratic logic of “those 
who can get more” is correct and has a righteous connotation. However, when meritocracy is 
widely used, people gradually find that meritocracy has its own problems. Therefore, this paper 
aims to clarify the basic connot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meritism, clarify the foothold of meritism 
and its predicament, and then try to put forward a path out of the predicament of merit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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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当今社会下，人们都在“内卷”，都想着通过个人的努力去实现自己想要的幸福生活，并且坚信

着只要肯努力、肯奋斗就能够达成自己希冀的愿景。这种“自我奋斗”或是“自我救助”之所以能够打

动人心，行之有效，是因为整个社会充斥着这样的价值观念即“经济和社会的报酬与奖赏，应当根据一

个人的努力程度和才能，特别是其取得的实绩来决定。”[1]这样的价值观念是一种基于“应得”感受而

来的，是优绩主义明显的特点。然而，人们也不加反思的运用这由社会加诸于自身的价值观念来指导自

身的行为，很少对这样的价值观念进行批判性思考，从而走进优绩主义所设置好的陷阱之中。简而言之，

人们都被优绩主义裹挟着，形成了人们被“绩”所异化的局面，即为了能够获得相应的财富、地位，不

断的努力奋斗，从而遗忘了自己存活的价值和意义，成为被优绩、被财富、被工作所异化的人。因此，

澄清优绩主义的内涵和其局限性以及寻找解决路径有助于使当代人更加理性的认识优绩主义。 

2. 何为优绩主义？ 

“优绩”二字是由英语单词“Merit”翻译而来，通过查询字典可以知道“Merit”作为名词有着“功

勋、功劳、价值、长处、优点”等含义，作为动词则有着“值得、应获得”的意思。优绩主义旨在说明

人们应当获得与自己优点、价值、才能等相匹配的东西，这就使“Merit”的动词和名词的词义相关联起

来。优绩主义在社会政治层面，讲求财富与才能相匹配，职位与技能相匹配，荣誉与努力相匹配。据此，

可以明晰优绩主义最主要强调的是一种“应得感”、“相配感”。在这样的观念的影响下，人们相信只

要努力提升自己的才能、拓宽自己的知识面，就能够拥有财富地位，从而实现阶层的流动，实现社会的

平等正义，这也是优绩主义最初提出的动机所在。优绩主义赞同“天道酬勤”、“能者多得”，反对“名

不副实”，不允许一切与优绩无关的因素影响个人的所得。例如，像血缘、特权等非优绩因素将不能得

以承认，并给予人以相应的所得。相反只有与个人努力和能力密切相关的因素才能够让人获得相应的所得。 
在对优绩主义的内含有了一定了解后，可以知道优绩主义就是以“Merit”为核心的一整套价值理念，

并且在后期逐渐发展为一种社会的价值观念，其附加功能就是能够作为理念为精英统治提供正当性和合

理性。优绩主义的这一套逻辑，符合人们对于现代社会公平发展的期望。因为，这一套逻辑肯定了人具

有主观能动性，承认人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和能力就能够获得应得的待遇，这让许多人拥有了对于自身

命运的掌握感，并且让人坚信只要努力就会有好结果。 

3. 优绩主义理论的发展 

在提到优绩主义的时候，人们需要对优绩主义自身的运用场景有一个区分，首先是作为一种公共话

语的优绩主义，另一种是作为理论的优绩主义[2]。在作为公共话语“优绩主义”在成为一个系统的概念

之前，实际上它的早已存在，因为优绩主义内在运转的逻辑与早在其他思想家中的理论中得到体现。无

论是在我国先秦时期的孔子那里，还是在古希腊柏拉图那里都曾呈现出优绩主义思想的影子[3]。但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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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时候优绩主义的观念并不是作为一个特定且明确的概念出现。直到在 20 世纪 50 年代末，这个概念

才开始出现并被人们所讨论，变成一种在理论上讨论的优绩主义。这则是得益于英国社会学家迈克尔·杨，

他在(Michael Young)在其著作《优绩主义的崛起》中所提到的关于优绩主义的一些特征，不过当时他并

没有对优绩主义进行专门的定义。在杨的观点提出后，也有越来越多的开始进入对优绩主义的讨论之中。

在这之中对于优绩主义的推崇多于对优绩主义的批评，因为在那时候，优绩主义仍然是被人们视为可以

维护社会平等正义，应予了广大人们以机会平等的承诺，使人们能够凭借自己的努力获得应有的奖赏，

以至于跨越阶层。然而，在 20 世纪 70 年代后，在迈克尔·桑德尔的《精英的傲慢：好的社会该如何定

义成功》这一著作中，优绩主义却开始受到人们的批判，由于优绩主义在之后的发展中逐渐显示出自身

的弊端，让精英的逐渐变得傲慢，即精英会主张自己所得的一切都是由自身奋斗所得，从而忘记了自身

的成功也有着运气和时机的加持，以至于会轻视非优绩者。随之，慢慢地也就造成了社会分化、阶级对

立，最终侵蚀民主政治，形成一种优绩暴政。 
优绩主义它作为一种分配制度，一开始就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政治家也将其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来

进行广泛的宣扬，以用于维系社会的公平正义与稳定。在 20 世纪 70 年代前，优绩主义是被视为一种重

视机会平等的独特的分配观念而受到人们的支持，因为它拒绝因家庭出身、种族以及性别的差异来进行

奖赏分配，而是主张社会与经济的奖赏应当根据人的才能、努力和成就以进行分配。因此，与之前的重

视出身的贵族制与等级制相比，它被当时的人们视为是一种文明进步和社会公平的表现。 
但是在 20 世纪 70 年代后，保守主义者则将优绩主义与其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相结合，指出优绩主义

是一种维护精英利益的政治说辞，主张在优绩主义理论的逻辑下，并没有实现它所想要达成的目标——

实质平等，相反，在这一理论的兴起下，反而造成了更为严重的社会不平等与阶级固化。 
综上所述，优绩主义这一概念一开始是受到欢迎的，并在积极地意义上被使用，但是后面被作为一

个批评的术语被逐渐使用开来，这则是优绩主义概念发展的一个大致梳理。 

4. 优绩主义的立足点 

优绩主义之所以能够有如此广泛的影响力，与它自身所立足的根基有着密切联系。优绩主义能够得

到人们的支持和认可，在本文看来有以下三个方面，分别是：“应得”理论在本体论上的至真性、自我

理性所具有的向上性和自我感性所具有的依赖性。 
首先，“应得”理论在本体论上的至真性，这意味着“应得”在本体上体现为绝对真实。从优绩主

义的核心要义来看，“它是一种以应得为基础的分配正义理论”[4]，这种“应得”类似于宗教中所强调

的“德福一致”一样，即基于自身的努力可以匹配到相应的结果。这符合人们的道德直觉，因为人们在

本体论层面相信人的德行应该与他福气是一致的，人们相信原因决定结果的逻辑。在这样的思路下，人

会变得努力和勤奋，若是没有人们对于“应得”的信念，世界将会变成一团浆糊，毫无逻辑可言。正是

因为优绩主义的底层逻辑符合了人们的期待，才能受到人们的支持。 
其次，自我理性所具有的向上性，这意味着人内心有着对于卓越性的追求。优绩主义十分强调个人

的自主性和能动性，主张人应当努力实现自我的价值，以实现阶层的跃升。毕竟人们总会萌发出一种不

甘落于人后的心态，并且资源有限，人也会为了更好的存活在世界上，而相互竞争。无论是在主观上还

是客观上都让人有着想向前冲的倾向性，才会使优绩主义制度一经出现，就受到了人们的广泛支持。其

正是抓住了人们内心想要实现自我超越的需求，这才让优绩主义一直发挥着作用。 
最后，自我感性所具有的依赖性，这意味着人的内心也同时具有惰性。由于对于优绩主义底层逻辑

的认可，人们自然也会相信基于此制度下所筛选出来的人是优秀的，相信他们能够比自己更加轻易地解

决社会中所存在的问题，为非优绩主义者保驾护航。所以在非优绩者感性的趋势下，他们会想着偷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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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认为优绩主义这一制度是能够为他们寻找出合适的掌舵者，并且乐意接受由那样优秀的人统治，就像

柏拉图所说的哲学王那样，由于存在这样的人，其他人也会基于对于他优点、才能的认可，而乐意受其

管理。 
简而言之，优绩主义能够在当今社会发挥广泛影响，也是由于其理论自身的逻辑符合人性，这就是

优绩主义理论的立足点，也是它自身的吸引力。 

5. 优绩主义所存在的困境 

起初，优绩主义看起来很美好，极大符合人们对于社会公平正义的追求，能够实现机会平等，即人

都能够靠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去追求自己想要获得的财富、地位、荣誉等。然而优绩主义不仅在自身

理论上存在问题，而且它对于社会发展也有负面作用。 
一方面，优绩主义具有内在理论困境，优绩主义理论自身具有理想性，想要清除非优绩主义因素的

干扰却发现并不能做到。优绩主义一开始是排斥非优绩因素对于人们所“应得”事物的影响，然而这种

非优绩因素却不能完全消除，并始终存在于评估过程之中。最先，优绩主义的逻辑起点即预设了社会财

务和职务的分配要根据个人能力和其创造的优绩相关，而与所谓的教育、运气、特权和其他因素无关[4]。
但是，优绩主义在实施起来后，它的逻辑起点却排除不了社会资源、教育、运气等多方面因素。毕竟，

要想排除非优绩因素根本是不现实的。一件事情之所以能够成功，并不是通过个人的努力和才能就可以

实现，而同时也受时机、运气、生活环境等外部因素所影响。因此，优绩主义在其理论中存在着一种理

想主义倾向，天真地认为人可以仅仅通过个人的努力和才能就能够获得成功，从而忽视了运气、生活环

境、教育资源等因素的影响。 
另一方面，优绩主义理论还具有外在实践困境，优绩主义的实施会造成阶层固化以及形成精英的傲

慢和平民对于自身的苛责以及对精英的仇视。优绩主义最开始是为了能够实现阶层的流动，实现社会的

公平正义。但是真正实施起来的时候，才逐渐发现它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小部分的阶层流动。在更大

程度上，优绩主义反而加剧了阶层的固化，造成了成功者的傲慢和失败者的屈辱，从而使两个阶层形成

对立。因为在优绩主义的趋势下，人们都想要追求进步，成为被优绩主义制度宠幸的幸运儿，然而已变

为成功者的人必然不会放弃晋升的机会，他们会不断的积累自身的优势，并且也会通过代际传递给他们

的下一代，从而在教育资源上领先其他人一步，慢慢的阶层固化的问题就开始浮现出来。 
此外，在优绩主义理念的影响下，成功者会认为他们的成功完全是出于自身的努力和才能，而不是

在其他因素的帮助下而实现的，从而就会形成骄傲自满的性格，并且认为失败者是由于自身的懒惰和愚

笨而失败，从而产生鄙视。失败者也会被成功者鄙视，并且在这种鄙视的目光下，也会让失败者的自卑

和焦虑转化为对成功人士的愤恨。于是，在这两者相互对立的心态上，会造成社会政治生活的混乱。 

6. 走出优绩主义陷阱的路径 

优绩主义看似为社会的公平正义铺了一条康庄大道，从表面上看没有多大问题，但实际走过这条道

路的时候才会猛然发现自己已经掉入到它所设置好的陷阱中。为何会称之为“陷阱”？这是因为当代社

会已经有许多人意识到了优绩主义所会产生的问题，但是他们仍然试图掩盖这个陷阱，不为人所知，以

更好的维护自身的利益。对此，我们应当自觉主动地跳出优绩主义的陷阱，避免进入困境之中。那么，

如何才能走出优绩主义的陷阱和困境？在我看来有以下三种解决路径。 
首先，重新思考看待成功的因素。在优绩主义的影响下，人们大多数将评判成功的因素归结于自身，

而缺乏了外部因素这个向度。但是我们应该知道，一个人的成功是天时、地利、人和三者因素共同的作

用下而实现的。我们的命运虽然在自我的掌控之中，但是也有着上天对自身的恩惠以及变幻莫测的运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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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应当把成功仅仅归结于努力和奋斗的逻辑，而忽视像天分以及其他复杂因素对于成功的影响。这

样就会陷入优绩主义的“陷阱”之中。对此，我们需要随时保持一颗谦卑心和敬畏心，并与这个世界形

成良性友好的互动，不要变成人类中心主义，以为凭借自身一人的力量就能够取得成功。 
其次，放下对成为优绩者的执着。中国古代哲学家老子曾说：“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

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

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5]这段话的意思说明了我们不应去恭维有才能之人，

应当实现无为而治，这种“无为”中包含了极大的人生智慧。而所谓的优绩主义则是用一种“有为”，

它用一种强有力的价值观念，告诉人们应当去有所作为，去追求优绩所能带给人的好处，像财富、职位、

荣誉等。这种价值观念也无可厚非，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并没有过错，但是我们不应该被优绩主义所异

化，在过程中进行无目的的努力和奋斗。很多时候选择比努力更加重要，我们应当放下对于优绩所能带

给人的好结果的执着，去选择更适合自己的道路。 
最后，跳出优绩主义的逻辑框架，拒绝赢者通吃。由于优绩主义是一种尚能主义，其更加强调对于

有才能者的偏爱，从而弱化了对于失败者的认可。并且在基于马太效应和代际传递的作用下，也只会使

强者更强，弱者更弱，从而让弱者不断陷于自我否定中。对此，需要为弱者提供适当的帮助，来使失衡

的大船得以平衡。此外，还可以强调运气和时机对于人成功的作用，让成功者不至于形成傲慢的性格，

产生道德优越感。由于每个人都各有特点，我们应当崇尚各种的类型的“才能”，使人各美其美，最后

才能美美与共，这能极大的倡导和维护个人价值的多样性。 

7. 结语 

优绩主义能够在一开始获得如此多的支持与它自身的立足点有着极大的关系，符合人们心中对于“应

得”的本能性赞同以及人的感性和理性上的认可。然而，在真正实施起来才能够发现它会给社会生活造

成许多难题。因此，我们应当辩证的看待优绩主义，既要以同情的眼光看待此理论，也要抓住其理论的

漏洞以矫正此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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