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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分配正义是道德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它直接反映了个人如何考虑公平和他人福利。到目前为止，

大量研究试图了解儿童在资源分配环境下如何做出分配决策。尽管在这一领域有丰富的发现，但没有系

统的文献综述对儿童在公平决策中的发展性理解进行全面的讨论。本文从儿童对资源分配的理解入手，

探讨了儿童公平分配的发展轨迹，梳理了社会权利这个社会因素对儿童资源分配的影响，同时说明了跨

文化儿童对公平分配的差异性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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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istributive justice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morality, because it directly reflects how individu-
als consider fairness and the welfare of others. To date, a large number of studies have attempted 
to understand how children make allocation decisions in resource allocation Settings. Despite a 
wealth of findings in this area, there is no 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 that provides a comprehen-
sive discussion of children’s developmental understanding of fairness allocation. Starting with chil-
dren’s understanding of resource allocation,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development track of children’s 
equitable distribution, sorts out the influence of two social factors, in-group preference and social 
rights on children’s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explains intercultural children’s different understa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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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distributive jus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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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公平是每一个现代社会孜孜以求的理想和目标，起到维护社会秩序、促进人类合作的作用。公平分

配和公平行为是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儿童的社会交往，尤其是合作行为有密切联系。分配公平性

(distributive justice)指的是以公平或道德的方式分配资源[1]。资源分配不仅对个人，而且对我们所生活的

社会来说都是一个关键问题，因为这涉及到公平问题。迄今为止，来自心理学、哲学和经济学等不同学

科的研究人员一直在努力寻找在分配正义的背景下什么被认为是公平的答案[2]。在这种情况下，许多问

题依然存在，比如：“个人的工作贡献是如何纳入分配框架的？”以及“社会政策和程序如何支持功绩

的价值，以确保对每个人的公平？”，这些问题都涉及社会定义的“分配正义”会如何通过社会制度和

结构从根本上影响人们的生活。 
儿童对资源分配的公平偏好在 17 个月时就已出现。随着年龄的增长，儿童对资源分配的公平性越来

越敏感，他们会在资源分配决策中纳入数量平等、接受者贡献、接受者需求等诸多因素，从而做出更多

公平的分配行为。儿童对贡献的理解可能会因多种因素而异，如年龄、社会地位和文化[3]。随着年龄的

增长和社会化的推进，儿童逐渐理解社会规则，他们的社会活动数量增多，方式多变，越来越深刻的受

到社会文化规范的影响。儿童对社会地位表现出早期的敏感。社会地位是由不同的维度构成的，主要包

括财富、物理或决策关系权力、声望，现有的工作，儿童从很小的时候就能够识别不同维度的人的地位

[4]。对于 3~8 岁的孩子来说，财富和权力是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最容易接触到的两种身份。财富是衡量一

个人社会地位的最基本、最普遍的维度，许多作品都表明，孩子从小就对财富敏感。除了财富之外，关

系权力也是象征人们地位的一个常见维度，也是幼儿宣布自己优势地位的一种常见方式。在公平问题上，

财富和关系权力维度[5]作为考虑社会因素诱导儿童分配公平的两种最优方式在之前的著作中被使用最

多。此外，一些专注于不同文化背景的研究，也发现了文化在儿童有价值决策中截然不同的作用。例如

Anen 等人[3]提供的证据表明，来自东非老年游牧社会的 4 至 11 岁儿童在分配决策中不考虑生产力，而

来自现代西方社会的儿童则相反。在同一项研究中，来自平等主义非洲文化的儿童最关心的是平等分配，

生产力仅起次要作用。 
尽管对儿童的分配公平的研究成果累累，但还未有文献对儿童公平分配的发展性理解及其社会影响

因素进行全面综合。因此，本文对归纳梳理了儿童的公平分配性的相关研究，做了一个系统的总结。 

2. 理论解释 

2.1. Damon 分配公平认知发展理论 

在 Damon [6]的研究中，他指出儿童在正义公平推理方面的能力与其在数学和物理问题上的推理能力

密切相关。大多数儿童在这两个领域，即分配公平和认知发展，表现出同步发展的特征。此外，儿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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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推理能力呈现出一种渐进的阶段性发展，从较低水平逐步提高到较高水平。 
在其论文《与逻辑运算发展有关的早期正公平概念》中，Damon 提出了分配公平认知发展的阶段论

模型。该模型分为三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4~5 岁)，儿童的分配行为未能体现公平原则，资源的分配主

要依赖于分配者的主观意愿；第二阶段(5~6 岁)，儿童开始理解等分的公平原则，逐渐形成简单的公平观

念，包括互惠、贡献和应得的分配思想；第三阶段(7~8 岁)，资源的分配开始依据更复杂的公平原则，儿

童表现出道德相对主义的倾向，能够根据情境的不同协调多种分配原则，并灵活应用于具体情况。这些

阶段分别对应于儿童的直觉思维、前运算和具体运算阶段。 

2.2. Hook 分配公平行为发展阶段论 

根据 Hook [7]的研究，贡献分配的公平行为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 6 岁前儿童的单维

分配比较。在这一阶段(3~6 岁)，儿童的分配决策与他们的相对贡献没有直接关系。无论是选择自利的分

配方式还是进行均等分配，这些行为都反映了学龄前儿童在其逻辑能力范围内的单维分配原则和特征。 
第二阶段是 13 岁前的顺序贡献分配公平理论。在这个阶段(6~12 岁)，儿童能够保持贡献等级以进行

资源分配。这一阶段的儿童可以在两个维度上进行抽象比较。Hook 指出，顺序公平分为两个子阶段。第

一个子阶段关注的是比较贡献与分配的顺序，旨在确认其等级的一致性。第二个子阶段，大约从 9 岁起，

标志着即将进入等距贡献分配公平阶段。在这个阶段，即使 A 的投入明显高于 B，结果 A 的所得超过 B，
儿童仍可能感到不公平。 

第三阶段是青少年的比例贡献分配公平理论。在这一阶段(12 岁以后)，儿童能够根据贡献的比例进

行资源分配。此时，思维者通常处于青少年阶段或更高年龄，能够进行符合 Paulus [8]贡献分配公平理论

的比例推理和思考。 

3. 儿童对分配公平性理解的发展 

以往的很多研究工作都集中在 15 至 20 个月大的婴儿身上，以回答公平意识是否在生命早期就开始

出现的问题。例如 Wang [9]的研究表明 17 个月大的婴儿期望个体根据每个伙伴为获得资源所贡献的工作

量来分配共享资源。12 个月大的婴儿可以自发地与成年人分享信息[7]，18 个月大的婴儿更倾向于公平分

配[8]，虽然这些发现表明，公平思维在个体发育早期就开始发展。然而，充分的证据表明，婴儿还没有

能力根据道德标准做出判断，因为婴儿数据只记录了一个人的偏好，而不是一个人对行为的评估[8]。此

外，视觉偏好范式仅通过对两个或多个情况进行比较来显示婴儿的相对而非绝对决策，因此未能说明婴

儿是喜欢当前的情况，还是相对于另一种情况更喜欢它[9]。之前大量关于道德的文献断言，道德判断来

自于通过评估行为本身来决定行为的对的错，而不是通过将行为与另一种行为进行比较来决定行为的对

的错，而这种道德判断的能力在生命的第三或第四岁时就出现了[10]。因此，值得注意的是，来自婴儿视

觉偏好范式的数据并不能像年龄较大的儿童那样直接反映个人的公平观念[11]。 
相比之下，两岁以上儿童的研究采用了资源分配环境，儿童可以自主决定资源的分配。2 岁前，婴儿

表现出对资源平均分配的偏好[12]。4 岁以上的儿童更喜欢平等的结果[13]。研究发现，5 岁的儿童能够

基于互惠原则精确地进行公平相关行为[5]。6 岁的孩子甚至会扔掉物品以避免不平等分配[14]，而 7~8 岁

的孩子更喜欢平等分配而不是不平等分配，无论他们得到的比其他人多还是少[15]。 
然而，公平的概念不仅仅是资源的平均分配。随着社会认知技能的发展，儿童逐渐能接受不平等分

配，并认为基于贡献、需要的分配比平分更公平[16]。研究发现，五岁和六岁的孩子更有可能给穷人更多

的钱[17]。Blake 等人[11]发现，4 岁和 5 岁的孩子会把仅有的物品分配给资源较少的接受者，尽管这些孩

子对优势接受者的评价更为积极。5 岁的儿童在分享过程中表现出一种一致的倾向，即在分配资源时考

虑到其他人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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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基于贡献的分配行为发展比较晚，但是儿童对贡献的重视程度随着年龄增长越来越高。在实验

中，6 岁、9 岁和 15 岁的儿童和青少年对于不同程度的努力和需求的接受者进行糖果的公平分配，6 岁

的孩子关注接受者的需要，忽视贡献，但 9 岁和 15 岁的孩子在分配判断中同时考虑价值和需求，随着年

龄的增长，这种模式变得更加明显[18]。例如，青少年判断更努力的人应该得到更大的奖励，尽管两者的

需求都很低，而年龄较小的孩子则不会区分两者。这些发现表明，即使存在其他显著的道德因素(如需求)，
可能会混淆他们的分配决定，孩子们也会从童年中期到晚期开始重视贡献。 

综上所述，儿童的公平思维在婴儿时期就开始发展，在幼儿早期，儿童更倾向对资源平等分配，随

着儿童年龄的增长，儿童逐渐将需求纳入资源的公平分配的考量，在童年中期到晚期，贡献成为儿童公

平分配的重要因素。 

4. 社会权利对儿童资源分配的影响 

社会权力被定义为个体在社会交往中对有价值资源(如金钱、地位对象、吸引力、知识)的不对称控制

[19]。社会权力差异在成人社会中无处不在，影响着人们的行为、认知和情感表达[16]。社会权力等级在

儿童中也普遍存在，并影响儿童的社会认知和社会行为[4]。 
研究表明，年仅 3 岁的儿童就能理解，拥有更多有价值资源的人比那些没有的人拥有更高的权力[9]。

当儿童自己在社会权力情境中分配资源时，他们既可以遵循等级结构(将更多的资源分配给掌权者而不是

下级)，也可以遵循公平原则。研究表明，一岁的婴儿期望支配者而不是从属者获得资源[3] [17]。 
儿童对权力所有者的态度随着年龄而变化。研究[4]发现，当权力拥有者声称自己是老板，3 岁和 4 岁

的儿童随后会将更多的资源分配给支配者，5 岁和 6 岁的儿童不会表现出对任何一方的偏好，8 岁的儿童

会将更多的资源分配给从属者。事实上，孩子们在 5 岁左右就开始不断地纠正现有的不平等的资源分配。

例如，5 岁儿童将更多资源分配给穷人[5]或弱势群体[19]。这些结果表明随着年龄变化，儿童的资源分配

方式从支持地位高的人到补偿地位低的人，这表明他们越来越关注社会公平。 

5. 跨文化儿童对公平分配的不同理解 

文化差异被证明与公平理解有关[20]。不同文化下的儿童的分配公平性发展存在差异。例如，Blake
等人[11]的研究表明，在七个不同的社会中，不利不平等厌恶在童年中期表现出一致的出现，而有利不平

等厌恶则在发展后期出现，且仅在一部分社会中出现。此外，来自东非老人统治的牧民社会的 4~11 岁儿

童在分配决策时不会考虑先前的生产力(而来自现代西方社会的儿童则会考虑) [17]。在同一项研究中，来

自部分狩猎-采集、平等主义的非洲文化的孩子最关心的是平均分配(生产力只发挥了很小的作用)。在肯

尼亚、中国和德国三个文化背景的 7 岁儿童身上发现，友谊作为一种跨文化循环动机具有相当大的持续

影响：三种文化中的儿童都更喜欢与朋友分享，而不是与中立的熟悉同伴分享。另一方面，功绩在分配

中的作用似乎因文化而异：中国和德国的孩子，而不是肯尼亚的孩子，会有选择地将资源分配给工作更

多的人。这些结果证明了不同文化中公平观念的共性和可变性，并说明了跨文化研究在理解人类心智发

展方面的重要性[21]-[24]。 
如上所述，文化在儿童分配正义中的作用仍然是矛盾的，因此需要更多地关注文化背景下的研究举

措。此外，非常需要对文化进行研究，准确地关注文化的特定方面(例如，文化特定的养育方式)，这些方

面可能会导致儿童公平思维的差异。 

6. 结论 

本研究从儿童对资源分配的理解性发展入手，探讨了儿童公平分配的发展轨迹，还梳理了社会权利

这个社会因素对儿童资源分配的影响，同时说明了跨文化儿童对公平分配的差异性理解。综合以往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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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本文首先总结了儿童在婴儿时期就存在对分配公平的偏好，在幼儿早期，儿童更倾向对资源平等分

配，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儿童逐渐将需求纳入资源的公平分配的考量，在童年中期到晚期，贡献成为

儿童公平分配的重要因素。其次，归纳了社会权利，特别是财富与权力对儿童资源分配的影响，并且讨

论了其背后的心理机制。最后，本文通过梳理不同文化下儿童对资源分配公平的理解，肯定了文化差异

对公平理解产生的影响。 
资源分配的公平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从儿童早期到成年，我们毕生的社会活动都与资源分配息

息相关，它是良好的人际关系、稳定的社会秩序和人类合作的基石。希望未来研究者在现有研究范式的

基础上巧思妙想，尝试将公平准则与社会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加入到实验设计中来，以增加研究的外部

效度，来指导关于公平正义的道德教育，也为减少成人世界中的歧视和不公提供方法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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