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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构建经济伦理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也是其他国家发展市场经济的历史经验。在对恃统伦理思想进行反思的基 

础上，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伦理规范．主要包括取利有道、诚信、平等、自由与责任、，̂＼正等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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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经济伦理的构建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 

经济伦理是关于人们经济行为的合理性以及经济行为 

中应当遵循的道德规范的总称。在社会生活中．人们的行为 

总是多种多样的，经济行为是其中的一种基本形式。对于经 

济行为，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分析研究，经济学研究 

其效率问题．法学研究其法律规范，伦理学研究其伦理问题， 

探讨在一定的经济形式和体制下．人们在经济活动中人与 

人、人与社会的关系。 

在市场经济下重视经济伦理的研究，构建其与经济体制 

相适应的经济伦理，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市场经济是一种全新的秧序经济．内在地包台了 

相虚的伦理要求。市场经济是以市场主体的独立利益为基 

础，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实现其运行 市场机制主要包括供 

求关系、价格体系和竞争机制等。市场机制发挥作用依耪于 

完善的市场和统一的市场规则，比如等价交换规则、平等竞 

争规则、市场管理规则。所以我们说．市场经济是全新的秩 

序经济，这种秩序主要通过法治和德治来实现。一方面市场 

经济是法制经济，需要把市场经济的各种规刚用法的形式确 

定下来．以完善的法律和严格的执法维护市场秩序．保障市 

场机制合理运行。 

另一方面，规范与成熟的市场经济又是道德经济。建立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加人世界贸易组织 ．需要建立与之相适 

应的经济伦理。并要求市场主体在经济生活中对经济伦理 

以及法律秩序所包含的经济伦理价值自觉和坚定地信仰和 

选择。这对市场经济秩序的建立、运行和完善将十分重要。 

其次，市场经济的伦理问题也是道德建设提 出的问题。 

遭德建设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 

的计划体制中，政治是一切社会生活的中心问题，甚至连计 

戋 体制本身也被政治化了。因此，在计划体制中，道德的功 

能主要体现为政治功能．强调道德为政治服务．轻视其经济 

功能。在道德体系中，基本道德原则有集体主义，有社会公 

德体系，有各种职业道德规范，投有经济道德规范。对人们 

利益的态度，从经济行为的角度看，经济行为的一个重要特 

征就在于对一定的经济利益的追求．人们正当的经济利益应 

在道德上肯定其合理性。而在道德体系中，只讲国家利益、 

集体利益，不讲个人利益．这就形成了计划经济中的道德轻 

视利益．缺乏起码的经济行为的道德规范的现象、这种不完 

整的道德体系，难以适应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 

目前经济生活中的各种非理性、非道德的行为相当多， 

无序、混乱、灰色经济的种种现象随处可见，而且后果十分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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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引起这些现象的因素很复杂，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 

经济伦理问题。一方面传统的道德规范体系由于缺乏经济 

伦理规范，因而在经济生活中起不到作用；另一方面市场经 

济急需的经济伦理规范不够健全．没有完全成为人们内心的 

信念 

其三．经济伦理是近代西方伦理思想研究的重要范畴。 

英国思想家霍布斯第一个比较全面地论述 了资产 阶级的道 

德。他认为，人性是利己的，文明社会的标志是契约的出现， 

有了契约就有了道德，而最核心的道德是正义．正义就是对 

契约的履行。霍布斯的伦理思想具有很强的经济伦理色彩， 

他的正义就是关于交换的伦理。法国唯物主义者也认为人 

性是趋利避害的．利益是道德的起源与基础，凡能够带来快 

乐的、有利的东西就是善的，反之就是恶的。但是不能说一 

切追求利益的行为都是道德的，因为个人要实现自身利益不 

能影响他人、社会与国家的利益，否则个人利益也不能真正 

实现。这里论述的不仅是普遍的社会道德原则，而且也是经 

济伦理问题，与商品经济的规律一致。与此类似的观点还存 

在于许多思想家的思想中 这些思想反应出了资本主义商 

品经济中的经济伦理要求，即是说：一方面承认人们追求经 

济利益在道德上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又认为要给人们追求利 

益的欲望一定的限制。趴历史角度看，这对于促进资奉主义 

社会的法制建设，对人们经济行为的合理化、规范化起到了 

重要作用。 

近代西方伦理思想的这一特征对当今伦理学研究具有 
一 定启示作用。当然，这并不是说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应 

当照搬资车主义的经济伦理，而是说我们也应当重视经济伦 

理的研究。商品经济有其共性，有内在的共同规律；商品经 

济、市场经济也不是讲自私自利、纯粹利己，它是规则经济， 

需要经济道德来维护这种规则。 

=、对各种伦理思想的反思 

取刺有道、以义取利，坚持义与利的辩证兢一 利义观 

在传统文化中有较多的论述，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 

利”。这个思想直到今天仍有其积极意义。但在传统社会 

中．占主导地位的儒家把人仅仅划分为“君子”和“小人 两 

种，君于是道德高尚的人，小人是道德卑劣的人，每一个人都 

要在君子与小人之间进行选择：要么做君子，要么做小人。 

作为在社会中居于多数的“中人”的地位被有意无意地抹煞 

了。儒家为了强迫多数人去达到少数人才愿达到、才能达到 

的标准．就动用了刑罚。即所谓“德主刑辅 ，以实现传统伦 

理的“重义轻利 。 

而传统的计土 经济的利义观，只讲国家利益、集体利益， 

而不讲个人利益。 

市场经济的利义观，则应是取利有道、 义取利。这是 

人们在经济生活中应具备的道德观，它包含了两个基本点： 

一 是肯定人们追求利益在道德上的合理性，二是强调要依靠 

道德的方式去实现经济利益。 

市场经济的经挤伦理之所以需要肯定人们追求利益的 

合理性，首先，经济行为不同于其他的社会行为．它的目标总 

是指向一定的经济利益。经济行为与纯粹的道德行为有较 

大的区别。其次，市场经济是建立在市场主体具有不同的经 

济利益的基础之上的，它是不同利益主体闻的商品交换关 

系。各个市场主体有独立利益，并且在经济行为上有最大利 

益的考虑，会尽量提高生产效率、采用薪技术、开发薪产品等 

等，以实现生产与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利益的最大化。体现在 

伦理上，就必须肯定人们对利益追求具有道德上的合理性， 

这是市场经济的内在伦理要求。 

在市场经济中人们追求利益具有合理性并不是说一切 

对利益追求的方式都是合理的、道德的，只有以道德的方式 

去追求利益、实现利益才具有合理性、道德性。市场经济是 

商品经济，商品变换要遵守等价原则，市场主体要求平等；市 

场经济是竞争经济，市场主体必须遵守竞争原则，实行公平 

竞争 ；市场经济关系是一种契约关系，人 们必须履行契约。 

这些都说明市场经济具有强烈的规范性，要求人们在经济生 

活中遵守市场道德 ，对人们追求利益的行为有所限制。 

取利有道的价值观指明了经济生活中人们行为的方向， 

成为人们经济行为中最基本的道德准则。 

理性看待传兢价值观与市场经济的冲吏 价值观是人 

类在其文化伦理刨进过程中，为保持自身与外部世界达到一 

种均衡而产生的心理模式。从近代以来，由于西方文化的冲 

击，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几十年的传播与影响，中国的 

传统价值观已有了部分改造，增加了不少新的成份。但距离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伦理要求有一定差距，还缺乏根本性的 

改造与更新。传统价值观与市场经济的冲突，主要表现在以 

下几个方面： 

第一，重农抑商传统与现代商品经济 的冲突。自古以 

来，由于受农业社会经济现实的制约，无论儒家还是法家都 

主张“重农抑商”。起初它作为一种经济思想和经济政策，经 

过漫长的演变而成为中国文化的价值系统 ，并且与“重义轻 

利”思想结合，具有普遍的道德意义。而现代社会，虬工业文 

明为特征的商品经济，促使传统的维系人际关系的价值系统 

几乎全部失去效用。“重农抑商 的传统价值观是阻碍商品 

经济和工业发展的一大障碍。 

第二，平均主义传统与市场经济多种分配形式的冲突。 

平均主义思想与中国伦理文化中知足、安贫、不争、克己等一 

系列反映农业经济特点的价值观念相协调，成为支配人们行 

为模式的普遍理想和要求．甚至成为农民起义、改朝按代的 

思想杠杆。这一传统的价值观念与小农经济相适应，与现代 

社会，特别是与市场经济各尽所能 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 

分配相结合的原则抵触．严重扼杀积极性、创造性的发挥。 

第三，泛道德主义传统与现代多元价值取向的冲突。泛 

道德主义(或道德中心主义)是中国传统价值系统最核心的 

部分，这种道德意识“越位”“扩张”的结果，使中国社会带有 

一 定程度的封闭性、僵化性。而市场经济的开放性、兼容性， 

必然呈现出多元化的价值取向。两种价值格局格格不入，只 

http://www.cqvip.com


冯清平 发展市场经济与构建经挤伦理 

有彻底抛弃泛道德主义的价值观，才会有市场经济中经济成 

分的多样化和价值取向的多元化。 

克分吸取其他画謇发展市场经济的经验教训 从世界 

范围来看，市场经济的发展已经有了几百年的历史。这是一 

段漫长的充满着欺诈和贪婪的历史，也是一个道德沦丧和道 

德重建的曲折发展史。历史证明，市场机制对于道德的双重 

作用，也充分地表明道德伦理对于市场经济正常秩序建立的 

不可低估的意义。历史上，不少国家或地区由于道德沦丧、 

贪污腐败成风把市场经济推向崩溃，它们从反面说明了市场 

经济不仅应是法制经济，也应是道德经济。我国作为发展中 

国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应从其他国家搞市场经 

济的历史中扳取经验教训，并且发挥社会主义国家特有 的思 

想道德建设方面的优势 ，把经济伦理的构建与整顿、规范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有机结合。 

三、市场经济主要的经济伦理规范 

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经济伦理规范主要包括 

取利有道、诚信、平等、自由与责任、公正等规范。其中取利 

有道的利义观是经济行为中最基本最按心的道德准则，是其 

他经济伦理规范的基础。 

诚信 “诚信”不等同于儒家文化强调的宗信，“信”作为 

个体的一种道德品质，诉诸的完全是自己的良知，违反信诺 

主要是受到良心的自责。 

市场经济所讲的 诚信”不仅仅对单个主体而言，更主要 

是建立在契约精神之上，诉诸的也不仅仅是良知，更主要是 

外在制裁力量，要求在正义的强大制裁力量面前，人们养成 

立约并守约的契约精神。共同立约、严格守约成为诚信的核 

心内容 诚信作为一种经济伦理规范，转化为经济主体的自 

律行为，体现出的伦理精神是信任、信心和信仰，即所谓的人 

无诚不立、业无义不兴、国无信不宁。 

平等 商品经济是商品所有者之间的平等交换关系，平 

等是经济生活中重要的道德规范。马克思认为“商品是天生 

的平等派 。商品经济不承认任何特权、身份、等级、血统的 

优先地位，在商品交换关系中各主体之间～律平等。 

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的高级形式 ．交换范围更为广泛， 

价值规律、市场机制的作用更加突出，同时对平等的要求也 

更为强烈。市场经济的平等要求每个市场主体权利平等、机 

会均等。市场机制中的一个重要机制就是竞争．竞争在市场 

经济中起到了优胜劣汰的作用，使市场具有择优的功能。但 

是竞争机制有一定的前提，必须是权利平等、机会平等，如果 

竞争的起点不平等、过程不平等 竞争也就失去了意义。 

平等这一概念具有多种含义。传统计划体制下的平等 

主要是结果均等，它试图通过平均的分配实现普遍的社会平 

等，但由于这种体制否定了人们的利益差别与竞争，也就导 

致了这种体制最终丧失了效率。市场经济的平等，是在人们 

权利上、机会上的平等。人们在经济行为 中不能把关系、特 

权这些不平等的因素弓1人到市场中去，也不能采取不正当的 

手段参与竞争。 

自由与责任 经济主体是市场经济存在的前提。经济 

主体不仅有独立利益 而且有自主权。经济主体的自主权即 

自由权，表现为选择的自由权、决策 的 自由权、生产的 自由 

权、经营的自由权，也表现为各种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人才 

等资源能够自由流动的权利。因此 市场经济不但要求平 

等，而且也要求自由。自由这一范畴意味着要把企业从政府 

的附属物状况下解放出来，不能把不台理的约束关系强加于 

企业和个人 

自由与责任是一对伦理范畴，不存在没有责任的自由。 

任何经济行为必须考虑到可能的后果，并为其承担责任。具 

体而言，经济主体在市场中自由的经济行为涉及到与社会和 

国家的关系，应当承担相应的伦理责任。首先．要承担对国 

家的责任。经济主体是国家经济生活中的一个单位，有为国 

家发展经济，依法纳税的责任，作为国有经济主体还必须有 

为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责任。其次，经济主体要对自身承担 

责任。在市场经济中，经济主体是 自负盈亏的实体 ．经营好 

坏涉及到本身及员工的利益，应为其经济行为承担相应的责 

任。再次 经济主体要承担对社会、消费者的责任。在市场 

中，经济主体的产品及服务的价值是通过交换、消费者的消 

费实现的，经济主体与消费者就构成了重要的伦理关系，必 

须对消费者承担相应的责任。 

舟正 公正作为道德要求具有两个特征：其一，公正是 

权利与义务的统一。权利必须与义务对等．投有不享有权利 

的义务，也没有不尽义务的权利。其二．公正是人们必须理 

行的道德义务。一般来讲，道德义务不是人们必须履行的， 

只是一种行为上的 应当”，但是公正是一种特殊义务，是必 

须理行的。具体到经济主体 要求其经济行为必须合法、诚 

信、公平．采取正当的手段进行竞争。 

目前，我们的市场秩序无序、混乱，造假现象较为严重。 

公正受到挑战，重建道德任重道远。一方面需要大力的舆论 

宣传，另一面重在制度建设。在制度建设上，首先，是减少遵 

从经济伦理的行为的代价和成本，不能使遵从者成为事实上 

的吃亏者。这就需要社会中制度安排能够保障最起码的公 

正。只有当公正能够得到维护时 道德的力量才会强大起 

来。其次 不能使违反经济伦理的行为成为一种有利可图的 

行为。在经济生活中，当违反道德的行为往往能够带来利益 

的时候，就会产生误导，必然会造成一种反道德示范效应。 

因此 必须通过制度安排．使不遵从道德者受到惩罚。这样， 

公正才会有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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