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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道德的经济学探讨
——兼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道德观

李 皓
(四川师范大学 管理系.四 川 成都 61OO∞ )

[摘要]道德是为克服个人行为的外部不经济、达成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的均衡而产生的调整

人们之间利益关系的行为规范。与自然经济条件下贬斥私利、私欲的伦理道德观相对比,市 场经

济条件下的伦理道德观则肯定利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道德观是利己与利他的和谐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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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伦理道德的形成及其实质与功能

利己动机和由此造成的个人行为的外部不经

济是伦理道德形成的动因。由于物质资料相对于

人类的需要而言总是稀缺的,个人的任何努力都

是围绕着自身利益而展开,因 而利己动机成为个

人行为的普遍内因,一直伴随着人类的个人行为,

并影响着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这种以利己为特

征的个人行为必然导致外部性,主要是外部不经

济,使私人成本低于社会成本,造成行为主体在享

受其行为带来的收益的同时,让他人承担这种行

为的负面影响。这种行为若得不到及时制止、纠

正,就会产生强烈的示范作用,并迅速在整个社会

蔓延扩散。这不但会增加入们在经济交往或其它

交往中的摩擦成本,导致经济运行的低效率,还会

使社会滑人混乱无序的深渊。例如 偷̌盗行为对

偷盗者而言成本几乎为零,其行为对他人造成的

损失形成社会成本,若这种行为不能被有效制止 ,

其后果必然是盗贼蜂起。又如假冒伪劣、盗版盗

印、色情暴力现象的滋生和泛滥无不是这些行为

的外部不经济没有得到有效抑制的结果。因此 ,

个人行为的外部不经济客观上要求道德、法律对

个人行为进行规范和引导,达成社会成本与私人

成本的均衡,进而维护社会的正常秩序。

人之有道德并非天性使然,也不是上帝的谕

旨,它完全是人类实践的产物。由于人是一切社

会关系的总和,故而个人行为一开始就作为人类

的共同实践而存在。从人类最基本的实践——生

产活动来看,人类对道德的需要来自于维持生产、

分配、交换、消费的共同秩序的要求。道德不是别

的,它就是对生产秩序的概括。人类的生产活动

一方面是物质资料的生产,另 一方面是人类自身

的生产。由此形成两类道德体系,一类是调节物

质资料生产活动及由此形成的人际关系的道德准

则体系,另 一类则是调整人类自身生产活动的两

性关系和婚姻家庭关系的道德准则体系。这两类

道德体系在个人之间既相冲突又彼此协调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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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中经过反复博奕而形成,博奕的结果使当事

人各方利益达到均衡状态。捷克学者奥塔·锡克

指出,“道德基本上是为经验可以认识到的、符合

一般利益的、对人们的行为原则的要求而产生的
”

[1](296页 )。 可见,道德作为一种契约安排是大

家默许的、反映普遍利益要求的行为规范。它消

融了个人行为的外部不经济,使个人的自利行为

与整个社会的整体利益协调一致。当然这种利益

的均衡,并不意味着利益分配上的平等,事实上 ,

利益的分配格局由基本社会制度所规定,正如一

个资本家无论怎样乐善好施、品德高尚,也终究是

剥削工人的资本家,利 益的分配格局并不因资本

家的道德行为而有任何改变。道德只是在这种既

定的约束条件下起着润滑剂的作用。

伦理道德的实质是功利性的,虽然它的外在

表现是反功利的。道德表面的特征是为他人而牺

牲 自己的利益,因 而从表象上看它是反功利的。

但从道德的产生和形成来看,道德的基础却是功

利主义的:一种道德规范如果不符合普遍的利益

要求,它本身就是不道德的;而一个人之所以为他

人提供道德服务,也正是因为他本人同样需要别

人的道德服务。如果我们不能透过道德表面上的

反功利看到道德实质上的功利主义,我们将永远

无法把握道德的精髓。

道德既然是为克服个人行为的外部不经济而

产生,因而,它从诞生之初就以约束个人的自利行

为为特征,这就是道德首要的基本功能——约束

功能,这种约束功能使社会秩序得以维护。道德

的契约性质确立了人际交往中的规范和原则,使

人们的交往行为有章可循,从而减少了无谓的摩

擦成本,对社会经济的运行起着润滑作用。道德

规范不仅表现为社会对个人的防范,告诉人们应

当做什么,不应当做什么,而且道德规范作为评判

标准,它在贬斥不道德行为的同时,也在赞赏、激

励人们的道德行为,形 成道德的激励导向功能。

伦理道德的诸多功能说明:道德决不仅仅是人类

生活的高尚点缀。在无道德约束的状态下,不仅

法治难以巩固和发展,即便是
“
人治

”
的社会秩序 ,

也难以持久。

二 伦理道德观的演进

道德是一定经济基础上的社会意识形态,在

社会存在面前它总是第二性的、受动性的。正如

前文已经述及道德具有社会历史本质和阶级属

性,故道德流变的规律性必须从客观经济现实中

去寻找。

无论是宗教统治下的欧洲中世纪,还 是以儒

家文化为正统的中国封建社会,都有一个共同、显

著的道德特征——对私利、私欲的激烈贬斥:中

世纪的神学家把人的道德良心说成是神的谕旨,

认为人的良心发现是对神的诚服,并 以此来否定

利己行为的合法性。儒家先贤们则在仁、义、礼、

智生而有之的道德先验论引导下,提 出
“
何必曰

利,亦有仁义而已
”

,“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

不义富月̂贵 ,于我如浮云
”
的劝世箴言。而明代

大儒朱熹则提出
“
存天理,灭人欲

”
的主张,把这种

理念推到极致。

为什么在自然经济条件下对私利、私欲的激

烈贬斥会成为不同国度共同的典型道德特征呢?

我们只有以个入行为的外部性和自然经济的特征

来回答这个问题。自然经济是自给自足的、生产

与消费合二为一的经济形态。以自利为核`心 的人

际交往关系尚不发达,人们的交往因低下的生产

力而局限在狭窄而固定的范围内,社会由此被分

割成若干关系单元——家族。这种关系单元建立

在血亲关系之上,因而调节关系单元的内部秩序

就主要是以维持正常血缘关系为核心的宗法制

度。在自然经济形态下,家族成员的利益必须借

助于家族这个载体得以体现和表达,故 而家族的

兴旺是每个成员的利益所在,而家族的兴旺又主

要取决于人口规模的扩大。同时,由 于生产力极

不发达,物质资料极度匮乏,这 就形成了一个矛

盾,即人口生产规模扩大与物质资料匮乏之间的

矛盾。每个家族成员自利行为的外部不经济都将

激化这对矛盾,如家族内部对有限物质资料的争

夺,不仅会使弱者丧失生存机会,妨碍家族的兴

旺,甚至会导致整个家族的衰落。为了缓和这个

矛盾,就需要树立以
“
仁爱

”
为核心的利他主义意

识,于是就逐渐形成了重义轻利的伦理道德观念。

这种以义、理为价值取向的伦理观,一旦与特权阶

级的利益要求相结合,便衍生出其他一系列道德

规范,形成自然经济的道德体系。在这个体系中。

特权阶级炮制出
“
三纲五常

”
、
“
君权神授

”
、
Ⅱ
教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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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上帝在人间唯一的合法代表
”
等伦理观念,从而

使其统治合法化、神圣化。

市场经济伦理观是商品交换 日益发达、个人

主体性地位 日益凸现的产物。在西方世界,从马

丁·路德到加尔文的宗教改革,反映着自然经济伦

理向市场经济伦理的演进。经过宗教改革后的新

教,虽然也相信上帝,但其思维中心已从上帝转移

到人自身,充分肯定了人的智慧和能力对社会发

展的重要性,强 调人的主体地位,使人们从宗教桎

梏中解放出来。在加尔文眼里,一 个人应该用自

己的劳动创造财富,百折不回地获取事业的成功 ,

以便增加上帝的荣耀,“ 个人事业的成功,是 个人

能够获得上帝解救的可靠表现,是上帝预先解救

某人的神意证明,财 富是蒙神恩赐的人得到成功

的标志
”
[2](j47页 )。 在这里,利 己不再是可耻

的,而是道德的,甚至是光荣的。这种新教伦理成

为近代欧洲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伦理精神,对此

恩格斯评论说,欧洲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的第

一次大决战就是由德国兴起而后遍及西欧的宗教

改革运动[3](2页 )。

新教伦理作为市场经济伦理的雏形,它 的出

现与商品交换的发展息息相关。以交换为特征的

经济形态要求全新的伦理道德观念与之相适应 ,

因为,以 自利为前提的交换与以贬斥自利的自然

经济伦理格格不人。交换赋予了市场经济全新的

伦理精神。交换以自利为前提,但交换双方只有

在满是对方愿望和利益时,交换才能成为现实,亦

即只有在利他的基础上,利 己动机才能实现,故市

场经济体现着利己与利他相互统一的伦理精神。

正因为交换本身这种内在的伦理特征,使市场经

济伦理承认个人的主体地位和利己行为正当性的

观念:成为符合一般利益要求的、合理的道德观

念。可见,自 利是市场经济伦理的前提,自 利动机

是市场经济的内在驱动器,利 他则是市场经济得

以运转的基础,互 利则是市场运行的最终结果。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强调指出:所有的个人都

以利己心为动机从事经济行为,在 公正律的支配

下经由看不见的手的引导,走 向私利和公益的和

谐一致 c

由市场经济这一最根本的伦理特征—— 自

利,还衍生出市场经济的其他一些基本伦理观念 ,

如平等观、法治观、服务观、竞争观、效率观和诚实

守信的观念等等。平等观源于交换的要求。交换

双方地位不平等必然使无特权一方利益受损,不

符合交换的平等互利原则,所以市场经济反对一

切形式的特权。法治观是平等观念在法律上的体

现,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依靠法治得以实现。服务

观反映着市场经济生产和消费的特征,生产和消

费的分离使得产品或劳务的提供者总是以他人的

愿望和要求来调整 自己的经济行为,以 优质的服

务来赢得顾客并最终赢利,这种服务观念体现了

市场经济利他的伦理精神。诚信观念是交换的必

然要求,是对个人行为外部性的克服,坑蒙拐骗在

交换中可能得一时之利,但作为受损的一方,必然

更换交易对象,从而将不诚实守信的交易者排斥

在交换之外。竞争的观念和效率的观念则源于市

场经济以自利为特征的伦理前提,竞争力和效率

是个人获得财富的关键因素。

三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观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观既要反映市场经济

伦理的一般特征,又要符合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

性,同时还必须建立在初级阶段的客观现实基础

之上。

利已和利他在市场经济中能和谐统一的结论

立足于两个前提假设 :即市场的充分发达、完善和

行为主体的完全理性,但这两个假设在现实中并

不成立。首先,所有的市场经济国家并不存在完

全自由竞争的理想市场模式,市场法治也并没有

完各到能够调整所有经济行为的程度,市 场信息

也不可能为所有的行为主体所掌握,因而存在信

息不对称现象。总之,市场总是有缺陷的,市场失

灵是市场经济所不能避免的。这就使得交换中行

为主体的地位不可能完全对等,总 有一些行为主

体拥有垄断或信息方面的优势,也总有一些人可

以做损人利己的事而不必担心法律的制裁,囚 而

交换中所体现的自利和利他和谐统一的伦理精神

并不能得到充分实现。其次,由 于行为主体具有

有限理性的特征,使他们不可能作出完全符合理

性的决策,信息不对称还会造成行为主体的机会

主义行为(一种典型的损人利己的外部不经济行

为)滋生蔓延。行为主体的这些特征,使交换不能

完全克服行为主体的外部不经济。在市场不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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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下,这些外部不经济行为甚至会泛滥,并导

致全社会的道德失范。因此,市场经济本身所蕴

含的伦理精神不仅不能完全根除行为主体的外部

不经济行为,而且还会因为市场经济对个人主体

地位的张扬和对利己动机的强化,使得整个社会

随时都有滑向混乱无序状态的可能。所以,不仅

市场经济的运行离不开法律和道德的调节,而且

市场经济本身所蕴含的伦理道德特征,也迫切需

要正确的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来维护。

在我国现阶段,由 于市场经济的冲击,传统的

道德观念正经历深刻的嬗变,而适应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的伦理体系尚末确立。由于没有统一的道

德评价标准,道德失范现象时有发生,严重毒害着

我们赖以生存的道德环境。但冲突着的道德观念

也正在孕育着积极的道德因素,这就为建立社会

主义市场伦理观提供了挑战和机遇。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观首先应该反映市场

经济伦理的一般特征,使道德成为经济发展的精

神动力。为此应确立个人或经济组织的主体地

位,承认他们追求 自身利益的正当性。否认经济

活动主体利己动机的正当性,等于抽掉了亨场经

济运转的发动机。我们应该在全社会范围形戍乜

人财产、权益不容侵犯的道德共识,只有清晰界定

的、排他性产权的确立才能提高交换的效率,并使

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相匹配,使 个人努力与相应

收益相一致,提 高个人从事经济活动的积极性 c

我们还应形成通过正当手段发财致富是光荣的道

德观念,摒弃
“
仇富

”
心理和小农经济的平均主义

思想意识,培育人们的平等观念、法治观念,摒弃

官僚特权意识和人情重于法制的观念,树立人们

的服务意识、竞争意识和重效率的观念。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观还必须符合社会主

义的本质。我们应该在承认个人权益基础上,弘

扬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精神,摒弃极端利己主义和

极端个人主义的思想,使利己与利他、私利与公益

统一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使共同富裕的社会

主义根本原则成为全社会追求的共同理想。同

时,我们要坚持道德问题上的生产力标准,摒弃任

何有碍生产力发展的伦理道德观念,鼓励与生产

力相适应的道德意识的产生和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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