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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炼21世纪的儒商精神 

  日前，在国际儒学联合会、中国实学研究会联合主办的“儒学与儒商学术研讨会”上，来自中国大陆、香港、新

加坡的40余名学者、企业界人士、企业管理专家，共同就作为中华传统文化主干的儒家文化的经济伦理思想对于营造

健康的市场经济秩序的借鉴意义等话题展开讨论。记者择录了其中一些观点。 

成就一代新型儒商 

记者：儒商是个什么样的概念？ 

杨波（国际儒学联合会常务副会长）：中国历史上从事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儒家知识分子以及崇尚儒家价值观的商

人，他们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对于国民经济的发展曾经起过重要的作用。勿庸讳言，正统儒家中有“好古贱今，重

农轻商”的倾向，这是与农业文明相适应的，不利于工商业的发展。但这并非儒学的全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儒

家中也有许多儒商。古代的子贡、白圭、范蠡等，就是儒商的代表；明清之际的徽商、晋商中，也不乏出类拔萃的人

物。他们不仅在发展经济中颇有成就，而且在经济理论上也有某些值得重视的见解，诸如“见利思义，义然后取”，

“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真而不欺，诚实守信”等等。历史上的儒商大多都是大学问家，十分重视文化教育，这

是他们的事业能够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晚清的儒商张骞既是个大实业家，又是个大教育家。他不仅经营纺织、面

粉、冶金、航运、铁路乃至金融等行业，而且创办了大量学校。历史上的儒商，没有一个不是讲究诚实守信的。儒学

只有与当代现实相结合，在时代前进的浪潮中不断改造和充实自己，才能焕发出新的生命力。我建议把儒学研究放在

社会大背景中，为经济发展提供文化和理念的支撑，争取成就一代修身养德、诚信经营、胸怀民族大业和报国热忱的

新型儒商。 

中西合璧的管理 

记者：儒学思想对于当今中国的企业管理有何借鉴意义？ 

梅霖（新加坡新世纪企业管理研究院执行院长）：悠悠企业，管理为大，这是一个多世纪以来，无数位管理学者、专

家、企业界精英在理论与实践的交互作用中得出的结论。日本廉田胜先生认为：企业能否成功，经营管理起80%的作

用，尤其是管理思想、思维方式又是重中之重。 

现在，西方的许多管理专家、学者已经通过不同的途径及方式著书立说，教诲“自然人 ”和“法人”如何修炼自

身，进行自我管理。我们无法探究他们是否读过中国的儒家丛书，但至少应该是“英雄所见略同”。管理大师杜鲁克

说：“一般的管理著作谈的是如何管理别人，但更重要的是有效地管理自己，只有那些有能力管理自己的人，才能成

为好的管理者。”如果我们走进松下商学院，看看松下是怎么培育人才的，一定会恍然大悟：学员在早晨列队长跑，

以炼意志；吃饭时祈祷谢恩，以炼恩德；《论语》、《中庸》、《孙子兵法》等等是学员的必修课程。 

体现在今天的人本管理要义之一，就是修炼自身的品格，之后方可安人，安人就是管理的历程。要义之二，就是以人

为本，知人善任；要义之三，就是培养和谐意识，树立团队精神；要义之四，就是义利一致，以义取利。我们对人本

管理和科学管理应该兼收并蓄，把二者交互作用于我们的企业，外儒内法，外圆内方，中西合璧，相得益彰。 

田大方（同仁堂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副董事长）：北京同仁堂是我国中药行业著名的老字号，三百多年的悠久历史，

供奉御药历经八代皇帝，造就了同仁堂独特而深厚的文化底蕴。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进入市场经济以来，同仁堂人

充分运用自己的文化优势，把企业文化纳入到企业的各项建设之中，推动了企业快速、健康发展。作为有着三百多年

历史的老字号，如何使分散的企业形成统一的意志？靠什么来形成集团的整体合力？同仁堂人认识到：要在市场中站



稳脚跟，必须靠优秀的文化来整合。这种文化整合，第一就是要用“同修仁德、济世养生”的企业精神和优秀的文化

传统来凝聚和培育职工；第二是向全体员工灌溉同仁堂诚实守信的经营思想，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老字号的优

势就是质量优势，就是以义取利，以义为先，把追求经济效益建立在与追求社会效益共同发展这个目标之上，这是企

业致胜的根本之道；第三就是教育全体员工，老字号要适应市场经济运行的新机制，就必须克服自身存在的优势感，

克服小富即安、小进即安、不思进取的保守观念，靠创新赢得市场的主动权，靠创新真正在市场中形成规模，为金字

招牌增添新的光彩。 

诚信是与跨国公司论伯仲的第一素质 

记者：儒商的核心经营理念是什么？ 

赵毅武（北京纳通投资有限公司总裁）：“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诚信是中国传统道德中十分重要的范畴之

一。儒家视诚信为修身养德和治国立业的根本。《论语》里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中庸》里说：“诚

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把诚信放在宇宙之道的高度，极言诚信的不可或缺性。历史上的儒商们都以诚

信作为他们经营理念的核心。自宋代以后逐步形成、明清达至鼎盛的徽商、晋商，以其贾儒相邦、敬业拼搏、诚信进

取、勤俭协合的理念，代表着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营思想的最高水平。徽商之所以能称雄商界三百年，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诚实守信，注重用儒道的理念经商和规范自己的行为。 

无论过去、现在和未来，社会经济的发展都需要这种诚信为本的经营理念和精神。尤其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伴随

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发展，诚信已经成为扩大交往、促进合作、走向世界的通行证。我国加入WTO以后，国内企

业所处的竞争环境更加复杂，来自跨国大公司的竞争日益激烈。竞争实际上不是在国家之间，而是在公司之间进行

的。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高度依赖于企业的规模、质量和可持续发展能力，而企业得以持续健康地发展，离不开诚

信。世界的许多业界巨头，它们几乎都没有自己的生产工厂。它们的成就就是建立在现代商业信用基础上的，通过

OEM，建立厂商坚实的信任关系，实行虚拟生产，把商誉和品牌的力量发挥到了极至。可见，诚信对于增强国际竞争

力具有战略意义和重大的现实意义。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迫切需要造就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民族企业，而诚信是中

国的企业与跨国大公司论伯仲必须具备的第一素质。 

自成一家，走向世界 

记者：中国特色的企业管理模式何时能走向世界？  

潘承烈（中国企业管理科学基金会副会长）：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承继着祖先遗留下来的无比丰富的文化

遗产，其中很多哲理在今天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仍散发着灿烂的光芒。例如，《孙子兵法》克敌制胜的战略战术；《论

语》的做人准则与诚信理念；老子关于有形与无形的转化对今天知识经济的启示；《鬼谷子》的用“天下之目”、

“天下之耳”、“天下之心”来观察世界的哲理对今天面对全球化的现实意义等等，都是在当今新形势下对开阔人的

思路、提高经营战略水平大有启迪的。现在没有一个外来的竞争对手具有像我们这样得天独厚的文化遗产，这是我们

中国的文化优势，要是能领会得深，运用得好，则将成为我们在新世纪的一大竞争优势。所以，我们要“自成一

家”，就需要“博采众长”，这个“众长”不仅是人家之长，也包含我们中华民族的自己之长。古为今用和洋为中用

一样，也应成为我们“自成一家”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经济取得了世界瞩目的巨大成就，尤

其在近年世界经济普遍低迷的情况下，中国仍取得不断增长的记录。中国快速发展的原因何在？在经营管理上到底有

哪些独具一格的特点？世人正期待一个回答。日本在战后一片废墟上重建，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在国际市场上具

有了那么强大的竞争力，使一些老牌的发达国家为之侧目。于是西方开始研究日本的兴起在管理上具有哪些特点。他

们把所谓的“日本管理方式”归结为：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利制与企业工会。这些完全不同于西方的管理方式，说明

日本在战后学习西方技术与管理时，前者直接拿来为其所用，但在管理上不是照搬西方模式，而是结合日本的国情、

民情，自成一家。 

现在该是我们自己来总结提炼这二十多年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在经营管理上我们有哪些具有中国特色管理经验的时候

了。在世界关注中国发展的管理特色时，我们在新的世纪也应该向世界回答这个问题了。不能让国外学者把研究成果

反过来告诉我们，告诉世界，那样我们就有负于民族对我们的期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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