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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伦理道德视野中的诚信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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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市场经济的发展与传统伦理道德的提高是相互依存的，经济的发展需要传统伦理道德的支撑。应通过传统伦理道德中诚信理

念的转化和超越，充分认识传统伦理道德与市场经济之间的关系，发挥传统伦理道德在当今经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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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认为传统伦理道德与市场经济之间是一种相互背离的关系，二者不可兼得，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引发传统伦理道德的沦丧，在

市场经济领域中提倡传统伦理道德，则会限制和阻碍经济的发展。笔者认为，市场经济与传统伦理道德是可以统一起来的。市场经济作

为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所能选择的最为先进的经济模式，一方面，其内在本身蕴涵着丰富的伦理道德；另一方面，其自身的良性运作和

健康发展需要传统伦理道德的考量和范导。为了使市场经济能够良性运作和健康发展，经济主体必须保持特定的传统伦理道德。尔虞我

诈、坑蒙拐骗、背信弃义，也许能获得暂时的利益，但从长远来看只是一种低劣的手段。缺乏传统伦理道德支撑的经济不可能获得持久

的发展。基于特定传统伦理道德的诚信是市场经济的重要内容，是市场主体必备的品格和条件。 

       我国传统伦理道德认为“诚”是做人做事的根本道德。“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1］(121)；达到了“诚” 的精

神境界，就可以“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1］(122)；“诚”与“信”意义互训，意思相通，孔子提出“讲信修睦”［1］

(34)，认为人与人之间要以诚相见，言而有信，“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 ［1］(76-85)，教导人们讲求信用。儒家诚信文化运用于

经济活动，就形成了“诚实守信”的经济伦理原则和“言信货实”的信誉观、质量观。“诚招天下客，誉从信中来”，“以忠诚赢得信

誉，以忠诚取得效益” 成为业界经商取胜的法宝。这种传统的伦理道德造就了许多久负盛名的中国“老字号”，他们视“货真价实，

童叟无欺”为生命，诚实面对消费者和合作者。 

      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新趋势是经济增长已不再单纯依靠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等经济因素，还有赖于各种非经济因素，诸如文化

知识的投入和伦理道德精神的注入。从这种意义上说，诚信不仅仅是一个基本的道德规范问题，更是一种重要的经济资源。任何一种经

济体制都需要一套规则，并且需要用个人的良知去努力实践。坚守诚信意味着对通行社会规则的遵守，正如罗尔斯所说，在经济活动

中，人的“义务和责任是以关于体制的道德观为先决条件的”［2］(12)。这个道德观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诚信原则。 

      诚信是我国传统伦理道德中最重要的规范之一，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从事生产、经营、管理活动，处理各种关系的

基本准则。“诚”的基本含义包括：诚心、诚实、诚恳。“信”的基本含义包括：信用，即企业经营者必须言行一致，说到做到；信

誉，即企业必须把信誉放在首位，以信誉赢得商誉；信守，即企业应自觉遵守国家法律，依法经营，按合同办事。诚信营销就是指企业

将诚信原则贯彻到营销活动的各个环节中，坚持诚信理念，在整个营销过程中顾及社会、企业、消费者以及内部员工的利益，诚实守

信，注重长远发展。开展诚信营销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要求，也是我国企业应对世界贸易挑战的迫切需要。诚信营销属

于营销道德，但由于其独特、不可模仿和不可交易而成为当今企业独特的竞争力、独特的资源，倍受重视。当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企

业之间的有形营销威力大大减弱，取而代之的是品牌、信誉这些无形资产的竞争。要树立强大的品牌信誉，就要靠诚信营销这把“利

剑”。俗话说“有诚才有信，有信才有客”，诚信是塑造企业形象和赢得企业信誉的基石。作为企业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和价值资

源，诚信营销能降低企业长期交易成本，能给企业赢得长久不衰的市场认同、品牌价值和丰厚利润。 



      目前，我国正处于改革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虽然市场经济体系已经初步建成，法制法规不断完善，但唯利是图之辈、见利忘义之徒

为谋一己之利，制假贩假、以次充好、虚假宣传、欺骗公众等诚信缺失之患大量存在。诚信的缺失，成为市场经济健康运行的瓶颈。

2004年北京“儒学和儒商学术研讨会”畅谈经济伦理思想、诚信为本的理念和诚信对营造健康的现代市场经济秩序的重要指导意义，

并且发起诚信联合宣言，呼吁全社会行动起来，综合治理“诚信缺失症”［3］(28)。针对企业怎样做好诚信营销工作，笔者的观点

是： 

      第一，高质量的产品是诚信营销的基础。产品质量是企业诚信的最终体现。广义上的产品包括有形的商品实体和无形的服务，因此

产品质量的含义也就包括狭义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企业通过自己高质量的产品让消费者买得称心，用得放心，从而对自己产生信任。

随着市场的发展变化，在保证产品质量的同时还要重视服务质量。保证服务质量实际上就是向消费者承诺，该产品在向消费者提供基本

需求功能的基础上，产品的售后服务等外延价值可以得到满足。这样就能使普通消费者成为忠诚度高的消费者，从而提高市场占有率，

巩固企业的市场地位。由此可见，在产品质量中贯彻诚信原则，可以给企业带来长期、稳定的经济效益。 

      第二，合理的价格是诚信营销的有力手段。在市场营销策略中，价格是消费者关注的焦点，也是企业赢得市场份额有效的竞争手段

之一。在通常情况下，价格是一把双刃剑，运用的合适可以使消费者成为自己的忠实顾客，使用不好则会使消费者产生不信任，疏远该

企业的产品，并进行负面宣传而影响企业形象。正因为如此，企业更应该在价格策略中贯彻诚信原则，提高定价技巧，消除利用价格进

行不正当竞争而损害消费者利益的现象。如果企业出售的商品物非所值，其质量或数量达不到消费者的购买预期，甚至利用各种虚假的

优惠价、折扣欺骗消费者，推销其劣质产品而使消费者蒙受损失，就会迫使消费者为避免上当受骗，转向购买其他诚信企业的产品。 

      第三，恰当的销售手段是诚信营销实现的途径。诚信营销最终要通过销售环节才能够体现。做好诚信营销，可为企业树立良好的市

场信誉、扩大市场销售、提高竞争力奠定基础。市场营销不仅要与消费者建立友好关系，还要与分销商建立长期信任的合作关系。与分

销商的合作关系不仅需要分销协议的保证，还需要诚信来维持。只有讲诚信的企业才可以赢得更多的合作者，赢得更多的信任和支持，

在互惠互利基础上的合作关系会更长久，更有利于共同发展。企业直接与消费者打交道，更要通过促销树立企业形象、扩大产品影响

面。促销中如果产品质量达不到消费者的预期水平，或者有意夸大产品的功能、以次充好，损害了消费者利益，就会影响企业的信誉

度。所以，企业应该真实、可信地进行促销，而不是借机坑害消费者的权益。实际生活中广泛存在着企业以虚假的促销策略欺骗消费者

的现象，如制作虚假广告、以欺骗手段诱导消费者购买，这些都会使企业陷入诚信危机的误区，最终身败名裂。 

       第四，恰当掌握诚信营销的“度”。企业在营销过程中为了达到目的会采用一定的营销手段，但应该有一定的“度”。比如品牌

宣传，可以有适度的夸张，但要在消费者的预期标准与实践结果之间寻找一个最佳“容忍点”。例如这几年许多做保健品成功的企业，

只是借助强大的宣传攻势，夸大其产品功效，尽管在短期内品牌得到了提升，但很快就失去了生命力，这就是企业的诚信营销超过消费

者的“容忍点”带来的后果。企业的宣传在消费者心中会建立一个预期标准，而消费者购买了商品或服务后在实践过程中有一个实践结

果，预期标准与实践结果之间允许有差距，这个差距越大，消费者对品牌的信任及忠诚度就越低；差距越小，消费者就越忠于该品牌。

企业必须把握一个差距，使之始终在消费者的“容忍点”之内。否则，就会失去消费者，失去市场，从而失去生存发展的依据。 

      第五，开展广泛的传统伦理道德教育。通过对企业员工和管理者进行传统伦理道德教育，树立成熟的企业文化，并将其融入企业日

常经营和营销活动中，以诚信做好各项服务工作。同时对西方文化带来的社会价值观变化进行反思，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宣扬和继承

优秀的传统伦理道德，树立社会良好的伦理道德氛围，以维护国家、民族和企业的利益。 

      诚信，这一重要的市场经济伦理，绝不应该被市场主体所遗弃。日益凸显的诚信问题是中国市场经济当前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传

统的伦理道德不仅具有善的目的意义，而且还具有经济工具意义，是目的价值和工具价值的统一。伦理学家包尔生曾指出，所有的技艺

根本上都服务于一个共同的目的——人生的完善。“人生的完善”强调的就是以人为本和社会利益。在市场经济中，企业应该深入开展

诚信营销，把个人价值与经济效益结合在一起，把企业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结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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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market economy and traditional ethic and moral are interdependent.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y needs support of traditional ethic and moral.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proposes that 



honesty in traditional ethic and moral should be converted and surpassed. Only when the relations between 

traditional ethic and moral and market economy is fully recognized, can traditional ethic and moral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current economic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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