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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俊 常亚平：西方商业伦理决策理论及模型

    西方商业伦理决策的兴起  
    
  西方企业对伦理决策的重视始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企业界出现了一股逆流，在利润至上的思想指导下，

欺诈行骗、商业贿赂、行业垄断等不正当行为泛滥，企业丑闻不断曝光，公众对此极为不满。1962年，美国政府公

布了“关于企业伦理及相应行动的声明”，美国企业界开始把企业伦理应用于商业决策实践，揭开了伦理管理的序

幕。此后，西方其他国家也逐步导入企业伦理，开始重视伦理决策。据美国本特莱学院的企业伦理中心在1986年的

调查，《财富》杂志排名的美国前1000家企业中，有85％的企业将企业伦理与企业的日常经营决策相结合，有75％
的企业制定了成文的伦理准则来规范员工的行为。在美国制造业和服务业前100强企业中，有20％的企业聘任了伦理

主管，有的企业还成立了伦理委员会，负责企业伦理准则的制订与实施。欧洲许多国家也越来越重视企业伦理的应

用，并于1987年在比利时首都布鲁赛尔成立了欧洲企业伦理网络。在英国、德国，许多企业纷纷制定了各自的商业

伦理准则并设立专门的企业伦理机构。  
    
  西方企业伦理  
  决策的理论基础  
    
  合理利己论  
  合理利己论是目的论的一种，是从后果来判断决策是否符合道德。合理利己论诞生于19世纪资本主义走向成熟的

阶段，思想代表有洛克、爱尔维修以及费尔巴哈等人。  
  合理利己论认为，每一个经济利益主体都有权追求自己的利益，这是社会发展的一项有效的动机。经济利益主体

在市场交易中要遵循两个基本条件或目标：第一，通过利益共享的手段，让交易诸方都得到理想的效益；第二，保证

当事人享有最低限度的权利。可见，合理利己论既承认经济组织追求自身利益的正当性，又要求不损人利己，主张企

业与社会的交换必须通过谈判协商而达到互惠的目的，即一种符合道德要求的交易，它还要求当事人避免对他方的严

重伤害，这正适合了商业活动的逐利性和社会性特点。  
  功利论  
  功利论是19世纪根基深厚、颇有影响的目的论流派。在启蒙思想家霍布斯、洛克那里产生萌芽，经过人的本性是

利己还是利他的长期争论，最后由英国哲学家威廉·葛德文和杰里米·边沁系统地建立其思想体系，由约翰·穆勒进一步

完善而成。  
  功利论认为，所谓善便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善亦可以被描述为“效用”，效用是道德的基础，是正当

与错误的最终判据。如果一个决策的效用比任何别的选择都大，那么它便是道德的。功利论假定人们可以对某个决策

或行为所产生的利弊后果做出权衡，可以对几种决策备选方案进行成本——效用分析，然后选择能产生最大效用的行

动方案。这一特点使它在应用中显得方便、简捷。  
    
  显要义务论  
    
  显要义务论是道义论的一种。与目的论从后果判断行为是否道德不同，道义论是基于行为本身是否遵守了某些义

务来评价人们的行为，决策是否道德与结果无关。所以，道义论通常表达为一系列准则或义务原则。  
  显要义务论由当代英国哲学家罗斯创立。他在1938年出版的《“对”与“善”》一书中，系统提出了关于“显

要义务”或“显要责任”的观念。罗斯认为：在大多数场合、一个有足够的智力成熟的、神志正常的人往往不需推敲

就能认识到自己应当做什么，并以此作为一种道德义务。他归纳出6条显要的、最基本的义务：诚实、感恩、公正、

行善、自我完善、不作恶，违背任何一条义务的行为都是不道德的。罗斯的显要义务论从正常人的直觉出发，以决策

或行为是否遵守显要义务为判断标准，符合人们的生活体验，易于实践，因此在很多企业伦理决策模型中被运用。  



    
  公平公正论  
    
  公平公正论也是道义论的一种，由美国哈佛大学哲学教授罗尔斯在1971年提出。他给出两大原则——自由原则

和差异原则，如果决策遵循了这两大原则，决策本身是符合道德的。所谓自由原则，是指在不影响他人行使同样权利

的前提下，让社会每个成员尽可能多地享受自由。自由原则强调每个社会成员都有权决定自己的命运，有权享受与其

他社会成员一样的平等待遇。这意味着企业决策必须尊重利益相关者的自由和权利，否则是不道德的。比如消费者有

权根据自己的意志选择产品，有权获得关于产品和服务方面的完备信息，有权获得安全、可靠的产品，企业决策不应

当剥夺消费者的这些权利。  
  所谓差异原则，是指社会经济生活中如果有不平等，应使社会最底层获得最大的利益。根据差异原则，企业不能

凭借在交换中的优势地位，损害别人的利益换取自身利益，尤其是不能恃强凌弱。如果企业的行为使弱者的生存状况

更差，这是不道德的。  
  公平公正论强调了保障社会最底层的弱势群体的基本利益，要求企业决策不能继续恶化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是

对道义论其他原则的有益补充，给具有社会影响力的企业制定决策提供了一个基本的依据。  
    
  相称论  
    
  相称论是一种结合目的论和道义论的综合性道德理论，是美国学者加勒特在1966年提出的。该理论认为，判断

一个行为或一项决定是否道德，应该从行为的动机、手段和后果三个方面加以综合评价。  
  相称论包括了4条评价伦理决策的基本原则：1.无论是作为手段还是作为目的，期望对他人造成“大恶”是不道

德的；2.假定所用的手段和想要达到的目的均无可指责，但如果行为人预见到该行为将产生不好的副作用，则行为人

应当有足够的理由不容许副作用的发生，否则，行为就是不道德的；3．提不出相称理由就允许或放任一种“大

恶”，或给人造成重大损害，这是不道德的；4．提不出相称的理由就期望、允许或放任一种对他人的“小恶”或小

害发生，同样也是不道德的。  
  相称论要求从目的、手段、后果三个方面来考虑某项行为是否合乎道德，能克服单纯依靠利己论、功利论或者道

义论的缺陷，能促使企业决策者从动机、手段、后果较为全面地评估一项决策的道德性，因而广泛地为企业采用。  
    
  西方企业伦理决策的主要模型  
    
  伦理检查模型  
  此模型由肯尼斯·布来查德和诺曼·V·皮尔在1988年提出，包括3个伦理检查项目，该模型重要依据是合理利己论

和显要义务论，优点是简单实用，无需掌握在不少人看来是比较抽象的伦理原则，便可做出大致符合伦理的决策，因

此被很多企业采用。理论模型如图(1）：  
  遭擅决策树模型  
  此模型是1981年由杰拉尔德·卡瓦纳等人设计的如图(2)：特点之一是从决策的后果和决策对义务与权利的尊重两

方面来评价决策在道德上的可接受性。特点之二是运用加勒特的相称理论，考虑例外情况的解决方式。模型虽然比较

复杂，但其全面性是显而易见的。  
  “九问式”模型  
  该模型由美国马奎特大学营销学教授基恩·拉克兹尼亚克在1983年提出。模型在9个问题中运用了显要义务论、

相称论和公平公正论，企业决策者可以通过回答这些问题来制定符合道德的决策，如果回答全部为否定，则该决策道

德上可接受的。该模型的问题是：  
  (1)A行动违法吗？  
  (2)A行动违反以下任一条普遍性的道义吗?  
  ——诚实的责任  
  ——感恩的责任  
  ——公平的责任  
  ——仁慈的责任  
  ——自我完善的责任  
  ——无伤害的责任  
  (3)A行动侵犯由组织类型而相应产生的特定义务吗？  
  (4)A行动的动机是邪恶的吗?  
  (5)采取A行动会不会发生某种“大恶”?  



  (6)是否故意否定了可能比A行动产生更多的善、更少的恶的B行动？  
  (7)A行动侵犯了消费者不可剥夺的权利吗？  
  （8)A行动是否侵犯别的组织的权利？  
  （9)个人或组织是否已经没有相关的权利了吗？  
  我们可以看出，这个模型遵循的设计思路是：从法律检验开始，依次进行显要义务检验、特殊行业责任检验、目

的检验、结果检验、过程检验、公正检验。它不仅照顾到了一般性的问题，还针对了特定行业、特定产品面临的特殊

问题，这是该模型的一个优点。  

来源：《企业文明》200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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