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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元梁：论经济伦理的现实基础和哲学基础

  经济伦理的重要性正在为人们所认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离不开经济伦理正在成为人们的共识。但人们在

现实经济生活中感觉到了的东西并不等于完全理解了它，而只有在理论上深刻地解释了的东西才能更深刻地感觉它。

经济伦理的现实基础和哲学基础就属于这种性质的问题，通过对经济伦理的基础的讨论可以使我们对经济伦理的本质

和重要性有更自觉的理解和把握。 

  伦理作为人类社会特有的调节人类内部和人类与自然环境相互关系的特殊方式，其现实基础就是人类的内部的相

互关系和人类与自然环境的相互关系。每一种伦理或伦理的每一个领域都对应着、调节着一类、一组的对象性关系，

这些关系或者是自然发生的或者是历史地形成的再或是自然发生和历史形成两者的结合。然而，我们凭什么提出经济

伦理呢?又凭什么判断人们的经济活动是合乎伦理还是不合乎伦理呢?商品经济取代自然经济、资本主义社会取代封建

社会，在人们的相互关系上、社会整体性的形成上所具有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人们在生产中、经济中形成的纯生产

性、经济性的关系取代了人们之间自然发生的血缘关系及以这种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各种人身依赖关系。所以，随着商

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发展起来的人们之间的纯粹的经济关系是经济伦理所要调节、规范的现实关系，也是经济伦理存在

和发展的现实基础。 

  既然是纯粹的经济关系为什么还需要伦理调节呢?伦理又凭什么去调节呢?概括地说，经济伦理存在的必要性和可

能性既存在于这种经济关系的自身特点之中也存在于这种经济和社会、自然的相互关系之中。就这种经济关系的自身

特点而言，“商品交换领域确实是天赋人权的真正乐园。那里占统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资

本论》第1卷，第199页)马克思的这个概括揭示了这种经济关系所具有的特点、所体现的原则。商品是天生的平等

派，市场面前人人平等。而自由，就是人们在市场上根据自己的自由意志进行交换的自由、建立各种交换的契约的自

由。所有权既规定了人们对自己拥有的物的权利，也否定了人们对他人物品的无偿占有，人们之间的交换只能是等价

物和等价物之间的交换即等价交换。所以，商品经济关系是人们通过交换价值的中介而发生的关系，是人们相互间的

物化关系。 

  而当我们将商品经济和自然经济、资本主义社会和封建社会对比时，不难发现市场经济关系及体现这种关系的自

由、平等、所有权、人权原则所具有的历史解放的伟大作用，但当我们面对在自身基础上发展和展开的市场经济和资

本主义社会的时候，又会看到这种经济关系及其原则的内在矛盾性、历史局限性。等价交换和自愿交换、自由和平

等、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价值和价格之间都存在着矛盾，个人的、主体的、经济的利益和社会的、非经济的利益之

间也存在着矛盾。市场经济在实行等价交换的时候留下了不等价交换的可能性；在强调主体的利益和自由的时候存在

着破坏主体间的平等、公正的可能性，在强调人们间平等的同时又存在着实际的造成不平等的可能性，在推动主体实

现自身利益的时候又可能存在着危害社会整体利益长远利益的可能性。 

  市场经济关系及其原则所具有的这种两重性、矛盾性为人们的行为选择提供了可能性空间，即马克思说的人获得

了依赖于物的独立性和自由，这就既提出了对这种关系进一步规范的必要性又提供了对这种关系进一步规范的可能

性。这种必要性和可能性的存在就是经济伦理能够在市场经济中存在并随市场经济而发展的现实的前提、根据和基

础。 

  对市场经济进行规范当然不能对市场经济关系及其原则进行绝对的否定或绝对的肯定。只有对市场经济关系及其

原则进行实践的、历史的、辩证的分析，在肯定市场经济积极作用的同时也指出其消极作用，在肯定市场经济原则的



历史合理性的同时又指出其矛盾性和局限性，才能为规范市场经济即为经济伦理的发展指明正确的方向和道路。经济

伦理的任务、目的、功能不是要推翻市场经济开历史的倒车，而是要跟随生产力和经济的发展，通过分析和解决市场

经济发展过程中暴露出来的矛盾和问题，推动市场经济向着文明、规范、有序的方向发展。这也说明，经济伦理要健

康地发展必须使自己建立在一种能够正确地、科学地对待市场经济及其原则，能够正确地、科学地揭示和分析市场经

济发展过程中各种问题和矛盾的哲学理论的基础之上，而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可以为经济伦理提供这样的哲学

基础。 

  有必要指出，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并不是站在自然经济、封建经济的立场上对市场经济原则采取非历史

的简单的否定，而是从人类社会在世界历史的范围的未来发展的角度和在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内在矛盾分析的基础

上，认为随着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其内在矛盾的推动下必须导致私有制、市场交换、阶级、

国家的消亡，使人们成为自己社会关系的主人，真正成为独立、自由、平等及全面发展的人，人类社会将过渡到共产

主义社会，并认为那时候人们的关系是一种超出了社会局限性的自由人之间的关系，那时调节人们关系的伦理也许是

一种保证个人获得充分发展并使个人发展成为他人发展前提的意义全新的社会伦理。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反复强调指

出，这种过渡是建立在一系列的现实前提之上的。 

  在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到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现实条件完全成熟之前、在共产主义理想还不能马上实现之时，社会

主义价值的现实目标就只能“表现为18世纪法国伟大的启蒙学者们所提出的各种原则的进一步的、似乎更彻底的发

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55页)，即在利用市场经济推动经济发展的时候，设法真正贯彻自由、平等、

所有权、人权这些原则，设法消除这些原则的内在矛盾，尽量克服市场经济在实际上导致的不平等、不自由、物化、

异化等问题，而这些目标归结起来就是如何在市场经济中尽可能地实现经济公正、社会公正的问题。社会主义价值实

现的现阶段目标和经济伦理的目标是一致的，公正问题实际上是经济伦理所关注和研究的一个基本的、中心的问题。 

  什么叫公正，判断公正的依据或根据是什么，采取何种形式、方法、手段、制度去调节人们间的经济关系、利益

关系，使社会的利益结构既能最大限度地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又能确保社会的安全和稳定，这些都是经济伦理需要着力

研究的问题。而在这些问题上，不同的利益集团、不同的世界观、价值观、方法论往往会有不同的观点和方法，从不

同的哲学基础出发往往会形成不同的公正观、形成不同的经济伦理的理论体系。例如，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会有一

种公正观，在社会契约论的基础上则又会有另一种公正观，在个人本位论的基础上会有一种公正观，在社会整体论的

基础上又会有另一种公正观；从理想主义出发，会形成理想状态的公正观念，从现实主义出发，则又会形成现实状态

的公正观念。正如我们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时候需要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在邓小平建设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借鉴、吸收各种市场经济理论，在分析实际面临的各种新问题、新情况的基础上进

行综合创新一样，在对待市场经济中的公正问题时，也应该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博采

各家之长并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现实过程结合起来，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公正理论，

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伦理学。 

  (原刊载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应用伦理研究中心《通讯》总第1卷第1期，1998年4月)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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