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漆玲：从经济伦理学的最新成果看现代化指标体系

     经济伦理学的最新研究成果概述 

  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经济伦理及其有关问题已成为我国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之一。在近几年的研

究中，经济伦理学的研究成果涉及的面很广，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其一，关于经济道德理念的研究。理念作为理论与实践的中介，既是理论的应用又 是实践的直接指导。经济道

德理念作为经济道德之理，是经济道德的思想背景。近年来的经济伦理学研究更加关注人的发展，突出人的地位和

作用，强调人的价值及其实现。正因为如此，有的学者把关于道德的研究同人的本性、人的发展联系起来，探讨市场

经济条件下道德对人的意义；也有学者把自由与规范联结起来进行研究，探讨其中的内涵和可行性条件；还有学者从

个体、集体、国家相互关系的视角研究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关系。在所有这些研究中，强调个人利益及其正当性、

合理性的成果颇丰。  

  其二，关于经济道德规范的研究。随着经济活动的规模不断扩大，经济活动涉及的关系日益广泛，经济道德规范

也应越来越丰富。近年来，经济伦理学的研究直面人的需要及其满足，从而使利益及其实现的问题，譬如诚信问题、

公平正义问题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针对现实生活中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等方面的不平衡的问题，理论界除了

进一步研究有关的道德规范，还就国家对道德问题的治理提供了一些可行的方案。譬如，一些学者在探讨市场经济条

件下诚信缺失问题的解决时强调教育和制度并行；一些学者强调机会平等是最基本的平等；还有一些学者从宏观层面

探讨公平正义及其实现问题。  

  其三，关于经济道德评价的研究。道德评价既是对现行道德的判断，又是对未来道德设置的“应当”。经济伦理

学在这方面的研究涉及评价标准和评价结果两个方面。就评价标准而言，学界的研究从单一视角进展为多视角、从固

定标准进展为多重标准、从要素标准进展为体系标准，譬如，一些成果从公平与效率的关系设定标准，一些成果从公

与私的关系看待标准，还有一些成果从个体道德的各个方面，即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的一致性理解标准，

更有一些成果以幸福、快乐、自由界定标准。  

  这些成果表明，经济伦理学研究已实现了从见物不见人到以人为本的转换，实现了从一般规范到具体要求的转

换，实现了从指向外界到自觉意识的转换。在研究方式上，目前的学术研究也打破了以往关注体系的形而上学的局

限，把眼光投向实践领域，根据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展开研究；改变了以往注释式的推导，更自觉地追求创新；超越了

以往否定一切的批判，着眼于积极的理论建设；扬弃了以往偏狭的眼光，在强调中国特色的同时放眼世界。  

  经济伦理学的成果体现着以人为本的价值追求。这里的以人为本有四层含义：其一，以人为本是就现实世界来说

的，人是现实世界的主体，现实世界是人和人的活动构成的，以现实世界为论域是理解以人为本的出发点。其二，在

现实世界人与物的关系中，人是主体，是中心。这意味着人的活动必须以人的发展作为根本目的，反对见物不见人。

其三，以人为本中的人是指人之全体，即每一个人，不是大多数人，更不是一部分人，缺少了一部分人，不可能形成

有效的社会形式。其四，虽然以人为本中的人是就全体人而言的，但群众，特别是劳动群众是全体人中的主要成分，

他们作为实践的主体，是现实世界的创造者，也应当是自己活动成果的享用者。由此，坚持以人为本，就要把群众的

利益放在第一位，而不能把少数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经济伦理学研究的视角转换，适应了道德的善与科学的真的内

在关联。也正是在这种关联中，道德规范才不是限制人、压抑人，而是提升人，人也才能从快乐、幸福和自由的视角

看待道德。  

  如何认识我国的现代化及其指标体系  



  从经济伦理学的研究成果体现的精神实质审视现代化及其价值，必然涉及现代化的指标体系。  

  国家统计局曾于上世纪90年代会同其他部门共同制定了16项指标衡量我国现代化及其实现程度。这16项指标包

括五方面内容：1.经济发展水平——由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这一指标组成；2.物质生活水平——由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城镇居民人均居住使用面积、农村居民人均钢木结构住房面积、人均蛋白质日摄入量、城市

居民每万人均拥有铺装道路面积、农村通公路的行政村比重、恩格尔系数等8项指标组成；3.人口素质——由成人识

字率、人均预期寿命和婴儿死亡率3项指标组成；4.精神生活——由教育娱乐支出比重和电视机普及率2项指标组成；

5.生活环境——由森林覆盖率和农村初级卫生保健基本合格以上县百分比等2项指标组成。  

  直观地看这16项指标，其特征有二：一是大多数指标都以人均指数作为衡量现代化的发展水平；二是城乡二元对

立表现出的明显差别。这些特征表明，我国衡量现代化的这16项指标是以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为基

础的，从而也说明我国的现代化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  

  此前，20世纪7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英克尔斯曾提出了衡量现代化的10项标准：1.人均国民生产总值3000美元

以上；2.农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比例低于12%-15%；3.服务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在45%以上；4.非农

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重在70%以上；5.识字人口的比例在80%以上；6.大学入学率在10%-15%以上；7.每名

医生服务人数在1000人以下；8.平均寿命在70岁以上；9.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在50%以上；10.人口自然增长

率在1%以下。由于这一指标体系简明、可测、数据容易获得，因此受到许多统计工作者的青睐，并迅速被加以引

用，尤其在与我国现代化指标体系的比较中，更被许多人奉为评估现代化的国际通用工具。  

  然而，无论是我国的16项指标还是英克尔斯指标，它们作为历史的产物，其局限必然是多方面的。笔者认为，在

多种局限中，最根本的就是它们都以GDP为核心，这必然导致片面性和不可持续性。片面性表现在，重外延轻内涵、

重量轻质、重经济效益轻社会效益、重生产轻保护环境、重物轻人。不可持续性则是片面性的合乎逻辑的结论。由于

指标的片面性，其带来的结果必然是重得轻失、重结果轻过程。这意味着，为追求经济的增长和GDP的增加可以不惜

一切代价。实际生活中的单纯追求经济增长速度、追求外延增长等，在一定的程度上都同这一指标的片面性有关。  

  其实，我国的现代化应当是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但是不能把中国特色归结为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

的。诚然，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因而在现代化的水平上亟待提高。1991年根据我国国情制定的现代化指

标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一指标恒久合理。  

  笔者以为，我国现代化的特色，或者说中国式的现代化的特色在于“新”。这里的“新”意味着超越，即超越传

统现代化的模式和水平。就现代化的模式而言，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是跨越式发展，即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工业化促进

信息化，这意味着我们完成的现代化包含着信息化的成分；就实现现代化的方式即人与自然的联结方式而言，中国特

色的现代化不同于发达国家和中等发达国家先生产后治理的方式，而是采取边生产边治理；就现代化理念而言，中国

特色的现代化应当避免西方曾经走过的见物不见人的弯路，在以人为本的前提下，强调人与自然同人与人的双重和

谐。  

  对现代化指标体系的进一步完善  

  现代化的指标体系不仅是对既成的现实进行评估的工具，而且是未来活动方向和方式的导引。传统指标体系的局

限意味着必须根据实践的发展和人的本性的要求加以完善。目前，关于现代化指标体系的研究已有一些成果，而且有

些成果已付诸实践，但笔者以为，还应从价值追求的视角进一步完善有关的研究：  

  首先，衡量中国特色现代化的指标应坚持以人为本。没有人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中国特

色的现代化是以人民群众为主体的，而且是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落脚点的。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

根本利益，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使人民共享发展的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价值目

标。  

  其次，衡量中国特色现代化的指标应当体现社会发展的全面性。传统的现代化指标虽然也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

域，但毕竟不够全面。新的指标体系中的各项指标不仅应覆盖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等各方面，而且各个方面

的权重应体现中国特色之“新”，不仅应当城乡并轨，而且应当尽量体现出区域、行业之间差距的缩小；不仅应当体

现生产、生活的质量和水平，而且应当包含保护环境的要求。  



  再次，衡量中国特色现代化的指标应坚持过程与结果的统一，引导发展的可持续性。如果说各项指标覆盖经济、

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各方面是从空间的维度设定现代化的衡量尺度，那么坚持过程与结果的统一，追求发展的可持

续性则是从时间维度对现代化及其实现程度的考量，为此，现代化的指标不仅应从相对静止的状态审视发展的结果，

而且应从动态角度分析结果的由来；不仅应审视作为结果的效益，而且要审视代价的付出。  

  最后，衡量中国特色现代化的指标应坚持四个统一。即：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的统一；物质文明、政

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社会文明的统一；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统一；速度与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只有

把经济、政治、文化联结起来，从人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与自然环境的一致中考量我国的现代化，才能使我国的现代

化少走弯路、少付代价。（作者单位：天津市委党校） 

来源：http://www.gmw.cn/content/2007-05/25/content_60651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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