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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晓禾：经济改革、诚信友爱与和谐社会道德建设

<提要>：文章首先探讨了经济体制改革与和谐社会的关系，从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来理解和谐社会的提出。然后从

伦理学角度，探讨诚信友爱作为目标价值对和谐社会道德建设及其实践的重要意义。作者认为，诚信友爱作为和谐社

会构建所要达到的道德目标，将促使和谐社会道德建设朝着这一目标而努力，从而将影响现有道德规范体系的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愈益明显地面临两方面关系的协调任务，即协调市场经济与我国社会其他方面的关系，

协调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全球市场经济主要是西方市场经济的关系。“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提出，从社

会目标层面上确定了协调这两方面关系的价值标准，同时也将推动包括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在内的社会物质、精神和政

治文明的发展。本文拟首先探讨经济体制改革与和谐社会的关系，从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来理解和谐社会的提出。然

后从伦理学角度，探讨诚信友爱作为目标价值对和谐社会道德建设及其实践的重要意义。 

 

一．和谐社会：社会体制系统改革的目标价值 

 

考虑和谐社会的道德建设，不能离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实践。深刻理解这一“全新的事业”[1]，是考虑和谐社会

道德建设的前提和基础。 

对经济制度或经济结构可从三个层面来分析：所有制、信息调节制度，还有激励机制。所有制问的是：谁拥有或掌

握经营决策权、支配生产、分配和消费？个人、集体或公众？信息调节制度问的是：决策者依靠何种信息制度调节生

产和交换？市场还是计划？激励机制问的是：驱动决策者的动机或目标是什么？选择什么方式履行决策或期望何种行

为型式？自利或忠诚等？[2] 对这三个问题的不同回答构成特点不同的经济制度。当人们说市场经济时，着眼于所有

者或决策者是在市场帮助下调节生产和交换这一特征，而并非说，凡采取市场调节的经济都是同样的结构组合。也因

此，人们现在不再简单地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而是认为“它描述的是经济的协调工具—市场的更为有限的方

面，在非资本主义社会里市场也会起作用。”[3] 此外，不仅经济制度可从这三方面来考察，而且一定经济制度总是

存在于一定文化和政治背景中，后者特别是政治法律制度也有力地制约和影响着经济制度的运作。因此，任何一个社

会的经济制度的任何一种结构成分的改变，都离不开其他结构成分和制度背景的支持，都需要协调由它的变化而引起

的与后者的矛盾甚至冲突。 
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在党的十四大后，进入了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的重要阶段。这一结合的目标

状况是：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市场在政府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逐步形成了不同于原来计划

经济体制的新的经济结构组合。从经济制度的三方面看：改革并没有改变占主导地位的公有制经济的所有制性质，而是使所有制与经营权

分离，让生产者自主控制和支配他们的生产、分配和消费；同时在所有制经济层面上，允许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在协调制度和激励机制方

面，主要依靠市场调节和诉诸生产者对个人利益的正当追求。以这样一种状况为目标的新的经济结构组合，要在不改变原来支持计划经济

体制生存的政治、法律和文化环境中实现，显然是不可能的。如邓小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所说的：“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

革。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

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4] 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从

产权制度、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农村经济体制、政府职能、社会保障体系、经济法律制度、党的领导等经济、政治、法律和文化等方面进

行体制改革的“系统工程”[5]。改革进入了“攻坚年”，即改革深入到了市场经济与我国社会的深层次结构矛盾中，不解决这些体制性

障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不能最终建成。值得注意的是，由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引起的为适应它的变化而必须推进的体制改革的系统

工程，要求明确它们的目标状况，因此呼唤系统的社会目标价值。“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提出，及其基本特征“民主政治、公平正



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的确定，为政治法律、经济社会、道德和精神文明等系统改革确定了所要达

到的目标价值。因此，这些目标价值的提出，首先适应了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需要有社会制度系统改革的支持；同时

社会制度系统改革在支持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也在改善和发展它们自己，以达到新的制度和谐。 

除国内制度环境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还是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在愈益全球化的大环境中进行的，处于与不同经济制度的经

济体的竞争中，与不同文化的目标概念和价值观相碰撞。全球市场经济需要有起码的共同行为规范，而在全球经济中起主导作用的是西方

社会的共同价值标准。由于我们实践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因此，我们与全球经济中主要是西方市场经济国家不可避免地存在的分歧或

冲突，主要不在于是否保持国有企业，而在于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方面。因此，尽管我们明确建设的是“和平的社会主义”，但仍然受到

各种误解或打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提出，不仅表达了这些基本价值是我们所追求的理想社会的基本特征，提供了可与不同制度的社会

和经济体和平共处、协调分歧的价值观基础；而且表明了，达到和实现这些基本价值的道路可以是中国特色的，各国应该有选择自己发展

道路的权利，因此有助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获得有利的国际生存发展空间，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尽管经济制度可以按不同的结构组合来分析。人们现在也可以理解或承认，社会主义可以与市场经济相结合。但

是，历史上，市场经济与特定所有制成功实践过的也只有一种，就是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相结合，诉诸的

是仅仅自利动机利润动机。这种市场经济曾经而且还在产生马克思所批判过的种种恶。值得注意的是，随管理经济的

发展，这种经济制度在它的三个方面都发生了问题。首先是如何使管理者为投资者为社会公众管理公司的新问题，从

而触及的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合理性问题。其次是，大量社会不公平和环境破坏问题，提出了市场对资源配置的效益

是否有限、市场安排是否公正的问题。最后，如果巨额报酬仍不能使管理层将公司的利润目标作为自己的利润动机的

话，就得重新考虑资本主义的激励机制问题。差不多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开始同时，在美国开始的经济伦理运动提出

和研究的就是这个问题。此外，由于这种市场经济是在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下发展的，有着与之相适应的意识形态和

基本价值观，因此对许多人来说，他们相信，中国要实行市场经济，也必须采取类似的政治制度和伦理价值观。这种

观点没有意识到，西方市场经济制度结构也在发生变化，也在要求它们的观念形态及其制度设置发生相应的变化。例

如，有学者认为，作为社会理论的资本主义是不充分的，它没有重视社会行为和政治组合的重要方面，在其协调理想

中，把自由和效率变成了唯一的指导行为的价值，因此，要对资本主义进行社会和伦理规范。[6] 

因此，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提出就具有特别重要的创新意义。首先，不仅对中国，而且在人类历史上，市场经济与

社会主义相结合都是全新的事业，能否成功，从前面来看，这一结合需要社会综合的或系统的体制改革支持。和谐社

会的提出，不仅反映了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而且是巩固和发展经济体制改革成果的保证，因为只有使它的要求通过

系统的体制目标确定下来后，才可能使它不会最终半途而废。同时它的成功，也才能为和谐社会提供不断增强的物质

基础。其次，如前面所讨论的，市场经济与特定所有制成功结合过的只有一种，但它不是唯一可能的，更不是“充分

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提出表明，我们之探索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全新事业，所要解决的不是仅仅提

供发展经济的不同道路，而是要建设一个更好的社会。从而使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概念更具体，也更值得坚持。 

从经济体制改革到和谐社会构建，确立了社会体制系统改革的价值目标，提供了协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面

临的两方面矛盾的价值标准，表明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具体社会目标，也为思考在这样一个全新事业中的伦理道

德体系建设，尤其是为和谐社会基本特征之一的诚信友爱的作用提供了基础。 

 
二．诚信友爱：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道德建设的目标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是从社会理想和价值目标的层面上规定和引导适应社会经济体制改革的社会体制系

统改革工程。 这一体制系统改革工程，又可以按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来看待。所以胡锦涛强

调，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同这三个文明的建设有机统一的。作为精神文明重要内容的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在社会主

义和谐社会中起着精神支撑作用。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以来，中央就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公民道德建设已经发布了多 

个重要文件，为适应经济体制改革需要，建立和发展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形成了“以为

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以社会公德、

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为着力点，以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为基本道德规范”的规范体

系。现在，在构建和谐社会时，基于“基本道德规范”，把“诚信友爱”作为和谐社会道德方面的基本特征，从而把

它提到了作为社会精神文明和道德建设目标价值的突出地位。这对于上面已经形成的规范体系因而社会实践具有什么

意义呢？ 



让我们先来看“诚信友爱”这一基本特征。胡锦涛的阐述是：“诚信友爱就是全社会互帮互助、诚实守信，全

体人民平等友爱，融洽相处。”在我看来，他给出的不是一、二个基本规范，而是一种基本的道德状况，一种基本的

社会精神和道德和谐的理想状况。 

首先，关于诚信，我们知道，有过两种类型。一种是传统诚信。在中国传统伦理中，诚与信分属于不同层次，

“诚”指的不是“诚实”，而是“尽心”或“尽己”。如孟子：“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涉及的是

天人关系，达到了天人合一就是诚。因此，诚是一个很高的道德境界。“信”则涉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意思类似于

现在所说的对他人许下的诺言应当履行，但这个“信”只限于特定的人即朋友，如《论语》中曾子一日多次反省的那

样“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信”是以互以对方为重的朋友关系为前提和本位的。至于陌生人之间，因为不存在这

种关系，所以也不存在“信”的义务。从市场经济和现代社会的要求来看，传统天人合一的诚，属于个人道德理想层

次，不是社会和组织对个体的基本要求，特别是朋友本位的传统信，一方面排斥陌生人关系、偶然的市场交易关系，

另一方面也有碍熟人之间的公平交易，因此要有适用于现代经济关系的诚信规范。对传统诚信所作的现代性转型的结

果就是：舍弃传统高境界的天人合一之诚作为基本道德要求，将传统狭隘的朋友之信扩大为适合非熟人社会的普遍之

信，按对法律、规则、契约的尊重和信守来重新界定诚信，即把诚信理解为是对维系社会、市场和各种交易的法律法

规契约的尊重和信守，使之适用于所有公民所有市场主体。这种诚信又叫规则诚信。我们现在讲的“诚实守信”所要

求的就是规则诚信。不过，这种诚信还是有局限性的：它所尊重和信守的是规则是合同，因此实际上相信的是法律法

制机构，因此这种诚信是不用讲“关系”的。[7]从胡锦涛对诚信的阐释是“全社会互帮互助、诚实守信”来看，他所

说的不是仅仅对规则的信守，还要求有类似于善良人们之间的友谊这样的关系，互帮互助，因此还依赖的是社会成员

的合作精神，这种精神尽管没有法律保证，信赖的是人的道德品质，因而不确定，但人的品质却是持久的经受得住考

验的。一个具有合作精神、乐于助人的人，是一个对处于危难和困境中的同类具有同情心的人，如果不是因为人力不

能左右的原因，是不可能做出不守信的事来，更不可能故意欺骗失信，损害他人和社会利益的，而反之则是完全可能

的。因此，对诚信的这样理解，还含有对社会成员之间互相谅解、理解的要求。这对于保持人际关系的和谐是非常重

要的。因此，在他对诚信的阐述中，与学术界对诚信的解释不同，首先提到的是全社会的互帮互助，然后才是诚实守

信。 

关于“友爱”中的“友”，原指的是“兄弟相敬爱”，如《尔雅·释训》中：“善兄弟为友”[8]。后来“善”也

用于朋友之间。尽管朋友一词用得非常广泛，也包括生意上的朋友。但是同“信”一样，“兄弟相敬爱“这样的”

爱”，一般也不真正用于非朋友陌生人。此外，尽管“善”兄弟为“友”，友善也可以理解为友爱，但在日常用法

中，友爱与友善也不完全相同。友善主要指与人为善的态度，友爱还包括友善的情感，它具有构成一种深情的关系即

友谊的潜力。随着社会交往的扩大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友爱的使用也发生类似“信”的变化，即更为广泛，而不限于

同胞手足和好朋友之间，例如扩展到对海啸受害地区灾民的慰问救助等。 同“诚信”一样，胡锦涛对“友爱”的解

释也包括多重含义：“全体人民平等友爱，融洽相处”。首先讲的是“友爱”, 不同于《公民道德建设纲要》中用的

是”友善”，因此突出的不止是友善的态度，而且是友善的情感。其次，这种友爱还是平等的，对所有人的，普遍的。

应该理解，它并不否定亲人之爱、熟人之爱、情人之爱，这些爱对于各自的关系都非常重要，不是要用“兼爱”去否

定这些特殊的爱，而是对于整个社会来说，需要有一种普遍的基本的彼此友善相待的态度和情感，这种友爱使非亲非

故者也能得到社会的关心和善待。最后，融洽相处，友善的态度和感情，有助于人们保持融洽的关系。值得注意的

是，平等友爱的前提是承认人都是平等的，有平等对待的权利。因此，尽管友爱动之以情，但基于的还是理性，要求

以承认人的权利的普遍平等为前提。这种普遍平等、与人为善的态度和情感方式，是现代社会的产物。从西方来看，

也曾经历过类似情况。 例如，友爱（Amiability）是亚里士多德论述过的一个有名的美德。但是，“亚里士多德的友

爱指的更多的是朋友，而不是指对所有人都友爱。对他来说，友爱是有选择的。” 但是现在在西方，友爱则被认为

“适用于所有人际关系”，“友爱的重要性对社会交往尤其是商业中是最为明显的”。[9] 

从上面的讨论来看，诚实守信是对自己所承诺的事情的信守，平等友爱是用友善的态度和情感对待所有他人。涉

及个人社会生活的两个最基本的问题：一个就是自己如何行为，另一个就是如何对待他人。互帮互助和融洽相处也是

个人社会生活最需要的人际交往价值。因此，用诚信友爱来要求自己，是社会对个人最基本的要求。诚信友爱的社

会，也是个人最需要的社会价值。人的道德品质是一种经常持久的行为方式。诚信友爱成为人的道德品质，社会大多

数人都诚信友爱，诚信友爱就成为社会经常持久的行为方式。它们是安定有序的社会生活的基础，是融洽和谐的人际

关系的保证。人的职业可以变动，居所可以迁徙，但是只要有这种品质在，就有了社会生活可持久依赖的行为基础。



所以, 诚信友爱，作为个人道德品质，是社会最需要的，作为社会价值，是个人最需要的。它们不仅是社会主义和谐

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所有现代社会都肯定的基本价值。 

从上面的讨论来看，诚信友爱还具有如下特点：1）它们的适用范围都超越了特殊的个人而扩大到了一般个人。

例如，信从狭隘的朋友之信扩大为社会的普遍之信，友爱也是平等的普遍的爱，不限于少数人。两者突出的都是普遍

一般的道德要求。2）它们所依赖或诉诸的方式都包括感情和理性两者。例如；诚实守信基于理性，平等友爱动之以

情。但诚实守信也是一种互帮互助的行为，平等友爱也以理性为前提：承认人的权利普遍平等。而且都偏重感情，例

如互帮互助之于诚信，平等友爱之于融洽相处。3）它们都不是独立可以存在或作用的，诚实守信或平等友爱都以承

认一定的道德条件为前提：前者是承认人有自由行为的能力因而责任能力，后者是承认人的平等权利。因此都与其他

道德价值相联系，不是孤立的。 

对诚信友爱的分析表明，尽管这些价值对于和谐的社会来说是必不可少和最重要的，但是，它们与其他道德价值

都是有联系的，不可能单独发挥作用。要使社会能够真正拥有这些价值，需要社会整体道德状况的进步。也因此，要

求我们从和谐社会的角度来反思我们目前的道德规范情况。例如， 存在以下一些问题： 

1）对道德的理解。 我们过去认为，道德的突出特点是：以体现整体利益的原则和规范为善恶标准、以必要的

自我牺牲为前提来调解个人与社会整体的矛盾，因此强调用节制或牺牲个人利益的原则和规范来调节个人利益与社会

整体利益的矛盾。 但是，个人与集体或共同体的关系，只是人们相互关系的一个方面。现代社会还有一个方面，即

个人之间或群体之间的关系。对这类关系的矛盾调解的特点，在现实生活中不是以牺牲一方为前提，而常常是通过平

等协商、互利互让来达到的。市场化民主化的特点，要求我们在对道德调解的理解方面有相应的转变。 

2）缺乏适用转型关系的道德规范。对道德关系经济关系的区分，是观念上的，在现实生活中，两种关系是交织

一起的。经济体制改革后的许多经济关系，现在都存在道德规范严重滞后的情况。用什么规范来调整这些转型关系？

彼此如何相待？过去“工人是工厂的主人”，干部工人地位平等。现在是什么关系？老板工人？雇主雇员？由于企业

经营者掌握经营决策权、用工权和分配权，一般员工既不能按过去干部工人的行为规范相对待，又难以接受老板工人

的对待方式。由于道德关系与经济关系的交织，矛盾冲突某种程度上是调节规范的冲突。彼此认为没有得到“应当”

的对待方式。现实经济关系的变化，要求有相应的道德规范。 

3）道德传统上是对个人行为的要求。我们现在的三大类：公民道德、职业道德和家庭道德，也是用于个人的。

随现代社会组织、机构作用的突出，要求有相应的组织道德规范。经济关系表现为组织之间、组织与个人之间的多种

关系。利益分化不仅发生在个人利益、群体利益而且在群体与个人利益之间。社会中许多矛盾冲突由这类利益冲突而

产生。例如，“霸王条款”，就是以单位、集体的名义侵犯个人利益。因此应开展组织道德的相应建设。 

4）道德情感的作用。我们有“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爱公物、爱岗爱幼”，要求的

大多是宏观的爱。但是，对社会微观的彼此的一般的爱没有。特别是，市场经济讲竞争效率，结果强硬的无情的作风

流行。社会假定的看法也是：好的领导者是强硬的并且必须做出果断的决策。许多矛盾冲突甚至灾难由此引起。例

如，陈家山煤矿事件。撇开利润动机不说，缺乏最起码的爱是重要原因。 

尽管诚信友爱不能取代特殊的组织道德或经济伦理规范，但它可以提供给我们许多 

启示来思考我们的道德规范问题，并弥补某些道德规范的缺位。例如，从以诚信友爱而不是其他奉献道德作为和谐社

会道德的基本特征来看，和谐社会突出的不是要求个人对社会更多的节制和牺牲，而是社会对个人的更多关心和帮

助，特别在个人之间，没有哪一方是特殊的权利主体，另一方只是义务主体。更注重的是让个体享受到社会的温暖和

关爱。这有助于我们思考上述问题1中，个人之间或群体之间的关系。 对问题2和问题3 中的道德关系，诚信友爱可

通过互帮互助、平等友爱这些普遍一般的道德要求，为组织道德和特殊经济关系道德提供一般基础，并且在例如问题

3道德缺失的场合，提供给他们可以相互对待的道德规范。对问题4 ，诚信友爱突出的就是对道德情感作用的肯定，

鼓励的就是微观个人之间的友情，可以弥补这方面的需要，以使社会详和人际融洽。 

最后，诚信友爱作为和谐社会构建所要达到的道德目标，将促使和谐社会道德建设朝着这一目标而努力，从而

将会影响现有道德规范体系的变化。如恩格斯所说，经济影响，往往通过政治形式的作用，对哲学等领域发生作用，

“决定着现有思想资料的改变和进一步发展的方式”。[10]同时，前面的分析也表明，尽管诚信友爱对于和谐社会来

说是必不可少的和重要的，但它们不是和谐道德的全部，而且是与其他道德相联的，有赖其他道德价值和规范的支

持。因此，需要发展相关的道德概念和规范，如权利、平等、责任、自由等。诚信友爱又是与主体相关的，因此要按

不同的主体：个人、组织、政府等研究他们的诚信友爱情况及其特点。和谐社会的道德建设还要考虑如何为民主法



治、公平正义等，发挥道德建设的支撑作用。总之，和谐社会的提出及其基本特征的确定，为我国伦理学界提出了新

的课题，这里有大量的工作和新的问题需要研究。本文只是谈了一些非常粗浅的看法，以求引起深进一步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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