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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市场经济制度与道德诚信的辩证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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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市场经济制度促进社会核心价值体系构建的思路 

 

 亓宝华 

内容摘要：在市场经济深入人心、竞争不断加剧的今天，“质量门”、“食品门”等道德败坏、不讲诚信的事件层出不穷。

很多人会问：市场经济是不是跟我们倡导的社会核心价值体系背道而驰？事实上，市场经济与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完全匹配，以市

场经济制度完全可以促进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 

关 键 词：市场经济制度；道德诚信；社会核心价值体系 

作者简介：亓宝华，男，山东莱芜人，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农村金融和货币政策。 

 

市场经济制度有着自身的优势，能够通过市场的长期作用塑造诚信至上的“道德人”成为市场经济的主体。与此同时，诚信

不仅是最重要的道德品质，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内容。因此，诚信作为一种美德，就成了连接市场经济制度和社会

核心价值体系的桥梁。 

 
一、源于亚当·斯密的市场经济制度以道德诚信为前提 

市场经济起源于亚当·斯密，他认为，人们基于理性选择能够通过“看不见的手”来有效地配置资源。很多人将他的思想归

结为：市场经济通过人人追求私利最终却能实现社会美好。然而，真实的斯密却是一个道德化的经济自由主义者。斯密在《道德

情操论》[1]中曾说：“人们应该把自己看成是世界中的一个公民，为了这个大团体的利益，人们应当随时心甘情愿地牺牲自己的

微小利益”。   

市场经济以竞争为基础，但真正有效的市场经济制度是以道德诚信为前提的，斯密提出的自由市场理性选择也是建立在个人

利益与公共利益兼顾的基础上的，如果违背了这一前提，市场经济便会陷入混乱，产生一系列问题。 

二、诚信是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内容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确立了“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其中，“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这一条具有重要

地位。社会主义荣辱观是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而诚信是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本位价值，是社会核心价值体系性质的标志。实

践“八荣八耻”，最重要的就是一个“诚”字，一个没有真诚、道德、良知的人，无法深切地感受到荣辱观，更不用说去践行荣

辱观。因此，诚信作为最重要的道德品质，之所以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内容，是由于它在这个体系中的地位所决定

的。 

三、市场经济制度与道德诚信的辩证关系 

道德诚信在市场经济制度中居于怎样的一种地位，市场经济制度对道德诚信又有何作用，这些问题的答案在我们辨明自由市

场和道德的关系之后会逐步清晰。 

（一）市场经济制度离不开道德诚信。新经济史学家诺斯曾说过：“市场经济制度本身并不能保证效率，一个有效率的市场

制度，除了需要一个有效的产权和法律制度相配合之外，还需要在诚实、正直、公正、正义等方面有良好的‘道德人’去操作这



个市场。”道德作为一种非正式的约束，跟宪法、规章一样，也是宽泛意义上的制度。以诚信为基础的道德体系起着规范市场经

济的作用，是市场经济机制发挥功能的底线。 

（二）市场经济制度对道德诚信有拨乱作用。当市场失灵，欺诈、贪污、失信等道德丧失的现象让经济不堪竞重负时，市场

的“拨乱机制”便会产生作用。如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和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海啸，都是市场在竞争逐利的极限点

产生毁灭性的经济大洗牌，以此来警示丧失道德的沉痛代价。 

（三）政府监管。除了市场的“拨乱机制”，政府作为市场监管者，也会实行相应的政策措施。美国每次经济危机后，联邦

政府都会实行更加严厉的金融政策，通过完善市场经济的制度规范，来纠正市场失灵，建立诚实守信的市场经济环境。在法律面

前，尽管是迫不得已，但依然呈现出人人守规则、事事讲诚信的良好社会秩序。 

四、建设社会核心价值体系以“道德人”为主体，以政府为主导 

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强调，要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其中，

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吸引力和凝聚力一部分体现在它所倡导的道德观念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继承了传统的道德诚信文化，

具有鲜明的时代精神。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内容——道德诚信文化，对我们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具有强基固本的意义。 

道德是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长期积累下来的调节人们行为的规范。根据马克思·韦伯的观点，道德分为两种：信仰道德

和责任道德。可见韦伯也认为社会需要责任道德。责任道德，简而言之就是诚信道德，是以诚实守信为基本行为规范的价值观念

[2]。“道德人”是以“诚实守信为荣，见利忘义为耻”为根本道德操守，能够自主遵守道德规则，富于责任感的个体。市场经济

制度可以通过塑造以诚信为基本行为规范的“道德人”，作为市场经济活动的主体，以此促进道德诚信建设。 

政府是市场经济制度的实施者和管理者，也是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倡导者。建设以“道德人”为主体的社会核心价值体系，

政府要发挥主导作用。政府需要在生存、保健、教育等方面支持个人的发展，完善市场经济制度，这样才能解脱个人身上的桎

梏，使“道德人”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体。 

五、以市场经济制度建设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思路 

以市场经济制度建设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就是要政府通过提供完善的制度性保障，完善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培育“道德

人”作为社会发展的主体，让诚信道德成为经济、社会中的主流价值观念，以此确立诚信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达到建设社

会核心价值体系的目的。 

（一）中国要建立以信托责任为基本思想的市场经济体制 

诚信原则是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原则，是维系市场有序竞争，促进经济良性发展的根本。市场经济改革过程中产生的一

些道德丧失、见利忘义的现象，根源在于社会缺乏诚信观念，在于我们没有建立以信托责任为基础的社会文化。信托责任的核心

内容是“受人之托，代人理财”，实质上也是一种道德。市场经济是一种契约经济，人们之间的交易需要通过契约来界定。建立

以信托责任为基本思想的市场经济体制，有利于从源头规范人们的交易，遏制背信弃义、见利忘义等行为，有利于“八荣八耻”

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养成和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 

（二）增加政府主导的制度供给，保障制度的切实履行 

    制度是一种服务性产品，政府、企业乃至个人组成的群体都可以提供制度。其中，政府作为市场环境的维护者（而不是任意

的干涉者），应当提供绝大部分的制度性产品。政府提供的制度虽然不必然是良性的，但作为市场监管者，政府有责任通过完善

制度保障，来规范市场经济的恶性竞争，形成良好社会秩序，让人们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一是要建立“严刑峻法”[3]来保障信托责任、规范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契约经济，搜寻信息、履行契约都需要付出费用，

要降低这种交易费用就需要用法治作为屏障来规范人们的交易行为。可以考察，信托责任在发达经济体高度盛行，是由美国式的

“严刑峻法”来支撑的。市场经济的参与主体，一旦越过法律红线必须受到追究严惩，以此来保障信托责任，培育竞争有序的诚

信环境，净化社会的道德氛围，从而在法律的威严下，让人们自觉遵守社会公德和践行“八荣八耻”的荣辱观。 

    二要加大教育投入。教育是一种制度性产品，是实现发展机会平等的根本途径，有着巨大的正的外部性。教育不仅是立国之

本，更是个人获得发展能力、提升自我素质的重要来源。个人道德素质的提高和社会道德文明的养成除了需要“严刑峻法”的规

制，还需要教育来引导。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重塑“道德人”为主体的社会主义道德文明，就要加大对教育特别是德育的投入。然而，目前

的教育作为一种准公共品，很多贫困地区、西部边远山区教育资源匮乏，人们很难得到正规的高素质教育和培训。因此，政府要

加大教育投入，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和文化教育，提升个人分析问题和判断是非的能力，藉以提高理性决策水平，通过教育这种外

部诱导机制来促进人们对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认同，促进人们培养爱国主义精神和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 

    三是要倡导以信托责任为基础的企业文化和道德观念。市场经济体制中的交易参与方主要是企业和个人。诸如走私、偷逃税

款、制假售假等企业和个人的短期行为、不择手段的恶性竞争和拜金主义这类行为，使追逐利润走入了损人利己、违法经营的误

区，使市场失效、道德败坏。市场经济体制要有序运行，需要通过全体社会成员的自律，形成全社会讲求“信托责任”的氛围来

实现。 

只有“道德人”成为市场经济的参与主体，引导企业和个人行为，让市场主体以诚信道德为本参与经济活动，才能实现有序



文档附件： 

隐藏评论 

竞争和道德的共赢。这样，企业以信用作为企业文化的主要内容，个人以诚信来参与经济社会活动，不仅对他人、其他组织讲诚

信，还要对家庭、国家讲诚信，做到热爱祖国为荣、热爱人民为荣、崇尚科学为荣、辛勤劳动为荣、团结互助为荣、遵纪守法为

荣、艰苦奋斗为荣。诚信道德发挥了“八荣八耻”荣辱观的核心引导作用，市场经济制度形成了全社会的诚信氛围，最终实现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 

 

注释： 

[1] Smith , A.1790 :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 revised edition. Reprinted , D.D.Raphael and A.L. 

Macfie(eds).  Oxford : Clarendon Press,1975

[2]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中提出的信仰道德主要指对上帝的虔诚。笔者承认宗教在规范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但

在此我们将其理解为对“善”的追求和信仰，每个人有自己的精神归宿来规范自己的行为。 

[3]郎咸平在《信托责任与企业文化》中引用了这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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