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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蔡宏 (中国经济史论坛于2003-2-28 23:33:17发布)  阅读1404次 

    编者按：BBS论坛上一些朋友对儒家与经济的关系感兴趣，兹从网上下载蔡宏的《儒家
伦理的经济价值》，供参考。 

摘 要  

儒家文化是东方文明中的一颗明珠。它在中国流传了两千多年，对中华文明产生了巨大的
影响。随着世界文化交流的发展，儒家文化从唐朝开始就不断向日本、韩国及东南亚的一
些国家传播，并且对这些国家的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然而到了近代，代表农业文明的儒
家文化在西方工业文明面前显得落后了，处于被压抑、排斥的地位。在学术界，德国社会

学家马克斯.韦伯甚至提出儒家文化不能产生资本主义， 必须经过西方理性文明的改造才
行。这种理论风靡一时，尽管有许多文章反对这种观点，但这些反驳似乎多是出于民族自

尊，而且在规模和影响上根本不足以与马克斯·韦伯相比，因此对于儒家文化的这种论调几
乎就成为一种定论。但到了现代，尤其是二次大战后，深受儒家文明影响的日本及亚洲四
小龙的经济迅速发展，使人们又开始反思儒家文化的价值了，西方企业家也开始探索日本
经济成功的秘密，学习日本成功的经验。西方的学者则象发现新大陆一样，重视起儒家文
化来，把日本经济说成是“儒家资本主义”，并且把儒家文化看成是西方物质文明带来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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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经过了自由竞争时期,被苏联的宏观调控经济模式否定过一次，现在经过又一次否定，合
乎规律地发展出竞争与调控相结合的国家资本主义。而国家的调控意味着要运用法律、文
化等手段。法律手段是硬的、有形的、直接的；而文化调控则是软的、无形的、间接的。
而在这方面，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日本就占了大便宜，它内在的文化中天然地就有着重视



理论方法 

 史观史法 
 历史理论 

 领域视野 

 方法手段 

 规范学风 

史料索引 

 古今文献 

 考古文物 

 简帛文书 

 回忆追述 

 社会调查 

 论著索引 

论著评介 

 通论文集 

 古代史著 

 明清史著 

 近代史著 

 现代史著 

动态信息 

 期刊集刊 

 网站网刊 

 团体机构 

 学术会议 

 研究动向 

他山之石 

 世坛综考 

 美国史坛 

 西欧史坛 

 东亚史坛 

 其他地区 

池月山云 

 文史随笔 

 知识小品 

 诗词诗话 

 文艺点评 

 小说演义 

 史眼世心 

“和谐”，重视“人”的价值的儒家思想，这种思想正好可以用来调节经济发展生产关系
中人与人的关系这方面。这种思想在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天然地与资本主义结合起
来，适应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规律，因此，日本在二战后就以不可思议的速度登上了世
界经济大国的宝座，使得美国和全世界的人都惊讶不已。随后，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韩
国、新加坡、台湾、香港的经济也飞速地发展起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这时人

们就注意到这些国家都是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这时人们开始重视儒家文化,并对它进行探

索了,那么儒家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价值表现在哪里呢?那就是它一贯所重视的“人”的价
值， 重视“和谐”的这些伦理价值观念。它补充了西方理性一味重视生产力发展，以物为
中心的不足之处。本文就是从这个角度来探索儒家伦理的经济价值的。 

文章第一章阐述了文化与经济的关系，阐述了为经济所决定的文化对经济发展所具有的巨
大反作用。同时还阐述了文化在经济发展中的几大功能，这些功能在后面的文章中都有一
定的体现。 

  第二章 第一节阐述了儒家伦理与日本经济发展，主要阐述了儒家仁爱、忠诚、和
谐、人伦等伦理思想在日本如何促进经济发展，在这里，还比较了日本和美国的伦理观
念，从中可以更清楚地了解到日本资本主义以和为贵的文化特色的经济意义。 

  第二章 第二节阐述新加坡经济中儒家伦理思想，忠孝、勤俭、人本主义思想的意
义，在这里比较了儒家价值观与欧洲以个人主义价值观的不同。 
  
 第二章 第三节从韩国儒家伦理重视家庭，教育、和谐等方面，谈了儒家伦理理的经济
价值。 

  第三章 在探索了欧美的理性主义、实用主义文化如何发挥它们经济价值后，进一步
揭示儒家伦理思想是如何影响东亚经济发展的。 

文章在最后得出结论:尽管西方有优秀的物质文明,也有内在约束、调节机制,但是它们文化

中的缺陷也是很明显的， 而儒家文化正好弥补了这一点,所以儒家伦理在东方国家的经济
发展中是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的。 

  文章就是从这几个方面探索儒家伦理在经济中的价值，揭示儒家伦理内涵在现代社会
中，新的历史时期，不可忽视的意义、价值和作用。 

提要   

文章从儒家伦理中重视人的价值，能较好地调节社会关系、人际关系，调动人的积极性这
些方面来说明儒家文化对现代经济的发展起到了西方理性文化所起不到的作用。它补充了
西方理性文化过份重视生产力发展，重视经济效益和利润，从而发展出以物为中心的价值
观念和个人主义的伦理思想所带来的不足之处。西方文化忽视了经济发展中另一重要因
素，即生产关系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忽视了人们之间的和谐相处。而日本及亚洲四小
龙的经济发展则深深地带着儒家这种以人为中心，重视人的价值，人们之间的和谐等人性
论思想的特点，它们的经济成就说明了儒家伦理与西方文化结合起来能更好地促进经济发
展，文章就是从儒家伦理的人性论出发，探索它们在现代经济中的意义和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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