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场经济的趋利性对人的全面发展的负面影响 

文/姜丽芳 苏艳霞  

   市场经济是不同于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的一种经济体制模式，是以利益最大化为驱动力，通
过供求、价格、竞争等市场机制配置社会资源和引导社会经济的经济体制模式。它在本质上是一种
求利性经济，追求利益最大化是市场经济的内在动力机制。市场经济的趋利性特质，有利于强化人
们的物质利益意识，破除“重义轻利”、“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等传统观念的束缚，激发和
调动人们劳动创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推动社会经济快速向前发展，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良好的物
质基础。但是，市场经济的趋利性同时也给人的全面发展带来消极影响。 
   第一，市场经济的趋利性很容易使人们过分关注自己眼前的、局部的经济利益，那些能够带
来直接经济利益的部门和行业就会因此而受到足够的重视，获得充足的社会资源，加快自身发展。
相反，那些非盈利性的社会公益事业和投资规模大而收效慢的重大项目，就会因为无法通过市场获
得足够的有效投资，而难以发展，如：交通、教育、文化、卫生、国防、重大基础建设项目等。事
实上，这些公益事业往往是人的全面发展不可或缺的外在因素。以教育为例，教育与人的全面发展
有着密切联系，是培养和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重要途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被马克思称为是培
养全面发展个人的唯一途径。然而，教育总体上是社会公益事业，它很难通过市场调节获得自身发
展的资源条件。 
   第二，市场经济的趋利性决定了在市场经济中个人利益的实现是自觉意志的体现，社会利益
和他人需求的满足则是在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下自发的、被动的结果。市场经济的这
一特点，使为他性和服务性很难自觉上升为一种道德精神和伦理原则。因此，市场经济这种功能性
最多只能产生“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功利性道德，不可能产生“灵魂净化，精神升华”等涉及
人生终极目的和意义的最高道德境界。 
   第三，市场经济中，个人趋利性的冲动，如果失去了法纪和道德的有效约束，就会恶性膨
胀，催生出极端利己主义的怪胎。一些人将自己封闭在狭隘的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中，重利轻义，
见利忘义，甚至为了一己私利，不惜损害社会和他人的利益，将自己变成贪婪、欺诈和不择手段的
代名词。 
   市场经济的趋利性对人的全面发展的负面影响和它的正面影响一样植根于市场经济自身的运
行规律之中，具有客观必然性。任何国家，只要实行市场经济，就不可避免地会遇到这些问题。当
然，我们还应看到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发展模式，它总是存在于特定的社会制度当中，是为特定
的社会制度服务的，同时特定的社会制度也制约和影响市场经济自身功能和机制的发挥。市场经济
的趋利性对人的全面发展的负面效应及其发挥，与市场经济的自身运行规律具有共生性的同时，它
还受制于其存在的特定社会制度。一定的社会制度会抑制或倍增市场经济负面效应的发挥。马克思
在《资本论》中，曾引用托·约·登宁《工联与罢工》中的一段话说：“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
太少，就象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大胆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
保证到处被使用；如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会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
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如果动乱
和纷争能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动乱和纷争。走私和贩卖奴隶就是证明。” 这是对资本主义制度
下，市场经济趋利性演绎到极至的最生动描述。社会主义社会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是人类历史
上第一个真正把促进并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历史使命的社会类型，与资本主义社会相比，有
着根本的区别和不可比拟的优越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集中体现在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制度特性上。因此，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之独特性的作
用，是最大限度地克服市场经济趋利性的自身缺陷，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途径。 
   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制度特性的作用，首先要树立科学的发展观，明确经济发
展的价值目标，真正将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科学发展观中，突出以
人为本的核心地位，强调经济社会与人的全面发展共同协调发展的思想，是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
展思想和江泽民关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思想在发展观上的集
中体现。以人为本，就是要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崇高目标和价值追求，就是从
社会经济与人协调发展的角度，思考经济发展问题，调整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的关系，消除二者之
间的矛盾与冲突，在社会变革和利益结构调整中，协调人际关系，促进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共同
发展。 
   第二，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作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和市场经济的结合，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必然会对市场经济自身运行规律产生深刻的影响，充分
发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作用，可以最大限度地克服市场经济趋利性的自身缺陷。发挥社会主
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作用最主要的就是要充分发挥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的作用，将公有制经济的内
在要求与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有机结合起来，形成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在根本上的一致性，
实现微观个体的求利性与宏观的社会整体利益相统一，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为为实现社会主义生
产目的服务的市场经济，将市场经济有利于提高效率，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优势，转化为不断满足人
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为人的全面发展奠定现实的物质基础上。 
   第三，加强社会主义国家对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
调控下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要求国家的宏观调控要有
效克服和消除“市场失灵”。社会主义国家通过宏观调控可以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使那些无法通
过市场获得足够的有效投资的产业得到发展，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同时还可以运
用法律手段，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法律的引导、促进、保证和制约功能，严厉惩治假冒伪劣、欺行霸
市、坑蒙拐骗、权钱交易等违法犯罪行为，规范市场行为，在健康有序的经济环境中促进人的全面
发展。 
   第四，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对市场经济的价值导向作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是
一种经济现象，又是一种文化现象。它需要一定的社会文化精神和价值理性的引导。加强社会主义
思想道德建设，可以引导人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正确处理个人与社会、竞争与协作、效率与公平、
先富与后富、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关系，将市场经济的为他性和服务性功能自觉上升为一种伦理
原则和道德精神，自觉地将服务社会与个人求利结合起来，反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
义，反对损人利己、唯利是图，将市场经济真正演绎为人民群众之间相互服务的经济形式，形成一
种每一个人既是服务者又是服务对象的平等、自愿、互惠互利的经济环境，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作者单位：姜丽芳/邢台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苏艳霞 /邢台学院初等教育学院） 

相关链接    

 

市场经济的趋利性对人的全面发展的负面影响  
西部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战略选择  
浅议大众体育对国民经济的贡献  
企业动态IS能力的构建研究  
企业如何解决渠道窜货问题  
中韩贸易现状及其展望  
论消费尊严的内涵及其实现  
浅析单位受贿罪的客观方面  
黑龙江省R＆D经费投入规模及其分布研究

本网站为集团经济研究杂志社唯一网站，所刊登的集团经济研究各种新闻﹑信息和各种专题专栏资料，均为集团经济研究版权所有。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关东店甲1号106室 邮编：100020 电话/传真：（010）65015547/ 65015546 

制作单位：集团经济研究网络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