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设同我国社会环境相适应的现代商业伦理 

文/刘晓冬 阮平南 

我国当前的社会中，各类失信现象极为严重，严重扰乱了市场经济的正常秩序。对失信的末端
打击无法遏制伪劣现象的蔓延，因为其背后隐藏着商业伦理缺失。因此，必须从商业伦理建设的角
度对失信现象进行规范和引导，从现状出发，建立兼顾传统商业伦理和西方契约制度的现代商业伦
理体系，从根本上为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 

 一、西方市场经济的制度基础 
市场经济是在西方社会发展起来的。西方社会是以制度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契约和法律是一切

经济活动的基础，其特点是可操作，可传播，可规范，可他律。契约体现了市场经济的等价交换原
则，制度的建立制约了人的经济性，道德则是建立在宗教和法律的基础上，因此具备很强的规范性
和操作性。西方社会对道德行为的调整是通过法律来实现的。法律约束下的道德观更多的来自对违
法将面临巨大的惩罚性成本的畏惧，诚信行为同样来自他律的巨大压力，比如去年美国政府对美国
一家医疗器械生产商在中国商业行贿进行的严厉处罚。 

 二、传统商业道德的内涵 
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厚重的文化积淀，孙子兵法、论语在亚洲和世界商业领域的流行正说明

了传统文化的影响力。我国传统商业道德的精髓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诚信观和义利观。 
1. 诚信观 
诚信是中国的传统美德，也是传统商业文化的核心精神。诚，是指诚实无欺，是一切首先原则

和一切道德行为的根本，“诚，五常之本，百工之源也。”信，是指严守信用，兑现诺言，说话算
话。“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诚比信更具有本体论的内涵，与“信”相比，诚更多地指主体自
我的修养以及由此形成的个人内在的道德品质、德性和道德境界。诚信作为伦理道德范畴，其本意
就是指诚实无欺、相互信任和信守承诺。这既是做人的基本原则，也是尊重他人、尊重自己、尊重
自己的人格的前提。 

 2. 义利观 
利义取舍是传统商业文化的重要内容，是更具有实践范畴的意义。传统儒家商业文化中，“义

利合一”指利义二者互相依存，抛弃利益之道德非正道，而正当的获利必须辅以道德。经济生活
中，“义利合一”有两层涵义：一是以公益为利，则利就是义，“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只
要对公众有益的事业即使目前有所亏损也应当去做，而对公众无益的投机之利必不久远；二是承认
谋利活动的正当价值，但必须用道德对其进行规范，“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而得之，不
处也”，富贵是万人之所欲，故其有正当性，但必须以正当的手段来取之，才符合道德的目的。 

 三、商业伦理同社会结构关系分析 
1. 商业道德同社会结构的关系 
传统的商业道德根植于当时的社会结构中。传统社会是以地缘和亲缘为主要纽带的“熟人社

会”，著名的晋商、徽商就是在一定地域范围内进行商业活动，交易对象相对稳定，流动性不强，
商业道德凸显重要性。晋商有“欠账无力归还可以磕头送斧头了事”这样一条商业规则。表面上
看，这反映出一种民风的淳厚，背后却隐藏着不成文的制度安排：这条规则非常严肃，磕了头或送
了斧头，后几代人都很难抬头。口碑在当时就是不成文的信用记录，一个人的信用不仅影响自己的
生存环境，甚至会影响子孙后代。正因为如此，磕头送斧头才能成为有约束力的商业规则，构成基
础秩序的一部分。西方社会同样如此，从资本主义萌芽到完善，都是以他律性很强的法律对商业活
动进行约束，因此自然形成了一种法治基础秩序，无论是个人还是企业信用管理，都符合基础秩序
的安排。 

 2. 现代商业伦理应同现代社会相结合 
商业伦理只有同社会结构相结合，才能够发挥最大作用。这种结合有两层含义，一是商业伦理

要符合社会现有的结构安排，二是有一定的基础制度保障商业伦理的实现。我国正处在经济转型
期，缺少统一的社会价值观为引导，从众心理容易让人们陷入道德迷茫状态，盲从极端的动荡不定
的价值标准。从众心理对道德建设来说并非坏事，如果利用得当，可以更有效地传播商业伦理。从
理念层面上，传统商业伦理中的诚信观和义利观一直得到多数人的认同，仍然应当作为现代商业伦
理的指导思想。同时，西方的契约精神和法律意识也构成现代市场经济商业伦理的实践性准则。因
此，诚信理念同契约与制度相结合能够形成更加稳固的行为规范，如社会的诚信体系。 

 四、现代商业伦理的建设途径 

 



1. 信用体系建设 
从经济学理论看，合作和信任是人类在重复博弈过程中集体理性的最佳选择。从市场经济实践

看，信用体系是保障经济健康发展的环境基础。现代社会中，产权是信用建设的基础，它能给人们
提供一个追求长期利益的稳定预期。法律是信用建设的保证，其强制力能够使违背诚信的经济主体
付出代价。信用体系建设需要一个过程，发达国家信用体系的建立也非一次完成，而是在发生问题
的过程中逐渐完善。我国目前的主要问题是缺乏法规之间的相互配合，法律的执行力不够。 

 2. 道德建设 
同制度约束相比，道德约束是一种软约束。从个体角度看，价值观可以主导人的动机，影响其

行为方式。从社会角度看，道德体系能在文化层面上使人们的价值观趋同，从而产生强大的凝聚力
推动社会进步。道德约束通过人的自我要求发挥作用，因此比制度约束更为持久和有效，但建立的
过程也比制度更为漫长。我国目前道德建设收效不明显的主要原因是道德口号的泛化和缺乏操作
性，教育体系中缺乏良好道德意识的培养，亟需增强道德建设的实践性。 
（作者单位：北京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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