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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化 的 内容 主要 是一定 的社 会意识 形式 ，而哲 学是 文化 发展 的思 想基 础 ；哲 学的精湛 

思想和基本精神是 文化底 蕴之 所在 ，包括 中国哲 学的 天人观 、知行观 、义利观 、辩证 观等精湛思 想和 

哲学的主要精神 ，也就是 传统人文精神 ；在改革 开放 和现代 化建设进程 中，文化底 蕴得到新 的更生 ， 

并且直接或 简接 地作用和影 响于经济决策及 经济决策的贯彻 落实，充分显 示 出其现代价值 ，成 为经 

济发展 的重要人 文资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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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 学是文化 发 展 的“思想 基 础”[1](P11)，是作 

为文化深层结构 的文化底蕴 。哲学 的精湛思想 和基 

本精神是文化底 蕴最为 主要 的 内涵 ，即人文精神 ，是 

经济发展 的人文资本 。中华 民族深厚久 远的文化底 

蕴 ，在现代经济生 活 中不断得 到更生 ，日益显示 出特 

有 的现代价值 。 

一

、 文化、哲学和文化底蕴 

关于“文化”概 念众说纷 纭 。“据统计 ，古今 中外 

关于 ‘文化’的定义不下二百种”Ez3(P1)。给文化下 

定义何 以如此 难 ，难 在哪里 ?难在“文化 既是一种 生 

活形式 ，也 可 以是 一种知识形式 ，还可 以是一种教 育 

形式 ；既有作 为物质 形态的文化 ，也有作 为精神形 态 

的文化 ，还有物质 、精 神界限不清 的如 书籍 、电影 、戏 

剧 、语言等形态 的文化 。由此我们发现文化定 义之难 

在很 大程 度上是对物 质和精神 的同一性 问题理解不 

一

，或把文化看成 是物质文 明与精神文 明的总和 ，或 

把文化看成 是一 种观 念形 态 ，或把 文化等 同 于人类 

文明”[3](P33～34)。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及其在 

整个社会 中的重要地 位 的论述 ，正确而科学 。整个社 

会生活包括物 质生 活 、政治生活 和精神生 活 ，文化是 

与经济 、政治 相对而 言的文化 ，可以解释为一定 的社 

会意识 形式 ，即政治 思 想 、法 律 思想 、艺术 、道 德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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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宗教 、哲学 等 。 

按 照马克 思 主义 的观 点 ，政 治 和法律思 想是 阶 

级和国家出现后产生的，政治思想是人们关于社会 

政治制度、政治生活、国家、阶级或社会集团及其相 

互关 系问题的观点 、理论 的总和 。法 律思想是关 于法 

的关 系 、规范 和设 施 的观 点 、理论 的总和 。政治和法 

律思想是经济基础最直接、最集中的反映，是意识形 

态诸形 式的核心 。艺 术是通过塑造 具体 生动的形象 

来 反映社会生活 的意识形式 。道德 是调整人们之间 

以及个人与社会 之间关 系的行 为规范 的总和 。科学 

指发现 、积累并公认 的普遍真理 和普遍定 理的运用 ， 

是 已系统化 和公 式化 的知识 。宗教是 以超 自然力量 

的形式对社会存 在的幻想 的反映 。哲学是 系统化 、理 

论化 的世 界观 。意识 形式从不 同角度 、不同方 面体 现 

了人们 的思想 、观念、情感 、能力 和理论思维 。 

各 种形式 的社会 意识是辩证统 一的。首先 ，相互 

对立 、相互 区别 。虽然都是社会 存在的反映 ，但反 映 

的 内容 、方 式不 同 ，与 社会 经济 基础 联 系 的密 切 程 

度 、对社会存 在反作用 的情 况不 同，且各 自起源有先 

后 、发展前途 各异 。其次 ，相互联 系 、相互制 约 ，而又 

相互渗透、相互作用 。政治思想居于核心地位 ，决定 

整个上层 建筑 的性 质 ，并强 烈地 影响 着其他形 式 的 

社会意识 。哲学和科学 因其 以理论形 式概括世 界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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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和规律 的特 点 ，能够敏 锐地反 映社会 变革 的契机 ， 

往往 成为社会 变革 与进 步 的先导 ，但 这种作 用也 要 

和政治 思想 相 结合 或 转化 为 政 治思 想 才能 得 以实 

现 。艺术把其他意识形 式作为 内容 ，其他意识形 式又 

可通过艺 术形 式得 以传播 ；哲 学和科 学 、道德 、艺术 

是不同的社会意识，有其独特的领域，但分别具有的 

真 、善 、美的本质 ，又彼此融 为一体 。 

哲 学在 诸意识 形 式 中具有特 殊 的地位 和作用 。 

哲学是对 自然 、社会 和思维 知识 进行概括和 总结 ，对 

整个世界作总 的研究 和说明 ，是 人们对包括 自然界、 

社会 和人类思维在 内的整个世界 的根本 看法 哲学 

的产生 和发展 以其他 社会 意识 形式 为基础 ，又是统 

帅其他意识 形式 的最 高意识 形 式 ，而且是 能够从 世 

界观 的高度反 映社会 存在 并指 导人们 实践 的科 学 。 

这一 比其 他一 切意识形 态 “更 高 的即更 远离物 质经 

济基础的意识形态”E42(P249)，通过其他形式的社 

会意识 ，间接地反 映和作 用于社会存在 ，发挥对社会 

生活 的指导作 用 。说 到底 ，在 文化 范围 内，哲 学“是文 

化 总体 的指导 思想 ，也 可 以说是 文化 发展 的思 想 基 

础”[1](P3)。对于人类社会来说 ，是“自己时代精神 

的精华”、“文明的活的灵魂”[4](P121)。哲学的精 

湛思想与基本 精 神就是 文化 的基本 内涵 ，这便 是 文 

化底蕴之所 在 。也 即人 文精神 。 

二、哲学的精湛思想和基本精神 

是文化底蕴的主要内涵 

集 中地 反 映文化底 蕴 的是哲 学 ，而哲学 的精 湛 

思想、哲学 的基本 精神生动地体 现为人文精神 。属于 

哲学精 湛思想 的是 ：关于 主观 与客观关系 的天人 观 ， 

即天人合一 与 天人相 胜 ；关于认 识 和实践 问题 的知 

行观 ，即知行合 一与知行相 资 ；关于人格 价值的价值 

观 。即“见利思义 ”与“以德服人”；关 于思 维方式的辩 

证观 ，即“叩其两端”与“穷神知化”。哲学 的基本精神 

是 ，关 于人生价 值和意义 的人 生观 ，即“自强不 息”与 

“厚德载 物”。 

(一)“天人合一 ”与“天人相胜 ”。“天”指 自然界 ， 

“人 ”指人类 及人类 社会 ，“天人 合一”与 “天人相 胜” 

是 中国哲 学关 于“天”(自然)和“人 ”(人 类及人 类社 

会)关 系的两种相互对 立的观点 。在孟子思想 中，天 、 

人虽不是 同一概 念 。但 近乎 相同 。苟子认识 到天 、人 

不同，天人相互关 联和相互依存 。所 以“能参”[5] 

(《苟子 ·天论 》)。孟 子 的“心性说 ”、苟子 的“天人之 

分 ”论 ，都从不 同角度不 同程 度地 看到 了人 的主观能 

动性。唐代刘禹锡提出“天与人交相胜”，认为“天之 

道”和“人之道 ”E6-1的相结 合是社会 发展的动力 。宋 

代 张载 明确提 出“天人合 一 ”命 题 ，不仅 承认 天与人 

相 统一 ，也 承认“天道 ”与“人道 ”有 区别 。程颢 强调 

“与物 同体 ”，程 颐强调“天道 ”、“人 道 ”的同一性 ，要 

求人充分遵循客观规律。朱熹、王守仁、王夫之分别 

继 承 了程 颐 、程颢 、张 载 的观点 ，但 都认 为天人 有分 

而 统一 。总 的来 说 ，中国哲学 更 多地 强调 了天人合 

一

，并一定程度 地探讨 了“天人相 胜”。 

(二 )“知行 合一”与“知行相 资”。“知”就是知道、 

了解 ，进 而 指 正 确 的 看 法 和 认 识 ，以至 理 论 观 点 ； 

“行 ”就 是行 为、作 为 ，也就 是人 们认识 自然 、改造 自 

然 的实践活动 。孔子 、孟子 、苟子都重视 “知 ”，更重视 

“行” 孔子认为坚持正确的认识 ，并把正确的认识付 

诸 实施 而得到成功 ，是最 高境界 。孟 子 以“行 天下之 

大道”为人生远大追求。苟子认为只有“行之”才能 

“明之”，“明之”就如 同“圣人 ”一样伟大 。宋 明理学关 

于知行 的认识上 了新 的台阶 ，一方 面 ，认识 到知对 于 

行 的指导作用 ；另一方 面 ，认识 到正确 的思想理论是 

达到至高精 神境 界 的标 志 。明代 王守仁提 出“知行合 

一

”

，其正确之处在于认识 到知与行相互依存 ，其错 

误 的看法是}昆淆 知与行概 念 ，其“知引合一 ”是“销知 

以归知”、“以知为行”E7]。王夫之明确提出“知行相 

资”的命题 ，对知行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关系有了 

清楚 的认识 。要说 明 的是 ，中国哲学 的“行 ”主要讲 道 

德履践 ，“知”主要讲道德认识。 

(三)“见 利思 义”与 “以德 服人 ”。“义 ”指道德 ； 

“利”即利 益 ，一 切 精神 与物 质 的利益 。在义 和利面 

前 ，贯穿儒 家思 想始终 的是 强调道德 的“义”，视道德 

为最 高的价值追求 ，置利益追 求为服从地位 。由此 出 

发 ，孔 子旗 帜鲜 明地 主 张“义 以为上 ”，教 育 人们 要 

“见利思义 ”。同时 ，也 重视“利”，认 为应 “因民之所利 

而利之”[8]。孟子继承并发展 了孔子的义利观，有舍 

弃生命 的希望而求 取道德 的圆满 的观点 。后世儒 家 

对孔 孟义 利观不 断 有所 阐发 ，重 要 的一点是认 识 到 

义利 统一 ，强 调义利兼重 。这 个“利”更多地指 国家 与 

民族利益。这是受墨家思想的影响，并汲取其合理成 

分的缘故。中国传统文化关于价值观的另一个问题 

是“德 ”与“力”的关 系 问题 。“德”指道德教化 ；“力”指 

用政令和刑罚来规范、约束、治理，也即法治。崇德轻 

力的观点是 主流 。德 力并重 的观点居于次要地位 。孔 

子崇德 ，认 为“为政 以德 ”，天下百姓 自然归附 。孟子 

主张 “以德服人 ”，因而他 有“善政 不如 善教 之得 民” 

的治 国之道 。墨家墨子认 为德 力统一 ，法家韩非认为 

德力对 立 。墨家 、法 家观点 对后 世思 想家 有一定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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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 ，汉王充 集前 人观 点之 大成 ，对德 、力 有 比较正 确 

的认识 ，视德力并 重为治 国之道 。 

(四)“叩其 两端”与 “穷神 知化 ”。“两端 ”指事物 

相互对立 、相互依 存、相互转化 的两个方 面 。中国 自 

然 哲学 的创始人 老子 的“道 ”论 ，首先 揭示 了事 物从 

其 产生起 就是运 行变 易 的 ，表 明 中国哲学从 其 开始 

便认 为世界本原就是 变易的 ；同时 ，揭示了事物对立 

转化规律 ，认 为返本复初 是对立转化 的结果 。儒家是 

重人事 的“人学 ”认识 论思想 ，孔子“把 ‘和而不 同’的 

原则运 用于认 识论领 域 ，创造 了 ‘叩其两端 ’的认识 

方法 。 ‘和而不 同’逐渐成为先 秦时期儒家处理文化 

问题的一种主张”E4](P349)。它也影响到其他学派 

和 政治领域 。《易传 》进 而深 刻而系 统地论 述 了“有 

对 ”和 “变 易”的道理 ，肯 定天 地 自然 直 至人类社 会 ， 

一 切 都是“有对 ”的 ，具体 而微 地阐述 了天地 万物 怎 

样 由阴、阳为基调 的相互作用发生 千姿百态 的变化 ， 

进而认 为品质崇高 的圣人 才有可能通 晓事物 变化的 

重要道理 ：“穷神知化，德之盛也 。”[9](P581)告诫 

人们应顺应 事物变化 的趋势 ，自觉地进 行变革 。北宋 

邵雍 ，把“有对”称为“一分为二”ElO]。北宋王安石不 

但 承认 世 界 的运 动变 化 ，而且 肯定运 动变化 的特 征 

是新 与旧的更替 ，是新 的更生 和 旧的灭亡 的过 程。张 

载对“有对”之学有“一物两体”[11]的观点 ，认为事 

物 的“有对 ”决 定事物 的特性 ，也 因为“有对 ”才 有统 
一

。在统一 中包 含着有对 ，一定程度地将 唯物论与辩 

证思维 融合一体 。王夫之得 出事物 变化 过程的每个 

阶段 都 是 “有 对 ”的、“有 对 ”是 事物 固有 的、“动 动 

也 ”、“静也动也”等结论[12]，将“有对”的辩证思想 

与唯物 论有机地统一 起来 。 

(五 )“自强 不息”与“厚德 载物”。《易传 ·乾卦 · 

象传》里说 ：“天行健 ，君子以 自强不息。”E9](P8)自 

然界永不停止地运行 变化 ，君子应 当效法 自然 ，自立 

图强 。刚健有 为 。道家认 为 自然 的特征素朴 ，无私无 

欲 ，包容和谐 ，无 为不争 。儒 家认为 自然 与人 、人与人 

“普遍 和谐 ”。“仁 ”、“诚 ”是 自然和人 的本 质 ，反映 出 

对物质运动 的真实性 和道德性 的深刻认识 。因而 ，古 

代思 想家认为君子应 该具有 刚健 的品质 ：无 私无畏 ， 

自立 图强 。他们认 为应把 自强不 息的精神贯穿于整 

个生命 历程 。《易传 ·坤卦 ·象传 》里说 ：“地 势坤 ，君 

子以厚德载物。”E9](P27)地广而阔，君子应 当以宽 

厚之德兼容并包万 物 。“德 ”即是道德 ，早期儒家认 为 

道德 是人 区别于其他 动物 的本质 。孔子提 出一个 总 

的 道 德 规范 和 道德 标 准“仁 ”，孟 子有 “浩 然之 气 ”、 

“正气 ”之说 ，还有“大丈夫 的概念 ”。道德修养达到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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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深厚 的高度 ，才能有博 大的胸襟 ，才能有远大 的志 

向、高 尚的理想 ，才能博采众长 、创新进 取 ，才能百折 

不挠 、奋发 图强 ，不 断取得进步 和发展 。西周末年史 

伯对 这种精神就有所 认识 ，突 出地体 现在他的“和同 

之 辩 ”中。“和 同之辩 ”在 孔子 这 里 概括 为“和 而不 

同”，即善 于 听取 各 方 面 的 观点 ，深入 思 考 ，综 合分 

析 ，汲取优 长 ，得 出正确结论 ，坚持真 理 ，而不狭 隘固 

执 ，也不盲 从附和 。 

三、文化底蕴是经济发展的人文资本 

在经 济发 展 中 ，我们 通常 是非常 在乎 和用 心运 

作资本 的 ，而对社会 主体 的人所 具有的文化因素 ，则 

缓几步 、比较少 的涉 及和研究 。实际上 ，资本是人创 

造 的 ，人在 社会 生活 中形成 和 积淀 的文化 因素使得 

资本增值 和积 累 。文化及 文化水平 不同的人 群有不 

同的资本理 念 ，他们创 造 和积 累资本 的方 式方法也 

不 同 ，所拥 有 的资本量 以及 以此为基 础 的生 活方式 

和生活水平 自然形形 色色 。因此 ，在一定意义上说 ， 

文化底蕴特 别是其最 主要 内涵构成 的人文精 神就是 

人文 资本 ，不 同于一般 意 义上 的资本 的特 殊形态 的 

资本 ，不妨称之 为无形资本 。改革开放特别是建立和 

发 展市场经 济体 制 以来 ，我 国不 同亚 文化 区域 的经 

济发展 速度和经济运行 质量不 同 ，大 的来说 ，最明显 

的是东西部 差距 逐渐 拉大 ，人 文精 神 的无形 资本成 

了通 常意义上 的有形 资本存量和增量 变化 的重要力 

量 ，真可 以用杠 杆的原理来解 释 。 

久 远 深厚 的文化 底蕴 ，已经并将 继续 显示 其现 

代价值 ，成 为经济发展 的重要 的人文资本 。总结 中国 

文化 的现代轨迹 ，十分清 晰的是 ：在新中国五十多年 

特 别是改 革开放 二 十多年 经济 发展进 程促进 下 ，中 

国文化 于继承创 新 中发生 了深 刻 的变化 ，同时 又直 

接 或 间接 地影 响和作 用 于经济 发展 ，成 为经济 发展 

的人文力 量 ，在建设 先进 文 化 的道路上 写下 了辉煌 

灿 烂的篇章 。文化 底蕴对经济 发展的人文支持的主 

要 表现是 ： 

1．在 经 济建 设 中 ，切 实从 实 际 出发 ，遵循 客观 

规律 ，正确 发挥主观 能动作用 ，走好发展社会主义市 

场经 济之 路 这是 中国文化底 蕴“天人 合一 ”与“天 

人 相胜 ”内涵在现代 中国经济建设 中的突 出表 现。只 

有 以符 合客 观实 际的思 想作 为行 动指南 ，我们 的 主 

观能 动性才能得 到充分 有效 的发 挥 ；把发挥 主观能 

动性 和遵循客 观规 律统 一起 来 ，我们 的事业 就能不 

断从胜利走 向胜利 。建 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 以来 

的经 济发展进程 中 ，我们 是这样做 的，事实也证 明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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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做 是 正确 的。新 中 国成 立 之 初 ，为 了在“一 穷 二 

白”的情况 下集 中力量干 大事 ，在一 个较 长时期我 国 

实行集 中统一 的计 划经 济体制 ，使 国 民经济迅 速得 

到恢 复和初步 发展 ，并 比较快 地进 人大 规模建 设时 

期，从而使我国经济社会不仅渡过了最艰难的阶段， 

而且 取得 了 巨大 的成 就 。但 是 ，随着经 济规模 的扩 

大 ．经济联系 的愈益 复杂 ，计 划经济体制统得过多 过 

死的弊端逐渐显露 出来 ，阻碍了我国社会生产力的 

发展 。这种实际迫使我们进行 改革 。经过艰辛 的探 

索 。党 的十 四大 确定 了建立 社会 主义 市场经 济体 制 

的 目标 ．使我 国的 改革 开放 和现 代化建 设事 业进 入 

了一个新阶段 基于已取得的辉煌成就所奠定的深 

厚基 础 ，党 的十六大又提 出本世 纪头 2O年 经济建设 

和经济改革的 主要 任务 。这一个个重 大决 策的出 台 

和实施 ，一 个个新 目标 的实现 ，都说 明遵循 客观规律 

和发挥 主观能动作 用 同样的重要 。在微观 经济中的 

这种事实更是不胜枚 举 。 

2．努力把 一切 经 济决 策都 建 立在 深入 调 查研 

究的基础上 ，对正确 的经济决策必须切 实抓好落实 ， 

并 注意在 工作 中不断 完善经 济决策 这是 中国文化 

底蕴 “知行合一 ”与“知行相资 ”内涵在现代 中国经 济 

建设 中的突 出表现 。这一点 ，我们党发展成从群众 中 

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 ，在八十多年的革命和建设历 

程中始终坚持。“在我党的一切工作实际中，凡属正 

确的领导 ，必 须是从群众 中来 ，到群众 中去 。这就是 

说 ，将群众 的意见 (分 散 的无系统 的意见 )集 中起 来 

(经 过研 究 。化 为集 中的 系统 的 意见 )，又 到群 众 中 

去 ，作宣传解释 ，化为群众 的意见 ，使群众坚持下去 ， 

见之 于行动 ，并 在群众行 动 中考验 这些意 见是 否正 

确 。然后再从 群众 中集 中起来 ，再 到群 众 中坚持下 

去 。如此无限循环 ，一次 比一次地 更正确、更生 动、更 

丰富。”[13](P854)譬如，西部经济发展速度逐步与 

中部特别是 东部差 距 的拉大 ，引起社会 各界 的广泛 

关注 ，开发西部 、发展 西部成为全社会 的共识 。于是 ， 

江泽 民同志代表党 中央向全党和全 国人 民发 出西部 

大开发 的号 召 ，指 出 ：“加快 中西 部地 区发展 的条 件 

已经基本具备 ，时机 已经成熟 。从现在起 ，这要作 为 

党和 国家的一项 重大 战略 任务 ，提 到更加 突出 的位 

置。”[14]江泽民同志所说的时机成熟是指，我国综 

合 国力 的增强 ，全 国社会 物质资料丰富 ，西部地区在 

基础 设施方 面 已为 大开 发奠定 了初 步基础 ，在 国家 

的帮助和东 部沿海 地 区的支 持下 ，西部 已有条 件实 

施大 开发。因此说 ，西部 大开发 的战略性 重大 决策 ， 

是基于深入调查研究而提 出的 。之后迅 即在全社会 

掀 起 的西部 大 开发热 潮 、西 部大 开发 战略 正在取得 

明显成效 都说 明，西部 大开发 的决 策是正确科学的 ， 

决 策的贯彻落 实是切实有效 的 。 

3．人们 的思 维方 式逐 步 由单 向思维 向多 向思 

维 、由封闭型思维 向开放型思维 、由传统思 维向现代 

思维转变 这 是 中国文化底 蕴“叩其两端 ”、“穷 神知 

化”内涵 在现代 中国经 济建设 中的突出表现 。改革从 

总体 上采用非 对抗性 的、渐进式 的方 法推进 。改革 的 

渐进性使人们 的思想经常处 于不确定和剧烈变化 的 

状态 ，呈 现 出多变性 的特征 。改革 同时又是社会经济 

形态从 计划经 济 向市场 经济 的转 型 ，社 会技 术形 态 

从农 业社会 向工业 社会 和 知识社 会 的双重嬗 变 ，这 

就决 定 了人们 在计 划经 济 、农 业经济 条件 下形成 的 
一 整套思想体 系必须发 生深刻变革 。人们思想 的多 

变性 和思想 变化 的深 刻性 ，引 起人们 的思 想领域和 

境界 由封 闭 、单调 、浅 显 向开放 、多 元 、深刻转 变 ，思 

想活 动的独立 性和多样性 明显增强 。人们 在开放中 

学 习 了新 东西 ，增 强 了信 心 ，开 阔 了眼界 ，活跃 了思 

想，提高了竞争能力，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同时使人 

们 接触 到大 量令 人 眼花缭乱 的异文 化 ，增 多 了选 择 

信 息和观念的机会 。改 革实践过程也 给人们的思想 

带 来 了一 些疑 虑和 困惑 ，诱 发 了一 些消极 甚 至错误 

的思想观念 。这使得 人们思想境 界的多元 、深刻 、复 

杂性表 现明显 。市场 取 向的改 革 ，使人 们也逐 渐 由 

“单位人 ”变 为“社会人 ”，个 人对 国家 和集体 的依附 

性 、依赖性 进一步减弱 ，自主、自立 、自强意识不断增 

强 ，思 想活动 的独立性 进一步强化 。 

4．人们 的 价值 取 向 由传统 的“见 利思 义”向合 

法合 理的趋 利性 和务 实性转 变 ，经济 建设 由崇德轻 

力向德治和 法治相 结合 转变 这 是 中国文化“见利 

思义 ”、“以德服人 ”内涵在 现代 中国经济建设 中的突 

出表现 。“见 利思 义”的义 利观是传统文化 占主导地 

位 的价值取 向，计划 经济 时代 个人 利益 和物质 利益 

被忽 视 ，“文革 ”期 间则是 一种 禁欲 主义式 的“极左 ” 

的义利观 。后者 大大有悖于人性 和人权 。马克思主 

义认 为 ，人 们 奋斗 所争取 的 一切 。都 与他 们 的利益 

有关。物质利益是人类生存的基础 ，也是人们进行其 

他社会 活动最 基本 的条 件 ，利益 最大化 是市场 经济 

的基本准则 。改革 开放在经 济生活和社会生活 中贯 

彻符 合社会 主义 的分 配制度 、人 民群众 意愿 和人权 

的利益 原则 ．但受 益与创造 和实现 效益密切相关 ，且 

使 利益原则 的作 用愈 加广 泛化 ，利益 在社会 生 活 中 

的重要性 凸现 ，造成 人们 思想 活动 的趋 利性和务实 

性。人们义利观的历史性转变，使得经济活动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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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经济管理措施 发生相应 的改 变 。无论是经营者还 济 ，是使 市场 在社 会 主义 国家宏 观 调控下 在资 源配 

是管理者 ，思想上都 有 了一个“法”的概念 ，前者依法 置 中起 基础作 用 的经 济 ；而 以社会 主义公 有制 为主 

做 事 、依 法维 护 自身 利益 ，后 者依法 行政 、依 法维 护 体 、多种所有制经 济共 同发展 ，则是社会 主义初级阶 

国家和人 民利益 。法制 和法 治的重要作用 日益重 要 段 的基本经 济制度 。从 1995年至 目前 ，我国经济进 

和凸现 ，并且逐步走 向规范化和科 学化 ，德治与法 治 入全面建立 和完善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的发展过 

的结合成 为必然 。 程 。这一阶段 ，我们对社会 主义和市 场经济有 了科学 

5．在经 济 建设 中，积 极应 对 国 际竞争 ，坚持 改 的认 识 ，实现 了人类 社会 发展 史上 最先进 的社会 制 

革开放 ，解放 思想 ，实事求是 ，与时俱进 ，开拓创新 度—— 社会 主义与最 先进 的经济体 制—— 市场经济 

这是中国文化“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内涵在现代 的有机结合 ，我国已经建设成为充满生机和活力的 

中国经 济建设 中突出的表现 。改革就是“自强不息 ”， 实 行市场 经济 的社会 主 义 国家 ，这 是历 史性 的突破 

就是要 以不 屈不 挠 的精 神 ，艰苦 奋斗 ，奋 发图强 ；开 和转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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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al Essence：Hum anistic Capital for Econom ic Develoom 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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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itute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Xi all Jiaotong University．Xi an 710049 China) 

Abstract：Social ideology is the main content of culture，and philosophy is the ideological base of cultural 

development．The core thought and basic spirit of philosophy add up to cultural essence traditional hu— 

manistic spirit．In the process of reform ，opening and modernization，cultural essence is being regenerated， 

thus exerting direct or indirect influences on economic decision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economic policy． 

In a word．cultural essence has great modern value，and is thus important humanistic capital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Key words：cultural essence；economic development；humanistic cap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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