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2年 8月 

第 32卷 第 3期 

西 北 大学 学报 (哲学 社 会科 学版 ) 

Journal of Northwest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Aug．，2002 

Vo1． 32 No．3 

儒家信用伦理与中国现代经济 

王 琼 ，陈金 贤 

(西安交通大学 管理学院国际经济研究所 ，陕西 西安 710049) 

摘 要 ：从儒 家伦理 角度研 究 中国现代信 用经济 ，一方面分析 了儒 家伦 理对 中国当代 经济的积 

极影响 ，另一方 面也 指 出儒 家伦理 对现代 信 用经济发展 制约的思 想和 消极束缚作 用 。剖析 、诠释儒 

家信 用伦理 ，为 继承和发扬儒 家信 用伦理 中的精 华，纠正在儒 家价值观念 的影响 下所 形成的诸 多弊 

端 ，创建 中国特 色的现代信 用经济提供 可 资借鉴 的传 统资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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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 广义是 指 言 而有 信 ，在 经济学 上 主要指 以 

经济生活为 目的，建立在信任基础上以偿还为条件 

的借贷活动，它体现一定的债权债务关系。现代经济 

是一 种建立在稳 定 的信 用关 系之 上 的经 济 ，任何 一 

个经济单位都不可能独立存在，只要从事经济活动 ， 

就必然要涉及到信用活动。市场经济愈发达，信用关 

系就越活跃 。信用 经济 是市场经济 运行的基石 ，良好 

的信用文化是 现代经济发展 的基础 。然而 ，目前在 我 

国一些行业 和地区正面 I临着 信用危机 。例如 ，银行 不 

良贷款数额巨大，信 贷资产质量严重恶化。截至 

2000年末 ，在 四家国有独 资商 业银 行 开户 的改制企 

业 62 656户，贷款本息 5 792亿元，经过金融债权管 

理机构认定 的逃 废债改 制企业 32 140户 、占改制企 

业 51．29 ，逃废银行贷款本息 1 851亿元 ，占改制 

企业贷款本息的 31．96 。另外，作为信用体系基础 

的商 业信 用发展 落后 ，投 资信 用和 消费 信用起 步较 

晚。西方国家商业贸易中 9O 采用信用方式进行， 

而 中国的信用交 易方式仅 占所 有交易的 2O 左右 。 

除 了原有的“三角 债”问题 ，其他形 式 的付款 违约 和 

拖欠每天都在侵蚀着企业利润。企业间的逾期应收 

账款发生额 占贸易额的 5 以上 。信用行为不规范 

引起的经济纠纷、债权债务案件以及各种诈骗案件 

大量增加。近 1O年查处违法合同案件 2O多万件，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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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同问题 使 国有 资产流失 近 5 000亿元 。更令人担 

忧 的是 现有 的社会 信 用 中介组 织 ：会计 所 、审计 所、 

公证处等机构缺乏信用 ，受政府干预，本身存在作假 

现象 。中国的信用 问题成 为制约 现代经济发展 的瓶 

颈 。 

我 国 的信用 关 系恶化 既有 制度 法律 的原 因 ，也 

有历史 文化的根源 。 中国 自汉武 帝“罢黜百家 ，独 尊 

儒 术”，儒 家文化 作为 中 国二 千多年来 的主导文 化 ， 

对中国信用观念的形成起着决定性影响。因此，正确 

理解 、剖析 、诠释儒 家文化 ，发掘 、弘扬与现代信用 经 

济相协调的思想 ，批判与现代经济相矛盾的思想，将 

儒家伦理面向未来 ，提供重塑我国社会信用文化的 

精 神资源 ，具 有重要 的现实意义 。 

一

、儒 家“诚信”思想 

与现代信用关系的社会伦理 

信用虽然是现代经济的实质 ，但它是古已有之 

的一种商业道 德标 准 。我 国最早 的信 用可 以追溯到 

中国古代 的西 周时期 ，西周 即有“赊 ”、“欠 ”等与信用 

有关的文献记 载 。孔子 的弟 子也 以“挂账 ”形式取得 

赊销来的生活用品[1]。诚信是儒家伦理的基本规范 

之一，儒家重“诚”守“信”。诚，是真实无妄 ，不 自欺欺 

人 ，不弄虚作假 。孟 子 日 ：“诚 者 ，天之道也 ；思诚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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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道也。”[2](《孟子 ·离娄上》)苟子道 ：“君子养 

心莫善于诚，至诚则无他事矣。”[2](《荀子 ·不苟》) 

“信”与“诚”相通 ，诚实不欺，谓之“信”，这是中国传 

统伦理 中的重 要范畴 ，强调起码 的人格要求 。孔子强 

调：“信则人任焉”[2](《论语 ·阳货》)；“民无信 不 

立”[2](《论语 ·颜 渊》)；“人 而无信，不知其可也” 

[2](《论语 ·为政》)。儒家伦理将诚信引为经商原 

则 ，《管子 》提 出“诚 贾 ”，强调 “非 诚 贾 不得 食 于 贾” 

[3]。荀子推崇“良贾”，以为“商贾敦悫无诈 ，则商旅 

安，货财通，而国求给矣。”[2](《荀子 ·王霸》)伦理 

道德价值在 整个儒 家文化系统 中 占居 中心位 置 。 

诚 信不 仅是 儒 家伦理 的 基本 规范 之一 ，也 是现 

代信用关系的社会伦理基础 。儒家论理主张诚信经 

商的商业精神传统，是现代市场经济中信用经济的 

要求 。中国当代经济 伦理发生 了剧 烈变化 ，整个社会 

信 用伦理不 同程度 地遭到破 坏 。一些 不守信用 、恶意 

违背信用的企业 或个人 ，不仅不会受 到惩罚 ，而且还 

会从 中得益 ，从而形成 一种“守信 吃亏、不守信 得利” 

的怪现象 。“坑 熟”成 了某些人 的生财之道 ，人和人之 

间甚至产生了信任危机。市场信用的道德秩序是人 

们经 济交往 中基本 的 准则 ，也 是经 济实体 生存 与发 

展必不 可少 的道德 资本 。不 管商品经济 多发达 ，信 用 

规模 多大 ，一 旦债务 人 不讲 信 用 ，不按期 还本 付息 ， 

甚 至故 意赖 账不还 ，正常 的信用关 系就会 被破坏 。在 

目前某些经 济伦 理 观念 陷入 严重 混乱 状态时 ，更有 

必要弘扬儒 家文 化 中的 伦理 道德观 念 ，提倡 以诚待 

人 ，以信 相 交 的市 场 经 济取 胜 之 道 ，使 “诚 召 天 下 

客”、“信 纳万家财 ”成 为市 场经济 中必须 严格遵守 的 

道德原则 。 

二 、儒 家义利思想与 

企业和消费者的信用关系 

“仁 ”、“义 ”是儒家伦 理的重要 内容 。孔子强调 ： 

仁者 “爱人 ”，论 语 中“君 子义 以为上 ”，“先 义后 利”、 

“见利思 义”、“君 子喻 于义 ，小人 喻于利”等都 强调要 

积极地追求义 ，要将义放在第一位 ，根据义来决定取 

舍 ，必要 时要怀 义去利 ；在义 利不 可兼得 时“舍 生取 

义 ”。 

在 企业 和消 费者 之 间的信 用关 系 中，重 义轻 利 

要求企业 更加注 重 对消 费者 的信誉 ，而从 目前 中国 

消费 者协会公 布的 消 费者投 诉看 ，商 品的 质量 问题 

位居榜首 ，对服务 的投诉 也在增多 。一些企业 为了追 

求短期利益而 见利忘 义 ，利用非法 手段谋取暴利 ，甚 

至利用假冒伪劣、坑蒙拐骗的行为坑害广大消费者， 

割裂了“义”与“利”的关系，不仅损害 了与消费者的 

信用关系，也损害了企业的信誉。而企业商业信誉是 

企业的一种无形资产，好 的信誉会使企业产生心理 

上的安全感 ，在订货、销售等方面拥有很多优惠或便 

利。当商品经济发展为信用经济时，企业的信誉状 

况，往往成为其生命力的表现。一个企业失信造成的 

是其他企业的损失 ，而其他企业从而效法之 ，便会形 

成恶性循环，以至发展为更广泛的信用危机，该企业 

也将最终受害。提倡“义”与“利”兼顾的原则，在追求 

利益的过程中守“信”重“义”，提倡奉行“贾道”，以义 

取利 ，逐利思义，这在市场经济的时代具有十分积极 

的现实意义 。 

三 、儒家提倡“德治 ” 

与市场经济的法律约束 

儒家论理中同时也存在制约现代信用文化发展 

的思想 。儒 家伦理 的重 要基础 是“德治 ”、“人治 ”，认 

为“人之初，性本善”，认为人本性善良可信。良心、道 

德足 以治 国 ，“德主刑辅 ”，重“人治 ”而轻“法治”。因 

此中国历史传统 中缺少现代化法制的因素，信用的 

法制建设不可能从儒家泛道德主义的历史传统中脱 

胎 而出。“法治 ”强调 的是科 学和理性 的原则 。目前 

信 用关 系扭 曲的原因之 一就是靠人情 维系的“软”约 

束多，靠 明确客观的理性 和规范制度维系的“硬”约 

束 少 。“人情 至上”的本质 是对个人 的忠诚而非对组 

织 目标的忠诚。正式的法律、规章 ，都可因人而异、因 

事 而异 加 以打 破 和改 变 ，制度 中缺 乏必 要社会 安排 

来保证某些规则的贯彻实施，这样 中国信用经济就 

不能得到保障。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也是法制经 

济。在整个社会缺乏营造信用环境的情况下，仅靠道 

德来维护信用是远远不够 的，健全的法律体 系是正 

常信用关系得以维系的保障。仅靠 良心、道德不可能 

有效约束债权人和债务人的经济行为。要想重振信 

用文化 ，不能光靠观念 的转变，还需要制度、法制的 

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必须依靠法律力量约束信用 

各方的行为 ，把信用活动纳入法律的轨道，建立债务 

人承担还贷与保护债权人的信用机制，对不 良负偾 

企业应保持追索还贷的压力 ，培育和维护 良好的信 

用秩序 ，使恪守信用者走遍天下 ，失信者寸步难行。 

四、“勤俭戒侈”与中国信用消费 

勤俭治家 、力戒奢 侈 ，这是儒 家文化 中的一个经 

营致富之术。孔子主张“节用”治国，孟子提倡“俭节 

则倡，淫佚则亡”。清初大儒顾炎武在评述徽州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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绅巨富时则说 ：“新都勤俭 甲天下 ，故富甲天下 。”更 

有人力图在商业活动中遵循孟子关于“天将 降大任 

于斯人”的教导，用“苦其心志 ，劳其筋骨 ，以致富有” 

自勉E4]。中国儒家学说对于“财富”几乎都怀着一种 

深深 的恐惧 ，有“富国不求足 民”的思 想 ，认 为老百姓 

富足不仅不足 以言治 ，反 而对 国家有 害 。于是鼓 励老 

百姓“安贫乐道”，并形成 了一整 套道德信条 。作为一 

个短缺 经济下 高储 蓄 的国家 ，我 国居 民养成 了量 人 

为出．省吃俭 用 ，先攒钱 、后 消费的消费 习惯 。人们 的 

信条是“无债 一 身轻 ”，认 为借钱 消费是“寅 吃卯粮”， 

把适度 消费和勤俭节 约对立 起来 。 

儒 家的崇俭 去奢 的思想 在 当时 的 自然 经济条件 

下得 到思 想家 的认可 ，并 与 国家“生财 ”“惠 民”用财 

的基本方 针相一致 ，然而这些传 统的思想 ，同先消 费 

岳支付的现代信用消费观念是背道而驰的。目前我 

国消费信贷 与发达 国家 比较明显滞 后 ，面对 12亿 人 

口的 巨大 市场 ，直 到 1 997年 ，银行 中长期 消 费信 贷 

才开始在住房、耐用消费品等领域开展 ，信贷规模尚 

不及银行信贷 总规模 的 1 。即使起 步较早 的信 用 

卡 ．基本上是 只有储蓄功能 的借记卡 ，提供 的消 费信 

用功能 非常有 限。而 发达 国家对 个人 的 消费信 贷 ， 

已占银行贷 款总额 的 3O 以上 ，商 品零售 额 中有 一 

半 以上是通过信用 交易进行 的。中 国人 习惯把 自己 

的钱 存 在银 行 里 ，借 给 银行 用 ，而 不是 向银 行 借 钱 

用 ，省吃俭 用被誉 为中华 民族 的美德 。殊 不知消费信 

用作 为现代信用 的一种 主要 形式 ，对 社会 的再生 产 

有一定 的积极作 用 。通 过消费信用可 以使消费者提 

前享受现时尚无力购买 的消费品，在一定条件下促 

进消费商品的生产与销售 ，加速商品资本向货币资 

本的转化 ，并进一步带 动相关 产业 和产 品的发展 ，扩 

大 内需 ，刺 激经济发展 。发展 信用经济 ，必须转 变消 

费观念 ，适 度培养 消费习惯 ，增强 消费倾 向。但 中国 

几 千年形成 的传 统消 费观念 ，要 接受“明天 的钱今 天 

花”的观念 ，不 是一下 子就 能改变 的 。 

五 、结束语 

中国加 入 WTO，对 中国 的信 用 提 出严 峻 的挑 

战 。重塑信用 文化 ，培育全社 会信用观念 ，是 当前 构 

建我国信用制度 ，规范信用秩序的基础 。通过对儒家 

伦理思 想 的批 判 和继 承 ，从 传 统儒 家伦 理精 神 中汲 

取有益 的借鉴 ，同时克服其 中的缺陷 ，使 之与社会 主 

义市 场经济所 要求 的时代 精神 有机 结合 起来 ，建立 

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观念 ，并建立起 

较为 规范 的规 则 ，在 当前 塑造 中国特 色现代 商业精 

神 中具有 十分突 出的现实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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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itive influence on Chinese credit economy exerted by Confucianism ，but touches constraint from another 

aspect，pointing out its negative effect，which has importan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in today S China credit 

culture． 

Key words：Confucianism ；credit；modern economy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