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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理论】

价值观念变革与陕西复兴

张　希
(西北大学 管理科学与哲学系, 陕西 西安　710069)

摘　要: 知识经济的价值观念是一种无形资本, 对陕西经济的发展具有根本性的意

义。知足常乐的价值观念, 传统的择业观念, 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教育发展观念, 所有制

问题上“左”的观念, 与传统文化相适应的旧道德观念, 成为制约陕西经济发展的几种主

要观念。通过发展经济、文化和教育改革、扩大开放、体制改革等措施, 实现陕西民众尤

其是政府的观念转变, 对陕西迎接西部大开发、实现伟大历史复兴具有根本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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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中华民族的摇篮, 曾经是世界文明的中心之一。在历史的变迁中, 它一度衰落。

当人类跨入新世纪之时, 随着西部开发的兴起, 希望的朝日又升起在三秦大地。制约陕西经

济、社会发展的因素很多, 如封闭的地理区位、恶化的生态环境、交通不畅、基础设施落后、工

业设备陈旧、资金短缺等。在上述诸因素中, 资本短缺是一个关键性因素。资本不仅包括资

金、设备、原材料、土地等有形资本, 而且还应包括观念、知识、政策等无形资本。陕西的落后

不仅在于有形资本的落后, 更在于无形资本的落后。笔者以为, 知识经济的价值观念是一种

无形资本, 对于陕西这样一个传统文化积淀深厚的省份来说, 价值观念的转变是陕西走出历

史低谷, 实现伟大历史复兴的强大推进器。

一、知识经济与价值观念

21 世纪, 人类将面临知识经济的挑战。陕西能否抓住西部大开发的历史机遇, 关键是能

否有效应对知识经济的挑战。在知识经济时代, 知识将成为最主要的资本和生产要素。陕西

如果能有效利用和开发知识这一重要资源, 将会充分发挥经济发展中的“后发优势”, 实现跨

越式的发展, 从而实现真正的复兴。

知识经济, 是指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上的经济, 它更确切的提法应该

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知识经济”中的“知识”,“其概念已经比传统的概念扩大了, 主要包

括以下四方面的知识: 知道是什么 (Know 2W hat) , 知道为什么 (Know 2W hy) , 知道怎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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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ow 2How ) , 知道是谁 (Know 2W ho)”[1 ]。笔者认为, 知识经济中的知识应是指人们对自

然、社会和人类思维及其与主体 (人)的相互关系的认知。它应该包括两个方面: 其一是客观

事实知识, 即人们对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的客观判断, 它要回答“是什么”的问题。其二是价

值知识, 即人们关于自然、社会对人的生命和幸福的意义的认知、情感及评判尺度, 它要回答

“什么好”的问题。知识的第二个涵义即价值知识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价值观念。

目前学术界对知识经济中的知识的界定, 主要还是局限于客观事实知识。本文认为, 对

知识经济中的知识应作更宽泛的理解, 它不仅包括客观知识即人们对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

的客观判断, 也应该包括价值知识, 即人们对自然、社会对于人的生命和幸福的意义的价值

判断。以人为本是人类经济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 知识的价值不仅在于它能揭示客观事物的

内在规律, 而且还在于它能为人类造福。全面的“知识”既包括人们对自然、社会和人自身的

内在规律的认识, 也包括人们关于自然、社会与人的相互关系的认识。因此,“知识经济”中的

“知识”, 应包括人们的“价值观念”。

既然知识是一种无形资本, 价值观念自然也就成为一种重要的无形资本。价值观念作为

一种无形资本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主要是通过两个方面体现出来: 其一, 正确的价值观指导政

府决策者制订适应市场经济的宏观政策, 引导资源的合理流向和有效配置, 从而有利于提高

宏观经济效益; 其二, 积极进取的价值观促进经济主体 (管理者、生产者) 更充分地挖掘自己

的潜能, 从而使生产力中最重要的因素——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得到最充分的发挥。价值观

念对陕西经济发展的制约首先表现在由于观念的落后而导致经济主体 (管理者、生产者) 的

潜能远远未能充分释放, 这就使生产力中最重要的因素未能有效利用; 其次表现为因政府决

策者和管理者的诸多观念误区而导致政策失误, 进而造成资源的严重浪费, 使经济发展出现

恶性循环。陕西省委书记李建国最近指出:“西部大开发, 思想要先行。陕西作为一个内陆省

份, 要适应西部大开发的形势, 最关键的是解放思想, 转变观念。“[2 ]笔者认为, 转变观念对

陕西迎接西部大开发, 实现经济与社会全面振兴具有根本性的意义。改变陕西民众尤其是政

府决策者、管理者的落后观念, 是陕西抓住历史机遇, 实现伟大复兴的关键因素之一。

二、制约陕西经济发展的几种主要观念

1. 知足常乐的价值观念

马克思认为: 需要是“生产的观念上的内在动机”,“没有需要, 就没有生产”[3 ]。在市场

经济时代, 需要集中表现为人们对个人与社会经济利益的追求。需要作为一种观念是社会经

济发展的主要动力。

由于受儒家文化的影响, 中国普通百姓奉行“知足常乐”的价值观念, 这一观念在陕西更

为突出。由于陕西是十三朝古都所在地, 加之封闭的地理环境, 本身又有丰饶的沃土和可资

灌溉的水源, 自然就形成了自我满足的小农意识。改革开放以来, 陕西人的这一保守观念有

所变化, 但“知足常乐”的价值观念仍束缚了很多人的思想; 它使陕西人缺乏竞争的动力, 从

而不利于陕西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2. 缺乏积极的进取精神

改革开放以来, 陕西人中间不乏积极进取的优秀人才, 但同东南沿海地区人相比, 有积

极进取精神的人还是较少。其实陕西人的整体素质不错, 如能注入更多积极进取的精神, 陕

西经济发展的前景是乐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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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人为什么缺乏积极进取精神, 究其原因有三: 其一, 传统文化积淀太深, 小生产者

“知足常乐”的保守观念根深蒂固, 这一观念导致人们安于现状, 不求进取; 其二, 传统人生观

念的影响, 陕西人乡土观念较重, 一般不愿离本土出外谋生, 致使少数市场经济的弄潮儿也

把自己的视野局限在狭窄的区域之内, 而不愿“放眼向洋看世界”, 把自己的“蛋糕”做得更

大; 其三, 体制性因素, 长期以来, 大锅饭体制造就了一些人的干与不干一个样的习惯, 使他

们没有压力, 没有危机感, 习惯于享受“社会主义的免费午餐”。

3. 传统的择业观念

市场经济的冲击使一些人的做官意识逐步淡化, 然而在陕西, 做官仍是一些人的孜孜追

求。在少数人心目中, 衡量一个人价值的标准往往是看他的官做得有多大。这种传统的择业

观念对经济发展极为不利。我们的理想是“小政府, 大社会”, 只有少数人适合去政府从事行

政管理工作, 而大多数人应该去参与市场竞争, 为社会创造财富。传统的择业观念使许多陕

西人都盯着政府的官位或国有单位的铁饭碗, 因而就出现了本地市场 (如西安的康复路、文

艺路等)被南方人占领的现象。

4. 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教育发展观念

在陕西未来的经济发展中, 不仅要充分利用劳力成本低这一优势, 而且还应增加人力资

本投资 (主要是通过教育) , 提高劳动者素质, 以应对知识经济的挑战。陕西全省现有高等院

校 53 所, 科研院所 1 076 所, 各类科技人员 83 万人, 教育科技实力位居全国第三。陕西更应

充分发挥教育与科技的潜在优势, 把发展教育放在重要的战略地位。然而, 有一些同志仍习

惯于计划经济的思维模式和管理模式, 他们不愿意给学校更多的办学自主权, 甚至连学校的

课酬、教师的去留等具体事务也要用红头文件作详细规定。实际上, 政企分开同样也适用于

政校分开。学校成为自主办学、自负盈亏的法人实体后, 会主动去适应市场需求而调整自己

的办学与科研方向、内部用工制度及管理体制等, 政府过多的干预不利于教育与市场经济的

结合。

我们往往津津乐道于教育、科技大省的优越地位, 但经济的落后使我们痛感将知识和科

技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还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陕西要发挥教育与科技的优势, 首要的任务

是教育、科技改革。教育改革除了要正确处理教育行政部门与学校的关系外, 还有一个重要

的问题即“教育产业化”问题。在陕西, 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 教育产业还处在很不发展的阶

段。西安欧亚培训学院院长胡建波先生在一次会议上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 陕西的优势是教

育, 因此我们要扬长避短, 广东向我们输出的是电器, 我们可以向他们输出教育。事实上, 陕

西近年来民办高校的数量和规模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 它们吸收了数万名来自全国各地的

学子来陕求学, 再加之普通高校并轨以后实行收费制度, 每年为陕西创造了数以亿计的财政

收入, 成为陕西经济发展的一个增长点。然而, 由于受传统计划经济观念的影响, 陕西的民办

高校在文凭发放、办教育的层次、师资队伍建设、级别待遇、学生分配等方面还不能享受与普

通高校同等的待遇; 而许多普通高校则把自己的发展主要定位于政府而不是市场, 办学与科

研的资金主要来源于政府拨款或者社会团体赞助, 而不是通过发展教育产业和科技产业向

市场获取; 教学与科研体系不是设法适应市场需求, 而是设法得到政府的认可。这些落后的

观念及体制使陕西不能把潜在的教育、科技优势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 从而使经济发展处于

相对落后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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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所有制问题上的“左”的观念

公有制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体, 同时我们要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但我们在这一问题

的认识上仍存在不少误区。

误区一: 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是与现阶段生产力水平低相适应的。邹东涛先生对此观点提

出了批评。他认为:“实际上, 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的地方, 存在着公有制经济; 生产力发展水

平较高的地方, 也存在着非公有制经济。所有制要永远适应生产力的发展, 而决不能‘权宜适

应’。所有制是灰色的, 而生产力之树常青。”[4 ]如果认为非公有制经济是生产力低下的产

物, 那么我们就无法理解发达国家为什么以私有制经济为主体, 其效率目前仍是较高的。实

际上, 我们之所以发展非公有制经济, 是因为它在提高我国经济发展的效率方面有其独特的

作用, 而公有制经济的功能主要在其维护社会稳定和公平方面[5 ]。在未来的所有制结构选

择中, 我们应坚持“三个有利于”标准, 只要非公有制经济能推动生产力较快地向前发展, 我

们就要毫不犹豫地坚持并发展它。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并不是要逐步由非公有制经济过

渡到公有制经济, 而是要根据生产力发展的具体要求, 把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有机地

结合起来。

误区二: 认为公有制经济即国有经济。我国的公有制经济大多采取了国有经济的形式。

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提出:“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 6 ]这一思想是对邓

小平理论的重大发展, 应该成为陕西国企改革的指导思想。在这几年的改革中, 中国已出现

了公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 除原有的国有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外, 还出现了混合经济中的

国有成分、国家控股的股份制经济、企业集团和企业联合等形式。我们认为, 让全体劳动者真

正实际地占有部分生产资料才是现实中可以实现的公有制, 这种公有制实现形式如集体所

有制、股份制、混合经济等。国家所有制是一种全社会范围的公有制, 但人民毕竟对这部分生

产资料不能直接支配和使用, 因而其利益动力不足, 所以总的说来其效率还是较低的。因此,

国有经济只应在一些公共部门和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占主导地位, 而在其他部门和行

业则要靠公有制的其他形式和非公有制经济。

陕西处于东西部的结合点上, 在西部开发中起着关键的作用。在所有制问题上, 陕西更

要解放思想, 清除“左”的观念束缚。要把非公有制经济放在与公有制经济同等的地位来看

待, 不歧视、不排挤, 同时应从立法、政策上大力扶持, 给予其广阔的发展空间。在国企改革问

题上, 我们也要按照“三个有利于”的标准, 在实现形式上大做文章, 突破公有制经济即国有

经济的传统概念, 在实践中采用灵活多样的形式发展公有制经济, 使陕西在西部开发中一马

当先。

6. 与传统文化相适应的旧道德观念

中国传统文化中顽强地表现着一种道德倾向, 即“均贫富、等贵贱”。中国民众视平等为

基本的道德准则。与西方文化不同的是, 许多中国民众认为平等不仅在于机会的均等, 而且

在于结果的平等。这一传统道德观念使我们对社会主义的“平等”价值观作了中国式的曲解,

误以为社会主义就是要实现绝对的平等, 1958 年的大跃进的失误及大锅饭体制就是最明显

的例证。时至今日, 陕西仍有许多人固守着这种传统的道德观, 他们幻想着社会主义会自然

而然地实现共同富裕, 殊不知社会主义要实现的共同富裕绝不是完全平等, 而是允许人们之

间存在富裕的差距, 以先富带后富, 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市场经济包含着一种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法则。陕西经济的发展更需要增加对人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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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而不是同情, 更需要激烈的竞争而不是畏缩。我们应树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道德

观, 这就要求更多地扩大非公有制经济的比重, 更多地在各行各业引入竞争机制, 以促进陕

西经济的发展。

三、如何转变陕西人的观念

1. 发展经济, 奠定转变观念的物质基础

陕西人价值观念的转变最终取决于陕西经济的发展。陕西积极投身于西部大开发, 使自

己的经济发展水平再上一个新台阶, 就为陕西人观念的转变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经济环

境的改善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可以为人们接受新观念提供良好的物质条件和技术手段,

如电脑的普及和互联网的扩展使人们更容易接收新信息, 形成新观念; 现代化交通网络的形

成、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有利于开阔人们的视野, 改变人们的传统思维模式。因此, 陕西人

观念的转变从根本上说要靠经济的发展, 而这又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所以, 要有长远的发展

战略, 而不能急于求成。

2. 通过教育改革和文化改革来转变观念

学校是传播知识、观念的主要场所, 陕西人观念的转变要从学校教育开始。学校的教材

编写, 课程设置, 教员的授课, 学校的文化氛围及思想政治教育等都要有意识地传播、倡导新

观念、新价值观, 抵制传统文化糟粕对学生思想意识的侵蚀。为此, 学校管理者、教员本身首

先要提高素质、转变观念。在学较教育中, 中、小学基础教育是一个人形成基本价值观的奠基

时期, 因此应该抓好这个基础。高等教育是一个人价值观念的形成时期, 应加紧进行陕西的

高等教育改革, 更新教材和教学内容, 给大学教员以更多的自主权来传播新文化、新观念, 给

学生以更多的自学时间来博览群书, 开阔视野; 同时, 在校园开展自由的学术讨论, 以利于新

观念、新文化的形成。转变观念还要靠文化改革。要通过电影、电视、广播、报刊等媒体和读

书活动、报告会、学习与交流座谈会、思想教育等多种形式, 促进新观念在全省的传播。陕西

传统文化基础深厚, 这是一种优势, 同时也是一种包袱, 应该把陕西的文化古迹, 作为一种文

化产业向外输出, 同时, 应该更多地吸收外来优秀文化, 从而形成“观念优势互补”。

3. 通过扩大开放转变观念

陕西人落后保守的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封闭的地理环境、文化环境和经济环境所

致。近年来, 陕西开放度进一步扩大, 少数精英的观念很具有超前性, 但大多数人仍不能走出

旧思想、旧观念的樊篱。因此, 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 是转变观念的主要措施。一是要扩大对

外经济开放, 包括同全国其他地区 (特别是先进地区)及国外的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 促进各

种观念的交流、融合、发展。2000 年东西部投资与贸易洽谈会在西安的成功举办, 不仅促进

了东西部的经济技术合作, 而且还促进了东西部各种优秀文化观念的交流。二是要扩大对外

文化、体育、学术交流活动, 1999 年 9 月全国城市运动会在西安的举行, 就是这类活动中比

较成功的一例。三是要积极发展旅游业, 让外面人走进来, 让陕西人走出去, 这有利于各种文

化观念的传播、更新。

4. 关键是政府官员自身观念的转变

我们欣喜地看到, 陕西省各级领导人的观念已经具有了一定的超前性, 当然, 同时代发

展的要求相比仍有一些差距, 特别是陕西各级政府中的一部分管理人员和基层政府中的一

部分领导人的观念仍较落后, 成为制约陕西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政府官员应转变自己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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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旧体制下形成的计划经济观念、人治观念、传统道德观念, 用市场经济观念、法治观念、新

的伦理观念取而代之。我们一方面应大力加强现任政府领导、管理人员的继续学习、教育, 另

一方面还要通过各种形式 (包括选举、任命、公务员考试、招聘、推荐等)使更多的具有较高文

化素质、具有现代观念和开拓精神的中青年知识分子进入各级政府领导岗位, 发挥他们的价

值和作用。另外, 各级党委、人大和政府还应建立自己的“脑库”系统, 建立各种官方的、半官

方的和民间的研究咨询机构, 充分发挥各类学者、专家的“脑库”作用, 以利于政府转变观念。

5. 通过体制改革来转变观念

导致陕西落后的观念很多, 其中缺乏积极进取的精神及落后的择业观念是重要原因之

一, 而这又与计划经济和大锅饭的旧体制有关。因此, 要转变陕西人的观念还要积极推进体

制改革。首先要改革经济体制、实现制度创新, 通过外在压力使陕西人改变择业观念, 培养积

极进取的新观念。同时, 政府机构、教育体制、科技体制等也要进行改革, 打破“大锅饭”、“铁

饭碗”, 引入更多的利益机制和竞争机制, 也有利于陕西人转变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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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 tion s of the va lue outlook and rev iva l of Shaanx i
ZHAN G X i

(D ep artm en t of M anag em en t S cience and P h ilosop hy ,N orthw est U n iversity , X i′an 710069, Ch ina)

Abstract: A t the age of know ledge econom y, the va lue ou t look isan in tangib le cap ita l and is

crucia l to the econom ic developm en t of Shaanx i. T rad it iona l concep ts of va lue, voca t ion,

educa t ion, ow nersh ip and m o ra ls have rest ricted Shaanx i′s developm en t. T herefo re,

changing these trad it iona l concep ts is of grea t sign if icance to the reviva l of Shaanx i.

Key words: know ledge econom y; the va lue ou t look; cap ita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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