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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世纪以来西方的各种思想越来越被实践证明并非完全适合我国。而

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思想对我国经济建设却起到了不可忽视的效用。因

此肯定和不断发展中国传统思想，特别是传统思想中的“重义轻利”思想就有着

特别的现实意义。本文对“重义轻利”思想对我国经济建设的影响进行分析，得 出

“重义轻利”对我国经济建设有着较强的正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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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国经济社会的思想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的传统思想及传统价值标准受到迅速变化的经济关系、社

会关系的影响以及现代西方思想的不断冲击，中国传统思想对我国经济建设有 良

好影响力的一面有不断弱化的趋势。

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应当吸收和借鉴西方思想中合理有益的因素，但实际

经济社会中不可能也不应该“全盘西化”而抛弃中国传统思想。英国著名史学家

汤因比认为，一种文明系统中不含致害甚至致富的因子，一旦跳离这一文明框架 的

制约而参与到另一个文明系统中去，就有可能对这一文明系统产生致命的危害， 因

为这一文明系统中没有制约它的相应机制，因而“一个人的佳肴完全可能成为 另

一个人的毒药”[1]。因此我们必须对中国传统思想特别是传统思想中的“重义

轻利”思想进行科学准确的总结，做出客观的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评价，吸取其有 益

成份，反思其不合理因素，以促进其在我国经济建设中发挥应有的效用。

2、“重义轻利”思想在我国经济建设中的效用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一项大计。但

是要想在这项伟大的建设中，保持我们的精神世界不致荒芜，就需要在价值取 向

上提倡超越物质利益、重视精神世界、追求群体乃至人类利益的价值观。在我 国

经济建设如火如荼的今天，重义与重利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两种价值取向。而儒 家

的“重义轻利”思想正是调整义利关系的价值标准和协调人类社会价值取向的 普

遍性原则，是符合人类文明的进步思想，是有利于建立和谐的社会经济关系的 思

想，对我国经济建设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在我国经济建设中应该得到继承和 发

扬光大。

2.1 以义为先导，保证利来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重义轻利”是中国古代儒家哲学的价值观，这种义利结合的观念，表现在 我

们经济活动中应遵循的原则，便是孔子所说的“义以生利，利以平民” 。也就是 说

义与利是统一的，要求我们在各种经济活动中获取正当利益的同时，必须积极 承

担社会责任，依法经营，照章纳税，注意保护环境，关注自身对社会和人类的 贡

献。避免只一味追求盈利而忽视社会责任和法律法规，导致企业后劲不足，生 存

困难，最终走向衰亡的恶性结果。

按照儒家思想，如果把物质利益作为人生追求的唯一目标而忽视精神世界，

就等于把自己降低到动物的水平。儒家的“重义轻利”应该成为我们构建共同价 值

观、道德观的基础。值得指出的是：儒家所讲的义往往是和他人利益联系在一 起

的。儒家主张在社会生活中人们“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即达 到同

类相恤、同族相助。也就是说，人要有友善之心，保持互济扶持的情感状态。 在我国

的劳动、保险、社会福利等法律制度还不健全的情况下儒家的义利观还对 形成团

结互助的社会风气非常有益。因此儒家的这种“义利两全”的理论，反映了 矛盾的

两面性，我们在强调利润的同时，更应以“义”为前提，为社会发展和进步 做出应

有的贡献。

2.2 经济活动中应义利结合诚实守信

儒家先义后利、利义统一的利义观在我国经济交往中表现为重信守信，经营

者除了追求经济利益还注重追求高尚的人格。在中国，自古就有“童叟无欺”的商

业信条。香港著名的企业家李嘉诚先生曾说：“一个企业的开始意味着一个良好



信誉的开始，有了信誉，自然有了财路，这是必须具备的商业道德。”近些年来， 我

国企业的“三角债”问题，拖欠银行贷款、拖欠货款、工程款问题非常突出； 股

票市场中虚假陈述、内幕交易、欺诈客户的行为时有发生；保险法律关系中的 骗

保行为也屡见不鲜。

而就在我们邻国日本、韩国及新加坡等国虽然各种社会问题不少，但上述情 况

却很少发生，究其原因儒家的利义观在日、韩、新等国深入人心。比如当代日 本

企业家最喜欢读涩泽荣一的《论语加算盘》一书中强调“道德与经济” 、“义与 利

合一”的原则，主张通过优质的产品和完善的经营管理方法，来获取正当的利 益

，并回报社会，积极投身社会公益事业。反对在经营中不讲信誉，不遵守协约， 以至

弄虚作假的行为，认为欺骗只会导致他方的报复，并将受到法律制裁。因此 “重

义轻利”思想在我国经济建设中，要求拒绝欺诈，排斥投机取巧，鄙视一切 不守信

用的行为，这种积极向上的思想对于规范我们的市场行为，协调经济秩序， 引导人

们按照合乎道德、法律的方式进行经济活动的重大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2.3 经济活动应以义为底线、法治为准绳

受高额利润诱导，市场中部分企业和个人不择手段制造假冒伪劣商品，损害 国

家和人民利益。其表现如这几年发生的“毒酒事件”、“毒奶粉事件”、“劣质药 品事件”

、“泔水油事件”及中美贸易中中方出口的有毒有害儿童玩具等。这些不 良现象严重

的阻碍了经济活动的正常运行。而以义制利的儒家义利观有助于从社 会心理上遏

止、抑制“金钱至上”思想的滋长蔓延，避免人沦为物的奴仆，弱化 人们追逐物

质价值的动力，优化人们的精神境界，从而促进人们认真履行和遵守 《反不正当竞

争法》、《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并减少相关的 犯罪行为。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主体的行为被诸多契约所规范。而现代社会又是一

个迅速变迁的社会，不管制度、契约的设置如何合理、有效，总不能在任何时候 都

面面俱到。制度管不到的地方就需要主体的道德品质来弥补。市场经济虽然是 法

制经济，但并不是单纯的建立了法制就完全解决了市场经济的所有问题，单一 的

法制社会虽然是富有效率的社会，却不能说是一个健全的社会。因此在我国经 济

建设中应当提供一个宏观的并且运作有效的制度体制，在这个制度体制下选择



道德的行为，加大道德宣传，弘扬奉献精神。同时完善法规制度，严厉打击破坏 市

场秩序，非法经营和不道德的行为，才能真正树立高尚的经济社会价值取向。

3创造条件让“重义轻利”思想在我国经济建设中发挥应有的效用

综上所述，中国传统思想中的“重义轻利”思想经历了两千多年的不断提炼、 重

组和发展，形成了深厚的历史积淀，对我国经济建设仍有很大的借鉴意义。我 们

应当从中国经济建设现实出发，对其进行客观的辨别和分析，找出其与我国经 济

建设的切合面，构建义利兼顾的现代经济建设价值取向，从而促进具有中国特 色

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不断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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