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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
:
联结自利与诚信的纽带

袁初明

(广西师范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

广西 桂林 5l4 0( 科 )

【摘 要】 追求 自我利益是人的本性
,

经济人总是理性地去实现 自我利益最大化
。

诚信是对

自己某种信念的忠诚
,

自利与诚信不应该是对立 的
,

而联结自利与诚信的纽带是利益
。

【关键词】 自利 ; 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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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
,

对人们追求合法利益的肯定
,

给

人们勤劳致富提供了绝好机会
,

也推动了我国经济

的发展
。

但由于对个人利益的过分追求
,

产生了一些

不诚信行为
,

如制假卖假
、

拖欠农民工工资等
。

这些

严重影响了我国市场经济的建设
。

因此
,

如何正确认

识人的自利之心
,

重塑诚信
,

成为现阶段的一个热门

课题
。

一
、

近代以来
,

西方社会的重心
,

从整体转变为

个人
,

许多思想家对个人利益
、

个人 自利进行了论

述
,

这些都为亚当
·

斯密的
“

自利思想的提出
,

奠定了

坚实的哲学基础
。

亚当
·

斯密从他的人性论出发来论

述其 自利思想
,

他认为
,

神在创造人的时候
,

赋予人

两 种 基本本能
: “

自爱 心 ( se if 一 lvo e) 和博爱 心

( b e n e v o l e n e e )
” ,

前者是对 自己幸福的关心
,

后者是

对他人的幸福的关心
。

自爱心是人最基本的本能
,

而

博爱心是仅次于 自爱心的另一种本能
。

人生来首先

和主要关心的是 自己
,

人的利己心比利他心更为根

本
。

对于利他心
,

斯密鼓励人们运用利他心的力量
,

但却不要把它作为最基本的依靠力量
。

对于自利与

利他的关系
,

或者
,

自利何以利他
,

斯密是这样论述

的
:

每个人在追求 自利时
, “

他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

共的利益
,

也不知道他 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

种利益
。

由于宁愿投资支持国内产业而不支持国外

产业
,

他只是盘算自己的安全 ; 由于他管理产业的方

式 目的在于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能达到最大程度
,

他

所盘算的也只是他 自己的利益
,

在这种场合
,

像在其

他场合一样
,

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
,

去尽力

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 目的
。

也并不因为

事非出于本意
,

就对社会有害
。

他追求 自己的利益
,

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

进社会 的利益
。 ” t1] (

叨
》

人 在 经 济 系 统 中 所 从 事 的 活

动

,

直 接 目 的 是 为 了 自 己 的 主 体 利 益

,

而 不 是 为 了 他

人 利 益

,

也 不 是 为 了 社 会

。

但 要 实 现 自 己 的 个 人 利

益

,

必 须 考 虑 他 人 和 社 会 的 需 要

,

追 求 自 我 利 益 的 个

人 必 须 把 他 人 利 益

,

社 会 利 益 作 为 其 经 济 活 动 的 间

接 目 的

。

只 有 实 现 了 这 一 间 接 目 的

,

才 能 实 现 自
己 的

直 接 目 的

— 自我利益。

从 亚 当

·

斯 密 的 本 意 出 发

,

只 要 允 许 个 人 自 由 追

求 自
己 的 利 益

,

就 一 定 能 够 实 现 整 个 社 会 的 利 益

,

然

而

,

对 于 利 己 何 以 一 定 利 他

,

他 并 没 有 给 我 们 一 个 令

人 信 服 的 解 释

。

竹 内 靖 雄 认 为
: “

斯 密 认 为

,

在 竞 争 的

市 场 游 戏 中

,

或 由 利 益 追 求 型 主 体 所 组 成 的 自 由 体

系

,

不 论 各 主 体 的 意 图 如 何

,

都 会 自 然 地 形 成 一 定 的

秩 序

。

但 是

,

他 却 并 没 有 说 明 这 种 秩 序 是

`

如 何

’

形 成

的

。 ” 2[] (月
创 这 就 容 易 让 后 来 者 产 生 误 解

,

甚 至 给 人 借

题 发 挥 的 机 会

。

前 者 如 德 国 旧 历 史 学 派

,

他 们 于 19 世

纪中叶提出斯密问题
,

认 为 斯 密 在 《情 操 论 》 中 把 人

们 的 行 为 归 结 为 同 情
,

主 张 利 他 主 义

,

而 在 《 国 富 论 》

中 主 张 利 己 主 义
,

认 为 人 的 利 己 心 是 人 的 一 切 行 为

的 动 机

,

两 者 之 间 存 在 矛 盾

。

斯 密 问 题 的 提 出

,

一 方

面 反 映 出 德 国 历 史 学 派 没 有 全 面 地

、

历 史 地 看 待 斯

密 的 思 想

,

另 一 方 面 也 反 映 亚 当

·

斯 密 自 利 与 利 他 思

想 之 间 确 实 存 在 着 理 论 缺 陷

。

更 为 严 重 的 是

,

有 人 歪

曲 利 用 这 一 思 想

,

认 为

,

既 然 人 的 自 利 行 为 会 自 然 而

然 地 达 到 利 他 的 效 果

,

那 么

,

每 个 人 在 追 求 自
己 的 利

益 时

,

只 要 从 自 身 的 角 度 出 发

,

而 丝 毫 没 有 必 要 为 他

人 考 虑 的 打 算

。

因 为 他 始 终 坚 信

,

出 于 利
己 心 的 一 切

活 动 都 会 自 然 地 带 来 社 会 整 体 的 利 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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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样 是 对 亚 当

·

斯 密 的 误 会

,

有 人 把 斯 密 的 自 利

等 同 于 自 私

,

罗 宾 斯 认 为

,

人 们 对 斯 密 的

“

误 解 常 常

是 因 为 对 自 利 概 念 解 释 得 过 于 狭 窄 而 引 起 的

。 ”

他 写

道
: “

在 国 富 论 的 全 书 中

,

自 利 并 不 意 味 着 自 私

。

它 的

意 思 只 是 说 个 人 的 利 益 是 一 个 人 最 密 切 关 心 的 事

。

… … 当 亚 当
·

斯 密 把 他 所 说 的 自 利 作 为 个 人 经 济 活

动 的 主 动 力 时

,

他 心 里 想 的 其 实 与 艾 尔 弗 雷 德

·

马 歇

尔 说 下 面 的 话 的 意 思 一 样

。

马 歇 尔 主 张

,

在 组 织 世 界

上 的 正 常 的 工 作 中

,

进 步 的 程 度

,

主 要 看 人 们 能 为 社

会 的 利 益 而 将 人 类 天 性 中 最 强 的 而 不 仅 仅 是 最 高 的

力 量

,

加 以 利 用 的 程 度

。 ”
团

《
网

,
自 私 和 自 利 都 是 在 追

求 利 益 的 过 程 中
,

处 理 自 己 与 他 人 社 会 的 关 系 时 所

采 取 的 态 度

,

自 利 一 般 是 不 损 人 而 利 己

,

而 自 私 可 能

会 损 人 利
己

。

而 当 前 很 多 不 诚 信 的 行 为 都 是 自 私 的

表 现

。

在 经 济 生 活 中

,

不 诚 信 的 行 为 肯 定 会 增 加 交 易

成 本

,

降 低 效 率

,

不 但 有 损 于 整 个 社 会 利 益

,

对 个 人

的 利 益 也 是 有 害 无 益 的

。

二

、

诚 信

,

是 一 个 道 德 范 畴

,

简 单 来 说

,

就 是 诚

实 守 信

。

是 人 们 在 处 理 与 人 关 系 时 对 某 种 理 想

、

信 念

和 价 值 观 念 的 忠 诚

,

当 个 人 与 他 人 发 生 关 系 时

,

就 涉

及 到 诚 信 的 问 题

。

而 正 是 社 会 分 工 使 人 与 人 之 间 的

交 往 越 来 越 频 繁

。

有 分 工 就 有 合 作

,

合 作 是 人 类 实 践

活 动 中 相 互 作 用 的 另 一 种 基 本 形 式

,

合 作 是 人 们 为

实 现 共 同 利 益 或 各 自 利 益 而 进 行 的 相 互 协 调 的 活

动

,

也 是 为 共 享 利 益 或 各 得 其 利 而 在 行 动 上 相 互 配

合 的 互 动 过 程

。

在 人 类 实 践 活 动 中

,

当 个 体 或 群 体 依

靠 自 身 的 力 量 达 到 一 定 目 标 时

,

就 需 要 相 互 配 合 协

调 共 同 采 取 行 动

,

从 而 形 成 合 作

。

合 作 的 一 个 主 要 问

题 是 合 作 双 方 的 相 互 信 任

,

如 果 以 诚 相 待

,

就 能 产 生

一 个 比 较 好 的 合 作 效 果

,

并 且 能 导 致 下 一 次 合 作

。

如

果 双 方 都 互 相 猜 疑

,

就 会 降 低 合 作 的 效 果

,

甚 至 导 致

合 作 失 败

。

从 这 里 可 以 看 出 诚 信 的 重 要 性

。

诚 信 是 中 华 民 族 优 秀 的 道 德 传 统

,

但 在 生 产 力

得 到 极 大 的 发 展

,

人 类 的 物 质 财 富 极 大 丰 富 的 今 天

,

不 诚 信 的 行 为 为 什 么 越 来 越 多 呢 ? 市场 经济 中的诚

信 与封 建社会 中的诚 信有 没有本质 的 区别 ? 有 学 者

认 为
,

传 统 道 德 文 化 中 的 诚 信 与 现 代 市 场 经 济 的 诚

信 的 区 别 主 要 表 现 在 两 方 面

:
首 先

,

传 统 诚 信 作 用 的

范 围 是 熟 人 社 会

,

它 重 情 感

、

轻 视 理 性 与 契 约
;
正 如

费 孝 通 先 生 所 言
: “

乡 土 社 会 里 从 熟 悉 得 到 信 任

。

这

信 任 并 非 没 有 根 据 的

,

其 实 最 可 靠 也 没 有 了

,

因 为 这

是 规 矩 … … 乡 土 社 会 的 信 用 并 不 是 对 契 约 的 重 视
,

而 是 发 生 于 对 一 种 行 为 的 规 矩 熟 悉 到 不 假 思 索 时 的

可 靠 性

。 ” `
划

1P 0)
其 次

,

传 统 诚 信 大 多 是 超 越 功 利 的 道

义 诉 求

,

现 代 诚 信 大 多 是 利 益 追 求 中 的 道 德 遵 循

。

在

封 建 社 会

,

经 济 关 系 主 要 表 现 为 熟 人 关 系

,

而 在 现 代

社 会

,

经 济 关 系 则 是 一 种 契 约 关 系

。

封 建 社 会 的 经 济

关 系 是 自 给 自 足 的 自 然 经 济

,

生 产 力 水 平 落 后

,

人 们

相 互 之 间 交 往 与 社 会 活 动 的 范 围 与 空 间 很 少

,

社 会

关 系 主 要 表 现 为 君 臣

、

父 子

、

夫 妇

、

兄 弟

、

朋 友 等 熟 人

关 系

,

一 般 都 能 维 持 比 较 长 的 时 间

。

在 空 间 上

,

交 通

不 发 达

,

社 交 欲 望 不 强

,

人 们 的 活 动 往 往 局 限 于 一 个

特 定 的 地 方

,

从 事 经 济 活 动 也 主 要 针 对 熟 人

,

生 产 者

与 消 费 者 进 行 直 接 对 话

,

这 样

,

只 要 谁 有 欺 诈 的 行

为

,

马 上 就 会 被 所 有 消 费 者 知 晓

,

这 样

,

他 的 生 意 也

算 彻 底 结 束

。

在 当 时

,

不 诚 信 不 是 说 不 能 带 来 利 益 上

的 增 加

,

但 考 虑 到 可 能 得 到 的 惩 罚 (而且这种惩罚一

般很难避免 )
,

因 此 很 少 有 人 敢 挺 而 走 险

。

在 封 建 社

会

,

人 们 选 择 诚 信 固 然 有 道 义 和 价 值 观 念 上 的 追 求

,

但 肯 定 不 能 排 除 利 益 上 的 考 虑

,

因 为 这 样 能 够 避 免

利 益 上 的 损 失

。

现 代 社 会 随 着 科 学 技 术 的 发 展 和 信

息 技 术 的 进 步

,

经 济 活 动 的 方 式 和 范 围 都 发 生 了 巨

大 的 变 化

。

从 时 间 上 看

,

现 在 的 经 济 活 动 具 有 短 暂

性

:

一 方 面 交 易 时 间 短 暂

,

如 网 上 购 物

。

另 一 方 面

,

在

很 多 情 况 下

,

交 易 双 方 关 系 维 持 的 时 间 很 短 暂

,

由 于

生 产 力 的 发 展

,

人 们 的 购 买 能 力 的 提 高

,

买 卖 双 方 面

临 更 多 的 选 择

。

从 空 间 上 看

,

一 种 产 品 投 放 的 市 场 广

阔

,

且 具 有 变 动 性

,

而 且 在 生 产 者 与 消 费 者 之 间 存 在

很 多 环 节

。

以 上 这 些 方 面 都 为 有 人 选 择 不 诚 信 的 行

为 提 供 了 诱 因

。

从 这 里 我 们 大 概 可 以 看 出 当 前 诚 信

缺 失 的 一 些 原 因

:

一 是 有 些 人 只 看 到 眼 前 的 一 点 小

利

,

不 惜 以 诚 信 去 换 取 不 正 当 的 利 益

,

却 因 此 失 去 了

如 果 采 取 诚 信 可 能 获 得 的 更 多 的 更 长 久 的 利 益

。

例

如 前 面 所 提 的 制 假 卖 假

、

拖 欠 工 资 问 题

。

二 是 当 前 诚

信 的 行 为 并 不 能 获 得 相 应 的 利 益

。

在 很 长 一 段 时 间

,

人 们 总 是 把 诚 信 与 道 德 联 系 起 来

,

而 没 有 从 利 益 的

角 度 去 考 虑 诚 信

,

认 为 人 们 选 择 诚 信 是 因 为 他 道 德

高 尚

,

没 有 必 要 获 得 利 益 上 的 回 报

,

或 者 说

,

没 有 意

识 到 诚 信 可 以 获 得 比 较 好 的 利 益 效 应

。

因 此

,

从 利 益

角 度 出 发

,

或 许 可 以 解 开 诚 信 缺 失 这 个 难 解 之 谜

。

三

、

利 益 是 历 史 唯 物 主 义 的 一 个 基 本 范 畴

,

利 益

在 本 质 上 是 一 种 社 会 关 系

,

利 益 是 人 的 欲 望 和 需 要

在 人 与 人 关 系 上 的 表 现

。

从 历 史 上 看

,

阶 级

、

国 家 的

形 成

,

以 及 阶 级 与 阶 级

,

国 家 与 国 家 的 斗 争 都 是 为 了

利 益

。

利 益 推 动 着 社 会 的 发 展

。

马 克 思 认 为 追 求 利

益 是 人 类 一 切 社 会 活 动 的 动 因

: “

人 们 奋 斗 所 争 取

的 一 切

,

都 同 他 们 的 利 益 有 关

。 ” 〔5 〕̀
限

,
列 宁 称 利 益 是

“

人 民 生 活 中 最 敏 感 的 神 经

。 ”
圈

`13P 6 ,
利 益 是 一 个 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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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 大的概念
,

但 最 基 本

、

最 重 要 的 是 物 质 利 益

,

物 质

利 益 是 经 济 人 从 事 活 动 的 内 在 动 力

。

在 经 济 生 活

中

,

经 济 人 追 求 自 身 利 益 的 最 大 化 是 一 种 理 性 的 行

为

。

在 经 济 学 中

,

理 性 是 指

“

有 一 个 很 好 的 偏 好

,

在

给 定 的 约 束 条 件 下 最 大 化 自
己 的 偏 好

。
川 砚̀ ,”

经 济

人 又 叫 理 性 人

,

经 济 理 性 从 根 本 上 决 定 了 个 体 是 自

利 的

,

亦 即 追 求 自 身 利 益 是 决 策 人 的 经 济 行 为 的 根

本 动 机

。

经 济 人 的 动 机 是 追 求 自 身 利 益 最 大 化

。

但

结 果 并 不 一 定 能 达 到 最 优

。

在 一 个 合 作 过 程 中

,

如

果 双 方 都 从 自 身 角 度 出 发 去 追 求 利 益 最 大 化

,

这 可

能 是 符 合 理 性 的

,

而 且 可 能 会 达 到 自 认 为 是 最 优 的

效 果

,

但 是

,

如 果 双 方 真 诚 合 作

,

各 自 所 获 得 的 利 益

比 自 身 利 益 最 大 化 时 所 获 得 的 利 益 还 要 多

。

博 弈 论

的 一 个 著 名 例 子

“

囚 徒 困 境

”

就 能 很 好 的 说 明 这 个

问 题

:
两 人 都 从 自 身 的 角 度 出 发

,

选 择 最 有 利 于 自

己 的 行 为

,

最 后 的 结 果 却 是 最 差

。

个 体 理 性 导 致 集

体 非 理 性

。

如 果 双 方 都 能 在 信 任 的 基 础 上 进 行 合

作

,

从 单 个 人 来 说

,

有 可 能 不 是 最 优 选 择

,

最 后 却 产

生 了 最 佳 效 果

。

诚 信 就 是 一 种 信 息

。

人 们 很 多 时 候 之 所 以 没 有

采 取 诚 信 的 行 动

,

是 因 为 对 对 方 的 信 任 程 度 不 够

,

如

果 自 己 采 取 了 诚 信 的 行 为 而 对 方 却 采 取 了 不 诚 信 的

行 为

,

自 己 的 利 益 可 能 要 受 到 损 失

。

诚 信 是 一 种 信

息

,

诚 信 可 以 获 得 利 益 上 的 回 报 也 是 一 种 信 息

,

同

样

,

如 果 有 人 因 为 不 诚 信 而 获 得 了 更 高 的 利 益

,

这 也

给 别 人 传 递 了 一 种 信 息

。

在 所 有 的 参 与 者 当 中

,

只 要

有 人 选 择 了 不 诚 信 而 且 因 此 获 得 了 比 选 择 诚 信 更 高

的 收 益

,

就 会 引 导 所 有 的 参 与 者 都 趋 向 于 选 择 不 诚

信

。

从 这 里 我 们 可 以 看 出

,

在 很 多 情 况 下

,

人 们 选 择

诚 信 与 不 诚 信 主 要 是 出 于 利 益 上 的 考 虑

。

自 利 与 诚 信 不 是 矛 盾 的

,

联 结 它 们 的 纽 带 是 利

益

,

自 利 追 求 的 是 利 益

,

而 诚 信 跟 利 益 也 不 是 毫 无 关

系

,

利 益 既 是 道 德 的 调 整 对 象

,

也 是 道 德 的 基 础

。

道

德 是 调 整 人 们 之 间 社 会 关 系 的 行 为 规 范

,

实 质 上 是

调 整 人 们 之 间 的 利 益 关 系

。

而 诚 信 作 为 人 们 在 处 理

相 互 关 系 时 的 一 种 价 值 观 念

,

必 定 将 影 响 到 人 们 的

利 益 关 系

;
市 场 经 济 是 契 约 经 济

,

契 约 是 建 立 在 诚 信

的 基 础 上

,

诚 信 已 不 仅 仅 是 纯 粹 道 德 意 义 上 的 价 值

评 价

,

已 经 成 为 一 个 直 接 影 响 到 人 们 经 济 利 益 的 重

要 参 数

。

自 利 追 求 的 是 利 益

,

而 如 果 诚 信 能 够 带 来 更

多 的 利 益

,

经 济 人 肯 定 会 主 动 的 去 选 择 诚 信

。

当 前 诚

信 缺 失 的 一 个 主 要 原 因 是 选 择 诚 信 并 不 能 给 人 们 带

来 直 接 的 利 益

,

而 选 择 不 诚 信 却 可 以 收 获 立 竿 见 影

的 利 益

。

我 们 过 去 着 重 以 道 德 和 法 律 的 角 度 去 约 束

,

要 求 人 们 选 择 诚 信

,

而 忽 视 了 从 物 质 利 益 的 角 度 去

刺 激

,

激 励 人 们 选 择 诚 信

。

(我在这里并不是否认诚

信主要是作为人们价值观念上的追求 )
,

因 此

,

要 解

决 诚 信 的 问 题

,

不 能 仅 仅 从 法 律 的 规 范 和 道 德 的 建

设 方 面 去 人 手

,

而 应 该 把 诚 信 与 利 益 结 合 起 来

,

使 诚

信 的 行 为 能 够 得 到 利 益 上 的 回 报

。

充 分 发 挥 自 利 作

为 经 济 推 动 动 力 的 作 用

,

使 经 济 人 能 够 主 动 地 去 选

择 诚 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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