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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社会有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

程中，旧的道德规范体系日益削弱和退化，而与之

相适应的新的道德规范体系却未能完全建立起

来。在这样一个社会转型期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对构建新的道德体系的伦理诉求越来越迫切。在

新的道德体系构建过程中，最重要也是最棘手的就

是对利益关系，特别是个人利益追求的正确评价和

处理问题。然而几千年来“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

利”、“重义轻利”的价值观可谓是根深蒂固。而今，

以“利益”为导向的市场经济已经成为一种不可逆

转的趋向。因而，在此经济基础上的社会生活也不

能再对“个人利益”采取一种简单的否定态度，而需

重新审视。因此，本文尝试从道德终极标准出发，

对个人利益追求给予合理的道德评价。

一 道德终极标准
如前所述，中国处在一个社会转型期，人们的

价值取向也是多样性的，不同的宗教，不同的民族

和不同的职业，其道德标准往往是不一样的，甚至

是大相径庭的。因而对于同一行为，运用不同的道

德标准进行评价，就可能作出不同的道德判断。因

此，标准的不统一也就成为了新道德体系建立的最

大障碍之一。但正如张传有教授所说“尽管在实际

进行道德评价时人们的评价标准不一样，但有一点

是一样的，那就是人们总把一个具体的行为和人放

到一定的道德法则或道德律令下加以比较和衡

量。也就是说一定的道德法则是评价具体人和事

的标准。这种法则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他们具

有不同程度的普遍性。”[1]P267可见，面对道德规范之

间的冲突，最重要的无疑是选择一个具有普适性的

最根本的道德法则，也可称之为道德终极标准——

它不仅是产生并决定其他一切道德标准的标准，而

且是衡量一切道德标准优劣的标准。那么道德终

极标准是什么呢？

一切道德规范都是依据道德价值制定的，因而

最终都是以道德目的为标准而从行为事实推导并

制定出来的。由此可知，道德目的是产生，决定和

推导出其他一切道德标准的标准，也就是道德终极

标准。根据王海明教授的观点：道德目的分为道德

特殊目的和道德普遍目的。道德特殊目的无疑仅

仅能够产生和推导出某些道德规范，而不可能产生

和推导出一切道德规范；只可能衡量某些行为之善

恶和某些道德之优劣，而不能衡量一些行为之善恶

和一切道德之优劣。因此，道德特殊目的是不可能

成为道德终极标准，这就意味着：道德终极标准只

能是道德普遍目的，因为只有普遍目的才具有普适

性。而道德的普遍目的是：增进全社会和每个人利

益。任何标准之所以为标准，都必须是一种可以量

化的东西。所以道德终极标准不等于道德终极目

的，而是终极目的的量化，即：增减全社会和每个人

利益总量。[2]P119~121而所谓，“增减社会利益的总量”

就是衡量一切行为之善恶和一切道德之优劣的一

个最高总标准——道德终极标准。

二 社会利益总量的划分
本文探讨的是对个人利益追求的道德评价，因

而，在划分的过程中也是从个人的角度出发，将社

会利益总量划分为：个人利益总量，无利集体利益

总量，同利集体利益总量和异利集体利益总量。（为

了便于表述和理解，下文部分使用符号表述：“社会

利益总量”用“M”表示；“个人利益总量”用“I”表示；

“无利集团利益总量”用“Ta”表示；“同利集团利益

总量”用“Tb”表示；“异利集团利益总量”用“Tc”表

示），现分述之。

（一）个人利益总量

把个人利益总量作为社会利益总量的一个变

量看似不合理，因为前者同后者相比实在太微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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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则不然，个人利益总量同社会利益总量之间的关

系就如同细胞和人体之间的关系。一方面，正是看

似微小的细胞构成组织，组织构成器官，器官构成

系统，八大系统才构成了完整的人体，只有保证了

每个细胞的正常运作，才能保证人体的健康 。古

人说“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3]个人就是社

会的一个成员，自我修养完善了，家庭才能整顿有

序；家庭整顿好了，国家才能得到治理；国家得到治

理，天下才能平定 。同样，保证了社会中每个成员

的利益，才能保证各个群体的利益，保证各个群体

的利益，才能保证国家的整体利益。所以，增加每

个社会成员的利益是社会总体利益增加的一个基

础前提。另一方面，一个看似微小的不健康的细胞

很有可能会导致整个人体的毁灭，比如一个癌细胞

的扩散就可能破坏一个或多个器官，从而导致人体

死亡。同样,对一个社会成员利益的不合理评价和

处理，也可能危及到一个群体或多个群体的利益，

进而波及到整个社会的利益。震惊世界的“毒奶

粉”事件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个别人为了追求自

身的利益最大化，不惜以损害广大人民的利益为前

提，最终结果不仅影响了自身利益和公司利益，而

且给中国牛奶产业带来了重创。由上可知，将个人

利益总量作为社会利益总量的一个变量进行分析，

不仅是合理的也是十分必要的。因此，本文以个人

利益总量为中心划分出社会利益总量中的其他三

个变量，即无利集体利益总量，同利集体利益总量

和异利集体利益总量。下面将对这三个变量与个

人利益总量的关系进行阐述。

（二）无利集体利益总量

“无利集体利益总量”是指同个人利益变化没

有直接关系的集体的利益总量。通过对“Ta”的定

义可知，所谓“无利”并非指绝对没有利益关系，而

是指没有直接的利益关系。人是社会性动物，总是

处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的，因此，完全脱离与I的关

系的集体是不存在的，Ta与I之间的“无利”是相对

的。这里所谓的相对无利益关系，是指在初次分配

中不受I的变化的影响：一个人在追求自身利益的

过程中，总会影响到其他的一些人，一些集体，但这

个影响往往是有限的，只占社会总利益中的一部

分；其他的集体利益在初次分配中则是同I完全无

关的，即“Ta”部分。然而利益并不总是进行一次分

配就完成的，如果在初次分配中出现了净增加利

益，就还存在一个再分配的过程。在利益再分配的

过程中，I就对Ta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影响了。这个

程度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I自身变化的量，即

个人利益追求过程中利益增减的值。另一方面就

是I的变化引起的与其有直接利益关系的集体利益

的变化的量。上述两个方面综合作用的结果就是

社会总体利益的变化，而社会总体利益的增减及其

变化的量就决定了Ta在再分配过程中所受的影

响。所以可以说：I对Ta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其作用

于社会总体利益后的利益再分配而产生的。

（三）同利集体利益总量

“同利集体利益总量”，即“Tb”是指同个人利益

变化正相关的集体的利益总量。在利益的初次分

配中，I对Tb有着直接的影响：Tb会随着I的增加而

增加，随着I的减少而减少。I对Tb 的影响程度同

样取决于个人所处的社会关系。根据个人所处地

位和社会关系的差别，Tb可以小到只是一个家庭的

利益总量，也可以大到一个公司，一个集团，一个产

业链的利益总量。在利益的再分配中，I在利益在

分配中对Tb的影响，则与Ta一样，也是通过其对社

会总利益的影响而实现的，这里就不再做详细阐

述。

（四）异利集体利益总量

“异利集体利益总量"即“Tc”是指同个人利益变

化负相关的集体的利益总量。利益不能总是一致

的，所以“异利集体”的存在也是普遍的。在初次分

配中，Tc可以说是是个人利益追求的直接牺牲品，

即I的增加总是以牺牲Tc为代价的。在再分配过程

中，I对Tc的影响也是通过其对社会总利益的影响

而实现的，然而这里存在一个问题，即在初次分配

中所牺牲的利益同在再分配中所获得的利益的比

例问题，这是对个人利益追求进行道德评价的一个

关键点，将在下文做出详细论述。

三 运用道德终极标准对个人利益追求的道
德评价

在进行任何一个评价时，都应该先明确评价的

标准和对象。因此，笔者在前面对道德评价的标准

和道德评价的对象及其相关因素都做了详细的阐

述，接下来就要对个人利益追求进行道德评价，而

在个人利益追求过程中根据是否到达“帕累托”最

佳，可以分为两种模式：简单模式和复杂模式。

“简单模式”也可称之为“优化模式”，可用公式

表示为：

M（社会利益总量）=I+Ta+Tb

简单模式：是指社会利益总量只由I，Ta，Tb构

成，即不存在Tc的情况。因为该模式还没有达到

“帕累托最优”，即：在不使其他人境况变糟的情况

下，而不可能再使另一部分人的处境变好的一种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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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4]P28~29。所以该模式还可以进行“帕累托优化”，

即：在没有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使得至少

一个人变得更好。所以该模式又称为“优化模

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都将“个人利益”与

“他人利益”对立起来，认为“利己”与“利他”只能二

选其一，然而在很多情况下，人们是可以选择双赢

的，正如黑格尔所说“主观的利己之心可以有助于

他人需要的满足......每个人在为自己取得生产和享

受的同时，也正为了其他一切人的享受而生产和取

得”。[5]P210~211在该“简单模式”下，笔者将通过利益初

次分配和利益再分配两种状态对个人利益追求进

行道德评价。

在利益的初次分配中，I的增加带动了Tb的增

加，而Ta在初次分配中是不受I影响的，所以社会总

利益M是净增长的。根据“道德终极标准”，社会总

量已增加，所以此时的个人利益追求是道德的。由

于在初次分配中有利益的净增加，就还需要靠考虑

利益的再分配。因为初次分配中没有利益受损集

体，所以再分配就按照公平分配即可。综上所述，只

要是在“简单模式”下，追求个人利益都是道德的。

复杂模式，也可称之为“最优模式”，可用公式

表示为：

M（社会利益总量）=I+Ta+Tb+Tc

复杂模式是指：社会利益总量是由I，Ta，Tb，Tc

四部分构成的模式。该模式与简单模式相比，增加

了Tc部分，即在个人利益追求中必须做出牺牲的那

部分集体利益。因为该模式已经达到了“帕累托最

优”，所以该模式又称作“最优模式”。由上可知，简

单模式，是可以进行帕累托优化的一种模式，当帕

累托优化不能再进行的时候就达到了“帕累托最

优”，也就是复杂模式的运用前提，即：在个人利益

追求过程中，只有当不能再选择“优化模式”的时候

才应当选择“最优模式”。这也表明，“复杂模式”

下，总有一方的利益不得不受损。在这种模式下，

已经不能在达到“双赢”的局面，那应该选如何做出

利益取舍，才是道德的呢？笔者认为在利益冲突的

情况下，既不能一味的追求个人利益，也不能盲目

的牺牲个人利益，而是应该在不同的情况下做出不

同的道德抉择。可以分两种状况并综合初次分配

和再分配对个人利益追求进行道德判断：

一种状况是当“I+Tb<Tc”（因为在初次分配中

TA是不受I的影响的集体利益总和，所以不列入考

虑范围）该状况下，在初次分配中，追求个人利益所

带来的个人及其同利集团的利益增加的总量小于

异利集团的利益损失总量，社会利益的总量是减少

的，根据道德终极标准，这就是不道德的。因为在

初次分配中，社会总利益减少的，所以没有净增加

的利益，也就不存在利益的在分配问题。综上，在

“I+Tb<Tc”的状况下，只顾个人利益追求是不道德

的，“我们生活在一个社会共同体中，这个社会共同

体是我们生活、发展的前提；市场经济是一个有机

整体，每一个人都受到这个市场体制所制约；现代

性社会是一个普遍联系和普遍交往的社会，每一个

人都是这普遍交往纽结上的一环，我们日常生活每

一个基本方面的满足都离不开社会共同体，绝对的

自利就是绝对的不利。”[6]P104~105“皮之不存毛将焉

附”，在该状况下，为了社会这个大集体，就应该放

弃个人利益，放弃小集体利益，这样才是道德的。

另一种状况是当“I+Tb>Tc”（同上，初次分配中

TA是不受I的影响的集体利益总和，所以不列入考

虑范围）该状况下，追求个人利益所带来的个人及

其同利集团的利益增加的总量大于异利集团的利

益损失总量，社会利益的总量是增加的。所以，根

据道德终极标准，在初次分配中，是可以选择追求

个人利益的。然而，由于在初次分配中出现了总利

益的增加，所以还必须考虑到一个利益再分配的问

题。异利集团在初次分配中为了社会总体利益的

增加而减少了自身利益，或者说个人及其同利集团

的获利是建立在异利集团的牺牲上的。根据社会

公正原则：所有人在人格上平等，每个人在生存权

和发展权上平等。[7]P190社会公正原则要求对利益受

损的地区和个人予以适当补偿，对为集体利益而做

出牺牲的个人或小集体，要想方设法减轻其受损程

度，补偿其身心需要。[8]P180因此，在利益的再分配过

程中，个人应该且有义务将其在初次分配中所获得

的利益的一部分以再分配的形式对异利集团以加

以补偿。所以，在“I+Tb>Tc”的情况下，个人在初次

分配中追求个人利益，且在再分配过程中给予利益

受损的集团给予适当补偿，才是道德的。

综上，运用“道德终极标准”对个人利益追求作

出道德判断有助于破解当代道德规范体系构建中

的一大难题，它不仅可以为转型期的当代中国社会

提供新道德规范体系的理论参考，也能为中国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实践注入“以人为本”的精神

与活力。当然，运用“道德终极标准”对个人利益追

求做出道德判断仍有一些理论难题，尤其是在现实

中如何操作等难题需要解决，这将有待于理论和实

践的进一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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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tical College，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Chongqing 401331）

Abstract: Ritual is the core component of Confucianism. It takes“benevolence”as the core，“three cardinal
guides and five principles”as the basic principle，the natural emotion and family ethical as the base，combination of
knowing and doing as the mean. All of this helps to build up a huge ethical norm system. It not only makes people
identify and practice the feudal ethics，but also ensure the stability and order of feudal society. Although ritual
eventually becomes the tool of feudal society，it's very successful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feudal ethics. What's more，
ritual has significant enlightenment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ethics system.

Key words: Confucianism；Ritual；Contemporary Chinese Ethics System

（责任编辑：李 进）


（上接58页）

·· 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