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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20余年来，我国社会经济迅速发展，

年平均约8％的GDP增长率，令人惊叹。社会物质

财富空前增长，从根本上改变了老百姓贫苦受穷的

状态，极大地提高了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然

而，在财富活动中，一些人却不自觉地陷入了“金钱

崇拜”、“为财富而奔忙”的状态中。伴随着财富的

增长，是人生意义的失落、价值的虚无、信仰的迷失

和道德的危机，社会的“道德失范”成为一种普遍现

象。具体表现为，财富积累不择手段，经济行为中

大量存在着“寻租”行为；在财富分配上，经济腐败

大量存在，两极分化严重；消费时，又大肆挥霍，一

掷千金，极尽所欲的“超前消费”、“面子消费”。于

是，财富难以得到认同，既限制了财富的进一步增

长，又造成了人与自身、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

然之间关系的紧张。上述情况向社会提出了财富

与伦理的和谐问题。

一 财富与伦理和谐是促进人与社会全面和
谐发展的前提

和谐是财富与伦理关系之境，是指在人类的财

富活动中，财富与伦理的有机结合，财富的增长与

伦理的发展相互支撑、相互协调和相互促进。反映

在财富活动中的人与自身、人与他人、人与社会、人

与自然关系和谐是财富与伦理和谐的四个维度。

它对人的全面而和谐发展、社会经济的和谐发展和

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举足轻重的作

用。

（一）财富与伦理的和谐是人全面而和谐发展的内

在要求

人既是财富的主体，又是伦理的主体，财富与

伦理的和谐，实质是主体——人的全面而和谐发

展。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人全面而和谐的发展

是人的各种能力、人的社会关系、人的个性、人的物

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等多维度的、全面的、自由的、和

谐的发展。首先，它是人的“类特征”在个人那里的

全面发展，即在自由自觉的财富活动过程中，人的

主体性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体力和脑力协调发

展，人自己内在的本质力量外化为对象性产品，确

认着人的创造财富能力的发展以及在财富活动过

程中所特有的伦理维度的展现。其次，它是人的

“社会特性”在个人那里的充分发展，是个人的社会

关系的全面生成、丰富和和谐。一方面，包括人与

人之间经济关系、政治关系和伦理关系的全面发

展；另一方面，包括人与自身关系、人与他人关系、

人与社会关系、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发展。再次，

它是人的自由个性特质在个人那里的充分发展，即

个人的一切天赋得到充分的发展，实现个人的和谐

发展，包括人的生理和心理的和谐发展、人的才能

和品质的多方面发展、个人独立人格的健全、知情

信意行的充分发挥。从以上三个层面分析可知，人

全面而和谐的发展不是抽象的发展，而是具体的和

历史的发展，离不开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全面统

一，离不开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和谐发展的统一，

离不开社会和谐、人际和谐、天人和谐和自我心灵

和谐的统一。就是说，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

发展基础上实现人全面而和谐的发展内在要求财

富与伦理的和谐。

（二）财富与伦理的和谐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题中之

义

和谐社会的内涵十分丰富，涉及经济、政治、文

化、自然、人本身等各个方面。胡锦涛总书记把我

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归纳

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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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1]。这意味着构建

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财富与伦理的和谐。

首先，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建设社会主义物质

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有机统一。发展生产力，

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创造更丰富的社

会物质财富，国家整体实力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

生活水平更加殷实，这可以不断地增强和谐社会建

设的物质基础；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可以不断加

强和谐社会建设的政治保障；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

化，增强人们的精神力量，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这

可以不断巩固和谐社会建设的精神支撑。构建社

会主义和谐社会，又为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

治文明、精神文明提供重要条件。其次，构建社会

主义和谐社会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根

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以人为本，在经济发展的

基础上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样化的物

质文化需要，促进人的全面而和谐发展；再次，构建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

会可以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更加注重社会事业建

设，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和社会稳定，让全体人民共

享改革发展成果。最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

生态和谐的社会。这就是牢固树立和落实全面、协

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坚持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

态良好的有机统一，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促进

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因此，实现人全面而和谐发展和社会和谐发

展，必须实现财富与伦理的和谐发展。而现实中财

富的增长与“道德滑坡”不相容，已造成生态危机、

人际危机和认同危机等。若不加以遏制，就会阻碍

人全面而和谐的发展和社会的和谐发展。

二 实现财富与伦理和谐的内在根据
有些人认为，人是自然之躯体，人的财富欲望

与精神境界提升不可能实现和谐；甚至认为，财富

与伦理相对立，社会财富增长必然产生“道德滑

坡”。而本文认为，财富与伦理本身有内在联系，只

要我们加以正确地引导，二者的和谐是可以实现

的。

（一）财富为伦理之基

伦理道德的产生、发展、内容和性质等都以一

定生产方式的物质财富活动为依据，恩格斯指出：

“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

状况的产物”[2]。一定的社会经济状况所特有的经

济关系首先作为利益表现出来，这种利益作为道德

的直接根源，决定社会道德的基本原则、主要规范

和伦理关系的内容。因此，“正确理解的利益是整

个道德的基础”[3]。

物质财富活动过程为伦理关系建构提供现实

的内容，伦理道德关系又需要在物质财富的活动中

得以实现。物质财富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过

程反映的是人与自然、人与自身、人与他人、人与社

会之间的关系。对于财富活动中的种种关系，我们

要根据“人的目的”做出价值判断，进行价值提升，

上升为伦理道德规范。在此伦理规范下占有和使

用财富能被人们认同，使伦理关系得以实现。

脱离财富基础的纯粹伦理是空洞的和无效

的。道德是人们对现实物质生活的内化，在现实物

质生活中最终能找到它的根据，人们总是从生产和

交换的经济关系中吸取自己的道德观念，否则伦理

就成了成为无源之水，无木之本。而且“道德从根

本上说是有功利性的，那种为道德的纯粹道德，只

能存在于幻想中，提倡完全超功利的道德是不切实

际的。”[4]一定程度上，人伦关系受物质财富多寡的

影响，“家富则疏族聚，家贫则兄弟离。非不相爱，

利不相容也。”(《慎子·逸文》)人们的道德生活受物

质生活条件的影响，“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

荣辱。”(《管子·牧民》)而康德认为“约束性的根据既

不能在人类天性中寻找，也不能在他所处的世界环

境中寻找，而是完全要先天地纯粹理性的概念中去

寻找。”[5]像这样缺乏以财富为内容的、脱离以财富

为基础的、没有质料和超越现实经验的伦理道德是

空泛的、虚无缥缈的伦理，剩下的只是形式，只是空

准则。

（二）伦理为财富之范

伦理道德渗透于财富活动的各个环节，是一种

人文资本，促进财富增长；也是协调财富主体间人

际关系的一种理性精神，促使人际和谐与社会和

谐；更是财富主体的行为规范，被人们内化为正确

的人生态度和思维方式，外化为合情合理合法的行

为方式，以获得“阳光财富”。这实际上是人对自

身、对他人、对社会、对自然的态度和价值确认。从

这个意义上说，人们对财富的态度就成为人生态

度，“经济学其实是一种人生哲学，不是教人发财致

富，经邦治国，而是教人正确对待人生。”[6]而缺失伦

理规范或伦理维度，人类的本质力量就会异化，财

富主体的人生态度和生命价值就会扭曲，财富活动

就会盲目，财富认同也就没有核心价值的认同。在

这种情况下，财富的积累所带来的不是人的和谐发

展、不是社会的文明，反而是人的异化和社会的不

和谐。所以，伦理成为主体财富活动中不可或缺的

精神资源和行为规范。有了伦理的维度，人才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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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依归，在物质财富的积累中才会减少“寻租”行

为；分配中才会缩小两极分化，清除经济腐败；消费

时才会避免“超前消费”和“面子消费”。从而，使人

和社会随财富的增长而健康和谐的发展。

（三）财富与伦理对立统一于共同的主体——人

财富为伦理之基，给伦理丰厚的内容；伦理为

财富之范，为财富规定方向；伦理无财富则空，财富

无伦理则盲；二者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离则两

倾，合则两美，对立统一于共同的主体。人既是财

富的主体，又是伦理的主体，人自身全面而和谐的

发展是财富与伦理和谐的前提。而人又恰恰可以、

能够且必须全面而和谐的发展。在现实中，随着社

会经济的发展，人的潜能得以最大限度地发挥，社

会关系不断地丰富，人的个性不断地完善，物质生

活和精神生活更加充实，人与自身的心灵不断和

谐，这些都证实着人正在全面的自由的和谐的发

展。

三 实现财富与伦理和谐的重要途径
既然财富与伦理和谐对人和社会的和谐发展

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又具有现实和谐的可能性，

那么，我们又应该如何实现其和谐呢？

（一）关键：“以人为本”，优化主体，实现人自身和谐

人既是伦理的主体，又是财富的主体。人自身

的和谐发展是财富与伦理和谐的前提，同时，财富

与伦理关系的和谐发展也是人全面而和谐发展和

社会和谐发展的前提。正是由于它们这种互为前

提、相互促进的关系，“以人为本”，优化自身素质，

实现人自身的和谐就成为财富与伦理和谐的关

键。人自身的和谐包括三个方面：第一，身心和谐

即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全的统一；第二，物质生活和

精神生活和谐即物质生活的全面发展和精神生活

的丰富多彩的高度统一；第三，思维方式和行为方

式和谐即德性与德行的统一。针对当前人自身的

文化危机，促进人内在素质和谐显得更为重要：一

方面思维方式与时俱进，转变财富观念，更新致富

思路；另一方面，人格健全，提高自身修养和道德品

质，形成健康的心理和正确的人生态度，树立正确

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真正理解和把握自身

的生命存在、人格尊严和价值意义，从而实现人自

身的和谐。只有人自身的和谐，才有自身与他人、

与社会、与自然的和谐，才有财富与伦理的和谐。

（二）物质基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

力

财富是人类财富活动的前提条件和最终结果，

任何一种类型的财富，都反映着作为特定历史条件

下的类主体间的伦理关系，同时也对人们的意识形

态、行为方式、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有着深刻的

影响，“夫饥寒并至而能无为非者寡，然则温饱并至

而能不为善者希”(《论衡·治期篇》)。因此，生产力

的发展为人们道德的进步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前提。

人们为了生存、生活和发展，首先就需要衣食

住以及其他东西，这些都属于物质财富的范畴，是

人实现自由解放的物质基础。“当人们还不能使自

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供应的时候,

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7]。只有物质文明高度

发达，为人们提供丰富的生活资料、才有发挥精神

潜能的良好心态，才会有人的解放与和谐发展，才

会有财富与伦理的和谐发展。所以，以经济建设为

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

康发展，创造更丰富的社会物质财富，增强国家的

整体实力，实现人的根本利益，不断地满足广大人

民的物质文化需要，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这是经

济建设的目标，也是道德发展的目标，更是实现财

富与伦理和谐的物质基础

（三）思想基础：心理认同

所谓认同就是对象在主体之间所形成的共识，

是人们心理在承认差异和多样性的基础上寻求共

识。人们的心理对财富达到符合法制和伦理的认

同是财富伦理和谐的思想基础。现有法制所规定

的财富占有方式和分配方式的多样性，已经为人们

认同。这就是说，人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追求和支

配财富的手段是多样的，只要是正当的，就能被社

会认同；人们占有财富的数量是有差距的，只要不

影响社会稳定，就能得到认可。但对财富法制的认

同不等于人们的心理认同，若人们的心理不认同，

就不可能有正当的求富行为。所以，最为关键的是

人们将这些法律和伦理内化为思维方式和行为方

式，真正得到人们的心理认同，上升为社会心理，人

们才能自觉地遵循法制、合乎道德地创造、占有和

使用财富，才能实现法制认同和社会心理认同的统

一、文化认同和和财富认同的统一，促进财富和伦

理关系的和谐。这不仅促进了财富的进一步增长，

也促进了人和社会的和谐发展。

（四）途径：法治与教化的统一

财富与伦理的和谐问题，从表面上看，是社会

物质财富增长与伦理道德发展水平的协调问题，从

本质上看，是人的问题。实现二者的和谐，人是关

键。因此，坚持以人为本，全面提高人的素质成了

当务之急。然而，人自身的和谐不是自发实现的，

而是教育和法治统一的结果。这需要加强素质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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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使

德与智、知识与能力、心理与生理的全面的协调的

发展，塑造出真善美相统一的理想个性和人格魅力；

也需要加强法治，规范和引导人们的财富行为；更需

要通过法制建设和伦理建设的互动统一，提高教育

水平和法治程度，培养人正确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

式，实现自律和他律互动统一，促进人与自我心灵的

统一、人与自然共生共存、人与他人的人际关系和

睦、人与社会关系的融洽以及人全面而和谐发展和

社会和谐发展，从而实现财富与伦理的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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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mony: the State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Wealth and Eth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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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lation between wealth and ethics is indivisible，that is，wealth is the basis，while ethics
stipulates the direction for the wealth. Man is the subject of ethics and wealth. Harmony is the state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wealth and ethics. The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man itself is prerequisite for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ethics and wealth，in other words，that a person’s psychology makes wealth obtain the identity of ethics and laws is
the ideological basis of the harmony between wealth and ethics. Meanwhile, the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wealth
and ethics is the prerequisite of the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man and society. So it is not only possible but
essential for the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wealth and ethics.

Key words: Harmony；Wealth；Ethics

[7]刘利明.立法学[M].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44.

[8]付子堂.法律功能论[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On the Coordination of Interests in a Harmonious Society

——To Analysis the Interests of Coordination from a Legislative Perspective

SI Chun-xia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School，Chongqing Three Gorges College，Chongqing 404000）

Abstract: The key to build a harmonious society is to achieve the harmony of interests. The essence of modern
legislation is not only a process of negotiations in the interest of identification，the interest of choice，and the interest
of integration but also a process to coordinate the interests amony people. The legislature should coordinate the
interests by establishing a series of principles and systems and identifying the main interests of the distribution of
rights and obligations. The main goal of legislation is to promote the building of a harmonious society.

Key words: Legislation；Coordination of interests；Harmonious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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